
126 | 城市研究

Research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A Case Study of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刘  群   王梦珂   范润生                      文章编号1673-8985（2017）01-0126-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规划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发展评估的研究也逐步从定性走向定

量，定量评估能弥补传统规划评估方法的主观性强、不全面、时效性差等缺陷。运用与人口分布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多种来

源数据对徐汇区职住功能空间、综合交通空间、商务活力空间和商业休闲空间的发展进行定量评估，结果显示：徐汇区空

间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状态，就业、交通、商务、商业服务等多种要素的空间分布都存在“北优中良南薄弱”特征，同时

东部滨江地区发展也较为欠缺。最后，对徐汇区未来空间发展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ata technology brings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urban planning fiel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ssessment gradually changes from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ich can remedy weaknesses 

of traditional planning assessment method, such as subjectivity, one-sidedness and poor timeliness. This paper uses multi-source 

data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to analyze living function spac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pace, business activity space and 

commercial space of Xuhui Distr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various elemen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learly presents the North Excellent - 

Middle Good - Southern Poor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iverside area is lagging behind.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Xuhui District.

随着信息技术与产业、经济和社会的深度

融合，数据相关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已被广

泛应用到政府公共管理、零售业、医疗服务、制

造业等领域，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和资本要素。在城市层面，数据更是成为一种

新的“打开”城市的方式，可以更客观地对当

下的城市空间进行描述与分析。目前，来自公

共网络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商业平台等的各

种新兴数据逐渐与传统数据一起应用到城市

研究和城市规划实践中，一方面，形成了新的

公众参与方式，另一方面，为城市规划与研究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空间发展评估研究
——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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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与新的视角[1]。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手机信令数据、智能

交通卡刷卡数据、互联网开源数据等新兴数据

在城市发展研究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杨飞、许宁分别用手

机定位数据进行了交通调查[2-4]和城市职住人

口空间分布分析[5]；钮心毅、丁亮等人利用手机

信令的数据，实现了对上海用户日间驻留地、

夜间驻留地的识别，分析了上海市域的职住空

间关系[5-6]；龙瀛等[7]、Ma等[8]、W J[9]利用公

交卡刷卡数据分别对北京市持卡人的通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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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出行规律等进行了研究；甄峰等[10]、熊丽

芳等[11]、陈映雪等[12]、董琦等[13]通过对新浪微

博、百度搜索引擎、大众点评网等网络开源数

据的挖掘来对城市网络、区域联系、城市消费

空间等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出现了多个数据

研究和交流的机构与平台，如北京城市实验室

（BCL）、城市数据派、城市数据团等，不定期推

出一些新的大数据研究成果，为数据在城市研

究中的应用拓宽了视野，也对数据研究方法进

行了推广。

新兴数据的研究结果与用其他传统方法

得到的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前者更为全

面、快捷、时效性高。然而，已有的新兴数据研

究成果多聚焦于一种数据在城市研究中的运

用，数据维度比较单一，只能研究城市发展过

程中的某一个方面，尚未在城市发展综合评估

中应用。本研究将弥补传统评估方法的缺陷，

把互联网开源数据、商业级数据等新兴数据与

传统数据等多种来源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对徐

汇区的职住功能空间、综合交通空间、商务活

力空间、商业休闲空间等方面进行评估判断，

找出徐汇区城市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未

来空间发展策略进行探索。本研究是数据运用

在城市发展评估上的一次全新探索，对城市发

展研究与城市空间评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徐汇区空间发展演变

1.1　境域历史变迁

徐汇区境在唐、五代、宋时属华亭县高昌

乡。元、明、清三代时，属上海县高昌乡。抗日战

争胜利后，区境属上海市第七区（常熟区）、第

八区（徐家汇区）、第二十六区（龙华区）的

大部分辖地。1950年6月，成立常熟区人民政

府和徐汇区人民政府。1956年3月，常熟区、徐

汇区合并为徐汇区。1964年5月，原闵行区域

（闵行地区和吴泾地区）并入徐汇区。1981年

2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政府，同意恢复闵行区

（实际恢复时间为1982年4月），原闵行地区和

吴泾地区仍属闵行区。1984年9月，上海县龙

华镇和漕河泾镇划归徐汇区。1986年2月，上

海县虹梅路以东、漕宝路以北、上澳塘港以西、

蒲汇塘以南地区划归徐汇区。1992年7月，上

海县龙华乡划归徐汇区（图1）。1998年5月，

龙华乡撤乡建镇，易名华泾镇。2001年2月，龙

华镇和漕河泾镇撤镇建街道办事处。

目前，徐汇区辖有湖南路、天平路、斜土

路、枫林路、徐家汇、田林、虹梅路、康健新村、

长桥、凌云路、漕河泾、龙华12个街道和华泾镇

（图2）。

1.2　历年规划沿革

2004年，上海市开展中心城分区规划，徐

汇区重点关注外环以内的区域。以内环线为

界，划分为中央分区徐汇次分区和南分区徐汇

次分区两部分。

2010年，上海市开展了区域总体规划梳

理，徐汇区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了规划整

合，形成《徐汇区总体规划梳理（2010版）》。

徐汇区注重南北轴向发展，规划形成“一轴一

带、两中心三片区”的空间结构，把全区分为

南中北3个片区，在强调沪闵高架—漕溪路—

衡山路发展带和徐家汇市级副中心等传统重

点片区的发展之外，又明确了滨江发展轴和滨

江商务中心的重要地位（图3）。

2016年2月1日，《徐汇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徐汇

区未来形成“一轴一带七片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即徐汇南北均衡发展轴；一带即徐汇滨江

发展带；7个重点功能片区为徐家汇国际商务

商业核心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徐汇滨江国际

滨水魅力区、枫林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区、徐汇

中城融合发展实践区和华泾城市功能拓展区

（图4）。可见，:“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

南中北3个片区的轴向联动发展，同时也更加

注重东西方向的协调发展。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对全市未来发

展目标有更高的要求，在以往确定的“四个中

心”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全球城市”

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发展命

题。这些新的发展内涵使得上海（尤其是中心

城区）面临新的挑战，徐汇区作为上海市中心

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优化城区发展职能和空间布局，以便在上海

2040新的核心功能体系中有重要的角色担当。

2　徐汇区城市空间发展特征与评估

2.1　徐汇区空间发展总体特征

徐汇区自建制以来，发展重点都集中在外

图1　徐汇区行政区划沿革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徐汇区现状行政区划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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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线以内地区，外环线以外的南部地区发展缓

慢，相关配套设施也较为落后。从十三五规划

相关内容仍可明显看出全区发展建设重点空

间的南北不平衡，7个重点功能区中有6个都

分布在北、中片区，且每个片区有明显主导功

能；南片区只有1个华泾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

完善各类城市服务功能。外环线以内地区又以

内环线为分隔线，形成北、中两个片区，北片区

主要分布有徐家汇商业中心、衡复历史文化风

貌区、枫林医学园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中片

区在漕河泾开发区、南站等地形成发展中心，

但由于铁路线的分隔，南站以南和东部滨江地

区发展缓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徐汇区空间发展呈

“北优中良南薄弱”的特征，存在南北向发展

不均衡、东西向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2.2　徐汇区城市空间发展评估

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可以从各项功能的

布局中反映出来，更可以通过调整功能布局来

优化空间布局。下面利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对徐

汇区的职住、综合交通、商务活力、商业休闲等

不同功能的空间布局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对徐

汇区城市空间发展情况做出评估，找出问题的

关键所在。

2.2.1    多源数据说明

按照数据获取的方式，本研究将数据分

为基础数据、互联网开源数据和商业级数据。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和经济普查数据、政府

网站公开数据、各类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基础数

据；互联网开源数据包括房价交易数据、公共

设施数据、商业平台数据、城市天气数据等；商

业级数据包括个人移动设备数据、个人消费数

据、个人出行数据、多维度个人画像数据等。

基础数据属于传统数据，是过去多年来

用于描述城市现状的常规手段。通常由政府专

门部门基于一定的统计口径负责收集整理，具

有精度高，实用性强的特点，但更新速度慢，在

实际研究过程中，不能满足一定时间维度的需

求。互联网开源数据和商业级数据是近年来在

城市研究中逐渐兴起的新型数据。互联网开

源数据主要通过公开网页获取，如百度地图数

据、大众点评网数据等，成本较低，但也存在精

度低的问题，主要用于研究宏观城市问题上，

如城市功能空间识别等。商业级数据大多是由

数据相关企业采集获得，需要通过商业购买

后进行应用，该类数据更新快，时效性强，精度

高，可以研究精准的城市问题，但这也伴随着

数据获取成本高的特点。

本研究以基础数据、网络开源数据和商业

级数据等多种来源的数据为支撑①，采用基本

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徐汇区

社会人口空间、商务活力空间、商业休闲空间

和综合交通空间的发展进行评估研究。根据不

同类型的城市空间选取适合的数据类型进行

评估，有的也采取多种不同来源数据分析同一

类型城市空间，加以印证与补充相关结论，如

职住功能空间可以用基础数据和商业级数据

来交叉印证。具体数据情况如表1。

表1  1982年与2010年内环内人口与公共绿地总量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徐汇区总体规划（2010版）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徐汇区总体规划自绘。

图4　徐汇区十三五规划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自绘。

序
号

城市
空间 评估所用数据 数据时间 数据量 数据类型 数据关系

1
职住
功能
空间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 — 基础数据

相互印证

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2008年 — 基础数据

个人移动设备数据 2015年
4月—6月 300万条 商业级数据

轨道交通刷卡数据 2015年
某工作日 400万条 商业级数据

2
综合
交通
空间

规划与现状用地数据 2015年 — 基础数据
相互补充

现状道路网数据 2015年 — 基础数据

3
商务
活力
空间

百度POI数据 2015年6月 20万条 互联网开源数据 平行
可叠加

4
商业
休闲
空间

百度POI数据 2015年6月 20万条 互联网开源数据 平行
可叠加

① 本研究所使用的网络开源数据均由城市数据团（MDT）提供。移动设备数据来自城市数据团的合作伙伴TalkingData。TalkingData的数据收集依赖于设备使用者

的授权，TalkingData不会收集姓名，手机号，通讯记录，居住或通信地址等个人身份信息。TalkingData的数据服务也是匿名化和模糊化的。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对

设备ID做了匿名化处理，不仅无法对应到具体个人，也无法对应到具体设备。研究中，对地理位置数据也做了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模糊化，使用这些数据无法跟

踪，定位具体个人，也不能用来确定个人身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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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空间分析

选取2015年某工作日轨道交通站点早高

峰（7:00—9:00）人流情况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认为，早高峰从轨交站点进站的人员可以看

图5    基于普查数据的2010年上海市职住关系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2010年的人口六普数据和2008年第

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图6    基于个人移动设备数据的徐汇区人口通勤
分析

图8    徐汇北片区人口通勤分析分析

图9  徐汇中片区人口通勤分析

图10  徐汇南片区人口通勤分析
图7    基于个人移动设备数据的徐汇区人口早高

峰跨区流动情况分析

2.2.2    职住功能空间：北片区和中片区的就业

            岗位密度高，产业功能强

运用传统普查数据、个人移动设备数据和

轨道交通进出站数据等3种不同来源的数据进

行徐汇区职住空间分析，发现3种数据分析所

得结果极为相似，这说明了不同数据源分析可

以相互验证，也能够对徐汇区职住空间进行更

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1）基于传统数据的职住空间分析

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

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将上海市的人口密度与

上海市的就业岗位分布点密度相叠加。可以看

出，徐汇北部地区职住比较高，都在1以上，徐

家汇、漕河泾开发区等地达到2.4以上，说明该

地区就业岗位较多，居住人口较少，主要承载

就业功能；徐汇滨江、南站地区，以及南部片区

就业岗位较少，主要承载居住功能（图5）。

（2）基于个人移动设备数据的职住空间

分析

基于2015年若干月的个人移动设备数据

进行人口通勤分析，筛选出日夜不同时间段

（白天09:00—17:00、傍晚18:00—22:00、夜晚

00:00—06:00）出现的高频数据，这类数据能

体现出一个人的居住和就业情况：该设备长期

在白天时间出现则判定在此就业；该设备长期

夜晚在此出现则表明在此居住。日夜间人口的

增减可以反映出职住关系情况：地区日间人口

多表明岗位多，产业功能强于居住功能；夜间

人口多表明住宅多，居住功能强于产业功能。

在进行徐汇区全区昼夜人口数量变化统

计（图6，图7）和分片区（南/中/北片区）早高

峰跨区流动情况统计（图8-图11）后发现②：徐

汇区整体产业功能强于居住功能。其中，北片区

和中片区的人口与其他地区有高强度交通联系

且日间人口增量较高，说明该片区提供较多就

业岗位，有大量通勤人口日夜往返，所以徐汇北

片区和中片区的就业功能较强；相反，南片区

与外界交通联系较弱且日间人口增量较少甚

至为负，说明该地区提供较少的就业岗位，居

住功能较强。

（3）基于轨道交通站点进出站数据的职

作是居住在这里到别处工作的人，出站的人员

可以看作是从别处到该地工作的人。

样本日当天，徐汇区早高峰轨道交通总流

量（流入+流出）约127万，从轨道交通净流入

② 数据来源：图6-图11采用的是智能移动设备的长期不规则采样数据，定位方式是基于APP调用的GPS定位。共抽取上海300万个设备的半年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筛选出来25万个设备符合“上海市域内轨迹稳定的移动设备”的条件，约等于1%的上海市常住人口抽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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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徐汇区轨道交通站点1 km服务半径覆

盖率为60.86%，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八区（含

原闸北区）中排名第7，仅高于杨浦区。轨交站

点覆盖盲区均位于徐汇南部地区，南站铁路线

以南基本没有轨交站点（图15）。

在轨交站点1 km服务半径覆盖率不理想

的情况下，本研究又测算了轨交站点500 m和

1 000 m步行网络覆盖居住用地的覆盖率，可

以更直观地看到轨道交通对于居民的服务效

率。0.5 km能覆盖16.5%的居住用地；1 km能

覆盖56.5%的居住用地（图16）。徐汇区中部

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居住用地比较密集的

地区，现状的轨道交通是无法覆盖到的。综合

之前的职住分析可见，徐汇区的轨道交通对于

就业人口的吸聚力很强，但对于内部居民，主

要是中南部居民的疏导服务力偏弱。

2.2.4    商务活力空间：商务要素明显集聚于北

            中片区，中东部和南部片区为活力盲区

对商务活力的判断，主要基于商务办公、

银行布点、酒店住宿、咖啡馆等商务相关设施

的空间分布与相互叠合来进行分析，数据主要

来源于对百度地图、大众点评网等互联网数据

的挖掘。

（1）全区商务活力空间存在严重南北不

均衡特征，铁路线对商务空间存在割裂影响

将商务相关的空间要素叠合形成商务空

图11   基于个人移动设备数据的上海市街镇日间
人口增量分析

图12    徐汇轨交早高峰进出站客流
资料来源：上海市申通地铁数据。

图13    徐汇区道路网密度
资料来源：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提供的现状道路图。

图14    徐汇区交叉口密度
资料来源：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提供的现状道路图。

图15    徐汇区轨道交通覆盖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轨道交通站点分布图。

图16    徐汇区轨道交通覆盖居住用地的情况
资料来源：徐汇区居住用地分布图。

人口约31万，显示出徐汇区的产业功能强于居

住功能。漕河泾开发区、徐家汇、宜山路和常熟

路站对就业人口的吸聚力最强。从站点的流入

量、流出量和站点的布局上来看，徐汇北片区

和中片区的产业功能都很强，南片区的居住功

能强（图12）。

2.2.3    综合交通空间：北片区道路交通条件远

             高于中南片区，全区南北交通不畅

（1）城市道路南北不畅特征显著，南部地

区道路体系不完善

把徐汇区道路网密度和交叉口密度落到1 

km×1 km栅格中进行可视化表达，可以看出

北片区道路条件远远高于中南部片区，南北不

畅的道路交通劣势显著（图13，图14）。

一方面，因为铁路线隔断南北交通网络，

造成南北不畅；另一方面，铁路以南地区用地混

杂，导致支路少、断头路多，道路体系不完善。

（2）轨道交通覆盖率较低，对中南部片区

服务能力较弱

轨道交通也呈现了与道路交通相似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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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活力密度图，可看出徐汇区南北部地区的商

务活力发展非常不平衡（图17）。北部高活力

区覆盖范围大，影响范围广；中部商务活力覆

盖不均匀，田林、漕河泾开发区、南站是几处高

点，但地区分布不连贯，中东部盲区范围广；南

部基本为商务活力盲区。由此看来，中部的铁

路线对地区的商务空间拓展存在割裂的影响。

（2）银行和酒店住宿设施分布相对均匀，

商务楼和咖啡店分布具有较突出的北部集聚

特征

商务楼主要集中在徐家汇、宜山路、漕河

泾开发区，徐汇滨江及南站以南地区基本是盲

区。可见，商务办公功能仍然集聚在北部地区，

中城和滨江商务区还未建设完成（图18）。银

行营业网点分布比较均衡，密度高点在徐家汇

和田林，盲区主要在植物园、南站铁路站场和

滨江区域（图19）。主要因为银行网点有多种

级别之分，商务型高级网点分布具有向心性且

能承担高地价，多服务于中高端商务人士及企

业；社区型普通网点多服务于个人，在生活区

周边也会有布局，所以徐汇南片区也有银行网

点的分布。酒店住宿分布也极不均匀（图20），

酒店住宿点密度较高的地区主要位于徐汇北

部，分别为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周边、4号线宜

山路站等人口活动密度较高、商务与科研交流

频繁的交通便利地区；中部则较低，其中密度

较高的地区位于田林、南站、华东理工大学附

近；南部密度则极低，主要因为北部多为低密

度住宅区和零散性工业用地，对酒店住宿的需

求不大。星巴克咖啡店需要依托较高的商务商

业氛围，已逐渐演化为现代商务交流洽谈的重

要场所。主要集中在徐家汇和漕河泾开发区，

与商务楼布局高度匹配（图21）③。

2.2.5   商业休闲空间：北片区是商业休闲高活

           力区，滨江和南片区活力缺失

对商业休闲空间的判断，主要基于餐饮、

购物、休闲娱乐等生活相关设施的空间分布与

相互叠合来进行。主要来源于百度地图、大众

点评网等互联网抓取的数据。

（1）商业休闲空间发展南北不均衡，南部

地区和滨江地区商业活力非常弱

将商业休闲相关的空间要素叠合形成生

活品质空间活力密度图，与商务空间一样，呈

现出南北部地区巨大的差异（图22）。北部地

区，活力空间聚集；中部地区，仅在田林地区呈

现一处较高活力聚集区，南站地区和梅陇新村

则只呈现中高活力；而滨江以及南部广大地区

都是商业休闲空间缺失的地区。由此看来，虽

然有铁路线的阻隔，但是居住生活依然跨过了

铁路线，并且形成了几个明显的商业休闲高活

力区。然而，由于滨江的土地仍在收储过程中，

而南部地区土地情况复杂，工业用地和城中村

交错，小区建设零散，造成南部和滨江广大地

图17    徐汇区商务空间活力密度图
资料来源：（商务楼、银行、酒店住宿、咖啡店等数据）百度

地图POI数据。

图19   九大银行营业网点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商务楼、银行、酒店住宿、咖啡店等数据）百度

地图POI数据。

图20   酒店住宿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商务楼、银行、酒店住宿、咖啡店等数据）百度

地图POI数据。

图21   星巴克咖啡店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商务楼、银行、酒店住宿、咖啡店等数据）百度

地图POI数据。

图18    商务楼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商务楼、银行、酒店住宿、咖啡店等数据）百度

地图POI数据。

③ 在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较快的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咖啡厅的功能已经不能单纯被定义为餐饮类功能，其商务功能越来越突出。一方面，为商务人群提供交流洽

谈的场所，如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咖啡厅；另一方面，为年轻创业人群提供思想碰撞、创业创新的新型创客空间，如北京3W咖啡、车库咖啡等。因此，本文识别出设在办

公环境内或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厅，作为衡量商务空间的重要元素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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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缺乏生活设施，难以凝聚商业休闲空间。

（2）徐汇区南部地区餐饮、购物和休闲娱

乐功能缺失

餐饮、购物和休闲娱乐等商业休闲功能需

要高密度人群和便捷交通条件等要素来支撑，

所以基本一致地集中在发展较为成熟、人气较

高的北片区，以及中片区的南站、田林等地；南

片区和滨江地区交通设施不完善、就业岗位和

人口密度较低，尚无法支撑大量商业功能。从细

分功能来看，餐饮功能分布极不均衡，餐饮店密

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徐汇北部，分别为陕

西南路、徐家汇、4号线宜山路站附近；中部较

低，其中密度略高的地区位于田林、南站地区和

梅陇新村；而南部密度则极低（图23）④。购物

功能分布也极不均衡，其聚集特征与餐饮功能

极为相似，区别主要在南站地区，该处购物功

能不足（图24）。休闲娱乐功能分布同样失衡，

高密度集中于徐家汇、陕西南路和田林地区，

南部则基本为盲区（图25）。

2.3　空间发展问题总结

总体而言，徐汇区城市空间发展存在严重

的不均衡特征，文章基于多源数据对徐汇区的

细分功能（包括职住、交通、商务、商业）的空

间发展进行分析，可以更直观更深入地看到徐

汇区城市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1）徐汇区整

体上就业功能强于居住功能，其中，北片区和

中片区就业功能较强，南片区产业功能发展滞

后，以居住为主。（2）徐汇区道路网密度较为

集中的地区在北部，居住功能、商务功能分布

较为集中的地区也在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无

论是在道路网密度、各项功能的集聚情况上来

看，发展都较为欠缺，整体空间发展南北不均

衡，存在明显的“北优中良南薄弱”特征；（3）

徐汇滨江地区各项发展都较为欠缺，商务设

施、生活设施等存在较大空白，滨江发展轴和

滨江中心尚未形成。

3　徐汇区未来空间发展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结合徐汇区发展总体

规划及“十三五”规划对全区空间的发展引

导，本文对徐汇区未来空间发展策略进行初步

探索，认为需从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优化道路交通系统，推动南北协调

发展：完善中南部地区的综合交通系统，提升

徐汇中片区和南片区空间发展质量，推动徐汇

区南北联动发展。在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中，急需将南部地区纳入线路发展及覆盖区，

以促进商务办公空间的拓展，提高居住及出行

的品质。梳理南部地区道路网，并在土地整理

的同时增加道路网密度。

（2）积极改善公共服务空间，促进东西功

能渗透：加快推动滨江地区的发展，由滨江地

区向西部扇形渗透发展，促进徐汇区东西部协

调发展（图26）。徐汇滨江地区作为“十三五”

发展的重要地区将会成为整个徐汇地区发展

的契机，可依托未来滨江地区的规划和建设，

形成由滨江向南递推的扇形空间发展策略，与

由北向南的功能推进同步进行，共同加强中南

部、中东部的空间发展。另外，建议在滨江结合

轨道交通站点，在南部地区应结合有储备用地

的中大型居住区，设置多处具有现代化建设与

经营思路的综合性地区或社区中心，以提高整

体空间的服务品质，进行商务和居住的双向服

务与空间引导。

（3）加快中南部地区就业、商务、居住等

功能的导入，实现全区整体提升：从本文的分

析可以看出，中片区和南片区是徐汇区未来发

展战略空间。因此，近期应完善中南部片区的

图22    徐汇区商业休闲空间活力密度图
资料来源：（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数据）百度地图POI

数据。

图24   购物功能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数据）百度地图POI

数据。

图23   餐饮功能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数据）百度地图POI

数据。

图25   休闲娱乐功能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数据）百度地图POI

数据。

④ 该部分的餐饮功能里包括各类餐厅和休闲型咖啡厅，商务型咖啡厅已除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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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系统，加强产业功能导入，提供合适

租住的住宅产品，以吸引青年劳动力人口来徐

汇工作；远期要优化提升商务与居住环境，提

供交通便捷的普通商品房，以吸引工作有一定

年限、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劳动力在徐汇

置业，获得稳定的居住品质，以此来留住人才，

支撑全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在大数据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数据信息

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采用多源

数据来“认知”、“解读”和“评估”城市空间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多源数据能够相互

补充，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

究，如人口分布空间、职住通勤空间、道路交通

空间、商务办公空间、商业活力空间等；其二，

同时运用新兴数据和传统数据等多源数据对

城市空间发展的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结果可以

相互检验和印证，使研究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能够切实指导城市未来发展。

本文基于传统普查数据、网络开源数据和

商业级数据等多源数据对徐汇区城市空间发

展现状进行研究评估，结果显示徐汇区职住、

交通、商务、商业等要素的发展存在严重空间

不协调问题，“北优中良南薄弱”特征显著，在

发现问题的同时也为徐汇区找出了未来发展

潜力空间——中片区和南片区。根据此研究结

果，文章提出了促进徐汇区未来空间发展的对

策。然而，由于数据获取存在较大的难度，文章

只针对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的要素空间进行

分析，未能对徐汇区产业经济空间、市政设施

空间等方面进行研究评估，期待相关学者能对

数据分析在城市空间方面的应用有更深入的

探索，使“无处不在”的数据在城市研究与城

市规划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

图26   徐汇区“东西渗透”空间发展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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