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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以天津市为案例，把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要素与

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以特殊事件为切入点，首先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

演变的特殊事件分为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这些

要素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

类型与分布；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里的重大事件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找出各重大事件在天津城市空间结构

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做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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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地

理学家、城市经济学家、城市社会学家研究的热

点。工业革命以来，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西方学

者建立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试图揭示城市空间结

构演进过程及形成机理。人类生态学派强调不同

群组之间的竞争是导致城市内部空间分化的主要

因素；新古典经济学派则聚焦城市地租的作用；城

市管制和冲突论认为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和不同区

位之间的利益冲突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新马克思

学说则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作是影响城市空

间结构的主要力量[1]。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相比，

中国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重点

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和定量评价上[2~6]，在分析不

同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城

市空间演变的因素，然后对各因素在城市空间演

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逐个解释。

本质而言，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内部要素

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关系，是城市经济、社会要素

在空间上的投影[7]。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一系

列城市组成要素的变化，而城市组成要素的变化

则是一系列事件影响的结果。不同时期发生的特

殊事件将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重要的影

响。目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城市的空间结

构演变时，对特殊事件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所扮

演的作用虽有所涉及，但研究不够深入，在阐释特

殊事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时只限于对个别事

件的分析，研究缺乏系统性[8,9]。而且，一般研究还

只停留在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只强调空间，分析影

响事件只谈事件，两者缺乏有机的衔接。

因此，本文以天津市为案例，通过构建“特殊

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把影响城市空间

发展的要素与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同时通过把握影

响城市未来发展的特殊事件，预测城市空间结构

的演变趋势，以便为城市管理者或城市规划者在

管理城市或规划城市时提供参考。

11 研究方法

“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即以特

殊事件为出发点，找出不同时期城市中发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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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事件，分析各事件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

找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描述城市空间结构

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

动力机制。基于此研究思路，以天津为案例，首先

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特殊事件归纳为

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它们代

表了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城

市规模、城市布局、空间走向、土地利用效率和住

宅分布7个维度。以Y轴为城市发展的要素轴，X

轴为时间轴，不同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依次对应

在相应的时间点上。建国以来，天津城市空间结

构依次经历了“同心圆结构形成——同心圆结构

强化、双核结构出现——双核结构形成”3个转变
[10]。根据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把建国以

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为 3 个时期：1949~

1976年（计划经济时期）、1977~1991年（改革开放

初期）、1992年至今（全面改革开放以来）；然后把

每一阶段天津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对应在相应的

时间段里（图1），具体分析各时期的特殊事件对天

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22 计划经济时期天津城市空间结构

演变（1949~1976年）

天津城始建于 1404年，是作为防止外敌入侵

的军事卫所。1860年天津开埠后，天津的商业得

到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华北的经济中心[11]。此时，

城区主要由 3部分组成：老城区、租界区和河北新

区。其中，老城区以普通市民居住为主，租界区以

富人居住为主，河北新区以中产阶级居住为主。

另外，租界区里的梨栈（今劝业场）一带是商业中

心，解放北路是金融街，河北新区是政治中心和文

教中心，城市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分区特征。

1949年天津解放后，天津城市发展进入了社

会主义经济计划时期。当时认为，工业化水平是

一个国家富强的主要标志，也是展示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快速的实现工业化目

标，中共中央在 1953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经济

发展方针，基于此经济发展方针，天津城市性质逐

步由建国前的商贸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型城市，工

业结构也由早先的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

主。尤其在“文革”期间，天津经济发展除了继续

图1 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影响下的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Fig.1 Tianjin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affected by major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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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外，还人为的抑制商

业的发展，城市的许多商业网点被撤并、取消，商

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萎缩。到1978年，

天津全市商业服务网点只剩下6 016个，比1957年

减少了89.5%[12]。

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城市

应该是一个生产、制造基地，而不是一个娱乐消费

的地方，提出了“把消费性城市变成生产性城市”

的城市发展方针。由于过于强调“生产”与“消费”

的对立，使得这一时期天津城市建设呈现出“重生

产、轻生活”的特征。表现为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

大，居住、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园、绿地等公共

用地比例过小。到1978年，天津人均居住面积、人

均铺装道路面积和人均园林绿地面积分别只有

4.32 m2、0.11 m2和1.36 m2[13]，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严重滞后。

该时期天津城市规划完全从属于城市经济发

展规划，城市规划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发

展的需要。在1954年的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中以及

1959年的修编中，在市区边缘和近郊区规划了 12

个市内工业区和5个近郊工业点，这直接导致了以

后 20 多 a 天津建成区主要沿着中心区向四周扩

展。同时，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城市的高度集中性

和平等性，要求城市建设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中心

区，作为城市的政治、文化和行政区。该特性也完

全在 1954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所体现，规划提出

在胜利桥以东，解放桥以西规划为城市的中心区，

并提出了三环十射的环形道路系统[13]。

另外，为了保证计划经济的顺利实施，并铲除

一切剥削存在的根源，国家先后取消了城市土地

使用税和城市房地产市场，土地的使用完全根据

各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行无偿分配。

基于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那些在国民经济发展

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部门往往更易获得区位条件

好的地块，这导致了工业用地比重不但过高，而且

还广泛散居在城区内部。20世纪 70年代，天津城

市工业用地比重在 20%以上，其中二环内工业用

地占到二环内用地面积的比重达 14%[14]。由于取

消了城市房地产市场，居民住房由所在单位解

决。住房不再以阶层、收入进行划分，而由所在单

位根据个人的级别、工龄、家庭规模等进行统一分

配。同一单位的人居住在同一社区里，社区配有

医院、商店、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四周有围墙，形成

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生活区。同时，为了上

下班方便，一般每个单位的居民区都和所在工作

单位紧挨一起，这进而也造成了天津城市微观上

居住区和工业区分离、宏观上居住区和工业区一

起，城市空间整体出现均质化特征。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也对天津城市

的空间结构有着重要影响。例如，1958年，天津由

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天津在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

地位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天津获得国家投资和物

资分配的比例减少以及和中央各部门及各省联系

的中断或削弱，使得城市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制

约。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城市不

但在经济发展上起伏较大，而且出于意识形态的

考虑，认为城市规划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撤销了城

市规划委员会，天津城市建设处于无序状态。

1976年的地震，损坏了当时市区 68%建筑[13]，给天

津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上述一系列特殊事件直接重塑了天津城市的

空间结构。首先，“重工轻商”城市经济发展政策

导致了天津城市商业的衰退。早期的商业街如和

平路、东马路等严重衰落，街两侧的铺面被机关和

企业事业单位用于办公、生产或作居民住房。其

次，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建国后先后在市区周

围开辟了 11个工业区和 4个工业地段。同时，为

了解决就业等问题，还在旧市区相继建设了一些

街道工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的街道工业作

坊逐渐升级建厂，即使是位于“五大道”的一些高

级住宅也被街道工厂所占用，工业与居住混杂现

象十分严重。当时只有城区西南部，由于天津大

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存在，工厂较少，成为了相

对独立的科研文教区。再次，为了突显出社会主

义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提出在胜利桥以东，解放

桥以西规划为城市的中心区。在这个中心区，规

划建设一个能容纳 10万人集合的中心广场；广场

正北面为市政府大楼，其左右两侧为天津市委和

市总工会大楼；广场东、西、南三面，布置办公楼和

文化艺术建筑物等。但后来随着天津市政府和市

委等机关相继在泰安道和解放路之间设立，天津

的行政中心也随之转移。而这片区域由于中心广

场以及周围文化艺术建筑的建立，仍然作为了天

津的城市中心区。最后，由于土地的无偿使用和

住房单位分配制度的实施，天津早期的那种居住

空间分异特征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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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的城市居住空间格局。此时，随着三环十射道

路系统的修建，天津城市同心圆式结构形态初步形

成。在城市内部土地的利用上，从整体上表现出工

业与居住混杂、老城区里高密度的破旧建筑与郊区

低密度的新建建筑交融一起的格局（图2）。

图2 20世纪70年代天津中心城区功能示意图

Fig.2 The function graph of Tianjin central district in 1970s

33 改革开放初期天津城市空间结构

演变（1977~199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各界逐步淡化姓

“社”姓“资”意识形态的争论，开始着重关注经济

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了各级政府工

作重心。此时天津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城市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

期，天津轻工业发展较为迅速，轻工业的产值开始

超过重工业。与此同时，天津的商业也有了一定

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和平路、东马路商业街得到了

修复，专门的商业区开始出现。

虽说追求经济发展已成为了当时各界的共

识，但此时对城市的发展方针却争论不一。出于

意识形态的考虑，一些人认为大城市规模不断膨

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而且社会主义的主要

任务之一就是要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中国应

该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加快小城市发展”的政

策。另外，随着此时全国人口生育高峰和知识青

年回城高潮叠加，城市就业压力巨大，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长期不足所累积的后果日益显露，尤其是

大城市，各种“城市病”全面爆发[15]。为此，1980年

10月，在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

上，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并在1984年和

1989年发布《城市规划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在此

方针的指导下，1985年的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中，确

立了天津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调整和改造天津

市区，重点开发建设海河下游和滨海地区，城市建

设开始重点向滨海地区发展。

在此期间，天津在 1984年编制了全市第二次

总体规划。其除继续保持中心广场地区为全市的

中心区地位外，为了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还专门

规划了全市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地区，全市的

金融街——解放路。此外，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

需要，还特定规划了“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以

及围堤道和复康路南部的文体休闲区，并确定要

逐步迁移出市内污染严重的企业。在全市的空间

布局上，提出了“一个扁担挑两头”的城市空间布

局，即整个城市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市区，作为

全市的中心，工业发展重点东移，大力发展滨海地

区，使城市空间拓展逐步向沿海地区转移。

这一时期，天津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

行灾后重建外，还特意加强了对港口、道路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六五”期间，天津共投资1.5亿元，对

天津港区进行了改建，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集

装箱码头。天津港口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塘沽区

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1986年，全长 34.5

km的中环线道路开始通车，这标志着天津三环十

射道路系统的形成，正式确定了天津同心圆式的

城市空间结构。1990年京津塘高速公路通车后，

不但缩短了天津和北京直接的交通时间，而且还

直接影响到了天津以后城市的空间布局。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行，

国家在这期间也尝试着对城镇土地使用制度和住

房制度进行了改革。国务院先后在1980年和1988

年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

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税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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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标志着城市土地利用从无偿使用转向有偿

使用。与之相对应，天津政府在 1988年发布了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税暂行条

例》的《实施办法》，开始对城市土地进行有偿使

用。1988~1992年，天津共有偿出让土地 283幅，

出让面积达 10.76 km2，金额达数十亿元 [13]。城市

土地的有偿使用直接促进了天津城市用地结构的

调整。天津政府开始逐步从市区搬迁那些占地面

积大、效益低的工厂，转而发展商务、办公等占地

面积少、效益高的产业，到 1991年，天津二环以内

的工业用地所剩无几。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改革也

直接带动了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国务院分别在

1980年、1987年和 1988年接连下发一系列文件，

要求对住房进行商品化改革。为此，天津在 1987

年恢复了市房地产交易所，负责房屋买卖、租赁、

监证等业务。1982~1988年，市区房产交易量共计

2.53万件，房屋3.27万间，建筑面积0.42 km2，成交

额1.03亿元[13]。

另外，在这时期发生的2个比较特殊的重大事

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促使了天津市的

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二是

1984年天津被列为对外开放城市，同时在塘沽设

立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使得天津城市经济开

始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城市的建设

重点也逐步向滨海地区转移 [16]。

上述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发生直接改变着天津

城市的空间结构。首先，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劝

业场一带作为全市商业功能区的地位已基本恢

复。与此同时，天津市对解放北路金融街的规划，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

内高级金融机构相继在此建立，解放北路开始逐

步恢复其早先的金融街功能。其次，除了中心广

场附近、泰安道和解放路之间以及市区西南部继

续保持城市中心区、行政区和文教区外，围堤道和

复康路南因建设有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大型图

书馆和体育中心、水上公园等，进而发展为全市的

文体休闲区。“五大道”地区因存有大量的世界各

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从而规划为天津的历史

文化区。虽然这期间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商品化

改革已经开始，但由于这些改革还刚刚开始，加之

当时天津市民收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这期间天

津居住空间仍表现为一种均质化的特征。与居住

区不同的是，土地有偿使用的试行推动了市内工

厂的外迁，到1991年，天津二环之内土地利用主要

以居住、商业、办公、公共等用地为主，工业、居住

区混杂的现象逐渐消失。到20世纪90年代初，天

津同心圆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此

时，由于工业建设重点向滨海地区的转移，天津城

市空间形态也开始由市中心区的“单核心”结构向

市中心区-塘沽区的“双核心”结构转变（图3）。

图3 20世纪80年代天津中心城区功能示意图

Fig.3 The function graph of Tianjin central district in 1980s

44 全面改革开放后天津城市的空间

演变（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社会各界彻底

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各级政府都把发展经济

当作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快速发展经

济的强烈驱动，以物流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为

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2011年天津三产

产值达6 050亿元，占当年天津GDP的47%[17]。得

益于三产的快速发展，目前天津已形成了以解放

路为区域的金融街、以和平路、滨江道为区域的商

业街和以南京路为区域的商务办公街，城市中心

商务区（CBD）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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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天津市的城市规划也

随之做了相应的调整。在1995年的第三次总体规

划中，没有继续强调中心广场作为全市中心区的

地位，反而加强了滨江道、和平路作为城市商业

区，南站地区、小白楼、南京路及解放北路金融区

作为城市商务区地位。同时，该规划决定以后中

心市区不再新增工业用地，减少市区的工业用地，

并在市区外围规划了华苑产业园区、武清科技工

业园、北辰科技工业园等新型工业区。在全市空间

布局上，提出了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至天津港

方向作为城市发展主轴，重点发展武清县城、中心

市区、海河下游工业区和塘沽城区城镇，在城市空

间上形成市中心区和塘沽城区的“双核心”结构。

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对居住环境需求的

提高。从 1993 年始，天津开始开展“双优化”工

程。到 1999年，天津共改造危陋房 70片，拆迁房

屋 5 km2，拆除 21.6万户住宅，并对市内的 52个工

厂企业进行了搬迁[18]。进入 21世纪后，天津进一

步加大对旧城的改造。除了对市区的一些危、陋

房进行拆迁、重建外，还通过“腾二置三”，对市区

内的工厂进行了搬迁。目前，天津三环内工厂已

所剩无几，三环内用地主要以居住、商务、文教、公

共等用地为主，城市用地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土

地利用紧凑度得到加强[19]。另外，“九五”期间，天

津投资34.84亿元，完成了对港区的改造。到2012

年，天津港口吞吐量达4.76×108t，位居全国港口第

三位[20]。天津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塘沽区

作为天津城市核心区的地位。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家也进一步深化了

对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的改

革。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使用管理的

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加速了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

化进程，土地市场的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天津城市

用地结构的优化。目前，天津三环内已基本上没

有工厂，主要以商务、居住、办公、公共用地为主，

土地利用开始按照地租高低进行优化配置。在城

镇住房制度上，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出台，宣告

了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新的住房制度的开始。

住房的市场化不但打破了天津早先的那种单位大

院制的居住模式，而且还促进了城市居住空间的

分异。目前，天津一环以内主要为中产阶级居住

地；河西区的西部和南开区的南部地区，建有大量

的高档住宅，逐渐发展为富人的居住集中区；其它

大部分地区则以普通市民居住区为主。

1994年，天津市政府提出加快建设滨海新区

建设的战略部署，直接影响了以后天津城市空间

发展的走向。尤其是 2006 年滨海新区被批准为

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在天津城市

发展的地位日益突出。2012年，滨海新区GDP为

7 205.17×108元，占全市GDP的55.9%[21]。目前，滨

海新区已逐步形成以塘沽城区为中心、大港城区

和汉沽城区为两翼的海滨新城。尤其是塘沽城

区，随着商务、金融、物流、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塘沽城区已发展成为天津第二个中心城

区，天津“双核心”城市空间结构基本形成。

经过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目前天津市的

城市空间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滨江

道和和平路购物步行街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劝业

场地区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而紧邻这片地区的

南京路，两旁建有天津最高端的写字楼、酒店，从

而形成了天津的商务办公区。而解放北路，随着

中国建设银行、汇丰、三菱等众多国内外银行的设

立，已基本恢复为天津金融中心的地位。至此，北

至解放路、南至南京路、西到多伦道、东至小白楼

地区，正逐渐发展为天津的中心商务区。其次，除

了“五大道”地区、泰安道和解放路之间区域、围堤

道和复康路南部区域和城区西南部继续保持城市

的历史文化区、行政区、文体休闲区和文化区外，

早先以政治、集会功能为主的中心广场地区，作为

城市中心区的地位基本丧失，转变为天津市民的

娱乐休闲场所。在工业布局上，外环线以内工矿

企业已所剩无几，目前天津市的工业主要分布在

滨海新区和外环线周围的开发区内。而且，1996年

以来，随着滨海地区的建设，塘沽城区作为城市核

心区的地位日益增强。目前，天津已基本形成了以

行政、商贸、科教为主导的中心城区和以金融、中介

和物流为主导的塘沽城区的“双核心”结构。

最后，伴随着土地市场的完善和住房商品化的

全面推行，天津中心城区的居住空间也呈现出一定

的分异特征。首先，随着旧城的改造，天津老城区、

尤其是一环之内的区域，早先建设的简陋房目前已

基本上拆迁完毕，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高档住

宅。原居民随着房屋的拆迁大部分都搬到一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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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地区，目前居住在一环之内的居民主要以天津

的中产阶层人群为主。河西区的西部和南开区的

南部地区，由于分布大量的公园、绿地和水体，一些

高档的住宅区，如时代奥城、天汐园、万科水晶城等

先后在这里建立，这片区域从而逐渐发展为天津富

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剩下其余大部分地区则

仍以天津普通市民居住区为主（图4）。

图4 21世纪初天津中心城区功能示意图

Fig.4 The function graph of Tianjin central district in 2000s

55 结 论

通过不同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对天津城市结

构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事件在天津城市空

间结构的演变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特殊

事件的发生直接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

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

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类型与分布，这进

而决定着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程。例如，

1984年天津被列为开放城市，导致了城市空间也

由中心城区向滨海区发展；1986年中环线的通车，

确定了天津中心城区同心圆结构形态；1994年滨

海新区开发战略的提出，则加快了天津“双核心”

结构的形成；而城市用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

则促进了天津城市功能分区的出现等。由此看

到，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是一系列特殊事件的产物，

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则是一系列特殊事件推

动的结果。

经过上述分析发现，不同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

主导着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进程。因此，准确把握

当前发生的特殊事件，可以有效的预测未来城市的

空间发展走向。通过对天津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

的梳理，发现以下几个重大事件将会对天津城市未

来的空间结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一是2005年的

天津第4次总体规划和2011年出台的《天津市十二

五规划》。这2个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天津城市未来

发展要走集约型、生态型、健康化的发展道路；二是

2012年天津地铁2、3、9号的开通，加上已经开通的

1号线，未来天津中心城区内部空间结构将会围绕

着地铁线和主要地铁站点重新布局，圆形放射状空

间格局将有可能被打破。三是2008年京津城际高

速路的通车和 2011年《全国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在《全国十二五规划》中，要求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随着京津城际高速路的通

车，使得北京和天津的通勤时间缩短至0.5 h，未来

北京和天津城市发展将有可能连为一体，形成一个

统一的大都市区。四是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批

准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将在土地

使用、金融、财税、投资等领域享受特殊待遇。未来

滨海新区将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环渤海地区、乃

至华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天津城市双中心空

间结构将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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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ffected by Special EventsCity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ffected by Special Ev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 Case Study of Tianjin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 Case Study of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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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a hot topic in the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y research. Theoreti-

cally,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ompe-

tition, rental, governor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et al. Chinese scholars usually focus on the single factor in-

fluence in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studie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spatial has been ignored. Thus, according to reconstructing the model of“special events”, logically com-

bining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mech-

anism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ianjin City in this article. Special event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irstly, classifying the special ev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spatial evolution in Tianjin into seven fac-

tors: spatial event, economy policy,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urban planning, infrastructure, land system and

housing system. They decid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 development scale, urban

distribution, spatial development trend,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house estate type and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pecial ev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o Tianjin spa-

tial evolution in each factor, figured out the role of special events in the Tianjin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Fi-

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was predicted.

Key wordsKey words: special ev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ffect;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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