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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取层次分析法，从吴良镛的人居环境构成出发，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的五个 

子系统，从每个子系统选取七个因子进行分析，对长沙市城区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了两个方 

面的调查比较。一方面比较了长沙市城区子系统的人居环境，调查结果为人居环境满意度综 

合评价指标是人文子系统 >支撑子系统 >居住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 >自然子系统；另一方面 

对长沙市五城区进行了比较，结果为人居环境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是岳麓区>芙蓉区>天心 

区>雨花区>开福区。对这个调查统计数据的结果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试图找到长沙市人居 

环境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总结出提高人居环境的对策和建议，希望对长沙市人居环境建设 

提供决策依据和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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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five subsystem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which are proposed from Wu Liang·yong’S constit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and seven factors from every 

subsystem are selected， this paper compar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in 

Changsha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of the research is the subsystem human settlements in 

Changsha urban area．Th 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s the satisfac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uman settlements a humane sub system > residential subsystem > supporting sub system >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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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ystem >natural subsystem；the second aspect is to compare the satisfa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five districts of Changsha．The result is that the satisfac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uman 

settlements is Yuelu district>Furong district>Tianxin district>Yuhua district>Kaifu district．Based on 

the statistics data，the paper analyses reasons for the result，tries to find out specific issue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angsha and summarizes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of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in Changsha． Hopefully，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policy—making basis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for human settlements development in Changsha urban area． 

Keywords：human settlements；satisfaction；research；Changsha urban area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汽车、摩天大 

楼、繁华街区等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物质生活享受，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念和思潮给 

人们呈现文化多元格局的面貌。然而，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城市 

无序蔓延扩张、空气质量恶化、水资源供应短缺、交通拥堵、环境设施落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在现代城市的危机下，我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城市发展的战略主张，新的城市发展模 

式 —— “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城市”、“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山水城市”、“园林城市”、 

“森林城市”、“低碳生态城市”、“和谐发展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创新城市”等被大家所主 

张和接受，这些重大举措的最终目的是创造最适合人居住的人居环境，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 “生物的人”达到生态环境的满足和 “社会的人”达到人文环境的满足 J， 

形成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共生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 

长沙作为中国中部地区湖南省省会，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片区之一，也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区域 

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战略格局中发挥着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重要枢纽作用。近年来，长 

沙市经济发展异常迅速，GDP连年上升，2009年，实现 GDP 3744．76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跃居 

第7位。而随着生态意识的逐步提高，特别是长沙经国务院批准为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点的 

“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构建宜居城市和和谐社会的人居环境已显得更 

为重要，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在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的基础上，对 

长沙市的人居环境现状进行了解，提出长沙市的人居环境优化对策。 

一

、 调查概况 

1．调查问卷的设计 

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采取层次分析的方法。根据吴良镛的人居环境的构成将城市人居环境 

(A)分成五个子系统：自然子系统 (B。)、居住子系统 (B：)、支撑子系统 (B，)、社会子系统 

(B )和人文子系统 (B )，每个子系统设置七个评价因子 (C)。满意度选项分五个等级：很不满 

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 

2．调查时间和区域 

整个调查利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派调查员分赴长沙市的岳麓区、开福区、天心区、芙蓉 

区和雨花区五个城区，分两次进行抽样调查。第一次为2010年4月 3～4日，对长沙市城区子系统人居环 

境进行满意度评价，共获得有效问卷 1320份；第二次是2010年4月 1O一11 13，在每个区内对本区的人居 

环境进行满意度评价，每区完成抽样调查390份问卷，然后对五城区的人居环境进行调查统计的比较。 

3．样本说明 

本次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被调查的市民分别按统计人员组成情况如下：①性别统计，男， 

43％；女，57％。②学历统计，大专以上学历，72％；大专以下学历，28％。③年龄统计，18—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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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58％；40—60岁 11％，60岁以上31％。 

二、调查统计方法 

可以说，问卷表中的每一项问题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居民对人居环境的态度，但要正确地反映出 

对各个子系统或总系统的满意程度，就必须进行综合评价。本文的统计数据反映了长沙市人居环境现 

状的一些问题，但是调查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评价时每个因子给予同等对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 

以评价结果仍有待商榷。 

本文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方法为：首先对各子系统内各项评价因子的问题的回答进行分类统计， 

然后对不同的态度进行赋值，即：1=很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很满意_2j，求 

和后再进行标准化。具体的评价模型为：Q为人居环境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 (i=1，2，⋯，5) 

为回答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的人数。根据李华生等 《城市尺度人居环境质量评 

价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一文中计算人居环境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的方法 (适当有些变化)，得 

出了长沙市的人居环境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 

1．分类层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5 5 

q = ， X ／5 ，X 
i=1 i=1 

q 为第 C个分类层的满意度评价指标，c=1，2，3⋯⋯35，5为很满意的得分值， 

是第 i个样本对第 C分类层的满意度分值， 是第 C个分类层的满意度为 i值的人数。 

2．子系统层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7 5 5 

Q =∑(∑ )／7×5∑ 
J=1 i=1 i=1 

q 为第 b个子系统层的满意度评价指标，5为很满意的得分值，7为子系统层的评价因子的 

个数。 

3．系统层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5 7 5 5 

q。=∑∑(∑ X )／5×7×5∑Xc 
b=1 J=1 i=I l=1 

q。为长沙市人居环境系统的满意度评价指标，第一个 5为子系统层的个数，第二个 5为很满意 

的得分值。 

三、长沙市城区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长沙市城区五个子系统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结果如表 1所示，同时，表2显示了居民对长沙五城 

区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对比情况。 

表 1 居民对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统计 (分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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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长沙市城区五个子系统人居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从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综合指标为 0．6689来看，长沙市人居环境情况是令居民基本满意的。 

近年来，长沙市按照建设具有国际视野、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创业之都、宜居城市、幸福家园的发展思 

路，每年的城市建设投入在150亿左右，建成区面积已达 181平方公里，综合实力在全国省会城市排 

位名次不断前移 ，市民对其是比较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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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区五个子系统的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结果为人文子系统 >支撑子系统 >居住子系统 >社 

会子系统 >自然子系统 (见图 1)。 

0．66 

0．64 

O．62 

O．6O 

自然子系统 居住子系统 人文子系统 支撑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 人居总指标 

图 1 长沙市城 区人居环境五个予系统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1)人文子系统的满意度得分为0．6867，在整个评价中位居榜首，究其原因为：长沙市是首批 

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岳麓书院、杜甫江阁、天心阁、太平街等浸蕴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山、水、洲、城”的城市格局彰显着灵秀的城市风貌；湖湘文化凸显出长沙人 “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的精神。影视传媒文化得分为0．7159，在人文子系统中得分最高，主要是因为：长沙文化产业 

异军突起，成为长沙市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文化领域在全国闻名遐迩。湖南卫视的 《快乐 

大本营》、 《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和 《我们约会吧》等电视节目成为主导中国电视娱乐的风 

向标。 

(2)支撑子系统满意度调查得分为 0．6786，位居第二，说明居民对整个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还 

是基本满意的，特别是通信得分为0．7188，居民评价最高，主要是因为通信业发展迅速，长株潭三 

网融合试点顺利启动，市民通信异常通畅便捷。长沙市坚持新城区拓展和以城区提质并重的方针，大 

规模推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然而市民对其交通仍有抱 

怨，在上下班高峰时节交通拥堵现象比较严重。 

(3)居住子系统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726，居民对其评价是既有可喜的成绩，也有让人担忧的 

地方，主要表现为：长沙市的房地产发展非常迅速，在建筑特色、户型、环境景观等方面有较大突 

破，取得了市民的认同。然而城市建设速度过快，导致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有所破坏，居民对此不甚 

满意。特别是物业管理，很不规范，小区环境卫生不容乐观，盗窃现象时有发生，居民和物业管理人 

员之间的纠纷不断。 

(4)社会子系统满意度调查得分为 0．6644，仅高于自然子系统，说明居民对社会问题仍然有很 

多不满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城市贫困问题 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就业 

形势比较严峻；政府的公共软件建设明显落后于硬件建设；居民素质较低，邻里关系越来越淡薄和冷 

漠等。市民对经济发展、教育科研和政府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长沙市的教育资源丰富，科研活动活 

跃。长沙市委、市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优化经济环境，构 

建合谐社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评价。 

(5)自然子系统满意度调查得分为 0．6421，也就是说它的得分最低，居民对其满意度是最差的， 

反映的意见也最多，分析原因为：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最密切，关注度和期望值都比较高。近年来 

长沙市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提高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但人均生态赤字似乎有扩大的趋势，生态压力 

巨大，难以支撑巨大的生态需求，自然环境有所下降。 

2．对长沙市五城区人居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和原因分析 

从长沙市五城区总体人居环境得分来看，岳麓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 (见图2)。 

(1)岳麓区的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357，居民对岳麓区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最高，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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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区文化底蕴深厚，科教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生态环境良好，是长沙市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的先导区。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西汉王陵等名胜古迹众多；拥有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湘江河、 

岳麓山、橘子洲与新城区交相辉映，体现了长沙市的 “碧水红城，魅力长沙”的城市形象，全区森 

林覆盖率达 52％，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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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区 岳麓区 雨花区 美蓉区 开福区 

图2 长沙市五城区人居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2)芙蓉区的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331，仅次于岳麓区，说明居民对芙蓉区基本满意，主要是 

因为：芙蓉区是长沙市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的中心，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密 

集度最高的地域，已经正式确定为长沙市的中央商务区 (CBD)，这里商务楼最密集，高端产业最发 

达，经济贡献最显著，交通路网密度最大，投资强度最高，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灿烂的现代文明尽情地 

彰显，所以在这里居住交通便捷，生活方便，人居环境比较好，但中心城区经济繁荣，建筑密度偏 

大，绿地面积不够，交通噪音较大。 

(3)雨花区的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186，位居第三，主要原因为：雨花区生态环境优美，拥有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同升湖山庄、千年古刹清泉寺和圭塘河生态景观区；交通优势明显；商业气氛浓 

厚，以高桥、红星、东塘为龙头的市场物流体系日臻完备，现代商贸业格局正在形成，集群式的商圈 

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工业基础雄厚，新兴产业迅猛发展，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初具拙形。但雨花区房 

地产的品质和档次有待提高，物流业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也存在一定的距离。 

(4)天心区的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171，得分居中，说明市民对其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 

的地方：省政府的南迁和长沙大道的通车，使天心区在长株潭和长沙市区位优势更趋明显，具有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长沙市的知名老字号大部分集中于此，确立了天心区在长沙市的商业中心地位；聚 

集了天心古阁、白沙古井、第一师范、贾谊故居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产，湖湘文化底蕴厚重；具备山 

水相映、滨江望岳的自然环境和植被完好、绿化率高的生态特色。然而天心区的开发速度和开发强度 

较大，对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较大，公共基础设施仍有待加强。 

(5)开福区的满意度调查得分为0．6090，处于满意度评价最差的一个城区，主要原因为：开福 

区位于长沙市北部，集山、水、园林、寺庙于一体，这里有古开福寺、烈士公园、革命故地清水塘、 

闻名中外的 “西汉文明”、月湖水上公园，还有中南地区最大的 “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等。然 

而开福区产业结构不够理想，商业人气不旺，民生改善与人们的期盼还不相适应。 

四、提高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建议 

长沙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长沙市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仍 

然有着亟待提高和完善的方面，所以必须在整体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系统明确，把握方向，突出重 

点，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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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合理的城市总体布局，推进城市整体协调发展 

由于芙蓉区CBD规划，大河西先导区、北部新城、天心生态新城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形成了长沙市人 

口、产业、文化等高度集中的一核多中心的城市结构。随着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长沙作为湖南省会城市 

的经济集中度和首位度必然越来越高，带动和辐射作用将不断加强。城市建设应该促进城市功能的多元化， 

使长沙集辐射功能、生产功能、服务功能、承载功能、集散功能、枢纽功能、文化和创新功能于一体，推 

进城市整体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抢占战略制高点，发展为中部崛起的首发城市。 

2．发展城市森林，推行循环经济，建设低碳生态城市 

长沙的城市发展正处于嬗变过程中，以国际视野统筹规划，以低碳生态城市为目标 ，推行循环经 

济模式，从空间布局、生产力布局、能源结构、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市政工程、低碳综合 

交通体系、节能公共建筑和健康住宅等方面综合协调，科学规划。发展城市森林，提高绿化水平，增 

加城市碳汇，降低热岛效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在中心城区建立多层次、多功能、 

开放式的绿化结构体系，建设生态型城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3．加强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质量 

按照均衡布局、分级配置、平等共享的原则，分级配置各类公共资源，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城市发展模式，用合理的交通方式引导城市高效节能运行，使城市硬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加强 

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提高决策管理水平，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充足的就业岗位，全面建立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会各群体的和谐、融洽 J。 

4．以先进文化建设为依托，打造人文荟萃的文化长沙新形象 

文化是一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以 “国际文化交流”为先导，以科技、教育为基础，以湖 

湘精神为精髓，以岳麓书院为依托，综合楚湘文化特征，融长、株、潭于一体，发挥长沙商贸流通的 

特点，带动湘江生态经济带的繁荣，将长沙建成 “会展中心”、 “科教中心”，以求以 “文”兴市， 

塑造 “文明开放、环境优美、经济发达、安居乐业”的山水洲城 “文化长沙”新形象 。 

五、结论 

本文在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的分析，把脉长沙市人居环境的现状，试图找 

出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提高长沙市人居环境的对策建议，希望对长沙市人居环境建设提 

供决策依据和发展思路。当然，满意度评价是一个主观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全面准确评 

价城市的人居环境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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