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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发展，城市的人口规模、综合实力有了较大提升，但同时也积累了诸多“城市病”。城市体

检评估是对城市人居环境及相关规划的全面、系统、常态化的评价工作，有助于及时发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暴露的问

题，针对性治理“城市病”，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体检技术方法体系由指标体系、多层级联动评估、主客观综合评

估、信息平台智能评估等多方面组成。其中指标体系构建应因城施策，通过通用指标和特色指标来评估；在工作机制上

应建立“市—区—街道”3级联动模式。最后，对进一步完善城市体检评估方法提出优化建议。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oth urban pop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have been greatly 

increased. However, a variety of urban issues have accumulated and even intensified over time. City examin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for Chinese cities, addressing urban issues efficiently and helping to promote higher-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 system consisting of indicator systems, multi-

scale evaluation, holistic evaluation,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latforms eval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ities and assess them through generic and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The working mechanism 

should establish a "city-district-street" three-tier linkage model. Finally,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rther refinement of the city 

examination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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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体检评估的重要意义

1.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截至2020年末，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63.9%，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部分发达

地区城市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城市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支撑作用，我国城市

（地级以上城市城区、县级市）以占国土面积

0.85%的空间，集聚了64%的常住人口[1]，创造

了75%的经济总量、95%的技术创新能

力①。截至2016年末，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

长了6.7倍[2]，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海量人口也给城市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快速增长时期经济总

量发展优先，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安全底线、

宜居品质、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相对不

足，面临着城市的区域辐射影响力不强，城市

发展建设中高排放、高消耗问题突出，生态脆

弱性突显，安全韧性不足，宜居健康水平不高，

文化保护与传承不力，城市的包容性不够等

“城市病”，影响城市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目的是顺应城镇化发展

规律，整体性、系统性认识规划建设管理全过

程工作，通过科学的诊断分析方法，识别既有

和潜在的“城市病”，为推动建设安全韧性、生

态宜居、繁荣活力、包容共享、各具特色的现代

① 城市用地（地级以上城市城区、县级市）面积为2020年遥感解译数据汇总统计结果，常住人口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区（县）常住人口数据汇总统计，经济指

标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市辖区GDP汇总计算，技术创新指标为全国地级以上城市R&D数值汇总计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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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市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这是中国城市在人

居环境评估领域的重要实践。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与国内外疫情走势

的迅速变化，我国城市的“城市病”存在新旧

叠加的状态。部分旧“城市病”没有得到缓解

或遏制，市民反映诉求依然强烈。在过去的10

多年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外延增量扩

张模式依然未有明显转变，同时人口和各项功

能向中心城区聚集的态势也未扭转，城市“摊

大饼”、交通拥堵、职住不平衡、就医就学难等

“大城市病”问题依然严峻；同时城市的开发

建设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大量建设、大量消

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并未根本扭转；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压力持续增大，大拆大建行

为时有发生，破坏风貌负面舆情事件也屡有出

现。与此同时，面对气候变化下的突发公共事

件，应对潜在的“城市病”需要未雨绸缪。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

2021年8月初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认为全

球“气候变化范围广泛、速度迅速并不断加

剧”，极端高温和降雨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也再次强

调，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

著区”[3]。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仅极端自然灾

害的影响相当于全球每年消费损失5 200亿美

元，每年使约2 600万人陷入贫困。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山

西极端性强降水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暴露出当

前我国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对于极端场景的预

估和准备不足，尤其在安全韧性、基础设施承

载能力、智慧城市响应等领域，依然存在短板。

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背景下，城

市体检工作加强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相关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监测与评估，是城市建设管理

领域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响应。

1.2   通过城市体检评估查找“城市病”

城市政府要系统解决“城市病”问题，除

了通过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和战略举措外，需要

找到全面、系统、科学的实施路径，通过政策、

项目、管理等组合工具来制定解决方案，迈向

综合治理。城市体检评估是城市人民政府集合

各方力量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品质需求的重要抓手，是

打通城市发展建设“最后一公里”决策流程

的重要手段，为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解决“城

市病”提供有效支撑[4]。城市发展建设中的诸

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这就需要通过系统

诊断、精准施策、动态调整、循证提升来逐步解

决。从发现问题、诊断问题，到解决问题，再到

复诊问题，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流程机

制。因此，周期性的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扭转了

过去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碎片化的工作

局面，建立起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对话平台，并

整合社会各界力量，为政府统筹人居环境建设

领域的行动安排和重大建设项目提供综合依

据，切实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

面决策局面。

2   体检评估技术方法

2.1   因城施策设定城市体检指标体系

2.1.1    通用指标

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评估通过建立城市通

用的一级、二级指标并设定相应的标准，对城

市人居环境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各个领域进

行系统性、常态化和周期性的评估。通过评估

列出整治问题的任务清单、责任清单，不断校

核城市发展建设目标与任务，并对人居环境改

善与成效等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城市政府依

据体检评估结果来科学决策和施策。城市健康

程度的评估主流基于还原论思想，将城市系统

分解成几个子系统，通过子系统统计指标的组

合得到城市的总体健康程度[5]，表1列出了近年

来相关的研究工作进展。

2020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TD/T1063-2021）提

出从安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6个维

度设置城市体检评估指标，评估国土空间规划

现状及规划实施情况。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下发的城市体检指标包括生态宜居、健康

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

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8大类，具体包含65项

指标，同时要求地方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特色指

标，加强对相关问题的跟踪分析。特别是在人居

环境领域，需要强化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基础

设施效率、生态建设、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评估，

将绿色发展纳入评估指标体系[10]（见表2）。

2.1.2    特色指标

结合国家层面下发的城市体检基本指标，

各地城市可结合国家战略对城市发展定位、各

地“十四五”人居环境领域、城市现代化治理、

城市自身特色、通过居民问卷调查反馈的民生

问题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增加特色指标，同时可

以增加部分指标对相关规划的实施进行动态跟

踪反馈。各城市可以构建一个适合本城市检验

城市病问题和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指标体系

库，涵盖城乡建设各领域。在此基础上，定期根

据政府治理工作要求，有目的地选取部分指标

进行专项研究。如景德镇市通过城市体检强化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专项工作，在指标选择方

面对标欧洲文化之都，增加“省级及以上物质

文化遗产数量、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量、遗产保护经费投入、陶瓷工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陶瓷相关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数量、高

等教育陶瓷文化相关专业毕业生留景人数”等

特色指标。

2.2   多层级联动评估

2.2.1    “市—区—街道”3级联动的指标传导

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均质的。随着我国城镇

化的快速推进，超特大城市、大型城市日益呈

现碎片化特点；老城、新区，文化区与商业区，

城市内部地区间的差异巨大，层次多样。对同

一城市的不同片区逐一识别并分析其优劣势

具有深远意义。与在城市宏观尺度开展的综合

评估相比，中微观层面的城市评估聚焦特定区

域，针对单个城区、街道、社区等评价之后得到

的结果，能够相对直观准确地揭示片区存在的

问题，进而制定实操易行的解决方案。

宏观、中观、微观的体检在逻辑上一脉相

承，但侧重点不同。市级层面的体检应明确作

为政府治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区级层面

的体检应基于区级政府事权范围，聚焦实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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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考虑各区的主导功能定位和自身特色，重

点在城市更新行动、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各项民

生福祉等方面开展体检评估工作。街道层级的

体检应与项目库联动，侧重通过项目查找和解

决问题。可聚焦市民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

设立有针对性的指标，围绕社区服务与管理、

生活便利度和社区认同等方面加强研究。通过

在建成区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区、街道或

社区，采用可传导到区级、街道、社区的评价体

系开展量化评估，3级联动的指标传导可以在

不同空间层次上深入剖析“城市病”。

2.2.2    “市—区—街道”3级联动的工作机制

各城市在推进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流程上注

重以下4个环节。一是制定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方

案，确定领导小组，明确部门任务分工。二是研

究确定因地制宜的体检评估指标体系，开展数

据收集、居民问卷调查和相关专题研究工作。三

是进行诊断分析，分类研判“城市病”，并根据

政府工作要求提出治理清单。四是编写城市体

检评估报告，经市政府审查通过后，将城市体检

评估结果应用于人居环境规划、城市更新行动

及相关部门工作中。

在工作推进中，应逐步建立“市—区—街

道”多层级政府主体的联动机制，发挥好“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协同作用，有序推动体检评

估工作。其中“横向到边”要做到将各政府部

门、各级政府的行动计划和实施项目库整合起

来；“纵向到底”要引导将基层的问题及诉求有

效地反馈给政府决策者。此外，应积极完善公众

参与机制，并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到体检评估的

监督工作中，形成合作共治、共同缔造的局面。

例如广州市建立了“城市体检观察员”制度，来

自电视台主持人、在校学生、社区工作者、快递员、

普通工人等多元群体的观察员为广州市的城市体

检建言献策。

2.3   主客观综合评估

2.3.1    基于指标体系的主客观综合评估

在各项客观评价结果基础上，将主观评价指

标对照查找短板和不足。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本

着“大病大治，小病小治”的原则，将二级指标分

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并对于每个一级指

标按照优势、短板、城市病等分类阐述，同时根据

上一年度的变化情况做出调整说明（见表3）。

2.3.2    基于多方调查的主客观综合评估

城市体检作为预防和诊断“城市病”的

重要工具，在实际操作层面涉及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和手段。需要因地制宜地设计目标与程序，需

要政府与社会协作，由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

者、专业技术机构共同参与完成[12]。同时在城

市第三方体检与满意度调查中，可依托专业机

构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此外，对于指标体系不

能充分反映的城市现状情况和问题，需要对体

检样本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13]。

2.4   信息平台智能评估

2.4.1    动态智能的“体检大脑”

城市体检信息平台是保障体检成果的准

确性、延续性和应用性的关键手段，是动态智

能的“体检大脑”。建立统一收集、统一管理、

统一报送的市级城市体检信息平台，实现体检指

标的自动提取、计算，将城市体检信息平台作为城

市规范化、长效化、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抓手，是城

市规划、建设、设计、管理等工作的综合统筹平台。

搭建智能、开放、协同的“体检大脑”，不

断提升城市体检评估的科学决策能力。应在

智慧城市大框架下，链接各政府的数据库，引

入“12345”市民热线和其他动态监测数据，

并对接好地理信息基础平台、城市信息模型

（CIM）、城市综合服务平台、车城网、数字市政

管网平台、数字城管等信息平台，建立起对城

市人居环境和各类规划实施情况进行长期跟

踪监测的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市—区—街

道”3级联动，整合信息采集、数据汇交和业务

传导的体检评估信息平台。各城市可搭建开放

的“体检大脑”研究联盟、大数据治理创新实

验室，对智能评估模型设计、辅助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全流程决策工作加强研究。

相关研究及实践 测度方法

郁亚娟等[6] （2008年） 承载力、支持力、吸引力、延续力和发展力5大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功
能，将“城市病”的各项病症与城市功能相联系

石忆邵[7] （2014年） 通过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风险、住房贫困4个方面组成
测度“城市病”的指标体系

李天健[8] （2014年） 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居民生活困难、公共
资源紧张和公共安全弱化6个“城市病”的主要表征

柴彦威等[9] （2018年）

构建了整合4系统、具备4维度、分层汇总、分时空尺度的城市体征诊
断指数体系：整合了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运行
系统与城市环境系统4个系统，分解为底力、动力、压力、活力4个维
度，具有4个层级和“常态、日常、实时”与“市域、区、街道、普查区”交
叉构成的12个时空间尺度

表1  基于指标体系的城市健康评价综述

Tab.1  Review of urban health evaluation based on indicator system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级指标 指标内涵

生态宜居 反映城市开发强度、密度，大气、水、绿地等各类生态环境要素保护情况，碳排放及城市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情况

健康舒适 反映城市社区服务设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公共卫生、能源利用等基本情况，城市居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及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安全韧性 反映城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风险防御水平和灾后快速恢复能力
交通便捷 反映城市交通系统整体水平，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和便利性，绿色交通发展水平等指标
风貌特色 反映城市风貌塑造、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合理利用、游客规模等情况
整洁有序 反映城市市容环境和综合管理水平、社区物业管理等情况

多元包容 反映城市对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人群的包容度指标，反映
城市住房保障等情况

创新活力 反映城市创新能力和人口、产业活力、政府负债、城市信贷结构等情况

表2  2021年城市体检一级指标

Tab.2  Primary indicators of city examination (2021)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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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杭州市依托杭州数字化改革的优势，在

开展城市体检的过程中结合杭州“城市大脑”

数据资源，分阶段、分模块建设成数据采集、上

报、统计、分析、反馈的闭环。通过大数据局申请，

城市体检工作从“杭州城市大脑”的8 000余

个数据接口中，筛选出64项并将其用于支撑城市

体检指标分析及城市运行体征监测工作（见图1）。

主要对城市体检的完整居住社区、医疗卫生及文

化等公共服务、交通便捷、活力创新等指标做了

很好的支撑。

2.4.2    新技术融合推动科学诊断

样本城市在城市体检评估中注重新技术

在问题分析与诊断方面的创新应用。例如通过

引入遥感影像、街景图片的AI解译识别结果，

LBS位置数据、各类人与环境交互的物联网感

知数据的综合分析，提高诊断分析技术的准确

性与精细度。如景德镇市以智慧停车推动老城

综合问题解决，通过建造智慧停车调度系统，

整合全市的各类社会、居住区停车资源，建立

全市停车资源信息数据库，实现全市停车资源

信息的采集、整合和共享，提供全面精准的动、

静态停车服务，实现全市停车信息资源的可视

化展现和动态查询。

3   城市体检评估体系的优化建议

3.1   明确核心指标， 保持核心指标的稳定性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对成熟、

稳定的评估机制相比，我国城市体检评估工

作推行时间较短，相关机制和研究尚不充分。同

时，国内外既有文献对城市问题、城市病及城市

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相互联系的量化工作有

限。现有的大部分工作仅限于研究目标（一级

指标）之间的普遍联系，在国家和地方各层级

仍然缺乏对指标间相互关联的确定和定量化研

究。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关联系统

中的中国核心指标提取流程[14]，城市体检评估

也应强化评估指标的稳定性，对于体检数据进

行长期积累，在储备了时序列数据后对体检核

心指标进行提取，并保持核心指标的长期稳定

性，为综合决策提供系统、科学的支撑。

3.2   规范化城市问题诊断的流程与技术方法

问题诊断是通过城市体检查找“城市病”

并梳理病因的核心步骤。由于城市发展建设涉及

领域众多，人居环境关切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居环境的专项体检工

作，通过系统深入的专项问题诊断进一步识别城

市发展建设中的短板，并找到与国家及行业相关

标准、对标城市发展建设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而

推进相关专项整治工作。

在今后的城市体检工作中，各城市可以建

立符合自身人居环境建设工作的指标库。其中特

色指标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性，经过人居环

境建设的周期性评估工作，结合各城市新一轮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适当调整。总的来

说，就是根据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阶段性任务要

求来不断完善城市体检工作。

各城市应结合实际逐步建立“1+X+Y”

的指标库，便于长期跟踪城市问题。其中“1”

维度 分析视角 视角综合
评价

2020 年
√优势□短板☆城市病

2021年 
○保持 √改善 ☆新增

生态
宜居

开发强度 良
√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优 良       
☆中心组团过高过密

○生态环境保持优良
○中心组团过高过密依然突出

开敞空间 中
环境质量 优
低碳减排 优

健康
舒适

便民设施 优

☆老旧小区体量较大    
☆养老文体设施缺乏

○老旧小区体量大，改造成效监测不足
○养老托育设施不满足“一老一小”服务
需求，低碳能源设施建设滞后，文体、医疗
设施与其他样本城市差距明显

公共服务 良

居住品质 差

安全
韧性

灾害防御 优

☆公共安全隐患较多

√洪水内涝等灾害应对能力提升 
√综合医院、消防站等保障设施覆盖范围
进一步提升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到国家标准

公共安全 良

设施保障 优

交通
便捷

区域辐射 优
√ 开 放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口 区 域 辐 射 能 力 不 强        
口城市交通拥堵严重

○航空、铁路、航运、公路运输水平继续保
持领先
○铁路客运服务短板仍待提升 
√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带来交通拥堵情况
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道路畅通 中
绿色交通 良

通勤品质 中
风貌
特色

风貌资源 优 √ 山 水 城 市 特 色 鲜 明          
√城市活力不断增强

○山水特色仍是重庆一大名片
○夜间活力仍保持较高水平保护与利用 优

表3  重庆市中心城区的主客观综合评价表

Tab.3  Objective-and-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Chongqing center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0]。

图1  基于社区的体检信息系统

Fig.1  Community-based city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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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发的年度指标体系；“X”为城市自身特

色指标，按照不同专业领域进行子系统指标设

定，如绿色低碳、历史文化、市政基础设施等；

“Y”是城市各区级单元根据自身发展定位设

定的差异化指标，以指导区级体检工作加强长

期动态监测。通过“1+X+Y”的指标库，横向

上分类梳理城市内部的差异化问题，纵向上梳

理不同空间层次上的问题，最后再通过分区分

类综合诊断，加强对问题的系统研判。

3.3   将区域内联动协同纳入评估考量

城市体检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查找“城市

病”，因此主要精力都聚焦在城市辖区范围内

部。但城市不是孤立的，“城市病”在不同层级

尺度上表征有别，同时“城市病”的症状、病

因与解决方案不一定只存在于城市内部，适时

跳出市辖区边界，可能为“城市病”的筛查与

解决打开思路。国际上发达国家大都市区经济

发展的历程和实践经验表明，城市要实现提高

治理水平、解决诸多限制城市发展的病症和问

题，必须融入大都市区域或都市圈中，在跨越

行政区边界的更大范围内，与周边省市一起统

筹规划、协同协商，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水

环境保护、空气污染治理、产业升级转型等方

面，需要广泛、深入的城际、城乡合作。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重要意

义与评估技术方法进行初步探究，提出城市体

检技术方法体系应由指标体系、多层级联动评

估、主客观综合评估、信息平台智能评估等多

方面组成，并提供了全面、系统评估体系的优

化建议。城市是复杂的综合体，这决定了“城

市病”、城市问题难以用单一学科、单一部门的

视角来评估、衡量和诊断，需要采用系统性、综

合性的诊断方法。因此，所有政策的最终焦点都

应该是系统性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不同领域

如住房、交通、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建设

和管理被割裂的情况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在学术和行政层面较难被有效执行，这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我们对于城市问题在理解与诊断上

的碎片化。下一步研究将聚焦城市体检的问题

诊断环节，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探索具有高

针对性、高衔接性、高操作性的体检评估问题诊

断方法与问题诊断流程，为治疗和预防“城市

病”，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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