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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资本运作下的西方都市表现为无限繁荣的画面，而其背后隐匿的空间占有、剥夺、隔离等一系列吊

诡空间景象却急需正义的救赎。空间正义思想研究最初正是在这样特殊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现实问题和空

间正义理论缺失共同作用下生成的，随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以及苏贾等西方学者著作的发表引领了

这一领域的发展。目前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正显现出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分化、研究对象越来越关注城乡

规划领域、研究视野逐渐拓展到更微观的大众领域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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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peration of global capital, western cities show a picture of infinite prosperity, while a 
series of paradoxical space scenes such as space occupation, deprivation and isolation behind it 
are in urgent need of justice. The study of space justice thought was initially generate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realistic problems that appeared in such a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lack of space justice theory. Subsequently,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by Western scholars such as 
Lefebvre, David Harvey and Suja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spa-
tial justice thoughts is showing a trend of expanding and differentiat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research vision to the more micro publ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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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这是一个‘他性’的空间，一个‘超越’已知的和理所当然的空间之外的战略性的和异类的空间”

[1]。作为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间正义思想研究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二战后西方国家资本

的高速发展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却也引发空间占有、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等一系列不正义现象，

生活场所内的剧烈阶级矛盾引起人们对正义空间的现实渴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列斐伏尔

于 1974 年发表的《空间的生产》[2]、大卫·哈维于 1973 年发表的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社会正义

与城市》) [3]、皮里(Gordon H. Pirie)于 1983 年发表《论空间正义》和爱德华·苏贾于 2010 年发表的《寻

求空间正义》[4]等一系列著作则为正义的“空间转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城乡

关系渐渐迈向融合阶段，“空间”的协调发展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2022 年刚刚出台的《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伟大工程的重要任

务，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空间正义思想这类把人文社会学与地理学科紧密结合的

研究是我国人文学界着墨不多，研究相对不足的领域，而这一范围的研究却是正义思想研究维度扩展的

关键所在，更是我国区域平衡发展、城乡空间良好融合的理论利器。同时，对有关空间正义思想形成过

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探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以空间正义思想为主题，试图

整理和分析其形成原因、发展状况以及未来趋势三个方面，为后继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空间正义思想的问题缘起 

空间正义问题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现实问题和空间正义理论缺失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西方社

会学研究热点角度之所以出现“空间转向”，一方面源于二战后西方资本高速发展过程中都市出现的空

间占有、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等一系列空间危机所提供的社会机遇。另一方面，西方传统都市理论因为

时代和理论本身的局限，难以解决日益尖锐的都市矛盾。面对都市理论缺失的现状以及不协调的空间发

展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准，反思性继承并创新性发扬马

克思伟大思想的空间维度，推动了空间正义思想的形成发展。 

2.1. 现实问题：空间占有、剥夺以及隔离等不正义现象频发 

20 世纪 60 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主导作用下，西方社会秩序和都市结构发生极

大的变化，这一转变可以用“双刃剑”来形容。首先，资本的丰富积累带动了城市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

以及科技的极大进步，改善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但城市也逐渐成为资本矛盾的集中地和社会问题的

爆发点，空间占有、剥夺以及隔离等非正义现状便是城市危机的现实影射。 
1) 空间占有：资本权力运作的目的 
空间占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自身“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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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死亡”([5], p. 377)，因此资本权力运作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剩余价值，要实现这一愿望需

要两个条件，首先，资本运营规模的扩大需要把人聚集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的生产，以降低商品生产

成本和延长剩余价值劳动时间。其次，资本家倾向于通过扩大商品的销售场所和把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

为对空间本身的资本生产等手段来缓解剩余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而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均需要占有一定

的空间，由此可见，资本占有更多的空间就意味着资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占有空间则成

为资本权力运作的目的。这种占有具体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空间的占有、一定区

域内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占有以及城市内部的空间分裂及占有。上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城市在不断创

造资金财富，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宅不足等诸多社会问题。资

本家为缓解生产压力和美化城市环境，对内选择在空气质量良好且地租成本较低的郊区居住，并把大部

分高科技产业迁离都市中心，对外则把重污染低利润的工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较落后地区的

低成本生产优势，并使得“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5], p. 559)。 
2) 空间剥夺：资本权力运作的手段 
资本家会通过空间剥夺的手段来达到占有更多空间资源的目的，空间剥夺总体可分为社会空间的剥

夺和心理空间的剥夺。社会空间的剥夺主要体现在对“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

间权益方面”[6]的剥夺，从而引起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

一幅极度向资本家倾斜的天平景象，无产者的实际生活在这样的天平作用下也只能显露出极端被动的一

面，因此“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

堕落”([5], p. 375)。本具有公共性质的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逐渐被私人剥夺并使用，无产者则需要

付出高额的生活成本来分得稀缺的空间资源。被剥夺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导致都市空间内部两大阶级生活

的两极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造成恶劣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把空间中“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

货币的关系”([5], p. 566)的做法催生了“同质化意识形态”的诞生，这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难以

为大多数艰难生存的无产者的价值理念提供政治保障，进而使民众产生心理空间剥夺感，对无产者物质

的无底线剥削和心理防线的攻击“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

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5], p. 411)。这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贫困现

象，引发更多空间不正义现象。 
3) 空间隔离：资本权力运作的结果 
有限的空间资源与资本持续性空间扩张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表

现为区域内阶级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差距的无限扩大，进而引发空间隔离的问题，这也成为 21 世纪以

来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然而，空间隔离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产物，

据恩格斯考察，早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城乡之间就有着非人为的空间隔离现象，从事手工生产工

作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

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5], p. 389)。城市乡村各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恰恰是机器的出现将

人们推向城市工作。资本把文明从城市带向乡村的同时也打破了城乡最初的自然隔离状态，但这并不意

味着资本是打破城乡隔阂的天使，恰恰相反，资本消除城乡之间、国家之间交往障碍的目的是在全球范

围内建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社会空间，并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构建人为的、有等级的隔离空间，

这种有意识且难以打破的空间隔阂是资本权力运作的最终结果。著名的 1968 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运动

便是对这一系列空间问题的现实反抗，这一爆发具有必然性的运动也成为引起社会问题的“空间转向”

的因素之一。人们意识到研究空间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马克

思正义思想的空间维度提供了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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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缺失：空间长期被视作正义问题探讨的“背景板”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空间占有、歧视、贫苦等诸多现实都市问题引发了学者对传统都市理论

适用性的反思，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都市研究之中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列斐伏尔、

大卫.哈维、苏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空间正义一系列书籍的发表，人民逐渐意识到空间在正义问

题研究中长期充当“背景板”的角色，空间在本体论层面的消失、在认识论层面的僵化是解决社会问题、

实现正义理想的极大路障，而恢复空间在都市问题研究中的本体地位则为重唤都市活力和实现空间正义

提供可能。 
1) 消失的空间本体论 
本体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基础的框架，是构建我们世界观的桥梁，而“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

活动的要素”[7]。本体论如果只包含时间而不包含空间，则容易造成我们对事物理解的偏差。要在本体

论中召回空间的角色，实现空间与时间的同等地位，就需要打破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霸权地位。这一地

位的确立既有人们偏好历史叙事结构的因素，也离不开“单向度社会发展趋势”的思维定式的影响。这

种思维可以理解为“把现代化看成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8]，单线演进规

律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作由低级向高级形态不断推进的单向历史过程。以这种演进规

律为理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苏贾

指出：“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

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9], p. 1)。时间作为单一的划分制度优劣的标准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色

彩，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为各个国家现代发展模板，这为资本的世界霸权提供看似合理的理论依

据，这一理念的形成是空间在本体论中的长期缺席的显著后果。恢复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是重塑我们认知

思维的需要，更是打破西方垄断中心地位的需要。 
2) 僵化的空间认识论 
空间认识论的僵化主要体现在“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6], 

p. 254)。为了纠正人们对空间持有的长期偏见，列斐伏尔首次把空间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空

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0]。自然空间经

过社会关系的改造转变为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塑造着空间，而空间在被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

生产。首先，社会关系作用于空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就必须

尽可能建立原材料基地以及扩大商品销售市场，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各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理念的各

有差异的地区逐一建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分工的后果做了预测：“它使农村从属于城

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

从属于西方”[11]。这里的空间不再是客观的承载社会关系的容器，而是在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转变成具

有差异、等级化的社会空间。其次，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关系。资本对自然空间的改造以及新一轮

的区域划分表明：空间已经成为新时代缓解资本生产固有矛盾、维持其发展活力的工具。资本家利用这

个工具实现经济的垄断和意识的同化，进而稳固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空间可以成为资本生产的工具，

同时也可以成为推翻资本统治，实现空间正义的助手。现有的都市矛盾已经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

义国家在赋予空间权利和政治功能的同时，其区域内部却逐渐被空间分裂。辩证地认识空间作用有助于

构建更加合理的空间正义思想。 
通过对西方都市不正义、空间叙事领域缺失现象的分析以及空间认识论的建构，空间从历史长河的

遮蔽中逐渐显现出来，将原有的时间–社会的叙事逻辑转为时间–社会–空间三位一体的本体论构建，

引领我们在新的平台重新认识空间。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让我们意识到现有的都市景观是空间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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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作用下的结果，空间作为动态且充满辩证的因素，深深影响着社会问题，它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

来审视社会不正义现象，空间成为可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维度。 

3. 空间正义思想的现实发展 

空间与正义内涵的结合是当今社会逻辑演变的必然产物。正义是构建美好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而

空间则是打造美好社会的实践场所，正义理论只有落实在空间中才具有社会意义，不断出现的空间剥削、

隔离、贫困等现实问题同样需要正义理念的引领才能得到解决。针对空间正义如何阐释其内涵以及如何

实现的问题，以列斐伏尔、哈维以及苏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根据自身经历和叙事风格各有

侧重的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应有的探索，他们所积累的学术成果不仅展现了空间正义思想的演变逻辑，更

充分证明了当今空间正义实践发展的合理性。 

3.1. 争取城市权利的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的实现前提是空间意义的社会转向。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领头人，列斐伏尔在

目睹法国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大量工人失业、经济衰退、文化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后开始了对都市问题

的思考，群众为反抗这些社会危机现象所发起的“五月风暴”运动更是使他意识到都市空间从来不是中

立科学的，恰恰相反，“他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2], p. 37)。空间从单纯的物质容器转化为

包含社会意义的载体，这一转变也为正义在空间范围内探讨成为可能。在明确空间的社会属性后，列斐

伏尔把拥有社会权利视作实现正义的条件，因此他的空间正义思想重点关注在争取都市权利。列斐伏尔

把这种权利描述为“有待实现的总体性”([12], p. 13)。“总体性”既可以理解为享有权利的对象面向全

体成员，也可以视作权利主体对社会资源的总体支配。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都市中存在的一个充满歧

视、隔离的组织“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12], p. 13)，让他们远离城市中心，无法分

享政治特权，难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失去了进入都市的权利。这些被驱逐被歧视的群体

想要重新进入城市中心并扎根生活，就必须夺回他们的都市权利。列斐伏尔主要通过空间产品的全体分

配和空间规划的全体参与两方面来描述如何通过争取都市权利实现空间正义。首先，在都市公共产品的

实际分配层面，空间正义要求侧重都市产品的使用价值属性，给予都市主体在合理公平的分配机制下重

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利，不能以经济地位、阶级差异等理由剥夺他人的城市权利。其次，在实际的都市

发展规划层面，城市发展规划要面向大众，都市主体拥有都市规划的参与权、规划实施的表决权以及实

施过程的监督权，充分发挥都市全体人员的智慧，增强他们的参与感，把空间正义落到城市的具体规划

中。列斐伏尔实现了正义理念与城市危机的紧密结合，他的空间正义思想从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

以争取都市权利为最终归宿，此外他对空间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都

使他成为空间正义思想当之无愧的奠定者。 

3.2. 拓展生态维度的空间正义 

身为地理学教授的哈维同列斐伏尔一样长期致力于都市问题研究，但哈维更侧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危机，由此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哈维认为地理环

境和城市构造都是资本权力运作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资本运作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

产方式又塑造出新的空间，新的场所难免会引起周围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呈现

方式。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视作可支配资源并占为己有，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

无限的生产需求，这势必造成生态污染问题，而发达国家“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把

它们移来移去”[13]。这种处理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生态系统被破坏，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失衡现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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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剧。哈维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生态问题应对方法的局限，更深刻意识到这种生产方

式的不可持续性，他主张通过扩展空间正义思想的生态维度来探索新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包括树

立生态保护原则和号召集体运动两个方面。首先，哈维主张把关注城市社会工程的生态影响视为维护城

市空间正义的原则之一。他指出“所有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生态工程，反之亦然”[14]，相比起到处转移

污染物的处理方法，提出原则有助于树立预防环境恶化的意识，从源头减少生态问题。此外，哈维主张

把现有的地方生态治理活动与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他认为当大家都有一个特定的生态目标时，

忽视地方差异的集体运动能凝结更大的社会力量，这样才能把空间正义的范围由地方扩大到全球。哈维

与列斐伏尔都从空间的社会生产角度出发来分析都市问题，不同的是，哈维把分析问题的视野扩大到生

态领域，不仅坚持把生态正义原则引入都市规划，还主张通过集体的生态保护行动来实现更大范围的空

间正义，从生态维度进一步丰富了空间正义思想。 

3.3. 坚持时空统一的空间正义 

在吸收了前两位学者各有侧重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基础上，苏贾意识到前期社会问题研究的空间转向

是必要的，有助于恢复空间的本体论地位。然而当人们过度地投入空间正义理论研究的热潮中后，这个

理论探索显现出与都市现实危机脱节的风险。为了让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重新步入正轨，苏贾提出时空

统一的空间正义理念，这个理念的重点是将两极化的空间地位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与时间相统一，在合

理的范围内“让空间正义的内涵不断演化和扩展”[15]。苏贾还重点考察了空间不正义的现实原因，他表

示我们所处的原始空间本身就具有不平衡的属性，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现象并最终导

致都市危机。既然空间危机是原始地理环境和资本运作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通过改变这

种环境和运作方式来实现空间正义目标。在理清空间正义的概念和范畴后，苏贾力图把这一理念运用到

社会、政治实践的新领域中。苏贾认为“跨区域的联盟”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斗争手段，然而区域联盟的

建立要以统一的空间意识为前提，把正义作为目标的空间意识既要尽可能的把正义范围扩大到经济、政

治、生态、权力等核心领域中，还要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联合，打破充满贫困、剥削的空

间隔阂。他把“洛杉矶巴士联盟”视作一次成功的区域联盟案例，这是一次非裔与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

联合行动，也是城市中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集体反抗，抗议的结果是原本用来满足上层阶级

出行需求的，耗资几十亿的交通规划，转为改善城市内部底层人民工作出行乘坐的公交设施，这次反抗

是空间正义思想运用在实际运动中的先锋示范。苏贾在批判性继承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基

础上，着重强调了空间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回归了它的本体论地位。此外，他还设想出空间正义的实现

方式——跨区域联盟，实现了空间与正义的进一步联合，继而引发了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热潮。 

4. 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演变趋势 

作为自上世纪延续至今的活历史，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在当下也迎来了属于它的郁勃时代。回顾它

的既有发展是延展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维度的需要，也是了解国外相关研究进展的举措之一，而分析这

一领域研究的演变趋势则为中国空间正义的实践工程明确方向。空间日益成为正义概念中的基础要素，

尤其是面对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协调失衡、生态环境失调、网络环境失序的诸多困境时，空间正义思想如

何做到识破混乱的空间表象，如何秉持为人民寻求空间正义的原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应该思考

的问题。目前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正显现出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分化、研究对象越来越关注城乡规划领域、

研究视野逐渐拓展到更微观的大众领域的演变趋势。 

4.1. 从研究内容来看，空间正义的实质内涵正在不断地拓展分化 

在空间正义的经典研究中，把空间正义与社会正义内涵紧密结合的探究方式一直被奉为主流。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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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空间研究分支的不断细化，越来越多的正义理念被引入空间正义的研究领域，极大

延伸了空间的内涵。例如，大卫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中对 21 世纪城市化的未来发展

途径的研究，并提出社会政治与环境正义相结合的都市发展模式，也就是把生态可持续工程嵌入空间规

划中。基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思考和基于生态问题的解决措施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着力关注的研究主线。

而卡斯特看到了网络社会的崛起趋势，也看到了“新信息技术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互动对城市与

空间确实有实质的冲击”[16]。因此他提出把空间正义的实质内涵延伸至虚拟空间，强调构建网络空间正

义的必要性。此外，有学者认为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是空间正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带有差异的

政治诉求可以将阶级政治取而代之，他们把号召性别、种族平等的运动视为对空间问题的现实反抗，而

团结这些分散群体的力量则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有效途径。王文东、王志刚、曹琳琳等人认为，回归马克

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空间正义思想能够拓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空间维度，促进空间正义理论在中国大

地上的实际运用，形成更加系统、合理的空间正义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把空间正义思想与我国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相联合的新颖方式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虽然有部分学者对这种联结研究的方式提出

质疑，但李少霞、左路平等学者都同时指出“未来要实现全球空间正义，就必须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17]，这有助于构筑充满正义的生活空间，形成全球共同体意识。 

4.2. 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城乡规划为对象的空间正义研究逐渐涌现增多 

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发迹于西方，西方都市危机一直是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对象，部分学者会形成

疑问，即空间正义思想的发展会不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空间正义思想落地到中国本土是否会有排斥反

应。通过梳理国内有关空间正义的期刊发现，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外引”到“内化”的过

程。所谓的“外引”指的是早期察觉到国内空间正义研究这一模块缺失现象的学者，主要通过翻译国外

诸多学者有关空间正义的书籍或发表简要概括西方个别学者空间正义思想的期刊来介绍国外这一领域的

研究动态。随着引入的空间正义思想足够成熟，足以形成体系时，空间正义研究转入“内化”阶段，结

合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目标确立的相关背景，以城乡规划为对象的空间正义研究逐渐增

多。这类将城乡规划与空间正义思想相联合的研究研究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在于西方国家同样具有城乡

规划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城乡空间建设历时较长且经验丰富，能够给中国的城乡发展提供借鉴。当然东

西方的不同思维方式背景下也显示出城乡空间规划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城乡融合的实现方式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西方的城乡融合方式是大力发展城市，把城市打造成完美都市景观并形成可复制的规划模式，

然后吞并乡村。因此，无论是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还是苏贾，他们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都是围绕都市

这一范围的，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解决都市空间危机就会实现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城乡空间融合体现更

多的是“双向奔赴”的发展模式，即城市给予乡村支持的同时全力激发乡村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城乡

有差异化的、良性互动的空间正义。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化的空间正义思想以城乡差异化的融合为目的

而展开，如围绕城乡公共空间的治理研究、乡村空间振兴研究以及城市内部治理研究等项目有效地推动

了空间正义思想的中国本土化以及东西方的跨文化研究。 

4.3. 从研究视野来看，空间正义研究正逐渐拓展到更微观的大众领域 

随着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时限增长，学界探究的重点逐渐从宏观的空间规划层面转向更微观、更日

常的大众领域。部分学者意识到，“以世俗与微观为基点思考正义问题，将为我们打开一扇理解当代社

会问题的新窗口”[18]。以“微观”为基点意味着，空间正义研究的未来走向应当从传统的单纯宏观秩序

的把握，拓展到对更微观多元的空间视角进行分析，这包括共在共享共治共创的正义要素、利益多极化

的空间主体以及自觉的微观正义构建等方面。列斐伏尔空间体系的形成受到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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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哈维希望用空间正义思想解决巴尔的摩的种族歧视问题，苏贾的空间思考集中于洛杉矶现代化发

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对于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初衷是为了“以此来达到推动现实社会

运动和实现更多正义和民主的目的”[19]。与此同时，国内一批学者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集中空间正义

的微观内核，并通过梳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相关问题来深入地了解空间正义思想的适用范围，挖掘大众

领域与空间正义思想之间的通道。在国内的核心期刊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围绕大众层面的空间正义研究的

成果，如城市社区赋权的空间研究、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权能研究等。中国学者一方面应该扎根中

国本土的空间区域规划，认识到我国仍存在空间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实现空间正义思想由

抽象理论到具体计划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应该打开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视角，多多了解国际领域的最新

研究动态甚至开展全球联合的空间正义研究，尤其是国内外空间正义思想的对比研究，更好地把握空间

正义的时代内涵，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向外推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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