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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趋势及热点分析

刘逸灵*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江苏� 226000

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LWHVSDFH工具对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从研究趋势、文献期刊及研究机构特

征、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表明：①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②研究文

献多集中在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城市交通、城市建筑等期刊。③国内外研究机构间形成了初步合作网络，但网络联

系、合作程度仍较低。④通勤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通勤、出行链、通勤效率、大都市区、职住均衡等方面；生活圈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生活圈、生活圈、社区共治、都市圈等方面。

关键词：通勤；生活圈；知识图谱；研究趋势；研究热点

一、引言

通勤一词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是指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的往返过程，尤其反映在铁路交通方面，是工业化社

会产生后的一种现象，即为职住空间上的不匹配性。对于通勤及通勤圈的概念研究，可以追溯到城市“生活圈”与

“生活空间”两者的提出与研究。“生活空间”可认为由就业空间、休闲空间、购物空间及其他事件事项空间等组合

而成���，是人的行为活动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的作用下在城市地域空间分布的反映���。生活圈最早在日本《农

村生活环境整备计划》中提出概念：以一定距离与人口为界定标准的地理空间范围中，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各项活动

在空间地域范围内的分布���。我国的概念研究，提出定义为城镇居民日常活动如居住、就业和教育等所涉及分布的空

间地域范围，同时按照不同类型的活动所发生的频次和地域范围划定居民基本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和机会生活圈���。

柴彦威的“基础—通勤—扩展—协同”作为核心构建提出的对于城市生活圈的规划理论模式中，“通勤生活圈”被

定义为以居民通勤距离为基准，涵盖居住、就业目标地点及环境设施的圈层，同时将一天作为时间规律稳定周期���。通

勤是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居民在地域空间上各项通勤活动的分布即为“通勤圈”，“通

勤圈”即是城镇居民居住、就业目标地之间地理范围上往返的空间范围；同时，在这个空间地域范围内居民可以完成通

勤需求及购物、就餐等其他类需求。

以通勤活动作为主要视角，中心城区通勤活动的空间地域范围就是中心城区的通勤区域，即为白天向中心城区的通

勤和夜间向中心城区的通勤圈，该类型通勤圈大多以街道行政边界作为空间单元���。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角度看，“通

勤圈”是居民围绕通勤中心进行通勤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存在“通勤中心—通勤圈”的空间地域结构���。目前国内研

究大多集中在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等移动数据的通勤居民与出行识别���、职住关系与过剩通勤���、通勤与交通规划����、出行

方式选择研究����、通勤活动分析����、交通流均衡分析����等，国外研究以通勤与新冠病毒����、通勤与污染����、通勤与交叉

可达性����、公共系统通勤新模式����、乡村区域模式����为主。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通勤生活圈发生了显著变化，有关通勤生活圈研究常被使用的概念有职住平衡、城

市更新、城市设计、交通设计等。本文旨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尝试梳理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

阶段特征，对于国内外通勤、生活圈在研究趋势、文献期刊及研究机构特征、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为未来

通勤生活圈的研究提供参考与方向。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1.,）（KWWS���ZZZ�F�NL��HW�），分别以“通勤”和“生活圈”为主要搜索目

*通讯作者：刘逸灵，����年��月，女，汉，江苏南通人，现就读于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本科。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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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进行文献检索。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设置检索条件为：“主题”或“篇名”或“关键词”中含有“通勤”或“通勤

圈”，期刊来源类别为�66�,、6�,来源期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时间截至����年��月��日，检索时间跨度

为����—����年，共检索出文献����篇（不含港澳台数据），其中外文文献����篇，中文文献���篇。相同设置检索

“生活圈”，共检索出文献����篇（不含港澳台数据），其中外文文献���篇，中文文献����篇。

（二）知识图谱分析

�LWHVSDFH工具又译为“引文空间”，着眼于分析科学研究中蕴含的潜在知识，由科学计量学和数据可视化的发展

而出现，用于文献计量可视化，可将科学知识的规律、结构和分布等情况以“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图形呈现。知识

图谱是指以知识域作为研究基本对象，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将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结构关系等可视化的图像����，运

用可视化分析的图谱展现科学知识之间的耦合联系网络和科学知识的演化规律。基于�LWHVSDFH工具，可以对特定的某

一个领域内的文献进行计量与分析，从而探寻该研究领域内演化过程中的前沿和热点。

本文利用可视化工具�LWHVSDFH����5�中的�1.,板块对所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的计量分析，从关键词共现

（FR�RFFXUUL�J�DXWKRU�NH�ZRUGV）分析、机构合作耦合网络（�HWZRUN�RI�FR�DXWKRUV� L�VWLWXWLR�V）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通勤和生活圈的既往研究的总结归纳，得出现如今快速城镇化背景下通勤生活圈新型模式的研

究分析方向参考与相关对策。

三、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趋势分析

（一）通勤研究趋势分析

基于国内外对通勤研究的各年份文献数量，采取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对国内外通勤研究文献发表进行阶段的划分：起

步阶段（����—����年）、缓慢发展阶段（����—����年）、快速发展阶段（����—����年）三个基本阶段（图�）。

由图�可知，国内外对于通勤研究的文献数量在����—����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起步阶段对于通勤的研究内

容较少，主要集中在�RPPXWL�J、�RPPXWH等，以外文文献为主。����年代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城市发展和各种理论

的探索，通勤问题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有关通勤的研究相继增多，主要关注点在通勤方式变化等问题。����年以

来，国内外对于通勤的研究论文呈现增长态势，渐渐开始关注于城市交通、职住平衡、出行方式选择、居住地等，在

����及����年出现两次小型增长波动。随着经济、城镇化发展，关于通勤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年，发文量达����篇，占样本文献总量的�����%，年均发文数量约���篇。

图1�通勤研究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图2�通勤研究文献发表主题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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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圈研究趋势分析

基于国内外对生活圈研究各年份文献数量，以自然断裂点分级法进行阶段划分：起步阶段（����—����年）、波

动发展阶段（����—����年）、快速发展阶段（����—����年）三个基本阶段（图�）。

图3� 生活圈研究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据图�显示，国内外对于通勤研究的文献数量在����—����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整体而言，国内的研究文献

发文数量远大于国外。在起步阶段，对于生活圈的研究内容较少，主要集中在人文研究领域，以中文文献为主。����

年以来，国内外对于生活圈的研究论文呈现波动增长态势，渐渐开始关注于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生活圈、配置研究、

城市规划、��分钟生活圈等，在����及����年出现两次小型波动。随着经济发展，对于生活圈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大

规模增长，����—����年，有关生活圈的发文量达����篇，占样本文献总量的�����%，年均发文数量约���篇。

图4�生活圈研究文献发表主题频次分布

四、国内外关于通勤生活圈的文献期刊和研究机构分析

（一）文献期刊研究分析

国内外关于通勤研究的����篇文献分别来源于���多个期刊。����年至今，发文数量最大的前五个期刊分别是

《�PHULFD��0DWKHPDWLFDO�6RFLHW�》《7UD�VSRUW��HRJUDSK�》《/L�HDU��OJHEUD》《7UD�VSRUWDWLR��5HVHDUFK》《-RXU�DO�RI�

SK�VLFDO�DFWLYLW�》，数量分别为���、���、��、��、��篇。国内����年至今，发文量最大的前��个期刊主要是城市规

划方向和交通运输方向的期刊。城市规划方向的期刊，如《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规划师》等。交通运输方

向期刊，如《交通工程》《城市交通》《交通科技与经济》等。

国内外关于生活圈研究的����篇文献分别来源于���多个期刊。����年至今，发文数量最大的前五个期刊分别是

《房地产导刊》《规划师》《楼市》《广告人》《城市建筑》，数量分别为��、��、��、��、��篇。国内����年至

今，发文量最大的前��个期刊主要是城市规划方向和城市建筑方向的期刊。城市规划方向的期刊，如《规划师》等。

城市建筑方向的期刊，如《房地产导刊》《楼市》《城市建筑》等。

（二）研究机构分析

在�LWHVSDFH中对通勤研究的文献进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分析时参数设置为：时间切片（7LPH� 6OLFL�J）

 “����—����”，“�HDUV�3HU�6OLFH �”，节点类型（1RGH�7�SHV） “,�VWLWXWLR�V”��“7RS�1� ����”，勾选寻径网络

算法（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网（3UX�L�J�6OLFHG�1HW�ZRUNV）两个选项。

从发表通勤研究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看，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机构发文量较高，在图谱中节点半径比较大，是通勤研究的代表性机构。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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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属性看多是高校，由此得出学术机构十分重视通勤研究，并且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在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图5�发表通勤研究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与此同时，对生活圈研究文献进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在参数设置时只需要将时间切片（7LPH� 6OLFL�J）

 “����—����”，其他设置均保持不变，得到发表生活圈研究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具体情况为：清华

大学��篇，哈尔滨工业大学��篇，同济大学��篇，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篇，北京大学��篇，华中科技大学��篇

等。经过数据整理分析发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发文量最

高，分别达到��、��、��篇，不相上下；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

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机构发文量也较高，大多为国内高校，也是国内生活圈研究代表性机构。

图6�发表生活圈研究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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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研究热点分析

（一）通勤研究热点

利用�LWHVSDFH对国内外通勤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节点类型（1RGH�7�SHV） “.H�ZRUG”、时间切

片（7LPH�6OLFL�J） “����—����”，“�HDUV�3HU�6OLFH� ��”，“�6HOHFWLR���ULWHULD”赋值为“7RS�1� ����”，勾选寻

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网（3UX�L�J�6OLFHG�1HWZRUNV），得到通勤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图谱（图�）。高

频词（出现频率大于���次）有通勤、出行链、低收入通勤者、北京、通勤出行、城市公共交通、内部通勤比例、通

勤效率、大都市区、组团新区、职住均衡、环保等。

图7� 通勤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图谱

据图�得出，国内外对通勤研究在早期以空间和交通节点作为主要研究热点，����年前后由于城市发展带来交通

问题，开始逐渐关注轨道交通、通勤中心结构模式、通勤产生的民生问题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球化

的影响，大城市发展迅速，逐渐产生职住在空间上的不匹配，��世纪初主要以职住、空间匹配等作为研究热点。随着

科技进一步发展，手机信令数据等依托计算机分析的移动数据作为基本研究数据，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分析

中，形成了现阶段以移动数据为主的研究热点，如土地利用方式、通勤成本与方式、职住平衡等。

图8� 以时间为序通勤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二）生活圈研究热点

利用�LWHVSDFH对国内外生活圈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节点类型（1RGH�7�SHV） “.H�ZRUG”、时间

切片（7LPH�6OLFL�J） “����—����”，“�HDUV�3HU�6OLFH �”，“�6HOHFWLR���ULWHULD”赋值为“7RS�1� ����”，勾选寻



现代建筑设计研究建筑设计与研究·2021� 第2卷�第3期

15

径网络算法（3DWKIL�GHU）和修剪切片网（3UX�L�J�6OLFHG�1HWZRUNV�，得到生活圈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图谱（图��。高

频词（出现频率大于���次）有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生活圈、生活圈、社区共治、都市圈、业态模式、生活便利度指

数、基本生活单元、口袋公园等。

图9�生活圈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图谱

由图��可知，国内外对生活圈研究主要以国内研究为主，在早期以工作圈和城市地域系统为主要研究热点，����

年前后由于城市发展，研究热点转向都市圈、社区共治、公共服务社区等；随着全球化经济趋势进一步加强、大城市

迅速发展，开始关注于以居民为主的如养老空间与生活圈等的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基本生活单元、适老空间等的设

计方向为研究的主体热点；生活圈的研究也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更新设计等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

热点。其中，基于大都市圈的��分钟、��分钟、一小时生活圈也是现阶段研究的重要热点。

图10� 以时间为序生活圈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六、结论与讨论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通勤、生活圈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快速发展阶段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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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国内外快速发展阶段的发文数量占比分别达到�����%和�����%。

第二，从文献期刊和研究机构特征方面看，国内外的通勤、生活圈文献都集中在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城市交

通、城市建筑等期刊。相较于通勤，生活圈相关研究发文数量稍少。

第三，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初步的合作网络，但网络联系、合作程度仍然较低。相较于通勤而言，国内

研究机构对生活圈研究更多。

第四，国内外通勤研究热点集中在通勤、出行链、低收入通勤者、通勤出行、城市公共交通、内部通勤比例、通

勤效率、大都市区、组团新区、职住均衡、环保等方面，国内外生活圈研究热点集中在公共服务设施、生活圈、社区

共治、都市圈、业态模式、生活便利度指数、基本生活单元、口袋公园等。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通勤、生活圈文献的研究趋势、文献期刊及研究机构特征、研究热点等的计量分析，得出我国

未来关于通勤、生活圈研究主要存在于职住均衡及交通、城市设计等方面。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通勤生活圈不仅存

在于城市区域，也渐渐发生于乡村地区，如“职城住乡”等的通勤生活圈模式，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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