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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人文地理学自1970年以后从计量革命的一枝独秀走向了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特别是整个社会对个
人生活质量与环境问题的关注达到了空前境界，地理学亦引入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的正
面研究以及个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迅速增多，以行为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为代表，强
调人的能动性、个人价值、个体差异性等，儿童、女性、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人口亚群体的生活状
况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自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预计2050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近20亿，占总人口的1／5，而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将
占到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3／4以上。
据联合国预计，到2015年，中国老年人将增长到2亿人，即全世界将有1／4的老年人生活在中国。
2003年，我国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表明我国已经从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转向
注重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受到更多关注。
著名的老龄化地理学研究者Warnes曾说：地理学在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环境的研究中具有先天的优势。
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是老年人与外部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重要载体，老年人随着其年龄增长，身体功
能逐渐下降，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及作用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人文地理学不断从宏观描述走向微观的个体行为空间研究，行为主义及人本主义、女性主义、后
现代主义等研究方法论为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大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决策过程与空间引导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资助的，本书是其中针对老年人消费行为及生活空间进行研究的系列成果总结。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得到日本住友财团“亚洲各国日本关联研究”资助，题目为“中日城市老龄居民
生活活动空间及福利服务的比较研究”。
另外在研究期间，与日本的合作研究也涉及老年人生活活动空间的内容，这些国际合作课题包括日本
学术振兴会资助的项目“中日城市活动系统的时间地理学比较研究”、“中日城市家庭就业与家务活
动调整的时间地理学比较研究”、“关于福利国家的中日比较的地理学研究”、“中国大城市住宅的
市场化及空间扩展”。
北京大学行为地理研究小组先后于2002年7月、2002年9月、2003年10月对北京市、深圳市及上海市
的1096位老年人实施了“老龄居民消费行为及日常生活情况”的问卷调查；2004年12月至2006年3月对
北京市的39位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本研究即以这些老年人消费行为与日常活动的数据库及第一手访谈资料为基础。
本书以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为重要切入点，着重于微观个体的研究，描述老年
人个体行为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分析老年人日常活动与社会物质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
宏观汇总层次的研究重在归纳城市老年人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特征及其模式，微观层次的分析偏重于
区位及城市结构对老年人各种日常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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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首部运用行为地理学方法对中国城市老年人活动空间进行研究的专著。
本书通过大量第一手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的分析，系统研究了中国城市老年人的购物活动空间、休闲
活动空间、求医活动空间、居住活动空间以及活动空间的形成机制与未来发展趋势，弥补了中国人文
地理学界对城市老龄化现象与问题研究的不足，发展了中国老年人地理学研究，为城市老龄化问题提
供了地理学视角的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从事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城市规划与社会福利相关机构的规划管理人
员和关心老年人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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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理学在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环境的研究中具有先天的优势”（Warnes，1990）。
一方面，人文地理学空间视角及人本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研究方法，在老年人问题的研究
及实际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老年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引导人文地理学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
如今，老年人问题研究已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较为前沿的课题。
而在我国，人文地理学才刚开始介入老龄化及老年人研究领域。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社会学角度，即从一种非空间的视角来认识老龄化的种种过程
和现象，例如，老年人的生理衰老、心理衰老，老年人的基本权利，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
这些研究从开始就忽略了生活的物质环境结构对老年个人或群体13常生活及空间行为的制约影响，从
而不能从物质化的角度把握社会环境对老年群体行为差异的影响。
在当今人文地理学不断从宏观的区域描述逐渐走向微观的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大背景下，建立在微观
的个别行为及其组合统计分析基础上的行为地理学，为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
城市社会地理学在研究老龄问题方面综合了宏观层面的地理学空间视角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学视角
，1980年以后在逐渐从实证主义向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对老年人的居住生活、老年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Litwark and Longino，1987；田原裕子和岩垂雅子
，1999）。
三、老年人活动空间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面临的老龄问题可归纳为两个方面：①物质方面，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现有物质条件下得不到满足；②精神方面，退休后老年人13益与社会脱离，精
神上出现空缺，他们极度渴望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我价值。
要应对和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老年人生活空间进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要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改善其生活环境，必须对老年人活动空间进行研究。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功能下降，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及作用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我们只有
通过活动空间研究，辨识这种特殊性，并运用到城市规划、生活服务设施供给上，才能达到既定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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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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