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9-6000(2013)03-0090-08

中图分类号：F299.24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078214）；江苏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CXZZ11_0906）；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2011YLB004）。

作者简介：孙德芳（1986-），女，四川会理人，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学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化与城乡规划；

秦萧（1986-），男，江苏盐城人，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城市化与城乡规划；

沈山（1970-），男，河南南阳人，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乡

规划与城市文化战略。

摘要: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对国内外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研究注重配置可达性与评价研究，国内注重

布局与标准研究。结合国内研究的不足，指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

宽研究案例范围；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新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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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 situation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reas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Based upon literatur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foreign scholars focus more on allo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evaluation study  while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onfiguration 
standard research. Then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China are pointed out and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everal relevant follow-up study prospects, such a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the case 
study, gradually estab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disposition theory 
system,  innovating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 methods study and focusing on digital c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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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非农产业集聚和非农人口集

中居住的区域，城市重要的功能之一是

为居民生活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

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现

代化的必备要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的公平合理与否取决于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关系到城市公共服务资

源是否公平、高效地配置，还直接影

响着城市居民享有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

量 [1]。自 20 世纪初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的理念被引入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以来 [2]，

西方学者已经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则

自20 世纪 90 年代末逐步深入。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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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着政府管理模式从管制型政府向

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及其配置问题越来越受到城市规划

与管理部门的密切关注 [3]，也引发了国

内外相关领域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的热

潮。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

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总结，明确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体系，可为

国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后续研究提

供借鉴与启示。

1 基本内涵阐述

在国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y）通常指应该由政

府公共管理部门提供，可以为城市居民

供给公共服务的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供给的主体不限于政府部门，还可以是

私人部门、社会企业等，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的提供机制一般有三种：①政府

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设施；②

政府资助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设施；

③私人提供和资助公共服务，但是由政

府部门监管 [4]。

在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GB50180-93）》中将公共服务设施

定义为与人口规模或者住宅规模相适应

的，能够满足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基

本生活需要，并提供相应软件和硬件

服务的所有设施总和 [5]。学术界则一般

认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

服务业的依托载体，一般指呈点状分布

于城市地域空间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

教育、医疗、文体及商业等城市社会性

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实质上

属于社会公共物品的范畴，国内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的提供主体主要是政府部

门 [6]。

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allocation 或

urban public service allocation）的概念，

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界定，在国外文献

中一般指根据特定的规划理念与规划

目标，依靠一定的技术方法，对一定时

期某一特定城市、城市片区、城市居住

区或者城市社区内的公共服务资源进

行系统安排、设计、组合与布局，得到

由公共服务提供点、线、面、网组成

的多目标、多层次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体系，以满足大多数公民公共服务

需求的过程 [7]。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主要研究

城市、城市片区、城市居住区、城市社

区由政府供给或监管下的包括教育、医

疗、文化体育和社会福利等非营利性公

共服务设施的位置选择、空间布局、项

目配备及其管理等问题。

2 国外研究进展

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规划学、地

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对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问题展开了

持续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的影响因素、配置模式、设施的可

达性和配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是关注

的焦点。

2.1 配置影响因素研究

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

因素分析是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

式、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前

提。Friedly PH（1969）研究了公共投

资政策选择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状况的影响，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投资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 [8]。

Greenhut M L（1980）等人从福利经济

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设

施配置福利等 [9]。Beler Erkip（1997）

等人对安卡拉城市居民对于公园和文化

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感知

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设施的使用群体

特征和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

较大影响 [10]。John I Carruthers（2003）

等人在对城市蔓延与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成本的关系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对美国 283 个郡县1982～1992 年间

城市发展对城市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化区域范围的空间延伸、行政区域

碎片化等因素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置有较大影响 [11]。

2.2 配置可达性研究

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

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

一，198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类型、影

响因素以及可达性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 L

（1981）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配置模型

中的可达性聚合和分散问题进行了探讨

[12]。英国 Mitchel Langford（2008）等

学者运用两步移动搜寻分析方法（two-

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2SFCA方法），研究基于 GIS 可达性空

间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对公共服务设

施可达性影响的测度模型，并以威尔士

南部的卡迪夫地区为实证区域，检验城

市里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变化情

况，研究结果表明分区密度模型倾向于

显示可达性较低的分数，但具体模式

取决于地方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还取

决于模型假设和方法论 [13]。Rashed Al

（2004）在社区正义、分布正义和社

会权利的理念框架下，尝试对阻碍孟加

拉国首都达卡市城市贫困地区居民获取

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

贫困阶层来说，无论是普通的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于个别集团、个别

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都受到金

融环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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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为评判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提供了借

鉴，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衡量标准，随着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研究逐步进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阶

段，可达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2.3 配置机制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

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的模式与机制。Michalos A C

（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对英属北

哥伦比亚乔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对公

共服务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

并运用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出公众

对市、省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

满意度分别为 32%、20%、19%，表

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优于自上而下的

模式 [1]。Wolpert J（2001）对纽约市非

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进行

分析，发现即使是纽约市地价最高、可

达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为非营利公共

服务设施提供配置的空间，但是，由于

可达性和办公空间的成本约束，非营利

性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方面，主要选择

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地段 [15]。

Keith M（2001）等人对发展中国家除政

府以外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非

政府、非营利”（NONPRO）机制进行研究，

发现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效

供给的经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协作、透

明的供给记录、有责任心的建设人员、

适度的设施规模、专业化的管理和外部

监督 [16]。Ho-Seop Cha（2009）等人对

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公平性问题及其对现

代交通设施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优化模型，设

计了一种基于网络点集的面状交叉口模

型（PIN PS）来配置连续道路网附近的

公共交通设施，以确保面域需求目标的

完全覆盖 [17]。

2.4 配置评价研究

伴随着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建设进入稳定

发展期，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研究也随

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探讨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后续效应即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McAllister

（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

的设计中，规划师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

相结合的原则，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建立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的评价指标，如：配置规模与空间区位

的选择，他还指出，公平原则在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置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 [18]。

Njoh A J（1994）等人从居民对于公共

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满意度的角度，

建立了一个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评

价模型，对喀麦隆（cameroon）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了

评价。Ko-Wan Tsou（2005）等人认为

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

城市规划师要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

标，结合 GIS 和空间分析模型，提出了

一种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相对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建立

综合平衡指数，为规划者分析现状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对公平状况 [19]。Liao 

Chin-Hsien（2009）等人认为一个准确

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可以改善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规划，他们运用 GIS 网络分析

和空间句法来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务

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提

出一种基于 GIS 和空间句法的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勘测评价方法 [20]。

TOM Carlson（2011）等人应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创建一个选址模型，用来

评价建立在华盛顿皮尔斯郡的一个社区

老年人预防设施项目，结果表明，GIS

技术可以用来决定确切的行程时间，同

时可以促进社区预防设施选择地点的可

达性和利用目标人群达到最大化 [21]。

3 国内研究进展

受西方学术思潮和近年来我国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实践的影响，

国内学者从1990 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21世纪以来，

随着“服务型”政府、“友好型”城市

建设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点集中

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影响

因素、规划布局、配置标准以及配置评

价等方面。

3.1 配置现状研究

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

情况进行分析，找出现状配置中存在的

问题，可以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

配置提供借鉴。学术界主要从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类、空间分布、存在

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

空间分异研究方面，高军波（2011）等

人以广州市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社会生

态学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不

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社区

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

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 [22]。应联行（2004）

通过对杭州城市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杭州城

市社区存在社区建设与规划脱节、社区

建设与管理脱节、社区配套设施与需求

脱节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社区规划的编

制与实施 [23]。李薇（2010）以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结合北京市的

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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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通过规划指标对比和现状剖析

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规划指标和实际规划建设中，存在

规划指标配置相对较低、针对性和前

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规划

单元与行政单元不对应以及规划、管理、

执行部门分割等问题，从明确项目、统

筹规划、完善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建议 [24]。李

曌（2010）通过对西安市中心城区社区

内为老龄人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布局层次、细化项目设置、完善政

策法规、推动各种政策法规的立法观念

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区老龄

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 [25]。

3.2 配置影响因素研究

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

因素分析是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合

理布局规划的前提，总的来说，目前影

响我国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

主要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

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住区人口规模

与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吕勤（2009）

根据苏州市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集宿

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别从使用者对

设施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以及对相

关部门和集宿区管理者的调研入手，发

现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选择多样

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

特征，其需求影响因素有人口结构、价

值观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

[26]。张帆（2010）在对西安曲江新区公

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

区的功能分区、收入差别、消费结构

和信息网络化的兴起等方面 [27]。覃文

丽（2011）对重庆市大型聚居区公共服

务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影响

重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

主要有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因素等

[28]。张少伟（2011）等通过对公共服务

设施的发展、演变及组成的分析，总结

了影响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

指标主要有：城镇规模、居住人口结构、

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规

模等方面 [29]。蔡靓（2007）通过阐述高

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公共设施配套的关系，

提出影响科技园区公共设施配置的要素

主要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发展阶段

要素 [30]。

3.3 规划布局研究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决定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设施配置数

量、规模和具体设备配置的过程，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布局则是对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调整的过程，

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调整、保

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合理地配置。

规划学界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

局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在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

提出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置应融入更多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思

考，遵循“以人为本”的配置理念，统

筹的配置原则、动态的配置过程，促使

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良好运营

[31]。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

可以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成熟公共

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层级性 [32]，巫昊燕

（2009）等人从规划导向和规划方法两

方面探讨了基于城市分级体系的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规划方法及其策略

[33]。陈弋（2009）提出确立空间上网络

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层次演进的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理念，强调从开发区不同发

展阶段人群的需求层次演进出发，提供

网络化、富有弹性、有机增长的公共

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并以杭州湾经济开

发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引导开发区的

公共服务体系沿着“公平”和“协调”

的方向发展 [34]。翟坤（2011）指出关注

规划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关怀，实现

城市的平等与关爱，营造和谐社会，是

滨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需强调的

重要理念 [35]。

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

方法上，越来越多地注重计算机信息

技术、计量数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运用。伍少坤（2008）等人

将基于 GeoCA（地理元胞自动机）的

城市扩张模型引入到传统的 Location-

allocation 选址模型中，构建一个动态

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框架，探索

如何将选址结果建立在动态的、科学的

城市形态预测基础上，促使选址结果

更具有客观、先见 [36]。林康（2009）等

人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

支持系统，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

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优化公

共产品的空间布局 [37]。刘萌伟（2010）

等人基于 Pareto 多目标遗传算法，构建

了 Pa re to 多目标遗传算法选址模型 [38]。

陈旸（2010）提出将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进行社区体

育服务设施选址和布局优化 [39]。

3.4 配置标准研究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规范

规定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类别、数量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但是

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

共服务设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配置准

则进行配置，因此，国内学者针对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客体的城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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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标准进行了广泛探讨。张大维（2006）

等人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

居住政策导向后，从武汉市城市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

需求现状分析入手，参照住建部、北京

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设计规范，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

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

建议 [40]。王亚钧（2008）等在分析现

有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标准规范的

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中心城调整优化

和北京市旧城保护，促进新城发展的目

标，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

施节地标准 [41]。武田艳（2011）等对各

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

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

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

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

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

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

性 [42]。宋岭（2011）等人通过对居住环

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发

性和社会性活动为主的活动类型，并结

合不同年龄组的居民，有针对性地探讨

各自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在此基础

上总结出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原则

[43]。

3.5 配置评价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

究主要有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评估、空

间公平评价和设施配置质量评价等方

面。韩传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

图书馆服务系统为例，给出了对城市现

存的旧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

的计算方法，包括标量评估计算法和向

量评估计算法，并指出应用这些计算方

法可以对同类型的一大类公共服务设施

做出总体价值评估和详细的分类价值评

估 [44]。陈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特点和居民对

居住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时

对国标和国内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

施配建指标项目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

以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如安全性、舒适性等）的居住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5]。高军波（2011）等人通过构建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

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

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46]。马慧强（2011）等人构建了我国市

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用熵值法对我国 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

（除拉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我国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空间差

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城市规模存在对

应关系且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

状分布 [47]。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现国

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主要

集中于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

域。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配置模式

总结、设施可达性研究和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评价研究等方面；而国内相关学者

主要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

分析，探讨现状配置中的问题与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置影响因素、设施规划布局、

设施配置标准的制定和设施配置评价

研究等。

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的流程进行总结，发现城市、居住区和

社区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流程

大致一致，可以划分为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的现状分析—设施规划布局—设施

的管理—设施配置评价四个环节，但

对于新建城市居住区、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流程和对已建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优化配置的流程又稍有不同（图

1）。

国内外学者针对这四个环节选取

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公共服务设施类

型展开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取

得了明显进展（表1）。总体而言，经过

大半个世纪的研究，国外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相

关的配置模型方法也层出不穷。而我

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起步较

晚，在CNKI 数据库检索“公共服务设

施”，可以看到国内关注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研究始于1998 年号敏惠对于

铁道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及其

准则的制定研究 [48]。虽然刚经过10 余

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

究的配置理论与方法均不如西方完善与

娴熟，但从一开始的简单借鉴国外研究

理论、研究方法逐步发展到尝试立足

我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相关研究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目前我国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一般只关

注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实证研究的地区和数量有限，也

尚未形成较为系统与成熟的理论与研究

框架。而且，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研究似乎遇到瓶颈了，相关

理论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此

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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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于用于深入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

很难获取，无法进行深入研究，短期

内的研究方法也无法突破。基于以上不

足，展望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案

例城市、居住区与社区的类型和规模；

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新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背景下

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4.2 研究展望

（1）拓宽研究范围。

西方高度城市化使得人口主要集

中于大都市地区，而我国国土面积辽

阔，且城市化进程还处在加速发展阶

段，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形”，

大城市在城市总数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且

集中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反，在我

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还有相当数

量的中小城市。拓宽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研究的案例城市及其居住区和社区的类

型、规模，扩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的实证研究数量，一方面可以从横向上

对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更为全面的了

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纵向上对我们不

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进行深入研究，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提供

足够的实证研究。

（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

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

一方面，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处于相

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且我国与其它国家

的国情不尽相同，一味借鉴国外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配置理论，对于指导

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

型与快速的城市化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必要的

实践基础，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城市发

展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

体系，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的研究趋势。

（3）创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

研究。

从表1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无论

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国内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

研究均显不足。国内多数学者还是以采

用定性案例分析或者简单的“统计性描

述”为主，研究数据的获取上以统计资

料和国家标准为主，在研究线路上则主

要以演绎方法居多，且很多配置模型都

直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缺乏自主创新。

随着研究主体的微观化，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的研究应该逐步转向定量模

型的改进或者行为主义等微观层次，同

时，综合借鉴工程技术等其它学科的研

究方法与技术，完善我国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方法体系。

（4）关注信息技术下的数字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互联网深刻地

改变着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方式，整

个城市的居住区和社区通过信息网络联

系起来，这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

式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为了更

好地与时代接轨，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

需求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关注信息技术

下的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将

成为数字城市规划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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