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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小城镇公共设施建设缺乏长远、科学、合理的规划。提出基于选址指标体系和模糊层次分析法

（ＦＡＨＰ）的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评估方法，并以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规划为例，通过制定准则层指标、预选措施

层方案，开展模糊层次分析评估，最终确定该生态公园的最佳选址方案。结果表明：基于ＦＡＨＰ的公共空间选

址布局评估方法，既可兼顾土地开发成本、人口密度等常规选址主导指标和实际工程的特殊性，又可定量、客观

地反映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及各方案的相对优劣性，评估结果科学合理，系统性、实用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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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载体和切入点，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和新农

村建设的关键部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纵观我国小城镇

公共空间建设现状，往往存在着决策者主观性强、选址单一优势突出、未综合系统考量和评估所有影响因

素等问题［２］。导致了公共空间选址布局仅着眼于短期利益，缺乏长远、科学、合理的考虑，公共设施的可持

续性和均好性未得到体现，不仅沦为形象工程，还导致土地开发利用的无序和浪费，最终影响小城镇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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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因此基于合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开展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是实现公共空间功能的先决条件。

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能将公共空间选址中模糊、随机的因素量化，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分析得到最优选址方案，一定程度上避免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中主观、非系统观点的影响。

本文在对２２种公共空间选址方法
［３］的综合研究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模糊层次分析法为理论依

据，构建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并以安徽省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规划为案例，开展实

例分析，最终通过定量评估而形成该生态公园最优选址方案。

１　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评估方法

１．１　构建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指标体系

公共空间选址所依据的因素多而繁杂。周媛［４］在沈阳市公园选址中提出了人口密度等级、空气污染

等级、城市热岛效应等级和土地利用格局四大选址指标；熊源晨［５］和薛凯［６］认为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环

境、区域交通和基础设施因素是城市公园选址的五大主导指标；ＬａｗａｌＤＵ
［７］则将土地状况、区域交通、客

源分布、周边环境等作为休闲公园选址指标；闰闪闪［８］则在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５０种公园选址

要素，并提出选址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结合已有成果并充分考虑选址主体的特殊性，合理进行差异化筛选。

相较于大城市而言，小城镇空间尺度较小、城区人口相对较少且人口结构简单。因此在其范围内通常

只会建设一个大型公共空间（如综合性城镇公园、生态公园），该公共空间要求服务于小城镇各个阶层，辐

射较广面，并要确保实现全面化、多元化、复合化以及特色化。本文基于选址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主导性、

非相容性和可操作性要求，兼顾公共空间常规选址指标及小城镇公共空间特殊性，建立全面预选指标体系

（表１），采用德尔菲（Ｄｅｌｐｈｉ）法①对预选指标体系进行合理筛选，最终确定土地开发成本、人口密度、区域

交通以及地形地貌四大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主导指标。

表１　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预选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属性 指标类别 指标属性

政策环境 正向 气候条件 正向

ＧＤＰ 正向 社会固定投资 正向

人口密度 正向 １５～６４岁人口 正向

土地开发成本 逆向 城市化水平 正向

区域交通 正向 旅游吸引力 正向

周边环境 正向 地质条件 正向

地形地貌 正向 植被条件 正向

１．２　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评估方法

公共空间选址模型和方法种类同样多而繁杂，其中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

指标综合评估方法，评估过程中构建科学合理并具备一致性的判断矩阵是ＡＨＰ法应用的关键环节，然而在

实际应用中ＡＨＰ法所建立的判断矩阵其一致性检验过程非常繁琐，检验标准缺乏科学依据，且与人类思维

的一致性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层次分析法中引入模糊一致矩阵，将模糊理论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模糊

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法）可以避免ＡＨＰ法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问题，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更为实用合理。

２　案例分析与研究

２．１　研究区概况分析

西王镇域地处安徽省全椒县西北部丘陵山区，为滁州南谯、定远、肥东、全椒四县区结合部，江淮分水

岭南侧（图１）。镇区位于西王镇域北部，镇区周边均为丘陵地带，地势周边高中间低，海拔为５１～８７ｍ，内

有水系新华坝，连接岱山湖水库，是二级水源保护地，镇区空间形态呈“十字条形”布局，南北长２０００ｍ，

１５

① 本文在德尔菲法筛选中，分别选取政府工作人员、居民、新乡贤等不同层次人员进行考量和评分，以求达到评分的

均衡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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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长６００ｍ。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西王镇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镇区居住

人口逐渐增多，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然而当前西王镇内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匮乏，尤其缺乏市民公

共活动空间。在此背景下，西王镇近期在镇区范围内进行选址，拟建设一处生态公园。

２．２　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指标体系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西王镇生态公园的特殊性，构建ＦＡＨＰ分析的公园选址层次结构图，

由目标层、准则层、措施层构成（图２）。

１）目标层。目标层为本案例分析预定目标，即生态公园最佳选址。西王镇生态公园力求以生态学和

生态文化为指导思想，以满足居民生产需求、提高居民生活环境为目标，结合西王镇优良的自然环境和地

形地貌，进行最佳选址。

２）准则层。准则层采用１．１中选定的四大公共空间常规选址主导指标，引入生态环境影响指标，构成

五大评价指标。土地开发成本指标以“微创整治”为主导思想，降低土地开发中拆迁成本和土地整理成本，

提高投入产出比；生态环境指标需考虑周边自然环境的优劣，以及自然环境与生态公园可结合开发的程

度，区域内自然环境越好其可造性越高；人口密度指标的分析以“均好性”公园建设为准则，以服务于当地

居民为目标，需考虑当地居民的分布，人口越密集，其服务的人群越多；区域交通指标主要考虑公园选址中

的交通可达性、拥挤程度、静态交通的配备程度等；地形地貌则是生态公园环境空间塑造的形态基础，地形

地貌多样化将塑造出丰富的景观空间特征。

３）措施层。依据西王镇地形地貌、环境风貌、居民意愿、上位规划等综合因素，由政府、居民代表、专家

共同预选出四个生态公园拟建地址（图３）。待选地址Ｐ１为镇区南部的徐圩大塘，其所处南部地区是镇区

未来发展的核心地区；待选地址Ｐ２为镇区中部的南塘，有完整、宽阔的塘面，塘面宽度为５０ｍ×５０ｍ，地

势较平坦；待选地址Ｐ３位于西侧，地块海拔８７ｍ，是镇区最高处，自然环境良好；待选地址Ｐ４北侧为新华

坝，东侧为镇政府、卫生院，西侧为粮仓，南侧为信用合作社，人口分布较密集，自然环境良好。

图１　西王镇交通区位

图２　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层次结构

　

图３　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分布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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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基于犉犃犎犘的生态公园选址方案评价分析

通过Ｄｅｌｐｈｉ法对准则层中五大主导因素重要性进行排序：土地开发成本＝生态环境＞人口密度＞区

域交通＞地形地貌。同时确定各待选方案中五大主导因素的评价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待选方案单因素评价值

评价项目 犘１ 犘２ 犘３ 犘４

土地开发成本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５ ０．６０

生态环境 ０．７５ ０．８５ ０．９５ ０．９０

人口密度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６０ ０．９５

区域交通 ０．９０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７０

地形地貌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９５ ０．７５

根据准则层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计算得到准则层各指标权重向量［犠０］如下。其中土地开发成本、

生态环境权重系数为０．２６４８６，高于其它指标，是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重要的影响指标。

［犠０］＝［０．２６４８６　０．２６４８６　０．２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７６　０．１１３５２］

通过对各方案权重向量［犘１］～［犘５］的计算，结果如下：

［犘１］＝［０．３１６９２　０．３１６９２　０．２１６５４　０．１４９６２］；［犘２］＝［０．１４７８４　０．２１５９５　０．３５２１６　０．２８４０５］

［犘３］＝［０．２１５９５　０．２８４０５　０．１４７８４　０．３５２１６］；［犘４］＝［０．３５１７９　０．２８３９３　０．１８２１４　０．１８２１４］

［犘５］＝［０．２５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０　０．３５１４２　０．１５８５８］

结果表明：１）在土地开发成本方面，方案１和方案２既有建筑较少，土地开发成本低，权重系数为

０．３１６９２，高于方案３和方案４；２）在生态环境方面，方案３北临新华坝，西为岱山湖，视野开阔，植被丰富，

环境优美，其权重系数０．３５２１６，明显高于其它方案；３）在人口密度方面，方案４处于老镇核心区，被镇政

府、卫生院、商业等公共设施及居民区包围，是镇区人口最集中区域，其权重系数０．３５２１６，明显高于其它

方案；４）在区域交通方面，方案１位于镇区南北主干道南端，是镇区南侧出入口，道路条件优越，交通可达

性高，且周边配有停车设施，其权重系数０．３５１７９，明显高于其它方案；５）在地形地貌方面，方案３位于镇区西

侧丘陵山地，地势起伏较明显，既可塑造丰富的景观空间，又可居高俯视整个镇区，其权重系数０．３５１４２，明

显高于其它方案。

综上确定最终各方案的目标权重［犠］＝［０．２４９８１　０．２７０８３　０．２４８６４　０．２３０７０］。其中方案２目

标权重为０．２７０８３，高于其它方案，即待选地址Ｐ２南塘为西王镇生态公园的最优选址方案。

２．４　评估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评价结果来看，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预选方案各有优势和劣势：方案１土地开发成本低、区

域交通好，但生态环境和人口密度不佳且离镇区建成区较远，均好性的服务难以体现；方案３具有较好的

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高低变化的地貌易于景观塑造，但存在人口密度低、区域交通不佳的弊端；方案４人

口密度指标优于其它方案，人口集中，易于提供服务，但其位于镇区中心位置，拆迁成本较高，且地形狭窄，

可利用土地有限，公园规模较小。方案２地块内无既有建筑，其土地开发成本最低；比邻南塘水域，生态环

境较好；临近老城区边缘，周边人口密度较高；虽靠近镇区主干道，但周边道路未开发；地块内地形十分平

整，景观可塑性较弱。综上所述，基于ＦＡＨＰ方法的分析，方案２以１项指标最好，４项指标中等偏上，０

指标最差的综合水平，判定为西王镇生态公园最优选址。

同时从结果分析还可看出，运用ＦＡＨＰ方法选址所得出的结果较为系统、客观，在本案例中方案２虽

综合状况较好，但其影响因素中的单一优势并不突出，在人为主观选址中易被忽视。而采用ＦＡＨＰ方法

进行选址，通过对比土地开发成本、生态环境、人口密度、区域交通和地形地貌五大影响因素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形成各指标重要性权重，通过分析四个预选方案对各指标的优劣性，形成各方案的优劣性权重，最终

得到各方案相应于目标层———最佳选址方案的权重系数。分析过程兼顾了各要素对生态公园选址不同程

度的影响及各方案的综合现状水平，可避免以单一优势为依据的主观决策，实现方案的全面性、均好性。

因此，基于ＦＡＨＰ方法的公共空间选址系统性、实用性突出，选址结果客观合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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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逐渐由农村向城镇集中，小城镇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对小城镇公共空间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科学性、合理性要求。本文结合小城镇公共空间选址指标

体系和ＦＡＨＰ法，对西王镇生态公园选址影响指标及预选方案进行了定量分析，确定最佳选址方案。分

析过程既兼顾了常规选址主导指标和实际工程特殊性的共同影响，又定量、客观反映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及各方案的相对优劣性。分析结果综合评估了各方案综合现状水平，实现了公共空间选址的科学性、合

理性及客观性。此方法对我国城乡建设规划中土地利用的选择与布局有着现实作用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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