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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人居环境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
———以包头市为例

●宁小莉，王英楠

( 包头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0)

内容提要: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它包括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环
境、城市管理水平四个方面，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评价对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基础设施评价是
人居环境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对于实现人居环境的效益最大
化，搞好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推动人居环境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在遵循以人为本、层次性与针对性、可操作性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基础设施评价三层指标体系，构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综合评价模型，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并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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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

的空间场所。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

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

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其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

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

环境［1］。
基础设施建设是人居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关系到社

会生产与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基础性问题，是城市

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1］。基础设施评价也是人居环境评

价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重要指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对于实现人居环境的效益最大化，搞好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推动人居环境的健

康发展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随着包头市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对

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如何更加有效的建设城

市基础设施，增强日常管理，提升运营效率，满足居民需求，对城

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本文建立了基础设施评价三层指标体系，构建了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综合评价模型，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定量

评价。
包头市包括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石拐区、白

云鄂博矿区、固阳县、土默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本文

的研究范围为不包括固阳县、土默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三个旗县的包头市区。
一、包头市概况

包头市地处祖国北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北临蒙古

国，南临黄河与鄂尔多斯市隔河相望，东西接沃野千里的土默特

平原和河套平原，阴山山脉横亘中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15'
12″—111°26'25″，北纬 40°14'56″—42°43'49″。

包头市地处中纬度地带，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属于半干旱、
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冬季漫长而寒冷，少雨雪，多

大风; 夏季炎热，雨量集中，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多年平均降

雨量为 200 ～ 350mm，蒸发量为 2 100 ～ 2 700mm。黄河自城市南

缘流经包头，流经市区全长 240km，是包头市目前及未来主要的

供水水源。包头市境内的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白云鄂博

山，在天山—阴山纬向成矿带上，地质作用强烈，变质岩和各种

侵入岩广泛分布，故矿产资源种类繁多，蕴藏丰富。已发现各种

矿物 74 种，有金属、非金属能源等 14 个矿产类型。目前已有稀

土、铌、铁、煤炭、黄金等 17 种矿产的储量列入国家储量平衡表。
包头市总面积 27 571 平方公里，人口 246 万，居住着蒙、汉、

回、满、达翰尔、鄂伦春等 31 个民族。包头是国务院首批确定的

十三个较大城市之一，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国家重

要的能源基地，世界稀土之都，是内蒙古中部的经济发展中心，

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地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在投资和工

业的强劲拉动下，2010 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2 400 亿元，三次产

业结构 进 一 步 优 化，第 三 产 业 占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到

43． 3%。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 862 元，农牧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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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评价指标体系

均纯收入达 8 766 元，城乡居民收入

在全区各盟市中继续排在首位。
二、包头市城市人居环境中基础

设施评价指标体系

( 一) 基础设施评价体系构建的
目的

通过构建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

系，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客观

公正的定量评价，从而真实地反映城

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以便政府在

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控管理并提出针

对性的措施，达到城市基础设施效益

的最大化。
( 二) 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的原则
1． 以人为本的原则。基础设施

是人居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选取关

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指标，应该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着重体现于人类居住和活动有关的要素，反应居民对住所及环

境的客观感受和需求［1］。
2． 层次性与针对性原则。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指标体系是

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独立、互为补充的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

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为使结构清晰，易于使用，指标体系

应根据研究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由抽象到具体，构建系统层—
子系统层—指标层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分析，以便政

府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控和管理。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要针对

基础设施的特征，从而使评价结果真实可靠［3］。
3． 可操作性原则。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本身固有的复杂性，

一些传统的指标在描述系统的状态时，往往是较难操作的定性

指标居多，即使有一定量的指标，其精确计算或所得的数据的取

得也有困难。因此，在构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时，

要在尽可能简单的前提下，挑选易于量化计算、可操作性强的综

合指标［3］。
( 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体系构建
1． 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分级［4］。根据以上构建原则，在

充分认识和研究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能够度量和反应被评价系

统的内涵、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及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分为三层( 图 1) 。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模型

( 1) 指标层的计算方法:

取指标层集为 X = ( x1，x2，x3，…，x12 ) ，其对应的标准值为 A
= ( a1，a2，a3，…，a12 ) ，指数表示为 d = X /A( 指标值越大越好) ; d
= A / X( 指标值越小越好) 。计算结果( 见表 1) 。

( 2) 子系统层的计算方法:

取子系统层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的指数中的平均值:

∑
n

i = 1
d1 = ( x1 + x2 +… + x6 ) /6

∑
n

i = 1
d2 = ( x7 + x8 +… + x12 ) /6

( 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1 指标层指数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指数

基 础
设 施

居住条件

人均居住面积( m2 )
城市燃气普及率( % )
生活污水处理率( % )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住房价格与收入比
集中供热普及率( % )

1
0． 97
1
1

0． 78
0． 9

公共服务

人均道路面积( m2 )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 )
有线电视网覆盖率( % )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张)

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 m2 )

人均拥有城市文化设施用地面积( m2 )

0． 99
0． 23
0． 99
1

0． 19
0． 26

表 2 子系统层指数

1 居住条件 0． 95

2 公共服务 0． 61

( 3) 系统层指数的计算:

①取子系统层的平均值及其对应的权重计算综合指数: Ｒ =
d1 × w1 + d2 × w2

②权重确定: ( 见表 3、表 4)

表 3 “基础设施”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

“基础设施”判断矩阵

居住条件 居住条件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 1 6 /14

14 /6 1

表 4 “基础设施”各要素指标权重

要素层指标 权重

居住条件 公共服务

W1 =0． 3005 W2 = 0． 6995

λmax = 2． 00095; CI = 0． 00095 ＜ 0．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③包头市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值( 见表 5) :

表 5 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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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结果。据国内外各种综合指数的

分级方法，设计了多级标准及相应的分级评语( 表 6) ，由计算结

果( 系统层指数为 0． 71) 可知包头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般。
表 6 包头市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分级表

分级 指数值 评 语

Ⅰ
Ⅱ
Ⅲ
Ⅳ
Ⅴ

0． 90 － － 1． 00
0． 75 － － 0． 89
0． 65 － － 0． 74
0． 50 － － 0． 64
≤0． 49

水平高
水平较高
水平一般
水平较低
水平很低

三、基础设施建设分析及评价

( 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分析
1． 住房保障建设日臻完善。包头市有相对广阔的城市土地

资源，和相对富足的城市建设空间，在居住条件指数的计算中，

人口密度和人均居住面积指数均为 1，居住条件平均指数为

0． 95，可见包头市的居住条件很好，广阔的城市建设空间是包头

市发展的硬件优势，并且，近年来，包头市对住房建设投资力度

不断加大，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公共住房供给，落实国家

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推进各类棚户区进行改造，

从各个层次和方面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
2． 医疗卫生建设水平高。医疗卫生事业是重大的民生问

题，良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对于方便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维

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医疗卫生

建设也是衡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医疗卫生

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与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看病就

医的方便程度。
包头市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水平高，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

数的指数为 1，截至 2010 年底，在研究区域内共有医院 41 所，年

末医院床位数有 10 459 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中心、站) 189
个，卫生医院 16 个，卫生院床位数有 213 张。有综合性医院也有

专科医院，切实提高了城市医疗卫生水平，方便了居民看病就

医，所以包头市的医疗卫生建设水平较高。
3． 道路建设水平较高。道路交通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

要载体，对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助推经济全面繁荣，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道路交通服务已成为城市发

展重要议题，其建设的有效性、实际服务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道路建设方面，包头市人均道路面积的指数为 0． 99，指数高。

近年来，包头市加大了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力度，截止到 2010 年包头

市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长度 1 304． 3 公里，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2 245． 5
万平方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14． 87 平方米。根据国际化标准划分，

人均道路面积在 1． 6 ～ 4． 7 平方米，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6． 6 ～ 9． 5
平方米，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9． 3 ～ 26． 3 平方米，处于发达国家

水平。可见包头市的道路建设已经处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高，实现了道路的安全、优质、高效的运输服务。
4． 市政设施建设完善。生活污水处理率指数为 1、建设水平

高，近年来包头市在环保方面的持续大力投入对防污治污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0 年，全市环境保护支出 7． 6 亿元，

并且在污水处理方面增加了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包头市，集中

供热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分别为 0． 9 和 0． 97，可以看出包头

市供热、燃气未达到全覆盖，但差距较小，易达到 1 的目标。
( 二) 基础设施建设的劣势分析
1．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明显不足。城市公共交通在方便人

民群众基本出行、缓解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加快公共交

通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交通路线网络，优化公交车辆配置，落

实公交优先政策，对促进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优先发展城

市交通提供有力保障。公交系统对城市交通服务的有效补充，

不仅缓解了交通压力，也与当前倡导的低碳环保生活理念想迎

合，让民众真正得到实惠。
在包头市的基础设施评价指数中可以看到，道路基础较好，

人均道路面积指数已达到 0． 99，但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却仅为

0． 23，不能适应包头市的经济发展，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

行需求。所以规划—协调土地利用与公交发展势在必行，应构

建合理的线网结构，加强综合换乘枢纽设施建设，优化公交方式

结构满足人们的出行所需，方便百姓生活，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整体水平。
2． 住房价格与收入比偏高。住房是民生之要，合理的住房

价格、优质的居住环境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
包头市住房价格与收入比为 5． 09，而标准值为 4，可见包头

市在城市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近年来

包头市住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目前的房价对于低收入家

庭、低收入群体，仍有一定的挑战性。合理的住房价格意味着让

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者以较低的成本便可“居者有其屋”，而不

必为了买一套住房而节衣缩食、苦苦积蓄。
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对不同收入的居民实行不同层次的住房供应，包括不

同档次的住房类别和不同的住房价格。建立和完善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个层次的、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住房供应体系应成为包头市促和谐的重要课题。
3． 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严重不足。全民健身是面向全民

的公益事业，不仅关系到一个地区体育活动的普及程度，而且关

系到居民平均身体素质的水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居民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健身需求日益增长，有限的健身

场地设施与居民日益高涨的健身热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

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长期不足会导致社会全体居民的身体

素质平均水平的下降，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包头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公共体育建设明显不足，人均拥有

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的指数仅分 0． 19，水平很低，有很大的缺

口，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包头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居民的

健身需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居民住宅区及公共场所时没有配

足相应的体育健身场所，造成我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

致使居民想健身却缺少合适的场所，我市面临的公共体育基础

设施建设压力很大。
关注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政府各相关职能部

门要认识到城市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制定适合本区域

发展的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加大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

度，加快建设体育建设的步伐，切实提高体育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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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是

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作用的阵地。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所在。
包头市人均拥有城市文化设施用地面积的指数为 0． 26，水平很

低。可见包头市在文化建设方面严重不足，相应的配套设施的滞后

未能达到居民文化生活的弹性需求。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会导致社会文化氛围的淡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大力发展

和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繁荣文化市场，加快

文化建设，政府应加大对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丰富人民

群众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的阵地和场所，完善文化建设

的投融资机制和管理，切实提高文化建设的水平。
四、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及措施

( 一 ) 基础设施建设要优势做精、劣势补齐
要结合实际情况，加强统筹协调，优势基础设施建设做精，

劣势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营造城市发展的良好环境［5］。
包头市城市基础设施中公共服务建设水平指数为 0． 95，水

平高，应在此基础上完善市政建设，做到城市燃气普及、供热普

及的全覆盖，切实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继续加大公共卫生

和医疗服务的体系建设，满足城市居民看病就医的需求，调整和

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使医疗卫生建设提水平、上层次; 住房保

障建设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做足长期发展，稳步推进建立

和完善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个层次的、兼顾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
城市基础设施中居住条件的建设水平指数为 0． 61，水平较

低，其中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公共体育、文化建设的指数分别

为 0． 23、0． 19、0． 26，都处在水平很低的等级，所以应加快公共交

通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交通路线网络，优化公交车辆配置，对

促进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优先发展城市交通提供有力保

障; 在文体方面，包头市应建立有效的文体建设的投融资机制，

把文体产业的发展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文体事业发展，

丰富人民生活，满足人民文体活动的日益需求。
( 二) 创新投融资机制，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2］

包头市应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政策，深化基础设施建设

的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社会融

资方式，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吸引经济实体和个人参与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鼓励和发展项目融资，股权投资、企业

并购等多种投融资方式，逐步形成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和经

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要推动金融创新，为城市建设提供更多

的资金保障，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
( 三) 建立务实高效的评价体系，形成推进城市发展合力［6］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对城市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真实有效地评价城市基础设

施的建设水平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量化评价

标准［7］，定期对自身的建设评价指标做出评估，找出问题。充分

发挥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作用，建立健全相互协调、紧密配合的工

作机制，以及科学咨询决策机制，形成推进智慧城市发展的合

力，促进包头市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包头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数为 0． 71，水平一般，其中居住条

件建设指数为 0． 95，水平高; 公共服务建设指数为 0． 61，水平较低。
包头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居住条件的建设是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优势，在医疗卫生、道路建设方面属于高水平，要利用优

势继续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要在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上协调

人口和用地规模的发展，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

完善居住条件中房屋建设、供热等建设，使其配置达到最优比。
包头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公共服务的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劣势。分析表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用地比重、公交交通等

不能满足居民需求。随着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市政府

要逐步加大对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进一步配套和提

升公用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水平，应配备足够的健

身娱乐、文化宣传等设施。在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方面，加快公共交

通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交通路线网络，优化公交车辆配置，落实公

交优先政策，对促进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优先发展城市交通

提供有力保障。优化公交方式结构满足人们的出行所需，方便百姓

生活，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
整体推进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创建优美的城市人居环境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优化人

居环境政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要动员全体市民和社会组织共

同致力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环境促进过程。优化人居环境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头市要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拓展融资

渠道，吸引私人机构参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和环

境保护项目的建设。优化人居环境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保证，包

头市要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多管齐

下，整体地推进人居环境的优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061018)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项目( 10XJAZH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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