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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模式下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的
内在机制研究
□　牛　强，姜祎笑，陈树林，伍　磊

[摘　要]生活服务公平化对郊区新城生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相较于虚拟化阶
段打开的线上单一渠道，线上线下模式通过融合线上平台与线下空间双渠道，为郊区新城的生活服务公平化提供了条件。研
究通过分析线上线下模式在空间区位、市场门槛、服务效益3个方面对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的作用机制，从空间布局、
平台搭建与运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郊区新城线上线下生活圈规划策略，为推动郊区新城健康发展、提升郊区设施服务品质及
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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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nsic Mechanisms of OMO to Promote the Fairness of Life Services in Suburban New Towns/Niu Qiang, 
Jiang Weixiao, Chen Shulin, Wu Lei
[Abstract] The fairness of life services is critical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ving space in suburban new town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OMO(online-merge-offline) model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fairness of 
living service facilities in suburban new cities by integrating the dual channels of "online platform" and "offline space", in contrast 
with the single online channel opened at the virtualization stag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OMO 
model in terms of spatial location, market threshold, and service efficiency for the fairness of suburban new cities' life service 
facilities, and proposes planning strategies in terms of spatial layout,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which provide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burban new towns and improving the residents'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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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时间往往很长。由于郊区新城内部的生活服务设施
发展迟滞、品质较低，难以形成高品质、富有活力的
生活空间，生活服务 ( 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的统称 ) 的
公平性面临较大挑战，进而影响了郊区新城整体的高
质量发展。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众多学者开
始关注信息技术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契机。在虚拟化技

0引言
　　　
郊区新城的建设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分配城

市功能、承接中心城区的疏散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郊区新城初期的发展重点往往偏
向产业，人口规模和密度较中心城区更低，配套完善包
括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在内的生活服务设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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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影响下的信息通讯速度快、距离远，
使居民获取信息和服务的方式更为便捷，
机会更加均等，也为改变郊区新城生活
供需不匹配的现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相关研究表明，在虚拟化的初期阶段，
生活服务侧重线下空间功能的线上化转
化，其重心在于线上功能的逐渐完善。
在线上化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线
下渠道不可替代的功能如物质运输、场
所体验等特性便越发能够影响服务水平。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此形成了线上
线下模式，它是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
优势互补、高度协同、无缝融合而形成
的虚实融合的新模式。线上线下模式影
响下的居民活动特征和生活服务设施配
给模式相较以往存在较大不同，然而现
有研究对这一模式缺乏系统的论证。线
上线下模式对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
发展有什么作用，在此模式下郊区新城
的生活服务设施将如何规划布局，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在线上线下模式影响下，郊区新城
的生活空间面临优化重组，其生活服务
设施的空间布局更为灵活多样、服务能
力更高、服务范围更广、设施的规模和
体量更集约，有利于促进生活服务设施
的建设和公平化。因此，本文基于相关
研究，结合武汉市实践，通过对线上线
下模式促进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的
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探讨，提出了郊区新
城线上线下生活圈的规划策略，以补齐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的短板，为提升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品质和居
民生活质量提供新的思路。

1相关研究

1.1郊区新城传统生活服务设施配置
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郊区新城现行的生活服
务设施配置模式主要有等级配置模式、
TOD 配置模式、专业化服务中心模式 3

种 [1]。不同模式的规划原则和目标不同，
其存在的配置问题也不同。

(1) 等级配置模式的规划原则是按照
等级对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进行配置。

由于郊区新城辐射与服务的人口和
范围一般较大，需要根据不同等级生活
服务设施的功能和定位，按照等级配置
模式辐射到相应层级的居民，以保障居
民较均衡地享受服务 [2]。但在实际建设
过程中，往往会因层级缺失而造成生活
服务设施配套失衡等问题 [3]。例如，在
大量的经济投资和政策扶持下，郊区新
城的生活服务设施配置层级标准较高，
而郊区新城在由城市郊区转变为新区的
发展过程中，各片区的建设时序和水平
均存在差异，导致生活服务设施配置层
级及空间布局相差较大，供给失衡，从
而容易引发各个片区的空间分异问题。

(2)TOD 配置模式是以公共交通站点
为中心，以适宜的步行距离为半径，对
周边生活服务设施进行配置的模式 [4]。

该模式强调生活服务设施需围绕公
共交通线路和站点布局，以提高设施的
可达性和利用率。但通常由于服务中心
层级较低，辐射半径较小，容易导致分
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公平等问题。
例如，靠近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的地区
生活服务设施资源丰富、配置齐全，且
环境品质和服务水平较高；而郊区新城
边缘地区受投资资金、服务人员数量等
的影响，生活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模、服
务品质等与服务中心都存在较大差距 [5]，
难以实现生活服务设施配置的整体统一
和相互联动。

(3) 专业化服务中心模式是在郊区新
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

当前，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为
大多数郊区新城的选择。郊区新城在生
活服务设施配套上强调集中为产业园区
提供入园管理、技术支持、创业服务等
专业化服务功能，以提高产业园区的运

行效率，由此产生了以产业集群为核心
的圈层式服务配置模式 [6]。这种模式主
要表现为核心圈层的服务设施配置通常
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为主，毗邻圈层以
提供生产服务类设施为主，外部圈层主
要提供生活服务配套设施，为企业员工
和周边城镇居民提供城市生活功能。

但这种生活服务设施配置模式仍存
在以下不足：①开发不均衡。由于生活
服务设施配置呈圈层化特征，建设模式
往往是产业先行 [7]，而外部的生活服务
设施配置受建设时序的影响，严重滞后
于产业的发展进程。②人气难以集聚。
郊区新城拥有大量就业人口，但生活服
务设施总量与人均用地指标较低，服务
水平及服务能级较低，造成职住分离 [8]；
同时，缺乏对生活服务设施的有效组织，
导致无法集聚人气。③生活服务设施配
置过度专业化。在配置生活服务设施时，
往往“重大型、轻基层”[9]，忽视了不同
居民和从业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及不同片
区在服务范围与服务容量上的差异，给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的均等化发展带
来了消极影响。

总而言之，受资源统筹和运营方式
的影响，在郊区新城往往难以实现高效
率、低成本、均衡利益等目标，难以平
衡生活服务设施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1.2线上线下模式带来的生活服务
设施配给新机遇

随着虚拟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城
市生活模式逐渐转向虚实融合的新模式，
线上线下购物、配送、体验、办公等新
事物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10]。例如，O2O 购物能
够保障消费者的平等购物权，缩小差距，
弥补不足 [11]；融合了“互联网 +”技术
的打车软件、线上问诊平台等的发展，
提升了居民对服务体验的满意度 [12]；依
托网络购物、快递、外卖和无人送货技术
发展起来的社区上门服务更方便快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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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居民所在地，或是通过自动化、灵活
的服务设备满足居民的线下服务需求[17]。
由此，尺度较小的生活服务设施也能够
借助线上渠道的优势，灵活进行智慧化
发展，提高线下空间的服务效率，满足
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可见，线上线下
模式实现的是城市中微观尺度的信息、
物质交换和服务获取 ( 图 2)。

(2) 打开线下渠道。
在虚拟化阶段，信息传递效率得到

了较大提升，但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信息
传递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线下空
间的线上化改造和赋能对线下生活服务
设施的布局形式、配置模式等产生的实
际影响较小。对此，服务过程依然遵循
古典区位论，在设施服务范围内中微观
尺度的物质传递和服务提供的效率受地
理空间限制，随着与中心地的距离增大，

服务能力逐渐减弱 [18]。因此，在提供生
活服务的过程中，依然依赖生活设施服
务中心的合理布局来实现生活服务公平
化 ( 图 3)。

线上线下模式使信息传递进入高频
阶段，线上的信息交互平台实时处理在
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而完整的
服务可以依据流程被拆分成几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会产生数据并实现共享，由
此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能够做出对
应的行为响应。在信息化赋能的基础上，
短距离、高效率的物品和服务传递在服
务过程中得以及时实现。物品能够依托
即时物流实现当日配送或半小时配送上
门，服务上门和就近获取服务都能够通
过线上线下模式实现。由此，服务的整
个过程受线下空间的局限减小，成功完
成了线上线下的虚实融合 ( 图 4)。

图 1  虚拟化阶段信息、物质及服务交换特征示意图 图 2  线上线下模式下信息、物质及服务交换特征
示意图

图 3  虚拟化阶段的服务模式及作用渠道示意图 图 4  线上线下模式下的服务模式及作用渠道示意图

在线上线下模式的影响下，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获取生活服务的方式出现了
新的变化。人们获得生活服务的范围和
基于新技术出行的范围得到了扩大 [13]，
城市各种功能区的布局和选址更加灵活，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理空间的束缚[14]。
这种新的变化也为郊区新城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

然而，现有研究少有从线上线下角
度探讨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与规划策略，
更是缺乏针对线上线下模式在郊区新城
生活服务设施配置方面的应用研究。因
此，如何结合线上线下化趋势优化生活
服务设施配置模式，探讨线上线下模式
促进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的内在机
制和规划策略，仍是解决郊区新城发展
高品质生活空间困境的一大难题。

2线上线下模式的内涵及初步成效

2.1线上线下模式的内涵
(1) 作用于中微观城市尺度。
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虚拟化阶段打破

了地理空间限制，降低了信息传递所需
的时间成本 [15]。在传统生活模式下需要
人员抵达现场才能享受相应的服务，而
虚拟化带来的远距离通信技术则实现了
信息的互通，减弱了生活服务活动对空
间邻近的依赖。居民能够通过线上虚拟
网络获取服务信息 [16]，但依然需要居民
抵达线下的生活设施服务中心方可获取
实际的服务。因此，虚拟化对空间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区域层面的信息互
通和物质交换上，但线下依然需要依赖长
距离物流及较大空间规模、集中承载服
务的生活设施服务中心 ( 图 1)。

在线上线下模式下，线上平台通过
物联网、大数据、5G 等技术对服务流程
和承载空间进行赋能，并在线下产生了
针对线上平台进行物质转化的场所空间，
信息传递更加迅速频繁，实物、实体服
务可以在线上平台的高效调度下即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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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线上线下模式产生的初步成效
2006 年，武汉市划定都市发展区，

位于近郊区的六大新城组群协同中心城
区共同发展，对主城区起到了支撑和疏
散作用 [19]。因此，本文以武汉市为例，
运用手机信令数据及设施 POI 数据分
析线上线下模式下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
施的配置情况与居民的使用特征，以餐
饮设施、出行设施及休闲设施为例进行
实证，进一步证明线上线下模式对生活
服务设施的配给和使用产生的影响，以
此缩短城郊差距，实现生活服务设施配
给与使用的公平性。本文在对相关线上
APP 的人均使用频次、时长与线下设施
布局密度进行地理加权回归的基础上，
通过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对比，得出线上
平台和线下设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餐饮设施方面，2019 年线上线下
的餐饮模式与实体餐饮在大部分区域呈
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在实体餐饮密度低
的区域，线上线下餐饮模式的使用频率
更高。以美团外卖为代表的线上线下社
区商业设施提供的外卖服务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郊区新城实体商业设施的不足，

摆脱了传统商业的区位限制，能够以较
为低廉的成本提供多样、高效的社区服
务，缩小中心城区与郊区间的生活品质
差异。

在出行设施方面，研究显示，2021
年的网约车用户占比与公共交通站点密
度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郊区
新城的负相关性则更为明显，即距离中
心城区越远，负相关性越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以网约车为代表的线上线下
交通对线下交通服务设施不足的郊区新
城，特别是新城中心存在有效的补足作
用。而中心城区网约车用户占比与公共
交通站点密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中
心城区网约车与公共交通的协同发展趋
势较为明显。

在休闲设施方面，2021 年线上交流、
互动论坛及联机游戏 3 类社交软件的使
用人群数量占比与线下社交设施 POI 核
密度的地理回归分析表明，中心城区的
正相关性较为明显，而郊区新城则正好
相反，其负相关性更为显著。这表明线
上休闲社交 APP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郊
区新城线下社交设施和空间的不足，为

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提供了多样选择。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线上线下模式

在生活服务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郊区新城线下设施的不足，
郊区新城的居民能够通过线上线下模式
满足自身需求，城郊之间生活服务设施
配给的差距在线上线下模式的影响下逐
步缩小，从而实现生活服务设施在中心
城区与郊区新城的均等化。

　　

3线上线下模式对郊区新城生活
服务公平化的影响机制

郊区新城与中心城区存在较大差距，
线上线下模式通过打开线下渠道，在生
活服务设施配置、服务供应与居民使用
情况之间都促进了生活服务公平化的实
现。生活服务设施布局的灵活多样和因
地制宜的选址缩短了其在地理区位之间
的差距，实现了空间区位的均等；空间
建设成本和服务运营成本的降低及市场
范围的扩大缩短了生活服务设施运营所
产生的差距，实现了市场门槛的均等；
服务范围的拓展、线上集聚效应的加强
及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缩短了郊区新城
与中心城区居民使用生活服务设施的差
距，服务效益得以均等。因此，线上线
下模式使郊区新城居民享有与中心城区
居民同等的使用生活服务设施的权利，改
变了郊区新城与中心城区生活服务不均
的现状，促进了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
化 ( 图 5)。

3.1空间区位均等机制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

区位受线上线下模式的影响，中心城区
与郊区新城之间的差异缩小，因此促进
了生活服务设施布局地理区位的公平化。
由于生活服务设施的选址更加灵活，布
局更加多样 ( 图 6)，空间布局的均等化
得以实现。

(1) 布局灵活多样。图 5  线上线下模式对郊区新城生活服务公平化的影响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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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平台的信息交互频繁，线上平台能
够充分发挥其突破地理限制的优势，根
据各个服务环节的需求进行服务流程的
拆分。由此，信息传递的部分完全转移
到线上完成，如居民可以通过自助医疗
终端实现在线面诊，医生可以远程控制
仪器进行操作；教育培训活动可以在线
上组织开展，这对线下大型集会空间的
需求减弱；移动办公人员可以在公共场
所的共享办公仓内工作等。在此背景下，

每个环节所需的空间体量也会因此缩小，
使生活服务设施实现小型化转型，降低
线下空间的建设投资成本，在生活服务
设施空间建设方面实现公平化发展。

(2) 扩大市场范围。
在线上线下模式下，服务过程融合

了远程服务、上门服务、短距离到场服
务等多种模式，生活服务设施获取需求
信息与居民获取服务信息的成本降低、
时间缩短，服务效率更高，使其能够服

线下的物质和服务传递不再受固定
的地理空间限制，而是能够根据居民具
体的需求，通过即时物流、自助售卖等
方式进行快速调配和短时效的物资上门。
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较灵活，极大
地减少了运营所需的空间，降低了建设
门槛，可以使生活服务设施更好地服务
于郊区新城中的居民。各种服务依托线
上平台高速传递信息，同时依托线下灵
活的空间进行承接，实现了服务供应的高
效率。打开线上渠道之后，生活服务设
施的布局因此更加灵活。

(2) 选址因地制宜。
由于生活服务设施的布局更灵活，

线下生活服务设施可以根据服务特征的
不同选择最合适发展的区位。例如，对
周边环境要求较高的设施 ( 如高端休闲场
所等 ) 可以微创式地嵌入生态环境较好的
区域；对交通区位要求较高的设施 ( 如物
流前置仓 ) 则设置在交通枢纽附近；能满
足居民最基础的日常活动需求的设施 ( 如
智能快递柜、自动贩卖机等 ) 可配置在 5
分钟生活圈内人流量较大的区域。生活
服务设施无论是配置在中心城区还是郊
区新城，都能够通过服务过程的拆解和
线上平台的信息互通，分级分类地为居
民提供服务。因此，线上线下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突破了地理空间的束缚，减小
了因地理区位带来的不公平性，从而实
现区位均等化，促进了生活服务设施配
置的公平性。

3.2市场进入门槛降低机制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受线上线下

模式的影响，建设成本及服务过程的完
善与创新成本都会降低。由于空间体量
不再受限，生活服务设施的市场范围更
广，服务质量更高，运营成本降低 ( 图 7)，
市场进入门槛均等化，从而实现配给的
公平化。

(1) 降低空间成本。
在线上线下的服务过程中，线上与

图 6  线上线下模式促进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区位均等化示意图

图 7  线上线下模式促进生活服务设施的市场进入门槛均等化示意图

图 8  线上线下模式促进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效益均等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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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更大范围内的居民。因此，线上线下
模式下的生活服务设施摆脱了实体市场
范围的束缚，即便生活服务设施所处地
理区位不佳、人口密度不高，也能够通
过扩大市场范围实现服务的规模效应，
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促进生活服务设
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降低运营成本。
在服务过程中，信息高频交换所产

生的海量数据为创新提供了基础，使服
务供给者可以及时收集和分析居民对服
务效果的反馈，并调整服务过程与进行
功能迭代。同时，线上平台的维护和修
改成本相对于线下空间较低，服务过程
创新门槛低，从而减少了服务供应所面
临的阻碍，促进了设施配给的公平化。

3.3服务效益均等机制
郊区新城生活服务设施受线上线下

模式的影响，使社会属性不同、居住环
境不同的居民都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获取
相应的服务 ( 图 8)。由于居民获取服务
机会的均等化及其获得个性化服务的成
本降低，郊区新城也能满足居民的多样
化需求，线上线下模式在服务机会上实
现了公平化。

(1) 拓展服务范围。
线上线下模式通过智慧调配、在线

分析、即时服务等方式，拓展服务资源
所需的承载空间，使生活服务设施的服

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使用效益得以最
大化，进而使获取服务的居民数量增加。
由于线上线下模式打开了郊区新城的线
下渠道，使得不在传统服务半径内的居
民通过服务配送和线上互动等方式，也
能享受到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居住
在郊区新城的居民依然可以通过线上平
台接受线上服务，或是通过分级分散的
服务站点接触中心城区的优质服务。因
此，服务圈层的地理范围更广，居民个
人获取服务的机会更为均等。

(2) 线上集聚效应。
由于线上空间具有信息传递范围广、

接入机会多、容纳信息大的特征，可以
借助线上平台将服务信息平等地传递给
居民，并通过线下多样的方式完成整体
的服务过程。如此，线上线下模式下的
服务供给打破了地理区位限制，服务供
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距离被拉近，服务
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因此，线上
线下模式实现了集聚效应的线上化转移，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规模经济、线下集
聚所带来的服务分配不均等情况。

(3) 供需精准匹配。 
线上线下模式促进了信息搜寻与供

需匹配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为居民提供
了多元化的选择机会，使居民能够根据
实际情况自主地选择符合自身个性化需
求的服务。同时，由于信息化技术显著
提升了物流调配、远程服务、需求预测

等的效率，使服务得以精准化投递，最
终使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效益更加公平，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居民因个人需求差
异而带来的服务不均情况。

4郊区新城线上线下生活圈构建
策略

4.1空间布局策略	 	
(1) 多样化的圈层设置。
线上线下模式下的生活圈设计参考

了信息化影响下的居民行为特征及新的
服务模式，结合线上实时服务圈，在线
下根据出行距离进行圈层式、分类式的布
局，打造 5 分钟到场服务圈、15 分钟到
场服务圈及 30 分钟上门服务圈 ( 表 1)。
线上实时服务圈以各类智慧线上平台为
基础，识别居民的服务状态，准确判断
居民的需求，实现快速的服务调配和服
务响应。

5 分钟到场服务圈主要满足居民较
为频繁的日常活动需求，服务半径控制
在老年人、青少年等各类居民 5 分钟的
步行范围内。在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管
理上，运用智慧化手段，以无人化自动
运作模式为主，选取空间选址灵活、可
分散布局、体量较小的设施，如智能快
递柜、自动贩卖机、共享充电桩等。

15 分钟到场服务圈主要为居民提供
日常活动的线下场所，服务半径控制在

表 1  分层确定郊区新城的线上线下设施

服务圈        办公 商业 教育   公共管理 养老     文娱 医疗 交通

线上实时服务圈 远程会议室 元宇宙虚拟消费、网络
银行

虚拟课堂 云端政府服
务平台

AI 健康监测
平台

虚拟社交、
虚拟游戏

云端线上医
院

—

5 分钟到场服务圈 胶囊睡眠舱 无人超市、自动贩售机、
快递站、自助柜

— — — — — 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
桩

15 分钟到场服务圈 社区办公仓 — — 社区一站式
管理中心

社区中心养
护院

24 小时自
习室、自
助图书终
端

自助医疗终
端

—

30 分钟上门服务圈 共享际 家政服务中心、生鲜超
市、高端外卖餐饮中心

家教到家 — 护工上门服
务中心

VR 场景馆 医疗流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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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青少年等各类居民 15 分钟步行范
围内。由生活服务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依
托线上化平台进行资源调度、功能匹配，
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如社
区办公仓、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老年
人养护中心、自助医疗终端等。

30 分钟上门服务圈内主要包括居民
某些特定活动所依托的对应线下空间 ( 如
共享际、VR 场景馆、医疗流动站等 )，
以及基于即时物流技术、服务精准派送
系统实现的服务或商品的 30 分钟上门服
务 ( 如家政服务、早教服务、生鲜餐饮外
卖配送等 )。

(2) 复合化的空间功能。
生活服务功能与居住功能、商业功

能复合、互动、共享，可促进用地功能
多样化发展。线上线下模式下的生活服
务设施布局更加灵活、体量可控，能够
根据实际情况弹性设置。例如，将居住
空间、商业空间与地下空间在垂直方向
上混合在一起，依托地下轨道交通空间
提供的高流量人流及便捷交通，设置配
套的共享设施和自助服务终端，打造活
动丰富、高效利用的地下公共活动空间；
在较低楼层依托开放性强的商业综合体
功能，建设提供优质服务体验的智慧化
线下设施，如 VR 场景馆、共享培训教室、
智能聚会休闲场所等；较高楼层则作为
居住空间，依托上门服务满足部分需求。
在水平方向上，综合考虑服务特征与交
通流线，将需要到场服务的设施布置在
居住区内部交通条件较好的区域，将能
够提供上门服务的设施与其他空间充分
融合，提高土地利用集约程度。

4.2平台搭建策略
建设线上线下协同统一的服务平台，

在线上构建高度融合的服务运维平台，
在线下创造环境优越和体验感强的服务
空间，实现两者之间高效协同、共同作用。

强化线上智慧，以前端平台为服务
呈现方式，以底层分析数据为基础，以

功能体系为框架，搭建线上服务运维平
台。平台应当对接供给方、需求方、监
管方 3 个群体，综合运用即时互动通讯、
资源统筹、供需调配、路径规划、动态
反馈及后台监管系统六大功能，构建高
效复合的功能体系；由于底层数据库的
搭建是进行线上智慧调配、服务供给的
基础，平台需记录需求—响应—供给的服
务全生命周期，形成反映各类人群的需
求偏好、活动特征和使用意见的大数据，
并反馈至线下实体设施以指导服务的迭
代创新，最终通过线上平台的持续更新，
为居民提供精准、高质、前沿的城市生
活服务。

线下平台则涉及前期的设施配置规
划、服务过程中的动态监测及对规划方
案的优化与适配性调整。在设施配置规
划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线上线下模式下
的服务特征及服务群体特征，结合无人
机运输等新型交通形式，综合考虑设施
的布局规划，建立相应的规划设计库；
在服务过程中，实时监测供需匹配情况、
服务质量与效率，以及居民满意度情况
反馈，以服务情况作为规划方案的调整

基础，对设施的服务半径、服务容量及
线下空间氛围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精准
化的适配性调整与优化 ( 图 9)。

4.3运作模式策略
基于线上线下模式大力发展政府—

市场—社会的综合联动模式 [20]。
(1) 积极制定推动线上线下模式发展

的相关政策，为郊区新城提供基础保障和
推动力。

大力推动郊区新城的智慧基础设施
建设，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推行引入
高端人才的相关政策等；制定相应的法
律法规，对线上线下生活服务设施涉及
的线上平台进行规范性监督管理，保障
线上平台的合理、高效运行；在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承担线上线下服务的整体
统筹工作，住建、自资、教育、卫健、
文体、商业、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一同
组织评估和实施行动，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协同做好规划实施工作，负责组织公
众参与、需求调查，负责公益性设施的
运营、管理和维护。

(2) 充分发挥市场带动作用，建立和

图 9  线上线下一体的平台搭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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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线上线下关键指标统计制度，对生
活服务设施的数量、服务能力、服务人口、
居民满意度等指标进行统计，加强跟踪
服务。

在服务过程中，根据居民的使用情
况和反馈意见不断调整与优化提升生活
服务设施，建立逐渐成熟的线上线下服
务模式；重视服务过程中的居民反馈机
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与验收；
加强推广宣传，定期组织开展现场观摩
体验会等，总结建设改造亮点、评选优
秀项目和典型，扩大社会影响力。

(3) 实现全过程、分阶段、多方式的
社会公众参与。

居民的使用情况至关重要，生活服
务设施的服务效果、服务品质和方便程
度等都直接影响了居民对设施的满意度。
因此，在规划评估阶段应广泛征求在地
居民、企业、社会团体和相关部门、专
家的意见，在规划和实施阶段鼓励多方
参与、确定设施具体布局，积极向公众
宣传推广相关成果，并针对居民的服务
体验开展效果评价。

　　

5结语
　　
线上线下模式作为新时代的城市运

作模式，主要作用于中微观城市尺度，
通过打开了线下渠道为郊区新城的生活
服务设施公平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机遇。
由于线上线下模式能够促进郊区新城生
活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均等、市场进入
门槛均等及服务效益均等，实现生活服
务的公平化，本文探讨了基于线上线下
视角的郊区新城生活圈的构建策略，从
空间布局、平台搭建及运作模式方面提
出了相应的规划策略，以期促进郊区新
城生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线上线下模式在社会、经济、生态
方面都为郊区新城的建设带来了助力，
在社会效益方面，线上线下模式使居民
能够公平均等地获取生活服务，促进社

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提高郊区新城的社
会福利和居民生活满意度；在经济效益
方面，线上线下模式促进了郊区新城设
施建设投资的良性循环，推动生活空间
实现高端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吸引人口
流入、人才入驻，营造优质的经济环境；
在生态效益方面，灵活小型的生活服务
设施建设布局模式降低了设施对环境本
底的破坏，生活服务设施的高效率运转也
减少了因交通运输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
利于构建生态环境友好的城市运行模式。

在未来，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更为
深刻的融合态势必会对居民的活动方式、
市场的运作模式及城市空间的组织方式
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演进，“元宇宙”概念的提出也促使各
类研究不断思考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信息技术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
怎样消除“数字鸿沟”问题带来的居民
信息接入不公现象，线上线下模式是否
能够实现空间正义，还需进行持续性、
系统化的实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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