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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及对
策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田 成 1，王 鹏 1，2，罗意坚 1，罗文丽 1，
黄政珉 1，唐高溶 1

（1.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湖南 衡阳

421008；2.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随着城市发展的理性化、科学化不断提升，对城市人居环
境的研究也不断得到重视。文章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构成要素
的角度，根据衡阳城市人居环境的特点，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第
一手的资料，并结合相关资料运用模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处
理，构建衡阳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
从居住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五个方
面对衡阳城市人居环境进行详细的评价，初步得出此阶段衡阳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一般规律。并据此对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向
良性方向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衡阳市；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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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Taking Hengyang City as an Example

TIAN Cheng et al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Management,
Nanyue Institut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ity development the rational, scientific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ity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also
continue to receive attention. The article from the city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elements angle, according to the Hengyang city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obtain first -hand inform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lated data by fuzzy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of Hengyang city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urther
from the living conditio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five aspects of Hengyang
city human settlements detailed evaluation, preliminary reach this
stage Hengyang city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evolution of
the common law. According to the Hengyang city human settle－
ments environment to develop to benign direction t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proposal.
Key words: Hengyang city;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Index system

城市人居环境是指城市居民的居住活动以及与居住活动
有关的一切主客体背景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目前，城市人居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自 1974 年以
来，联合国相继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讨论世界人口与人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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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问题。1976 年，温哥华世界人类住区会议大会提出了“以持
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目标。1992 年，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重点讨论了“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
展”议题。吴良镛（1997 年）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的融
合”为核心构建人居环境学科的学术框架 [1]。朱锡金（1994 年）
提出生态住区概念。杨贵庆（1997 年）系统研究了大城市周围
地区小城镇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2]。
1 研究区域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北依武汉、长沙，南
临粤港澳，地处东经 110°32'~113°16'，北纬 26°07'~27°27'，京
广铁路、武广高速铁路、京珠高速公路与湘桂铁路、衡昆、衡邵
高速公路在此交汇，107、322 国道和衡炎、潭衡西高速组成放
射状的交通网。城市南北长 150 公里，东西宽 173 公里，总面
积 153.10 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23％，在全省各市、
州中，幅员位居第 7 位。衡阳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气候适
宜，森林资源丰富，城郊型森林公园对城市生态系统持续发展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城市人居环境是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空间要素的体现，
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系统。作为衡量城市人居环境质
量的指标体系，不仅应遵循客观性、有效性等普遍原则，构建
指标体系时还应遵循以下原则：（1）以人为本。人居环境研究
以满足人类居住为目的，指标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
思想；（2）层次性。人居环境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因而，指
标体系应根据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
分析[3]；（3）整体性。指标既能反映局部的、当前的特征，又能反
映全局的、长远的特征；（4）可操作性。人居环境选择的指标既
应该能够用数量来表达，以保证指标可定量计算，也应注意数
据来源的渠道，尽可能选取已有的统计数据，保证数据的可采
集性[4]；（5）科学性。要求每个指标符合国际规范，涵义明确。
2.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城市人居环境的共同
特征而建立起来的。基于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原则，本文以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宜人城市人居环境为目标层，
目标层由五个系统层支撑（居住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和乡村发展水平），各系统层由指标层评价，指标层共
选取了 26 个指标（见表 1）。
3 衡阳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现状评价分析

本文重点针对衡阳城市内部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满意度
的主观评价进行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取样来源是衡阳市
一些有代表性地区的居民。本次调研采用入户调研的方法，于
2011 年 5 月在衡阳市入户调查 410 户，其中问卷填写 41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率达 97.6%。

为了对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现状作出合

理评价，在现状评价前对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现
状进行了一个频数统计。即每个评价指标测评得到的很不满
意、不满意、说不清、满意、非常满意的样本数量占总的样本数
的百分比（见表 2）。

由表 2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衡阳市人居环境总体评价
较低。除居住条件稍微好点（满意度为 32.9%）以外，生态环境、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满意度都很低，分别为 2%、3%、
4.5%、2.5%。说明衡阳人居环境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各个方面
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4 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演变分析
4.1 评价方法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国内许多学者在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价
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研究。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有主
成分分析法 [5]、层次分析法（AHP）[6]、简单加权法（SAW）[7]、因子
分析法 [8]、专家评分法、模糊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和数
据包络分析（DEA）等。为了科学的对衡阳市人居环境进行评
价，我们通过对比选取模糊综合评价体系对衡阳市人居环境进
行评价。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1 年 5 月对衡阳市人居环境专题
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由于衡阳城市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
同发展状况的区域种类较多，为了得到科学实际的数据资料，
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中选取了主城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获取了人居社会环境的大部分资料，
但受调查客观原因影响，缺失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统计
年鉴、湖南统计信息网和统计公报。
4.2 发展水平标准划分

由于人居社会环境发展水平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因素，在总结以往人居环境发展水平评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
家较高人居环境城市的指标考核标准，我们将人居社会环境发
展水平标准划分为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好五个等级（见表
3）。

表 1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系统层（B） 指标层（C）

人
居
环
境
指
标
体
系

居住条件（B1）
生态环境（B2）

基础设施（B3）

公共服务（B4）

发展水平（B5）

人口密度(C1）；人均居住面积（C2）；人均生活用电量（C3）；人均生活用水量(C4)；家庭燃气普及率（C5）。
绿化覆盖率（C6）；大气环境综合污染指数（C7）；衡阳湘江段水质污染综合指数（C8）；城市污水处理率（C9）；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C11）。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C12）；人均邮电业务量（C13）；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个数（C14）；排水管道密度（C15）；万人
拥有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C16)。
每 10 万人刑事案件数(C17)；千人拥有高等学校教师数(C18)；人均拥有藏书量(C19)；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C20)；千
人拥有医生数(C21)。
恩格尔系数(C2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23）；城市失业率(C24）；人均 GDP(C25)；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C26)。

表 2 居民满意度评价结果的统计性描述（%）

评价对象 很不满意 不满意 说不清 满 意 非常满意 总体评价

居住条件
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发展水平
综合水平

0.224
0.465
0.265
0.340
0.175
0.2938

0.106
0.405
0.490
0.330
0.305
0.3172

0.341
0.110
0.215
0.285
0.495
0.2822

0.314
0.005
0.015
0.025
0.005

0.0998

0.015
0.015
0.015
0.020
0.020
0.017

一般
差

较差
差

一般
较差

资料来源：数据根据评价结果得出，此处的比例意义为选择该项的人
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表 3 城市人居社会环境发展水平划分标准

评估得分 0- 0.20 0.20- 0.50 0.50- 0.75 0.75- 0.90 0.90- 1.00

发展水平
隶属度

差
V1

较差
V2

一般
V3

较好
V4

好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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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糊综合评价

在模糊综合评价时，每一层次的综合评价由低一层次的综

合评价所得，先对系统层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得出 PB1，PB2，PB3，

PB4，PB5，然后建立目标层的综合评价矩阵，最后得出目标层的

模糊综合评价得分 FA。系统层、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计算公

式：

PB= WB
*×

n

ΣWi ×C＇y （1）

FA=
5

ΣPB （2）

其中，PB 为系统层指标得分；WB 为系统层权重；Wi 为各指

标权重值；C ìj 为原始数据无纲量化值；FA 为目标层人居社会

环境发展水平。
4.4 实证结果分析

文章选取衡阳市 2000~2007 年中四年指标数据，通过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的计算得出了五个指标系统的发展指数及综合

发展水平（如表 4）。
从表 4 可知衡阳市人居环境发展较为稳定。2007 年衡阳

人居社会环境发展水平指数达到 0.8009，根据城市人居环境

发展水平划分标准可看出，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达到

了较好的水平发展速度较快。
根据表 4 信息可知，衡阳市人居环境五个系统中，居住条

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水平指标数据整体出现不断增

长的趋势，发展水平从 2000 年的 0.0105 发展到 2007 年的

0.2098， 基 础 设 施 也 从 2000 年 的 0.0478 发 展 到 2007 年 的

0.0629，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得益于国

家政策支持和政府投入，但生态环境总体却呈现下滑趋势，到

2006 年才有所回升，但是水平指数还是相当的低。结合衡阳城

市人居环境实际情况，可认识到一些问题：①虽然衡阳市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但随着衡阳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的

增长，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给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压力。②尽管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善但却发展相当缓

慢，与此同时服务水平较低制约了衡阳城市的人居环境的发

展。③在衡阳城市区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对衡阳城市

人居环境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迫使政府在环境方面要加

大投入。
5 衡阳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

5.1 经济因素

衡阳城市要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

快传统产业尤其是污染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大环境治理投资，

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社会化、产业

化的改革，努力提高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用足用活国家促进

老工业基地发展、比照西部大开发和省委省政府推进“3＋5”城
市群建设，支持“一点一线”地区率先发展，支持湘南地区开发

开放等政策。
5.2 服务因素

在衡阳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对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要加以协调，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水平。同时，对于衡阳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也必须实行社会化、
产业化改革，有效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创造一个安全、
卫生、便捷和舒适的人居环境。
5.3 基础因素

衡阳城市旧城区人口和功能高度集中，但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相对薄弱。因此，在城市规划、改建

中应当注重旧城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加

强旧区的承载能力。同时将其部分产业和人口吸引到基础设施

发达、人口密度较小、环境优美的华新开发区和白沙洲工业园

区，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实现改善老城区的环境质量、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和推动新区发展的“双赢”效果。
5.4 硬环境因素

衡阳必须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应用生态工程、环境工

程等现代科学与手段，协调现代城市中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

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 ,提高资源的再生

和综合利用水平，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
维持和发展的能力，重视环境无害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在工业

生产和城市生活中的应用，重视和加强住宅、规划、交通、能源、
医疗、灾害防御、垃圾处理等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建设有效运

行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机制。
5.5 软环境因素

衡阳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完善要按照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坚持广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建立政策引导、收支分离、独立于企

事业单位之外、管理体制统一、参保对象全覆盖、资金来源多渠

道、保险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和义务

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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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衡阳市 2000- 2007 年人居社会环境发展水平状况

年份
居住
条件

生态环
境

基础设
施

公共服
务

发展水
平

隶属
度

综合
水平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0.0375

0.0465

0.0721

0.978

0.1063

0.1238

0.1272

0.1403

0.1897

0.1417

0.1285

0.1155

0.0923

0.0600

0.0543

0.0629

0.0478

0.0526

0.0991

0.1071

0.1315

0.1589

0.1751

0.1921

0.0155

0.0578

0.0814

0.1021

0.1148

0.1426

0.1806

0.1958

0.0105

0.0478

0.0914

0.1121

0.1239

0.1525

0.1716

0.2098

V2

V2

V2

V3

V3

V3

V3

V4

0.3010

0.3464

0.4725

0.5346

0.5688

0.6378

0.7088

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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