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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三峡工程建设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双重背景下，经过十几年建设，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新建
构起来，形成了中心边缘分化、门面住区等特征和规律，也产生了居住群体之间对社区资源占有差异
等矛盾和问题。

聂晓晴编著的《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研究》从结构层面因素和能动层面因素对上述现象和问题
的形成作出解释，分析了在结构层面的移民安置制度、住房市场分配制度、工业产业发展、消费文化
等因素构成的?度框架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发生的过程。
从能动层面，分析了地方政府、市场资本、单位移民、个体移民和中高收入群体在结构层面因素建构
的制度框架下，相互协作和相互协调推动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的行为过程。
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和空间层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办法。

《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研究》面向城市规划专业读者。
也面向关注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建设问题的社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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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研究》是在聂晓晴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她依据导师的意见，多次深入三峡库区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逐渐深入到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的核
心学术问题上，结合对重庆和西南山地城市居住空间的理论和普适性问题的研究和借鉴，从理论和实
际两个方面讨论了三峡库区城市居住和生活形态的所面对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思考
，形成了本书从问题描述、问题分析到问题解决逻辑层层递进的四个部分：&ldquo;三峡库区城市居住
空间重构的特征&rdquo;、&ldquo;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rdquo;、&ldquo;三峡库区城
市居住空间重构的效应&rdquo;、&ldquo;三峡库区城市居住空间重构的途径&rdquo;，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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