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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市意象知觉矩阵分析与聚类分析 

杨 健 ， 郭建华 
(1．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2．湖南科技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 要 ：通过 问卷调 查 和知 觉矩 阵分析 的方式 ，试 图对长 沙 市的整体 城 市意 象进 行定 量研 究 。随后 的聚类 

分析 印证 了这一 结 果 ：(1)在 特殊 文化遗 产与 古迹 的知 觉 矩 阵 图 中，大部 分意 象元 素集 中在 第一和 第三 

象 限 中，说 明这 些元素 的保护 工作 处 于两个极 端(或 者 具有 强烈 的 意 象作 用 ，或 者 市民们 基 本 上不 知道 

它们 的存 在 )。(2)整体 水域 的品质偏 低 ，说 明水 域整 治 急待 加 强 ，对 于重要 度颇 高 的湘江和 橘子 洲 头更 

是 如此 。(3)城 市地 标 的情 况 同特殊 文化遗 产 与 古 迹 的情 况相 似 ，说 明大 量标 志物 的 意 象品 质 有待 提 

高 。最后 ，对 处 于各 个 象限的 意象元 素分别提 出 了相 应的整 治 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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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M atrix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n the Urban Image of Changsha Ci ty 

YANG Jian ．GUO Jian—hua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China；2
．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 120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urban image held by Changsha inhabitants after questionnaire and per— 

ceived matrix analysis，and then a hierarch{cal cluster analysis has proven the following results：(1)M ost e1e— 

ments O{urban image in the perceived matrix about special cultural legacies and historic sites concentrate in the 

first or the third quadrant，which indicates that 1 he maintenance of these elements is at the extren1e—either good 

or bad．(2)The quality indexes of the integral water areas are low，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high importance in— 

dex，namely the Xiangjiang River and the Mandarin一()range Islet．(3)The position of elements of I．and marks 

on the perceived matrix is similar Io that of special cult ural legacies and historic site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ir 

quality must be improved．At last this paper pro、’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image elements． 

Keywords：urban image；Changsha；questionnaire；perceived matrix analysis；hierarchical Cl uster analysis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大样本定量研究 的方法，分为问卷调查 、 

问卷分析两个步骤 。问卷调查包括专家问卷和市民问 

卷两个部分，用专家问卷筛选后的城市意象元素作为 

市民问卷的制作依据。问卷分析以知觉矩阵分析为 

主，并用聚类分析对知觉矩阵分析的结果进行检验。 

其中的问卷调查和知觉矩阵分析参照了蒋晓梅在 

台南市城市意象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蒋晓梅的研究没 

有采用常见的“认知地图”绘 图法 ，而是依照实态性空 

间与特殊建筑群 、特殊文化资产与古迹 、地方色彩与民 

俗活动、蓝带系统、绿带系统、地标等部分分别做专家 

问卷与民众问卷调查，分析评估后取得城市意象因子 

重要性排序。虽然在对象上有其局限性，但有关城市 

意象因子的结构和排序有其参考价值。 

蒋晓梅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实体环境元素 

对地点场所描述的转换。本文认为。这种转换是可行 

的。凯文 ·林奇的绘 图法是 比较经典的步骤 ，却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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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费时、被调查者不容易回答、调查结果不易，于量化而 

造成样本数量过少的缺憾 。实践表 明，这种绘 图方式 

会让绘图能力比较差的市民在表达 自己观点时遇到障 

碍 ；潘荣杰的研究结果表明，被调查者一般倾 向于对实 

质环境的地名进行描述(潘荣杰，1999)；张颖的研究也 

表明，将 问卷调查与现场访谈获取居民的主观感受结 

合起来分析，这样的研究比较容易得出客观的结果，且 

排除了不同市民绘 图能力的差别 ，可反映居 民对环境 

的真正意象(张颖 ，2002)。 

2 问卷调 查 

2．1 专家问卷 

2．1．1 意象因子 参照蒋晓梅的做法 ，我们把长沙市 

的城市意象因子分成实态性空 间与特殊建 筑群 、城市 

绿化系统 、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整体水域 、城市地标 

等五大项。对于道路、边界、区域等与城市意象结构有 

关的调查则在市 民访谈 中进行。蒋晓梅研究 的特点 ， 

是将非物质形态的动态性文化形式纳入意象因子 中。 

但考虑到长沙市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采用地方色彩 

与民俗活动这一意象因子。 

2．1．2 意象元素 在多次现 场踏勘 的基础上确定 了 

各意象因子的意象元素。例如 ，“实态性空间和特殊建 

筑群”有五一广场、岳麓书院等29个元素。 

2．1．3 问卷设计与计分办法 本研究设 定的专家来 

自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和中南大学建筑 系的老师 ，希望 

藉由他们的专业知识筛选出能代表长沙市城市意象的 

重要元素。专家问卷筛选出来的意象元素成为市民问 

卷制定的依据。具体做法是：由调查者针对各个因子 

列出多个意象元素，请专家进行勾选，每个意象元素被 

勾选一次计一分 。 

2．1．4 城 市意 象元 素 筛选结 果 共发 出专家 问卷 

100份．有效回收 56份，总回收率 56 。 

本研究依上述计分方法统计专家勾选 的城市意象 

元素得分 ，基于 8o／2o法则原理 ，将八成以上专家未勾 

选的意象元素删除。共得五大类 83个意象元素。筛 

选后的意象元素列于表 1，各城市意象因子所属的意 

象元素前面的编号为排名 ，实际得票数则标记 于各意 

象元素之后 。 

2．2 市民问卷 

2．2．1 基本资料说明 

1)本问卷调查的对象设定为居住于长沙市一年以 

上的居民。考虑作答能力 ，抽样年龄应 在 10岁以上 

(不包含 10岁)。 

2)以长沙市 2005年的长沙市人口统计要览为依 

据，对长沙市各行政分区户籍人 口比例进行分析 ，以期 

抽样样本的人KI比例与长沙市行政分区的人 KI比例近 

似。 

表 1 城市意象元素专家筛选项 目得分与排序表 

1．天心阁 40；2．五一 广场 39：3．火车站广场 34；4．省博物馆 

麓 蒌 
琏 巩 啊干 17；14

． 青少年宫 l7；l 5．劳动广场 1 6；l6．黄花机场 l2；l 7． 

市博 物馆 l1；18、雨花 区政府 1l 

l、岳麓书院 38：2．天心 阁与古城墙 34；3．麓 山寺 3l；4．马王 

堆汉墓遗址 29：5．白沙占井 28：6．开福寺 28；7．爱晚亭 28： 

8．妙高峰第一师范28；9．先锋厅中山亭钟楼 27：l0．北正街 

圣公会礼拜 堂 22；l1．潮宗 门牌楼 21；l2．湘雅医 院 21：l3． 

文化遗产 黄兴墓 21；14．太平街贾 谊故 居 21：1 5．走 马楼孙 吴简牍 遗 

与古迹 址 18：16．蔡锷墓 l 6：17．灵官渡 1 6；18．湖南大学大礼堂 

l3；l9．湖南大学科学馆 1 3；20．湖南大学二院 l2：21．湖南 

大学老图书馆 l2；22．潮宗街真耶稣教会堂 11；23．西长街 

循道会教堂旧址 11；24．云麓宫 11；25．中南大学和平楼 ¨： 
26．中南大学民主楼 11；27．西文庙坪长沙府学宫牌坊 ¨ 

1．湘江 39；2．浏阳河 38：3．杜甫江阁 28；4．橘子 洲头 28；5． 

整体水域 捞刀河,27；6．长沙轮渡 25；7．湘江边鱼市21；8．湘江边休闲 

活动 21；9．傅家洲 1 5 

1．湖南烈士公 园 39；2．柄子 -1'1 29：3．湘 江风光带 22；4．长沙 

绿化系统 动物 园 22；5．南郊公园 22；6．天 t5公 园 1 7：7．岳麓山风景名 

胜区 1 5；8．湖南省森林植物同 l1：9．潇湘中路绿化 11 

1．岳麓山39；2．长沙火车站广场火炬时钟 39；3．天心阁主 

阁楼 34；4．世界之窗 32：5．省展览馆 31；6．湘江一桥 28；7． 

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28：8．n|汉大剧院 2 7；9．湖南大学东 

城市地标 方红广场 27：10．湘江二桥 23：l1．摩天轮 23；1 2．猴子石大 

桥20：13．浏阳河大桥 1fj；1 神龙火酒店 l 5：1 5．车站路阿 

波罗商业广场 15；l6．华天大洒店 1 5：1 7．通程商业广场 】1； 

l8．新市政府 】] 

3)问卷 的发放方式 ，采用邮寄 、团体发放及街头访 

问调查等方式。所发放 的问卷 总数为 1 000份．总 回 

收问卷数为 606份，其中有效问卷 533份，问卷的回收 

率达 60．6 ，回收的有效问卷比例为88 。 

2．2．2 研 究变量的测量 考虑到一般市民对专业名 

词 的接受程度和对问卷的作答能力，将问卷的研究变 

量简化为“印象深刻”、“品质较佳”和“品质较差”等三 

大类。 

2．2．3 问卷登录、计分与统计 有关各研究变量的衡 

量共分为两大类 ： 

1)第一类：为针对研 究变量 的整体城市意象因子 

的排序，一般市民就本研究所列的城市意象因子，就其 

对城市意象的影响程度作重要性排序，此排序分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各因子的得分及排序如表 1所示 。 

c 一 ( 一 1，⋯ ，N 

其中：CJ 为市民m 选择排 序为 的城 市意象因子得 

分 ；N 为市民ITI所选的城市意象因子个数 。 

2)第二类是针对城市意象因子所属的意象元素作 

印象深刻、品质较佳 、品质较差项 目的勾选 ，问卷各意 

象 因子的选项表如表 2所示 。计 分方式如下：针对广 

场此意象因子所属的意象元素作印象深刻的勾选，若 

被选取者为火车站前广场、市政广场⋯⋯等 ，则每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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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被选取一次各以一分计 的；若针对古迹此意象 因子 

勾选开发或维护较佳者为长沙马王堆汉墓遗址、白沙 

古井、开福寺⋯⋯等，则每个元素被选取一次亦各以一 

分计的；若针对品质较差的意象元素作勾选时，亦以同 

理计分。因此 ，各意象元素 的得分，共分为印象深刻 、 

品质佳、品质差等三种分数，各意象元素的实际得分从 

略。 

2．2．4 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1)城市意象因子排序与权重分析 

由表 2中可知 ，长沙市居 民对城市意象因子 的重 

要性排序为 ：(1)实态性空间与建筑群；(2)城市地标； 

(3)城市绿化系统；(4)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5)城市 

整体水域 。此五项城市 意象因子 的平均 值总和为 1 

(即 100％)，故计算过程无误 ，各意象 因子 的平均值 ， 

将视为居 民票选 印象深刻意象元 素得分 的加权依据 

(即权重)，以求取意象元素的重要度。 

表 2 城市意象因子排 序及权重分析表 

城市意象因子 平均值f权重) 

1．实态性空间与建筑 群 

2．城市地标 

3．城市绿化系统 

4．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 

5．城市整体水域 

2)城市意象元素得分统 分析 

为了简化统计并方便作图，用英文字母代表各类 

因子 ，分别为 A：实态性空间与建筑群；B：特殊文化遗 

产与古迹；C：整体水域；D：绿化系统：E：城市地标。基 

于同样的考虑，将各意象元素按其在该项因子中市民 

认知的重要度排序作为编码依据。例如：古迹中排名 

第一的为岳麓书院，故此意象元素的编码为 A1，依此 

类推。 

本研究问卷统计的结果除将表 5中城市意象因子 

的平均值视为计算重要度的权重外，并以各意象元素 

重要度与品质指数标准化后的 Z值 ，绘制成城市意象 

元素知觉矩阵，作为改善城市意象元素优先级时的参 

考。有关意象元素的重要度、品质指数、重要度 z值、 

品质指数 z值等的计算公式如下： 

(1)重要度 ： 

一 F × R 

其 中：ID7 为第 m 类意象因子 中第 i个意象元素的重 

要度。F 为第m类意象因子的权重；R 为第m类意 

象因子中第i个意象元素在印象深刻的研究变量的得 

分。 

(2)品质指数 ： 

QI 一 ( 一 BQ 

其中：QI7为第 类意象因子中第 i个意象元素的品 

质指数；GQ7为第m类意象因子中第i个意象元素在 

品质较佳 的研究变量的得分；BQ 为第 m 类意象因子 

中第 i个意象元素在品质较差的研究变量的得分。 

(3)重要度 Z值 

r7 一 ：二 
⋯  Sd 

其 中：IZ7为第 类意象 因子 中第 i个意象元素的重 

要度z值； 为所有意象元素重要度求出后取平均 

值；ID 为第 类意象因子中第i个意象元素的重要 

度；S 为所有意象元素重要度求出后取标准差。 

(4)品质指数 z值： 

QZ"~i一 
q 

其中：Q 为第m类意象因子中第i个意象元素的品 

质指数z值； 为所有意象元素品质指数求出后取平 

均值；Q 为第 类意象因子中第 个意象元素的品 

质指数；S。为所有意象元素品质指数求出后取标准 

差 。 

各意象元素的重要度、品质指数 以及重要度 Z 

值、品质指数 Z值的计算结果从略。 

2．3 统计与分析 

2．3．1 城市意象元素知觉矩阵 将统计结果的重要 

度z值与品质指数z值绘制成知觉矩阵(如图 1～5)， 

此知觉矩阵以城市意象元素的重要度为横轴，品质指 

数为纵轴，区分成四个象限。 

品 
质 

指 

A 7 

● A4 

● 

A 2 
● 

A9 

A I3‘ 

●
‘ A 10 A 1 

A I4 ‘ ● 

A 15 A 1l 
● A5 

A I2 ● 
● A 8 

● 

A3 

● 

重要度 

图 1 意象元素知觉矩阵图(实态性空间与建筑群) 

Al：岳麓书院；A2：世界之窗；A3：市工人文化宫；A4：贺龙体育中 

心；A5：火车站广场；A6：五一一广场；A7：省博物馆；A8：劳动广场； 

A9：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 A10；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A1l：市博 

物馆；A12；黄花机场；A13：雨花区政府；A14：荚蓉广场；A15：青少 

年宫 

2．3．2 城市意象元 素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也就是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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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指数 

B8 
●  

B6 
● 

B 1 
●  

B： 
B7 

B23 B l0 B9 32 

● ● 

B2l B I6 

t3
◆

24B
．

2

B

24
l

p

9

B l8 ， ● 

Bl4 B 
● 

B25 
0 B 17 

B20 
● 

B 11 
◆ B： B l3 

● 

重要度 

图2 意象元素知觉矩阵图(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 

B1：开福寺；B2：爱晚亭；B3：潮宗门牌楼；B4：西文庙坪长沙府学宫牌 

坊；B5：太平街贾谊故居；B6：白沙古井；B7：麓山寺；B8：天心阁；B9： 

湘雅医院；B10：云麓宫；B11：灵官渡；B12：走马楼孙吴简牍遗址； 

B13：黄兴墓；B14：马王堆汉墓遗址；B1 5：蔡锷墓；B16：潮宗街真耶稣 

教会堂；B17：西长街循道会教堂旧址；B18：湖南大学老图书馆；B1 9： 

中南大学和平楼；B20：先锋厅中山亭钟楼；B21：中南大学民主楼； 

B22：湖南大学大礼堂；B23：北正街圣公会礼拜堂；B24：湖南大学二 

院；B25：湖南大学科学馆 

品 

质 

指 

C2 
_ 

C8 
- 

C5 
- 

_ 

C 7 C l 

C9 C3 
_ 

_ C6 

- c4 

图 3 恿象兀黍知觉矩阵图(整体水 域) 

c1：湘江；C2：杜甫江阁；C3：橘子洲头；C4：浏阳河；C5；傅家洲；C6： 

湘江边鱼市；C7：捞刀河；C8：湘江边休闲活动；C9：长沙轮渡 

出变量的自然类别。我们采用单链锁聚类方法，运用 

SPSS软件中的分类分析模块，选用 Analyze---~Classi— 

fy—Hierarchical Cluster对各意象元素问的相关系数 

进行聚类(分为四类)。 

变量的相似性度量采用样本相关系数的形式，负 

相关系数由其绝对值来代替。相似系数的绝对值越 

大，变量的相关性就越强 ，在 自然类别上就越接近。 

聚类分析的结果与知觉矩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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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意象元素知觉矩阵图 (绿 化系统) 

D1：岳麓山风景名胜区；D2：橘子洲；D3：湖南烈士公园；D4：长沙动 

物园；D5：湖南省森林植物园；D6：南郊公园；D7：湘江风光带；D8：潇 

湘中路绿 化；D9：天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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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意象元素知觉矩阵图(城市地标) 

E1：摩天轮；E2：湘江一桥；E3；岳麓山；E4：长沙火车站广场火炬时 

钟；E5：湘江二桥；E6：世界之窗；E7：田汉大剧院；E8：省展览馆；E9： 

浏阳河大桥；E10：车站路阿波罗商业广场；E11：猴子石大桥；E12：黄 

兴南路步行商业街；E13：华天大酒店；E14：新市政府；E15：神龙大酒 

店；E16：通程商业广场 

2．4 结论与建议 

2．4．1 结 论 

1)在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 的知觉矩阵图中，大部 

分意象元素集中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说明这些元素 

的保护工作处于两个极端(或者具有强烈的意象作用， 

或者市民们基本上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著名的贾谊 

故居处于第四象限，品质指数极低，显示出市民对其保 

护成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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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水域的品质偏低，说明水域整治急待加强， 

对于重要度颇高的湘江和橘子洲头更是如此。杜甫江 

阁是近年来新增加的人文景观，处于第一象限，相应的 

整治模式可以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3)绿化系统的各意象元素基本上处于第一和第二 

象限，只有橘子洲例外。但这里提供的元素均为成规 

模的绿化带，大量的街道绿化和居住区绿化没有 纳入 

其中。随后的访谈表明，人们对这些小规模绿化不甚 

满意。 

4)城市地标的情况同特殊文化遗产与古迹的情况 

相似，说明大量标志物的意象品质有待于提高。 

2．4．2 建议 

1)城市意象元素常兼具数种性质。为避免个人的 

主观判断，本研究并没有在市民问卷的制定阶段作属 

小进行归并，同时将属于其它因子的相同元素予以删 

除。对于这些兼具数种性质的意象元素，建议市政府 

在未来的城市设计工作中，应以强化其最终归属的因 

子特性为建设发展的方向。 

2)在市民的感知中，处于第一象限的意象元素属 

于重要度与品质指数均较高者。对于这些意象元素， 

应继续做好保存和维护工作 。 

3)处于第四象限的意象元素重要度较高，但品质 

指数却较低。建议列为优先改善的工作项目，并以提 

升其品质指数为建设的重点 。 

4)在市民的感知中，那些处于第二象限的意象元 

素 ，属于重要度较低但 品质指数 较高者。建议市政府 

以提高其意象重要性为主要 目标。 

5)对于第三象限中的重要度较低，品质指数亦较 

性归并处理，而是在问卷调查结束以后按照重要度大 低的意象元素，亦可作分步骤、有重点的治理。 

表 3 各城市意象元素所 处象限一 览表 

’ 

冀产蓄 喜 譬盖 羹 笛 北正街圣公会礼拜堂 与由迹 
雅医院、云麓宫 

羹 羹 翼 羹 循道会教堂旧址、湖南大学老图书馆、中南 ； 大学和平楼、先锋厅中山亭钟楼、中南大学 ⋯⋯⋯一 
民主楼、湖南大学大礼堂、湖南大学二院、 

⋯ 标 虢 薯 湘 ⋯ ⋯  大 轰薷 蓄 舞 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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