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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感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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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与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结合，在景感生态学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扩展的同时，景感营造与评价的概念也

进一步明确。 景感评价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和相应的评价标准，针对特定的景感（现状或营造过程）进行评价与预测，可为认识

与理解景感、营造与改善景感，以及基于景感的生态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景感评价除了遵从广义景感生态学的原理与目

标外，其主要理论基础来自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以及生态文明理论。 景感评价应遵循景感

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与评价的系统性、针对性等主要原则。 具体的景感评价方法可分为基于特定评价目标的单因子评价与考虑

多要素的综合性评价；前者一般限于针对某个评价目标或者考虑某个限制因子时使用，后者则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

法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法。 不同的评价方法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景感评价应根据不同情景和目的来灵活使用不同方法，还
需充分考虑人的感知或愿景与自然环境要素的统一，以及景感营造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统一。 景感评价的研

究与应用处于初始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未来应重视若干内容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技术的进

步与发展以及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景感评价将会有效地指导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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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

态。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１⁃２］。
这要求在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过程中更加重视人的因素［３⁃４］。 景感生态学强调人们的愿景以及社会的需求，
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土地利用规划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服务的提升等实践［４⁃８］。 景

感生态学在指导和服务于这些实践时，综合考虑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

要素［４⁃５］，可以帮助规划建设者理解公众的感受、想法和意见，将感知类数据融入规划过程，在不降低规划与

设计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充分体现公众对于良好生态的愿景，从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支撑。
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景感生态学的内涵与外延通过与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更为有效的结合而得

到扩展［６］，在进一步明确景感营造的理念、目的及途径的同时，景感营造的理论与方法在一些实践中也得到

应用［９⁃１１］。 虽然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景感生态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且有围绕景感评价的相关研究案例陆续

开展［１２］，但当前还缺乏对于景感评价的系统探讨。 另一方面，景感营造是一个渐进过程，景感评价在此过程

中是认识与理解景感的重要依据，对于景感营造与改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景感评价是景感营造与景

感生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对通过景感来达到生态保护与愿景实现的目的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针对景感评

价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景感评价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景感可以理解为载体及其所承载的愿景的综合。 载体可以是城市、街区或建筑，也可以是绘画、书法作

品、诗词、小说、歌曲或徽标等［６］；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景感评价涉及的载体更关注前者，即单个生物体、生
态系统、景观或建筑、街区和城市，这些载体均与土地利用或者规划有关，并最终与生态系统服务或者可持续

发展产生联系［１３⁃１５］。
景感评价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和相应的评价标准，针对特定的景感（现状或营造过程）进行评价及预测，可

为认识与理解景感、营造与改善景感以及基于景感的生态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景感评价是一个综合的

概念，蕴含着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文特别是心理感知的内容，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与和谐发展。
景感评价作为景感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首先遵从广义景感生态学的一些原理与目标［６］，故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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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是景感评价的重要基础。 此外，复合生态系统理论［１６⁃１９］认为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和自然条件共同组合而成的生态功能统一体中人类是主体。 对于景感的认知，既要基于对复合生态系

统的整体分析，也要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作用，特别是与心理和文化密切相关的愿景。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

环境的科学，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古代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生态文明理念［２０⁃２１］，
比如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在某种程度上即“景”与“感”的融合，而道家强调的“顺应自然”也与景感营造的

顺脉性原则相一致。 如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理念对于生态建设实践和生态学相关

研究均有重要指导意义［２０⁃２２］，对于景感生态学研究和景感评价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除广义景感生态学的一

些原理与目标外，景感评价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以及

生态文明理论。

２　 景感评价的方法

２．１　 评价原则

生态评价涉及许多方面和内容［１８，２３⁃２７］，与生态价值密切相关［２８］，这些评价的原则对景感评价具有参考意

义。 具体而言，景感评价重视景感的生态价值，同时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１）景感的协调性。 愿景与其载体是否协调一致是景感评价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景感与周围环境

包括文化氛围的和谐也是评价的重要方面。 Ｚｈａｏ 等指出景感营造的 ８ 项原则［６］，其中愿景呈现的双向性、方
位的顺脉性、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的交互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均与景感的协调性密切相关。

（２）景感的可持续性。 景感注重和强调增加可持续发展意识及其相关理念［６］，因此，景感是否体现了可

持续发展意识以及是否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的行为服从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是景感营造是否成功的重要

标准。 此外，由于景感营造过程的渐进性，景感自身的存在也要求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才能满足其不断完善

的渐进过程。
（３）评价的系统性。 景感及其营造涉及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所以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确定与

分析，以分清主次，力求全面、客观。 这也符合景感营造中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和心理认

知的整体性等原则［６］。
（４）评价的针对性。 前面的原则强调了景感评价的系统综合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出于某些目的或者受

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可能只需要对景感的一些特定方面进行评价。 这就要求在景感评价过程中不仅要掌控全

局，而且要注重评价效率。
２．２　 主要评价方法

依据评价的着眼点不同，景感评价方法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针对景感的不同阶段与状态，可以有景感现

状评价、景感营造过程评价、景感的影响评价，或者是景感的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针对景感的不同方面，则有

协调性评价、重要性评价、价值评价等。 但总的来说，这些评价方法可以分为基于特定评价目标的单因子评价

与考虑多要素的综合性评价，其中综合性评价因其考虑要素较全面且有较为规范的方法流程，是景感评价研

究的主要方法。
单因子评价法较为简便，但评价目的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景感评价中，可用于针对特定评价目标或

者考虑某个限制因子时，比如景感营造的生态占用或经济投入过大可能导致其无法实施，以及仅针对景感的

美学价值、协调性、心理感知等某一重要方面进行评价。
综合性评价是指使用比较系统的、规范的方法，应用多个指标对景感及其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即通过建立

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利用特定的方法或模型，从指标涉及的不同方面对被评价的事物做出评价，最终得到定

量化的总体判断。 对于景感的综合性评价而言，比较适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 ［２９］、数据包络法 （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Ａ） ［３０⁃３１］、重要性⁃绩效分析法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ＰＡ） ［１２，３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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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评价一般需要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层次分析法而言，可考虑围绕景感营造、景感现状、景感

影响、景感价值来构成准则层。 具体指标选取上，景感营造需考虑载体是原有、改造还是新建［６］，营造的难易

程度，以及是否符合景感营造的原则［６］ 等；景感现状主要针对景感的自然部分及其与愿景的和谐程度来评

价；景感影响则包括景感的环境影响和心理影响等；景感价值主要度量投入和产出，其产出部分可参照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价。 由于景感涉及内容较多，某些时候其综合评价也可以针对其中一个或几个重要方面进行，
如石龙宇等在进行城乡交错带景感生态规划时，重点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这五个感知提出了具体

指标［８］。 数据包络法主要是在指标体系中选取适当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投入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占用与人力

和财力的投入，产出则包括景感的现状与环境影响及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等，但由于数据包络法对指标数量

与具体指标较为敏感［３３］，其指标及数量还需在具体研究中加以完善。 重要性⁃绩效分析法常用于旅游目的地

评价，也会在一些生态系统服务的文化价值评估中得到应用，因此可以比较方便地用于景感评价，如 Ｚｈｅｎｇ 等

基于公园的景感要素，建立了四个感官维度的感知指标体系，探讨了城市公园提供的文化生态服务与游客对

城市公园的感知之间的关系［１２］。

表 １　 景感评价主要方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评价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适用范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单因子评价法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单一重要指标，操作简单，评价结
果可定性或定量
（２）评价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只
为针对某一方面的决策所使用

（１）只对单一指标进行评价，无法了
解景感的整体情况
（２）评价结果更多情况下可作为否定
的依据，对于决策存在一定风险

针对性较强，更多是实践上用于
特定目标或者仅需考虑某个重
要限制因子时

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兼具综合性与系统性，可对景感
进行全面评价
（２）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应
用范围广
（３）可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指标与
权重

（１）指标与权重的确定存在主观性
（２）评价结果偏定性，不适用于精密
绩效评价过程
（３）指标体系难以形成共识

普遍和常用，可适用于大多数
情况

数据包络法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评价结果定量，易于比较
（２）无需确定指标的权重
（３）可有效评价景感的自然生态系统
占用与人力和财力的投入

（１）以相对效率为基础，难以直接反
映客观发展水平
（２）被比较的景感之间在尺度、重要
因素与状态上差距不能过大

较为普遍和常用，主要用于涉及
投入和产出的效率评价；也可以
与层次分析法结合使用

重要性⁃绩效分析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对人的感知进行评价，与景感的
基本思想相吻合
（２）评价结果直观，易于为管理提供
依据

（１）专家打分和群众问卷调查具有主
观性
（２）重要性评分与绩效评分会相互
影响

在景感评价上具有较大潜力，特
别是侧重于人的感知评价时

表 １ 列出了前文所述 ４ 种主要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这些方法都是较为常用的方法，尤其在景

感评价研究发展的初期比较便于使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的评价方法得到应用。 另外，考虑到景感

形式与内涵的多样性，以及景感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的交互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性、营造过程的渐进性等因素，景感评价应根据不同情景和目的来灵活使用不同方法。 但评价过程中除了考

虑上面提到的因素外，还需充分考虑人的感知或愿景与自然环境要素的统一，以及景感营造与生态系统服务、
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统一。

３　 景感评价的未来发展

由于景感生态学的发展时间较短，对于景感的理解甚至接受还不是很普遍，基于景感生态学原理的景感

营造实践也不多，故景感评价虽然是景感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但相关研究及实际应用还很少。 另一方面，
景感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纳入了文化、感知以及心理等要素，且景感本身的

尺度跨度也很大，不同学科的交叉与不同尺度的融合很难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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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景感评价还缺少具体实践，虽然有一些生态系统服务的文化价值评估以及景观美学价值评估的案例

可供参考，但这方面仍然缺乏普遍被接受的科学方法，特别是在定量评价方面还不完善。 此外，景感评价由于

实践应用的缺乏，对其应用范围、可解决的问题、如何被管理者利用等方面都亟需思考。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

中，景感评价应该重视以下方面的内容。
（１）加强不同学科的交叉，特别是生态学、地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的交叉。 这既有助于景感生态学的发

展，也可以丰富景感评价的综合性途径。
（２）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需加紧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依赖于对景感及其周围环境

的深入理解。
（３）在一定的时期内，景感评价不应过于追求对系统状态的精确表述，而是服从评价目标和待解决的具

体问题，或者是对景感系统发展趋势做出一种评判，这也与景感营造过程的渐进性是一致的。
（４）景感具有复杂的尺度问题：一是不同的景感之间尺度跨度很大，二是把同一景感放到不同尺度的背

景里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尺度问题是评价时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
（５）景感生态学要发展自己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当前景感生态学颇具特色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

趋善化模型（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的建立，迷码数据（Ｍｉｘ －Ｍａｒｃｈｉｎｇ Ｄａｔａ）的获取、存储和处理，以及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的应用［５］，但对于广义景感的研究而言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方位的顺脉性以及物理感知

与心理认知的交互性方面［６］。

４　 结语

伴随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丰富，以及对人及其感知的重视，景感生态学的提出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

必然性。 景感评价作为景感规划、营造及管理的基础，是景感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具有其实践上的指导

价值。 景感评价蕴含着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文特别是心理感知的内容，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与和

谐发展，可为认识与理解景感、营造与改善景感以及基于景感的生态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虽然景感评

价的研究与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以及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景
感评价将会有效地指导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最大的愿景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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