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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地图方法研究社会空间已有较长历史，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形成了多种研究模式。近年来，大数据的出

现和空间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地图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更多数据和方法支撑，也为社会空间的再认

识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本文在对面向社会空间研究的国内外社会地图运用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 将社

会地图的研究应用归纳为要素呈现、问题解释和理论验证3个阶段，并对其具体应用内容、方法和数据形式进行了

综述，总结为统计图、点值图、网格图、密度图等四种类型，并就社会地图在中国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可能性及其

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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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将地图方法应用于社会空间研究已有较长的

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20年代芝加哥学派

提出的同心圆模型。Burgess等学者以芝加哥市为

对象，采用社会研究基础地图(Social Research Base

Map)与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将芝加哥市民的职

业、收入、宗教、种族等属性一一标注于居住地街区

地图上，同时将商场、工厂等就业、生活相关设施也

标注上图，基于地图分析发现了社会阶层与机构的

分布规律，并将其解释为所在街区环境与个人属性

的综合作用(Burgess, 1925)。这一研究思路受到后

来学者的推崇，其后有许多研究成果涌现，如刻画

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型(Hoyt, 1939)、多核心模型

(Harris et al, 1945)，以及探讨社会空间成因的演替

学说、文化生态论等(Park et al, 1984)。

1950年代后，随着基于因子生态学的社会区分

析方法兴起，利用统计数据和计算机对社会空间分

异特征进行分析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社会地图方法

(Berry et al, 1969)。这正如伯吉斯所指出的：“把各

种城市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要素标注于地图

上，以地图为基础来认识社会空间结构及其规律

性，这是同心圆假说之所以形成的基础”(Burgess,

1929)。然而，虽然基于因子生态学的社会区分析

能迅速刻画出社会空间分异现状，但它偏离了原本

芝加哥学派所关心的焦点，即社会要素的空间分布

本身，而把注意力引向了社会空间的综合分异(倉

沢進, 1986)。此外，局限于空间模式的检验也抑制

了进一步发现社会空间多样性的可能 (Friesbie,

1980)。

因此，基于对社会空间研究的反思，本文意在

重新唤起地理学对社会地图的关注。地图是地理

学研究的基本语言，用地图反映社会属性与物质环

境的空间关系是表达和解释“社会—空间”现象的

重要手段。在地理学研究中，从19世纪开始已有英

国学者用地图方法系统地描述社会空间特征

(Booth, 1886)。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社会区分析

的缺陷，新一轮社会地图方法的运用在英国、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学者中再次悄然兴起，并于 1980年

代后向发展中国家扩展。近年来，由于大数据与信

息技术的应用，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强化。对于正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

收稿日期：2014-10；修订日期：2015-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65，411307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GJW007)。

作者简介：刘云刚(197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生活空间论研究，

E-mail: liuyung@mail.sysu.edu.cn。

引用格式：刘云刚, 苏海宇. 2015. 社会地图研究综述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34(7): 800-808. [Liu Y Ｇ, Su H Y. 2015. A review of social atlas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7): 800-808.]. DOI: 10.18306/dlkxjz.2015.07.002

800-808页

第34卷 第7期
2015年7月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Progress in Geography

Vol.34, No.7
July 2015



第7期 刘云刚 等：社会地图研究综述与展望

异而社会统计资料涵盖不足，社会地图发挥作用正

当其时。特别是借助信息时代新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手段，社会地图可望成为地理学面向复杂社会空

间分析的有力工具。本文从社会空间研究的角度，

对既有的社会地图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按其内容

和方法分别加以梳理，以期对今后国内社会地图研

究工作提供借鉴。

2 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地图运用

2.1 社会要素呈现

社会地图(Social Atlas)是指基于历史或现状的

社会数据，通过某种空间可视化方法对社会要素的

空间特征、社会属性与物质环境的空间关系、社会

空间结构等进行表达的地图或地图集，在地图学中

属于专题地图的一类(李海晨, 1984)。Booth(1903)

在研究伦敦贫困问题时，将各社会阶层的住宅用不

同深浅的颜色表示在地图上，同时标出商店、工厂

等设施，从中发现了设施和阶层的分布联系，这是

社会地图应用于社会空间分析的最初范例。其后

Shepherd、Phelps等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开展了针对

伦敦、兰开夏等地的社会空间研究(Shepherd et al,

1974; Central Lancashir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76)。在澳大利亚，Davis 等(1974)率先开展了基

于悉尼市人口统计的社会地图编制，其后 Horvath

等(1989)进行了更新。社会地图的运用在澳大利亚

颇受重视，基于2001和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澳大

利亚政府先后主导完成了珀斯(Nagle, 2002)、墨尔

本 (Lazzaro, 2003)、达 尔 文 和 帕 默 斯 顿 (Elliott,

2003)、阿德莱德(McGrath, 2008)、悉尼(Smith, 2008)

等主要城市的社会地图，从而形成一个地图系列。

除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外，近年随着可获数据类

型的增多及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社会地图对于社

会要素的呈现内容也日益丰富。例如 Dorling

(1995)加入人口与土地利用指标编制英国社会地

图；倉沢進等(2004)除编制人口、家庭、住房及商铺、

工厂企业、医疗设施等地图，还显示了城市昼夜人

口变化、犯罪发生、交通事故、生活设施临近度等指

标的分布等；Champion 等(1996)发表的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社会与经济地图，则加入了私家车、轨道

交通、通勤模式等设施使用，以及选举行为、多元文

化、生活变化等多方面的内容；Spence(2000)基于17

世纪60年代伦敦的史料创建了历史数据库，展现了

17 世纪伦敦的社会空间；Dorling 等(2011)则从政

策、道德、感情、环境等方面展现了英国的社会衰败

和一系列城市问题；Ballas等(2014)共编的欧洲社会

地图及Halman等(2012)主编的欧洲价值观地图则

呈现了欧盟内外国家自豪感、幸福感、政治关注度、

宗教价值观、自我认同等方面的空间差异；World

Bank Group(2007, 2009, 2011, 2013)发布的4版全球

发展地图展现了世界各国人口、性别、教育、健康、

经济、环境、富裕程度等多方面差异和演变趋势等。

2.2 社会问题解析

相比社会要素的呈现，一些学者更关注社会地

图对于某一社会问题的解析功能。如政治学家

Poulsen等(1981)认为，相比于国家、资本或阶级，社

会空间是更有效的分析对象，更有助于理解城市政

治对居民的影响。他们基于1971-1976年的数据编

制了社会政治地图，从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政治政

策等方面分析了悉尼社会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其与

国家选举结果的关联。Gibson等(1986)和Timothy

等(1995)编制的美国女性地图，从女性的教育、就

业、家庭、健康、犯罪和政治参与等方面，说明了美

国女性在权力上的劣势地位及其区域差异；另外女

权问题研究者 Seager 等(1986)、Seager(1997, 2003)

也从全球角度展现了不同国家间女性机会不平等

的现实。Henwood(1994)运用社会地图分析了美国

社会面临的总体富裕与局部贫穷、全国健康医疗投

入增加与局部地区疾病同步增长、大学教育发达与

基础教育受忽视等现实问题。Andrews等(1996)以

美国一系列关于人口、种族、文化、健康、生活等地

图信息为基础，通过数据指标综合叠加形成美国社

会幸福感地图，并分析了美国幸福感的空间差异。

Shinagawa 等(1998)和 Brewer 等(2001)通过社会地

图证明了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拉丁人、阿

拉斯加土著等种族空间分异问题的严重性。Ben-

son(2002)从收入、健康、生育、教育、文化和生活状

况等方面分析了非洲马拉维共和国的贫困空间变

化，并对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解析。Tennant

等(2003)和Glover等(1999, 2006)发布了3版澳大利

亚南部年轻人社会健康地图，解释了儿童和青年人

的健康福利状况变化，以及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匹

配。Oswalt等(2006)制作了收缩城市地图，展示了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大量后工业化

城市正经历人口萎缩，并结合 36个城市案例，从战

争疾病、社会损耗、人口郊区化、经济转变、政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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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等方面分析了收缩城市的空间特征。Tsvetkov

(2013)的世界偏见地图则突出了在快速变化世界中

的国家偏见的稳定性，等。

2.3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区

运用社会地图方法进行社会分区研究在 1950

年代社会区分析推广后比较少见，但也并非绝迹。

如 1990年代初，Morrill(1990)运用美国社会要素的

空间信息进行了基于年龄、生育和生活方式的社会

分区检验；倉沢進等(2004)通过对东京社会要素的

网格化分析，推演出东京的社会空间分区和结构，

并指出其与北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的不同。

2.4 近年的动态与新发展

社会地图运用随着时代发展，从最初的要素呈

现到针对某一问题的主题讨论、问题解析，其内容

和形式日益多样化；在研究视角上，从关注单一社

会要素本身向关注包括社会要素、基础环境和人文

制度在内的复合视角转变；从关注静态的社会空间

结构，向关注社会要素及社会空间动态转变。一些

社会地图成果，近年还推出了实时更新的网络版①。

另外，长期以来，社会地图的运用主要在发达

国家，而近年在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了相关成

果，如印度社会经济地图(Muthiah, 1987)，越南社会

地图(Vu et al, 1994)，老挝社会地图(Sisouphanthong

et al, 2000)，泰国社会地图(Kermel-Torrès, 2004)，湄

公河下游流域社会地图(Jacob et al, 2003)及阿拉伯

地区社会地图(Boustani et al, 1991)等。当然，发展

中国家由于受到数据、技术等的限制，已有的社会

地图仍然相对粗糙。在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

(1987)制作了香港1986年社会资料地图集；黄仁涛

(1993)编制了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地图；刘岳等

(2000)编制了人口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地图集等。此

外，由西方学者 Benewick 编著的 3 版中国地图集

中，也涵盖丰富的社会内容(Benewick et al, 1999,

2005, 2009)，因此，中国社会地图的运用也初露

端倪。

3 依可视化方法的社会地图类型

由于社会是动态变化的，比自然空间的描述更

为不易，而且社会统计的连续数据更难获取，因此

社会地图编制与研究对于数据口径及其统计方法

的要求更高。社会数据以点数据和面数据为主，根

据迄今为止的社会研究成果，可将社会地图依可视

化方法概括为四种类型，即：统计地图、网格地图、

点值地图和密度地图。在研究中依据社会要素的

性质及研究目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地图表示方法。

3.1 统计地图

19世纪初期，开始利用社会统计数据编绘成单

幅社会地图，Ritter等于 1815年前后将分区的人口

总数直接表示于地图上的相应政区之内，为最早的

关于社会人口的统计地图(引自 Beck, 1979)。此

后，随着社会统计技术的逐步成熟，统计地图多以

社会统计普查的面数据为基础，以行政区域为单元

进行编绘，包括等级符号图、等值区域图和图表统

计图三种的基本形式，成为早期以Shepherd(1974)、

Central Lancashir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1976)

等为代表的社会地图的最基础表达方法，并沿用至

今。统计地图制作简便且易于理解，如比例符号图

有助于展现社会要素的等级差异，图表统计图能够

同时表达多要素多维度信息等，但其可视化效果较

差，这是受学者指摘最多之处。

为改善统计地图以大区域主导显示而造成的

视觉侵扰问题，Dorling(1991)改进了普通的统计地

图，发展出示意地图的表达方法。具体为：依据人

口属性值的区际比例将各统计单位的几何面积进

行扩大或缩小变换，并保持各区域单元的空间邻接

关系，能够显示一些传统地图不易表达的空间模式

和新的空间结果，并且更具趣味性。示意地图在近

年出版的社会地图中较受青睐，特别以 Dorling 的

研究为代表，在其新大不列颠社会地图(Dorling,

1995)、真实世界地图(Dorling et al, 2008)、英国社会

破产地图(Dorling et al, 2011)、欧洲社会地图(Ballas

et al, 2014)等成果中均有体现。

3.2 网格地图

网格地图也是在社会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处

理和转换而成，但相比于统计地图，其更强调分析

(而非可视化)。网格法由来已久，随着20世纪中期

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地图的网格

化应用出现了新动向。代表性成果如倉沢進

(1986)、倉沢進等(2004)的东京社会地图，其将数据

转换落在500 m×500 m的方格单元，便于进行分析

和比较。研究认为，传统统计地图由于不同城市间

①欧洲人价值观地图 http://www.atlasofeuropeanvalues.eu/；全球发展地图 http://data.worldbank.org/atlas-global；澳大利亚社会健康地图

http://www.adelaide.edu.au/phidu/maps-data/maps/；美国社会地图 http://www.socialexplorer.com，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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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单元差异以及分析标准的不确定，因而无法

进行不同城市间和不同年份间的比较研究，而网格

地图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缺点，并更有助于发现

和归纳空间模式。但该方法对原始数据精度要求

相对较高。近年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探讨和应用，

如范一大等(2004)和柏中强等(2013)。

3.3 点值地图

点值图具有直观呈现社会要素的分布密度、数

量等级和离散程度的特点。基于点值法的地图研

究早在 18世纪医学研究中已有流传，其中 Seaman

(1798)等学者对 1790s纽约黄热病的空间研究最具

代表性，他们将病例分布通过不同的点符号表示在

地图上，指示疾病传播的规律，对于疾病预防研究

起了重要作用。点值图随后被地理学者应用于社

会空间的研究，如Booth(1903)在研究伦敦贫困问题

时，采用点值法发现了设施与阶层的空间分布规

律。近年，随着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点值

法的表达难度大为降低，用于表达群体性的空间关

系、特殊人群识别等，显现出其独特优势。如Ben-

son(2002)采用点值地图显示马拉维人口的分布密

度；Rankin 运用点值法绘制了凤凰城 (Rankin,

2009)、芝加哥(Rankin, 2010)等城市的种族隔离情

况等。

3.4 密度地图

相比于其他地图表达法，密度地图可使各相邻

数据间具有更强的连续性，集散关系的表达更为直

观。早在 1930s，欧洲已有学者运用密度图研究人

口分布，如Harness于 1937年采用不同灰度的单色

晕线绘制了爱尔兰人口密度图(Robinson, 1955)。

随后，西欧一些学者也采用等量线曲面表达人口密

度，但这些地图主要运用于人口数量分布研究(Bai-

ley, 2005)。目前密度地图使用越来越普遍，并主要

基于点数据进行绘制，多用于表达强流动性社会要

素的发生热点区域或现象扩散的蔓延趋势，如传染

疾病蔓延、社会事件的发展趋势等。例如，Rankin

(2008)在研究国会大厦的种族和犯罪率关系中，就

运用密度图显示了犯罪事件的高密度区域和犯罪

发展的空间趋势。

3.5 小结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社会地图的类型选择很

大程度取决于编制目的和统计数据的口径、类型与

精度，数据问题是制约社会地图类型选择的最关键

因素。20世纪初由于社会数据比较缺乏，研究者大

多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社会要素的

空间属性数据，通过社会调查记录各类社会要素的

分布状况，并借助标点和分级方法进行图示。社会

调查虽可获取最新的一手数据，但由于样本量小、

主观性较强、成本较高，难以在大范围内推广展

开。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后，各国现代人口普查方

法日趋成熟，在政府机构提供的普查数据和计算机

数据处理技术支持下，研究者才从数据收集的困境

中部分解脱出来。

但是，普查统计数据主要源于官方机构，因此

研究内容很大程度上也就受制于数据的统计口径、

采集能力与数据开放政策。Dorling 等(2011)在研

究金融危机下的英国社会变迁时指出，由于苏格

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三地数据统计项目不一致，导

致部分专题由于缺乏某地数据而无法完成；同时，

由于各地统计年份无法一一对应，部分特定年份的

数据必须通过推算得出，影响到精确性，并且一旦

政府停止某项数据的收集统计，相关专题的后续研

究亦会受阻。Jacob等(2003)在湄公河下游流域的

社会地图研究中也遇到类似问题，柬埔寨、老挝、泰

国和越南四国的数据多源而分散，统计口径亦有差

异，给社会地图编制带来诸多难题。

至今，社会地图研究数据仍主要依赖于政府官

方统计。虽然部分国家的普查数据为社会地图研

究提供了稳定而全面的数据源，但来自政府统计部

门的数据是一种行政的汇总数据，难以作到口径统

一、及时更新与数据细分，同时以行政边界为单位

的统计无法反映个体的群体效应。因此，随着社会

空间研究内容趋于多样化，亦需要利用目前的开放

数据、手机信令等大数据进行新的数据源开拓，这

也是解决数据限制问题的一条新思路。

4 中国开展社会地图研究的条件

4.1 运用社会地图的可行性

社会空间研究最初由Anderson(1923)、Burgess

(1925)、Thrasher(1927)等学者将城市问题标在地图

上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同心圆等理论。美

国社会学家 Shevky 等(1949)在《洛杉矶的社会区》

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区分析的方法，开始引领新的社

会空间表达范式。这种方法是建立在某个居住区

域存在某些关键变量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

特征的基础上，并认为通过容易测量的因素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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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的使用特征，因此可将城市按不同特征进

行分区。Shevky等(1955)采用7个社会指标归纳出

了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是形成社会

区的 3个基本因素，将其空间模式在地图上叠加则

成为现实中的综合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即社会区地

图。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将原来较为凌乱的社会空

间要素进行聚类整理，并据此进行综合分区，因此

也成为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

主流。

20 世纪 70 年代起，计量革命的出现为因子生

态分析提供了支持，社会区研究逐渐转向上百个因

子的综合分析，取代了早期人为确定的7个因子，使

其更具科学性。在此背景下，基于“社会区”概念和

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渐次展开，

多位学者在北美、澳洲和欧洲主要城市进行了因子

生态分析与社会区理论验证(徐旳, 汪珠等, 2009)。

这种方法逐渐替代了早期的社会地图要素的直观

表达，并成为了一种被广泛采纳的社会空间研究成

熟范式。在中国，1980年代中期后社会区分析逐步

兴起，如虞蔚(1986)、李志刚等(2006)对上海，许学

强等(1989)、郑静等(1995)、周春山等(2006)等对广

州，顾朝林等(2003)、冯健等(2003)等对北京，薛德

升等(2006)对韶关，徐旳、朱喜钢等(2009)对南京，

张利等(2012)对乌鲁木齐的社会区分析等。

但为何社会地图在中国未得到广泛运用？笔

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社会数据的限制。中

国统计数据中的社会数据相对较少，并且统计口径

比较宏观，目前只有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可利

用性相对较好。2013年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国

家政府率先实施数据开放策略，越来越多城市和地

区以及国际组织也相继推行数据开放，使得数据的

可获得性迅速提高。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如

共享知识 (Creative Commons)、开放知识基金会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开放获取(Open Ac-

cess)、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等国际开放

数据组织的相继出现，使得社会数据的来源进一步

拓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数据供给情况也必

然会逐步改善。目前，一批互联网公司已开始开放

自己的数据或API，如新浪微博、大众点评网、百度

大数据平台等等。开放数据源的增加使得可利用

的数据增多，内容也不再受制于普查数据的项目。

尤其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应用(LBS)提供很多个

人属性的地理信息，为复杂的城市社会系统研究提

供了多方面的切入点，在过去这是难以实现的。此

外，除逐步完善的人口普查技术外，大数据和物联

网等技术的应用也使社会数据获取出现了新的可

能性，为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社会动态发展规律提

供了新的契机和路径。

在先进的数据采集与GIS技术支持下，不依赖

于随机采样即可实现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海量数

据处理，即“样本等于总量”。海量数据保证了空间

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可直面个体精细而整体完

整的空间状态，形成一种复杂个体的群体逻辑，并

提供了一个展现现实世界全貌的机会 (Mayer-

Schönberger et al, 2013)。因此，数据不再是抽象的，

其空间属性越来越强，使得社会空间研究可不再依

赖于基于采样分析的空间模拟数据，而转向精确数

据的空间研究。另外，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理

空间数据不再固化，而成为可动态检测的。例如个

人消费记录、公交卡、gps导航仪、手机和各种传感

器，能够实现各种数据的实时更新，有效弥补了官

方统计数据滞后的不足和缺失，使得微观动态研究

成为可能。

因此，当今可通过利用开放组织提供的多元空

间数据、各类传感器的数据记录、移动手机信令数

据、挖掘互联网公司的API 资源等，弥补过去的单

一数据源依赖问题。同时，充分结合大数据内容丰

富、动态实时、有偏性的特点和普查统计数据基础

数据全面、系统性强的优势，通过互补配合使用，可

将大量的数字转换为有用的空间数据。另外，充分

挖掘 ArcGIS、SuperMap 等空间数据处理软件的数

据可视化技术，最大限度地提升数据信息的表达能

力，实现社会空间关系、结构、趋势等的直观表现。

在此条件下，社会地图受数据的限制将逐渐变小。

4.2 运用社会地图的有效性

从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单位制模式下的社会空

间结构已逐渐瓦解，市场力量加剧了社会要素的自

由流动，产生了多种社会矛盾。在此现实背景下，

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认识成为日益迫切的基础

性问题。对此，虽然国内地理学已有部分研究成

果，但主要是以邻里、社区、社会区等概念为基础，

以社会区分析为范式而进行社会空间结构的解释，

亦即属于对西方既有理论的演绎。然而，中西方城

市空间结构存在差异，西方的邻里、社区在中国未

必能一一对应，因此应首先跳出西方理论的演绎框

架，采用归纳法的思路对城市社会所表现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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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重新认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需要大量的反

映现实状况的素材，而社会地图则是空间认识的一

项有效工具。社会地图能够有效地描述各类社会

要素的空间关系，可解释此前从未被表达的数据内

涵，是从空间视角下重新理解社会规律和解析社会

现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具有学术和应用双重价

值的基础性资料。因此，可尝试将社会地图的方法

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研究中。

5 研究展望

正如秦萧等(2013)所说，当今中国社会空间研

究仍具有明显的“新”数据和“旧”方法研究的特

征。因此，凭借数据资源大爆发的契机，在未来的

社会空间研究中社会地图这种“新”的方法值得关

注。对于运用社会地图研究中国的城市社会空间，

本文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1) 社会地图是社会空间具象的投影。社会地

图不应仅是单纯的社会要素的呈现和描述，更应作

为社会空间相互关系或结构模式的分析工具，需要

结合现实问题或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如面对当前

社会资源布局和人群分布的不匹配问题，通过社会

设施与人口属性进行比对可迅速发现城市社会资

源供需矛盾，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

已有的社会地图内容多以社会人口属性要素为研

究主体，缺乏对社会设施、社会组织机构等要素的

关注，即便有相关要素的考虑也多以面状数据的形

式呈现，无法精确反映设施机构分布与人口属性的

空间匹配关系。因此，在中国社会地图研究内容中

应进一步加以重视社会设施和组织机构等要素。

(2) 社会地图是一种归纳法思维。鉴于社会空

间结构的差异，部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不适用于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社会地图通过一系列的

空间数据，一方面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特

征，例如，通过不同尺度的社会地图研究可检验中

国社会本质上是否与美国的“家庭—邻里—社区—

社会区”层次划分存在差异，并归纳得出中国的社

会层次结构；另一方面，大量的空间要素，有助于从

中发现特定的社会现象或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因

此，社会地图作为基础性工作，是一种从空间视角

归纳社会现象的方法，未来可应用于中国社会空间

关系、社会分区、社会空间结构、特定群体识别和预

测等研究。

(3) 社会地图应是一项持续性工作。理解空间

变化的动态过程和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是预测社会

发展趋势的关键，如英国一系列传统的社会地图研

究、澳大利亚统计局推行的城市系列社会地图集、

世界银行多版不断更新的世界发展地图等持续性

研究均提供了良好的示范。然而，在数据更新和区

间横向比较的过程中，以行政区为数据单元的表达

方法往往面临区划变动或数据单元差异大等问题，

进而影响空间差异的比对研究。因此，应尽快探索

便于数据更新和横向比较的标准化表达方法，以支

持对社会空间模式或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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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ocial atlas research

LIU Yungang, SU Haiyu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urban social space by means of map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diverse patterns of research

have develop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social dat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accurate, which offers the possibility for re-

recognizing social spa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search of social atlas in China and abroad since the 1900s

with regard to cartographic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and data, aiming for providing some guidance for future

studies of social atlas in China. The map-based soci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evolved from the initial purpose

of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to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ver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cartographic

method, the four main types are cartogram map, grid map, dot map, and density map.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atlas study and reviews its applications in China. It stresses that social atlas, as an efficient

method to present sociospatial relations, is able to describe the complicated spatial features of social elements,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a city under transition. However, research of social

atlas in China is still in nee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greater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such stud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cial space; social areas analysis; social elements; social data; social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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