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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和收入的增长，休闲旅游不断发展，而城市休闲商业街区(RBD)作为城市旅游的重要游

憩空间，受到普遍关注。城市RBD是传统商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对于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经济转型、城市形象的提

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知网检索到的与RBD相关的246篇文献为基础，以论文年发表数量和增长率作为主要的

评价依据，首先分析国内RBD研究进程，将其分为起步发展、快速发展、巩固发展3个阶段，从研究主题、使用方法、

研究层次等角度对每个阶段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分析文献内容，对RBD的相关研究方向进行划分，共分为12大

类，并从RBD的相关概念与定义、RBD的特征功能与分类、形成机制与过程、空间结构与布局、RBD发展对城市的

影响、RBD的旅游形象与游客体验感知、RBD的开发与规划 7个方面对国内RBD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最后对

RBD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其中，概念定义的统一、深化案例研究、细化研究方向、提炼理论层次、应用定

量化研究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等都是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的环节，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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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美国《时代》杂志预测，目前，发达国家已陆

续进入了“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在靠消费驱

动的经济模式中，休闲产业成为了美国第一位的经

济活动。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人有 1/3的时

间用于休闲，有 1/3的收入用于休闲，有 1/3的土地

面积用于休闲。目前，中国每年法定假日达115天，

这意味着有1/3的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的。不远的

将来，中国都市人群的休闲消费也将逐步赶上发达

国家。在此大背景的影响下，传统零售商业也逐步

转型，越来越向休闲商业发展，随之而来的城市

RBD(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可译为城市休

闲商业街区)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城市

RBD是一种以休闲商业为基础，融合了游憩、餐饮、

购物等多种活动形式的新型城市旅游经济形态，其

本身是一个聚集了大量旅游企业和相关组织机构

的旅游集群(王润等, 2012)，是大众旅游、市场经济

和城市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张立生, 2006)，同时也

是城市中最具吸引力、最有特色、最能全面展示城

市旅游业和商业的区域(赵卓文, 2009)。成功的城

市RBD规划建设，对于带动城市旅游业发展、促进

旅游消费、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综

合功能具有重大意义。

1970 年，Stansfield 等最早提出了城市 RBD 的

概念，认为城市RBD是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游客的

需要，在城市内形成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事

物和礼品店的街区(Stansfield et al, 1970)。此后国

外对 RBD 的研究相继开展，集中于概念和特征分

析，如Tayor(1975)、Smith(1990)、Getz(1993)、陈志钢

等(2012)相继开展研究，并先后提出了 TBD、CTD

等概念。1995年，国内旅游地理学者保继刚首次将

RBD引入到国内。保继刚等(1998)认为，RBD是建

立在城镇与城市里，由各类纪念品商店、旅游吸引

物、餐馆、小吃摊档等高度集中组成，吸引了大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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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的一个特定的零售商业区。此后，经过近20年

的发展，城市RBD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文以国内论文为主，依据中国知网检索到的 246

篇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对城市RBD研究进行系统

回顾和总结，并为其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和研究提供

借鉴。

2 研究阶段

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检索词为“RBD”、

“游憩商业街区”、“休闲商业街区”，检索方法为模

糊检索，以期刊和学位论文为目标，选择以RBD研

究为主题或与RBD高度相关的文章)，得到自 1998

年以来发表的以RBD研究为主题或与RBD高度相

关的期刊论文 185篇，学位论文 61篇，共计 246篇。

这些文章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包括人文地理

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管理学和艺术设

计等，其中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领域内相关研究成

果最多，分别达到期刊论文 74 篇(40%)、学位论文

21篇(34.4%)和期刊论文38篇(20.5%)、学位论文11

篇(18.0%)。

从数量上来看，作为对于城市 RBD 发展的响

应，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通过对论文发表情况和发表年份进行对应统计结

果，可以反映出学界对城市RBD研究方向的研究热

度和变化趋势。对论文发表数量和年份统计(图1)

发现，国内城市RBD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3个阶段：

1998-2004年为起步发展阶段；2005-2007为快速发

展阶段；2007年至今为巩固发展阶段。

2.1 起步发展阶段(1998-2004年)

1998 年，保继刚等在对城市 RBD 初步研究的

基础上，首次阐述了RBD的概念、类型功能和国外

研究进展，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标志着

国内RBD研究的正式开始。在起步发展阶段，国内

对于城市RBD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主

要以概念引申为主，包括综述类研究(保继刚等,

1998; 卞显红等, 2004)、景观特色研究(杨宏烈等,

2002; 张晶等, 2002)和形成发展研究 (保继刚等,

2002)。相关成果侧重于对现象的分析和概念的理

解，对于其理论框架、发展机制、特征内涵等均缺乏

较为深入的研究。大部分研究采用归纳分析法、比

较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该阶段虽然研究成果

较少，但开始引起业内对RBD的重视，并为RBD的

大范围研究作好了铺垫。

2.2 快速发展阶段(2004-2007年)

随着 RBD 有关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深圳华侨

城、广州上下九街与天河城、上海南京路与城隍庙、

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开封御街等国内第一批

RBD的落地，展现出其对城市旅游与商业的巨大带

动作用，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引起学术界对RBD研究

的热潮，推动RBD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RBD研究成果呈爆发性增长，年平均

论文增长率达到 80%。研究者从地理学、建筑学、

城市规划学、艺术设计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角度出

发，对 RBD 的空间结构 (陶伟等, 2006; 施彦卿,

2007; 张立生, 2007)、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董观志

等, 2006; 张立生, 2006; 朱熠等, 2006)、规划设计与

开发(陈家刚, 2005; 陈燕等, 2006; 沈磊等, 2007)等

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广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

RBD发展和相关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和系统，

研究者多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手法，研究

成果从城市旅游业发展到 RBD 的产生、演变以及

RBD的功能、空间结构等方面均有涉及，但总体来

看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体系，相关案例研究成果仍缺

少宏观性的总结分析，学者们对RBD的认识存在一

定分歧，这也导致了研究中RBD的特征不突出、定

义不明确、分类不清晰等问题。

随着RBD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

组织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也提出规划建设

城市RBD的构想，城市RBD的概念也开始应用到

地产、商业等其他相关产业的项目中。

2.3 巩固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

相比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数

量有所下降，但每年相关论文发表数较为均衡，相

图1 1998-2013年城市RBD相关论文发表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bout urban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199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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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也从原有的“大目标、浅层次”演进为“小目

标、深层次”。许多学者将其他领域诸如社会学、管

理学、经济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城市

RBD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以RBD案例的某个特

征或现状为主，研究范围则相对更加开放，出现了

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如游客行为与发展(许杰兰等,

2011)、文化价值与商业系统(司金霞等, 2012; 郭盼

盼, 2013)等。而在传统的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陈

志钢等, 2012; 丁蕾等, 2012)、RBD 的规划与设计

(吴迪, 2010; 黄金石, 2012)等方面都进行了更为深

入的研究，整体上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研究体系。

3 主要研究方向与进展

通过对检索的 246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

城市RBD的研究可以概括为12个研究方向(表1)，

其中对RBD的规划开发与发展对策研究、空间结构

与布局研究、形成机制与过程研究和对案例综合研

究 4个方向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占全部论文总数

的63.01%。此外，在RBD的特征与功能研究，概念

辨析与定义研究，综述性研究和游客体验、行为及

感知 4 个方向也有较多研究，而在 RBD 产生的影

响、旅游形象及吸引力研究和RBD的综合评价体系

研究方面研究成果还较少。

3.1 RBD与相关概念辨析

对于RBD的定义，不同学者存在不同见解。张

晶等(2002)将RBD定义为“建立在与旅游观赏景区

相联系的基础上，由各类纪念品商店、旅游吸引物、

餐馆、小吃摊档等集中组成，吸引了大量旅游者的

特定商业服务区(点)”。张杉(2005)认为RBD是代

表城市历史文化特点的著名旅游景点或各街区，拥

有足够商业聚集度，可以产生旺盛的消费需求和高

档次消费供给的场所。丁蕾等(2012)认为，RBD是

以满足旅游者和本地居民的游憩需求为主，以旅游

吸引物为核心，拥有良好的交通条件，集中布置各

种商业服务设施形成的特定系统空间。虽然关于

RBD的具体定义尚未统一，但通过总结不同学者的

观点，并提取有共性的部分后，作者认为，RBD是依

托于一定的游憩吸引物，形成的具有休闲、零售、餐

饮、娱乐等功能，并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服务于本地

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城市商业地段。

此外，随着RBD的不断发展和对RBD研究的

不断深入，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译为中心

商务区)、TBD(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 译为旅游

商务区)等概念与RBD的异同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

点。RBD与CBD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地价、空间结

构、功能等方面(表 2)。保继刚等(1998)认为，CBD

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形成同心圆布局模式；

RBD选址依托于自然的或人文景点，介于旅游点中

心和城市CBD之间，无峰值地价，呈长条形步行街

形式布局。刘松龄(2003)认为，RBD是从CBD的众

多功能中演化出来的，但 CBD 也可以发展成为

RBD，并探讨通过扩展游憩职能而使 CBD 转化成

为 RBD 的可能性。刘葳(2003)认为，CBD 与 RBD

有完全融合、依附和二心分离等3种共生模式，并形

成了一种独立于CBD核心之外，与CBD密切相关

的RBD社区，增强CBD的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综合

竞争力。许峰等(2006)认为，RBD与CBD无法笼统

的区分，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相对分离的。张军

等(2006)认为，RBD 内以外来游客为主导，典型的

RBD与游客服务中心或游客活动区类似，在区位、

地价、功能、人流变化规律和主体人群与CBD均有

很大区别。

而TBD可看作是内涵与RBD相近的概念，最

早由 Getz 提出，他认为 TBD 是游客导向型吸引物

和服务集中的区域，并与 CBD 有一定的重合性

表1 城市RBD各研究方向论文发表数量

Tab.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on each direction of urban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研究方向

规划开发与发展对策

空间结构与布局

形成机制与过程

案例综合研究

特征与功能研究

概念辨析及定义研究

综述性研究

游客体验、行为及感知

RBD发展产生的影响

旅游形象及吸引力研究

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其他

总计

期刊论

文数量

53

21

22

23

14

11

11

7

8

2

2

11

185

学位论

文数量

18

16

7

3

2

1

1

4

0

3

1

5

61

论文

总数

71

37

29

26

16

12

12

11

8

5

3

16

246

所占

比例/%

28.86

15.04

11.79

10.57

6.50

4.88

4.88

4.47

3.25

2.03

1.22

6.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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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z, 1993)。张军等(2006)认为，TBD是从RBD的

概念中延伸出来的，主要分为典型城市RBD、城市

CBD的演化和现代大型购物中心3种类型，并认为

RBD、TBD、CBD在区位、地价、功能、形态、人流等

方面存在差异。

3.2 RBD的特征、功能及分类

RBD的特征和功能研究是对RBD概念的重要

补充。国外研究RBD的特征多采用案例分析法，认

为RBD具有直线性布局(Smith, 1983)、无峰值地价

等特征(Page, 1995)，具有旅游接待、商业零售、餐饮

服务等功能(Stansfield et al, 1970; Taylor, 1975)。国

内研究多采用总结归纳的方法，通过多个国内RBD

案例的分析，对RBD特征和功能的研究较为全面。

侯国林等(2002)认为，城市RBD主要特点是与商业

设施和商业活动有着高度的产业、空间共生性，具

有休憩、购物、游玩等功能。张晶等(2002)认为，除

了常规的商业服务功能、观赏游憩功能外，RBD还

有管理功能，同时作为城市的“门户”、“窗口”提供

宣传、咨询等功能。王玲等(2005)认为，RBD 具有

主要位于城市或城镇，以吸引旅游者为主要目的两

大特点，集中了餐饮、娱乐、零售商业等服务功能及

设施。张军等(2006)认为，RBD具有区位的不确定

性、人流变化的季节性、商品与旅游吸引物的相关

性、空间分布的独特性 4个特点。陶伟等(2005)通

过对相对成熟的香港RBD的研究，认为RBD是金

融、办公服务、商业、游憩多元化功能的有机结合。

张立生(2006)认为，城市RBD的主题是具有鲜明特

色的旅游企业，最大的特征是一个由旅游企业在空

间上高度集中构成企业集聚区。郭蔓(2007)认为，

RBD具有游憩设施、游憩活动与商业设施和商业活

动高度的产业、空间共生性的特点，对外提供的零

售商业、游憩、餐饮、住宿等服务功能是RBD的基本

功能，而游憩功能和零售商业功能则是其核心

功能。

根据 RBD 的功能、特色和发展方式等可以将

RBD进一步分类。保继刚等(1998)认为，RBD分为

大型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特色购物步行街

型、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新城文化旅游区型。

俞晟等(2003)从空间表现形式上，将RBD分为步行

街、游憩中心、自然风景游憩区、游憩型城镇 4 种。

张建(2005)认为，RBD 主要有旅游城市型、商业中

心型、游憩设施型 3种类型，根据RBD 型态模式可

以分为叠加模式、伴生模式、增长极模式和点轴模

式4种，形成CBD叠加型、建筑群叠加型、观光景区

伴生型、历史文化伴生型、旅游房产型、景观社区

型、交通集散型、主题文化街型等8种形态。张军等

(2006)认为，从演化方式上可以将RBD分为典型的

城市RBD、城市传统CBD的演化、现代大型购物中

心 3种。丁蕾等(2012)认为，根据功能和特征可以

将RBD划分为自然景观型RBD、历史文化性RBD、

表2 CBD、TBD与RBD的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 (TBD),

and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概念

区位

地价

功能

形态

交通

作用

人流变化

主体人群

形成原因

规划原则

CBD

包括商店、办公机构、娱乐场所、公

共建筑等设施的城市最核心部分

大城市中心

极高

科技、金融、保险等

高层密集建筑为主

交通峰值区，可达性极高

城市商业中心

白天多，晚上少

职员、外地商务人员

经济、科技、文化、商业等高度集聚

形成

国际化兼具人性化

TBD

游客导向型的旅游吸引物与服务设施

集聚形成的功能区

城市内的旅游区

较高

观光、游憩、购物

旅游综合服务、步行街等，聚集度较高

交通便利

为景区游客提供相关服务

节假日多、平时少

游客

依托城市的旅游景点形成

以旅游带动零售业

RBD

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游客的需要，形成集中布

置饭店、娱乐业、新奇事物和礼品店的街区

具有一定游憩吸引物的地区

不定，市内地区较高

旅游休闲、商品零售、娱乐

不定，多包含特色建筑，聚集度比TBD低

交通便利

旅游业与商业结合的新名片

有季节性差异和日夜间差异

游客、当地居民

通过对一定的游憩吸引物包装，同时进行零

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开发形成

保护该地文脉，旅游业和商业并重，服务公共

休闲，功能多样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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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购物型RBD和综合性RBD。

3.3 RBD形成机制及过程

RBD的形成机制及过程研究是RBD研究的核

心问题之一，对城市RBD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国内学者

通常结合案例地，分析演化规律，探究驱动机制。

如保继刚等(2002)对广州城市RBD进行了研究，指

出RBD的形成主要是由主客观需求驱动的，并得出

了 RBD 的系统形成机制。张建(2005)研究上海市

RBD系统的动力机制认为，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

都市区居住职能转型、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城市规

划引导、区级政府职能转变分别推进了 RBD 的产

生、RBD的功能提升、RBD的空间重构、RBD的布

局改善，加快了RBD的功能集聚。许峰等(2006)认

为，目前RBD的发展主要在两种驱动机制下自成体

系：景区驱动型/观光驱动型和商务驱动型/购物驱

动型，通过核心旅游吸引物或城市商务中心来驱动

相应职能的完善，形成城市RBD。张立生(2006)认

为，驱动城市 RBD 发展的动力系统有明显的层次

性，大体上可分为消费需求为主导的源动力、政府

行为驱动，以及在市场机制条件作用下的企业行为

驱动的次生动力和环境条件 3个层次。他还认为，

经济和城市发展、旅游和游憩发展、社会文化背景

构成RBD发展的宏观背景；城市旅游发展条件、城

市历史文化条件、城市经济和交通条件、城市政府

支持条件等提供了中观发展条件；区位条件、周边

居民支持条件、微观交通条件作为微观支持。侯国

林等(2002)、刘沙(2006)、陶伟等(2006)分别对成都、

广州等地休闲商业街区进行研究，认为RBD发展一

般经历萌芽、集聚、发展、成熟 4个基本阶段(表 3)，

其驱动力是多个因素相互联系的互动型动力系统，

发展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

3.4 RBD的空间结构与布局

RBD的空间结构通常指的是其中各要素的相

互关系和组合形式，随着城市的生长，在城市地域

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营运过程中形态及土地

利用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聚散效

应、邻近效应、传输效应和自组织效应共同作用的

产物 (侯国林等, 2002; 施彦卿, 2007)。研究城市

RBD的空间结构与布局是RBD研究的重要方向，

反映了RBD的内部系统、外部联系和时空演化，并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RBD 的功能、特点和经济效

益，为城市RBD建设提供参考。国内对RBD空间

结构和布局的研究多采用定性的方法，在时空层面

上，通过总结文献或结合案例来分析。

陶伟等(2003, 2005, 2006)分别对香港、苏州和

广州的城市RBD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城

市的RBD空间结构演化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大都为

“点状—多点—线状—面状”分布的空间布局演变

形态，以及离散阶段、极化阶段和扩散阶段3个演变

过程。俞晟等(2003)认为，城市RBD的选址一般依

托特定的旅游资源、市场、便捷的交通和较低的地

价特定因素，多数城市的RBD空间布局遵循“极带

式结构”，并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构建出了反

应城市 RBD发展适宜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卞显红

等(2004)认为，传统城市中的典型代表区是RBD的

主要位置，新兴的城市则依托旅游景点，通过综合

体的开发，也可形成城市RBD地段；不同形象的目

的地城市，其RBD的区位无统一特点，与城市旅游

开发中注重城市个性的塑造有密切联系。吴承照

表3 RBD的形成过程

Tab.3 Formation process of urban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

集聚阶段

扩散阶段

成熟阶段

条 件

交通便利、客流集中

优越的区位、高额的利润

经营环境恶化及郊区城

市化的引力

商业游憩区形成的动力

机制

特 点

商业点零星分布，规模小，功能少，空间处于无序的混沌状态

商店数量、规模膨胀，成为成片商业区，地价大幅度上涨，超额利润减少，涌入速度放缓。内部

结构紊乱，集聚后期，负效应迅速上升，问题丛生，处于超负荷状态

规模扩大和人流量的增加，地价飞涨，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使交通条件和经营环境恶化。不少商

家迁出或倒闭，集聚规模经济转化为非集聚规模经济，呈现“空心化”现象, 系统处于调整状态

商业区的向心力与离散力均衡，系统进入优化有序、平衡稳定状态，在发挥经济功能的同时注

重休闲、观光、游憩功能的建设与发挥。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商业区内的大、中、小型商店配套

齐全、结构合理，各具特色，系统通过优化进入有序状态，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优, 形成稳定

成熟的商业游憩中心区

资料来源：侯国林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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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认为，城市游憩区主要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

向、产品导向 3种空间布局模式，并产生了单核、多

核、带状网状、综合模式等空间组合方式。于婷婷

(2009)采用定量的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环

境因素 4 个方面选择了 18 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

法、多目标线性加权AHP以及模糊综合评判法，对

重庆市RBD选址进行了研究。

3.5 RBD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RBD是城市发展新阶段形成的综合性功能区，

它具有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旅

游竞争力等功能，研究城市RBD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是RBD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内研究主要以案

例为主，分析RBD建设在经济、环境、文化、生活品

质等方面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古诗韵等(2002)、刘

苏衡等(2005)分别以广州和武汉为例，认为RBD对

城市的经济、游憩、交通、环境和地域空间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改善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和商业结构，提

升城市经济效益，美化环境，完善城市交通设施，充

实城市游憩内容，引导新的旅游需求。曲凌雁等

(2006)就RBD对城市的影响进行了综述式研究，认

为“RBD 的形成打破了城市原有功能系统的完整

性，使城市进入另一平衡创新的发展进程”，对城市

产生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影响，在增强城市发展动

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如引发社会结构改变、收入不

均、对历史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等负面影响。王向阳

(2008)以杭州市为研究地，认为生产力水平发展、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杭州 RBD 形成的基础，而

RBD的发展从多方面提升了生活品质、环境品质和

文化品位，完善生活设施，促进大众生活观念与生

活方式的进化。

3.6 RBD的旅游形象与游客体验、感知

旅游形象是旅游市场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之一，

而旅游形象的构建又与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体

验、感知密切相关。在RBD的规划开发中，旅游形

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有关RBD旅游形象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多以游客

体验、感知为基础，集中于游客满意度和深度体验

研究方面，研究者依托案例，采用问卷调查、模型构

建的方法进行研究。刘俊等(2004)运用期望差异模

型，对广州北京路休闲商业街区游客满意度进行评

价，结果发现：总体上游客满意度低于预期，而服务

则对游客满意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商萌萌(2013)

以杭州河坊街、南宋御街一带为例，从游客感知和

居民感知两方面对RBD的旅游形象进行研究，并对

其旅游形象进行评价。也有学者采用对比研究的

方法，对不同案例地的游客满意度进行比较，并提

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例如唐幼纯等(2005)采用神经

网络的方法对上海市休闲商业街区进行排名，发现

主题和特色对于商业街区形象提升具有很大的作

用。王婉飞等(2009)对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杭

州清河坊三处RBD的游客体验度进行比较，构建相

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提高互动参与性、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塑造主题形象等相应的 RBD 发展

对策。

3.7 RBD的开发与规划

RBD 的发展涉及到诸多因素，所以 RBD 的开

发必须进行合理规划，使得RBD内各要素及与城市

功能区协调发展。在城市旅游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众多学者对RBD规划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开

发RBD的条件和可行性分析，以及城市RBD的规

划发展思路，并基于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理念及

方法。杨宏烈等(2002)从定性、定位、定量、定形 4

个方面提出RBD的设计原则，并以广州为例，强调

RBD规划设计要尊重历史背景、景区统一规划、突

出名胜古迹等。朱竑等(2002)以湖北黄石为例，认

为可以通过开发RBD来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以商

业服务为主，不同路段具有不同功能，形成城市旅

游核心区。龙赟(2005)认为，城市更新背景下RBD

的研究可分为城市中心区更新型RBD、历史文化区

保护更新型RBD、旧城居住区更新型RBD、城市滨

水区更新型 RBD、工业区更新型RBD，并对比国内

成型的 RBD 案例，提出不同类型 RBD 的规划原

则。方远平(2008)认为，RBD规划开发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过度重视地产和物质建设，忽视内部微观

设计、整体规划与营销，缺少文化内涵和主题形象，

管理主体错位和开发主体缺位。黄金石(2012)通过

对文化旅游性RBD规划研究，认为其规划应能满足

RBD各项功能需求，与景区积极互动，在空间规划

设计、群体空间形态与组织、文化要素表达、游客行

为模式与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提出设计要点，并应

用于西宁市某地段的规划建设中。张环宙等(2013)

认为，城市滨水区是规划 RBD 的良好区域，滨水

RBD 应具有特色鲜明的服务业产业集群、多功能

性、规划设计延续历史、独特的品牌形象和便捷完

善的公共设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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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BD的综合案例研究

在休闲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城

市将RBD发展作为城市旅游、城市休闲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包括天津(白淑军等, 2007)、长沙(陈燕

等, 2006; 王蔚等, 2008)、东莞(方远平等, 2009)、秦

皇岛(郭伟等, 2006; 李胜芬等, 2010)、洛阳(曾荣等,

2007)、武汉 ( 刘苏衡等, 2005; 徐林, 2008; 吴迪,

2010)、杭州(吴颖婕, 2008; 郑严颖, 2008)、常州(郁

琦等, 2007)、西安(朱熠等, 2006)等几十个城市提出

了建设RBD的相关构想，因而针对于具体案例的综

合性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包括RBD发展的优势与

条件、结构与形成模式、存在问题、对策措施等方面

内容，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此外，还有学者对于RBD中的经济学现象、文

化内涵、环境设施系统与商业设施布局、休闲消费

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相关成果相对较少，论

证不足。

4 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内文献检索发现，有关学者对城市

RBD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

着休闲旅游热度的不断提高，RBD建设将成为城市

旅游业发展一大趋势，因此，加强对城市RBD的研

究更加重要。当前，国内城市RBD的研究还存在一

定不足，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化，今

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1) 在理论建设上，虽然国内已有 11篇期刊论

文和 1篇学位论文对RBD的概念辨析和定义进行

了阐述，但对于RBD的定义、判定、分类和特征等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不同学者对于相关概念的理

解尚不一致。今后研究者应在同一理论体系下从

各自方向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必须对RBD

的实质内涵、业态构成、形态模式等方面进行认真

梳理，以便用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指导RBD的开发

规划。

(2) 对RBD的形成、规划、空间布局这类问题，

虽然目前研究成果较多，但大部分以大城市的案例

为主，共性提升和规律性的研究较少。就研究深度

上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还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

层次较浅，与国外在案例地的深入研究相比存在一

定的差距。另外，此类研究多停留在案例地本身，

如何处理RBD形成与城市发展的关系，RBD的规

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RBD的发展与城市土地

利用的关系等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有重大意义的

问题研究比较欠缺。今后要注重将案例分析研究

提升到理论高度，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城市RBD

的相关案例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

规划的特点，丰富 RBD 规划方法，完善 RBD 建设

理论。

(3) 目前，国内对于RBD的发展阶段、发展规模

和程度等问题的研究虽然有近10篇文章涉及，但相

关研究缺乏深入的数据调研，没有成型的研究思

路，缺少合理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因而构建一套合

理的评价体系不仅对RBD的比较、开发、改造和相

关问题的诊断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能定量地

反映RBD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向、RBD建

设的成败和提升战略，这将成为今后城市RBD研究

的重点。

(4) 国内学者当前对 RBD 的研究多基于宏观

角度，对于RBD的旅游形象和品牌效应、游客体验

与行为、产品供给与需求经济规模与效益、经营理

念与促销手法等，较微观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这

虽与RBD的功能复杂、界定模糊和空间尺度较大有

一定关系，但也与研究方法不足、研究体系不完善、

一手数据较少等密切相关。另外，随着城市RBD的

逐渐成熟，RBD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而目

前研究多从城市形象和经济效益出发，对城市RBD

建设带来的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评估和研

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产生的负效应缺乏研究。同

时，通常旅游一般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

游通道3个要素组成(谢婷等, 2006)，而目前RBD相

关研究仅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方面，对客源地和旅游

通道很少提及，这些也是城市RBD的开发更应该关

注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 随着RBD的不断发展，CAZ(Central Activi-

ty Zone，中央活动区)、CED(City Entertainment Dis-

trict，城市娱乐区)等相关衍生概念陆续出现，研究

城市RBD与这些衍生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发

展规律和空间布局形态将成为重点。随着城市生

长和RBD的不断更新，更多新型城市旅游发展体和

其他领域的概念也会被借鉴过来，为RBD发展开拓

新的方向，也应作为今后研究的新领域。

(6) 在研究方法上，现阶段多以描述性和比较

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基于统计分析和模型构建等定

量研究还较少，空间结构、功能特征等方面尚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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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这也与RBD在统计概念上较模糊，和数

据采集困难等有一定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定量

研究将更多地运用到RBD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多学

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也将成为

RBD研究的另一趋势。

随着 RBD 理论的不断成熟发展，如何将 RBD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RBD理论为指导，增强城市

RBD建设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是RBD研究走向实

践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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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urban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in China

ZHU He1,2, LIU Jiaming1, LI Le1,2, TAO Hui1,2,3

(1. Insiti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Higher disposable incomes and more free time promotes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urban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has been burgeoning in China. Urban RBD is a typcial urban tourism

economic form, which is based on leisure business and recreation, catering, shopp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Study-

ing urban RBD provides important direc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which also can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unction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RBD. Stansfield and Richert were the first to propose

the RBD concept, and Bao introduced the RBD concept to China. Since then RBD research has drawn wide-

spread attention within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urban RBD research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blems. Based on the 246 papers resulted from the search in CNKI

(185 journal articles, 61 thes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gress of RBD research. Based on the number and

growth rate of papers per year, RBD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he initial devel-

opment from 1998 to 2004. At this stage, research was primarily about the concept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was

small. Then star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2005, when the growth rate of papers about RB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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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spatial structur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designing of RBD. Qualita-

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employed in these research. But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RBD research

was absent. At the same time, construction of RBD had began in many cities in China. The third stage since 2007

is consolidated development. Many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other research fields were applied to RBD.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formed, including tourist behavior in RBD, cultural valuation, and business system of

RBD. Traditional research directions had developed further. In this review the content of the 246 papers are clas-

sified into 12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major research contents were reviewed from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the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of RBD;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BD;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ogress of RBD;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RBD; influence of RBD on city development; tourism image

and visitor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of RBD; an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BD. Main research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problems of urban

RBD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RBD will become a major trend of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Future stud-

ies should create a consistent definition and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BD ne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Quantitative methods should be the focus;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RBD that can quantitative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RBD in each development stage should be built. In addition, detailed study, environmental ef-

fects, and social effects of urban RBD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techniques

should be used in future studies. Incorporat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to practices in RBD construction is most im-

portant in these research.

Key words: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 progress in research; revi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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