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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Logic of the Coupling and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Space and City 
Development: Taking Deji Plaza as an Example

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研究 
—— 以南京市德基广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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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 年代末以来，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和一系列城市经济结

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西方国家的众多城市开始由传统的工业中

心、生产中心向文化中心、消费中心转变，正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所说，“我们（西方社会）已经从城市 / 工业社会走向了一种

以‘符号的狂欢’为特征的社会和城市”[1]。西方生产和消费方式的

转型随着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波及全球的影响，使 2000 年以后的中国

许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从工业型

城市向消费型城市演变的浪潮中。而转型期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向企业化治理的转变）以及城市之间出于激烈竞争、城市营销的迫

切需求，更使得城市向消费主义的发展转型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

总之，消费型城市的发展形式交织于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之中，赋

予了中国消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更深刻涵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空间

作为容纳社会生产关系并以拓扑图形反映社会关系的直接载体 [2]，便

也明显而深刻地带有了消费的特征，各种类型的消费空间也因而在城

市中大规模出现，这显著区别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以工业生产驱动

的城市空间演化。鉴于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这种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深刻转型，深刻地阐释这种城市消费空间现象及其

背后的深刻机制，以及解析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耦合互动影响，

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消费空间研究简述

1960 年代以来，西方城市从工业生产型城市向后现代消费型城市

转型，消费主义成为学术界探讨当代社会的新的中心范畴 [3]。伴随着

西方城市的消费转型，消费空间在西方城市复兴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

角色，甚至滋生了拉斯维加斯、奥兰多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消费城市。

因此，消费空间也成了消费主义研究的焦点话题，从季松的研究可见，

维克多 · 格伦、让 · 波德里亚、麦克 · 费瑟斯通、大卫 · 哈维等学者

都对商场、连锁店、主题乐园等消费空间展开了相关的探讨 [4]。由于

摘要：中国许多城市发生着从工业生产性城市向后现代消费

型城市的转变，在新的发展形势与转型期制度环境相交织的

宏观背景中，城市中的各类消费空间被大规模生产出来，并

与城市发展呈现出耦合互动的紧密关系，这既是消费空间自

身的利益诉求，也是城市空间发展演替的主动性适应。文章

引入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视角，在解析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

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实证案例南京市德基广场的

消费空间生产历程分析，揭示了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耦合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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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西方学者对消费空间的研究从

最初的经济学逐渐扩展到社会学、文化符号学、地理学、建

筑学等多元领域，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城市消费

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范式，消费空间的相关

研究也从空间表象深入到空间蕴含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机

制，消费过程也被赋予了意义 [5,6]。

国内有关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只是近年来才逐步兴起，

大多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对中国社会现

实的见解和分析。这些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文化学

界，随后逐步扩展到人文地理界、城乡规划界等。特别是近

年，国内学者对符号化消费及大众消费语境下城市消费空间

进行了一系列前沿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
消费空间的新特征与发展趋势。如王军 [7]、刘集成 [8]、张艳

华等 [9] 等学者分别以各地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探讨了与城市

更新相结合的消费空间构建 ；黄惠谊 [10]、唐雪静 [11] 等学者

探究了星巴克、麦当劳等全球性文化植入中国城市，从而塑

造出的独特、穿越时空的消费空间；季松 [12] 等学者关注了

随着符号消费和体验式消费逐渐兴起的一些新兴消费空间。

（2）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与机制。如包亚明 [13]、张京祥 [2]、

林耿 [14] 等学者，以城市中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

代表性酒吧等某类特殊消费空间实证案例出发，深入探讨了

其空间表相背后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机制。（3）消费

文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演变。该类研究从城市的宏观角度揭

示了消费空间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演变特征。如包亚明 [13]、邓

化媛 [15] 等学者提出了消费空间生产是城市发展的有力手段

与主动应对策略 ；季松 [16] 等学者揭示了空间消费作用下的

城市空间纷繁复杂的发展现象。

从既有研究来看，三个方面的研究是彼此孤立的。但不

可否认，消费空间与城市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正是由于消

费空间的开发机制和过程才产生了消费空间的新范式，进而

作用于城市的空间演变。因此，本文尝试从城市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消费空间开发过程和动态机制的探讨，建立起消费空

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

2  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耦合互动 ：空间生产分析
视角的引入

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将人们的目光从空间中物的生产

转移到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也为探

究空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桥梁。其中，列

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影响最为广泛，该

理论认为空间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

变而重新解构和转化。作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一种巨

大的社会资源、一个消费对象和国家的政治工具，空间是带

有意图和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它既是利益角逐的场所，又

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从而使空间本身成为资

本积累及其统治的手段 [17]。因此，空间的概念不能被孤立或

视为静止状态，而应是一种辩证的产物—生产者、经济—社

会关系的支撑物。总而言之，空间生产类似于其他商品的生

产，这种生产的过程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各种形式的社

会过程干预、塑造着空间 ；（2）空间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它

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并作用于人在现实世界中

的存在方式。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继

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理论。如卡斯特（Castells）认

为城市是社会在空间的投射，进而提出人们的“集体消费”

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 [18] ；哈维（Harvey）从生产的角度揭

示了城市空间塑造的内在机制，提出了资本的三种循环 [19] ；

索娅（Soja）批判了空间生产理论中非此即彼的二元空间

论，以移民文化在空间中的体现，揭示了“第三空间”中不

停转换和改变的观念、事件、现象和意义的社会环境 [20]。

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本文的研究对象——消费空间与城

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可以深刻揭示出消费空间与以空间为载

体的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相互依赖、双向耦合的关系，具体

可以解读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城市空间既是消费的载体，更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

消费品
城市中的消费活动依附于相应的空间之上，因此消费可

以视为“空间中的消费”，空间是消费活动得以发生并延续

的物质载体，只有消费活动和城市空间相结合才能产生消费

空间，如购物行为与城市空间相结合形成的各式商场。在消

费社会中，消费空间及其形式趋向多元化、复合化，消费空

间与其他非消费空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城市中可以承载消费

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可以说，在消费社会中城市空

间成为了各式消费活动的载体，并需要不断满足随着消费发

展而来的日益扩张和多样化的空间、文化等需求。

另一方面如列斐伏尔所述，空间像其他商品一样，既能

被生产，同时也能被消费，空间也是一种重要的消费对象 [21]。

当工业欧洲的居民南下，到成为他们休闲空间的地中海地区

时，他们正是由生产的空间（space of production）转移到空

间的消费（consumption of space）[22]，在无形之中消费了空

间的价值。在消费社会中，整个城市空间甚至都会转化为一

种商品，如拉斯维加斯、迪拜等城市便是通过创造奇观消费、

奢侈消费、博彩消费等后现代消费需求，实现了从资源衰竭

的生产型城市空间向消费型城市空间的转型，将整个城市都

包装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抽象为一种品牌化的消费符号。

转型期的内外制度环境推动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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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符号消费、体验消费、图像消费等后现代消费内涵的不断

丰富，资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规模对城市空间进行彻底

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效办法。特别是在转型期中国城市独特

的制度环境中（竞争性环境、激励型体制、企业化政府治理

等等），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同时又是地方政府可

以运用行政权力直接支配、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 [23]，青睐于

企业化治理的地方政府加速了城市空间从消费发生场所向消

费社会的生产—消费体系中同样具有使用和符号价值的商品

的剧烈转变。

2.2  消费空间成为推动城市空间演替深刻而有力的工具
西方国家消费城市的转型历程揭示了消费空间已经成为

城市空间扩张、更新改造等空间生产行为的重要推动力，带

来了城市在景观特色、空间布局等方面的诸多新变化。二战

后美国郊区购物中心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的郊区化，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旧城中心形成了新的城市生活中心；1970
年代美国内城复兴运动中，大规模节庆消费场所的建构又成

了美国旧城改造的主旋律 [24]。城市空间的演替会进而对城

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如西方

学者所揭示的，美国奥兰多迪斯尼乐园的发展将整个城市演

变为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推动了奥兰多的城市迪斯尼化

（Disneyization）[25]。在全球化过程中传递而来的西方消费

社会时空观影响下，近年来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同样也在潜移

默化地发生着城市全球化、城市快速更新等时空变迁 [16]。

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里城市空间变迁建立在消费逻辑

开始控制、主动创造各种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因此强有力地

塑造了城市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征服和整合空间已

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重要手段 [26]。国家和地方政府

自然更是控制空间生产的群体中的重要力量。因此，消费

空间对城市空间演替的影响不仅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

城市政府对时代发展背景的主动性适应和战略性应对手段。

特别是在中国消费社会和城市转型的交织背景中，消费内

涵的变迁使消费空间生产的对象也由空间本身扩展到了空

间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空间情感和空间符号成了城市中消

费空间塑造的隐秩序。地方政府在依托消费空间推动城市

空间增长的目的之外，也植入了城市营销、城市竞争等更

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目标。

综上所述，通过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我们发现消

费空间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了耦合互动的关系（图 1）。城市

空间不仅仅是承载消费行为的容器和平台，其本身更成了一

种重要的被消费对象，导致了由“空间中的消费”向“空间

的消费”的转变 ；另一方面，消费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空

间的演替，但这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结果，更是城市政府主

导下对空间的过程干预和塑造以及对城市发展需求的主动适

应。在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中，消费空间生

产正是连结二者之间的桥梁。

3  解读德基广场 ：消费空间与城市空间耦合互动
的实证

德基广场坐落于素有“中华第一商圈”美誉的南京新街

口商业区东北角，地处“城市心脏”的空间区位以及“首开

先河”的业态定位，使其在建成后的短短数年间迅速发展成

为南京市独树一帜的顶级消费空间，其空间生产历程具有较

强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取德基广场的空间生产历程为

实证对象，探究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是如何实现

的。德基广场同样是中国诸多正在向消费主义转型的城市经

典案例之一。

3.1  空间占有 ：德基广场的进驻
在 1930 年代南京新街口广场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现德基广场所处的新街口东北角地区集聚了中国国货银行、

大陆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以及各种餐厅酒楼，有别于其他地

区浓厚的商业气息，新街口东北角呈现出“闹中取静”的空

间特征。从 1980 年代中后期起，东北片居住区内摊贩市场、

小吃店、大排档等大量商业网点的衍生使新街口东北片区逐

渐热闹起来，但相对于整个新街口地区，东北片区的商业网

点规模很小、层次很低 [27]（图 2）。
1990 年代末以后，各种商业投资、房地产开发都一股

脑地涌向新街口南片区域，而一步之隔的东北角却仿佛是

“第三国际”，这就是南京商界曾经热议的“南热北冷”现

象。为了实现新街口的整体繁荣，南京市加快了对新街口东

北片区的开发力度，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新街口东北片区

一带开始了大规模的更新拆迁，原先的南京模具厂、百花剧

场、老旧居住区等低收益空间逐步迁出，取而代之的是同新

街口其他地区一样的大型商业空间。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

东北片区开出的各种商场都难逃很快倒闭的厄运，“半边街

现象”、“商业百慕大”等风水说随之而来，使东北片区成了

新街口商圈的“死角”。

图 1  消费、城市与消费空间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

消费空间 消费空间生产 城市发展
空间商品化 空间载体

推动城市
空间演替

有目的
塑造城市

实现城市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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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南京行政区划进行重大调整后，新街口地区形

成了白下区、玄武区、鼓楼区三足鼎立的态势。面对白下区

管辖范围内的新街口南部地区的强势发展，占有新街口东北

片区的玄武区一直致力于寻找突破，试图建成一批高智能化

标志性商业楼宇，与新街口其他片区之间错位经营。正是在

此背景下，德基地产决定进驻并在此兴建南京最高端的商业、

商务及休闲空间，与新街口南部地区定位于大众消费的新街

口百货商场、中央商场等形成明显的定位、品味落差。随后

南京市将地铁新街口站的冠名权售与德基广场，更是极大地

提升了德基广场的知名度。德基广场于 2006 年正式开业，

一举奠定了南京市国际顶级购物与商务中心的地位。

3.2  空间塑造 ：德基广场的消费空间与消费文化
城市中心区日益攀升的地租等成本，使位于城市中心的

大型购物中心不断推动自身功能定位的高端化以获取更高的

收益。因此，正如德基广场的广告语“精彩生活，与世界同

步”所展现的那样，德基广场在建成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努

力探索如何为消费者营造出高端化、品质化的空间消费感受，

以及与这种高端消费文化相称的消费文化、消费符号。我们

看到在德基广场的消费空间塑造过程中，运用了多种具有代

表性的、有意图的消费空间设计手法。

（1）高端品牌符号的堆砌。德基广场是南京市为数不多

的经营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的购物商场之一，吸引了 90% 国

际一线品牌的进驻。而名目繁多的高端品牌展示和堆砌，正

是德基广场创造“消费空间体验”的一个核心策略，因为这

些国际品牌本身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消费符号和流行元素，在

消费者心目中是质量的保证、格调的象征、身份的代表。因此，

当路易 · 威登（LV）、香奈儿（Chanel）等各种名牌无处不

彰显着国际化、个性化、差异性的文字、LOGO、海报、显

示屏等消费符号在德基广场内令人炫目地展示与堆砌时，自

然而然地就塑造出了一种“高端化”的消费氛围并吸引了相

应的人群。

（2）高品质购物环境的塑造。在消费型社会中，新的

消费价值观不仅仅追求消费商品本身，更追求消费环境所象

征或代表的社会意义。因此，除了引入名牌商品等传统的营

销方式外，不断生产出更优越的、高品质的消费空间环境以

吸引顾客成为德基广场擅用的手段。德基广场利用绚丽多彩

的灯饰、名贵奢华的钢琴、通透明亮的玻璃、锃光瓦亮的地

板，营造出品质卓越、形象优美甚至是奢靡豪华、富丽堂皇

的空间环境，并且不断地利用小品、植物进行主题空间环境

设计以及大规模的装修改造，使消费者在其中感受到与在其

他普通商场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图3）。不仅仅是物质环境，

四季如春的气候、温馨华贵的光线等因素都被德基广场刻意

地控制，其空间环境所蕴含的档次、身份、地位、气派、情

调等因素强化了消费者对空间差异与个性的追求，也成了德

基广场中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内容。

为了迎合高端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德基广场还将时尚

以及艺术融会贯通，不断结合消费空间举办“玻璃倾城雕塑

展”、“交响音乐盛典”、“印象大师油画展”等高品质的雕塑、

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这些艺术活动给德基广场内的商业

图 2  1990 年代南京新街口商业中心布局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7]

图 3  德基广场奢华的空间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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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批上了一件优雅的“文化外衣”，使得消费者在购物的

同时感染时尚气息，陶冶艺术情操，提升生活品质。

（3）有意图的社会排斥。不同于许多传统大卖场的大众

消费策略，德基广场更追求的是高价格、高利润、高品位的

“厚利适销”的精英消费路线，这也使德基广场的消费空间

带有更明显的“私有化”和“精英化”特征，因此也产生了

明显的“社会排斥性”。德基广场外立面设计也是其空间设

计的特色之一，路易 · 威登、香奈儿等品牌夸张的巨幅广告

和通透的外橱窗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路人展示甚至是

炫耀其内部的奢华。特别是在夜晚，绚丽的灯光和金碧辉煌

的表皮材质使德基广场看上去像一个发光的宝箱，与周边的

陈旧建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使部分潜在消费人群怦然心

动的同时也令更多的人望而生畏——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也

许这部分人群正是被商场有目的地排斥或隔绝出去 [28]。厚利

适销的策略同样反映在德基广场内部空间布局之中，为了营

造一个宽松、舒适的购物环境，将可能会产生大量人流集散

的咖啡店、超市等休闲交往餐饮空间、大众购物空间甚至休

闲座椅全部布局在了与地铁站相通的地下一层，从而使楼上

保持为纯粹的高端购物空间，楼上的幽静与地下空间的热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 4）。

3.3  空间扩张 ：德基广场在城市层面的复制
随着销售业绩的不断攀升，德基广场的消费空间也进入

到了不断扩张的阶段。2012 年德基广场二期正式开业，通

过天桥和地铁通道与一期相连，空间扩张的同时也植入了商

务办公、酒店、娱乐等更多元的功能。德基广场三期也将在

2013 年开工建设，从而在新街口商业区东北角形成完整的

巨型德基广场综合购物中心。在城市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德

基广场还计划入驻南京城市未来的商务中心（河西 CBD 地

区），以复制其成功的经验。

通过空间占有—空间改造—空间扩张等一系列空间生产

历程，德基广场实现了自身消费空间的不断扩张以及销售收

入的持续上升，塑造了南京市新的商业地标。不仅如此，在

德基广场的带动下，周边凯润金城、艾尚天地购物中心等高

端楼宇拔地而起，共同构筑了独具特色的高端消费空间，使

新街口东北角地块彻底完成了从低收益空间向高收益消费空

间的性质转型和功能升级，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演替。

4  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耦合互动的总体逻辑

德基广场的空间生产历程，印证了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

的互动耦合关系。一方面，通过政府、资本共同引导下的空

间生产，消费空间在实现经济利益不断增长和满足空间扩张

需求的同时，主动适应了城市商业中心区更新的发展需求，

以高收益空间替换低收益空间，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演替 ；另

一方面，通过空间生产，城市原有的生产、生活空间发生了

向消费空间的转变，而消费空间又通过有意图的空间设计将

空间转化为消费品，塑造出高端化、品质化、精英消费的消

费空间符号，满足了消费社会对于空间和文化消费的需求，

巩固了其在城市空间、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消费空间的生产历程可以大体划分为空间占有、空间改

造、空间扩张三个阶段，而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

关系也是分阶段实现的（图 5）。（1）在空间占有阶段，消

费空间生产常常表现出噱头化特征。消费空间以噱头满足城

市的发展需求，如新街口商业空间的活化需求加速了德基广

场的空间植入，城市也将原有空间转变为消费空间满足了消

费对空间的占有。（2）在空间改造阶段，消费空间的生产表

现出主题化特征。为了赋予空间更多的消费价值和社会意图，

消费空间刻意塑造出一种概念化和主题化的消费空间环境以

融入到城市之中。正如德基广场完成从普通商业空间向代表

高端化、品质化、精英消费的消费空间的嬗变，整个消费空

间甚至都会自我抽象为一种消费符号。城市也顺应时代发展

趋势推动了消费空间商品化的进程，生成人地关系的一体化

图 4  德基广场楼上的幽静与地下一层的喧闹形成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5  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的总体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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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空间秩序。（3）空间扩张阶段既是这一轮空间生产的结

果，也推动了新的空间生产循环，消费空间生产表现出主宰

化特征。通过改建、扩建、投射布点等不同形式的空间扩张，

更多的人和空间被纳入到消费逻辑之中，从而不断满足消费

空间的商业和空间需求；另一方面，更主宰了城市空间、城

市生产关系，从而有力地控制了城市发展演替。空间生产过

程中的两大推动主体——资本和政府在利益上达成了高度一

致，进而又促进了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耦合互动的不断发展

与延续。

5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

消费文化正在加速走近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的城市正在中国

越来越多地涌现，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与空间

变迁。在消费城市不断出现与发展转型期相交织的宏观背景

下，中国城市中的消费空间日益增多且具有多样化特征，并

与城市整体发展呈现出耦合互动的关系，二者的耦合互动不

仅满足了消费空间自身对资本增值、追逐利益的商业化诉求，

同时也完成了对城市空间演替的深刻推动。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诸如南京德基广场这样的消费空间，

事实上是对特定人群的一种空间供给，而对城市中更多的人

群而言则意味着一种空间排斥、空间剥夺，它是自由市场经

济下资本力驱动的结果，也契合了当前中国城市政府企业化

治理的需要。但是，这样的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否健康、公平？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当如何应对？毫

无疑问，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城市中的消费空间

必将衍生出数量更多、形式更新的空间生产范式，与城市发

展的耦合互动关系也必将持续下去并且表现得日益紧密。城

市规划作为实现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制度工具，作为一项重

要的公共政策，必须在中国消费社会的宏大语境中重新审视

城市发展，以前瞻性的态度积极面对、主动引导，探索消费

空间与城市发展耦合互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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