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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绿 道

城市绿道的使用特征与满意度研究——以南京环紫金山绿道为例
The U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atisfaction of Urban Greenway
—A Case Study of the Purple Mountain Greenway in Nanjing

摘   要：绿道是绿色开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居民生态需求的重要空间载体。以南京市环紫金

山绿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绿道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基于SPSS软件平台，采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方

法，对绿道使用者的属性、使用需求、使用特征及满意度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价，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环紫金山绿道空间优化的

具体建议，为提升绿道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和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提供重要的依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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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greenwa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green open space, and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improv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To provide practical supports for greenway construction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users' characteristics and satisfac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visitors of the Purple Mountain Greenway in Nanjing, 

China. Based on the SPSS software platform, this study took chi-square test,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variance analysis as well as factor 

analysis to quantify and evaluate the attributes, psychological needs,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greenway us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u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atisfaction of urban greenway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plan and 

improve the greenway, accordingly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greenway; user requirement; user satisfaction; Purple Mountain greenway

绿道作为带状的绿色开敞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

低碳生活方式，满足了人们向往与自然亲密接触的需求[1-2]。国

外对绿道的研究起步较早，已从规划方法、评价技术的探讨逐渐

转向绿道实施与管理策略及成功案例的剖析[3-4]。对于绿道使用

者体验方面国外也进行了相关的社会调查研究，包括绿道服务对

象、绿道功能感知、使用格局、满意度等多个方面[5-11]。

国内现代绿道的研究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相关

研究多集中于国外理论介绍、国外实践案例介绍和国内绿道

理论与实践3个方面[12-13]，对于新建绿道使用后评价的相关

研究较为匮乏，仅有少数几篇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对绿道

使用现象进行了描述总结，所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内容较为单

一，结论不够深入[14-18]。本文以南京市环紫金山绿道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绿道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基于SPSS软件平台，

采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对绿

道使用者的属性、使用特征及满意度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

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环紫金山绿道空间优化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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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可为环紫金山绿道的优化与提升提供重要的依据与参

考，其研究方法对国内其他已建绿道的使用后评价也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紫金山位于南京市域中东部，是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

是南京名胜古迹比较集中的地方。本文研究对象为环紫金山绿

道南线，位于紫金山的南麓，串联琵琶湖公园、前湖、燕雀湖

等十几个紫金山景区，属于集休闲娱乐、自然观光、文化体验

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道(图1)。该绿道作为南京市首批建设的

绿道主线长约18.3km；主要出入口共8个，均与地铁站或公交

站点相连接；次要入口有4个，均与居民区相连接(图1)。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所需数据通过对环紫金山绿道使用者的问卷调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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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绿道使用需求

与使用特征、满意度3个部分。问卷主要采取偶遇抽样法，在3

月9—15日期间选择了1个工作日，2个双休日共发放问卷257

份，有效问卷216份，有效率为84%。

将数据录入SPSS 19.0，并采用克朗巴哈信度法对问卷中的

满意度数据进行信度检验，计算得到的克朗巴哈α值为0.880，

大于0.7(α值≥0.7，属于高信度)，说明本次研究使用的测量表

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问卷设计合理[19]。

2.2  研究方法

2.2.1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者属性、使用需求与使用特征分析

首先，基于SPSS 19.0软件平台，采用描述统计方法统计

绿道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使用需求与使用特征(表1)。

然后，采用卡方检验对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使用目的与使用频

率进行差异性检验(表2)，并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对

使用频率具有显著差异的项目进行等级相关分析(表3)，以表征

具有显著差异的群体与使用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2.2.2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本次问卷采用地图标识法让绿道使用者标出经常使用的绿

道段落，并基于GIS的地图叠加法计算得到不同使用强度的绿

道空间分布(图1)，以表征绿道不同段落的使用强度差异。

2.2.3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满意度评价

首先，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将13个与绿道满意度相关的影

响因子进行测量评价(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并采用

描述统计(平均值)来分析各单项测评因子的满意度，变异系数

来检验使用者认知的一致程度(表4)。然后，使用因子分析法

求算各评价因子的权重(表4)。本研究的巴雷特球型检定值为

500.124(P＜0.001)，KMO检定值为0.825，表明13个评价因

子具有良好的取样适当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9]；共选取累计

方差贡献率大于77.7%的前5个因子，并采用加权求和与归一

化处理得到各因子的权重值(表4)。最后，利用因子的权重值加

权求和得到使用者的总体满意度，并使用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

社会经济群体的满意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分析

3.1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者的属性特征、使用需求与使用特征

分析

3.1.1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者的属性特征

由表1可见，受访者中，男性(占59.8%)略多于女性(占

40.2%)；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18~59岁)为主(占86.3%)，

老年人约占13.7%；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大中专及以上

的人群占74.7%；受访者的职业类型多样，其中企业员工、事

业单位、政府机关人员工作日所占比例明显低于休息日，这与

企业员工、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人员上班时间相对固定有关；

在收入方面，低收入人群(月收入≤1 500元)占34%(除去学

生)，中高收入人群(1 500≤月收入≤8 000元)占58%，高收

入人群(月收入≥8 000元)占14%。

图1  环紫金山绿道概况(作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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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环紫金山绿道的使用需求与使用特征

由表1可见，被访者绿道使用目的多为运动健身和休

闲娱乐，其占比84.4%，选择旅游观光的占12.5%，通勤

的仅占1.4%。

被访者到达绿道的方式主要为非机动方式，步行与自

行车占65.4%，公共交通占21.2%，个体机动交通仅占

13.4%；到绿道花费的时间多在30min以内(占82.4%)，

30min以上的为27.6%，表明南京环紫金山绿道的日常使

用者多为距绿道时空距离30min内的居民。

被 访 者 绿 道 使 用 季 节 分 布 不 均 衡 ， 春 季 最 多 ( 占

41.9%)，秋天次之(占21%)，而夏季(占9.7%)和冬季(占

0.3%)较少，这与南京的气候特征基本吻合。与此同时，

也有27%的被访者选择不受季节影响，通过数据交叉分

析发现，该类人群多以运动健身为目的(占64.9%)，季节

变化对其影响并不大。另外，被访者在一天中使用绿道

的时段分布也不均衡，9：00—12：00的使用者最多(占

43%)，12：00—14：00次之(占22%)，9：00之前与

14：00之后使用者较少。绿道使用者在绿道上停留的时

间均较长，30min以上者高达95%。被访者绿道使用频

率总体上较高，有固定规律的使用者占68%，而很少来

和第一次来分别占20.4%和10.6%。

3.1.3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绿道使用目的与使用频率的差异

由表2可见，不同性别、年龄的群体在绿道使用目的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以运动健身为目的的男性人数明显高于女

性，选择旅游观光与休闲娱乐的年轻人居多，表明性别与年

龄对绿道使用目的具有显著影响；而不同学历、职业、收入

的被访者在绿道使用目的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学历、

职业和收入情况不是影响绿道使用目的的主要因素。

由表3可见，不同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受访者在绿道

使用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年龄、学历和职业对绿

道使用频率具有显著影响；年龄与使用频率呈正相关，

即随着使用者年龄的增长，使用频率逐渐增大；学历与

使用频率呈微弱等级负相关(相关系数仅为-0.182)，

这一定程度上与高学历人群需求层次相对较高且闲暇时

间相对较少有关；绿道使用频率较高人群主要为退休人

员。另外，不同使用目的的人群在绿道使用频率上具有

显著性差异，以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人使用频

率较高；到达绿道花费的时间与使用频率呈显著的等级

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93)，说明可达性水平对绿道使

用频率具有显著影响。

3.2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的空间分布

由图1可见，按环紫金山绿道区段的使用频率可将其

表1      使用者属性、使用需求、使用特征及空间选择原因统计

项目 类别 占比/% 项目 类别 占比/%

性别
男 59.8

到达方式

步行 47.3

女 40.2 自行车 18.1

年龄

18~29 31.8 电动车 2.7

30~39 20.4 摩托车 1.3

40~49 16.6 地铁 11.5

50~59 17.5 私家车 9.3

≥60 13.7 公交 9.3

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1.0 出租车 0.4

小学 1.9

花费时间

<10min 17.6

初中 8.3 10~20min 41.7

高中 14.1 20~30min 23.1

大中专 22.8 30~45min 9.3

本科及以上 51.9 45min~1h 2.3

职业

企业员工 29.3 >1h 6.0

事业单位人员 16.8

使用时间

6：00之前 0.4

政府机关人员 4.3 6：00—9：00 12.1

自由职业者 2.9 9：00—12：00 43.4

务工人员 1.9 12：00—14：00 22.3

学生 9.2 14：00—18：00 14.8

退休人员 16.3 18：00以后 7.0

其他 19.3

停留时间

30min以内 4.7

月收入/元

≤1 500 24.1 30min~1h 21.9

1 500~3 000元 16.2 1~2h 42.8

3 000~5 000元 27.2 2h以上 30.7

5 000~8 000元 19.9

使用季节

春 41.9

8 000~10 000元 5.8 夏 9.7

≥10 000元以上 6.8 秋 21.1

使用目的

旅游观光 12.5 冬 0.3

运动健身 50.2 四季 27.0

休闲娱乐 34.2

区段选择

原因

可达性好 35.6

通勤需要 1.4 景观环境好 24.5

其他 1.8 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4.0

使用频率

每周4次及以上 15.7 游憩项目丰富 7.7

每周1~3次 20.8 环境效益好 28.2

一个月1~3次 32.4

很少来 20.4

第一次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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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3个层次4段，使用频率最高的为下马坊公园—灵谷

寺段，其次为琵琶湖—燕雀湖段和体育公园段，顾家营—

东入口段的使用频率最低。影响被访者绿道区段选择的主

要因素为可达性水平(占36%)、景观环境(占28%)和环境

效益(主要指环境卫生状况、路面质量，占25%)，而游憩

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影响较小(表1)。

3.3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满意度评价

3.3.1  单项因子的满意度

由表4可见，单项因子满意度(平均值)较高的有环境

卫生、治安管理、交通便捷程度、景观艺术、线路设置、

标识系统和安全防护，集中于绿道景观规划设计与维护管

理两大项，均在4分以上，表明被访者对这2项的满意度

水平较高；与此同时绿道景观设计与维护管理相关因子的

变异系数也较小，说明被访者对这2项的满意度一致性较

高。而自行车租赁系统、周边停车设施、照明设施、机非

混行绿道的设置和休憩设施的满意度平均值较低，表明被

访者对绿道配套服务设施的满意度较低；与此同时自行车

租赁系统、照明设施、休憩设施满意度的变异系数也较大

(分列第1~3位)，说明被访者对这3个因子在认知上存在

较大差异，这与被访者大多采用非机动方式到达绿道，并

多在白天使用绿道有关。由交通便捷程度的满意度水平可

见，被访者对绿道的可达性较为满意，但其变异系数也较

大，通过对交通便捷程度的满意度与到达方式的交叉列表

分析发现，选择步行与私家车到达绿道的使用者对交通便

捷程度的满意度较高，而选择地铁、公交与自行车的满意

度相对较低，这反映出环紫金山绿道在公共交通接驳方面

还有待优化提升。

3.3.2  总体满意度分析

由表4可见，被访者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3.98，变异

系数为15.13，表明被访者对紫金山绿道的总体满意度较

好，且认知一致性水平较高，也说明环紫金山绿道的规

划建设较为成功。满意度评价因子的权重大小能够表征该

因子对绿道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强弱。由表4可见，对绿道

总体满意度贡献率较大的6个因子依次是交通便捷程度、

机非混行绿道的设置、周边停车设施、环境质量、照明设

施和标识系统，说明影响被访者对绿道总体满意度水平

的主要方面为绿道可达性与安全性(是否机非混行)、景观

品质与配套服务设施(停车设施、照明设施和标识系统)。

另外，通过对不同社会经济群体总体满意度的方差分析发

现，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对紫金山绿道的总体满意度水平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并未对绿道

总体满意度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表2       使用目的与使用者属性的卡方检验

项目
使用目的人数(比例/%)

旅游观光 运动健身 休闲娱乐 通勤需要 其他 卡方值 显著性

性别
男 18(51.4) 92(66.2) 47(50.0) 3(75.0) 5(100.0)

4.696 0.028*
女 17(48.6) 47(33.8) 47(50.0) 1(25.0) 0(0.0)

年龄

18～29 21(60.0) 37(27.0) 31(32.6) 1(25.0) 4(80.0)

107.434 0.000*

30～39 7(20.0) 26(19.0) 23(24.2) 1(25.0) 1(20.0)

40～49 3(8.6) 25(18.2) 19(20.0) 0(0.0) 0(0.0)

50～59 3(8.6) 23(16.8) 16(16.8) 2(50.0) 0(0.0)

≥60 1(2.9) 26(19.0) 6(6.3) 0(0.0) 0(0.0)

受教育程度 6.731 0.566

职业 11.866 0.457

收入 　 　 　 　 　 　 18.601 0.548

注：* P<0.05，双侧检验。

表3              使用频率与使用者属性、使用目的和花费时间的卡方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项目
使用频率

卡方值 P值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显著性

性别 4.696 0.320

年龄 107.434 0.000* 0.547 0.000*

受教育程度 31.535 0.049* -0.182 0.009*

职业 45.346 0.000*

收入 29.738 0.074

使用目的 47.818 0.000*

花费时间 38.856 0.007* -0.293 0.000*

注：* P<0.05，双侧检验。

表4           观测因子均值、标准差与权重

观测因子 平均值 均值排序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排序 权重 权重排序

交通状况
交通便捷程度 4.29 3 24.73 6 0.373 1

机非混行绿道的设置 3.67 10 26.24 4 0.176 2

景观设计
景观艺术 4.27 4 17.21 12 0.010 12

线路设置 4.21 5 15.70 13 0.034 8

配套设施

环卫设施 3.82 8 22.30 8 0.035 7

休憩设施 3.82 9 26.99 3 0.030 9

自行车租赁系统 3.23 13 35.29 1 0.024 10

标识系统 4.11 6 19.08 9 0.054 5

周边停车设施 3.35 12 25.52 5 0.115 3

照明设施 3.58 11 31.48 2 0.054 6

维护管理

环境卫生 4.47 1 18.01 10 0.081 4

治安管理 4.32 2 24.07 7 0.010 11

安全防护 4.09 7 17.80 11 0.005 13

总体满意度 　 3.98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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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紫金山绿道优化的建议

4.1  提高紫金山绿道的可达性和安全性

绿道规划要考虑使用者的可达性，其出入口的设置

要与附近居住区相结合，使附近的居民能够通过步行尽快

进入绿道。同时要尽量缩短出入口与地铁站、公交站的距

离，使周边居民能够在30min内到达绿道，提高公共交通

的可达性。与此同时，要加强绿道监控，尤其要加强偏僻

段落的监控，确保使用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4.2  提升紫金山绿道的景观品质和环境质量

优化绿道线路，增设支线，使绿道能够更好串联品质较

好的景点。与此同时修复与优化绿道两侧现有的景观资源，

为绿道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另外，要增加绿道环卫设施的

数量，加强后期绿道的清洁工作，维护绿道环境质量。

4.3  丰富紫金山绿道的景观类型和使用功能

环紫金山绿道使用者多以休闲娱乐、运动健身为主

要使用目的，而目前紫金山绿道周边的景观资源多为游览

型，运动健身设施缺乏。建议在休憩节点增设运动设施，

并加强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建设，为使用者提供多样的运动

休闲方式。

4.4  完善紫金山绿道的配套服务设施

目前，紫金山绿道的照明设施不足，影响使用者夜晚

使用的安全性，要增加照明设施的数量及亮度。服务设施

除了数量还要进行人性化的设置，如休憩设施要尽量设置

在树荫下或凉亭中，公共卫生间要尽量靠近绿道。另外，

绿道基础设施的配建标准应注意结合不同段落的使用需

求，对接近居民区、使用频率较高的段落要提高服务设施

配建的标准。基础设施的配建可与周边景区相结合，以降

低建设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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