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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空间的城市地理学研究：综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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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也

重构了全球城市的物理和虚拟空间结构形式。近几年，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信息空间的相关研究

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有关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从技术与经济的

角度入手，在已有文献资料基础上，对西方地理学界关于网络信息空间与城市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评述。首先界定网络信息空间的概念及其相对于物理空间的各种特征，然后总结城市学者研究

网络信息空间的几种理论方法，并从三个空间层次分别评述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

网络信息空间的测量方法和关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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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末期，先进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飞

速发展
［1，2］

，使得一些学者发出了“地理学的终

结”
［3］

、“距离的死亡”
［4，5］

等惊叹。这些观点虽然有

技术决定论之嫌，但却引起了更多地理学家对信息

活动空间后果的重视。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关网络

信息空间的探索性文献，包括  Michael Batty ［6］
对“虚

拟地理学（ virtual geography ）”的审视，J onathan   Tay-

 lor ［7］的“虚拟世界（ virtual  w orlds ）的地理学”， Paul 

 Adam  s ［8，9］
在“虚拟场所（ virtual  place ）”的工作，

 Martin   Dodge ［10］
对“网络信息空间（ cyberspace ）地理

学”的分析，以及  Karl Donert ［11］
的“虚拟化（ virtual-

ly）地理学”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界定了网络信

息空间的不同形式与结构特征，由此，一门新的地理

学“信息网络地理学（ cybergeography ）”已经浮现。

从广义上讲，信息网络地理学就是从地理学的视角

研究信息网络的各种特性［12］。

事实上，电子通信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地

理分布上是不均衡的，往往倾向于人口和经济活动

集聚的地方［13 ～15 ］，即城市地区。在以往的城市地理

学研究中，已经提供了关于通信与人类居住形式之

间相互作用的一些实证性分析。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西方学者就开始从事信息地理学（ inform ation 

 geography ）的研究
［16］

，当时主要是针对信息流的空

间结构及其影响范围进行分析。1961 年  Gott-

 m an ［17］
在《大都会区》中，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大都市

区的日间电话呼叫形式，强调电子通信技术在城市

与区域关联中的关键作用。 Mitchelson 等
［18］

在国家

层次对另一种通信形式（隔夜信件包裹的移动）的

研究，显示了全球信息流对美国城市体系的影响作

用。与以往的通信手段一样，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信

息空间在地理分布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就为

地理学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并开始进行网络

信息空间的城市研究。

本文将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入手，在已有文献

资料基础上，对西方地理学界关于网络信息空间与

城市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评述。第一节界定网络信

息空间的概念及与物理空间相比较的各种特征；第

二节总结了城市学者研究网络信息空间的几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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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三节则从 3 个空间层次分别评述已有的实

证研究成果；最后部分将对网络信息空间的测量方

法和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展望。

1　网络信息空间：概念与特征

1.1　概念

网络信息空间（ cyberspace ）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神经网络人》
［19］

。它是一种

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

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联网的计算机、各种信

息资源和人［20］。因此，正是计算机之间的远距离交

互产生了网络信息空间
［6］

。但困难的是，这种网络

信息空间不像地理空间，它在形态上很难用几何图

式来表现。从很大程度上讲，它应该是电脑技术与

人脑意识结合的产物。事实上，网络信息空间概念

就是一种理解计算机网络的隐喻（ m etaphor ）［8］。

由于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体，在研究

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必要的分解。 Cai 等［21］曾将

网络信息空间分为四个层次：物理层、网络层、应用

层和知识与行为层。每一层都有其自己的空间依赖

性，各层特征也互不相同。如图 1 所示，地理对于知

识的产生和扩散以及服务供应商的集聚都极其重

要。在物理层，电子通信服务的分布仍倾向于专门

区位，其结果造成服务类型和接入带宽的空间差异。

在网络层，不同的物理区位是否联网取决于现实的

需求和信息流通特征。应用层对空间体系中的地理

关联性最不敏感，因为它并不影响人们在网上可以

获取的全部益处。因此在应用层，互联网的无空间

性是最明显的。最后，知识与行为层则表明用户在

信息交流时，需要整合自己的知识来引导他在真实

世界的各种行为。

图 1　理解网络信息空间地理学的一个框架
［21］

 Fig. 1　 A fram  ew  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og  raphy 

 of cyberspace ［21］

1.2　特征

网络信息空间或是电子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根

植于物理空间与场所，它们经常纠缠在一起，但两者

之间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Li等［22］
曾将两者的

基本特征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两种空间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交流的速度
［22］

。

在物理空间，交流的速度取决于运输方式，但在电子

空间是通过光速交流的。这种交流的即时性可能就

是促使电子空间从物理空间中分离出来的最主要因

素。两者之间的其它区别都与此紧密相关。另一个

显著差异是交流的内容。在物理空间，信息的和物

理的内容都可以交流。而且，信息内容往往根植于

物理形式，如书、报告或人脑。而在当前科学发展的

阶段，电子空间的交流只能是信息。目前有些类型

的信息还不能被有效地电子化，缄默知识（ tacit 

 know ledge ）就是一个例子，形体语言也是。

表 1　物理与电子空间的基本特征比较［22］

 Table  1　 A com  parison  of the principal charact  eristics 

 of the physical and  electronic spaces ［
22］

　 物理空间 电子空间

内容 物理的和信息化的 信息化的

媒介 运输设施 通信设施

移动

速度

取决于运输方式 光速、瞬间的，但基础设施（带
宽）、成本、管制等会降低交流
的速度

距离 主要的约束 不受影响（除了一些成本）

场所 隔离的 受地方个性影响；空间收敛；虚

拟场所

时间 有重要影响 有重要影响，但事件可以在时

间上停顿

认同感 明确 能够独立于物理空间或场所的

认同而再生

尽管存在交流的“瞬间性”，但网络信息空间离

“无摩擦”还很远。电子通信设施的地理分布格局

及其带宽、成本、政府的各种管制和条例，还有其它

许多因素都会显著影响网络空间的特征和使用方

式。一些地方至今还缺乏必要的设施提供所有的电

子通信服务，更有地方简单到没有任何的通信设施。

 Evens 等［23］
认为信息传递的经济学取决于“拥

有（ reach ）”与“富有（ richness ）”之间的权衡（ trade-

 off ）。“拥有”是指进行信息交换的人和组织的数

量。换句话说，就是连接性。相应地，“富有”取决

于 3 个方面：带宽、定制性和交互性。其中带宽决定

信息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传递的数量，定制性是

指传输的信息内容是个性化的还是规模化的。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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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性而言，相互对话可以在小群体之中进行，但在有

大量听众的情况下独白还是必要的。信息的富有需

要地理上的邻近性和运输渠道的支持，它们通常都

需要成本，这继而限制了对运输渠道的拥有。相反，

大规模的信息传输，要求带宽、定制性和交互性在一

些形式上相互妥协。关键通信设施的差异将确保“拥

有”与“富有”之间的权衡，拥有充足带宽的地方其传

输的信息将比那些缺乏带宽的区位更加富有。

2　理论研究方法

 Graham 等
［24］

的《电子通信与城市》是最近几年

有关先进通信技术与城市研究的最综合的论文集，

其中提供了一系列研究的理论方法。他们认为在研

究通信技术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时，学者们往往持

以下 4 种不同观点：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 deter-

 m inism ）、理想主义（ utopianism ）、改良理想主义

（ dystopianism ）、社会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on-

 ism ）。但  Graham 等没有提供更新的思考，特别是在

理解通信系统如何影响城市未来的作用上，朝着建

立更全面或精确的模式，并没有更多的进展。相比

较而言，有些城市学者的工作，特别是  Castells ［25］
和

 Sassen 等
［26］

对于通信网络、劳动力和资本在世界城

市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了更深层次

的理论思考。但这些分析缺乏实证性证据，而往往

依靠一些轶事和实例来说明。因此，需要有坚实的

科学基础来支持这些新的社会理论。

2.1　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基于一种简单的、线性的因果思维

方式，即创新导致新技术，新技术又会被应用和使用

于城市领域。社会直接定型于技术发展，而独立于

社会与政治进程。社会与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

域。这种研究方法认为新的信息构架（如网络）的

建立将促成一系列的创新，最终导致城市经济运行

的功能性转变。这种方法忽视了城市生活的复杂

性［27］。

2.2　未来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

在预测信息技术变革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时，

未来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通常采取一种积极的、线

性的看法。信息构架和新的通信方式被认为是解决

城市问题的终极手段，城市生活的消极外部性（如

拥挤和污染）将被在“虚拟城市”生活的积极外部性

所弥补，在那里对空间邻近的需求最终将被克

服
［28］

。

理想主义所认为的城市疏散基于几个假设。

 Salom  on ［27］
列举了以下几种：首先是运输与信息构

架之间的替代关系，其次相对应的是信息可以直接

替代原材料的投入。最后的关键假设认为信息构架

和通信系统本质上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提供了广泛

的新产品和服务，而又不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用户

的物理区位。在这种后现代的未来中，每个人在每

个地方都能利用信息设施，使信息自由地流动。

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一些实证

研究的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技术和信息构架仅

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29］

。这种观

点支持信息构架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

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

2.3　激进的城市政治经济学

技术决定论和各种未来学派都认为通信技术及

其对城市的影响作用之间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而

政治经济学方法则集中于解释城市之间社会和空间

不均衡发展的累积效应。他们认为其中基本的因果

关系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于是

需要借助通信技术的设计和使用来解释当前城市和

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与边缘状况。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是形成专门

化的社会集团和地理区域的特权“核心”以及保留

的边缘腹地的基本逻辑。这些极化是社会和空间的

相互关联的结果
［24］

。 Mitchell ［30］
在其著作《比特之

城》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状况：“在带宽分配中处于

劣势的人们就是无产者。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

不能大量的收发比特（ bits ），你就不能直接从网上

受益。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这种被剥夺的后果。如

果说在传统的城市结构中，房地产的价格取决于区

位（置业专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话），那么

网络联接的价值则决定于带宽。可达性将被重新定

义：直接连上宽带数据高速公路就如同在主干道上

风驰电掣，而低速连接就仿佛置身穷乡僻壤，信息传

输变成可怜地涓滴细流，对外连接非常有限，网上交

流也索然无味。带宽的束缚正在替代距离的独裁，

一种土地利用和运输的新经济正在浮现———在这种

经济中，高速宽带联网正日益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变

量。”

 Graham 等
［24］

图解了软体或信息网络城市（ soft-

 or cyber- cities ）与腹地小镇相互分离的形成机制。

在这种空间极化中，专业化（全球性）商务中心的角

色被重新界定，如图2 所示。 Moss 等［31］认为信息密

集型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与区域拥有区域性的竞争

优势，就是得益于先进的通信设施和新投资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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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

2.4　技术的社会构建方法

作为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采用的另一种宏观研

究方法，技术的社会构建方法（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 SCOT ）  approach ）认为各种信息构架

的使用和应用是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化进程中，在个

人和组织的作用下不断发展的。

 SCOT 的研究集中于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变化

中人类行为的微观社会进程
［28］

。技术发展实际上

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选择过程，从是否要拓展某一

个技术领域开始，到技术设计过程，最后作出是否采

用的结论。本质上讲， SCOT 方法目的在于认识和

解释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因果

关系，包括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信息与通信构架。

图 2　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导致空间极化的恶性和良性循环

 Fig. 2　 Vicious and  virtuous circles  in  ICT inv  estm ent leading  to spatialpolarisation 

资料来源： Steineke ［28］修改自参考文献［24］．

3　实证研究评述

经过几年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不

少有关网络信息空间的城市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本

文从以下 3 个空间层次分别评述这些文献。

3.1　全球层次

信息数字化加速了数据传输的不断增长，新的

空间逻辑在全球范围浮现。 Castells ［25，32］
提出的“流

动的空间（ the  space  of flows ）”能够很好的解释这种

空间形式，他将其定义为“通过流动而运作的时间

共享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有 3 个层次共同构

成了流动的空间：第一层次，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

支持，由电子交换回路所构成，是通信网络的技术基

础设施；第二层次，由它的节点（ node ）和核心（ hub ）

构成，是一种层级组织；第三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

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

其中的第二层次对于我们理解全球范围的互联

网城市地理分布格局颇为有用，尤其和世界或全球

城市的概念联 系起来
［33，34］

。在英国 拉夫伯勒

（ Loughborough ）大学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 Global-

 ization  and   W orld   Cities ，简称  Ga W C ）研究小组就将

 Castells 的“流动的空间”概念用于全球城市体系分

析，提出了一种基于世界城市网络的新的元地理格

局（ m etageography ）［35］。如此，他们划分了 3 个层次

的世界城市：第一层包括通常所提及的三大城市

（伦敦、纽约、东京），还有巴黎，还有“世界性”程度

较低的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米兰和新加

坡。在此类研究中，我们目前还很难运用有关“流”

本身的数据，包括数据的传输量，或者数据或声音通

信所需的时间量等。同时，我们还是可以采用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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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网络基础设施资料来分析全球网络信息空间

中的城市体系格局。如  Malecki ［36］
就利用全球主要

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

范围的城市信息网络的空间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原有的全球城市体系提

出质疑，认为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应该是一种更复

杂的系统。如  Zook ［37］
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在全球

主要城市的分布格局，分析全球网络信息市场的生

产和消费的动力机制，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信息社

会中的全球城市体系是一种“旧的等级体系还是新

的网络”？ Zook 在论文结论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

案。但无论如何，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

息网络中的某些城市。正如  Castells ［38］所说：“因为

互联网传递信息，它的枢纽处于主要的信息系统，它

们是大都市区经济和制度的基础。但无论如何，这

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是一种都市现象。而应该是一种

都市节点的网络。它没有中心性，但具有节点性，并

基于一种网络几何结构。”

 Townsend ［39］在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主干网络

容量的全球结构后，提出世界网络城市（ netw ork cit-

y）的崛起。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

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其结果是

全球性城市不再支配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而只

是其中重要的节点。新的通信中心，如圣·弗朗西

斯科、法兰克福和香港，已经从全球金融中心（纽

约、伦敦和东京）的阴影中浮现出来。

3.2　国家或区域层次

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发

达国家。同样，在测量手段上，也较多采用互联网域

名或 IP 地址。如  Moss 等［40，41，31］
、 Zook ［

42，43］
等的一

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

分布状况。在欧洲，则有  Dodge 等
［44］

对英国 IP 地

址密度的空间分析， Sternberg 等
［45］

对德国互联网域

名的城市分布研究，以及  Steineke ［28］
对挪威互联网

使用的空间形式的解释等。这些文献大多侧重于有

关互联网地理属性数据的城市比较，由此考察城市

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变动，但他们的研究都缺乏对

城市网络空间发展的理论探索。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学者将城市作为节点，光纤

作为联接，采用图论的网络测量手段，对互联网进行

抽象分析。目前已出现不少此类文献，同样集中于

对美国通信设施网络的分析。如  W heeler 等［46］尝

试对美国所有商业互联网的主干网络进行城市网络

分析，从而评价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可达性。

 Moss 等［47］
也从主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方面考察了

美国主要城市的网络信息空间分布。

 Gorm an ［48］
将欧洲与美国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无

论是技术手段还是拓扑结构，美国的互联网都比欧

洲的来得复杂。美国主干网由若干技术层面组成，

其带宽矩阵证实了美国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的

差距，技术扩散又强化了美国核心城市的重要性，拉

大了网络边缘与核心地区之间的距离。因此，城市

在网络中的区位并不仅仅影响它的可达性，还代表

着“知识的获取、网络的发展与增长
［48］

”。

3.3　城市内部

关于城市内部的网络信息空间分布的研究文献

还很少，但也有学者开始涉足。 Zook ［42，43］曾图解商

业域名在美国大都市区（如纽约市和旧金山市）内

部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这些域名明显集中分布于

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同时，一个地区现有的产业结

构在支撑互联网信息生产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 Malecki ［36］
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纽约大学的  Taub 城市研究中心则从城市网站

的角度入手，对虚拟世界的城市网络信息空间展开

研究。以  Moss ［49］为首的研究小组设计了城市综合

性门户网站的评价框架，用以比较美国主要大城市

的网站空间设计，并提出了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优

化措施。在总结了未来互联网发展的几种模式后，

 Moss 等［50］又对社区层面的网站建设进行了探讨，最

后提出城市发展的政府信息战略。同时，也有其他学

者开始关注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规划问题，如  Gra-

 ham 等
［51，52］

就试图将电子通信手段整合入城市规划

领域，朝着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规划迈进了一步。

4　研究展望

4.1　测量方法

目前，互联网发展的城市研究主要采用 3 种计

量手段。最广泛使用的是测量联网主机的数量
［47］

，

但它仅能显示硬件安装的区位状况，而很难区别其

用途
［53］

。第二种计量方法是利用互联网的地址，即

域名系统。每个域名对应一个唯一的帐单地址，代

表了使用这个名字的组织在地理上的区位。在许多

研究中，域名被用作衡量互联网内容生产供应方的

一个指标，也成为评价新经济中城市和区域竞争力

的重要指标之一
［45］

。最后是分析全球或全国范围

中，城市所拥有的互联网主干网络容量和联接路径

数量，它能够很好地显示大都市区之间的数据传输

状况。也有研究［54］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考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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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全面的理解。

通过这些指标来计量互联网的扩散，这还仅仅

是理解互联网的第一步。随着互联网不断地渗入人

类生活的所有角落，有必要发展新的计量方法进一

步理解这一过程。

4.2　研究内容

关于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研究成果相比于物理

空间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来说，无论是实证分析还是

理论探索，都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这为地理学者

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

础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方向。

（1）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概念与特征研究。包

括：网络信息空间的关键特征、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

和场所的内在关系，以及网络空间的分类与计量方

法等 。

︵2）网络信息空间的形成机制研究。具体研究

内容如：网络空间分布的地域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城市网络空间发展过程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发展水平的预测模型和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动力机制

等。

（3）网络信息空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由于网络

空间不存在物理距离，信息网络场所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制必然有别于物理空间。城市之间或城市内部

的网络空间作用关系及其规律都是研究的内容。

（4）网络信息空间与当地物理空间关系的研

究，尤其是互联网内容生产（ internet  content produc-

 tion ）与当地产业空间之间的发展关系。需要解决

的问题有：城市如何存在于“两种空间”之中，城市

里的个人和组织如何生活在“两种空间”之间？ 城

市网络信息空间的吸引范围有多大，如何划分等。

（5）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网络信息空间研究。

目前已有的文献都集中于对大城市，尤其是世界城

市的分析，而关于小城市的网络空间研究还少有人

涉足。同样，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发展特点和发展

策略也会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6）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的规划。网络空间的扩

展也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空间，城市信息网络的空

间结构同样需要优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城市网络

空间分布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网络信息空间规划

的目标和方法、空间优化的评价指标和措施等。

（7）新的网络信息空间的城市研究。伴随科技

进步，新的信息交流技术涌现，网络信息空间也在不

断变动之中。如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移动电话和

便携式电脑上网成为可能，有别于固定的通信设施，

它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也会有差异。这也将

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8）深层次的理论思考。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

探索，运用合适的方法论，为网络信息空间的城市地

理学建立新的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网络信息空间正在不断拓展，“地理探索的第二

个时代”已在浮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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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RBAN  GEOGRAPHY OF CYBERSPACE ：
 REVIE W  AND  PROSPECT 

 W ANG  Min g- fe ng ， NIN  G  Yue- m in 
（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  ent S  tudies ， East China   Norm 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62 ， China ）

 Abstract ： Advanced  inform ation  and  telecom  m 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hum an  being  into a new  i  nfor-

 m ation  age ， resulting  in  the  em  erging  of an  inform ational ， global ， and  netw orked  society.  In the  1990 s ，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Internethas  notonly had  strong  i  m pacts on  the  socialand  econom  icalfields ， but also  restructured  the 

 organizations  of globalphysicaland  virtual  spaces.  Despite the  globalchanging  ofcities  is obvious ， our understand-

 ing  of the  urban  dim ensions of these  technolog  ical system  s is still poor.  In recent years ， the  academ  ic  research  on 

 cyberspace  has  been  becom  ing  popular  in  m any  f  ields such  as  urban  geography  in  the  w estern co  untries.  In techni-

 cal and  econom  ic perspectives ， this paper seeks to review  the  literature and  g  ive  som  e consideration  to the  research 

 ofurban  cyberspace.

 Firstly ， itdefines  the  conceptofcyberspace  and  sum m a  rizes  the  principalcharacteristics  ofcyber  space  in com  -

 parison  w ith  physical space.  Cyberspace  is de  fined  as  a com  puter- generated  landscape ， i. e.  the  virtual space  ofa 

 global com  puter  network ， linking  all people ， com  puters ， and  sources  of  various  inform ation  in  the  w orl  d through 

 which  one  could navigate.  In fact ， cyberspace  is a m etaphorused  to understand  co  mputernetw orks.  The   Internetis 

 a m ulti- layered  organization ， so  cyberspace  is layered  in a physical ， a netw ork and  an  application  layer as  wellas  a 

 layer  ofknow ledge  and  action.  Each  layerdisp  lays  its own type  ofspatialdependence.  To a la  rge  extentcyberspace 

 is em  bedded  in ， and  often  intertw ines  w ith  the  physical  space  and  place ， but som  e distinctions  do  exist  between 

 them  .  The  m ost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t he“ two spaces ” are the  speed  and  contents ofcom  m unications.  De-

 spite the “ instantaneity ”  of com  m unications ， cyberspace  is far  from  frictionless.

 In recent years ， there are four dom  inant theoretical perspect  ives  to city — telecom  m unication  relations ： techno-

 logicaldeterm inism ， the  intertw ined  approaches  of futurism  and  ut  opianism ， critical  urban  political  econom  y ，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 SCOT ）  approach.  These  approaches  suggest  very diff  erent relationships  be-

 tw een  cities ， the  urban- rural interfaces  and  telecom  m unic  ation.

 Technologicaldeterm inism  is based  on  the  lin  ernotion  thatinnovation  leads to new  technol  ogies  which  are then 

 applied  and  used  on  the  urban  scene.  Futurists  and  utopianists generally  take  a positive ， liner  view  in  forecast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im plications ofthes  e future shifts.  W hile both  technologicaldet  erm inism  and  various strands 

 of futurology  suggest a functionalrelations  hip between  telem  atics  technologies  and  thei  rurban “ im pacts ”， the  politi-

 cal econom  y approach  focuses  on  cum ulative  ca  usation  in  explaining  uneven  social  and  spati  al developm ent within 

 and  betw een  cities.  Here ， the  fundam  ental casual link  goes  from  capital  ist  political ， econom  ic and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of telem  a  tics  technology  to explanations of core- peri  phery patterns of contem  po-

 rary urban  and  regionaldevelopm ent.  As an  alt  ernative  to  the  m acro perspective  taken  by  rad  ical political  econo-

 m ists ， SCOT approaches  m aintains thatthe  use  and  app  lication  ofvarious infostructures are devel  oped  increm  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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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aped  by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  hrough  process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  itutionalization.

 On the  otherhand ， urban  studies  also  have  provided  som  e em  piric  al evidence  linking  cyberspace  and  cities  on 

 three  spatial scales ： global ， national ， and  city- level scales.  Castells ＇ term ， the  space  of  flow s ， best captures  the 

 new  spatial form ，“ the  m aterial organization  of tim e- sharing  so  cial practices  thatw ork through  flow s ”.  This theory 

 is particularly useful to understand  the  econ  om  ic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at the  global sc  ale ，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w orld  cities  or  global  cities.  U  niversall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xisting  urb  an  hierarchy  centered  on 

“ global cities ”  such  as   New   York ， London  and   Tokyo ， is playing  an  im portant role in   Internet conte  ntproduction.

 At the  sam  e tim e ， new  technologies  cause  new “ disturbances ”  that can  result in  the  em  ergence  ofnew  cluster  s so-

 called “ network cities ”.

 On national level ， all existing  case  studies  focus on   US and   Europ  ean  countries.  Using   Internetdom  ain  nam  e 

 or   IP address  spatial m apping ， som  e scholars describe  the  relative  m agnitud  e and  density ofurban   Internet clusters 

 in   US ， Germ any ， UK and   Norway.  On the  otherhand ， som  e studies  attem  ptto m easure  Internetback  bone  structure 

 and  perform ance.  Netw ork analysis technique  s are applied  to  evaluate   Internet connectivi ty， revealing  large  differ-

 ences  in  levels of accessibility of cities  and  regions.

 Research  on  spatialorganization  ofcyberspa  ce  in m etropolitan  areas  is scarce.  Som  e schol  ars am  ong  them  con-

 clude  thatdom  ain  nam  es  has  been  significantl  y concentrating  o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  icts of cities ， and  m ore 

 and  m ore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indu  strial structure ofa region  plays  an  im portan  tpart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 ent of com  m ercial Internetcontentp  roduction  in  US.  In recentyears ， there are also  som  e scholars who  be-

 gin  to care about the   ＇ urban ＇ design  and  planni  ng  of cyberspace ， and  striding  forw ard to cyber- cities  plannin g.

 Finally ，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views ， the  prospects ofm easurem  ents and  contents of  cyberspace  for  fur-

 ther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  W ith  the  furth  er  developm ent in  inform ation  and  telecom  m un  ication  technology ， the 

 second  stage  of “ geographic exploration ”  is em  erging.

 Key  w ords ： Cyberspace ； Internet ； Urb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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