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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综合公园感知可达性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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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分析城市综合公园感知可达性的维度构成，探讨感知可达性与感

知物质空间、感知社会文化、感知安全之间的关系。采用 AMOS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以福州市

西湖公园、南江滨公园、北江滨公园、金鸡山公园为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感知安全与感知社会文化

间接正向显著影响感知可达性（总效应 0.28，0.166）；感知物质空间正向直接影响感知可达性（总效应

0.417）。建议提升公园管理与娱乐活动以加强感知安全与社会文化因素对感知可达程度的影响。增加公园

游憩设施与环境卫生以增大感知物质空间对感知可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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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and perceived material space, perceived social 
culture and perceived security was explored.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y AMOS 
software.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Fuzhou Xihu Park, Nanjiangbin Park, Beijiangbin Park and 
Jinjishan Pa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secur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culture indirectl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total effect 0.28, 0.166). Perceived material space positively and 
directly affects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total effect 0.417).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k management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afet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To increas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hysical space on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in parks wer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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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研究已经确立了物理因素（空间可达性）

的重要性，但是感知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对公园利

用产生影响 [1]。大量研究揭示了主观测量的可达

性和基于定量标准的地理测量的可达性之间的不

一致性 [2-5]，物理可达性的测量无法解释使用者在

空间中对可达性的主观感知。不同于空间的因素，

心理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基于心理活动的

感知，以及公园空间所呈现的能被人感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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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是影响人们前去公园的驱动因素之一。感

知可达性主要突出特定目的地属性对感知可达性

的影响 [6]，也有研究将不同社会背景人群纳入考

量 [7]。感知可达性将微观尺度的个体感知纳入评

估体系，不但对未来公园使用而言是一个重要预

测指标，而且对空间可达性的补充也将是空间分

析领域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国内，大多数研究学

者对感知可达性关注较少，缺乏针对性的划分标

准与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

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发现感知可达性（也有

学者称之为心理可达性）影响因素主要围绕个体 [8-12]、 
路径 [9-12]、空间 [9-12]、其他因素等维度展开，而国

外，更有学者基于不同种群、偏好、经济水平、

文化背景 [1,13-14] 等个人及社会背景进行研究。

综上，不同于传统的时空可达性研究，本文从

人本角度构建感知可达性模型，以福州市 4 个市

域综合公园：西湖公园、南江滨公园、北江滨公

园、金鸡山公园为突破口展开实证检验，以期基

于人的感知角度对城市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具体研究步骤为：首先将预调研结果初步分

析后筛选指标并形成正式问卷；其次，正式采集

问卷数据后运用 SPSS23.0 软件对量表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再次，采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划分不同维度，而后通过总体效度

分析检验题项对潜变量的解释程度。最后，运用

AMOS23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

1.1　模型构建

感知可达性 [15-16]：主观层面指个体基于对物

质空间环境的主观感受，表现为某一空间点、区

域或服务的可达性的认知和评估。感知可达性是

人们是否前往公园的决定性因子。感知可达性受

多方面的影响，包括：“距离感知（从家到公园的

距离远近）”、“时间成本”、“理想时间与实际时间

的差值 [17]”、“通道或站点设置合理性（公共交通

站点设置的合理性 / 私家车泊车位的合理性 / 自
行车及步行通道的合理性）”、“道路的通畅性（前

往、离开公园的道路通畅程度 [6]）”。因本文研究

感知可达性的影响因素，故将感知可达程度作为

内生变量。

感知物质空间环境：感知物质空间主要为公

园内部所呈现的能被人感知的物质部分。参考了

RRSI 量表 [18]。感知物质空间的内容包括“文娱

活动 [19]”、“历史文化氛围”、“科普教育氛围 [10]”、

“游憩设施（如坐凳、凉亭、休憩平台、健身设施

等的配置 [20-21]）”、“环境卫生 [10,19]”、“植被环境状

况 [22]、公园面积 [23]”、“空气质量 [24]”。

感知安全：主要为游人对公园内部不同维度

安全的认知与评估。主要包括“公园管理的安全

（危险点警示、安全应急服务、治安管理和摄像头

安装 [10]）”、“公园防控安全（包括环境清消、口罩

佩戴、体温检测、人流控制等）”、“景观要素安全

（水体安全、铺装材质安全、植物安全、健身设施

安全、电气化设备安全）。在感知安全中加入疫情

防控安全，将后疫情时代的现实因素纳入考量，

是对原有安全指标的更新。

作出以下假设：H1: 感知物质空间环境正向影

响感知可达性；H2: 感知安全正向影响感知物质空

间环境；H3: 感知安全正向影响感知可达性。构

建福州市城市综合公园感知可达性影响因素模型

（图 1）。

图 1感知可达性预设模型

Figure�1�Preset�model�of�perceived�accessibility

1.2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福州城市公园感

知可达性影响因素观测变量的调查，潜变量为

3 个，分别代表感知可达性，感知物质空间、感

知安全。感知可达性潜变量下设 6 个观测变量

（b1~b6），感知物质空间环境潜变量下设 9 个观测

变量（c1~c9）。感知安全潜变量下设 3 个观测变

量（d1~d3）。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感知可达性、

感知安全观测变量设置程度评分。对感知物质空

间设置了满意度评分。第二部分是对游客人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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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调查包括性别、教育、月收入区间、职业和年

龄 [1]5 个方面进行调查。

预调研量表在参考相关文献和专家打分后进

行，预发放 50 份有效问卷，以检验问卷内容表

述的准确性，并根据信度、项目 - 总体相关性指

标对量表进行题项初步筛选与调整，形成最终版

本后进行正式发放问卷。调查时段定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5 月 2 日的休息日，采用即发即收的

原则，针对调查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解说，并赠送

纪念品。依据问卷数与观测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

10 ∶ 1~15 ∶ 1 的原则 [25]，调查于西湖公园、南

北江滨公园、金鸡山公园四处市域综合公园共发

放 300 份调查问卷 , 有效问卷 267，无效 33 份，

有效率 89%。四处市域综合公园皆位于福州市中

心城区。金鸡山公园、西湖公园、北江滨公园、

南江滨公园由北至南分别位于晋安区、鼓楼区、

台江区、仓山区。类型覆盖范围分别为山地公园、

山水公园、滨江公园。

2　模型检验与结果

2.1　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在游人性别构成上，男（52.1%）女（47.9%）

较为均等，年龄结构包括 20 岁以下（4.5%）、

21~30 岁（21.3%）、31~40 岁（31.1%）、41~50 岁

（14.2%）、51~60 岁（12.4%）、60 岁以上（16.5%）、

其中以 21~40 岁为主，也与调查时间选定于双休日

有关。受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及以下（10.5%）、中专

/ 高中（19.5%）、专科 / 本科（64.8%）、硕士 / 博士

（5.2%），其中以专科 / 本科为主。职业包括公务员

（4.1%）、事业单位（13.9%）、国有企业（13.1%）、

私营企业职员（22.1%）、自由职业者（19.5%）、

离 退 休 人 员（15.0%）、 在 校 学 生（5.6%）、 其

他（6.7%），其中自由职业者比例较高；月收入包

括 3 000 及 以 下（16.5%）、3 001~4 500（19.9%）、

4 501~6 000（27.7%）、6 000 以 上（36.0%）， 其 中

月收入为 6 000 以上的比例最高。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 SPSS 23.0 进行信度和效度

检验。通常以 Alpha 系数来表示。一般认为 α

＜ 0.35 时，量表可靠性较低。当 0.35 ＜ α ＜ 0.7
时，量表可靠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α ＞ 0.7 时，

量表具有较高可靠性，各潜变量都大于 0.7，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感知可达性 Alpha 系数为 0.878，

感知物质空间环境为 0.877，感知安全为 0.856，
总体量表信度为 0.909，因此量表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效度分析检验显示 KMO 值为 0.891，大于

0.6，表示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

度检验近似卡方为 2274.989，自由度为 153，Bart-
lett 的 P 值为 0.000，该 P 值＜ 0.05 表示变量之间

有共因素存在。

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如表 1 所示，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

转法进行因子分析，以因子载荷系数＞ 0.5 为标准

筛选观测变量，其中： 1）“文体娱乐 c1”、“历史文

化 c2”、“科普教育 c3”因子载荷集中于一个维度，

故将其命名为感知社会文化，这也与蔡秋阳 [26] 的

论述：感知质量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互相

印证。2）休憩设施 c4 因子载荷过低被删除。最后

得到 4 个公因子，累积解释率为 68.108%，大于

60% 的临界值。
表 1�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1�Analysis�of�exploratory�factor

变量
Variable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

1 2 3 4

感知距离 b1 0.864

时间成本 b2 0.892

时间成本差 b3 0.808

通道或站点设置合理性 b4 0.611

道路的通畅性 b5 0.650

整体感知易达 b6 0.611

文体娱乐 c1 0.755

历史文化 c2 0.842

科普教育 c3 0.767

环境卫生 c5 0.535

植被环境 c6 0.845

公园面积 c7 0.744

空气质量 c8 0.779

整体感知质量 c9 0.622

管理安全 d1 0.829

防控安全 d2 0.831

景观要素安全 d3 0.761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凯撒正态化最
大方差法。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Note: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
tion method: Kaiser normalized maximum variance meth-
od. The rotation converges after 5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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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变异量和标准化因素载荷量可以用来计

算潜变量的组合信度 [27] 和平均方差萃取 [28]。组合

信度 CR ＞ 0.7，平均方差萃取 AVE ＞ 0.5，说明

测量题项能很好的解释其潜变量。模型总体效度分

析如表 2 所示， AVE 皆大于 0.5，潜变量的 CR 皆

大于 0.7，说明测量题项能很好的解释其潜变量。
表 2模型的总体效度分析

Table�2�Overall�validity�analysis�of�the�model

潜变量
Latent 

variables

测量变量
Measured 
variables

误差变异量 θ
Error variation 

θ

标准化
负荷

Standard-
ized load

组合
信度
CR

平均方
差萃取

AVE

感知距
离

感知距离 b1 0.285 0.846

0.881 8 0.560 8

时间成本 b2 0.193 0.899

时间成本差 b3 0.343 0.810

通道或站点设置
合理性 b4

0.685 0.561

道路的通畅性 b5 0.613 0.622

整体感知易达 b6 0.517 0.695

感知社
会文化

文体娱乐 c1 0.593 0.638

0.838 0 0.637 8历史文化 c2 0.331 0.818

科普教育 c3 0.163 0.915

感知物
质

环境卫生 c5 0.534 0.683

0.857 4 0.546 4

植被环境 c6 0.373 0.792

公园面积 c7 0.465 0.731

空气质量 c8 0.445 0.745

整体感知质量满
意度 c9

0.451 0.741

感知安
全

管理安全 d1 0.399 0.775

0.857 6 0.667 9防控安全 d2 0.279 0.849

景观要素安全 d3 0.318 0.826

2.4　模型检验

首先使用 AMOS 23 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

结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 其次用 t 值检验法对因素

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感知安全与感

知可达性不通过显著性检验（0.102 ＞ 0.05），其

余观测变量均通过检验（置信水平＜ 0.05），删除

不显著路径后重新进行 t 检验得到表 3。
最后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结果显示：CMIN/

DF=3.204，TLI=0.882，NFI=0.863，GFI=0.846，
CFI=0.900，IFI=0.901，RMSEA=0.091，除 GFI、IFI、
RMSEA 达到标准外，其他指标均未达到最优，需要

对模型进行修正。

2.5　模型修正

主要根据 MI 及 t 值增加或删除参数变量，或

增加各参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模型拟合度。

将变量的残差建立相关，根据 1 次放宽 1 个参数

的原则，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

首先考虑增加路径，分析发现 1）“植被环境

c6”和“空气质量 c8” 之间的 MI 值较大，增加路

径后卡方值减小。理论上植被会提升空气质量。

2）“公园面积 c7”和“空气质量 c8”之间 MI 值较

大，增加路径后卡方值减小，其他指标也趋于 0.9
增大。理论上公园面积增大，对应绿地与植被增

多，空气质量从而提升。3） “通道或站点设置合理

性 b5”与“道路通畅性 b4”“整体感知易达性 b6”

三者之间的 MI 值较大，增加路径后卡方值减小。

理论上“通道或站点设置合理性 b5”是居民从家

到公园的最后一环，是影响居民对道路易达性感

知的关键。“道路通畅性 b4”和“整体感知易达性

b6”，理论上道路越通畅，公园更易达到。

修正后模型拟合程度达到理论标准。X2/ DF
为 2.289、TLI 为 0.931、NFI 为 0.906、GFI 为

0.904、CFI 为 0.944、IFI 为 0.945、RMSEA 为 0.070。
修正后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如图 2 所示。

表 3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回归路径系数

Table�3�Standard�regression�path�coefficients�of�structural�equation�model

假设路径
Assuming that path

参数估计值
Parameter estimates

临界比
C.R.

显著性水平
P-vaule

是否接受该路径
Whether to accept the path

H1: 感知物质空间→感知可达性 0.447 5.499 *** 接受

H2: 感知安全→感知物质空间 0.422 4.976 *** 接受

新增 感知安全→感知社会文化 0.623 7.548 *** 接受

新增 感知文化→感知物质空间 0.351 4.180 *** 接受

删除 感知安全→感知可达性 0.150 1.643 0.102 拒绝

注：*** 表示 0.001 的置信水平。
Note：*** represents a confidence level of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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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感知可达性模型修正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

Figure�2�Path�diagram�of�standardized�parameter�
estimation�modified�by�perceptual�accessibility�model

2.6　结果分析

观测变量“时间成本”、“距离成本”、“时间

成本与理想时间成本差”对潜变量感知可达性

作用明显。感知可达性的 6 个观测变量载荷系数

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其中 b1,b2,b3 较 b4,b5,b6

大，其载荷大于 0.8，对潜变量作用更明显。而在

b1,b2,b3 中作用最明显的是 b2，虽然“距离成本”

与“时间成本差”是影响感知可达性的重要变量，

但游人对公园远近的判断最主要受“时间成本”

影响。由“时间成本差”可知，游人普遍认为理

想公园应离家更近，表明对绿色空间的向往。由

“通道或站点设置的合理性”，“道路的通畅性”发

现因子载荷较前三者（“时间成本”、“距离成本”、

“时间成本差”）低，说明福州市针对前往或离开

公园的公共交通站点设置的合理性 / 私家车泊车位

的合理性 / 自行车及步行通道的合理性尚需加强；

前往、离开公园的道路通畅程度不足。

“感知物质空间环境”直接影响“感知可达

性”。如表 4 所示，感知物质空间环境对感知可达

性的直接效应为 0.417，且在 95% 置信水平显著，

说明公园物质空间环境越好，游人感知可达性水

平越高。在感知物质空间的观测变量中，因子载

荷较大的为：植被环境与环境卫生，可见游人对

其重视程度较高。

“感知社会文化”与“感知安全”直接影响

感知物质空间，间接影响感知性。“感知社会文

化”与“感知安全”直接影响“感知物质空间环

境”。感知安全对感知物质空间环境的直接效应

为 0.423，间接效应为 0.248。感知社会文化对感

知公园质量直接效应为 0.398。“感知社会文化”

与“感知安全”对“感知可达程度”只具间接效

应（0.166，0.280）。“感知社会文化”与“感知安

全”通过影响“感知物质空间环境”从而影响感

知可达性。说明安全与社会文化对感知可达程度

的影响不易被游人感知，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在“感知社会文化”的观测变量中，“科普教育氛

围”、“历史文化氛围”因子载荷较“文体娱乐活

动”大，对潜变量的作用明显，说明福州市综合

公园科普教育氛围及历史文化氛围相对较好，而

文体娱乐活动稍显欠缺；在“感知安全”的潜变

量中，因子载荷最高的为“疫情防控安全”，其次

为“景观要素安全”，最差的为“公园管理安全”，

说明在此这期间疫情防控做的比较到位。福州市

公园的景观要素安全（水体、坡度、铺装、植物、

健身设施、游乐设施、电气化设施）相对较好。

而稍显薄弱的是公园的管理安全，缺少对于危险

点的警示，安全和应急服务相对欠缺、治安管理

不够、摄像头安装不足。

“感知安全”直接影响“感知社会文化”。感知

安全对感知社会文化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作用（直

接效应 0.623），感知安全对感知社会文化的影响

较大，路径系数为 0.62。可见安全是一切社会文

化活动的基础，针对国内的疫情局部常态化反弹，

安全感知减少时居民会相应减少社会文化活动。

3　结论与讨论

深入研究感知可达性构成及影响因素，通过

改善指标可提升感知可达性。本文的研究不足

是：没有对不同个体的空间认知差异性，以及该

差异性对感知可达性影响展开深度研究。基于本

文研究结果，提出几点以下建议：

（1）完善到达公园的立体交通，建立健康的

慢行游步道以增强游人对公园的可达性感知。游

人对公园远近的判断主要依据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因此增设快速高效的立体交通方式，完善各公园

外的立体交通路网，除此之外应加强交通与公园

的衔接，应合理化公交及地铁站点离公园入口的

距离，合理化私家车泊车位的距离及数量。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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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人的“亲绿”心理，除了见缝插针的城市修

补外，将慢行步道 / 自行车道串联各个公园，并延

伸至公园覆盖率小的地区。

（2）提升综合公园物质空间品质，增加游人

对公园的可达性感知。感知物质空间会直接影

响游人对可达程度的感知，大部分研究认为可达

性会影响公园整体满意度评价，却忽略了公园满

意度会影响感知公园可达性。该也是本文创新

点。公园的物质空间品质愈好，游人可达性程度

感知愈近。而植被环境与环境卫生影响游人对公

园物质环境的感受，具体改进方面内容如下：卫

生环境方面对合理化配置垃圾桶、并定期清理；

植被环境方面，定期进行养护，公园设施整改意

见是：完善配置，及时更新公园内的坐凳、凉亭、

健身设施，提升功能兼容的一体化公共空间，满

足不同人群的使用。

（3）加强综合公园的安全与社会文化建设，

以间接增加游人对公园的可达性感知。虽然感知

安全与感知社会文化不足以直接影响游人对公园

感知可达性的判断，但社会文化间接影响公园的

感知可达性也不容忽视。社会文化相对于安全，

是不易被游人感知的部分，因福州市综合公园的

社会文化氛围较欠缺，故文体娱乐活动氛围营造

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覆盖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文

化氛围上应加强对于公园历史文化及当地民俗文

化的宣传，提升公园的意韵。教育科普氛围方面，

引入高科技进行科普、增设自然教育活动。安全

方面，应加强公园的管理安全建设，从而减少游

人对该方面的顾虑。在安全维度中，综合公园的

管理安全相对还需加强。

影响感知可达性的直接因素是公园的物质空

间环境，间接因素是安全与社会文化。提升公园

物质及精神方面的精细化配置，对感知可达性的

增加有着重要的作用。后疫情时代，本文所构建

的感知可达性影响机制，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

园规划者通过基于心理因素的方法提高公园可达

性，减少人们对公园使用的感知心理障碍，减少

因片面化的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的错位所造成的

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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