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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水景评价体系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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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观影响下，住宅区中开始大量引入水景，并逐渐成为住宅区外环境建设的新趋势之一。住宅区能否开发水景，引起了

各界普遍的关注。该文在调查分析杭州市住宅区水景的基础上，以景观、社会、生态和经济等4个关联因素作为评价单元，设定20个评价指标，采用二级

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住宅区水景评价体系，并以3个有代表性的住宅区水景，对该体系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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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Waterscape of Residential Districts in Hangzhou

DENG Yun-lan; Bu Jing-hua

Abstract:With the idea of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Human and Nature, more and more waterscape is applied for external space and 

become a new trend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aterscape development in residential district has brought to attention of all circl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waterscape of residential district overall in Hangzhou , the waterscape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twenty evaluation indexes based on four major factors and the methods of two-progression fuzzy evaluation, has been 

built up and applied to thre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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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居住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也是最主要的一项生活构成和行为内容。近几年，住宅的全面商品化加速了住宅外环境建设的

步伐，多样化的景观设计模式也应运而生。继环境风、房型风、欧陆风、绿色风之后，房地产业出现了一股“亲水热”。水景从住

宅外环境的点缀逐渐过渡为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依水而建、择水而居过渡到住宅区的大面积人工水景设计。上海、广州、深

圳、珠海等城市，继新加坡、台湾后，纷纷提出“水景住宅”的概念。2001年5月，上海举行“十大水景楼盘”评选活动，对住宅区

水景的开发推波助澜，引发了各地的“水景住宅”潮流。 

  水是万物生长之本，不同的水体激发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性格，并发展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寄情山水的审美哲学。浙江

在线“住在杭州”网站和中国(杭州)最佳人居环境展组委会、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坤和房产、新观察机构联合会，于2000年10月

推出了大型问卷调查活动，结果显示环境已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水作为环境的主导因子，甚至成为购房者决策的主要因素。居于水

畔，与水亲近，是众多人的居住理想。 

  目前住宅区水景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但水景设计多沿用城市广场水景及公园水景的设计模式，缺少对住宅区这一特定的社会

单元和经济实体的充分研究。水的自然性能造就优良的自然环境而提高住宅区的价值，但水景的运行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

在5个方面。 

  (1)没有依据基地和住宅区的实际情况，在住宅区中营造大面积亲水的自然风光，占据庭院及游园绿地，导致居民的可活动面积

减少； 

  (2)水景的开发和设计未考虑运行的经济性和可行性，一些水景形同虚设； 

  (3)一些住宅水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富营养化严重，不但体现不了当初的景观设计意向，反而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4)庭院内的瀑布和大型喷泉水景的噪音，干扰居民的生活； 

  (5)一些水景因缺乏考虑，甚至影响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住宅区的水景开发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市场需求，但水资源的短缺制约着水景的开发，已建成水景的诸多弊端和居民对水景的

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现。而学术界对水的研究，一直侧重于研究水的自然规律以及如何使水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建设的

需要。对水景观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地理学式的分类描述、诗情画意的文学描写[1]、视觉上的美学效果以及工程上的营造技术。有

少数学者对风景区、旅游区景观水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但景观水只是水景观的构景主体，而且住宅区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和运作

机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住宅区水景，可为房产商的水景策划和景观设计师的水景设计提

供依据和指导，有利于住宅区水景的合理开发和水景的适宜营造，从而提高住宅区的环境质量。 

  2 评价体系的构建 

  2.1 评价指标的确定 

  正确选择评价指标是决定评价体系成败的关键。为保证评价体系的普遍有效性，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应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反映

住宅区水景的品质，提高水景评价的客观性。住宅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体，住宅环境本身的多样性和水景类型的多样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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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水景效果因素的多样性。住宅区作为居民依托的生存场所，是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环境空间和社会单元。因此，水景的关联因

素最终可归于环境(住宅区基地)和人(使用者、开发者和管理者)两大类。住宅区因水的引入可丰富基地的景观，同时也可改善基地

的小气候，由此基地环境涉及到水景的景观和生态两个功能；住宅区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使用者即居民在水景空间可欣赏风景

和参与活动，是水景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由此使用者涉及到水景的社会功能；开发者和管理者承担水景的营造和管理，但

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的目的是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回报，由此开发者和管理者涉及到水景的经济功能。因此，

水景与环境和人的相互关系的内涵，体现在水景的景观、社会、生态和经济4个方面功能，因而评价指标也可以划分成相对应的4个

评价单元，即景观评价、社会评价、生态评价和经济评价。带有艺术创作性质的水景环境设计，用量化数字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水景

的面貌和本质。因而，该水景评价体系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将水景的景观评价列为软指标，由于评价者的定性概括具有整体思维

的观念，带有模糊性的特征，有利于总体把握水景观的特征；而社会、生态和经济评价尽可能列为硬指标，有利于评价认识的深化

和更客观、更科学地反映水景的效果与价值。经多位相关学科的专家建议和笔者的反复推敲，最后确定了20个评价因子，即评价指

标(表1)。 

(1)景观评价 水的客观物质性与人的主观感应性相互作用，使水产生了其他物质难以替代的景观效应。因此，水的景观效应，是人

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对水体及其周围环境产生感知，进而激发某种情感和兴致，也就是产生景观感应的人与自然形意

相融的效应。这些景观感应，可由不同景观要素的形态美、线条美、色泽美、动态美、静态美以及听觉美和嗅觉美等美学特征所诱

发[2]。形态美感度指水景的平面和竖向(水位落差)形态给人视觉上的美感享受程度；色彩美感度指水在光的作用下，呈现出的不同

色泽或反射天空、建筑和植物的色彩给人视觉上的美感享受程度；声响美感度指水受外力作用发出的特有声响给人听觉和心理上的

美感享受程度；虚涵美感度指水景周围的物象的光线落入水中产生的倒影或特定时间水面雾气缭绕的虚幻给人的美感享受程度；复

杂性指水景形式的多样性和对比性，反映水景的丰富程度和对比变化；统一性指水与周边的石体、建筑物和构筑物、植物和动物等

景观要素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2)社会评价 人工营建场所是人性的表露。住宅区应强调与居住生活相吻合的空间环境，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其文化内

涵和属性。安全性指水景空间的安全程度，是舒适度的前提条件，安全性通过水深、池底的竖向处理和水边的安全防卫措施等反

映，并且该指标以主体因子水深来衡量；文化性指水景的历史文化价值；均享性指居民对水景的共享性，即水景布局对居民的均好

性，以在家可见水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率计算；参与性指水景为人提供参与和娱乐的空间和场所条件，反映人与水亲和的程度；居

民满意度指居民对住宅区水景的设置、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3)生态评价 从生态学角度上讲，住宅区是居民与其周围环境组成的一种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水景作为系统中的一个环境要

素，具有明显而重要的生态效应。透明度指水的浑浊程度，可以反映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效应；臭味指水中由于

微生物活动频繁导致水体中溶解氧大幅度下降而散发的气味；温度调节指水在夏天降低周边环境温度和冬天提高周边环境温度的调

节效果，以水边和离水体50m的温度差度量；湿度调节指水对周围小气候湿度的调节效果，以水边和离水体50m的湿度差度量；物种

多样性指水中或水际生物的种类。 

  (4)经济评价 随着住宅的全面商品化，开发商更多地关注住宅区环境和水景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面积较大的水景开发侵占了

居民的部分活动空间，给高密度、高容积率的住宅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有限的土地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水景的管理

费用和物业管理的模式直接影响水景的景观效果，水景运行、居民使用与水景投资都是水景经济效应的体现。水体面积率指水体面

积占住宅区室外开放空间或小游园的总面积的比率，是考察水景土地利用是否经济的指标；水景利用率反映水景运行开放和使用的

情况，指居民经常到水边活动的人数比率，以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计算；投资费用率指每平米水景的投资占每平米户外开放空间或



小游园环境投资的比率；运行费用率指每平米水景的运行管理费占每平米户外环境养护管理费的比率。 

   

  2.2 评价方法 

  由于住宅区水景综合评价时所涉及的因子很多，加上诸多评价因子无明确的外延边界，具有很大“模糊性”的特点。因此，对

杭州住宅区水景的评价宜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由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到2个层次(单元和因子)，本文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即在确定因子的评价等级标准和权重的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合变换原理，以隶属度描述各因素及因子的模糊界限，构造模糊评价矩

阵，通过2个层次的复合运算，最终确定评价对象所属的等级。 

  2.2.1 评价模式 

  设有n个评价等级，m个评价单元，每个单元又包括k个评价因子。 

  (1)构建模糊评价模型 

  评价目标单元集V={V
1
,V

2
,……V

m
}； 

  每个单元因子集V
i
={V

1
,V

2
,……V

k
}； 

  评价集U={U
1
,U

2
,……U

n
}={Ⅰ，Ⅱ,……n}； 

  对于每一个V
i
按一级模糊评价分别进行综合评价，其程序为： 

  首先，进行单因子评价，即建立两个从V
i
到U的模糊映射：f:V

i
→F(U);由f诱导出模糊关系R

f
，得到单元素评价矩阵R

i
； 

  其次，确定一级评价权重，即确定V
i
中各因子的权重分配为a

i
=(a

i1
,a

i2
,……a

ik
)，这里 

   

  最后，作矩阵复合运算，得一级综合评价：b
i
=a

i
·R

i
=(b

i1
,b

i2
,……b

in
)，i=1,2,……k。 

  (2)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将每个V
i
作为一个评价元素看待，用b

i
作为它的单元素评价，这样： 

   

是V
i
={V

1
,V

2
,……V

k
}的单元素评价矩阵，每个V

i
作为V的一部分，反映了V的某种属性，可以按它们贡献的重要性绘出权重分配(专家

填写判断矩阵)：A={A
1
,A

2
,……A

m
}，于是有二级综合评价，B=A·R，其中A为评价单元的权重集，B为二级综合评价得分[1]。最后通

过归一化处理后，按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评价等级。 

   

  2.3 指标的权重 

   

权重是反映不同评价因素或因子的重要性差异的数值，也能体现各评价单元和因子在总指标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对总指标的影响

程度。本体系采用Delphi调查程序，经过咨询并得到m位园林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美学、生态学、环境保护学、经济学和房地

产业方面的专家的赋权方案，然后进行统计分析。若w
ig
表示第i个因子由第g位专家所给的权重咨询值，且 

，则指标i的权重公式[4]为：

 

   

  2.4 指标的分级标准 

  综合评价的等级和评价单元的等级是在单因子分级的基础上进行的。单因子分级可定为五级：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和Ⅴ



级。各指标分级标准的确定由于因子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评价中，可把因子分为定性为依据的软指标和可用定量标准评价的硬

指标。软指标的分级标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硬指标则按相关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及规范，并征求多位专

家的意见确定五级的标准值(表1)。 

  2.5 指标的隶属度 

  (1)软指标的隶属度 软指标不能用一定的数值来划分等级标准，其隶属度的确定可通过向有关园林、建筑城规、环保、生态、

艺术类工作人员以及居住人员等征询意见，分析结果使之量化，得到软指标的隶属度。 

  (2)硬指标的隶属度 对于硬指标，其隶属度可按其分级标准进行计算。5个标准将实数分成图1所示的6个区间，用S
i,j

(j=1…

5)表示指标i的5个标准值，则第i个指标的任一实测值X
i
只可能落在某一区间。设X

i
∈(S

i,j
，S

i,j
+1)，用实测值与标准值的距离比

上标准值间的距离，作为衡量接近于该标准的隶属度(也适用于标准值递减时)，并用I
i,j

(j=1…5)表示。故硬指标的隶属度是分段

函数： 

  ①当X
i
∈(0，S

i,1
)时，I

i,1
=1且I

i,j
=0(j≠1)； 

  ②当X
i
∈(S

i,j
，S

i,j
+1)，只可能隶属于标准j或j+1(用I

i,j
或I

i,j
+1表示)，其余隶属度为0，其中： 

  ③当X
i
∈(S

i,5
，+∝)时，I

i,5
=1且I

i,j
=0(j≠5)[3]。 

   

   

  图1 隶属函数示意图 

  3 案例验证 

  选择杭州的3个有代表性的住宅区水池水景作为评价对象，对该评价体系进行验证，得出各个评价单元及综合评价结果(表2)。  

  4 结语  

  水景评价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对住宅区水景的定性论述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的转变。评价体系以水景的景观、社会、生

态、经济4个功能方面为评价单元，以20个评价指标为主体，以二级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为媒介，可操作性强。通过对3个住宅区水

景评价的初步尝试，认为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水景的效果，评价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对水景营造的探讨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对

水景评价仅是一种探索，评价过程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特别是对评价因子的选择妥否，有待与同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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