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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杭州钱江新城!"#为例

贾生华;!聂!冲;!温海珍;!!"

$;5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杭州#;$$!"#!!5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管理研究所!杭州#;$$!"%

摘要"本文基于 ’如何衡量/IJ的功能发育程度(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以杭州钱

江新城/IJ为例!结合国内外/IJ研 究 中 的 理 论 及 实 践 经 验!采 用 德 尔 菲 法 归 纳 出 总 体 规

模)功能协调)功能集聚 和 功 能 辐 射 四 大 类 指 标!并 进 一 步 从 可 操 作 性 的 角 度 进 行 了 细 分!
最终形成;项目标层 $+层%)<项准则层 $I层%和;%项基础指标层 $/层%的一整套较为

完善的/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 系&文 中 采 用 层 次 分 析 法!通 过 对#!位 相 关 专 家 学 者 的 问 卷

调查!确定了各项基 础 指 标 的 权 重!并 通 过 了 一 致 性 检 验&结 果 表 明!就 准 则 层 指 标 而 言!
显然/IJ的功能集聚程 度I# $$5<$%&%和 功 能 辐 射 程 度I< $$5##?!%!更 能 凸 显/IJ作 为

城市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而且!各基础指标层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关 键 词"/IJ#钱江新城#功能成熟度#层次分析法

文章编号";$$$:$&%&$!$$%%$#:$@<?:;$

!!为了适应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杭州市政府提出了城市 ’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

战略举措!这预示着杭州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将由 ’西湖时代(全面跨入 ’钱塘江时

代(&!$$;年!钱江新城/IJ $/DEHK84ILMBEDMMJBMHKBNH!中央商务区%的建设正式拉开

了这一跨越的序幕&作为杭州构筑国际性大都市领头雁工程的钱江新城/IJ!其开发建

设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杭州 ’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战略目标能否 顺 利 实

施&钱江新城位于杭州市老城区的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所辖范围为"东临

钱塘江!南靠复兴地区!西依秋涛路!北至钱江二桥!规划面积约;&5%OA!&其中钱江三

桥下游至运河出江口一带为钱江新城的核心区!即杭州未来的/IJ!如图;所示&

!!钱江新城/IJ在 ’现代定位)长期规划)分步开发)逐步提升(的整体开发战略设

想下!紧紧围绕 ’形成以行政办公)商务贸易)金融会展)文化娱乐)商业服务为主!居

住和旅游服务功能为辅的行政商务中心(的功能定位!按近期)中期)远 期 三 步 目 标 实

施!其功能发育呈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依据不同时期/IJ功能发育的程度和侧重

点的不同!钱江新城/IJ的建设可以划分为功能形成 $!$$@"!$;$%)功能完善 $!$;;"
!$;&%)功能强化 $!$;@"!$!$%和功能精炼 $!$!;" %四个时期&然而!各种不同的功

能在不同时期中的发展顺序和程度是有差别的!究竟应该如何评价/IJ功能发育的程度

呢*这对于/IJ的规划建设至关重要&其实!由于缺乏/IJ建设的相关经验!中国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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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IJ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图;!钱江新城的区位图 $资料来源"+钱江新城核心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PBQ5;!RFD43N8HB3E3STB8EUB8EQ6DC/BH9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美国芝加哥学派 代 表 人 物ILKQDMM!;?!#年 在 分 析 城 市 地 域 空 间 结 构 的 ’同 心 圆 模

式(时!认为 ’城市的中心是商业会聚之处!主要以零售业和服务业为主(&他同时指出

城市空间结构分为&个圈层!中心为城市地理核心及功能核心区域!/IJ最早的概念就

由此产生了&此后!-39H和 -8KKBM等分别提出了扇形理论和多中心理论等!逐渐修正和

丰富了/IJ的区位及空间结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构思有所差异!但都认为/IJ是位

于城市空间结构核心部位的重要功能区!是城市的经济中枢&正因为如此!/IJ内往往

呈现高密度建筑量的特征!物业价值和土地利用率高!是城市的地价峰值区域 $HFD,D8O
08EV284LD.EHDKMDNHB3E!,02.%所在&7LKWF9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将中心商务高度指

数 $/DEHK84XLMBEDMM-DBQFH.EVDY!/I-.%#;!中心商务强度指数 $/DEHK84ILMBEDMM.E:
HDEMBH9.EVDY!/I..%#&$Z的 范 围 界 定 为/IJ-!.&随 后!J8K[BM进 一 步 提 出 了 ’硬 核(
$-8KV/3KD%的概 念"/I-.#<!/I..#%$Z的 地 区 为 ’硬 核(!即 指 真 正 具 有 实 力 的

/IJ区域#其余地区则称为 ’核缘($/3KDPKBEQD%&

!!关于/IJ所包含的内部功能结构方面!7LKWF9等-!.通过对美国?个大中城市的研

究!给出了/IJ内部结构中的功能比例"商务办公占<$Z!零售百货业占;@Z!住宅占

!!Z!工业仓储占;!Z!公共建筑占;$Z&认为零售和办公是/IJ的主要功能&他们还

根据各行业的空间分布提出了/IJ内部结构的 ’圈层论(和 ’短期空间调整过程(理论!



!#期 贾生华 等"城市/IJ功能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杭州钱江新城/IJ为例 @&;!!

认为由内向外的<个圈层分别为零售业集中区)零售服务业)办公机构和旅馆业以及商业

性较弱的商务活动&随后!1N3HH-#.通过对澳大利亚一些地区的研究!对/IJ的内部结构

圈层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其由三大功能区组成!即内部零售区 $以大量的百货店)
女装店为特征%)外部零售店 $以杂品店)个人服务等专业化较弱的零售活动为主%和办

公事务区#个相互渗透的地带组成&-DKXDKH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适用于中等城市的概念化的/IJ模式"包括初级零售商业区 $以传统百货店和大型连锁

商店为主%)二级零售业区 $耐用品和日常用品店%)商业办公区 $金融和保险业%)娱乐

和旅馆区)批发和仓储业区等&

!!在!$世纪"$年代左右!零售功能在/IJ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LMM:
CLKA对/IJ内零售店铺组合的动态研究!以及J8[BDM对/IJ内零售业布局结构模式的

探讨等-&.&而且!PKBDVA8E-@.在检验了?;个美国大都市区;?&<";?@"年/IJ零售活动

绝对水平的变化后!指出零售活动水平意味着整个城市区域的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的税收收

入!足见其重要性程度非同一般&但是!随着美国城市 ’郊区化(的发展!其城市的零售

业市场出现了长期的衰退&特别是!$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规模增加以及经济活动的

增强!/IJ的商务办公功能变得愈加成熟!而零售活动份额却逐渐减少-".&于是!学者

们的目光又投向了/IJ的办公楼方面!如68O8ALK8-%.)\DXX等-?.以及68Q8B-;$.分别对

大阪/IJ)芝加哥/IJ和东京/IJ的办公楼租赁市场的研究&此后!/IJ内部的一些

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如/IJ内的选址-;;";#.)土地价格和土地组合-;<.等运 营 方 面 的

问题!以及/IJ内公共交通及停车问题-;&";".)就业及人口密度-;;!;&!;%.等一些社会问题&
可见!随着/IJ在不同时期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国外研究所关注的重心呈现出一条较为

清晰的演进脉络&虽然!上述文献都没有涉及到/IJ功能成熟度的具体评价!但却为本

文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参考&

!!中国/IJ的相关研究始于!$世纪?$年代初!并且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IJ建设

的合理规模-;?.)/IJ空间结构及功能的演变-!$"!&.!以及依据功能布局对/IJ进行合理

规划和建设-!@"!%.等&与 西 方 长 达%$余 年 的/IJ研 究 相 比!中 国 的 研 究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至今似乎还没有学者对/IJ功能成熟度做过评价&这些文献中!查德利等认为集

聚效应及其演变导致城市中心区形成和向多中心演化&在向多中心演化这一过程中!商贸

功能和商务功能在城市多中心之间的动态调整!导致了现代化城市/IJ的形成-!<.&而孟

凌和高波等都指出城市的经济水平 $’J,)三次产业比重等%是影响/IJ发展的重要因

素-!!!!%.&阎小培等对广州/IJ的功能特征与空间结构的研究中!认为/IJ的中心职能

集聚程度很 大!并 且 可 以 通 过 行 业 从 业 人 数)区 位 商)写 字 楼 的 存 量 及 空 置 率 来 反 映

/IJ功能的集聚性!并提出功能外向性#的概念-!#.&另外!杨俊宴等关于中国城市/IJ
的适建度指标)/IJ与产业规模结构量化比较的研究-!?!#$.!也在文中有所借鉴&

!!钱江新城/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构建的原则

!!为了更为精确地度量城市/IJ的功能成熟程度!我们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来构建其

#阎小培等人认为广州/IJ功能外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与所在区域珠江三角洲经济活动的联系#与国际经

济活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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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科学性&/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指标概念要

明确!统计方法要规范!能够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IJ的功能成熟程度!并能较为精

确地加以度量&$!%可行性&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应简洁明了!易于量化&并且!指标

数据要易于获得和便于更新!且具有可对比性&$#%系统性&/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

要全面系统地反映/IJ主要功能的发育成熟状况!且层次清晰&各指标之间既相互区别

又互有联系!层层深入形成一个综合评价系统&$<%动态性&功能的发育成熟是一个动态

过程!其评价标准也应该是一个相对发展的概念&因此!选择的指标体系 必 须 能 够 反 映

/IJ功能发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

$%$!钱江新城!"#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设计

!!为了有效地衡量钱江新城/IJ不同时期功能发育的程度!结合国内外/IJ的相关理

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采用德尔菲法!最终认为总体规模)功能协调)功能集聚和功能辐射

<大类指标能够有效地衡量/IJ的功能成熟度&并进一步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进行了细分!
最终形成;项目标层 $+层%)<项准则层 $I层%和;%项基础指标层 $/层%的一整套

较为完善的/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 $详见表;%&
表&!!"#功能成熟度指标权重

’()%&!*+,-./,0-012)+3,0/.+4105/,60(72(/13,/864!"#

准则层 $I% 权重 排序 基础指标层 $/% 权重 指标测量说明

总体规 经济规模/; $5$<;" /IJ内’J,总量占全市的比重

模指标 $5$"?$ < 建筑规模/! $5$$?# /IJ内建筑总量占全市的比重

I; 人口规模/# $5$!%$ /IJ内常驻和工作等人口总量占全市比重

行政办公/< $5$;#@ /IJ内行政办公面积占/IJ建筑总量比例

功能协 商务办公/& $5$""? /IJ内商务办公面积占/IJ建筑总量比例

调指标 $5;"## # 住宅公寓/@ $5$!;% /IJ内住宅公寓面积占/IJ建筑总量比例

I! 商业服务/" $5$<!! /IJ内商业服务面积占/IJ建筑总量比例

配套设施/% $5$;"? /IJ内道路)绿化等配套占地面积比例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5$&%; /IJ内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J,的比重

功能集 三产从业人员的比重 /;$ $5$;?% /IJ内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的比重

聚指标 $5<$%& ; 国内外金融产业集聚 /;; $5;;@" /IJ内国内外金融产业数量占全市的比重

I# 国内外企业总部集聚 /;! $5;!?! /IJ内国内外企业总部数量占全市的比重

办公楼面积的存量/;# $5$##? /IJ内办公楼面积的存量占全市的比重

办公楼的空置率/;< $5$&$" /IJ内办公楼的空置率

功能辐 与本市其他城区的联系/;& $5$#<% /IJ与本市其他城区的经济联系隶属度

射指标 $5##?! ! 与本省其他城市的联系/;@ $5$<<" /IJ与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

I< 与区域其他省市的联系/;" $5;;&? /IJ与区域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

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 $5;<#% /IJ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经济联系隶属度

$%$%&!总体规模指标!/IJ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首先在其 ’量(上应当达到

较大的规模&$;%经济规模&/IJ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中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和资

金流交汇的结点!经济规模总量巨大!这是集聚功能的产物!是辐射带动功能发挥作用的

基础#$!%建筑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的/IJ!其建筑容量也相对要求更大!最直观的体

现就是高楼林立&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级/IJ!其建筑规模都十分巨大!其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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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面积都在!$$$万A! 左右#而芝加哥)休斯顿)多伦多及悉尼等区域级/IJ建

筑容量则相对要小一些#$#%人口规模&人是/IJ的第一要素&/IJ虽是商务中心区!
但如果没有大批高级人才的聚集!难以创造高效的/IJ经济&同时!为了避免/IJ昼夜

人口数量变化 过 大!也 需 要 吸 引 一 定 的 居 住 人 口&此 外!钱 江 新 城/IJ由 于 其 独 特 的

’钱江潮(自然景观和/IJ建筑景观!未来观光旅游的人口也将占一定的比重&

$%$%$!功能协调指标!从/IJ的发展阶段看!各大城市/IJ的发展都是从商业功能发

展到重视商务功能!再到商业)商务)居住等功能的混合!并实现/IJ功能的升级!最

终向综合化)生态 化 方 向 发 展&尽 管 当 今 社 会 金 融 商 务 功 能 是/IJ的 核 心 功 能-!#.!但

/IJ的发展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特定功能!而忽视作为城市生活的一个整体所必须的其

他功能!则会造成城市资源的极大浪费!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甚至会导致城市功能

的衰退!美国休斯顿的 ’黑城(现象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好在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

题&!$世纪%$年代开始!欧美大城市通过对/IJ功能的反思!掀起了城市中心区的再

开发浪潮!强调 ’以人为本)为市民服务(的思想!对城市中心进行重新规划建设!在保

留原有的金融商务功能外!强调了环境)居住和商业服务功能&这使得随后的/IJ建设

中!越来越多的地区更加重视/IJ混合功能的开发!促进不同功能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共

同协调发展&此外!由于钱江新城/IJ的开发建设采用的是 ’行政带动(的模式!因而

我们最终选取了行政办公)商务办公)住宅公寓)零售服务和配 套 设 施 $交 通 道 路)绿

化)公建等%# &项基础指标&

$%$%9!功能集聚指标!随着城市商品经济规模化及专业化的不断发展!服务于生产经营

的各种金融商务行业成为城市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也使得金融商务功能对经济

活动的渗透和控制作用日益增强&由于/IJ经济流量巨大)区位优越!使其成为了金融

商务办公集聚的理想场所&金融商务办公功能的集聚!已经成为/IJ区域的一个显著标

志&如在不足;$$$A长的纽约华尔街!集中了大量的世界著名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

易所和大公司总部!是世界上商业最繁华)就业密度最高)经济控制能力极强的地区&

!!从产业特征来看!/IJ功能集聚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传统的第三产业!而更应当是

那些如金融)保险)证券)现代中介服务等的现代第三产业!它们要求具有较高的通达性

和高品质的办公环境!使之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作为现代第三产 业 的 载

体!/IJ办公楼的绝对 数 量 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IJ的 金 融 商 务 办 公 功 能 的 集 聚 程

度&但是!办公楼的绝对数量并不等于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而空置率成为另一个/IJ
集聚功能的重要指示器-!#.&空置率相对于其他区域越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办

公楼的吸引力越大!商务机构越倾向于向该地区集聚&最终!我们确定/IJ功能集聚指

标包括"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国内外金融产业集聚)国内外公司

总部集聚)办公楼面积存量和空置率@项基础指标&

$%$%:!功能辐射指标!/IJ作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制高点和对外交往的平台!是城市及区

域经济社会繁荣兴旺的支柱&/IJ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城市人流)车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等在/IJ的交汇!并通过多种经济活动加以作用或改变其形态!然后向外

输出!以此辐射整个城市甚至更广阔的地区&同时!这也促进了各种经济要素在更大空间

#考虑数据获取的便利性!’配套设施(用/IJ内交通道路)绿化)公建等配套占地面积比例来测量!从而与商

务办公等<项指标 $该功能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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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流动和交换!增强/IJ与更广泛的空间进行经济要素交换的能力!使其产生更大

的扩散效应!从而 带 动/IJ周 边 区 域 的 发 展&这 里 借 鉴 阎 小 培 等 提 出 功 能 外 向 性 的 概

念-!#.!将钱江新城/IJ的功能辐射作用从以下<个范围进行细分!来加以度量"$;%与

本市 $/IJ以外%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与本省 $杭州以外%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
$#%与所在区域 $长三角%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与国际 $主要是美国)欧洲和东南

亚等地区的国家%的经济联系&

!!随着区域经济活动的日益增强!对区域经济联系的定量研究已经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如王 德 忠 等-#;.)牛 慧 恩 等-#!.)李 国 平 等-##.)郑 国 等-#<.)苗 长 虹 等-#&.)刘 承 良

等-#@.!而该领域研究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该模型中!经济联

系强度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程度大小的指标!既反映了经济中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

能力!又反映了周围地区对 经 济 中 心 辐 射 潜 能 的 接 受 能 力-#;"#&.&借 鉴 已 有 的 研 究 方 法!
本文选取如下模型来测量/IJ<个范围的功能辐射指标"

!"# $ %"&! "’ %#&!$ %# 0(!"##!)"# $!"#0$
*

#$;
!"# $;%

!!式 $;%中!!"#表示两城市 $区%经济联系强度#)"#表示两城市 $区%经济联系隶属

度!即两城市 $区%经济联系强度占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例#%")%# 表示两城市

$区%的非 农 人 口 数#&")&# 表 示 两 城 市 $区%的’J,#("#表 示 两 城 市 $区%的 距 离&
本文最终选择了经济联系隶属度这一相对指标!来对/IJ功能辐射进行度量&

#!功能成熟度指标量化及权重的设定

9%&!方法的选取及判断矩阵的构造

!!功能成熟度指标的量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实践中广泛

应用的层次分析法 $+-,%来确定指标的权重&该方法的核心是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

予量化!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这在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

况下更为实用-#".&

!!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188H9于!$世纪"$年代提出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它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

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由专家或决策者对所列指标通过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而逐层进

行问卷打分!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标度系列得出相应的标度值&利用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

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从而得到基层指标对总体指标或综合评价指标重要

性的排列结果&

!!构造判断矩阵是运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关键步骤之一!它是根据掌握的信息!针对准则

层!两两比较重要性!并按18HH9的;"?比率标度法 $?为极其重要!&为明显重要!;
为同等重要!;0&为不重要!;0?为极不重要!中间值依次类推%对重要性程度赋值而得

出的矩阵&

+] ,"$ %# * *̂ $!%

!!式 $!%中,"#就 是 表 示 第"个 因 子," 与 第#个 因 子,# 相 对 重 要 性 比 较 而 获 得 的 标

度值&

9%$!指标的归一化和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方根法进行层次分析的计算&首先!列出各因子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标度值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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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并计算判断矩阵的每一行元素乘积的*次方根-""

-"$
*

%
*

#$;
,"! # !!$"$;!!!1!*% $#%

!!其中"*为评价因子的数目&进而!求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
-"

$
*

"$;
-"
!!$"$;!!!1!*% $<%

!!则.] -.;!.!!1!.*.-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为了确定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向浙江省/IJ研究的相关专家及学者发放问卷

#@份!回收有效问卷#!份&通过对原始有效数据的整理!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及其排序 $见表;%&就准则层指标而言!显然/IJ的功能集聚程度I#$$5<$%&%和功能

辐射程度I<$$5##?!%!更能凸显/IJ作为城市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基础指标层<大类

指标的分析结果则告诉我们"$;%总体规模方面!经济规模/;$$5$<;"%显然比建筑和人

口要重要得多#$!%功能协调方面!商务办公功能/&$$5$""?%仍然是/IJ的核心功能!
但为了避免功能单一可能带来的 ’黑城(问题!商业服务/"$$5$<!!%和居住/@$$5$!;%%
等功能也应当有所强调#$#%功 能 集 聚 方 面!国 内 外 企 业 总 部/;!$$5;!?!%和 国 内 外 金

融产业/;;$$5;;@"%的高度集聚!正是/IJ区域的一个显著标志# $<%功能辐射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显然/IJ与国际经济/;%$$5;<#%%和与区域外经济/;"$$5;;&?%
的联系要相对重要得多&

9%9!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A8Y]$
*

"$;

$+.%"
*."

&式中 $+.%" 表示+. 的第"个元素&

!!188H9定义了一致性指标"/0]$A8Y_**_;
&由于*]?!所以随机系数!0];5<&!一致

性比例为/!]/0!0
&当且仅当/!&$5;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对判断矩阵+:I)I;:/)I!:/)I#:/和I<:/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比例/*分别

为$5$$!@)$5$"<@)$5$!##)$5$""!和$5$;;#均小于$5; $详见表!%!这表明该层排序

结果是满意的!可以接受上述判断矩阵的结果&
表$!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60;,;/+058/+;/64/.+<1=-+2+0/2(/3,>

判断矩阵 $A8Y /0 /!

+:I <5$;;; $5$$#" $5$$!@

I;:/ #5!;@& $5;$%! $5$"<@

I!:/ &5;#&$ $5$##% $5$!##

I#:/ @5&&?? $5;;!$ $5$""!

I<:/ <5$<?# $5$;@< $5$;;#

9%:!功能成熟度指标的计算

!!为了较真实地反映各指标对/IJ功能成熟度的贡献!同时也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所

带来的影响!可以借鉴国内外/IJ成长的经验数据以及钱江新城/IJ的规划数据!采用

极差法对各指标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上面计算出的权重和各指标的标准值!建



@&@!! 地!!理!!研!!究 !"卷

立动态的/IJ功能成熟度综合评价模型"

%# $$
;%

"$;
."1"#!!$"$;!!!1!;%##$;!!!1!!$% $&%

!!其中"%# 为钱江新城/IJ第#年度的功能成熟度 $以!$$&年为基年!规划年限为

!$年%#.# 为第"个指标的权重值 $共;%个指标%#1"#为第#年度第"个指标的标准值&
依据该公式!可以计算出钱江新城/IJ各年度的功能成熟度指数&通常而言!/IJ功能

成熟度处于$到;之间!越接近于;表示该/IJ功能越为成熟&

<!结语

!!/IJ作为集中大量金融)商贸)文化)服务机构和大量商务写字楼)酒店)公寓等

配套设施!具有完善便捷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便于商务活动

的场所!其功能成熟度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

景!以杭州钱江新城/IJ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IJ功能成熟

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中国城市/IJ的规划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就准则

层指标而言!/IJ作为城市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其功能集聚程度和功能辐射程度相对

更为重要&而基础指标层的分析!则告诉我们"#经济规模显然比建筑和 人 口 要 重 要 得

多#%商务办公仍然是/IJ的核心功能!但商业服务和居住等功能也应当有所强调#&
国内外企业总部和国内外金融产业的高度集聚是/IJ功能集聚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

化的背景下!功能辐射更加强调的是/IJ与国际经济和与区域外经济之间的联系&

!!本文着重在对/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进行框架性分析!但由于数据缺乏!本文无

法对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结果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有关的后续研究仍在进行!我们将

继续积累资料!追随和记录钱江新城的成长史!并对/IJ功能成熟度指标体系进行必要

的补充或完善 $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指标和三产从业人员的比重指标!是否存在严重的相

关问题等%!通过杭州钱江新城/IJ相关数据的应用实证!进一步精确描述/IJ各个时

期功能成熟度的阈值及区间范围&然而!由于本指标 体 系 是 基 于 钱 江 新 城/IJ构 建 的!
要对其他城市的/IJ进行拓展研究!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城市具体情况对选取的指标加以

调整&如本文中!由于钱江新城/IJ采用的是 ’行政带动(的模式!所以选取了行政办

公指标!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办公并不是/IJ的主要功能&此外!本文确定指标权重所

采用的层次分析法!虽然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也存在着主观性较强等方面的缺陷!仍然

有着改进的余地&最后!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关注中国/IJ建设的理论界及实务界提供

有意义的参考&

参考文献"
-;.!-8KKBM/J!‘4A8E(5RFDE8HLKD3SNBHBDM5+ADKBN8E+N8VDA93S,34BHBN848EV13NB841NBDEND!;?<&!!<!""";"5
-!.!7LKWF9*(!28END=(!(WMHDBEIR5.EHDKE84MHKLNHLKD3SHFD/IJ5(N3E3ABN’D3QK8WF9!;?&&!#;$;%"!;"

<@5
-#.!1N3HH,5RFD+LMHK84B8E/IJ5(N3E3ABN’D3QK8WF9!;?&?!#&$#%"!?$"#;<5
-<.!-DKXDKHJR!RF3A8M/=5‘KX8E’D3QK8WF9"+PBKMH+WWK38NF503EV3E"=3FE2B44D98EV13EM!;?%!5!$$

"!;@5
-&.!J8[BDMJ-5a8AXB8BEA8WM"’K8WFBNWDKMWDNHB[DM3S8VD[D43WBEQN3LEHK95 6DC>3KO"+SKBN8E8,LX5/3KW5!

;?"!5



!#期 贾生华 等"城市/IJ功能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杭州钱江新城/IJ为例 @&"!!

-@.!PKBDVA8E==528KB8HB3EMBEHFD4D[D43SNDEHK84XLMBEDMMVBMHKBNHKDH8B48NHB[BH98A3EQ48KQD‘515NBHBDM";?&<8EV

;?@"508EV(N3E3ABNM!;?"#!<?$#%"#!@"##&5
-".!IK33OM=1!>3LEQ+-5*D[BH84BMBEQHFDNDEHK84XLMBEDMMVBMHKBNHBEHFDS8ND3SVDN4BED"RFDN8MD3S6DC)K4D8EM!

;?"#";??#5R3CE,48EEBEQ*D[BDC5!;??#!@<$#%"!&;"!";5
-%.!68O8ALK8*5)SBML:IBKL/FBEH8B:K9E3-DV3EBOOLILEMDOB$+EFDV3EBN8E849MBM3SHFDKDEH3S3SSBNDXLB4VBEQ%!

)O898A8J8BQ8OLbDBG8B’8OO8Ba8MMFB5$=3LKE843S(N3E3ABN13NBDH93S)O898A8‘EB[DKMBH9%!;??<!!&"!#?"

!&@5
-?.!\DXX*I!PBMFDK=J5JD[D43WADEH3S8EDSSDNHB[DKDEH$0D8MD%BEVDYS3KHFD/FBN8Q3/IJ5=3LKE843S‘KX8E(:

N3E3ABNM!;??@!#?";";?5
-;$.!68Q8Bb!b3EV3>!)FH875+EFDV3EBN8E849MBM3SHFDKDEH843SSBNDA8KODHBEHFDR3O93NDEHK84XLMBEDMMVBMHKBNH"

;?%&_;??<PBMN84>D8KM5RFD=8W8EDMD(N3E3ABN*D[BDC!!$$$!&!$;%";#$";&<5
-;;.!+4WDK3[BNF’!JDLHMNF=5=3BEHDMHBA8HB3E3SW3WL48HB3EVDEMBH9SLENHB3EM8EVHFD43N8HB3E3SHFDNDEHK84XLMBEDMM

VBMHKBNH5=3LKE843S‘KX8E(N3E3ABNM!;??<!#@$#%"!#?"!<%5
-;!.!)2-8K8J=503N8HB3E3SSBKAMCBHFBE8McL8KDNDEHK84XLMBEDMMVBMHKBNH5=3LKE843S,34BHBN84(N3E3A9!;?""!%&

$@%";;%?";!$"5
-;#.!+H8NO=!78KQ3*+503N8HB3E!03N8HB3E!03N8HB3E3RFDWKBNDQK8VBDEHS3K[8N8EHLKX8E48EV"6DC>3KO!;%#&H3

;?$$5=3LKE843S*D84(MH8HDPBE8END8EV(N3E3ABNM!;??%!;@$!%";&;";@!5
-;<.!/34CD44!,P!7LEEDOD-=508EVWKBNDM8EV48EV8MMDAX49BEHFD/IJ5RFD=3LKE843S*D84(MH8HDPBE8END8EV(:

N3E3ABNM!;???!;%$!%";@#";%$5
-;&.!23BHF*5,8KOBEQ!HK8EMBH!8EVDAW439ADEHBE8NDEHK84XLMBEDMMVBMHKBNH5=3LKE843S‘KX8E(N3E3ABNM!;??%!<<"

<#"&%5
-;@.!-DEMFDKJ+!bBEQ=5,8KOBEQVDA8EV8EVKDMW3EMB[DEDMMH3MLWW49!WKBNBEQ8EV43N8HB3EBEHFD19VED9/DEHK84

ILMBEDMMJBMHKBNH5RK8EMW3KH8HB3E*DMD8KNF,8KH+!!$$;!#&";""";?@5
-;".!’3LVBDJ5a3E84ADHF3VS3KLKX8EHK8[D4MLK[D9M"1LMH8BE8XB4BH98EVM8AW4DVBMH8ENDSK3AHFD/IJ5=3LKE843S

RK8EMW3KH’D3QK8WF9!!$$!!;$"!%""#$;5
-;%.!7N7B44DEJ,!7NJ3E84V=P51LXLKX8EMLXNDEHDKM8EVDAW439ADEHVDEMBH9BEADHK3W34BH8E/FBN8Q35=3LKE843S

‘KX8E(N3E3ABNM!;??%!<#";&"";%$5
-;?.!周岚5论/IJ的合理规模5 城市研究!;??<!$&%";?"!;5
-!$.!汤建中5 上海/IJ的演化和职能调整5 城市规划!;??&!$#%"#&"#%5
-!;.!樊绯5!$世纪城市发展与/IJ功能的演变5 城市发展研究!!$$$!$<%"<#"<@5
-!!.!孟凌5重庆市/IJ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5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阎小培!周春山!冷勇!等5 广州/IJ的功能特征与空间结构5地理学报!!$$$!&&$<%"<"&"<%@5
-!<.!查德利!贺红权!吴江5城市中心区演化与中心商务区形成机理5重庆大学学报!!$$#!!@$#%";;$";;#5
-!&.!郑伯红!陈瑛5 重庆大都市区/IJ系统演变的机制与规律5 经济地理!!$$<!!<$;%"<%"&!5
-!@.!王绪伟5 北京商务中心规划初步探讨5 城市规划!;??#!$<%"#&"#%5
-!".!陈联5/IJ规划研究的前提及方法5 城市规划!;??&!$#%"#!"#<5
-!%.!高波!钱蓁5中等城市向百万级人口大城市扩容中的/IJ规划与建设///以扬州来鹤台广场开发建设为案例的

分析5南京社会科学!!$$#!$&%"!!"!?5
-!?.!杨俊宴!吴明伟5 中国城市/IJ适建度 指 标 体 系 研 究///中 国/IJ发 展 量 化 研 究 之 一5 城 市 规 划!!$$@!#$

$;%";#";?5
-#$.!杨俊宴!吴明伟5 城市/IJ与产业规模 结 构 量 化 比 较///中 国/IJ发 展 量 化 研 究 之 三5 城 市 规 划!!$$@!#$

$#%";#";?5
-#;.!王德忠!庄仁兴5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初探///以上海与无锡常 州 地 区 经 济 联 系 为 例5 地 理 科 学!;??@!;@

$;%"&;"&"5
-#!.!牛慧恩!孟庆民!胡其昌!陈延诚5 甘肃榆毗邻省区区域经济联系研究5经济地理!;??%!;%$#%"&;"&@5
-##.!李国平!王立明!杨开忠5 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5 经济地理!!$$;!!;$;%"##"#"5
-#<.!郑国!赵群毅5 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研究5 地域研究与开发!!$$<!!#$&%"&;"&<5
-#&.!苗长虹!王海江5 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兼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与对外联系5地理研究!!$$@!



@&%!! 地!!理!!研!!究 !"卷

!&$!%"!!!"!#!5
-#@.!刘承良!余瑞林!熊剑平!等5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5地理研究!!$$"!!@$;%";?""!$?5
-#".!(DHLKNOJ75RFD8WWK38NFH3N3EMBMHDEN9BEHFD+E849HBN-BDK8KNF9,K3NDMM573VD44BEQ!;?%"$?%"@;"@&5
-#%.!188H9R05RFD+E849HBN-BDKDNF9,K3NDMM56DC>3KO"-B44!;?%$5

’.+560;/315/,6064/.+!"#4105/,60(72(/13,/8
,0=+>;8;/+2"?5(;+64@,(0<,(0-A+B!,/8!"#

=.+1FDEQ:FL8;!6.(/F3EQ;!\(6-8B:GFDE;!!

$;5/DEHDKS3K*D84(MH8HD1HLV9!aFDUB8EQ‘EB[DKMBH9!-8EQGF3L#;$$!"!/FBE8#

!5JDW8KHADEH3S/B[B4(EQBEDDKBEQ!aFDUB8EQ‘EB[DKMBH9!-8EQGF3L#;$$!"!/FBE8%

?);/3(5/"RFBMW8WDKC8MX8MDV3EHFDWK8NHBN8449MBQEBSBN8EHWK3X4DA!F3CH3CDBQFHFDVD:
[D43WADEHVDQKDD3SSLENHB3EBE/IJ5I8MDV3EHFDN8MD3STB8EUB8EQ6DC/BH9/IJ!CD
N3EMHKLNHDV8CF34DSLENHB3E84A8HLKBH9BEVDYM9MHDACFBNFBEN4LVDV<MLXQK3LWM!E8AD49
N344DNHB[DMN84D!F8KA3E9SLENHB3E!8QQ43ADK8HB3ESLENHB3E8EVK8VB8HB3ESLENHB3E5PK3A
HFDWDKMWDNHB[D3SSD8MBXB4BH9!CDMLXVB[BVDVHF3MD<MLXQK3LWMBEH3;%BEVBNDM5‘MBEQHFD
+-,$+E849HBN84-BDK8KNF9,K3NDMM%!CD8NcLBKDVCDBQFH3SD8NFX8MBNBEVDY!8EVHFDBE:
VBNDMULVQDADEHA8HKBY84M3W8MMDVHFK3LQFHFDN3EMBMHDEN9HDMH5+MH3HFDNKBHDKB3E4D[D4
BEVBNDM!CDS3LEVHFDVDQKDD3S8QQ43ADK8HB3ESLENHB3E8EVK8VB8HB3ESLENHB3E3S/IJBM
V3ABE8EHBEHFDKDQB3E84DN3E3A95RFDE!BEHFDBEVDY4D[D4!CDS3LEVHF8HHFDDN3E3ABN
MN84DBMA3KDBAW3KH8EHHF8EHFDMN84D3SN3EMHKLNHB3E8EVHFDW3WL48HB3E#8EVHF8H3SSBND
XLB4VBEQBMMHB44HFDN3KDW8KH3S/IJ!XLHHFDKDH8B40MDK[BND8EVF3LMBEQ8KD84M3BAW3K:
H8EH#EDYH!HFDN4LMHDK3SHFDN3KW3K8HDFD8VcL8KHDKM8EVHFDSBE8ENB84BEVLMHK9BMHFDA8BE
NF8K8NHDKM3SHFD8QQ43ADK8HB[DSLENHB3E3S/IJ#8EVHFD48MHXLHE3H4D8MH!LEVDKHFD
X8NOQK3LEV3SDN3E3ABNQ43X84BG8HB3E!HFDK8VB8HB3ESLENHB3EWLHA3KDDAWF8MBM3EHFDD:
N3E3ABNKD48HB3EMFBWXDHCDDEHFDBEHDKE8HB3E840KDQB3E84DN3E3ABNX3V98EV/IJHF8E3E
3HFDKM5+EV84M3!HFDW8WDK8BAMH3V3M3ADFD4WH3HFDWK8NHBN848EVHFD3KDHBN84M3NBDH95

C+8B63=;"/IJ#TB8EUB8EQ6DC/BH9#SLENHB3E84A8HLKBH9#+E849HBN84-BDK8KNF9,K3NDM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