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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8 年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出台以来，居民生活便利度就

变得尤为重要。居民生活便利度是评价宜居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考虑到

不同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差异，从城市居民的具体生活便

利需求入手，采用了不同类别的兴趣点（Point of Information，POI）数据、相

关矢量（街道范围、行政区范围）数据等，基于居民生活服务设施对城市居民

便利度进行测度分析。 

首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借鉴已有研究和标准规范，以及学术研究进

展，基于 POI 数据建立居民生活便利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了城市居民问

卷调查大样本，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据，参照德尔菲法设定了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估标准权重，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对城市居民生

活便利度进行测度。最后，以兰州市城关区作为案例城市，对各街道居民生活

便利度测度进行评测，分析兰州市城关区各街道居民便利程度。运用核密度分

析法和黄金分割法，系统性的分析了兰州市城关区生活设施的具体空间分布特

征进行生活设施空间可视化分析，以此反映兰州市居民生活服务设施的分异规

律。 

结果表明，城市生活的日常购物设施、餐饮服务设施、医疗设施，以及交

通设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作用相对显著，表明基于 POI 数据构建的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对衡量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存在合理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POI数据 生活便利指数 指标体系 德尔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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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version of the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 and Design Standards" in 2018, the convenience of 

residents' lives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convenience of 

liv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evaluating livable 

cities.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urban life 

service facilities on people's lifestyles,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life 

convenience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different types of Point of 

Information (POI) data and related vector (street rang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range) data were us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conven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based on residents' life service facilities. 

Firstly,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was comprehensively us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andards and academic research progres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s' living convenience 

based on POI data. Secondly, based on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weights of the daily life convenien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were se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living convenien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conven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Finally, taking Chengguan 

District of Lanzhou City as a case city,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onvenience of residents in each street was evaluated, and the 

convenience of residents in each street of Chengguan District of L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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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was analyzed. Using the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golden section method, the specific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facilities in Chengguan District of Lanzhou Cit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living 

facilities was carried out, so as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iation law of 

residents' living service facilities in Lanzhou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ily shopping facilities, catering service 

facilities, medical facil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of urban life have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venien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indicating that the convenien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constructed 

based on POI data is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o measure the conven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POI data; life convenience index; index system; Delp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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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生活便利度是评价宜居城市最直观的核心因素，而城市宜居性又是衡量社

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及我国现代化

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对城市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居住区作为城市

居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其规划设计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领域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在 1996 年的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上，提出了城市应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

地方的观点，并提出了“每个人都应享有适宜的住房”和“在城市化进程中实

现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进而塑造了 21 世纪全新的城市观念。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应政策促进其实施。

在 2000 年，中国在建设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名为“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奖项。我

国政府将人居环境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人们对人居环境和

城市宜居问题的持续关注，学者开始探讨研究“宜居城市”的概念。在 2005 年，

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对“宜居城市”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

随后，北京市出台一系列规划措施以促进宜居型社会建设和发展。2016 年我国

正式公布官方文件《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都对宜居性提出了明确要求，即要实现人与环境、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 

由此可见，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必须首先从提升人

居环境着手，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对于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优化城市布局结构上，理解也是较为微观的，并没有将其

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来。但随着学者们逐渐深入研究，发现了更为宽广和宏观

的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打造宜居城市，增加民生福祉已成为当前各

级政府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根据 2007 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的

《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居民生活便利度被视为评价宜居城市质量的关键因

素之一。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2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空间布局密切相关。居民

生活便利度主要描述的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居民如何方便地日常使用公共和

服务设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用诸如购物、教育、休闲和医疗等各类公共

设施和享受这些服务的便捷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表示，中国式的现代化代

表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并始终坚守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因此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打造宜居城市，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居民生活便利度已成为当前

各级政府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公共服务设施的 POI 数据的居民便

利度评价已成为客观评价居民便利度的主要方法。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将 POI 数据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特点，

用于提高公共服务空间均等化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可为其他城市居民

生活便利度评价与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为了拓宽城市问题研究的数据来源渠道，尝试基于 POI 数据构建城市居民

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分析并识别城市生活设施空间特征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在 POI 数据处理过程中，结合国家标准筛选指标构建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丰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的理论研究，尝试在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研

究中提出改进的德尔菲法并从街道尺度探讨与测度某一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

传统德尔菲法过程比较复杂，且花费时间较长，在实际的应用中，研究者大都

对经典的德尔菲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之后再应用，本文通过改进的德尔菲法对城

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标进行评价，决定指标的选取，确定指标的权重，对我国

的城市各类生活设施进行评价确定评价框架。为了全面地分析居民生活便利度，

基于 POI 数据从街道的尺度测度居民生活便利度，挖掘空间特征要素，揭示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规律，进而提出优化建议，结果对城市生活服务设施

的规划与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综上，基于量化分析与评价的方法，获取了相对较为客观的评价结果，研

究的目的是将 POI 数据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利用 POI 数据构建城市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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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度指标的评价体系，并提出了改进的德尔菲法来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对城

市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指标进行测算，对他们的生活便利程度进行评估。为提

高公共服务空间的公平性和均等化水平，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特征和

服务效果。以甘肃省兰州市作为案例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验证构建的城市居民

生活便利指数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为其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民生

活便利度评价与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1.2.2 研究意义 

首先，构建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靠性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并基于此

对城市居民便利度进行测度，不仅可以丰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的理论研

究，还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的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为测度城市居民生活便

利度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其次，在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过程中，应用改进德尔菲法构建和

确定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估体系及权重可以为今后开展健康城市居民生活便

利度评估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虽然严格遵循相关要求，

且结果符合统计学的要求，但由于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权重确定方法，咨询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为了确保咨询的结果更加科

学和客观，我们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对这些结果进行更深入的验证和完善。 

再次，从街道尺度探讨与测度某一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具有较强的实践意

义。为分析生活设施的便利程度以及探索街道与设施空间布局之间的联系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更好地进行研究、评估和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居

民生活便利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丰富其研究领域，建立一个更为

全面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估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最终，在研究方法方面，综合应用了数学统计和空间分析等多种手段，以

探究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空间特性规律。本文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来收集互联网上

的 POI 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兰州市城关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

证分析。识别出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各种社会经济要素和它们的作用模式。

结合相关理论建立模型进行验证，并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提出针对性建议。

识别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模式以及居民获取这些服务的生活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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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中提炼出空间特征元素进行评估。因此该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高

的研究价值。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和国内生活便利度的概念是不同的。就国外便利度而言，生活便利度

取决于环境条件或公共设施的可达性、公平性等。 

Smith（1977）Smith 描述了生活便利度为某一特定地区独有的环境条件和

设施，这些环境和设施不仅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还能吸引人们在其周边居住

和工作；Gottlieb（1995）持有观点，即所谓的便利性是一种无法出口的、仅在

特定地区存在的、专为当地居民设计的商品或服务；Luger（1996）对城市居民

生活便利度进行了总结，认为城市可以利用公共部门的员工和公共基础设施作

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生产的综合销售品。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个新

概念——城市便利度，即城市内人们能够享受到的最方便、最舒适的服务程度。

Ullman（1954）城市的便捷性是决定美国各州人口增速的关键要素之一，并进

一步将生活的便捷性定义为愉悦的居住环境。 

因此，关于生活的便捷性如何定义，在国际上关于城市便捷性概念则存在

较大争议，国外的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而国内学者认为城市便利性

主要包括物质便利、社会便利和精神便捷三个方面。 

在评价方面，国外学者对生活便利度的测度多聚焦于单一类别生活设施服

务的公平性、多样性和可达性等空间特征，对城市整体生活便利度测度的文献

较少。在早期，公共设施的可达性研究覆盖了广泛的领域，并且这些研究通常

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是实地考察来进行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关注对空间分

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理解。自 20 世纪六十年代起，随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的发展，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地理空间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转向基于城市或街

区的研究。例如，Joseph（1982）等利用 GIS 技术，并基于 POI 数据，采用空

间分配模型来研究农村医疗设施的可达性。Stern（1986）等对学校的可达性进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5 

 

行了评估，并设计了新学校的空间布局。Talen（1998）等采用重力位和最近邻

距离作为衡量可达性的标准，并证实了这些指标选择在空间错位判断和设施可

达性方面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早期，国际上关于公共设施空间布局的研究更

多地集中在公共设施供应的公平性和均衡性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

优化公共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效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伴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公共服务理念的广泛接受，公共设施的空间设计开始更多地

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和各种需求下的公平和多样性。研究焦点已单纯从关注空

间公平逐渐转移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议题上。以英国卡迪夫地区为研究对象，

Mitchel Langford（2008）采用了两步移动搜索技术，探讨了人口分布如何影响

公共设施的布局，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Liao Chian-Hsien（2009）

等结合 GIS 的空间句法和地理位置模型，对不同的服务区域进行了设施的优化

配置研究。Bigman（1978）等考虑了公共设施与使用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将

其纳入到设施布局的各种影响因子中，并从设施使用者的行为选择视角对公共

设施的空间布局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Jia（2018）等使用核密度法来分析 POI

的数据，并识别出各种不同的城市空间聚集区域。Kuupiel（2019）等利用全局

莫兰指数和其他空间模型来研究卫生设施与居民之间的空间联系。研究发现，

卫生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导致某些地区难以获得必要的服务。因此，

他们建议采取措施来建设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设施。Kuupie（2019）利用全局

莫兰指数和其他空间模型来研究卫生设施与居民之间的空间联系。研究发现，

卫生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导致某些地区难以获得必要的服务。因此，

他们建议采取措施来建设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设施。Rusek（2020）等通过研究

居民的出行距离和空间布局，对公共设施的空间使用效率和服务的兼容性进行

了评估，从而增强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和经济效益。Xu（2021）等使用 POI

数据来研究地下空间的特性与居民活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空间的活跃性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空间结构、功能配置和入口设计的影响。R Wikantiyoso（2021）

等基于 GOS 地图数据进行了空间结构弹性分析和空间可访问性，以评估城市空

间的便利性。 

经过对国内外 POI 相关研究的综合梳理，发现 POI 数据在空间分析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并且 POI 数据在这一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大数据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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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理位置和主题内容，在研究过程中，它利用多方面的信息来描述其空

间属性。通过运用多样化的分析手段来识别空间特性并进行相应的评估，研究

的主题和分析手段都相当丰富。 

McKenzie（2015）等通过对多时空 POI 的分析汇集，识别人群地理活动，

探索基于社交媒体的城市空间特征。Bendler（2014）等通过将 POI 数据中时间

和地点建立关系，验证数据的真实性。Cichosz（2020）采用 POI 和机器学习技

术构建了一个犯罪风险预测模型，旨在提高该地区的健康和安全性。也有学者

认为，整合多源数据，提升数据应用能力，创新管理，大数据的应用价值还有

待进一步开发和管理。Arunachalam（2018）等提出增强提取数据价值的能力，

构建系统的、可应用的、扩展性的、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框架，在数据生成、整

合和管理、分析、可视化和开发驱动等方面。Ricciato（2022）等在应用管理中，

重新审视大数据与官方统计的差异，将大数据运用到官方统计应用中，建立统

一标准使大数据的应用范围更为宽广，新数据冲击传统数据。 

综上，通过 POI 建立指标体系，分析并识别城市生活设施空间特征具有较

大的研究空间。然而，在国际范围内，学者们对于生活便利度的定义并没有达

成一致的观点，这导致在各自的生活便利度度量研究中，对生活便利度的分类

存在显著的差异。国外对于生活便利度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内涵

界定、单一类别生活设施可达性等方面，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系统分析

的较少，缺少系统全面地进行生活便利度测度。 

1.3.2 国内研究现状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国内便利度大多考虑人居环境和宜居城市中的便利度，认为生活便利指人们在

日常工作中能够享受到各种设施、环境以及服务所带来的方便，包括日常生活

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并且生活便利性和生活便利度只是在名字不同，其内涵

与定义相同。国内研究 

国内，冯云廷（2008）对舒适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一种能给人带来愉悦

的特殊商品，评估城市的舒适度时，环境质量、治安情况、教育水平以及健康

服务都被视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崔真真（2016）提出生活便利度是评定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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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否适宜居住的核心标准，并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生活便利度主要

描述的是住户每日利用公共服务或各种公共设施，并在享受这些服务时的便捷

性。从宏观角度看，公共和社会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从而导致提供的服

务质量和满意度也就随之提升。 

目前，中国在城市便利度的测量和评估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初级阶段。通过

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到生活便利度的测量和评估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基于社区生活圈的生活便利度评价。如禚保玲等（2021）基于 POI 数

据对青岛市东岸城区路网可达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度进行评价。李健等

（2021）基于 POI 数据，通过测度面向地铁出行的各向异性距离，对北京市住

宅生活便利指数进行研究。赵彦云等（2018）基于 POI 数据通过计算设施覆盖

率、达标率以及构造发展协调指数来测度北京市“15 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设

施发展情况，并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基于 POI 数据尝试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如崔真真

等（2016）根据多维度的居民需求选取 8 个一级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将 POI

数据进行梳理，按照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获取各类设施数目，

计算平均生活便利指数。魏颖等（2019）使用 POI 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构建大数

据指标体系，其中设置 8 项一级指标、16 项二级指标和 27 项三级指标等。 

前者研究基于居民生活圈内 POI 数据进行生活便利度分析，对 POI 数据中

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影响程度差异研究相对不足。

后者通过建立一个基于 POI 数据的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定性分析公共

服务设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影响作用，但在由于指标体系权重确定的局

限性，鲜有文献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生活便利度进行定量测度。 

为此，研究中尝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从而构建便利度指数对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定量评价。如李志学等（2021）利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赋

予权重对生活便利指数进行计算并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空间分析与评价。

刘家男等（2022）通过熵权法确定公共服务设施权重，从而测算生活便利综合

指数。然而，这种客观的赋权方法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和实际问题领域，其普

适性和解释能力都相对较弱。另外，应兰兰等（2020）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

重计算生活便利指数并对武汉市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空间差异特征进行研究。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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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辉等（2020）基于 POI 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解析生活便利度的空间集聚特征。相较于

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可以集思广益，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可以根据决策者

意图确定权重。然而，当涉及到过多的指标时，层次分析法由于其庞大的数据

统计量，使得权重的确定变得困难。 

相较于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是解决多指标非结构化问题的有效手段，能

够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学识确定指标权重。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德尔菲法作为研

究手段。德尔菲法在其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多个领域专家的

广泛认可和推崇，同时也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展示了其高度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国内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指标体系建设最早见于张裕迎（1988），主要描述了

采用传统德尔菲法构建指标体系。袁勤俭等（2011）指出，指标体系和其他与

评价相关的应用是国内德尔菲法的主要应用领域。德尔菲法在指标体系构建中

的运用，也是将德尔菲法步骤与后期改进部分结合起来，并结合指标体系的独

特之处展开。 

除运用在构建指标体系外，德尔菲法它的使用领域难以置信的涵盖了广泛

的学科和主题。陈玉祥等（1990）是我国第一批系统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技术发

展应用预测研究，后来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等学科。

例如杨婉秋等（2018）国内首次采用改良的德尔菲法，开发地震灾后早期快速

心理评估工具。严梦帆（2023）通过德尔菲法确定主观评分，评估多个垃圾焚

烧厂的运营情况，为现行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工作提供新的评分思路。田清清

（2023）构建感控投入成本测量指标体系，为进一步开展医院感染卫生经济学

研究提供成本测量参考。陈建俞（2023）通过德尔菲法构建的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依托单位开展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京城阳（2023）对德尔菲研究实施与报告

标准进行解读，以期为德尔菲研究方法学设计质量和报告透明度评价提供参考。 

在生活便利度的研究中，由于指标体系权重确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鲜有

文献在基于 POI 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尝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从而构

建便利度指数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定量评价。本文的确定权重运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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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德尔菲法，但由于传统德尔菲法过程比较复杂，且花费时间较长，在实际

的应用中，应对经典的德尔菲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之后再应用。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重点解决问题 

1.4.1 研究内容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是从城市居民生活需求角度出发进行生活便利度分析，

考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使用的方便程度，可以反映人与设施之间的关联性。 

为了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测度和评价。首先，基于 POI 数据构建城

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价体系。本研究结合现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相关评价

指标体系分析与总结，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基于文献研究，搜集整理出国内外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相关评价标准、论文、著作等文献资料。经过综合梳理国

内外优秀研究成果，主要分析并对比了国内现行相关评价标准，包括，国家标

准规范、部委标准、省级文件和规范、学会或协会标准。从中初步归纳整理出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再通过对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现状实地考察。提

炼总结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的重要指标，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

度评价指标。最后，确立了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包括一级指标日常

购物、餐饮设施、科教设施、医疗设施、体育娱乐、交通服务、便民服务和金

融服务设施 8 项，二级指标 26 项。建立一套科学实用、导向明确的城市居民生

活便利度评价指标。 

其次，基于 POI 数据构建的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城市居住

区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为主题的居民调查问卷。通过居民问卷调查，结合居民

经验并以居民生活经验为证据，基于德尔菲法的思想对生活设施重要性进行赋

分，确定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权重。由于传统德尔菲法过程较为复杂，耗

时较长，本文对德尔菲法做出的改进为：（1）在居民生活便利度研究中，由于

居民是生活设施最直接感知和体验者，居民生活经验和体验是测度居民便利度

最直接的证据，本文以居民意见替代传统德尔菲法中的权威专家意见。（2）采

用居民问卷调查的形式代替专家函询表对居民进行调查。（3）形式上不采用四

轮的模式，只要居民的意见已经趋向一致，就结束咨询。以大样本调查结果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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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专家意见修改的重复过程，对居民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处理代替专家意见

的综合处理结果，最终基于居民问卷调查结果确定指标权重，并在此基础上构

建基于 POI数据的平均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 

最后，为了验证所构建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以兰州市为案例进行计算。在运用核密度分析等 GIS 分析方法系统性的分析了

兰州市生活设施空间分布，探讨 8 大类公共服务设施 POI 的空间分布状况，综

合分析兰州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分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运用

本文所构建的基于改进德尔菲法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方法对兰州市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综合评判，分析兰州市城区生活设施空间利用情况，提出

优化策略，形成“生活设施空间现状特征—空间分布规律—生活便利度评价”

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兰州市 POI 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对基于人居环境的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评测。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于居民便利生活及规划布

局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1.4.2 重点解决问题 

目前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生活便利度研究

尺度以微观尺度和城市差异研究较多，但是缺乏宏观尺度城市层面的系统评价。

本文以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人文角度，从城市居民生活便利

度的需求视角，参考德尔菲法确定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权重，构建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测度。 

第二，基于 POI 数据的生活便利度评测选取设施标准在探索阶段。以往的

评价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城市统计资料中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获取主观数据，以

建立客观的生活便利评价指标。然而，由于受到统计资料宏观性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方法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城市的便利状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次研

究采用客观的 POI 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方法，探讨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评价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 

第三，利用大数据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发达城市，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城市的研究关注不足，且大部分的相关研

究都聚焦于某一特定服务设施的布局分析，却很少对设施间的相关性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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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基于以上研究背景，论文选取被中央确定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之一的兰州市作为案例城市，以兰州市城关区各街道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

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探寻兰州市城关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实际情况，进一

步增强了大数据在居住空间研究方面的地理完整性。 

1.4.3 技术路线 

综合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本文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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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创新点 

第一，从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需求视角，参考德尔菲法基本思想，对传

统德尔菲法做出合理有效的改进，从而基于居民生活便利度问卷调查结果确定

城市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权重。 

第二，以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以 POI 数据为依托，基于客观的

POI 数据构建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对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测度，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探寻一种新的思路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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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POI 数据的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进行评估研究，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指标体系，为该体系中的每一项指

标分配权重。构建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扎实推动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有其

必要性和迫切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因此城市居民生活便利评价是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首先研究城市居

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在大数据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研究

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其中，基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状况所展开的生活便利度则

成为了当前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评估生活的便捷性，

人们通常会收集来自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以此来构建和计算生活便利

度的指标，并据此对城市的某一特定区域进行便利性的评价。本研究试图使用

实时且客观的城市 POI 数据作为生活便利度研究的核心数据，以此构建一个生

活便利度的评估指标体系。 

2.1 POI 数据来源及分类 

2.1.1 POI 数据概述 

POI 数据又称兴趣点数据，是一种与居民生活紧密联系并将的各类城市实

体设施抽象为点的数据，具体为地图上所有能够到达的地点，例如购物中心、

公交车站或图书馆等设施。居民生活便利度与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有着密切

相关的关系，基于公共服务设施的 POI 数据表示特定功能公共服务设施位于特

定地理区域，与社会网络、城市规划等密不可分，反应一个地理区域内的人文

活动特征。因此，POI 数据携带的信息可能会影响人类的日常活动和出行决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数据存储能力的增强，通过对国内外 POI 相

关研究的综合梳理发现 POI 数据在应用研究方面的范围逐渐扩大。作为反映城

市人文活动特点的 POI 数据，已经成为分析城市规划和居民便利性的主要信息

来源，并在空间特性分析和定量评估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对现实生活空

间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和其背后的规律，从而加深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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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了解。同时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许多运用，如交通出行、医疗诊断、商业

管理等等。以 Cichosz（2020）为例，他利用 POI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了一个犯

罪风险预测模型，旨在提高该地区的健康和安全性。薛冰（2020）使用 POI 数

据对城市功能区进行了精确的量化识别。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计算了落在地块

上的 POI 的数量和种类，并成功地识别了城市功能区。与现有的规划图进行比

较后，发现识别的效果相当不错。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即将人口分

布作为变量来分析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Xu and Chen（2021）利用 POI数据探

讨了地下空间特性与居民行为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空间的活跃性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空间布局、功能设计和入口配置的影响。 

特别地，通过 POI 建立指标体系分析城市生活设施空间特征具有较大的研

究空间。利用反映城市人文活动特点的 POI 数据作为分析城市居民便利性的重

要数据来源是非常必要的。由于 POI 数据具有时效性较好、获取较容易、设施

种类覆盖较广等特点，还对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POI 数

据进而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但由于它的发展周期相对较短并且更新迅速，因

此还缺少了完整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分析。因此，在建立指标体系的过程中，

有必要从多方面考虑数据的合适性、分析流程的完整性以及最终结果的可信度。

基于 POI数据的城市居民便利度评价已成为客观评价居民便利度的主要方法。 

2.1.2 POI 数据分类 

本研究使用的 POI 数据都是高德 POI 数据，但由于这些 POI 数据来自不同

的互联网电子地图，因此其分类体系存在不一致性。高德地图把 POI 数据细分

为 21 个主要分类和 193 个次级分类。详细内容请参见表 2.1。 

 

表 2.1 高德地图 POI 分类表 

序号 一级 二级（部分展示） 

1 餐饮服务 茶艺馆、糕饼店、咖啡厅、快餐厅、冷饮店、外国餐厅、休

闲餐饮场所、中餐厅等 

2 地名地址信息 交通地名、门牌信息、市中心、自然地名、普通地名、热点

地名等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15 

 

3 风景名胜 风景名胜、风景名胜相关、公园广场 

4 公共设施 报刊亭、公共厕所、公共设施、紧急避难场所 

续表 2.1 

序号 一级 二级（部分展示） 

5 公司企业 公司、公司企业、工厂、农林牧渔基地、知名企业 

6 购物服务 便利店、超级市场、花鸟鱼虫市场、家电电子卖场、家居建

材市场、商场等 

7 交通设施服务 地铁站、公交车站、停车场、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轮渡

站、火车站等 

8 金融保险服务 保险公司、财务公司、银行、自动提款机、证券公司、金融

保险服务机构等 

9 科教文化服务 学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传媒机构、科技馆、科

研机构、科教文化场所、驾校等 

10 摩托车服务 摩托车销售、摩托车维修、摩托车服务相关 

11 汽车服务 充电桩、加气站、加油站、二手车交易、洗车场、汽车租

赁、汽车养护等 

12 汽车销售 大众特约维修、本田特约维修、奥迪特约维修、路虎特约维

修、名爵维修、汽车维修等 

13 商务住宅 产业园区、楼宇、住宅区、商务住宅相关 

14 生活服务 电力营业厅、电讯营业厅、自来水营业厅、美容美发店、维

修站点、物流速递、搬家公司、旅行社等 

15 体育休闲服务 影剧院、娱乐场所、运动场馆、休闲场所、度假疗养场所等 

16 住宿服务 宾馆酒店、旅馆招待所、住宿服务相关 

17 医疗保健服务 诊所、专科医院、综合医院、药店、急救中心、疾病预防机

构、动物医疗场所等 

18 政府机构及社会

团体 

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公检法机构、工商税务机构、交通车

辆管理、民主党派等 

19 道路附属设施 服务区、收费站 

20 室内设施 室内设施 

21 通行设施 通行设施、建筑物门、临界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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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 

2.2.1 指标体系设置原则 

参照大量经常被使用且较为合理的指标体系制定原则： 

（1）遵循代表性的基本准则。在挑选指标时，必须确保这些建议能够真实

地展现出实际状况。例如，哪些服务设备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被视为

日常使用的设施。在选择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居民

生活的公共服务设施，因为一旦有遗漏，很可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需要明确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以防止它们之间的重复，从而使得评

估系统变得过于复杂。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的评价体系才会变得更具代表

性，并带有更强的实际价值。 

（2）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建设宜居城市是为了让居民在城市里安全，

舒适地生活，方便地居住。所以在选择评价城市生活便利的具体指标时需以居

民生活需求为主要依据，重点反映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体现出居民对

于城市生活设施的要求。所选指标一定要贴近百姓生活、能如实反映居民实际

需要。比如：居民最关注的是什么？会有哪些要求？从这些问题入手，将所选

择的指标体系进行筛选，最后根据自身情况合理确定指标权重，从而为不同层

次城市里的居住者提供较适合的服务。 

（3）遵循可操作性的基本准则。只有当评价指标具备操作性时，评价活动

才能真正得以实施。本研究操作性主要涵盖了两个核心方面：首先，能够准确

且真实地获取每一个指标的数据。本文主要从高德地图的 POI 数据中获取数据。

高德地图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包含了丰富的地理数据，并且这些数据

具有极高的准确性。通过分析发现，高德地图获取到的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包括

人口、房屋等各种属性和位置等多种特征。通过对这批数据的深度分析，我们

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因此，在分析城市中各种交通方式和土地

利用现状等情况后，可以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很明显，高德

地图不能提供本文所需要的所有数据，同时，在从高德地图获取数据时，还需

要考虑这些数据是否与本文所需数据覆盖的设施类别一致。其次，要考虑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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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鉴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存在差异，公共设

施的类型也会有所区别，因此，我们需要对评估标准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4）遵循可对比性的基本准则。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同一样本与其他同类样

本间的优劣关系及影响因素，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在评价指标体系里，

所有指标都应该是可比较的，这样不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可以进行比较，从

而更好地了解每个评价对象的发展水平差异。同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详细说明

和解释，以便于理解与应用。为了让研究成果更具全面性和丰富性，并增强城

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横向和纵向对比，本研究主要集中于选择那些基础、统一

且具有相对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而避免使用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的评价指标，以

全面了解研究区域内存在的各种特性。同时考虑到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和经济联

系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生活便捷程度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在城市的发

展历程中，由于各城市在自然环境、文化、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各城市在指

标统计上的口径有所不同，因此在挑选评价指标时，各城市的评价标准必须保

持一致性。 

2.2.2 公共设施分类标准及规范 

在利用 POI 数据进行居民生活便利度测评指标体系建设时，不能够只依靠

POI 数据来完成指标体系建设，需要参考现有的研究及标准规范，及学术研究

进展情况，并从中提取了与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的居民生活方便程度评估内容及

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评估，其内容及结果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本研究在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的选择上，结合文献研究法对中英文文献数据

库和相关网站进行检索，全面收集了国内外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及其评价指标

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明确识别和理解生活服务设施和生活便利度的定

义和内涵，归纳梳理生活便利度的测评工具、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影

响因素。居民生活服务设施，也就是通常生活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除此之外，还广泛参考借鉴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家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所

建立的城市生活便利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划分公共服务设施类型的标准与规范

主要包括的国家标准规范部委标准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2018)、《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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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标准(GB50137-2011)》、《城镇规划建设标准(GB50188-2007)》；省级文件及

规范有《江苏省十三五美丽宜居城乡建设规划》；学会或协会标准有《宜居城市

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住建部针对城市规划出台设计的《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50180-2018）分别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服务设施、

便民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交站场 6 个方面对生活圈内

的设施配置做出相关要求。现行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标准指出，一个相对

较为完善居住区的生活基础配套设施应包括 8 类 40 项，主要为教育、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市政公用、行政管理和其他。 

最终本文以《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和目前北京现行的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建设标准作为参考依据，基于 POI 数据构建居民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 

2.3 居民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理论基础，使用 POI 数据来收集城市内公共服

务设施的当前状况，并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指标评估体系。初

步构建涵盖 8 类一级指标和 26 类二级指标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具体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包含设施 

日常购物 

便民商店 超市、便利店、小卖部等 

综合市场 农副产品市场、蔬菜市场、果品市场等 

商场 普通商场、购物中心、免税店等 

科教设施 

学校 幼儿园、小学、中学 

培训机构 书画培训室、音乐中心、托管机构等 

科技文化场所 艺术馆、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 

餐饮设施 

中餐馆 地方风味菜馆、特色风味餐厅、综合酒楼等 

外国餐厅 西餐厅、各国料理等 

休闲餐饮 茶馆、咖啡厅、甜品饮品店等 

医疗设施 综合医院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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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院 口腔医院、骨科医院、妇科医院等 

诊所 中心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室等 

续表 2.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包含设施 

 药店 中药店、西药店等 

交通设施 

公交站 普通公交站、临时停靠站、BRT 快速公交站 

地铁站 地铁站出入口 

停车场 路边停车场、酒店停车场、小区停车场等 

体育娱乐 

影剧院 电影院、歌舞剧院、话剧院、音乐厅等 

娱乐场所 酒吧、KTV、棋牌室等 

运动场馆 健身中心、篮球场馆、台球厅等 

公园广场 公园、城市广场 

便民服务 

物流速递 物流、快递站、小区快递点等 

维修服务 汽车维修、摩托车维修、电器维修等 

各类营业厅 电讯营业厅、自来水营业厅、电力营业厅等 

美容美发 美容店、美发店等 

金融服务 
ATM 各大银行自助提款机 

银行 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 

 

具体而言，我们从日常购物、餐饮设施、科教设施、医疗设施、体育娱乐、

交通服务、便民服务、金融服务设施共 8 个方面展开。 

第一，日常购物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需求，

居民生活离不开日常购物。日常购物服务设施包含便民商店、商场、综合市场

等物品销售场所。 

第二，餐饮服务设施能够充分体现居民生活便利度。“民以食为天”，随着

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的改变，餐饮深刻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餐饮服务设施主

要包含了各类餐馆等提供餐饮服务的设施。 

第三，科教设施是居民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科教的力量不仅能增强国

力还能让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科教设施是居民生活的精神食粮和居民发展的根

基，学校、培训机构和科技文化场所等科教服务设施对于居民生活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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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医疗设施是指满足居民生活便利水平所对应的基本社会需求，是体

现居民生活便利度重要指标之一。一般将医疗设施主要界定为综合医院、专科

医院、诊所以及药店。 

第五，体育娱乐设施与居民便利是紧密相关的。影剧院、运动场馆、公园

广场等体育娱乐设施能够大大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以及精神性需求，日益成

为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重要设施之一。 

第六，交通设施满足了居民生活、生产和其他需求的物质供给，使居民生

活变得方便快捷。交通设施具体指研究区内的道路交通设施与交通工具服务场

所，包含公交站、地铁站和停车场等场所。 

第七，便民设施提升了居民生活便利度，是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保障，在

居民生活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便民服务设施包含了日常生活中必须的设施，

如快递点、理发店、各类商营业厅和维修服务等。 

第八，融服务设施为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的金融服务体验。银行营业点和

ATM 遍布大街小巷，金融服务设施普遍覆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生活便利

度持续、稳定地发展。 

2.4 小结 

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的 POI 数据反应城市居民生活的人文活动特征，反过来

也影响一定区域内居民生活便利度。因此，本文在参考大量文献研究和国家、

地方发布标准的基础上，基于 POI 数据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体

系，最终选择日常购物、餐饮设施、科教设施、医疗设施、体育娱乐、交通服

务、便民服务和金融服务设施共 8 个一级指标及 26 个二级指标为对象构建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21 

 

3 基于居民生活便利度问卷调查的居民便利指数测算 

在构建便利度指数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进行定量评价中，指标体系权重

确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基于 POI 数据对城市生活便利现有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多个城市整体进行横向对比，或大多集中在某一单一服务设施的布局分

析上，生活便利度研究尺度以微观尺度和城市差异研究较多，缺乏宏观尺度城

市层面设施之间相关性的系统评价。因此，本文基于德尔菲法传统思想，对传

统的德尔菲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之后再应用其来确定权重，并基于居民生活便利

度问卷调查测度城市内部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 

3.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理论依据 

本文基于德尔菲法的基本思想确定指标权重，并对传统德尔菲法进行合理

改进。德尔菲法又称特尔斐法、德尔斐法，也称专家调查法，是识别和优选问

题以做出决策的信息系统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3.1.1 传统德尔菲法 

在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确定过程中，传统德尔菲法依据系统的程序是通过对

专家多轮匿名函询，将专家反馈结果反复修正并汇总分享给专家小组，最后汇

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据此得出对未来情况较为可靠的预测。通常采用专

家的积极性系数、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来衡量德尔菲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具

体实施步骤为： 

（1）按照研究所需要的知识范围确定专家。专家要求有一定有名望的学派

代表，且一般建议选取 10～50 名专家。 

（2）通过书面形式向所有的专家提出了预期的问题和相关要求，并为这些

问题提供了完整的背景资料，最后由专家进行书面回应。 

（3）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各位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预测观点，并阐述了他

们是如何运用这些资料以及如何给出预测结果的。 

（4）汇总所有专家的修改建议后，再一次将其分发给各位专家，以便进行

第二轮的修改。通常需要经历三到四轮，直到所有的专家都不再改变他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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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最终确定综合评价各指标权重。 

因此，传统的德尔菲法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通过匿名书面咨询，可以消除

传统面对面专家会议方式之间的互相干扰，并减少权威人士对专家个人观点的

影响；在持续不断的信息反馈过程中，每一位专家的观点都有可能在思考过程

中被撤回、修改或扩充；有可能邀请来自各个不同地域的专业人士参与这项研

究，从而减轻了专家会议法在资金和时间方面对参与者的制约。但从传统德尔

菲法具体步骤可以看出，传统的德尔菲法虽然有它独特的优势但也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专家回复率低，过程比较耗时比较复杂等不足；频繁的函询可能使专

家感到疲惫，并可能对他们的决策产生影响；在样本数量和抽样技术方面，并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这导致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解

决方案。 

3.1.2 改进德尔菲法 

研究发现，德尔菲法不仅可以解决多指标非结构化问题，分析结果还具有

极高的准确性。但由于传统德尔菲法过程比较复杂且花费时间较长，存在上述

的局限性。本文确定权重运用的方法是基于传统德尔菲法思想，并对其进行了

一些改进。目前学者为使传统德尔菲法日趋完善，大多对传统德尔菲法进行不

同程度的改进之后再将其运用到实际问题中。现有改进一般为： 

（1）专家选择的改进 

传统德尔菲法的观点是，只要咨询的专家都是业务领域内有一定声誉的学

派代表，他们的观点就会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和处理。由于专家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的差异，他们在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和要素也会有所不同，这对研究者在

调查结果中的反馈信息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选择合适的专家变得尤为关

键。 

结果发现，由于专家认知水平限制和技术发展水平限制导致德尔菲法在技

术预见方面精度不高、可靠性不强。对此，蔡辉等（2004）分析德尔菲法少数

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是否可靠，并在此基础上对评估专家进行筛选与调整，以

增强专家观点的协调性。张冬梅（2009）等提出了技术环境监测法来监测在专

家预见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以假设及预见结果为依据的早期征兆，并及时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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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纠正了专家早期预见结果。 

本文在城市居民便利度测度和评价中，考虑到居民是直接感知和体验者，

故以居民意见替代传统德尔菲法中的权威专家意见，提出改进的德尔菲法确定

各项指标的权重。 

（2）形式的改进 

传统德尔菲法通常是以信函方式对专家进行调查，随着科学互联网技术的

进步，当下通常以邮件方式进行调查，从而减少了专家反馈所需时间并提高了

统计决策工作效率。 

王晓闽（1990）为了有效地防止专家单纯只是往中值靠拢，保证客观可靠

的预测结果。主办方通过电脑向各位专家发放问卷，得到专家的反馈之后主办

方及统计专家团队协作使其迅速得出统计结果，然后再向专家反馈结果，这样

几个来回之后得出的结果比较一致。 

本研究以文献回顾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并经过组别进行分析与探讨，以

形成结构化问卷进行居民评估，提供全体参与人员共同知识基础且节省时间、

提高了效率为居民提供了研究背景信息并让居民判断以既定事实为依据。并采

用网络居民问卷调查的形式代替专家函询表对居民进行调查。 

（3）轮回的改进 

王晓闽（1990）针对德尔菲法在初始阶段缺乏信息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

改进措施。他建议在开始征询专家意见之前，先通过文献综述、专家座谈和问

卷调研等手段收集相关的发展趋势和背景信息。这样的准备工作旨在为专家提

供一个共同的知识背景，从而减少德尔菲法需要的预测轮次，并要求专家对自

己的预测进行评估。此外，王晓闽还建议在设计专家咨询问卷时，事先征集专

家的意见，并通过一个协调小组来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以形成一个结构化的

问卷。这一过程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德尔菲法的首轮咨询。 

因此，不必严格遵循四轮模式，只要达到专家意见的高度一致性和协调度

即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24 

 

3.2 基于问卷调查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3.2.1 调查方案设计与问卷设计 

（1）调查方案设计 

a.调查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发展，增进民生

福祉，满足居民生活便利度、多样性生活需要，为建设生活便利的宜居城市提

供有力支撑。本调查主要着眼于了解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居民对城

市生活服务设施的评价、需求以及建议等。 

b.调查小组与调查对象 

在居民生活便利度研究中，居民生活经验和体验是测度居民便利度最直接

的证据。根据现有条件成立调查小组，包括 1 位教授和 4 位研究生。教授拥有

相当丰富的经验。调查小组通过讨论，确定选取本研究需要调查主体对象最终

界定在 20 岁以上，且对本研究有兴趣自愿参加的在城市居住多年，且生活实践

经验较为丰富的常驻居民代替专家。 

c.调查方式 

根据国内进行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调查的经验，采用线上网络居民问卷调

查的形式代替专家函询表对居民进行调查。以大样本调查结果替代专家意见修

改的重复过程，对居民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处理代替专家意见，最终基于居

民问卷调查结果确定指标权重。 

d.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便利程度，主要从日常购物、餐饮设

施、科教设施、医疗设施、体育娱乐、交通服务、便民服务、金融服务设施这

8 方面来了解居民生活的便利程度；居民对生活服务设施的评价及需求；居民

对改善生活服务设施便利度的建议。 

（2）问卷设计 

本研究在文献查阅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访谈及实地考察，编制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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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服务设施便利度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对城

市居民的重要性。具体问卷如附录 1 所示。 

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表达对研究者的参与表示感谢，

介绍本次调查目的、内容与用途，对调查项中的各类指标定义及分类进行了备

注和解释说明，方便被调查居民对调查项的理解，并对本次调查的保密性做出

说明；第二部分收集居民基本个人情况信息，该部分意图掌握并收集居民年龄、

性别、居住地等信息，方便对受访居民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为有效

问卷的筛选提供便利；第三部分客观调查题。根据 POI 数据的居民生活便利度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居民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调查题项。

此部分为问卷的主体部分，全部由排序题构成，主要包括 9 个项目，其中，将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8 个一级指标包含所有二级指标对应的各类设施重要程度进

行排序。除此之外，还需对 8 个一级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为了方便量化

分析，将调查的各指标排序评价结果转化成一定的数值评分。最常规的赋值方

法是对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即将重要程度最低的指标赋值 1，按重要程度排序

依次增加 1，以此类推。赋值数字表示不同的重要程度，数字越大，重要程度

越高；第四部分主观调查题。除以上设施外，您认为还需要哪些生活服务设施

会更好的提供生活便利？ 

采用线上网络居民问卷调查的形式代替专家函询表对居民进行调查。本次

调查线上以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共回收问卷 431 份，剔除年龄小于 20 岁受访者，

以及项目严重缺失等无效问卷，最后，我们成功回收了 382 份有效的问卷，其

中有效的回复率达到了 88.63%。 

3.2.2 德尔菲法的统计评价指标 

传统德尔菲法使用变异系数（CV）和 Kendall 协调系数（W）来判断居民

意见的协调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也就是专家对指标评分的离散程度。变异

系数能够反映专家评分的波动协调程度。Kendall 协调系数在德尔菲法中被用来

验证专家对各个指标评分的一致性。所以本文使用问卷的有效回复率来反映居

民的积极系数，使用变异系数和 Kendall 协调系数来反映有效问卷受访居民对

评估指标的评分协调程度。最后，将所有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并进行处理，得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 

--来自居民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26 

 

如下调查结果。 

（1）居民意见积极系数 

居民意见的积极系数用居民问卷调查的回收率来表示，即以问卷的回收率

作为积极系数的参考依据。居民意见的积极系数说明被调查居民对本次研究的

关心程度。积极系数是回复调查的居民数与发放调查问卷数之比。 

为提高居民意见的一致性，调查主体对象需对本研究有兴趣且自愿参加的

城市居民。此次调查居民意见积极系数为 100%。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受

访者约各占一半，且涵盖 20 岁以上不同年龄段、性别、学历、职业的居民。本

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431 份，剔除年龄小于 20 岁受访者，以及项目严重缺失等无

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82 份，问卷有效回复率为 88.63%。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中的居民对本次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研究的回收率也达到了基本

要求。 

（2）居民意见协调系数 

Kendall 协调系数检验步骤如下：首先计算检验统计量，同一评价者无相同

等级评定时，Kendall 协调系数𝑊的计算式为： 

𝑊 =
∑𝑅𝑖

2−
1

𝑁
(∑𝑅𝑖)

2

1

12
𝐾2(𝑁3−𝑁)

                                         （3.1） 

其中，𝑁为被评价指标，𝐾为参与评价的居民人数，𝑅𝑖是第𝑖个被评价指标

的被评等级之和。分子代表了每个评估指标评定的等级总和𝑅𝑖与所有这些总和

的平均值�̄�𝑖之间的差异平方和。 

Kendall 协调系数取值范围为 0~1，一般在 0.5 上下波动。𝑊值越接近 1 表

示居民意见协调程度越高，越接近 0 表示居民意见协调程度越低。 

最后对 Kendall 协调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即卡方检验。其卡方检验式为： 

𝜒𝑅
2 = 𝐾(𝑁 − 1)𝑊                                        （3.2） 

并根据显著性水平𝛼 = 0.05和自由度𝑑𝑓 = 𝑁 − 1的卡方分布，通过自由度

和显著性水平，从𝜒2值表中查找临界值𝜒𝛼
2，如果𝜒𝑅

2值大于𝜒𝛼
2值，那么可以认为

协调系数经过检验后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居民的评估意见具有良好的协调性，

结果是可取的。反之，𝜒𝑅
2值很小，这意味着居民意见在非偶然协调方面的可能

性更高，在 95%的置信度条件下，如果 P＞0.05，那么可以认为居民意见在非

偶然协调方面是不可靠的，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和评价结果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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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本次问卷调查评分结果进行检验，最终得出结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居民意见 Kendall 协调系数 

一级指标 𝐾 N 𝑊 𝜒𝑅
2 𝑃 

日常购物 382 3 0.515 393.712 <0.001 

科教设施 382 3 0.546 417.361 <0.001 

餐饮设施 382 3 0.520 397.607 <0.001 

交通设施 382 3 0.494 565.703 <0.001 

医疗设施 382 4 0.518 395.942 <0.001 

体育娱乐 382 4 0.507 580.699 <0.001 

便民服务 382 4 0.505 578.278 <0.001 

金融服务 382 2 0.546 213.609 <0.001 

平均值 —— —— 0.519 —— —— 

 

由表 3.1 可知，一级指标的 Kendall 协调系数平均为 0.519，其中仅有 1 项

小于 0.5，但均在 0.5 上下波动， 检验所得𝑃值均小于 0.05，表明在 95%的置信

度下，居民评估意见协调性好，结果可取，均具有极显著的统计意义。说明

382 个居民对指标评分具有一致性，所有居民评价各项指标的协调程度较高。 

（3）居民意见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即某指标的重要性评分标准差与均数的比值，其值越小表明居民

指标评分波动程度越小，协调程度越高。具体计算式为： 

𝐶𝑉𝑖 =
𝜎𝑖

𝑋𝑖
                                                 （3.3） 

其中，𝐶𝑉𝑖代表第𝑖个指标的变异系数，𝜎𝑖是第𝑖个指标的标准偏差，而𝑋𝑖则

是第𝑖个指标的平均值。本次问卷调查中，居民对各指标评价结果的变异系数如

表 3.2 所示。 

 

表 3.2 问卷调查居民意见变异系数 

一级指标 𝐾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二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日常购物 382 4.840 0.386 0.080 

便民商店 1.430 0.343 0.240 

综合市场 3.100 0.215 0.069 

商场 2.470 0.287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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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设施 382 3.500 0.298 0.085 学校 3.840 0.059 0.015 

续表 3.2 

一级指标 𝐾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二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培训机构 2.440 0.138 0.057 

科技场所 2.720 0.242 0.089 

餐饮设施 382 3.480 0.169 0.049 

中餐厅 3.680 0.121 0.033 

外国餐厅 2.100 0.040 0.019 

休闲餐厅 3.210 0.153 0.048 

交通设施 382 3.140 0.249 0.079 

公交站 4.010 0.634 0.158 

地铁站 2.930 0.611 0.209 

停车场 3.320 0.429 0.129 

医疗设施 382 2.360 0.439 0.186 

综合医院 3.740 0.685 0.183 

专科医院 3.260 0.350 0.107 

诊所 2.980 0.388 0.130 

药店 2.760 0.436 0.158 

体育娱乐 382 1.580 0.310 0.196 

影剧院 3.230 0.561 0.174 

娱乐场所 3.370 0.582 0.173 

运动场馆 3.460 0.555 0.160 

公园广场 3.950 0.639 0.162 

便民服务 382 1.210 0.201 0.166 

物流速递 4.540 0.457 0.101 

维修服务 3.130 0.483 0.154 

各类营业厅 3.380 0.521 0.154 

美容美发 2.940 0.469 0.160 

金融服务 382 1.080 0.022 0.020 
ATM 2.730 0.244 0.089 

银行 2.270 0.244 0.108 

 

一般变异系数限值在 20%~35%之间，即变异系数不超过 35%就能说明居民

意见趋于一致。由上表可知一级指标变异系数均小于 20%，最小为 0.02，最大

为 0.196。二级指标变异系数均小于 25%，且其中仅有 2 个指标变异系数超过

20%，说明问卷调查结果对全部评价指标的协调程度较好。综合表 3.1、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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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均表明居民对影响生活便利度的公共设施需求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3.2.3 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的权重定义为在评估过程中根据各种指标对评估结果的贡献程度来确

定的，权重的合理性将直接决定评估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指标的权重体现了各个指标对整体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目前，有许多方法可

以确定这些指标的权重，例如层次分析法、模糊定权法和熵权法等。但是，无

论哪种方法确定的权重分配都有其合理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

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使用哪种方法。 

本研究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对不同权重确定方法的对比分析，并结

合城市居住适宜性评价的实际指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了便于对评估结果进

行统计运算，同时考虑将尽可能将调查步骤精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提高咨

询质量，所以最终根据德尔菲法的思想，对居民生活便利度调查结果运用平均

分法来确定指标权重。与其他权重确定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城市居民生活便利

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中可能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完整性和层

次性。 

汇总统计出居民生活便利度调查问卷结果，并以此计算指标体系中各项指

标的权重。其中 8 大维度的权重以及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各自对应的居民

得分均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设共有𝑚个一级指标𝑋1, 𝑋2, … , 𝑋𝑚。对任意一级指标𝑋𝑓进行重要性排序，一

级指标𝑋𝑓重要性排序处于第 1 位到第𝑚位分别表示为𝑋𝑓
(1)
, 𝑋𝑓

(2)
, … , 𝑋𝑓

(𝑚)
。由于选

择顺序不同，其重要程度也不同，所以需要进行反向计分。若𝑋𝑓排在第 1 位，

𝑋𝑓
(1)

得分为𝑚。𝑋𝑓排在第 2 位，𝑋𝑓
(2)得分取𝑚 − 1，以此类推，𝑋𝑓排在第𝑚位，

𝑋𝑓
(𝑚)

得分取1。 

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个数并不相同，一级指标𝑋𝑓包含𝑛𝑞个二级指标

𝑋𝑓1, 𝑋𝑓2, … , 𝑋𝑓𝑛𝑞，对任意二级指标𝑋𝑓ℎ进行重要性排序，其中ℎ = 1,2, … , 𝑛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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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𝑋𝑓ℎ重要性排序处于第 1 位到第𝑛𝑞位分别表示为𝑋𝑓ℎ
(1)
, 𝑋𝑓ℎ

(2)
, … , 𝑋

𝑓ℎ

(𝑛𝑞)，若𝑋𝑓ℎ

排在第 1 位𝑋𝑓ℎ
(1)

得分取𝑛𝑞，𝑋𝑓ℎ排在第 2 位𝑋𝑓ℎ
(2)

得分取𝑛𝑞 − 1，以此类推，𝑋𝑓ℎ排

在第𝑛𝑞位𝑋
𝑓ℎ

(𝑛𝑞)得分取1。例如，日常购物指标下有三个二级指标，对这三个二

级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重要性评分，排在第一位的指标得分取 3，排在第二位

的指标得分取 2，排在第三位的指标得分取 1，居民所给指标重要性评分数值越

大，表明专家认为该指标在评价生活设施时越重要。 

最后将各排序方案得分分别乘以各方案应答人数，求和之后再除以其所属

同一级指标的所有排序方案和其应答人数乘积之和，可得指标权重。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共有 8 个一级指标，此时𝑚 = 8。赋予第 1 位得分为 8，

第 2 位得分为 7，以此类推，第 8 位得分为 1。整理调查数据，一级指标各方案

人数为𝑆𝑓
(𝑔)

，则一级指标权重具体计算见（3.4）式： 

𝑊𝑓
(1)

=
∑ 𝑋𝑓

(𝑔)
𝑆𝑓
(𝑔)𝑚

𝑞=1

∑ 𝑋1
(𝑔)

𝑆1
(𝑔)𝑚

𝑞=1 +∑ 𝑋2
(𝑔)

𝑆2
(𝑔)𝑚

𝑞=1 +⋯+∑ 𝑋𝑚
(𝑔)

𝑆𝑚
(𝑔)𝑚

𝑞=1

                 （3.4） 

其中，𝑊𝑓
(1)

为一级指标权重，此时𝑚 = 8，𝑔 = 1,2, … ,8。 

同理，可求二级指标𝑋𝑓ℎ的权重𝑊𝑓ℎ
(2)

。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在其所属一级指

标内计算，具体计算见（3.5）式： 

𝑊𝑓ℎ
(2)

=
∑ 𝑋𝑓ℎ

(𝑞)
𝑆𝑓ℎ
(𝑞)𝑛𝑞

𝑞=1

∑ 𝑋𝑓1
(𝑞)

𝑆𝑓1
(𝑞)

+∑ 𝑋𝑓2
(𝑞)

𝑆𝑓2
(𝑞)𝑛𝑞

𝑞=1 +⋯+∑ 𝑋𝑓ℎ
(𝑞)

𝑆𝑓ℎ
(𝑞)𝑛𝑞

𝑞=1

𝑛𝑞
𝑞=1

                 （3.5） 

需要说明的是，所属一级指标不同，其包含的二级指标个数𝑛𝑞也不同，

𝑞 = 2，或𝑞 = 3或𝑞 = 4，此时𝑛𝑞 = 1,2或𝑛𝑞 = 1,2,3或𝑛𝑞 = 1,2,3,4，𝑆𝑓ℎ
(𝑞)

表示二

级指标各方案问卷应答人数。 

以此计算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𝑊𝑓
(1)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𝑊
𝑓ℎ

(2)
 

日常购物(𝑋1) 0.190 
便民商店(𝑋11) 0.405 

综合市场(𝑋12)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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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𝑋13) 0.246 

科教设施(𝑋2) 0.100 学校(𝑋21) 0.473 

续表 3.3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𝑊𝑓
(1)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𝑊
𝑓ℎ

(2)
 

  
培训机构(𝑋22) 0.240 

科技文化场所(𝑋23) 0.287 

餐饮设施(𝑋3) 0.153 

中餐馆(𝑋31) 0.447 

外国餐厅(𝑋32) 0.185 

休闲餐饮(𝑋33) 0.368 

医疗设施(𝑋4) 0.152 

综合医院(𝑋41) 0.301 

专科医院(𝑋42) 0.193 

诊所(𝑋43) 0.232 

药店(𝑋44) 0.274 

交通设施(𝑋5) 0.143 

公交站(𝑋51) 0.373 

地铁站(𝑋52) 0.332 

停车场(𝑋53) 0.295 

体育娱乐(𝑋6) 0.089 

影剧院(𝑋61) 0.222 

娱乐场所(𝑋62) 0.237 

运动场馆(𝑋63) 0.246 

公园广场(𝑋64) 0.295 

便民服务(𝑋7) 

  
0.121 

物流速递(𝑋71) 0.354 

维修服务(𝑋72) 0.213 

各类营业厅(𝑋73) 0.238 

美容美发(𝑋74) 0.195 

金融服务(𝑋8) 0.052 
ATM(𝑋81) 0.578 

银行(𝑋82)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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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测算 

3.3.1 基于 POI 数据计算生活服务设施密度 

生活服务设施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项设施在该区

域内存在的量值多少。因此，基于 POI 数据计算生活服务设施密度对构建城市

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构建生活便利度指标体系的过程

中，以下是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密度的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将 POI 数据进行分类得到各研究区各类设施个数，再利用各研究区域

面积，最终得到𝐷𝑖𝑗表示第𝑖个研究区域第𝑗类的设施分布密度，具体计算见（3.6）

式：  

𝐷𝑖𝑗 =
𝑋𝑖𝑗

𝐿𝑖
                         （3.6） 

其中，𝑋𝑖𝑗表示第𝑖个研究区域范围内第𝑗类设施的总个数，𝐿𝑖而表示第𝑖个研究区

域的面积。 

3.3.2 居民生活便利指数 

基于之前的步骤，我们已经确定了在生活便利度指标体系中的各种生活服

务设施的密度，为了计算这些设施的生活便利度，我们还需要对它们进行加权

处理。因此，结合确定的指标权重，考虑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密度，构建居民生

活便利指数。具体计算见（3.7）式： 

𝐶𝑖 = ∑ ∑ 𝐷𝑖𝑗𝑊𝑗
(2)𝑛𝑞

𝑗=1
𝑚
𝑓=1 𝑊𝑓

(1)
               （3.7） 

其中，𝐶𝑖分别代表第𝑖个研究区域的生活便利指数，𝑊𝑓
(1)
(𝑓 = 1,2, … ,8)为一级指

标权重，𝑊𝑗
(2)(𝑗 = 1,… , 𝑛𝑞)为二级指标权重。 

3.4 小结 

本文首先对传统德尔菲法做出改进，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居民生活便利度研究中，居民生活经验和体验是测度居民便利度最直接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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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文选取在城市居住多年，且生活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居民代替专家。（2）

采用网络居民问卷调查的形式代替专家函询表对居民进行调查。（3）咨询过程

在形式上并不遵循四轮模式，只要各方专家的观点已经逐渐达成共识，那么咨

询就会被终止。（4）以大样本调查结果替代专家意见修改的重复过程，对居民

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处理代替专家意见的综合处理结果。 

其次，基于 POI 数据构建的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居民调查问

卷。对城市居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问卷调研，整理调研结果，并基于居民问卷

调查结果确定指标权重。 

最后，基于 POI 数据统计出各研究区域各类公共设施数量，考虑研究区域

面积与公共设施数量绝对个数有关。以公共设施密度为基准，利用各类设施权

重构建居民生活便利指数的测度方法，利用生活便利指数来测度居民生活便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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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 

为检验城市居民便利指数可行性和合理性，选取被中央确定为西部地区重

要的中心城市之一的兰州市作为案例城市，以兰州市城关区各街道居民生活便

利度测度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在对兰州市城关区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分析的基础

上，运用前面构建的居民生活便利度测度方法对兰州市城关区街道和城市居民

生活便利度进行综合评测，分析兰州市城区生活设施空间利用情况。探寻兰州

市城关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补充大数据在生活便利度研

究领域的完整性。 

4.1 研究地区与数据来源 

4.1.1 研究地区 

兰州市位于北纬 36°03′，东经 103°40′，现辖 5 个主城区 3 个县，其

中有 4 个老城区，分别是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 

 

 

图 4.1 兰州市主城区高程图 

 

兰州市地理形态如图 4.1 所示。黄河自东向西穿城而过，呈现出南北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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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黄河的山谷地形，具有带状盆地城市的典型特征。城市沿河而造，发展也只

能沿河发展，受制于这种“两山夹一河”的地形，城市空间过于狭长，主城区

东西狭长。土地空间狭长导致兰州主城区的土地供应不足，给城市民生建设甚

至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由于兰州市地势复杂，为更好地研究城市内的生活服务设施分布情况，本

文仅选取山地相对较少的核心城区城关区作为研究区域，数据最小行政区域单

位是街道。城关区是兰州的政治、经济、商贸中心核心老城区，是该市最早形

成和发展的城市区域。行政区划现辖 25 个街道。 

4.1.2 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的 POI 数据库主要包括基于百度地图的百度 POI 以及基于高德

地图的高德 POI。本研究的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是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

系统下载和分割而来的，并利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手段，收集了兰州市城关区各

种设施的高德 POI 数据。 

 

表 4.1 兰州市城关区 POI 数据属性表（部分展示） 

ID POI 名称 
所属街

道 
地址 

wgs84_

lng 
wgs84_l

at 
大类 中类 小类 

1 

龙泉山庄 11

号 
青白石

街道 

兰山公园头

营新村大停

车场内 

103.839

5991 
36.0168

5899 餐饮服

务 

中餐

厅 

中餐

厅 

2 

九月别院 
青白石

街道 

伏龙坪头营

村九月别院 

103.836

2833 
36.0164

6805 餐饮服

务 

餐饮

相关

场所 

餐饮

相关 

3 
兰山 88 号

农家乐 

青白石

街道 

伏龙坪街道

头营村 88 号 

103.838

502 
36.0144

0854 
餐饮服

务 

中餐

厅 

中餐

厅 

... ... ... ... ... ... ... ... ... 

125751 

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医

院健康体检

中心 

酒泉路

街道 

静宁路 74 号

三爱堂医院 

103.82

81 

36.0482

5 

医疗保

健服务 

医疗

保健

服务

场所 

医疗

保健

服务

场所 

125752 

兰州市妇幼

保健院门诊

楼 

五泉街

道 

火车站西路

816 号 

103.82

38 

36.0446

1 

医疗保

健服务 

专科

医院 

专科

医院 

125753 

兰州市妇幼

保健院住院

部 

五泉街

道 

火车站西路

816 号兰州市

妇幼保健院

103.82

42 

36.0448

1 

医疗保

健服务 

专科

医院 

专科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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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楼 

 

共提取信息 17 个大类，22352 条。具体情况（部分数据）如表 4.1 所示。

本研究选择采取高德地图 POI 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而高德地图 POI 数据使用的

是火星坐标，需要将该坐标系转化为 WGS84 坐标系，坐标系转换是空间分析

一项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因此，原始数据去重后以 WGS-84 地理坐标系导入

ArcGIS。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得到的 2023 年 1 月兰州市城关区全类

别的 POI数据，数据包含地理位置、属性特征、时间范围等信息。 

 

表 4.2 兰州市城关区 POI 数据分类数 

一级指标 数量（个） 二级指标 数量（个） 

日常购物(𝑋1) 4888 

便民商店(𝑋11) 2912 

综合市场(𝑋12) 1918 

商场(𝑋13) 58 

科教设施(𝑋2) 1346 

学校(𝑋21) 392 

培训机构(𝑋22) 888 

科技文化场所(𝑋23) 66 

餐饮设施(𝑋3) 7254 

中餐馆(𝑋31) 6025 

外国餐厅(𝑋32) 218 

休闲餐饮(𝑋33) 1011 

医疗设施(𝑋4) 1533 

综合医院(𝑋41) 107 

专科医院(𝑋42) 255 

诊所(𝑋43) 565 

药店(𝑋44) 606 

交通设施(𝑋5) 2492 

公交站(𝑋51) 494 

地铁站(𝑋52) 79 

停车场(𝑋53)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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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娱乐(𝑋6) 1003 
影剧院(𝑋61) 61 

娱乐场所(𝑋62) 657 

续表 4.2 

一级指标 数量（个） 二级指标 数量（个） 

  
运动场馆(𝑋63) 246 

公园广场(𝑋64) 39 

便民服务(𝑋7) 3080 

物流速递(𝑋71) 550 

维修服务(𝑋72) 198 

各类营业厅(𝑋73) 258 

美容美发(𝑋74) 2074 

金融服务(𝑋8) 835 
ATM(𝑋81) 401 

银行(𝑋82) 434 

 

为了方便后续的计算工作，我们将收集到的兰州市高德 POI 数据根据前述

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分类、整理和统计，从而得到了兰州市城关区 POI 数据

的各个分类的具体数量整理表，如表 4.2 所示。 

4.2 各类生活设施的空间可视化分析 

城关区地处兰州盆地东部，它是兰州市的中心老城区，同时也是政治、经

济、文化、科研、交通和商业的核心地带。该区的总面积为 207.84 平方公里，

其中已经建成的区域面积为 67.92 平方公里，目前的行政划分包括 25 个街道办

事处。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对兰州市城关区的 8 种生活服务设施进行了详细的

空间分析，并对比了这些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集中或分散状况。 

（1）日常购物服务设施 

日常购物服务设施共 4888 个，其中便民商店 2912 家，商场 58 家，综合市

场 19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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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兰州市城关区日常购物生活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根据图 4.2 分析购物相关设施集聚情况分析可以发现，兰州市日常购物服

务设施空间分布为多核心大面积广范围集聚。购物设施分布较广，大致呈由城

关区中部为中心向东西扩散的趋势。两个购物服务设施核密度值较高的主核心，

集中出现在城关区酒泉街道和雁南街道，附近是购物服务设施分布最密集的街

道。日常购物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街道为雁南街道，共有 503 家购物设施，商

业特征显著。 

根据集聚特征分析，日常购物服务设施整体分布情况较好。日常购物服务

设施分布趋向于在商业区聚集的特征，主要分布在城关区的张掖路街道、酒泉

路街道、皋兰路街道、雁北街道等地区，而这里是著名的西关商圈、东方红广

场商圈、雁滩商圈。 

（2）科教服务设施 

兰州市城关区日常科教服务设施共 1346 个，其中学校 392 个，科技文化场

所为 66 个，培训机构为 888 个。由图可知，兰州市日常教育服务设施空间分布

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呈现“一主多副”的核心集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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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兰州市城关区科教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根据图 4.3 分析集聚区域和集聚特征，形成以张掖街道、酒泉街道和白银

街道三处交界处组成的教育设施集聚高峰点。科教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街道为

张掖街道，共有 120 家购物设施。科教服务设施分布主要分布在城关区，2022

年城关区常住人口 1278745 万，人口密度为 5813 人/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最大，

城镇化率为 100%。 

（3）餐饮服务设施 

兰州市城关区餐饮服务设施共 7254 个，其中休闲餐饮 1011 家，外国餐厅

218 家，中餐厅 6025 家。由图可知，兰州市城关区餐饮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为多

个核心大面积范围广且明显的核心集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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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兰州市城关区餐饮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根据图 4.4 分析餐饮服务设施集聚区域及范围分析可以发现：兰州市各类

餐饮设施空间分布中，形成“多核心”的设施等级体系。餐饮设施分布较广，

根据集聚区域分析，餐饮设施集聚高峰点主要分布在城关区的张掖路街道、临

夏路街道、酒泉路街道。餐饮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街道为张掖路街道，共有

888 家购物设施，餐饮服务设施分布也趋向于在商业区聚集的特征，多集中于

各大商圈。根据集聚特征分析，餐饮服务设施整体分布情况相对较好。 

（4）医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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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兰州市城关区医疗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兰州市城关区日常医疗服务设施共 1533 个，其中综合医院 107 家，专科医

院 389 家，药店 606 家，诊所 565 家，由图可知，城关区市医疗服务设施空间

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呈现“一主一副”的集聚特点。 

根据图 4.5 分析集聚区域和集聚范围，兰州市城关区日常医疗服务设施形

成以酒泉街道和皋兰路形成的医疗服务设施集聚高峰点以及由渭源路街道形成

的医疗服务设施副集聚点。兰州市城关区日常医疗服务设施分布核密度的高值

主要分布在中心街区主要位于城关区酒泉街道，共有 154 家购物设施。 

（5）交通服务设施 

 

 

图 4.6 兰州市城关区交通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兰州市城关区日常交通服务设施 2492，其中，公交站点 494 个，地铁站 79

个，停车场 1919 个。如图 4.6 所示，兰州市城关区交通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中呈

现较为明显的主核心集聚，即交通服务设施分布较为集中的张掖路街道、酒泉

街道和白银路街道。以主核心向东西方向延伸。交通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街道

为张掖路街道，共有 159 个设施点数据。根据集聚特征分析，交通服务设施分

布也受商圈影响，且城关区形成核心集聚现象，说明城关区作为老城区路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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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道路交通设施覆盖面积较大，交通服务设施分布情况相对较好。 

（6）体育服务设施 

兰州市城关区日常体育服务设施 1003 个，其中，公园广场 39 家，运动场

馆 246 家，影剧院 61 家，娱乐场所 657 家。由图可知，兰州市城关区日常户外

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存在一个小范围核心集聚。 

 

 

图 4.7 兰州市城关区体育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根据图 4.7 分析集聚区域与范围可知，兰州市体育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中，

体育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存在一个小范围主核心集聚，中心分布在张掖路街道和

白银街道，集聚范围较小。总体来看。城关区体育服务设施大多分布较为发散，

难以大面积成片集聚。体育服务设施集聚现象均不明显，说明兰州市城关区体

育服务设施分布情况较为分散。 

（7）便民服务设施 

兰州市城关区便民服务设施共 3080 个，其中，各类营业厅 258 家，美容美

发 2074 家，维修服务 198 家，物流速递 550 家。由图可知，兰州市城关区便民

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存在“一主两副”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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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兰州市城关区便民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根据图 4.8 分析集聚区域可知，兰州市城关区便民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形成一

个便民服务设施分布密度较为密集的区域，即张掖路街道、临夏路街道和白银

路街道。张掖路是城关区便民服务设施最多的街道，数量高达 358 个，核心聚

集效果显著。除此之外，还存在 2 处低密度聚集区域，分别是拱星墩街道，雁

北街道。根据集聚范围而言，兰州市城关区日常医疗服务设施分布相对较好。 

（8）金融服务设施 

兰州市城关区金融服务设施共 835 个，其中，ATM401 家，银行 434 家。

根据图 4.9 分析集聚区域与范围可知，兰州市城关区金融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中

存在一个主核心集聚，中心分布在张掖路街道和酒泉路街道，集聚范围较大，

向东扩散至城关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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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兰州市城关区金融服务设施核密度分布图 

 

综上所述，比较兰州市城关区八类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情况可知，整体

上八类服务业的分布都是以城关区内部为中心沿黄河走向东西向外扩散，且各

类服务设施的聚集地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重合特征。城关区内的各类生活服务设

施分别在相似的区位形成了规模各异的集聚区。另外，八种生活服务行业的设

施集聚程度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为：餐饮>购物>便民>交通>体育>科教>医

疗>金融。 

4.3 基于 POI 数据测度各街道生活便利指数 

4.3.1 计算各街道生活便利指数 

首先通过将 POI 数据进行分类得到各研究区各类设施个数，再利用各研究

区域面积，最终得到研究区域每类的设施分布密度，结合确定的指标权重，综

合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密度，构建居民生活便利指数。 

获取兰州市城关区街道设施 POI 数据和各街道实际管辖面积，利用生活便

利指数式（3.7）测度兰州市各街道居民生活便利度，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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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兰州市城关区各街道生活便利指数 

序号 街道 C  面积 

1 张掖路街道 52.2690 1.21 

2 酒泉路街道 51.7326 0.86 

3 临夏路街道 49.9738 1.09 

4 皋兰路街道 49.0332 1.17 

5 白银路街道 36.2743 1.22 

6 团结新村街道 33.8839 1.33 

7 铁路东村街道 33.2218 0.67 

8 雁南街道 28.9876 3.34 

9 铁路西村街道 28.0191 0.8 

10 广武门街道 27.9744 1.69 

11 五泉街道 25.8504 1.36 

12 拱星墩街道 22.9450 2.79 

13 东岗西路街道 22.8578 1.77 

14 嘉峪关路街道 22.6622 2.43 

15 高新区街道 18.0245 2 

16 渭源路街道 15.4369 2.27 

17 雁北街道 13.7494 9.75 

18 焦家湾街道 10.3397 2.97 

19 火车站街道 9.9495 2.67 

20 东岗街道 4.8245 8.98 

21 草场街街道 3.2124 9.51 

22 靖远路街道 2.4786 20.28 

23 盐场路街道 1.1723 1.1723 

24 青白石街道 0.3716 0.3716 

25 伏龙坪街道 0.2997 0.2997 

 

城关区全域范围的生活便利度均值为 22.6218，中位数为 22.9450。其中，

张掖路街道的生活便利指数为 52.2690，是城关区生活便利指数最高的街道；酒

泉路街道次之，生活便利指数为 51.7326；第三是临夏路街道，生活便利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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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738。伏龙坪街道最低，生活便利指数仅为 0.2997。由此也可以看出兰州市

城关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存在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但普遍较好。 

4.3.2 各街道生活便利指数的空间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兰州市城关区居民生活便利度差异情况，根据各街道生活

便利指数对 63 个街道采用黄金分割法进行科学分层。最终将研究区生活便利指

数划分为 5 个等级，即高便利度[32.30,52.27)，较高便利度[24.67,32.30)，中等

便利度[16.67,24.67)，次低便利度[7.63,16.67)，低便利度(0,7.63]，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生活便利指数阈值划分 

等级 低便利度 较低便利度 中等便利度 较高便利度 高便利度 

指数 [0,7.63) [7.63,16.67) [16.67,24.67) [24.67,32.30) [32.30,52.27) 

 

根据表 4.4 分类结果，分析兰州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空间分布，研究区域

内，高便利度区域面积较小且集中分布于市中心区域，而低便利度区域面积较

大且分布在据城中心区域较远的地区，城关区各街道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差异明

显，这与城关区的实际状况是一致的。为了深入了解不同级别街道的生活便利

度的空间分布特点，我们利用 GIS 技术制作了详细的专题地图，并对兰州市城

关区的居民生活便利度指数进行了空间分布分析，如图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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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兰州市城关区居民生活便利指数空间分布 

（1）高便利度区域 

兰州市城关区有 7 个街道属于高便利度区域，分别是张掖路街道、酒泉路

街道、临夏路街道、皋兰路街道、白银路街道、团结新村街道和铁路东村街道，

此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密度较大，属于设施高地，各类生活配套设施建设最完善。

从图 1 可以看出高便利度街道均位于黄河以南，集中分布在城关区的黄金地段，

是兰州市中心地标，也是居民休闲购物集中的现代化商业区，它们作为行政、

商业核心区拥有较多的公共服务设施。 

（2）较高便利区域 

居民便利指数较高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情况相对较好，各类公共服务

设施相对来说建设较为完善。城关区有 4 个街道为较高便利度区域，分别是雁

南街道、铁路西村街道、广武门街道和五泉街道。大部分位于城关区核心区域

与高便利度区域相连，而雁南街道是城市北拓、东扩进阶的关键链接点，具有

体量可观的商业资源。高便利度街道均位于黄河以南，集中分布在城关区的黄

金地段，是兰州市中心地标，也是居民休闲购物集中的现代化商业区，它们作

为行政、商业核心区拥有较多的公共服务设施。 

（3）中等便利区域 

兰州市城关区共有 4 个街道为中等便利度区域，均位于黄河以南城关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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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别是拱星墩街道、东岗西路街道、嘉峪关路街道和高新区街道。此类区

域各类服务设施密度一般，或者服务设施各类别覆盖情况有差异较大。均位于

黄河以南城关区中部，分别是拱星墩街道、东岗西路街道、嘉峪关路街道和高

新区街道。拱星墩街道便民服务设施覆盖率较差，但其他类设施覆盖情况均良

好。嘉峪关路街道虽日常购物、餐饮设施等便利度较好，但金融设施覆盖率较

低。为方便居民生活便利度，应结合单项设施覆盖情况有重点地增添设施，完

善各类设施覆盖情况。 

（4）较低便利区域 

较低便利区域内，总体来看，未得到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覆盖，生活便利

指数较低。共有 4 个街道为较低便利度区域，分别是渭源路街道、雁北街道、

焦家湾街道和火车站街道。其中，渭源路街道生活便利指数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渭源路街道行政事业单位较多，包括科研机构以及省人民医院、省图书馆、省

电视台等，因此餐饮设施、体育娱乐设施等相对较少，而餐饮设施权重较高导

致该区域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较低。 

（5）低便利区域 

兰州市城关区有 6 个街道属于低便利区域，即东岗街道、靖远路街道、草

场街街道、伏龙坪街道、盐场路街道和青白石街道。渭源路街道生活便利指数

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渭源路街道行政事业单位较多，包括科研机构以及省人民医

院、省图书馆、省电视台等，因此餐饮设施、体育娱乐设施等相对较少，而餐

饮设施权重较高导致该区域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较低。城关区有东岗街道、靖远

路街道、草场街街道、伏龙坪街道、盐场路街道和青白石街道共 6 个街道属于

低便利区域。草场街街道、盐场路街道、青白石街道位于黄河以北城关区北部

外围街道与榆中县、皋兰县相邻。伏龙坪街道和东岗街道多为山地，位于城关

区南部外围街道与榆中县相邻。此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较缺乏，为居民总体

生活便利带来不利影响，属于设施洼地，为方便该区域居民生活便利，应优先

考虑增加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4.3.3 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优化策略 

（1）我们的目标是有效且平衡地提高兰州市城关区各个街道的公共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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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打造一个便利且全方位的城市公共服务环境，并以街道为中心，增强社区

生活的便捷性。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加

大对社会资本投入力度，鼓励企业与个人投资兴办各类社区服务组织，推动

“互联网+”模式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应用。 

兰州市应当集中精力推动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以形成一个涵盖区、

街道和社区的多层次、多功能和独特特色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从而进一步加

速兰州市生活便利度的建设进程。同时要注重改善居住条件和人居环境，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实现“居者优其居”的目标。尽管兰州市城关

区的生活便利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和较快的进展，但仍然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城关区的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建设，

增加服务设施的数量，并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民生建设原则，有针对

性地提升服务设施的能力。为了满足各种人群的日常购物和休闲娱乐需求，我

们需要加大对社区幼儿园、医院、文化中心、社区食堂和运动场等设施的建设

和资源的共享力度。 

（2）加快兰州市城关区外围街道的发展速度，以进一步塑造城市的集聚化

发展模式。要在全面了解现状基础上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布局功能分区，提高

服务水平。在考虑兰州市的生活便利度时，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设施不足的街

道，弥补其不足，并建设各种级别、种类繁多的生活服务、教育、医疗和文化

娱乐设施，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针对现有研究中对城市核心区及边缘区划分存在不足，提出了基于功能分

区的城市“中心区—边缘区”双圈层结构模式。通过合理的规划引导，有计划、

有目的地通过交通用地指标的倾斜、合理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引导商业服务设

施等措施，可以有效地发展生活便利度指数较低的外围街道，引导各种服务设

施向其倾斜，重点提高这类区域的城市服务能力，加强建设用地和基础设施的

空间分布的合理性。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向这类关键区域，并有力地促进

了中心和外围街道的深度整合，从而构建了城市的集中发展模式。 

4.4 小结 

兰州是西北地区高水平城市化城市、宜居城市的代表，被中央确定为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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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城关区是兰州市的核心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公

共交通也非常便利。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的生活服务设施覆盖度较高，

人口密度较为集中。因此成为各种生活服务业集中分布的主要地带。以兰州城

关区作为案例地探究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评价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指标，

综合分析各类型设施的空间分布，能够及时全面地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

存在的问题，据此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出合理且有益的建议。 

受河流山脉等地理格局以及城市中心地带经济发展较好的影响，生活便利

指数高的街道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生活便利指数低的街道主要分布在外

围区域，呈现典型的经济指向，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证实了构建的城市生活

便利指数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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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本文基于城市 POI 数据，构建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居民问卷调查，利用改进的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进一步测度居民生活区

生活便利度。以兰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街区作为分析的基础单元，对各

街道生活便利指数进行测度，定量分析兰州市居民生活便利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提供数值度量直观的可视化展示，研究结果表明： 

（1）POI 数据以其易获取、准确性、多样性为特点。相较于年鉴中的数据，

POI 数据可以更好地揭示公共服务设施的市场动态，并为我们提供分析设施种

类和数量的工具，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影响设施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它们的作用方

式。本文基于 POI 数据构建居民生活便利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家标准

及规范和地方现行建设标准将 POI数据划分为 8 大类和 24 小类。 

（2）本文结合居民问卷调查的改进德尔菲法确定城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

指标权重，居民调查结果积极程度高、协调性好，应用改进德尔菲法确定的城

市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结果较为理想，可为城市居民生活便

利度评估提供参考，构建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对测度居民生活便利度具有

合理性和可行性。确定城市居民生活偏好，支撑和引导城市规划发展，提高城

市服务水平。 

（3）利用改进的德尔菲法，通过来自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经验问卷调查，通

过居民问卷调查，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各项指标权重来看，日常购物设施、餐

饮服务设施、医疗设施和交通设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影响相对较大，科

教设施、体育娱乐设施、便民服务设施和金融服务设施对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

数影响相对较小。 

（4）以兰州市城关区作为案例地通过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处理 POI数据，本

研究旨在深入了解城市生活的便捷性，并揭示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模

式，从而揭示设施在内部扩张和外部扩张方面的综合特性，以及集聚和分散的

圈层分布模式。区域生活便利度实证分析说明，城关区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

居民生活便利度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中心明显优于周边区域的分布特征。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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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山脉等地理格局以及城市中心地带经济发展较好的影响，生活便利指数高的

街道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生活便利指数低的街道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

呈现典型的经济指向，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5.2 展望 

本文参考德尔菲法基本思想利用 POI 数据所构建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

拥有极高的适用性，能在多个城市和广泛的区域内迅速展开分析。本文将此方

法运用到实际项目中，通过使用不同规模，功能以及用途的社区来说明该分析

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度，并具有在

其他场合应用的潜力，同时也在确保客观性的前提下，对更全面的生活便利度

进行了评价。在本研究中，仅依赖城市 POI 数据点的数量来描述公共服务设施

的空间位置和分布密度是不够的，也不能全面反映设施的规模和级别。这种局

限性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误差，但这种误差对实际测量结果的

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为了提高大数据空间评估的准确性和能力，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当进一步扩

大研究视角，并建立健全的数据收集和评估准则。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居民家庭

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分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依据。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还可以深入挖掘目标，将数据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整合用户的反

馈，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城市居民的选择偏好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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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各类生活服务设施重要程度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居民： 

您好！为更好的了解日常生活中各类便民设施对居民生活便利的影响程度，

我们特此调查。您的回答将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信息，期望您在百忙中给

给予支持。本问卷匿名调查，您所填写的资料信息和统计结果仅用于此次研究，

不会泄露个人隐私，我们将对调查的结果严格保密，请您放心如实回答，对您

的帮助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1.性别 

A 男  B 女  

2.您年龄 

A 20 岁以下  B 20—40 岁  C 40—60 岁  D 60 岁以上 

3.您的家庭居住地 

A 城区  B 城市郊区  C 村镇 

 

日常生活中，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对居民生活便利性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

您的生活经验，请您对以下生活服务设施影响生活便利性的重要程度给出排序。 

 

4.日常购物服务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便民商店包含超市、便利店等；综合市场包含蔬菜市场、果品市场等；商场

包含购物中心、免税店等） 

A 便民商店  B 综合市场  C 商场 

5.科教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学校包含幼儿园、小学、中学；培训机构包含书画培训室、托管机构、音乐

中心等；科技文化场所包含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A 学校  B 培训机构  C 科技文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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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餐饮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中餐馆包含地方风味菜馆、特色风味餐厅、综合酒楼等；外国餐厅包含西餐

厅、各国料理等；休闲餐饮包含茶馆、咖啡厅、甜品饮品店等） 

A 中餐厅  B 外国餐厅  C 休闲餐饮 

7.医疗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综合医院包含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等；专科医院包含口腔

医院、骨科医院、妇科医院等；诊所包含中心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

医务室等；药店包含中药店、西药店等） 

A 综合医院  B 专科医院  C 诊所  D 药店 

8.交通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公交站包含普通公交站、临时停靠站、BTR 快速公交站等；地铁站包含地铁

站出入口；停车场包含路边停车场、小区停车场、酒店停车场等） 

A 公交站  B 地铁站  C 停车场 

9.体育娱乐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影剧院包含电影院、歌舞剧院、话剧院、音乐厅等；娱乐场所包含酒吧、

KTV、棋牌室；运动场馆包含健身中心、篮球场馆、台球厅等；公园广场包含

公园、城市广场） 

A 影剧院  B 娱乐场所  C 运动场馆  D 公园广场 

10.便民服务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物流速递包含物流、快递站、小区快递点等；维修服务包含汽车维修、摩托

车维修、电器维修；各类营业厅包含电讯营业厅、电力营业厅、自来水营业厅

等；美容美发包含美容店、美发店等） 

A 物流速递  B 维修服务  C 各类营业厅  D 美容美发 

11.金融服务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性排序 

（ATM 包含各大银行自助提款机；银行包含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 

A ATM  B 银行 

12.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对生活便利的重要程度 

A 日常购物  B 科教设施  C 餐饮设施  D 医疗设施  E 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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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体育娱乐  G 便民服务  H 金融服务 

13. 除以上设施外，您认为还需要哪些生活服务设施会更好的提供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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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及主要成果 

已发表论文 

[1]牛成英,高颖.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居民生活便利指数测度——来自居民

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6):612-619. 

 

科研项目 

甘肃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基金项目《城市计算方法体系构建及甘肃智

慧城市应用》（项目编号：YDZX20216200001876） 

 

竞赛获奖 

《“数”说未来，人才先行——数字经济背景下国内数据分析人才需求研究》

在“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西北赛区研究生组选拔赛”

中荣获二等奖，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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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始于初秋，止于盛夏，总觉得来日方长，却不知岁月清浅，时节如流。 

读律看书二十年，上下求索路漫漫，世路多荆棘坎坷，得有四幸：其一，

生于华夏，恰逢盛世，山河亦辽阔，愿祖国繁荣昌盛。其二，“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家人不辞千难万苦，皆因供我读书，今日学有所成，倍感欣慰，喃喃言

语无以为报，唯有努力向上生长。此情珍贵，在此拜谢。其三，吾师大爱，“甘

为孺子育英才，克勤尽力细心裁”。学生朽木，学海无涯有幸得良师指点迷津，

方得豁然开朗。流花落水悄然去，唯有师恩日月长。此份恩情，铭诸肺腑。其

四，得挚友，志同道合者，旗鼓相当不以山海为远，分道扬镳也各有千秋。借

此纸笔，道句感谢。 

山水相逢，终有一别。要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道理，那些患

得患失都不必计较了，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如果无能为力，那

就顺其自然，如果无心所待，那就随遇而安。继续生长吧，像树样，愿将来胜

过往。 

回头望，追风赶月，轻舟还未过万重山；向前看，山山不尽，却不再执着

于高登群山之巅。我相信，前路自有客行路，自有渡船人，同往春山去，共得

见沧海。 

行文至此，最后，向所有关心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向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的诸位老师，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