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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POI，利用ArcGIS工具，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情况、

设施覆盖率、合格率和匹配情况为抓手，综合评价住宅小区设施情况。研究表明：1) 各类基础设施在空

间上的布局特征有一定的差异性，但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一致性。2) 诸暨市各类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整体

覆盖率良好，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覆盖率有一些不同。3) 住宅小区的达标率存在较明显的差距。4) 诸
暨市城市中心的住宅小区与各类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空间匹配程度较好，城市边缘地区匹配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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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OI, this paper uses ArcGIS tool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facilities in residential 
areas with the theme of “15-minute life circl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infra-
structure, facilities coverage rate, qualified rate and matching.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but the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gser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2.113034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2.113034
http://www.hanspub.org


金琛超 等 
 

 

DOI: 10.12677/gser.2022.113034 337 地理科学研究 
 

all show the consistency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2) The overall coverage rate of various infrastruc-
tur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Zhuji City is good, and the coverage rat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ra-
structure are different.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residential quarters. 
4) The residential area of Zhuji City center has good spatial matching with all kinds of public ser-
vic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matching degree of urban fringe area is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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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推进、社区人群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以及社区居民对城市设施服务需求提升

的一系列背景下，过去“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发展观受到了反思，逐渐走向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观[1]。“15 分钟生活圈”是最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现居民 15 分钟时间通行范围

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覆盖，能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国外研究者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置问题较为关注，由起初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位置确定规则及供

需关系模型[2] [3]，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置与需求的均衡性[4]，再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空间结构分异

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借助新方法、新技术渠道客观的评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5] [6] [7]，
都予以全面关注。 

现下，我国国内学术界围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开展研究涵盖下述几个方面：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系统

布局、可达性及公平性、空间选位规则及社会分异等，成果丰富。湛东升等梳理了北京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空间分布规律，得出设施显示出了集聚分布态势[8]；刘静等借助相关案例，得到社区居民需求初步满

足，但卫生设施没有有效使用的结论[9]；朱媛媛等得出相关地市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彰显出显著“心优

外围差”差异[10]。由此来看，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配备和可达性优劣上，对居民生活行为的

研究不足[11]。本文针对“15 分钟生活圈”这一主题的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一不足。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诸暨市位于浙江中北部，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形为丘陵与平原。诸暨市区域面积 2311 平方公

里，现辖 6 个街道、18 个镇乡、553 个村居，户籍人口 108 万，常住人口约 150 万。全市城市建成区共

60.50 平方千米(包括大唐镇 8.12 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的 2.62% [12]。2019 年，诸暨市限额以上社零总

额 156.36 亿元，同比增长 15.7%，列绍兴第 1 位[13]。诸暨市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社会管理较为完备。

2018 年诸暨市就有登记社会组织 728 家，参加人数达 281,620 人，占常住人口的 18.8% [14]。诸暨市于

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位居 14 位。本文选取诸暨市为案例区，覆盖诸暨市全域，具有全面性和

典型性。图 1 为诸暨市研究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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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rea of study 
图 1. 研究区域 

2.2. 数据抓取 

本文研究的开展借助了 POI 数据，围绕诸暨市“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开展分析。通过高德地图对近

些年诸暨市的各类 POI 进行了全面的搜集。通过去除错误数据与去重，获得了如图 2 所示的数据，包括

144 个住宅小区；1180 个商业设施，有超市、果蔬店、电信服务站、洗衣店、五金店、养生店、银行及

公共厕所；317 个教育机构，为幼儿园、小学、中学；347 个医疗设施(社区医疗中心、诊所、药店)；633
个公交站点。POI 数据属性有名称、经纬度、地址等。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POI points in Zhuji City 
图 2. 诸暨市 POI 点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2.113034


金琛超 等 
 

 

DOI: 10.12677/gser.2022.113034 339 地理科学研究 
 

2.3. 研究方法 

2.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分析是在 ArcGIS 平台下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工作原理如下：依照输入的点要素数据集围绕

区域的数据集聚特征开展系统的梳理，并由此获得一个有效的密度表面，从而进行地理信息的空间密度

分析[12]，其方程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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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即带宽，是控制平滑量的参数；d 即数据的维度。本文借助核密度估计法系统的探究了住宅小区及各类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整体布局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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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C 即城区中的小区； , ,i j sC 表示的是 1 km 活动区域内是有没有设施，有就是被覆盖； ,i jCR 即第 i 个城区

设施覆盖率； jTCR 即设施于中心城区的覆盖率。 

2.3.3. 空间匹配分析 
以住宅小区、商业、教育、卫生及交通等设施的数据当作研究基础，围绕住宅小区和各类设施间的

整体匹配情况开展系统的评估，共得出匹配情况 25 种，经过详细的重分类后，得到以下 5 种不同的空间

匹配情况：极不匹配、不匹配、匹配、较匹配、十分匹配。 

3. 住宅小区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 

住宅小区 POI 兴趣点共 144 个。如图 3 所示，从整体来看，诸暨市住宅小区表现出较为集中的空间

布局，并于空间层面彰显出“单核心 + 圈层”的整体形态特征。便民商业设施 POI 总量最多，采集到兴

趣点 1180 个，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商业设施形成“单核心 + 圈层、次级三点集聚”的形态特征。聚集

程度最深位于陶朱南路、艮塔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所围合的片区。基础教育设施有兴趣点 317 个。

整体呈现出“双核二小多片区”的聚集形态。具体而言，基础教育设施形成两个密度较大的集聚核心，

其余聚集片区位于枫桥镇和店口镇区域内，并且大范围形成低等级片区。医疗设施共有 347 条兴趣点数

据。医疗设施形成“单核心 + 圈层、次级三点集聚”的形态特征，商业设施还形成三个较小的次级聚集

片区。药店和诊所创办门槛较低，所以呈分散分布，但还是有集聚的地区。交通设施主要为公交车站，

共获得 636 个兴趣点。公交站点为以中心向外层层减弱的特征，重点区由艮塔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

陶朱南路所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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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图 3. 各类公共设施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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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施供给水平评价 

4.1. 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 

依照覆盖率公式计算得出如表 1 所示结果，相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达到了 82.13%的平均覆盖率，意

味着诸暨市“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中步行

可达性的需求。大部分设施基本合格，中学除外。不同种类设施间存在差异。公共交通的覆盖率最高，

覆盖率最低的为教育设施，覆盖率整体较好。基础性指标来说，覆盖率较高的有果蔬店，幼儿园，药店，

公交站点，覆盖率均能达到 90%以上。在便民商业设施中，便民商店和养店明显低于日常生活所需。教

育设施服务中，幼儿园覆盖率最高，中学相对较低。医疗设施中药店和诊所明显高于卫生服务中心。 
 

Table 1. Coverage rate of public facilities 
表 1. 各类公共设施覆盖率 

设施大类 便民商业 

设施小类 超市 果蔬店 洗衣店 养生店 五金店 

覆盖率 76.39% 96.53% 87.50% 62.50% 84.72% 

设施大类 便民商业  教育 

设施小类 银行 电信服务站 公共厕所  幼儿园 小学 

覆盖率 84.03% 88.19% 82.64% 94.44% 82.64% 

设施大类 教育  医疗  交通 

设施小类 中学  卫生服务中心 药店 诊所  公交站点 

覆盖率 54.17% 67.36% 92.36% 86.81% 91.67% 

4.2. 公共服务设施达标率 

本文依据“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制定了诸暨市各类公共基础设施达标标准，见表 2。 
 

Table 2. Standards for facilities 
表 2. 各类设施达标标准 

设施大类 达标标准 

便民商业 超市、果蔬店、洗衣店、养生店、五金店、银行、电信服务站、公共厕所都有 

教育设施 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有 

医疗设施 社区卫生中心最少要有 1 个，药店和诊所也是 

交通设施 1 个及以上公交站点存在 

 
如图 4 所示，诸暨市住宅小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范围内各类基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置的合格

情况比较一般，平均合格项数为 2.51，合格率为 29%，达标 3 项的住宅小区占比为 25.87%，17.48%的住

宅小区有 2 项达标，更有 20.97%的住宅小区只满足一项。有 6.29%的住宅小区不符合四项达标要求中的

任何一项，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交通是所有设施类中达标率最高的，达到 91.67%，而教育设施达

标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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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districts with different standards 
图 4. 不同达标数小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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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匹配程度评价 

从图 5 得出，匹配状态最好的为便民商业设施，匹配度达到 97.91%，仅在边缘乡镇存在少量的不匹

配。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集聚状况与住宅小区的空间集聚状况有一定的对应性，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匹

配度达到 95.13%，但“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覆盖率较低，与住宅小区在空间匹配上状况较好，仍需加

强可达性建设。 
医疗设施空间匹配情况较为理想，匹配度达到了 95.14%，但医疗服务设施类达标的小区较少，说明

社区型医疗服务设施空间情况较好，但基层医疗设施的建设有欠缺。 
公交站点空间匹配度最低，匹配度为 91.67%，与覆盖率和达标情况一致。这一情况客观反映了公交

站点的空间匹配情况与人口集聚状况的高度统一，居民公共出行的要求基本得以满足。 
 

   

   
Figure 5. Spatial matching 
图 5. 空间匹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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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研究角度出发，建立相关评价体系，围绕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整体分布特征、覆盖率及合格率等方面系统的探究评估了住宅小区和各类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整体配置规

律，主要结论有：1) 各类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特征有一定的不同，但都形成一处或两处较密集的核心，

核心区域与次级集聚区域有一定的重合性，四类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都彰显出空间集聚的一致性。2) 诸暨

市各类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整体覆盖率良好，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覆盖率有一定的差异。3) 不同类型设施

与住宅小区空间配置的达标率存在明显差距。人口集聚区域达标比例较高，而较低区域偏低。4) 空间匹

配程度较好。四类基础设施空间匹配度都在 91%以上，城市边缘地区匹配度较差，呈现出“心优边缘差”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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