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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

联动，加强综合协调，统筹布局交通、水利、能源、信息、防灾减

灾等重大基础设施，为舟山群岛新区发展提供保障。 ”规划所提

要点也是舟山市政府建设 “海上花园城市” 的应有之义和必然

要求。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关乎城市未来发展状况和城镇居民生

活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体现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因素。

政府从问题的根本出发，狠抓造成城镇基础设施满意度低下的

问题，充分借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机遇，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

海洋型城市。

Castells等较早地关注了效率、公平和政治因素在基础设施

投资分配中的角色，得出西班牙 1987～1996 的基础设施投资不

是以效率的最大化为标准，而是由区域的需求和政治等主观因

素来决定的。 Tudela的研究则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提出了投资

效率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此外，H aughwout、

Cave和 A genor的研究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也都强调了基

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性及其在决策中的地位。 坎宁和费伊通

过对 152 个国家的数据对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
深入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与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对经

济增长伴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为此， 通过对舟山群岛新区城镇基础设施满意度测评，运

用科学的计量方法和问卷调查方式得出满意度低下指标项，以

期对政府今后所做规划起到建设性作用。

1 舟山旅游满意度的评价模型构建

1.1 指标的选取原则

满意度测评指标主要考虑以下原则：①认同性。 城镇基础

设施满意度测评要反映居民对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感知，指标

必须得到居民的认同，这是设定满意度体系的基本要求，要准

确把握居民对基础设施的基本需求，选择居民认为最关键的测

评指标；②可及性。满意度测评指标必须能够实现。测评的目标

是促进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更加合理和有效，但如果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在某些方面目前能力无法达到，则应暂时不使用这方面

的测评指标；③可测量性。满意度测评指标必须是可测量的。城

镇基础设施满意度测评的结果应是量化的值，因此设定的满意

度测评指标必须是能够进行统计描述和实证分析的。

另外，城镇基础设施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 ，还需考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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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地理因素和开发条件等。

1.2 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上述原则，在翻阅大量有关基础设施满意度评价资料

的基础上，征询专家意见总结出基础设施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

系，共包括 1 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和 15 个三级指标，具体

见表 1。
基础设施满意度指标体系主要由能够表达居民对基础设

施建设状况满意具有代表性且敏感度高的因子构成。 本文在遵

循代表性、科学性、完善性的基础上为舟山城镇基础设施满意

度测评体系（如表 1 所示）构建了 3 个层次的指标项目。 第一层

次是舟山城镇基础设施满意度指标，即目标层；第二层次是人

文基础设施、安全基础设施、生活基础设施和环保基础设施等 4
个指标，即项目指标层；第三层次 15 个指标是对上一层次指标
进行分解后的满意度指标，即评价因子指标层。

2 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应用基础设施满意度评价模型对舟山城镇基础设施

满意度进行评价测度。 依据表 1 基础设施满意度指标体系和舟

山各区人口数量设计调研问卷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每层抽

样的样本量见表 2。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392 份 ， 问卷有效率为 97.5% 。 调查对象包括 210 名男性
（53% ）和 182 名女性（47% ），其中定海区 155 份（39.5% ），普陀

区 130 份（33.1% ），岱山县 76 份（19.4% ）嵊泗县 31 份（8% ）。 本

研究首先使用 SPSS114 软件进行计量尺度的可靠性检验结果

为各个计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在 0.87 到 0.92
之间，表明本研究的计量尺度相当可靠。

2.2 数据统计

调研相关样本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3。

2.3 权重的确定

根据以上判断矩阵，借助 EX CEL 软件计算得出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层的权重，同时求出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具

体指标的权重见表 4。
2.4 权重与矩阵一致性检验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经计算后出特征 、特征向量查同阶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一般认为 CI<0.1、CR <0.1 时判断矩阵的一
致性可以接受，否则两两进行重新比较）检验结果见表 5。

以上结果经 EX CEL 软件处理计算得出特征、 特征向量查

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结果均通过检验，估得知指标设计合

理，无重复指标和不合理指标项。

2.5 综合得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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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乘以各指标的平均分数，

即可得到最后的综合得分满意度，综合评价分数公式如下：

F=∑Y IJ×R I

式中 ：F—综合满意度指数；Y IJ—第 j个指标项的第 i项因
子平均分；R I—第 i个因素或因子的权重

F=0.1176C1+0.2908C2+0.0565C3+0.0264C4+0.0172C5+0.0290C6+
0.0680C7 +0.0565C8 +0.0266C9 +0.1587C10 +0.0173C11 +0.1031C12 +
0.0430C13+0.0209C14+0.0167C15

(其中 Ci表示指标的平均得分)

由表 3 可得出每个指标满意度的平均分，具体见表 6。
满意度测评采用 5 分制， 随机抽取城镇居民对这 15 项指

标分别进行打分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4—不
太满意 ；5—非常不满意 ； 由综合得分模型计算结果为 F =

3.53736（5 分制 ）结果介于一般和比

较满意之间，可见居民对基础设施的

投资建设是相对比较满意。

3 舟山旅游满意度结果分析
与结论

通过表 6 舟山城镇基础设施满
意度评价结果，计算得出舟山基础设

施的综合满意度得分为 3.53736 分 。

按照满意度水平的标度向量（5 个等
级划分标准 ）:用 5 分 、4 分 、3 分 、2
分、1 分，分别表示非常满意、比较满

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可

知舟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为 3.53736
分。 尚且介于“一般”与“满意”之间，

还有提高和改善的空间。以横轴表示

项目层因素的权重系数 ， 纵轴表示

满意度的得分，如图 1 所示 ，项目指

标层的评价结果在散点图上的相对

分布位置，反映了舟山城镇基础设施

满意度需要完善的具体内容及其先

后顺序。

通过象限图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出居民对基础设施的

感知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建议与方式。 由

象限图 1 可知：

象限一是高度关注区，落在该象限的指标重要性高、满意

度 也 高 。 图 中 有 教 育 设 施

（3.535714，0.290876）、医疗设施

（3.586734，0.158737）、文化体育
活动场所 （3.586734，0.117675），

公共交通、通信服务设施 (3.561224， 0.103188)这四个指标落入
该象限，对这四项基础设施的投资应继续保持，以提高舟山市

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满意度产出项。 (下转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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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P210) 象限二是优先改进区， 落在该象限的指标重要

性高但满意度低，图中派出所覆盖（3.352041，0.068058）指标落

入该象限，说明城镇基础设施方面，对治安的重视程度不够，导

致居民对派出所覆盖的满意度不满意，在这方面的投资要及时

完善和改进，从而为居民提供安心稳定的居住环境。

象限三是后续完善区，落在该象限的指标重要性较低、满意

度 也 较 低 ， 图 中 落 入 该 象 限 的 有 休 闲 娱 乐 设 施

（3.367347，0.05655）、宣传设施 （3.346939，0.026417）、防灾设施
（3.367347，0.010449）、防盗设施（3.188776，0.02908）、污水处理设

施（3.122449，0.016714）这 5个指标落入该象限，说明对这些项目

的投资并不是十分迫切需要，只需在后续投资中慢慢完善即可。

象限四是维持优势区，落在该象限的指标重要性低但满意度

高，途中落入该象限的有城市绿化（3.903061，0.043057）、供电供
水燃气设施 （3.72449，0.01732）、环卫设施 （3.586735，0.020904）、

社区配套设施（3.561224，0.026643）、防火设施（3.5，0.017291）这 5

个指标落入该象限，这个象限表示可能存在着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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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

突，才能化解冲突。 其次，交易是以合法控制权为前提的，但在

现实情况下， 失地农民对被征用土地的合法控制权仍不充分，

也就使其丧失了与政府平等交易的法理基础，因而要完善相关

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对土地和合法控制权。 最后，从康芒斯划

分的交易类型来看，现行的征地交易行为多属于管理的交易与

限额的交易，即官与民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

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交易关系。 因而要转变目前的征地交易

方式， 充分发挥市场在征地交易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确政府从事交易活动而非控制交易活动的参与者身份，赋予

失地农民平等交易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将管理的、限额的

交易方式转化为买卖的交易方式，使交易双方获得更多的平等

协商与讨价还价的机会，争取在协商中化解冲突。

3.2 产权的视角

康芒斯认为，产权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物质，而是使用与处

置某种东西的绝对权力，即财产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权力，且这

种权力具有排他性，它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集体活动赋予个人

的一种专享权利，可以阻止他人使用那种预期会稀少、对专用

造成冲突的东西。 这种对产权的界定方式，可以很好地为解决

征地冲突提供思路。 一方面，我国的土地改革要在归属权与使

用、处置等财产性权利相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明晰土

地产权制度，循序渐进地将土地及与土地相关的其他权益下放

到农民手中， 让农民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

从而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有序转让，规避产权冲

突。 另一方面，还应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

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如可以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 使用、收

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民对集体资产股

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实现农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利，确保农民对相关土地权益的合法拥有，减少

产权模糊的灰色地带，肃清征地背后的寻租行为，有效缓和征

地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冲突。

3.3 未来性的视角

康芒斯认为，时间、预期与未来性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范畴，

权利与义务、债权与债务都是预期，它们不仅存在于精神上，更

存在于目前的行动与计划的调节中。 未来性的分析方法要求我

们在看待经济行为时不仅要看到当下，更应预期到未来 ，在征

地过程中，同样一块土地，之前用于农用与耕作，可创造的经济

价值是极其有限的，而一旦被征用后变作他用，所释放的经济

效益将会大幅提升，若按照之前失地农民的收入状态进行补偿

安置明显是有失公允的，也容易激化征地矛盾，这就需要引入

未来性的思想，动态地看待征地过程中的土地补偿和收益分配

机制。

在我国，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仅是耕地本身，还代表着

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土地权益的实现，已然构成了农民最基本的

生活保障。 单纯按照一定时期内土地的收入来划定补偿标准，

没有相应的后续安排，不仅忽视了土地的增值价值，也忽略了

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极易引起后续冲突。 因而需要

建立动态联动的征地补偿与收益分配机制，首先要树立让利于

民的意识，杜绝与民争利现象，在土地征用之后，要将更多的增

值收益真正地交还到农民手中。 此外，土地征用是一个连续的

过程，故不能一征了之，后续还应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与利益

保障机关，确保失地农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实现，并对农民

转型的生活状态给予关注，帮助失地农民构建社会层面的风险

规避和长效保障金机制，降低失地农民的转型风险，保障农民

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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