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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方法研究

于晓淦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　要：文章以景观生态学、生态绩效和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指标分类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评估指标和

绿色生态指标值的检测及计算的要求，分析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方法，给出一套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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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五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社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生态文明城市的

关键组成，对于生态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我国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主要集中在

区域层面上，从社区层面展开评估的案例并不多，尚未形成健全的方法系统，涉及到的评估指标较为狭

窄。基于此，本文参照国内外已有的指标体系，依托问卷调查队指标集合进行筛选和分类，最终得到社

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指标，优化评估方法。

１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指标的选取

１．１　文献调研

通过对国内外ＧＩ评估体系的研究，发现有关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近年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



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但整体局限在城市建设上，对社区的建设规划并未

予以应有的关注。

图１　ＧＩ评估体系中各类指标所占比例

由图１可知，文献整理发现，常用的ＧＩ评估体系中，生态 安 全 格 局 评 估 指 标、生 态 网 络 评 估 指 标

和生态绩效评估指标占比较多，其次是生态价值评估指标 以 及 生 态 构 成 评 估 指 标。因 此 我 们 在 优 化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体系 时，要 重 点 关 注 生 态 安 全 格 局 评 估、生 态 网 络 评 估 以 及 生 态 绩 效 的

评估。

１．２　问卷调研

针对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典型社区，本文以合肥市某社区为例，采用线下问卷的方法向社区内的居民

发放调查问卷，收集社区居民对社区环境的生态需求，从中筛选出最重要的ＧＩ改进指标进行统计，得

出满足居民需求的指标。同时向社区规划师发放调查问卷，选取在未来规划中最重要的ＧＩ改进指标，
得出规划师视角下的指标。该指标能够从专业视角出发，满足社区的可持续生态发展，把握社区绿色基

础设施的整体局势。最后要邀请从事ＧＩ评估和生态社区评估的专家参与问卷调查，从专家的角度选

取社区未来规划设计中最重要的ＧＩ改进指标，从社区ＧＩ生态评估研究的最前沿，补充常规指标未能

反映出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指标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２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指标的分析

结合合肥市某社区问卷调研和专家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景观空间格局都由斑块、廊道和网络组

成。在生态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景观单元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根据生态绩效原理，可以选取出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一级生态评估指标。
根据文献分析的结果，从安全格局和生态绩效２个层面进行指标分类，对各个指标进行打分。将指

标分为３个级别，各个级别分别对应５分、３分和１分，具体的评分标准如表１所列。

表１　社区ＧＩ生态评估评分标准

得分 ＧＩ 内容

＜３５ 严重缺失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但是可以通过有效的规划设计得到改善

６５～８５ 基本满足需求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情况一般，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得到提升

＞８５ 丰富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环境较好

　　根据打分的最终结果，通过对各个指标得分的系统分析，可对社区的绿色基础设施进行针对性的改

善，优化社区整体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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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社区ＧＩ生态评估指标打分

分类 一级指标 具体指标
分数／分

５　 ３　 １

安全格局类

大于０．５ｈｍ２ 公共绿地数量 ≥２　 １－２ ＜１
斑块 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 ≥７５　 ５０－７５％ ＜５０％

本地植物所占比例／（％） ≥９０％ ７５－９０％ ＜７５％

河流廊道红线范围内绿化率／（％） ≥７５％ ５０－７５％ ＜５０％
廊道 断裂绿地廊道占总廊道的比例／（％） ≤１０％ １０－２５％ ≥２５％

破碎度／（％） ≤８０％ ８０－９５％ ＞９５％

斑块结合度／（％） ≥９９％ ９８－９９％ ＜９８％
网络特性 聚集度／（％） ≥９９％ ９８－９９％ ＜９８％

蔓延度 ≤７０　 ７０－７５ ＞７５

生态绩效类

环境保护 绿地斑块面积／（ｈｍ２·１０ｈｍ－２） ≥４．５　 ３－４．５ ＜３
文明绩效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ｍ２ ≥１５　 １２－１５ ＜１２

中心绿地面积／（ｈｍ２·１０ｈｍ－２） ≥１　 ０．５－１ ＜０．５

生态精神

文明绩效
居民的生态意识 较强 一般 较差

生态社会 社区绿地对微气候的调节作用 较强 一般 较差

文明绩效 公共绿地的服务半径／ｍ ≤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
居民的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根据表２列出的指标，能够了解社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状况，掌握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安全

格局和生态绩效。在此基础上能够找出社区绿色基础设施在生态和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挖掘问题的

根本成因，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推动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水平的稳步提升。

３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方法

３．１　组织高素质的生态评估团队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涉及到对诸多复杂指标的测量和计算，要求生态评估人员掌握扎实

的评估方法，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要确保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首先就必须注重高素质生

态评估团队的组建。社区管理者和生态环境监督单位要组织拥有专业评估资质的人才建立专项评估队

伍，深入社区绿色基础设施实践中，展开具体的生态评估。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评估人员的严谨态度，规
避由于评估人员失误引起的评估误差，还需要从薪酬绩效着手，细化生态评估的各项工作指标，两者直

接挂钩，以此来实现生态评估团队的规范性管理，推动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工作的有序推进。

３．２　构建健全的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文献调研的结果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对
于评估方法的研究也并未取得可观的进展。因此，必须根据各个社区的具体情况，构建健全的生态评估

指标体系，从源头上保证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一般来说，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指标包括安全格

局类和生态绩效类两大类，一级评估指标为：斑块、廊道、网络、环境保护文明绩效、生态精神文明绩效和

生态社会文明绩效。由于这些指标的选取是从居民、社区规划师和从事ＧＩ评估和生态社区评估的专

家３个角度调研得出的，所以从这些指标着手展开实地考察，能够把握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状况，
做出科学合理的生态评估。随着我国政府对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状况的日益关注，其已然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焦点问题，社区对于生态评估的方法需求也呈现出差异化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还要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当前的生态评估指标体系，提炼出更多具有评估价值的指标，丰富生态评估的内容，从

而不断提高生态评估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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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制定严格的生态评估工作方案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工作通常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评估打分、结果分析与反馈４个流

程。不同工作流程中涉及到的人员和任务也不同，我们有必要制定严格的生态评估工作方案，提高社区

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的严谨性。首先，通过文件制度的形式，细分生态评估的流程与任务，明确各个

评估人员承担的具体职责，做到职责到人，在发生评估问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定位责任人，做出针对性

的整改。其次，明确各个流程中的工作方案。在不同的评估流程中设计出详细的工作方案，对各个评估

人员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最后，定期展开讨论，了解现实情况，根据反馈出的信息作出调整，督促社区

尽快寻找整改方案。

３．４　加强生态评估的监督管理力度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结果关系到社区的生态文明程度，同时也影响了社区的发展前景。
为了规避由于评估人员失误引起的问题，还需要关注生态评估的监督与管理。一方面，要随机抽查社区

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现状，把握生态评估的流程执行情况，了解各个评估人员的工作状态，及时发

现潜在的生态评估风险，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和社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借

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信息的共享，以便于及时把握评估状况，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管控。在监

督管理的过程中，对于部分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水平较低的社区，政府也要施加压力，督促其尽快找

出影响生态评估得分的因素，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加以调整。对于部分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得分高

的社区，政府也应该予以一定的奖励，树立典型，并借助媒体的宣传渠道，营造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态评估

氛围。这样才能使我国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的方法将得到一定优化，有助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持续性发展。

４　结论

本文采取文献调研和问卷调研的方法，收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生态评估指标的研究成果，以及居

民、社区规划设计师和领域专家对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评估的需求，据此设计了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提出了具体的评估方法。首先要组建高素质的评估队伍，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其

次要构建指标体系，制定评估方案，督促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生态水平的提高；最后，还需要紧跟政府的政

策制度，与时俱进，在实践中灵活调整评估方法，最大程度的提高生态评估的真实性，为我国社区的绿色

生态发展注入动力。诚然，对于文章构建出的生态评估体系，在下一步研究中还要加以完善，考虑经济

环境、人文环境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不断丰富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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