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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鲍悦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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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城市客观功能发展和公众主观满意相结合的城市

发展质量评价思路)并从城市社会历史发展视角出发)对城

市功能进行了科学划分
9

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客观功能和公众

满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9

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客观发展质

量与公众主观满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各项

城市功能的持续改进都会显著提升公众主观满意
9

对政府而

言)制订促进各项城市功能发展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将眼光

聚焦于城市物质产品生产)也许能获得公众更多的支持
9

结

合数量分析的结果)构建了基于城市功能和公众评价主客观

指标相结合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9

关键词#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功能'公众满意'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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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质量的定义

城市的质量问题很早就引起了重视)上世纪
"%

年代就有政府官员和学者提出了%城市质量&概念
9

并对城市质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理解)认为它是城

市功能优劣程度的综合反映*

&H!

+

9

遗憾的是)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对城市功能做出合理划分
9

城市发展质量研究成果较为有限
9

白先春和朱

龙杰等虽然未对城市发展质量下定义)但认为城市

发展质量包括人口,生活,经济,环境等子系统的质

量和这些子系统间的协调性*

?HA

+

9

陈强和鲍悦华认

为)城市发展质量具有包容性,时效性和相对性等特

点)造成对这一概念目前并未形成一致定义*

>

+

9

!!"

!

城市发展质量的测评

白先春和朱龙杰等构建的城市发展质量测评指

标体系包含人口质量,生活质量,经济质量,环境质

量,城建质量等
#

个维度)但他们并未对城市发展质

量的内涵进行探讨)测评体系会有缺乏理论支撑之

嫌
9

陈强,尤建新和鲍悦华对城市评价研究的不同视

角和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梳理)在缺乏对城

市发展质量内涵清晰认识的情况下)有助于夯实该

领域的研究基础*

J

+

9

他们尝试通过公众生活满意度

来评价城市发展质量*

>H&%

+

)但研究仍处于理念阶段)

还需对城市发展和公众满意的关系等问题开展进一

步研究
9

徐春华对城市发展质量研究进行了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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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以城市发展质量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数

量有限)在没有明确概念内涵)尚无法区分什么是城

市发展质量内容的情况下)将所有视角的研究都纳

入研究范畴似乎有些操之过急
9

!!

城市发展质量测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以下不

足#第一)研究并未触及概念的更深层次含义
9

质量

不仅用来表示事物的优劣程度)更涉及事物的本质

与特性
9

目前的研究都是从优劣程度上理解%质量&)

并没有从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出发展开研

究
9

第二)指标选取不够全面
9

目前研究选取的大都

是客观指标)虽然可以进行快速,客观评价)但缺乏

公众对城市发展的主观感知)这部分内容对于%质

量&评价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9

!!#

!

研究任务

在之前研究中)笔者结合质量概念嬗变的启示)

将城市发展质量定义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客

观功能发展及公众对它们的满意程度*

&$

+

9

城市发展

质量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概念)城市客观功

能发展以及公众对它们的主观评价构成了该概念的

两个侧面
9

因此)城市发展质量测评也应该循着主观

与客观两条线来进行)当主观与客观评价所得出结

果一致时)就有充足的理由认同一座城市的发展质

量'反之则必须通过更为深入的分析找出产生偏差

的原因)并对城市发展轨迹加以修正
9

本文主要在之

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城市功能加以划分)并对城

市发展和公众满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尝试构建主

客观指标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9

"

!

城市功能"城市发展的质量载体

城市功能是支持生活在城市内部或周边人们各

种生产,生活和服务活动的总和*

&!

+

9

城市功能划分

的科学性直接影响了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效果)是

研究的关键所在
9

本文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对城市

功能的一种划分是将其分为政治功能,生产功能,庇

护功能,教化功能和联系功能
9

这
#

种功能由%城&和

%市&这两个城市最为朴素的功能演化而来
9

表
&

罗列了这
#

种城市功能的介绍及具体表

征)城市功能在各个时代的表征极为丰富)表
&

仅罗

列了部分而非全部
9

从表中不难看出)上述
#

种城市

功能不随时代而变化)改变的只是其具体表征形式
9

例如)对于庇护功能)现代城市已没有了过去%筑城

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不可或

缺的社会保障体系
9

上述城市功能划分方式具有普

适性)它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将复杂的城市构造分解

开来)还原出了城市最为朴素的质量特性)能够跨越

时间,地域和文化
9

表
=

!

城市功能及其具体表征

A(;@=

!

P0;('5#'3"+&'1('$"9.+0(""0+;#".1

城市功能 说明 过去城市的表征 现代城市的表征

政治功能
城市政府治理城市及周边区域)维护正常秩序,引导公
众思想和行为的功能

统治 治理,参与

庇护功能
城市保护居于其中公众)使其获得维持生存最基本物质
要素的功能

城墙,武装,住房,食品,医
疗,工作,公用事业,安全

住房,食品,医疗,工作,公
用事业,安全,社会保障

生产功能
城市将一定资源转化为可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和消费
产品的功能

物质产品
物质产品,金融
产品,服务产品

教化功能
城市培育居于其中的公众)促进其能力提升)拥有更多
发展机会的功能

教育,文化休闲
教育,文化休闲,

科普,科研活动

联系功能
城市和其内部各要素与其他区域)以及城市内部各要素
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机关联的功能

公路,邮政
公路,水路,航空,电话,

邮政,互联网,广播电视

!!

城市功能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系统)它们

同等重要)任何一种城市功能不完善都属于城市发

展质量问题
9

例如)因政治功能缺陷造成的独裁主义

或身份丧失)因庇护功能缺陷产生的生存困境)因联

系功能缺陷产生的感情淡漠)因教化功能缺陷产生

的素质低下等
9

因此)提升这
#

种功能必须同步协

调)没有先后之分)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对长期以来仅

注重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路径重新审视
9

自然环境并不像上述
#

种城市功能那样属于城

市发展质量的固有特性)它是由人类高速城市化进

程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出现的外部约束)

因而属于城市发展质量在当代的赋予特性
9

#

!

城市客观发展质量与公众满意关系

研究

#!!

!

假设的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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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政治功能有关的治理指标仍处于研究过

程)可用数据较难获得
9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生产,庇护,

教化,联系功能与自然环境约束和公众主观满意之间的

关系
9

将城市客观发展质量界定为各城市功能的整体发

展)提出以下假设
9a

%

)城市客观发展质量与公众满意正

相关'

a

&

)城市生产功能与公众满意正相关'

a

$

)城市庇

护功能与公众满意正相关'

a

!

)城市教化功能与公众满

意正相关'

a

?

)城市联系功能与公众满意正相关'

a

#

)城

市生态自然环境与公众满意正相关
9

#!"

!

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于
$%%#

(

$%%A

年开展的城市公众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得分数据*

&?

+

9

该得分由公众对城市生活各领域满意情况综合而成)一

定程度上能代表公众对城市发展的主观评价
9

在客观指

标方面)本文选取
$%%?

年的城市发展数据进行分析
9

考虑到城市规模上的差异和数据完整性)本文剔

除新疆,西藏,青海,贵州,宁夏,海南和上海,北京,天

津,重庆这些省份与直辖市)选取剩余
$&

个省份共
&A!

个地级和县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如表
$

所示)这些城市

涵盖了中国主要地区)具有较大代表性
9

表
D

!

研究样本分布情况

A(;@D

!

!(C

B

-.$+1"0+;#"+&'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安徽
安庆,亳州,巢湖,滁州,阜阳,淮北,淮南,黄山,六安,宿州,铜
陵,芜湖,宣城

江苏
淮安,连云港,南通,宿迁,泰州,徐州,盐城,扬州,

镇江

福建 南平,宁德,莆田,泉州,三明,漳州 江西 抚州,赣州,景德镇,九江,萍乡,上饶,新余,鹰潭

甘肃 定西,嘉峪关,金昌,酒泉,陇南,平凉,天水,张掖 辽宁 鞍山,本溪,朝阳,丹东,阜新,葫芦岛,铁岭,营口

广东
潮州,河源,惠州,江门,揭阳,茂名,梅州,清远,汕头,汕尾,韶
关,阳江,云浮,中山

内蒙古
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呼伦贝尔,通辽,

乌海

广西 百色,北海,崇左,贵港,河池,贺州,来宾,柳州,梧州,玉林 山东 德州,菏泽,济宁,莱芜,聊城,潍坊,枣庄

河北 保定,沧州,承德,衡水,廊坊,邢台,张家口 山西 大同,晋城,晋中,临汾,吕梁,朔州,忻州,阳泉,运城

河南 鹤壁,开封,漯河,商丘,许昌,周口 陕西 安康,商洛,渭南,榆林

黑龙江 鹤岗,黑河,鸡西,佳木斯,牡丹江,七台河,双鸭山,伊春 四川 广安,眉山,内江,南充,雅安,资阳,自贡

湖北 鄂州,荆门,十堰,随州,咸宁,襄樊,孝感 云南 保山,临沧,思茅,玉溪,昭通

湖南 郴州,衡阳,怀化,娄底,邵阳,湘潭,益阳,永州,岳阳,株洲 浙江 湖州,嘉兴,金华,丽水,衢州,台州,温州,舟山

吉林 白城,四平,通化

!!

具体指标的筛选基于笔者对于城市化,城市竞

争力,生活质量等领域诸多文献的归纳和整理*

J

+

9

数

据绝大部分来源于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

$%%#

")广

播覆盖率,电视覆盖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的数据来自于2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3

!

$%%#

")人均住房面积数据由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

!

$%%?

"数据代替
9

个别指标不存在市辖区口径的统

计)以全市口径代替)如表
!

所示
9

表
F

!

城市客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A(;@F

!

W;

a

.3"+,.+'$+3("&01

%

1".C&5

*

#(-+"

%

&5#0;('$.,.-&

B

C.'"

城市功能 客观指标

生产功能
!

J

&

"

地区生产总值!

?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

"'第三产业比重!

?

?

"'限额以上企业产品销

售收入!

?

#

"'限额以上企业利税总额!

?

A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J

"

庇护功能
!

J

$

"

人均食物占有量N

!

?

"

"'恩格尔系数N

!

?

&%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N

!

?

&&

"'燃气普及率!

?

&$

"'用水普及率!

?

&!

"'职工

平均工资!

?

&?

"'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

?

&#

"'每十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病床数!

?

&A

"

教化功能
!

J

!

"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

"'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

&J

"'万人科研和技术服务人员数!

?

&"

"'每百人拥有

公共图书馆藏书数!

?

$%

"'每百万人拥有剧场和影剧院数!

?

$&

"

联系功能
!

J

?

"

客运总量N

!

?

$$

"'货运总量N

!

?

$!

"'电视覆盖率!

?

$?

"'广播覆盖率!

?

$#

"'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

?

$A

"'移动电话普及

水平!

?

$>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

$J

"'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

?

$"

"

自然环境
!

J

#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生活污水处理率N

!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N

!

?

!!

"

!!

注#带%

N

&号的指标表示以全市为统计口径)其余指标都以市辖区为统计口径
9

#!#

!

数据预处理

在上述指标中)需要一致化处理的只有恩格尔

系数一个指标)采用%调整恩格尔系数
b&H

恩格尔

系数&加以调整)使所有指标都是%极大型&指标)取

值越大越好
9

使用
4[44&>9%

软件对各城市功能下的指标进

行因子分析)消除指标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
9

对上

述城市功能变量分别进行巴特莱特球度!

I;VN8PNN

NPEN7LE

Y

XPVDRDN

<

"和
T:(

!

T;DEPV=:P

<

PV=(8̂DF

"检

验
9

根据检验结果!表
?

")每个变量的
T:(

值都大

于
%9#

)并且都通过了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因此可以

认为上述
#

个城市功能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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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

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和
<4W

检验结果

A(;@H

!

A9.0.1#-"&5<4W('$2(0"-.""

+

1".1"

城市功能 T:(

样本
充足度

巴特莱特球度检验

近似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水平

生产功能
%9J%? &%##9!!# $J %

庇护功能
%9#$J !?&9?%$ $J %

教化功能
%9#>> ">9?#? &% %

联系功能
%9AA! !#>9&"& $J %

自然约束
%9A?A A&9&!! A %

!!

在因子分析时)采取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使用

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并进行命名,计算因

子得分
9

根据分析结果)在
#

个城市功能下共包含
&>

个公因子)这些公因子的命名及各自包含指标如表
#

所示
9

#!$

!

数据分析

对表
#

所示各因子的得分和公众城市生活满意

度得分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
a

&

(

a

#

)回归系

数和检验结果如表
A

所示
9

表
J

!

因子分析结果

A(;@J

!

M.1#-"&55(3"&0('(-

%

1+1

城市功能 因子名称 包含指标 累积贡献率$
!

生产功能

物质和金融产品生产因子!

D

&

"

?

&

)

?

>

)

?

#

)

?

J

)

?

A

服务产品生产能力因子!

D

$

"

?

?

生产能力增速因子!

D

!

"

?

!

J$>#"A

庇护功能

医疗水平因子!

D

?

"

?

&#

)

?

&A

公共产品普及水平因子!

D

#

"

?

&!

)

?

&$

食物占有水平因子!

D

A

"

?

"

)

?

&%

收入水平因子!

D

>

"

?

&?

住房条件因子!

D

J

"

?

&&

J#>"%?

教化功能

知识人力资本存量因子!

D

"

"

?

&>

)

?

&"

)

?

$%

基础教育因子!

D

&%

"

?

&J

文化休闲因子!

D

&&

"

?

$&

>">?!>

联系功能

信息可获得性因子!

D

&$

"

?

$#

)

?

$?

信息流交互水平因子!

D

&!

"

?

$A

)

?

$>

人流与物流交互水平因子!

D

&?

"

?

$!

)

?

$$

城市交通因子!

D

&#

"

?

$J

)

?

$"

>">%%>

自然环境
城市污染治理水平因子!

D

&A

"

?

!$

)

?

!!

生活环境因子!

D

&>

"

?

!%

)

?

!&

A>>J?%

!!

从表
A

可以看出)除个别因子未通过
8

检验

外)城市生产功能,庇护功能,教化功能,联系功能

和自然环境约束整体都通过了
$

检验
9

说明它们

都与公众生活满意显著正相关)假设
a

&

(

a

#

得到

了验证
9

最后验证假设
a

%

9

结合表
A

的分析结果)将剔除

服务产品生产能力因子!

D

$

",医疗水平因子!

D

?

",住

房条件因子!

D

J

",基础教育因子!

D

&%

",人流和物质

流交互水平因子!

D

&?

"后的城市功能因子作为自变

量进入回归模型)使用逐步回归法来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
>

所示
>

从表
>

可以看出)通过
#

次回归最终得到的回

归方程整体显著通过了
$

检验)

$b?%9A!?9

物质和

金融产品生产因子,收入因子,信息可获得性因子,

信息流交互水平因子和城市交通因子对公众满意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的
BMVUDF \;NE7F

!

B\

"检验值
b&9"??

)接近于
$

)每个自变量的方差

扩大因子!

W;VD;FRPDFL8;ND7FL;RN7V

)

21.

"均接近
&

)

远远小于
&%

)因此可大致认为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

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原假设
a

%

成立
9

!!

从最终得到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收入因子和

信息可获得因子是影响公众满意的最主要因素)这
$

个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9?%#

和
%9$?"

)在控

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城市收入因子每增加
&!

)

公众主观满意就提高
%9?%#!

'信息获得性每增加

&!

)公众主观满意就提高
%9$?"!9

上述因子和公众

满意之间的关系可表示成下面的形式#

P

7

%>&">D

&

C

%>?%#D

>

C

%>$?"D

&$

C

%>$$%D

&!

C

%>&>AD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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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每个城市功能对于公众满意得分的回归分析

A(;@K

!

M.

?

0.11+&'('(-

%

1+1&5.(39#0;('5#'3"+&'1('$

B

#;-+3-+5.1("+15(3+&'

城市功能因子 标准化回归参数
8

值 显著性水平 复测定系数 调整复测定系数
$

值

生产功能

常数
&%A>?!A %

D

&

%>#>J ">$"# %

D

$

H%>&%" H&>>#J %>%J&

D

!

%>&"? !>&$? %>%%$

%>!J? %>!>! !!>%J$

999

庇护功能

常数
&&%>&>" %

D

?

%>%"> &>A&J %>&%J

D

#

%>$%$ !>!A% %>%%&

D

A

%>&JJ !>&$A %>%%$

D

>

%>#J# ">>!% %

D

J

%>%>% &>&>& %>$?!

%>?!! %>?&#

$!>"?#

999

教化功能

常数
"&>A&" %

D

"

%>$J? !>"!& %

D

&%

H%>&!# H&>J>% %>%A!

D

&&

%>$A# !>AA% %

%>&A" %>&#!

&%>>J$

999

联系功能

常数
&%$>$?$ %

D

&$

%>!$# #>%&J %

D

&!

%>?&A A>?&> %

D

&?

%>%>& &>&%& %>$>!

D

&#

%>$!& !>#A> %

%>#J% %>!!> $%>%>!

999

自然环境

常数
"#>!!$ %

D

&A

%>!A> #>$J$ %

D

&>

%>!%# ?>!"& %

%>$$J %>$&J

$!>#JA

999

!!

注#

999

表示在
%9%%&

水平上显著
9

表
L

!

城市客观发展质量对于公众满意得分的回归分析

A(;@L

!

M.

?

0.11+&'('(-

%

1+1&5&;

a

.3"+,.

*

#(-+"

%

&5#0;('$.,.-&

B

C.'"('$

B

#;-+3-+5.1("+15(3"+&'

城市功能因子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物质和金融产品生产
D

&

%>!J>

999

!

#>J??

"

%>!!J

999

!

#>$%J

"

%>$#$

999

!

!>AJ#

"

%>&">

99

!

$>J>#

"

收入
D

>

%>#J#

999

!

">&#%

"

%>?%%

999

!

A>%!!

"

%>?%#

999

!

A>!A>

"

%>!"$

999

!

A>!$?

"

%>?%#

999

!

A>>$&

"

信息可获得性
D

&$

%>$&"

999

!

!>J!$

"

%>$!"

999

!

?>$>?

"

%>$?"

999

!

?>#JA

"

信息流交互
D

&!

%>$%%

99

!

!>$>&

"

%>$$%

999

!

!>A"?

"

城市交通
D

&#

%>&>A

99

!

!>$$J

"

复测定系数
%>!?$ %>?#J %>#%? %>#!# %>#A?

调整复测定系数
%>!!J %>?#& %>?"? %>#$! %>##%

$

值
J!>>$!

999

A>>#A&

999

#!>>J>

999

?#>?>A

999

?%>A!?

999

!!

注#表中仅罗引了被选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
9

括号内数字为相应标准回归系数的
8

值'

99

)

999

分别表示在
%9%&

和
%9%%&

水平上显著
9

!!

回归方程的复测定系数和调整复测定系数分别

为
%9#A?

和
%9##%9

这意味着由城市功能综合而成的

城市客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能够解释约
A%!

的公众

满意
9

考虑到客观与主观指标是解释城市发展质量

的两个重要侧面)它们各自具有对方无法代替的内

容)方程拟合效果基本令人满意
9

$

!

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城市发展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在研究基础上)遵循全面性,导向性,一致性,联

系性,有效性,可比性和动态性原则)建立如表
J

所

示完整的主观与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城市发展质量评

价体系
9

该体系由政治功能,生产功能,庇护功能,教

化功能,联系功能和自然环境约束
A

部分组成
9

其

中)政治功能指标选取借鉴了
B;FDP8T;MLK;FF

*

&#

+

,

俞可平*

&A

+与何增科*

&>

+等人的研究
9

联系功能指标选

取参考了
[MNF;K

*

&J

+

,

.V;FRDE.M̂M

<

;K;

*

&"

+

,邹宜

斌*

$%

+

,陈捷*

$&

+等人的研究
9

每个城市功能都包含客

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客观维度主要通过各级城市政

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年鉴获得)主观维度通过公众评

价获得)两个维度分别从不同侧面对城市发展质量

进行反映)既可单独用作评价)也可合成为主客观相

结合的评价体系
9

$J>



!

第
#

期 鲍悦华)等#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

表
N

!

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A(;@N

!

/&'

a

#'3"+,.+'$+3("&01

%

1".C&5

*

#(-+"

%

&5#0;('$.,.-&

B

C.'"

城市功能 分类 客观指标 主观指标

政治功能

政治参与 居委会直选率'政协提案采纳率'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办结率 参加选举或其他政治活动经历的评价

透明与回应性
政府网站普及率'行政审批事项公共服务网上实现率'群众
来信来访办结率

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价

清廉与效能
公务员占劳动人口比率'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
的比例'万名公务员中因贪污贿赂受起诉人员数量及增长率

对本地政府反腐倡廉工作评价

法治与公平
人均年行政复议案件总量'法院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占
总收案数比例'万人律师数

对司法公正的评价'对社会公平的
评价

生产功能

物质,金融和服
务产品的生产
能力

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第
三产业比重'限额以上企业产品销售收入'限额以上企业利
税总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产品或服务可获得性评价'购物和获
取服务便利程度的评价

产品与服务的
质量

各类产品抽检合格率'各类服务投诉率 产品质量和商家服务满意情况

庇护功能

食物 人均食物占有量'恩格尔系数 收支平衡情况评价

工作与收入 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职工平均工资 找工作困难程度评价'工作环境评价

居住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住宅成套率 居住条件满意情况

医疗
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每十万人
拥有医院和卫生院病床数

医疗服务评价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覆盖率 社保满意情况评价

公用事业 燃气普及率'用水普及率'人均生活用电量 水电煤服务满意情况评价

安全
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万人犯罪
人数

社会治安满意情况

教化功能

基础教育
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

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生均教育
经费 教育满意情况评价

高等教育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科学研发
万人科学家工程师数'万人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数'研发投入占

0B[

比例'科研人员人均研发经费'人均科
普经费

科普工作满意情况评价

文化休闲
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数'每百万人拥有剧场和影剧
院数

文化休闲满意评价

联系功能

城市交通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 对城市交通的评价

人,物质与信息
流交互强度

客运总量'货运总量'人均邮政业务量'国际互联网普及水
平'移动电话普及水平

邮政,电信服务满意情况评价

信 息 的 可 获
得性

电视覆盖率'广播覆盖率 对电视广播内容的评价

社会资本 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社会凝聚力评价'社团吸引力的评价'

对志愿者服务情况的评价

自然环
境约束

生活环境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率 市容市貌满意情况评价

污染治理
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达
标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

环境污染情况评价

%

!

结语

通过城市功能与公众满意之间关系的研究发

现)城市客观发展质量与公众主观满意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每个城市功能的持续改进都会提

升公众的主观满意
9

收入,物质与金融产品生产能

力,信息流交互水平,信息可获得性,城市交通等因

子是影响公众主观满意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因子主

要集中在城市生产功能,庇护功能和联系功能上)可

归结为城市生产能力,公众基本生活水平,城市和公

众与外界的联系等方面
9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制订

促进这
!

个城市功能发展的政策)而不仅仅将眼光

聚焦于城市物质产品生产)也许更能获得公众支持
9

本文研究受到客观与主观数据可获得性影响
9

在主观指标方面)要进一步研究城市客观发展与公

众主观满意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全国范围的公众

主观满意调查)获取更为详细的调查数据
9

在客观指

标方面)评价体系的所有指标理论上都能获得)不存

在测算技术困难)但在我国现行统计数据公开体系

下)客观数据的可获得性仍需进一步提升
9

本文关于

城市功能与公众满意关系的研究并未包含城市政治

功能这一维度以及社会保障覆盖率,犯罪率等较为

重要)也较为敏感的指标)模型的拟合效果可能还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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