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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社区公共艺术是提升社区品质的重要方法，科学量化的评价体系可以明确设计原则，指导公共艺

术设计实践更好地介入社区更新。方法：从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中总结出公共艺术设计的重要评价指标，

分别为视觉、工艺、互动、功能、精神五个层面，设置问卷收集数据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

重值，得出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体系的重要程度排序。结果：通过层次分析法的数据结果可知，在进

行社区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时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互动性。结论：AHP分析法能够作为建立社区公共艺术

设计评价体系的重要工具，客观定量的分析思维则有助于设计作品更有效地实施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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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munity public ar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improve community quality. A scien-
tific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can clarify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of public art to be better involved in community renewal. Method: The important evalua-
tion indexes of public art design were summarized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vision, craft, interaction, function, and spirit. Questionnair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the weight value of each index was calculated by AHP. The importance 
ranking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munity public art design was obtained. Results: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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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data, the most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ex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public art design is interactivity. Conclusion: AHP analysis can be used as an impor-
tant tool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munity public art design, and objec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thinking can help design works to be implemented and implemented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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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存量化建设的背景下，城市更新的目标逐渐转向城市结构优化和城市品质提升，更新方式也

逐渐转向微更新模式。公共艺术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环境，提升

城市居民生活的品质，弘扬城市精神文明的价值，并持续推进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面对复杂多变的社

区情况，仅凭设计师个人的经验总结出的设计模式往往是不够的，社区需要类型多样且具有针对性的公

共艺术介入，也需要对设计作品或活动进行合理评价和效用分析，由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背景下，

运用层次分析法介入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研究当中，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建立起社区公共艺术设计复

杂而又多目标的评价体系，有助于指导社区公共艺术设计策略的确立和设计实施，服务于社区居民主体。 

2. 社区公共艺术概念及发展 

(一) 社区公共艺术概念 
社区中的公共艺术设计的最早出现与美国当代女性艺术家苏珊娜·莱西 Suzanne Lacy 率先提出的新

类型公共艺术的概念密切相关，在当时也被称为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它是一种以社区环境为基础

的实践项目，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文化民主和社会革新运动[1]。与传统公共艺术相比，社区艺

术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设置空间、参与主体和关注内容上发生的转变。在空间上，从诸如商场、广场、公

园等城市公共空间走进特质各异的居民社区；创作主体上，由艺术家主创变为居民参与乃至居民共创；

最重要的就是创作内容上比以往更加关注居民日常生活和居民的切实利益。社区公共艺术提倡建立作品

与人、作品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公共艺术能够为融入城市社区形式和目的而转化，才营造

了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城市社区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象[2]。它不但是城市社区更新的重要手段，更展现

了通过艺术设计解决问题和美化生活等积极作用。 
(二) 社区公共艺术类型 
社区公共艺术是公共艺术在空间场域上的延伸，也是居民参与性实践的进一步探索。社区类型的复

杂情况和居民构成的差异化也对社区公共艺术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艺术介入社区的切入点往往是多角

度多层次的，表现在形式、功能、方法、目的及参与主体等方面。从呈现形态上来看，可以将社区公共

艺术分为艺术装饰类、功能设施类、艺术活动类、社区美术馆植入类等几种类型；从介入社区空间类型

上来看，也可以分为老旧社区微改造、新建社区公共艺术融入、文化创意园区相结合等形式；从介入主

体来看，也分为政府政策导向、艺术教学实践、企业开发支持、社区自发组织等类别(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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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munity public art types 
图 1. 社区公共艺术类型 

 
尽管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社区资源的调动和运用始终是公共艺术介入新类型空间的要义，社区

公共艺术需要将社区成员的利益和诉求作为实践目标，需要分析和梳理社区的核心问题和具体需求，从

而形成系统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法。因此，行之有效的设计评价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层次分析法概述 

层次分析法(AHP)是美国运筹学家 THOMASLS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将研究对象同时进行定

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具有全面、简洁、直观等特征[3]。该方法能够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到各层

次各要素的权重或优先级[4]。它首先通过构建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将复杂的问题进行层级分析，得到目

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策略层)三个层次，其次构造各因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并运用数学方法分析和

计算，进行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层次总排序(见图 2)。AHP 法在过程和结果中都能反映出

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最终能够得到条理清晰的指标总排序，使决策者能够直接便捷

地了解和运用。权重值较高的因素即为在后期优化设计中要重点关注的要素[5]。AHP 是对定性问题定量

分析的系统分层分析方法[6]，能够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可量化的对象，有助于决策实施和综合评价，近

年来广泛应用在设计研究领域，不仅在游戏产品设计、农产品包装设计、博物馆文创设计上得到了应用，

也被引入到了旧社区公共设施设计和公共设施协调性评价、社区公共空间评价的研究上，能为社区建设

的实践提供启发。 
 

 
Figure 2. AHP process 
图 2. AHP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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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社区公共艺术的评价维度研究 

(一) 建立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指标 
社区公共艺术设计作为社区更新的重要方式，具有艺术与实用的双重特性，既要考虑视觉上的美感

又要兼具实际功能，要求在设计时能够充分体现出作品在地文化、精神涵养和公众互动等方面上的思考

和表达。本文通过文献阅读和对专业学者的访谈，将社区公共艺术各要素进行整合归纳和整理分析，最

终确定出 1 个目标层、5 个准则层和 15 个指标。其中目标层确立为社区公共艺术的设计评价研究；准则

层分为 B1 视觉层面、B2 工艺层面、B3 互动层面、B4 功能层面和 B5 精神层面；指标层在准则层的基础

上进行内容的延伸与拓展，共筛选出 C1~C15 共 15 个指标(见图 3)。 
 

 
Figure 3. Hierarchic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public art design 
图 3. 社区公共艺术设计层次化评价指标体系 

 
(二) 各项指标层描述 
通过公共艺术设计的理论研究并结合对相关设计实践的分析和与相关专业领域内学者的探讨，将不

同准则层分别归纳出三个方面的指标，各项评价指标详细描述如下。 
C1 色彩图案应用：设计作品的色彩基调和表面装饰图案、纹样等。 
C2 艺术形态表现：指设计作品表现形式，可以是雕塑、壁画、设施，也可以是公共艺术规划和活动等。 
C3 项目规模尺度：公共艺术作品的尺寸规模，占地面积等，或公共艺术活动的范围和容纳规模。 
C4 实施材料选择：设计作品制作材料的不同选择，例如石材、木材、金属等为代表的传统材料，或

现代创新型材料的综合性运用。 
C5 持续影响效果：作品的持续时间和传播效应，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C6 创意创新表达：区别于视觉形式上的创意呈现，这里侧重的是工艺或实施流程的创新。 
C7 吸引公众参与：能够在创作过程中容纳居民参与和实践落地后能与居民产生广泛互动，达到作品

与人的联系。 
C8 营造场域环境：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度和整体适配性，融入当地场域。 
C9 增加邻里交流：通过设计的介入促进居民的邻里来往，增加不同程度的认识与交流，增强社区居

民的归属感。 
C10 实用服务功能：设计能够服务社区居民实际实用，提升社区空间的功能性和便捷度，解决社区

现有问题。 
C11 艺术教育功能：作品能够传达美的理念，发挥美的价值，促进社区的美育建设和精神文明培育。 
C12 装饰美化功能：作品起到装点社区公共空间的作用，提升社区环境的美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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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地域文化传承：在设计时做到从社区文化出发，挖掘出不同的人文特色，传承地域历史文化。 
C14 引发情感共鸣：设计作品能够从居民生活经验出发，关系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富含

情感上的感染力。 
C15 传递主题愿景：通过艺术介入传递社区居民共同的心愿，表达共同价值，主题性突出。 
(三) 构建判断矩阵 
1、制作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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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矩阵中的 ija ，表示 iA 相对 jA 的重要程度，要是前者更为重要，那么 1ija > ，要是两者同样重要，则 1ija = 。 
2、矩阵元素重要性判断 

 
Table 1. Scale of relative importance 
表 1. 相对重要性比例标准 

1 两个因素比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3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两相邻因素判断的中间值 

上述值的倒数 两因素反过来比较是原来比较值的倒数 
 

根据指标体系，利用 1~9 标度法(见表 1)，通过专家咨询法问卷调查，选取本领域的 8 位专家，分别

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然后对打分结果取平均值得到两两判别矩阵如下(见表 2~7)。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of A target level 
表 2. A 目标层判断矩阵 

 B1 视觉层面 B2 工艺层面 B3 互动层面 B4 功能层面 B5 精神层面 

B1 视觉层面 1.0000 2.0000 0.9325 1.8988 0.6654 

B2 工艺层面 0.5000 1.0000 0.5416 0.9975 0.8863 

B3 互动层面 1.0724 1.8464 1.0000 3.2500 2.9163 

B4 功能层面 0.5267 1.0025 0.3077 1.0000 1.8916 

B5 精神层面 1.5028 1.1283 0.3429 0.5287 1.0000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B1 criterion level 
表 3. B1 准则层判断矩阵 

 C1 色彩图案应用 C2 艺术形态表现 C3 项目规模尺度 

C1 色彩图案应用 1.0000 0.6500 2.3088 

C2 艺术形态表现 1.5385 1.0000 3.9163 

C3 项目规模尺度 0.4331 0.2553 1.0000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09


苌珂依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09 2548 设计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B2 criterion level 
表 4. B2 准则层判断矩阵 

 C4 实施材料选择 C5 持续影响效果 C6 创意创新表达 

C4 实施材料选择 1.0000 0.9141 0.5932 

C5 持续影响效果 1.0940 1.0000 1.3888 

C6 创意创新表达 1.6857 0.7201 1.0000 
 
Table 5. Judgment matrix of B3 criterion level 
表 5. B3 准则层判断矩阵 

 C7 吸引公众参与 C8 营造场域环境 C9 增加邻里交流 

C7 吸引公众参与 1.0000 2.3088 1.4550 

C8 营造场域环境 0.4331 1.0000 1.1163 

C9 增加邻里交流 0.6873 0.8959 1.0000 
 
Table 6. Judgment matrix of B4 criterion level 
表 6. B4 准则层判断矩阵 

 C10 实用服务功能 C11 艺术教育功能 C12 装饰美化功能 

C10 实用服务功能 1.0000 2.3000 2.3988 

C11 艺术教育功能 0.4348 1.0000 1.4663 

C12 装饰美化功能 0.4169 0.6820 1.0000 
 
Table 7. Judgment matrix of B5 criterion level 
表 7. B5 准则层判断矩阵 

 C13 地域文化传承 C14 引发情感共鸣 C15 传递主题内涵 

C13 地域文化传承 1.0000 1.5357 1.5825 

C14 引发情感共鸣 0.6512 1.0000 2.8325 

C15 传递主题内涵 0.6319 0.3530 1.0000 
 

(四) 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 
1、向量积正规化法的步骤 
第一：对矩阵进行正规化处理，利用以下公式： 

( )1  , 1,2, ,n
ij ij ijka a a i j n

=
= =∑                               (2) 

其中 ija 为判断矩阵 A 第 i 行第 j 列的数据， ija 为正规化矩阵第 i 行第 j 列的数据。 
第二：将矩阵当中的元素相加。 

( )1  , 1,2, ,n
i ijjw a i j n

=
= =∑                                  (3) 

第三：对于上式中的 iw ，实施正规化处理： 

( )1  1,2, ,n
i i iiw w w i n

=
= =∑                                (4) 

其中 iw 为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09


苌珂依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09 2549 设计 
 

第四：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 

( )
max

1

1 n
i

i i

Aw
n w

λ
=

= ∑                                    (5) 

其中 n 为矩阵的阶数，A 为判断矩阵， iw 为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maxλ 为判断矩阵 A 的最大特征值。 
2、一致性检验 
对于前面得到的向量，还有特征值，进行一致性检测(见表 8)，若能通过检测，意味着判断矩阵是合

理的，即存在解释价值。 
假定 CI 代表一致性指标，以下为运算方法， 

maxCI
1

n
n

λ −
=

−
                                   (6) 

 
Table 8. Mean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表 8.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n 1 2 3 4 5 6 7 8 

RI 值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通过 n 值，能够获取 RI 值，如此获取一致性比率，即 CR = CI/RI。当 CR < 0.1 时，则检测达到要

求。 
3、计算指标的权重向量 
运用上述方法首先计算出判断矩阵 A 的最大特征值 max 5.3328λ = 。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需要计算

一致性指标 CI： 

max 5.3328 5CI 0.0832
1 5 1

n
n

λ − −
= = =

− −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1.12= 。随机一致性比率： 

CI 0.0832CR 0.0743 0.10
RI 1.12

= = = <  

由于 CR 小于 0.1，因此可以认为判断矩阵的构造是合理的，因此我们计算出指标的权重(见下表

9)。 
 

Table 9. Weight value of criterion level 
表 9. 指标层权重值 

指标层 权重 

B1 视觉层面 0.2280 

B2 工艺层面 0.1351 

B3 互动层面 0.3275 

B4 功能层面 0.1488 

B5 精神层面 0.1606 
 

(五) 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 
同理可进一步计算出各层指标对于准则层的综合权重(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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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rehensive weight and ranking of community public art design evaluation 
图 4. 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综合权重及排序 

 
运用相同方法分别对表 3~7 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的 CR 值均小于 0.1，随即一致性比率如下(见图

5)，由此表明，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表明判断矩阵可信度较高。 
 

 
Figure 5. Consistency test result 
图 5. 一致性检验结果 

 
(六) 结果 
通过层次分析法对社区公共艺术设计的评价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可从结果看出，在准则层中社区公

共艺术设计在互动层面的评价影响最大，所属权重值为 0.3275，其次则是视觉层面、精神层面、功能层

面和工艺层面依次排序。在指标层当中，可以看出 C7 吸引公众参与是在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中最受关

注的一项指标，其综合权重值为 0.15589。从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综合权重及排序图 3 可以看出在指标

层中总体排序为 C7 > C2 > C9 > C8 > C10 > C1 > C13 > C14 > C5 > C6 > C11 > C4 > C3 > C15 > C12。因此

在考虑社区公共艺术设计的评价时应该在整体上关注作品的互动性，将 C7 吸引公众参与、C2 艺术形态

表现和 C9 增加邻里交流与放在首要考虑地位，而将视觉层面对 C12 装饰美化的作为最为基础的设计功

能。 

5. AHP 层次分析法的社区公共艺术设计策略 

从综合权重的排序结果可以看出社区公共艺术设计评价在互动层面、视觉层面、精神层面、功能层

面和工艺层面几个层面上不同程度的倾向，进一步分析和总结提出以下社区公共艺术设计优化策略。 
(一) 重视居民互动，引导公众参与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地域空间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公众权益的彰显和公众参与的体现。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空间，更是需要广泛的参与基础和高效的沟通交流，而公众参与和公众沟

通也正是艺术介入社区的一大重要特质[7]。公共艺术介入社区的切入点和意义更体现于此。通过综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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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可以看出，在进行社区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时应首先要具备公众参与的意识，吸引居民加入到设计决策

与作品实施的多个环节，共同探讨社区议题，做到从社区现实情况出发，实现社区自觉自发的有机更新。

在具体实践上，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不断创新作品互动形式，利用新媒体、新技术

等方法提高公共艺术的互动程度，从视觉设计、声音融入、媒材更新等方面考虑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

增加居民的参与兴趣与乐趣。另一方面，要从社区居民的实际参与需求出发，大众群体具有参与艺术设

计创作、表达个人意见与监督设计落地实施情况的权利[8]。因此也要拓展居民能够参与的环节与渠道，

激发居民的参与意愿与主人翁意识。 
(二) 落实服务功能，注重视觉呈现 
社区公共艺术设计不等同于传统公共艺术单纯的美化功能和艺术表现价值，更要回归到服务社区居

民生活当中去。它的形式可以凭借纯艺术的感性，在视觉上、精神上带给观众愉悦，但它的构建思考，

应当像社区规划一样，建立理性的逻辑思维[9]。在设计时需要兼具感性思维和理性思考，兼顾视觉美感

的呈现和实用功能的实现。例如在艺术空间设计上考虑社区空间的合理规划和微空间、旧空间与闲置空

间的功能赋予；在艺术设施设计上，可以考虑公共设施的多重功能组合，关注不同年龄阶段的使用人群

以及设施的后期管理和维护更新；在组织社区艺术活动时也要考虑形式的灵活性和实操性，做到活动顺

利开展，问题顺利解决。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营造居民能够舒心活动、放心使用的社区公共空间。 
(三) 传递文化内涵，引发情感共鸣 
社区艺术的本质是社区生活与精神情感的表达，而非精英和职业艺术家一厢情愿的美化和外部经验

的硬性置入[10]。文化是一个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对应到社区上，社区文化和公共生活也是激活社

区的关键，不同的社区文化也能够凝练出多元的人文氛围，牵引出社区的发展脉络。公共艺术介入社区

也应该重视社区文化的挖掘和居民日常生活的捕捉，从内部视角出发，分析社区在地理位置、物质资源、

历史由来等方面特点，提炼出社区的特点和文化属性；观察与感受居民文化活动偏好、情感认知倾向、

人际交流习惯等，在社区公共艺术设计中呈现出独特的社区人文魅力，让居民感受到艺术和生活可以相

互激发，紧密相连，从而引起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身份归属感，打造起每个人的精神港湾。 

6. 结语 

“公共艺术”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便与城市建设紧密相关：类型多样的公共艺术在视觉效果上营造

出良好的艺术氛围，从而提升了城市的空间文化品质[11]。社区作为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单位，承载了城

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理想，社区更新也对城市的建设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层次分析法能够构

建起社区公共艺术设计的评价体系，相较于传统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性结论，该方法利用科学的数据分

析和计算，得到的结果更有具备普适性和科学性的参考价值，为现存社区公共艺术有关居民互动重要性

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支持，能够从设计策略层面上快速确立要考虑的优先级，最大程度上地发挥

社区公共艺术的价值。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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