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首尔·东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首尔·东京》

13位ISBN编号：9787509779286

出版时间：2015-10-1

作者：李强,于建明,陈宇琳

页数：4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北京·首尔·东京》

内容概要

本书以实证调研为基础，课题组在北京、首尔、东京三城市采用同一份问卷，对三城市市民进行了问
卷访谈，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市民生活、市民态度、城市环境、环境污染、城市安全、城市交通、社
会信任、人际关系、政府管理评价、现代社会风险认知、大城市风险、城市管理等。本书对上述各方
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比较，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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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常读常新，随看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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