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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鱼骨图及主成分分析社区公共

安全承载力与规划管理对策


朱天宇１，孙　明１，２

（１．东北林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学设计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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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对“居民满意度”的评价研究愈发重视，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场所，关于社区公共安
全评价也尤为重要。建立定量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规划体系是促进社区公共安全发展的重要有效措施之一。根

据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选取６个一级指标，１４个二级指标，运用鱼骨图分析法建立社区
公共安全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选取的１４个社区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上下限值，结合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ＰＣＡ），找出影响社区公共安全规划的主要影响因子。同时对选取的社区进行公共安全承载
力排序，通过定量化分析提出公共安全规划与管理对策，为提高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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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城市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突发状况呈现
出复杂且多发的趋势，而社区作为城市构成的基

本单元，也是应对灾害发生的基本组成力量。然

而社区规划一直是遵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１］进行设计的，至于社区的公共安全规划也很

少在具体规划设计中考虑。对于社区公共安全规

划设计大多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定性设计，这样也

就缺少定量化的分析，不能为社区公共安全规划

设计做更好的规划设计依据。

１　社区公共安全概况

社区作为城市构成的基本单元［２］，社区公共

安全就是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保障。自我国住房

政策改革后，城市居民邻里模式由原先的“单位邻

里”型逐渐发展成新的“社会邻里”型，社区成员组

成也由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３］。

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

加，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社区公共安全。

１１　社区公共安全定义
社区公共安全是指一定区域内，社区居民的

地区居住环境，管理制度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等外

部环境的稳定程度，主要是指在该区域范围内大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安全［４］。

１２　社区灾害风险类型
近年来，全球灾害发生频繁，城市重大安全

事件呈多发态势。由于灾害的多样性、人类认识

自然能力的相对局限性、人类控制自然手段的有

限性、人类对自身行为控制能力的缺陷和各种社

会矛盾的客观存在，城市公共安全工作面临着多

重挑战［５］。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影响

社区的灾害风险来自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６］。

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是地震、洪涝等；人为因素主

要是治安事件、火灾、爆炸、高处坠落等。社区

与灾害之间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社区与灾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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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社区指标数据

原名称 现名称
建筑

密度／％ 容积率
日照间

距系数

人口毛

密度／
（人／ｈｍ２）

住宅建

筑套毛

密度／
（套／ｈｍ２）

住宅建

筑面积

毛密度／
（ｍ２／ｍ２）

幼儿园

建筑面

积毛密

度／
（ｍ２／ｈｍ２）

绿地

率／％

小学建

筑面积

毛密度／
（ｍ２／ｈｍ２）

医疗设

施建筑

面积毛

密度／
（ｍ２／ｈｍ２）

其他配

套设施

建筑面积

毛密度／
（ｍ２／ｈｍ２）

停车率／
个／户

道路面积

毛密度／
（ｈｍ２／ｈｍ２）

商服建

筑面积

毛密度／
（ｍ２／ｈｍ２）

建国社区地块１ 哈尔滨Ａ社区 ０１７ ２１２ １１７ ６１２９９ １７５１４ ２０４ ７７４ ０４４ ５９９５ ５６２ ４０３９５６ ０５７ ０１４ ７２７０２
科技新苑地块１ 哈尔滨Ｂ社区 ０２１ １５３ １１５ ４３２００ １２３４３ １２７ １４９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６６５ ２９７４４７ ０５０ ０１９ １５１９０３
科技新苑地块２ 哈尔滨Ｃ社区 ０１９ １８５ １２０ ６８５８５ １９５９６ ２０７ １７５６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９７５４３ ０６１ ０１６ １１５８４０
建国社区地块２ 哈尔滨Ｄ社区 ０６５ １６７ １１７ ５４８５５ １５６７３ １６４ １６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０ ３６０ ４３５２３２ ０５６ ０１８ １３５３４５
建国社区地块７ 哈尔滨Ｅ社区 ０１７ １９５ １０４ ５０６１９ ２０２４８ １８７ １８２６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６２０７ ０４０ ０１６ ３３４２６
建国社区地块３ 哈尔滨Ｈ社区 ０２４ ２６２ １０９ ３９０２７ １５６１１ ２０２ ２４０８ ０３９ ０００ １２０４ ８０７０９９ ０５２ ０３６ ２１８０５
建国社区地块５ 哈尔滨Ｉ社区 ０３２ ２７２ １０２ ３５２６０ １４１０４ １５０ ３５０４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１６５５４ ０１８ ０４１ ０００
万豪社区 吉林Ａ社区 ０２１ ２３０ ０９９ １６５８４ ６６３４ ０７１ ６３５３ 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４１４ １１２３３９２ ０７３ ０２２ ４９２２７７
香云社区 连云港Ａ社区 ０２４ １８５ １２４ ５０２００ １５７００ １６９ ７１０５ ０３６ ０００ ７１０５ １１５４５ ０３４ ０１２ １１１０１２
柏悦星城 哈尔滨Ｊ社区 ０２２ ４０１ １５３ ８０７２５ ３２２９０ ３８６ ８５３８ ０３８ ０００ ５１２３ ２７７７０２ ０３７ ０３９ ８７８５４
精品社区 北京Ａ社区 ０２５ ３４０ １５８ １１２００６ ４４８０２ ２９０ ８１３６ ０３０ ０００ ５４２４ １７１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７ ２３９８６０
鼎典家园 连云港Ｂ社区 ０２４ １３１ １４６ ３９６１３ １２３８０ １２０ ９３７９ ０３６ ０００ ４８４９ ７１７６７ ０５０ ０２７ ７００１３
华南城 福州Ａ社区 ０１７ １７７ １３３ ３８７９１ １１０８９ １６７ ２０１２４ ０５２ ０００ ７３３ ２７５９ ０５８ ０２４ ７９０１７

科技新苑地块３ 哈尔滨Ｋ社区 ０１８ １６２ １１９ ５８８６８ １６８１９ １５１ １５７８５ ０４２ １３４１２ １４４４ １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０１２ １０２０３２
《规范》指标下限 ０２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２３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０９４ ２４２０ ０２５ ７３６１ ９９０９ ３９１１３ ０１０ ００９
《规范》指标上限 ０３５ ３５０ １８０ ５８８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８ ４５９３ ０３５ １４７２１ ８９８２６ ４８４８７６ ０５０ ０１７

１３　社区指标选取
为了寻找出社区公共安全的影响因素，本文

中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１４个用地规模相近的高层
社区或高多层混合社区，这１４个社区以北方城市
社区为主和部分南方城市社区，并选取《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上下限值作

为比照依据，各社区和《规范》上下限具体指标数

据如表１所示，各社区总平面图如图２所示。

２　指标体系构建

鱼骨图是由日本大师石川馨发明的，通过此

方法可以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现已广泛应用于质

量管理和安全系统工程中［７］。参照俞灵燕［８］的社

区安全指数指标以及居住区规划设计指标，借助

于鱼骨图分析法，综合考虑我国社区公共安全实

际情况，找出影响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重要指标，

最终构建了６个一级指标，选取了１４个二级指标，
其中压力型指标 ６个和支撑型指标 ８个，如图 ３
所示。

　　其中，绿化环境指数、公共服务设施指数、
交通服务指数三大主要因素为社区公共安全的支

撑指标，居住区用地指数、住宅密度指数和商业

服务指数三大主要因素为公共安全的压力指标。

支撑指标是指资源能够供给的能力，用于反映社

区资源支撑的能力。压力指标是指资源消耗的水

平，反映社区资源需求情况。从图３可以看出，鱼
骨图分析法可明晰直观的观测社区公共安全的评

价指标体系。

３　公共安全主成份分析

３１　指标标准化处理
ＰＣＡ－利用降维思想，在保持原指标信息不变

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指标的方法。参照各社区的规

划总体相关的文本及图纸文件，结合实地调研，

对图２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对统计指标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ｚｉｊ＝
ｘｉｊ－ｘｊ
ｓ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ｐ； （１）

ｘｊ＝
１
ｎ∑

ｎ

ｊ＝１
ｘｉｊ，ｓｊ＝

１
ｎ－槡 １∑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２。 （２）

３２　因子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的ｆａｃｔｏｒ过程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得出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表２）。
表２　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主成份 初始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积贡献率 ／％
１ ４１６ ２９７３ ２９７３
２ ２５３ １８０７ ４７８０
３ ２０８ １４８３ ６２６３
４ １８３ １３０６ ７５６９
５ １１２ ８００ ８３６９

　　 由表 ２可知，前五项的初始特征根（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大于１，并且累计百分比达到８０％ 以
上。由于前５个主成分贡献率≥８０％，结合表２中变
量不出现丢失，所以提取的主成分个数ｍ＝５，得出
初始特征根：λ１＝４１６，λ２＝２５３，λ３＝２０８，λ４＝
１８３，λ５ ＝１１２；主成分贡献率：ｒ１ ＝２９７３，ｒ２ ＝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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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社区总平面图

图３　基于鱼骨图分析的社区公共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１８０７，ｒ３ ＝１４８３，ｒ４ ＝１３０６，ｒ５ ＝８００。
３３　主成分得分分析

通过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五列数据，得出特

征向量矩阵。结合标准化后的数据，得出各个社区

的特征向量主成分值Ｚｉ（ｉ＝１，２，３，４，５），最后得出
１４个社区和《规范》上下限值的主成分值Ｚ（公共安

全承载能力）（表３）。

４　公共安全承载力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４可知，在主成分１上，容积率、人口毛
密度、住宅建筑套毛密度、住宅建筑面积毛密度、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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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各社区公共安全承载能力及排名
社区名称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公共安全承载力 排名

《规范》指标上限 ３７２ ４４７ １２６ ０６９ －０５４ ２１４６６ １
北京Ａ社区 ４４７ －１５３ －０３１ －０５０ ０７０ ９９９４ ２
哈尔滨Ｊ社区 ３７９ －１８６ －０５８ ０２６ －０５５ ６９７５ ３
吉林Ａ社区 －２１２ ０７５ １６８ ３２７ ０７２ ２３９２ ４
哈尔滨Ｄ社区 －０６９ －００７ ２５４ －１８７ １４７ ３３０ ５
哈尔滨Ｃ社区 －０２６ －０５７ ０９１ －０７７ １１７ －５２１ ６
哈尔滨Ｈ社区 －０３９ －１５２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６９ －１７４１ ７
哈尔滨Ｋ社区 －０５２ １２６ －２２９ ０２６ ０１５ －２２１７ ８
哈尔滨Ａ社区 －１０８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４９ ００５ －２７７３ ９
福州Ａ社区 －０６９ －０２３ －２６５ １５８ ０９２ －３５８６ １０
连云港Ａ社区 －０６１ ００８ －０９２ －０７８ －００１ －４０５５ １１
连云港Ｂ社区 －０８８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２７ ０４６ －４０６１ １２
哈尔滨Ｂ社区 －１４６ －００７ ０８１ －１３１ ０６２ －４４７４ １３
哈尔滨Ｉ社区 －０７４ －１８４ １４８ ０６７ －２５８ －４５２３ １４
哈尔滨Ｅ社区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６４ －０５０ －０１７ －５５５２ １５
《规范》指标下限 －１７７ １７９ －０９０ －２２３ －１７３ －７６５５ １６

道路面积毛密度承载较强，主成分１主要解释这五
个指标，可命名为公共安全基础需求因子；主成

分２上承载较强的指标为日照间距系数、小学建筑
面积毛密度、医疗设施建筑面积毛密度、商服建

筑面积毛密度、，可命名为公共安全配套设施保障

因子；主成分３上承载较强的是幼儿园建筑面积毛
密度、绿地率，可命名为公共安全幼儿及绿化保

障因子；主成分４承载力较强的是其他配套设施建
筑面积毛密度，可命名为公共安全其他配套设施

保障因子；主成分５承载力较强的是建筑密度、停
车率，可命名为公共安全静态交通。完善这五项

因子，尤其是前三项因子（对公共安全的贡献率超

过５０％）将在较大程度上加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
承载能力。

从表３可以看出，各社区的公共安全承载能力
存在较大差异，与功能设施完善程度有着密切的

关系。《规范》指标上限、北京 Ａ社区、哈尔滨 Ｊ
社区、吉林Ａ社区、哈尔滨 Ｄ社区公共安全承载
能力较强，其中《规范》指标上限明显优于其他社

区，这是由于《规范》中设定的功能设施比较完善，

土地利用率、绿化率、公共服务设施及交通能力

等方面为社区公共安全提供了很大支持。其次，

容积率相对较高的社区公共安全承载能力明显高

于容积率较低的社区，但是容积率过高其社区公

共安全承载力呈下降趋势，根据现有数据发现容

积率在接近于３５时公共安全承载力最高。从表４
旋转成分矩阵来看：①哈尔滨Ｂ社区、哈尔滨Ｉ社
区、哈尔滨 Ｅ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得分较低，影
响因素主要是多高层混合社区，日照间距较小，

土地绿化率不高，应加强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的投

入，提高本社区的承载能力；②各社区应完善社
区基本服务设施建设，尤其是教育、医疗和商业

服务方面，增强社区公共安全承载能力。

表４　旋转成份矩阵

指标 主成份１主成份２主成份３主成份４主成份５

建筑密度／％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６８ ０１２ ０１６

容积率 ０８５ ０２７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０１

日照间距系数 ０４８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１３

人口毛密度／（人／ｈｍ２） ０８４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３７ ００９

住宅建筑套毛密度／（套／ｈｍ２） ０９０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１

住宅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ｍ２） ０９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６

幼儿园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ｈｍ２）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７５ －０３３ ０１８

小学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ｈｍ２） －０１６ ０８３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４

医疗设施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ｈｍ２） ０１７ ０９３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３

其他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ｈｍ２）－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９４ ０１４

停车率／（个／户）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９６

道路面积毛密度／（ｈｍ２／ｈｍ）２ ０７４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０９

绿地率／％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９０ ０２６ ００７

商服建筑面积毛密度／（ｍ２／ｈｍ２） ００５ ０７２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５２

５　结论与对策

社区是灾害的直接受体，也是防灾减灾的主

体。城市安全社区就是秉承防灾减灾的观点，通

过规划设计手段，为居民提供更为全面的、便捷

的、安全的居住空间。

（１）在主成分１中，各指标与公共安全承载力
呈抛物线分布，各指标的拐点值分别是容积率

３５，人口毛密度５８８，住宅建筑套毛密度３００，住
宅建筑面积毛密度 ２２８，道路面积毛密度 ０１７。
在空间布局上倡导采用“小封闭大开放”的社区空

间结构模式，抑制目前全封闭社区模式的蔓

延［９］。对住宅用地相对减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则相对增加，满足社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２）在主成分２中，各指标与公共安全承载力
呈曲线上升分布，这就说明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

善的社区可以更利于居民生活需求，也更好地适

应城市发展。现在的社区大多采用全封闭管理，

用地紧张，配套设施不完善，因此应该打破全封

闭管理模式，配套设施相对较为完善的社区可以

向临近配套设施短缺的社区提供服务，资源共享，

使服务设施的使用率达到最大化。

（３）在主成分３、４、５中，各指标与公共安全
承载力呈抛物线分布，各指标的拐点值分别是幼

儿园建筑面积毛密度４５９３，绿地率０３５，其他配
套设施建筑面积毛密度４８４８７６，建筑密度０３５，
停车率０５。应鼓励中小尺度的院落式／街坊式布
局［１０］，注重基本居住单元内住宅单元围合的院落

空间，营造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也要满足基本

８１２

 注：全封闭社区，文中指社区内部交通与外部交通联系不

顺畅，且内部交通呈树枝状，尽端路较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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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照间距要求。打破封闭式管理，避免社区采

用自足的、对外封闭的内向型树状结构，减少尽

端路；降低内部交通和外部交通的绕行距离，注

意内部交通和外部交通的融合，从而提高内部主

要道路交通的使用效率。

（４）管理上要建立防灾和应急预案
根据数据分析显示，公共安全承载力较高的

社区其防灾和应急管理体系也相对完善，如图５所
示。社区防灾工作以街道为单位建立公共安全风

险转移分担机制，摸清底数，建立完善的数据

库［１１］，确定社区的致灾因子。以灾害风险评估为

基础，针对社区所面临的灾害类型，有针对性地

采取减灾措施，并制定出相应的社区防灾计划，

社区居民要进行防灾教育和演练。

图５　防灾及应急关系图

　　所谓应急管理，就是平时做好防灾基础，可
以在灾害发生时，社区应依事先拟定的灾害应急

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各方参与的社区联动救

援［１２］。政府协调各救援机构、公众组织等之间的

工作关系［１３］，充分利用各部门工作职能，拟定具

体救援措施并予以实施，注意避免功能浪费，将

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通过建立社区与消

防机构的日常合作机制，促进民间力量的消防参

与、民众自救能力的提高，以及社区消防器材的

充分配置等，并建立社区层面的紧急医疗救护

机制［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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