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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留守居民的绿色公共空间体力活动需求评价
——以山东省泰安市东疏镇为例

孙振帮  闫治安  王艺璇 *

摘要：【目的】乡镇留守居民是“和美乡村”的主要建设者，因此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而身体健康与体力活动密切相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的绿色公共空间体力活动方面，揭示乡镇绿色公

共空间与体力活动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方法】以山东省泰安市东疏镇绿色公共空间为例，对乡镇留守

居民体力活动需求进行定量研究，利用 Kano 模型进行体力活动需求满意度、重要程度评价。【结果】乡

镇留守居民更关注绿色公共空间中的环境安全以及设施布置；儿童对环境品质、面积大小和设施布置需求

程度更高；老年群体对于环境安全、步行基础设施、场地与居住地的距离有着较高需求。【结论】因此，

在“和美乡村”绿色公共空间建造中，应把环境安全以及基础设施放在首位，形式美的程度需要谨慎推敲，

以提高居民体力活动和健康水平，为进一步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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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农村的空巢

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1-3]。2015 年起，乡镇留守

居民就已超过 1.5 亿人 [4]。《“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指出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

动健康领域的发展。当前在神州大地火热发

展的乡村振兴实质是人的振兴，而乡镇人口

的健康无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5]。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乡镇居民慢性病的

患病率快速上升，慢性病已成为困扰乡镇居

民的主要健康问题 [6]。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指

出久坐不动的行为不利于健康，会增加罹患

慢性病的风险 [7]。现有研究证明居住在绿色空

间附近的居民发生精神状况不佳、患心血管

疾病和超重等情况的概率要远比距离绿色空

间更远的居民低得多 [8-9]。研究中体力活动是

指在户外进行的安全风险小，能够带来健康

效益的适度日常体力活动。因此，探讨乡镇

居民的绿色公共空间体力活动需求对于提升

乡镇居民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近几年“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乡镇

环境的建设略显急功近利，较为粗犷，不能

满足乡镇居民的体力活动需求 [10]。鉴于此，

本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东疏镇的绿色公共空

间为研究对象，基于使用者的属性特征，对

乡镇居民的体力活动需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针对性地提出体力活动空间建设的具体

建议，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健康程度，

为进一步建设“和美乡村”提供重要的依据

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影响因素选取

本研究对与体力活动要素相关的国内外

文献进行整理，总结并归纳相关信息，确定

影响体力活动的一级需求指标和二级需求指

标。一级需求指标包含可达性、场所、设施、

安全 4 个层面 [11]，可达性层面二级需求指标

分别为场地内部 [12] 和外部的目的地可达性 [13]，

绿色公共空间主要通过目的地的可达性来影

响使用者的体力活动水平 [14-15]，可达性越高，

使用者可以越轻易地进行体力活动，从而获得

越多的健康益处；场所层面多是从中、微观

的角度探讨物理环境对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

其二级需求指标包含场所设计和环境感知 [16]，

能够满足使用者的空间体验舒适性和愉悦性的

要求，增强持续活动的心理暗示 [17]，并且体

力活动已被证明与环境的质量、宜人的景色

呈正相关 [18] ；设施层面二级需求指标包括步

行基础设施 [19] 和设施布置 [20]，设施是允许进

行不同类型体育活动的重要方面，绿色公共空

间可以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娱乐场所和完善的基

础设施来增加使用人数 [21] ；安全层面二级需

求指标包括犯罪安全性 [22] 和环境安全性 [23-24]，

安全性是支撑体力活动的重要因素，它与体力

活动的意愿和动机紧密相关 [25]。

在一、二级需求指标的基础上，提取与

二级需求指标高相关性的关键词，筛选、合

并，初步拟定三级需求指标量表，同时邀请

10 位风景园林专业导师和硕博士进行三级

需求指标量表的进一步优化，并在完成后同 

30 位研究区域内的居民进行访谈，尽可能地

保证三级指标的科学性和高相关性，综合数

据调查结果，得到最终的需求量表（表 1）。

1.2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选定为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 

（图 1）。东疏镇位于宁阳县西部，是国家级农

业产业强镇、省园林城镇、省旅游产业强镇。

东疏镇于乡村振兴计划后开发和打造以“十八

黄茂”为依托的田园旅游地。这些乡镇公园

基础条件完善，乡土文化资源保存较好，具

有良好的研究基础。

1.3  量表设计及问卷调查

1.3.1 量表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1）受访者的

社会经济属性；2）绿色公共空间体力需求，

基于 Kano 模型 [26-27] 设置正反 2 个方面，并

提供实例图片，根据受访者的使用意愿回答，

正反问题共计 4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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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ano 模型分析结果汇总

Tab. 2  Summary of analysis results of Kano model

需求 M 值 O 值 A 值 I 值 R 值 Better Worse B-W 类型

A1 23 16 44 142 21 0.266 667 −0.173 33 I

A2 28 17 45 132 19 0.279 279 −0.202 70 I

A3 60 93 37 63 8 0.513 834 −0.604 74 O

B1 64 29 44 99 24 0.309 322 −0.394 07 I

B2 59 40 74 73 9 0.463 415 −0.402 44 I

B3 33 51 83 72 14 0.560 669 −0.351 46 A

B4 49 65 65 62 12 0.539 419 −0.473 03 A

B5 52 36 33 102 21 0.309 417 −0.394 62 I

B6 30 29 83 78 21 0.509 091 −0.268 18 A

B7 40 17 39 126 27 0.252 252 −0.256 76 I

B8 13 23 86 117 11 0.456 067 −0.150 63 I

C1 59 106 45 41 7 0.601 594 −0.657 37 O

C2 79 67 43 58 12 0.445 344 −0.591 09 M

C3 87 61 44 52 12 0.430 328 −0.606 56 M

C4 132 74 20 27 5 0.371 542 −0.814 23 M

C5 104 56 27 74 3 0.318 008 −0.613 03 M

C6 68 64 47 83 2 0.423 664 −0.503 82 M

D1 105 51 35 64 5 0.337 255 −0.611 76 M

D2 115 15 40 74 11 0.225 410 −0.532 79 M

D3 84 120 29 26 3 0.575 290 −0.787 64 O

D4 129 62 26 40 3 0.342 412 −0.743 19 M

表 1  绿色开放空间体力活动需求指标

Tab. 1  Physical activity demand indicators of green open space

一级需求指标 二级需求指标 三级需求指标 说明

可达性

内部目的地

可达性

A1 区域离主入口的距离 活动区域离场地主入口的距离

A2 场地的接近程度 不同场地之间相隔的距离

外部目的地

可达性
A3 距离 到达场地的距离

场所

场所设计

B1 区域大小 活动区域的面积

B2 视线封闭性 活动区域的视线封闭程度

B3 功能数量
活动区域具备的不同的功能（休闲、

健身、娱乐）

环境感知

B4 绿地覆盖度 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

B5 植被丰富度 场地植物群落中的植物种类

B6 水体景观设计 场地中的水景观（跌水等）

B7 文化景观设计 场地中的文化景观（景墙、雕塑等）

B8 声景设计 场地中的声景（水声、鸟叫等）

设施

步行基础设施

C1 步道环境 步道的洁净程度和视觉效果

C2 步道铺装 步道铺装舒适程度

C3 步道宽度 步道横截面宽度

设施布置

C4 健身设施 健身设施种类丰富度及布置合理性

C5 休闲设施 休闲设施种类丰富度及布置合理性

C6 灯光设施 灯光设施照度及布置合理性

安全

犯罪安全
D1 安全设施 危险情况下的警报措施

D2 监视设计 场地中的监控设计

环境安全
D3 交通安全 场地不受道路车流干扰

D4 活动安全 扶手和栏杆等设施安全性

山东省

泰安市

宁阳县

东疏镇

0  500 1 000 m

N

好家黄茂              陈家黄茂              胡家黄茂              赵家黄茂               朱家黄茂              杜家黄茂              后学村                  前学村                  潘家黄茂

疏外村                  疏里村                  庞庄村                  后张村                   前张村                  西张村                  董家楼村              刘家黄茂              辛庄村

1 研究区域
Research area

1.3.2 问卷调查及信度效度检验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根据乡镇公园使用的实际情况，在乡镇公园

的使用高峰期（工作日 18：00—21：00，休息

日 09：00—21：30）进行问卷的发放。问卷主

要采用偶遇采样法，调研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3 日—4 月 15 日。本次研究发放问卷 3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264 份。

通过软件 SPSS 26.0 对 264 份有效问卷进行

信度与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样本总体α 值

为 0.805，正向问题样本α 值为 0.825，反向问

题α 值为 0.861，均大于 0.800，说明样本具有

较高信度。研究得出 KMO 值为 0.728，sig. 值

为 0（<0.01），说明该样本充足，具有相关性，

问卷有良好效度。

1.4  Kano 模型分析

Kano 模型根据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和满意

程度之间的关系，将使用者的需求分为 5 类：

基本型（M）、期望型（O）、兴奋型（A）、无差

异型（I）、反向型（R）。当基本型和期望型需

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满意程度减少，反之增

加；当兴奋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满意度并

不会下降，当需求得到满足时满意程度增加；

提供无差异型需求时，满意度不会有变化；但

提供反向型需求时，满意度会下降。研究采

用 Berger 等 [28] 提 出 的 Better-Worse 系 数 法 来

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表 2）。 

需求重要程度以“M>O>A>I”为依据 [29]，

参考汤素素等 [30] 引入敏感度计算式获得各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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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满意程度的具体数值（以 R 的数值表示指

标对使用者影响的敏感度，其数值为该点到

坐标原点的距离，R 值越大则表示重要程度越

高），结合数值大小确定三级指标的重要程度

（表 3）。

2  结果分析
2.1  使用者属性特征

在问卷调查使用者的属性特征中，男性

占比 57.95%，略高于女性（42.05%）；从年龄

构成角度看，12 岁及以下的人数最多，占比

29.55%，未成年人占比为 40.76%，其次是 5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25.38%，可知乡镇留守居

民多为儿童和老年人，使用者的特征与此密

切相关；从职业特征角度看，学生（54.55%）

和农民（25.76%）占比最多；从学历水平角度

看，以小学和初中水平为主，分别占比 20.45%

和 52.27%，高学历水平的使用者较少；月收入

情况最多的是 2 000 元以下，占比 61.74%。总

体上使用者以儿童和老年人为主，受教育水平

表 3  需求指标敏感度排序

Tab. 3  Sensitivity ranking of demand indicators

排序 序号 B-W 类型 敏感度R 排序 序号 B-W 类型 敏感度R 排序 序号 B-W 类型 敏感度R

1 D3 O 0.975 368 8 B4 A 0.717 446 15 B6 A 0.575 409

2 C4 M 0.894 993 9 D1 M 0.698 568 16 B5 I 0.501 461

3 C1 O 0.891 095 10 C5 M 0.690 602 17 B1 I 0.500 969

4 D4 M 0.818 278 11 B3 A 0.661 723 18 B8 I 0.480 298

5 A3 O 0.793 561 12 C6 M 0.658 272 19 B7 I 0.359 938

6 C3 M 0.743 703 13 B2 I 0.613 767 20 A2 I 0.345 087

7 C2 M 0.740 083 14 D2 M 0.578 508 21 A1 I 0.318 050

表 4  总体需求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Tab. 4  Importance ranking of overall demand indicators

需求指标类型 重要度排序

一级需求指标 设施 > 安全 > 可达性＞场所

二级需求指标

环境安全 > 设施布置 > 外部目的地可达性 > 步行

基础设施 > 犯罪安全 > 场所设计 > 环境感知 > 内

部目的地的可达性

三级需求指标
C4>D4>C3>C2>D1>C5>C6>D2>D3>C1>A3>B4

>B3>B6>B2>B5>B1>B8>B7>A2>A1

基本型需求（M） C4>D4>C3>C2>D1>C5>C6>D2

期望型需求（O） D3>C1>A3

兴奋型需求（A） B4>B3>B6

无差异型需求（I） B2>B5>B1>B8>B7>A2>A1

和月收入较低，乡镇绿色公共空间的使用要

重点关注这两类人群的需求（图 2）。

2.2  乡镇绿色开放空间体力活动需求分析

2.2.1 体力活动需求重要度分析

通过“ M>O>A>I”和需求指标敏感度得

出各级需求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序（表 4）。总

体上设施和安全的需求重要程度位于前列，

居民希望场地有着更好的基础设施，要求场

地有更高的体力活动服务能力，增加居民体

育活动的机会；需要场地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安

全环境，保障使用者进行体力活动时的安全；

同时居民希望到达场地的距离更小，以减少

居民使用绿色空间的阻力；居民总体对于环

境品质需求较少，对于景观美的要求较低。

可达性层面，重要度排序为 A3>A2>A1，

内部空间的可达性 A1、A2 为无差异型需求，

外部空间的可达性 A3 为期望型需求。乡镇

绿色公共空间数量少，并且空间的有效辐射

范围较小，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因此使用者从居住地到达目的地的距离越小，

使用者的满意程度会更高。

场所层面，重要度排序为 B4>B3>B6> 

B2>B5>B1>B8>B7，场所设计中 B1、B2 为无

差异型需求，B3 为兴奋型需求；环境感知中

B4、B6 为兴奋型需求，B5、B7、B8 为无差异

型需求。场所层面的要求多是兴奋型和无差

异型需求，主要原因就是急功近利的环境建

设导致空间中的功能性缺失，降低了使用者

在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时的舒适度。

设施层面，重要度排序为 C4>C1>C3> 

C2>C5>C6，步行基础设施中 C1 为期望型需

求，C2、C3 为基本型需求；设施布置中 C4、

C5、C6 均为基本型需求。设施层面的需求程

度较高，为基本型和期望型需求。现有场地

中设施严重缺失，步行、健身和休闲设施等

均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使用需求。休息座椅

无空位，健身设施数量和功能少，夜晚没有

灯光，步道不平整是乡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安全层面，重要度排序为 D3>D4>D1> 

D2，犯罪安全中 D1 和 D2 为基本型需求；环

性别

年龄

职业

月收入

学历

男性（57.95%） 女性（42.05%）

≤ 12 岁（29.55%） 13~18 岁
（21.21%）

19~25 岁
（6.44%）

26~35 岁
（8.33%）

36~50 岁
（9.09%）

≥ 51 岁（25.38%）

学生（54.55%） 工人
（8.71%） 农民（25.76%）

自由职业者
（4.17%）

事业单位人员
（1.89%）

其他
（4.92%）

小学（20.45%） 初中（52.27%）

高中或中专
（10.23%）

本科或专科
（14.39%）

硕士及以上
（2.65%）

8 000 元以上
（4.71%）

5 000~8 000元
（12.88%）

2 000~5 000 元
（21.21%）2 000 元以下（61.74%）

2 使用者属性特征
User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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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安全中 D3 为期望型需求，D4 为基本型需

求，其中 D3 的敏感度数值最高，说明现有绿

色公共空间中交通安全的保障较少。居民对

安全的需求并没有在现有的绿色公共空间中

体现，如道路和场地无分隔措施，健身设施

质量堪忧并且缺少维护，乡镇环境复杂，监

控设施方面也存在视线盲区，这些问题都与

居民的安全密切相关。

2.2.2 重点人群的体力活动差异性分析

乡镇留守居民中多数是儿童和老人 2 个

群体，解决这 2 个群体的体力活动需求是重

中之重 [31]，因此分别对这 2 个群体进行体力

活动需求的具体分析，以探寻更实际的乡镇

绿色公共空间的构建，为“和美乡村”建设

提供参考。

对儿童的体力活动需求进行重要度分析

（表 5）。首先，保证场地安全是儿童场地活动

的先决条件，相比于总体需求指标重要程度，

儿童需求中 C5、C6、B1、B5 的重要度提升，

对于休闲和灯光设施的需求更高，同时 B1 和

B5 成为基本型需求，对环境品质有较高需

求，但对于步行基础设施的要求降低。乡镇

绿色公共空间多是留守儿童休闲交往的场所，

儿童希望场地有足够的面积并且有能力进行

多种多样的活动，因此对于场所的环境品质、

面积大小和设施布置有着更高的需求。

对老年群体的体力活动需求进行重要度

分析（表 6）。老年群体对场所的安全性要求

更高，因此安全层面的重要程度提高，C3、

C2 的重要度提升，C4 的重要度降低，乡镇老

年群体的体力活动方式以散步为主 [32]，对步

行基础设施和休闲设施的需求程度高，对健

身设施的需求程度较低，A3 的重要程度大幅

提高，由此可知老年群体对于绿色公共空间

和居住地的距离有较高的需求。需求指标中

无兴奋型需求，场所层面也为无差异型需求，

需求程度低，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安全及

设施布置上。

综上，安全和休闲设施是二者共同关注

的重点，儿童看重环境品质和面积大小，老

人重视可达性和步行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中

老人也可起到看护儿童的作用，在规划二者

共同使用的体力活动场所时要注意差异和相

同点，满足二者的不同需求。

3  结论与建议
居民在绿色公共空间中的体力活动行为

与其健康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而体力活动行

为与绿色空间中的环境特征水平密切相关。

在建设“和美乡村”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绿色

公共空间在保障居民身体健康中起到的重要

作用，但是由于乡镇和城市环境的不同，不

能依据城市的经验去建设乡镇绿色公共空间。

鉴于此，从乡镇留守居民的人群特征和环境

角度出发提出符合乡镇绿色公共空间特征的

设计优化建议。

1）配备优质且种类丰富的设施，营造舒

适的活动场地。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从

总体人群出发，还是单独探究儿童和老年群

体，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多功用性是直接影

响乡镇留守居民的体力活动行为的一个重要

因素。相比于城市，乡镇的绿色公共空间较

少，对多功能性的要求较高，活动场地要满

足多元化的体力活动需求。规划设计应根据

体力活动强度和居民需求，合理规划场地中

的休闲和健身设施，增加道路的可步行性和

舒适度，最大限度地优化设施布置。以东疏

镇为例，乡镇居民大多在黄昏时分出行，因

此在绿色公共空间中要配置灯光设施，增加

居民进行体力活动行为的机会。

2）着重活动场地安全，注意防护设施。

保证活动场地安全是鼓励居民进行体力活动

行为的第一步 [23]。留守儿童经常无人看管，

对活动场地的安全需求较高，而且安全保障

问题对老年群体也同样重要。在现有场地中，

多数乡镇绿色公共空间都设置在主要道路附

近。规划设计应从交通安全出发，合理规划

设计周边红绿灯及人行横道，减少车行干扰；

从步行安全出发，临近车行道设置隔离措施，

标识清晰，同时做到步道宽广、铺装平坦并

且勤于维护；从设施安全出发，保证设施质

量，坚固耐用，后期维护定期检查，保证居

民使用安全。

3）增加空间可达性，优化环境质量。场

地选址应优先考虑其外部的可达性，增设便

捷的公共交通，提高绿色公共空间的辐射范

围。绿色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可以考虑多乡镇

共同规划，统筹多个乡镇的公共空间和交通

空间，更有利于服务周边居民。从研究结果

分析，环境感知属于兴奋型需求，更好的环

境质量会促进体力活动行为 [33]，因此绿色公

共空间建设要实现景观的特色的最大化利用

和发挥，应充分利用当地村庄的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优势，串联现有的乡土资源，减少

资源浪费，展现乡土文化，营造场所的归属

感，建设具有乡土情怀的“和美乡村”绿色

公共空间。

4）重视乡镇留守居民特征，进行本土化

设计。以人为本，将乡镇居民作为设计核心，

结合乡镇文化特征，进行本土化设计。在儿

童活动场所的规划设计中，第一要减少留守

儿童的孤独感 [34]，满足活动场地的面积需求，

增设活动设施，营造热闹欢快的体力活动空

间；第二要增加留守儿童的归属感，充分利

用乡镇自然与文化景观，打造乡镇文化特色

表 5  儿童需求指标重要程度分析

Tab. 5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 demand indicators

需求类型 重要度排序

基本型需求（M） C4>D4>C6>C5>B1>D1>B5>D2

期望型需求（O） D3>A3>C3>C2>C1>B3

兴奋型需求（A） B4

无差异型需求（I） B6>B2>B8>B7>A2>A1

表 6  老年群体需求指标重要程度分析

Tab. 6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demand indicators of the elderly group

需求类型 重要度排序

基本型需求（M） D3>D4>C3>D1>A3>D2>C2

期望型需求（O） C1>C4

兴奋型需求（A） 无

无差异型需求（I） A1>A2>B1>B2>B3>B4>B5>B6>B7>B8>C5>C6



86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S2

空间，提高对于场地的认同感。在老年群体

活动场所的规划设计中，应结合老年人特有

的以小卖部为中心聚集的偏好 [32]，营造一个

能让老年人自主聚集的场所，场地要具备高

可达性，并合理放置桌椅等休闲设施，让老

年人获得更多与其他人偶遇、交流的机会。

乡镇绿色公共空间的建设是扎实推进“和

美乡村”建设的重要部分。改善人居环境，保

障居民身体健康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体力

活动对于留守居民的身体健康有着正向影响，

但健康效益的转化需要居民主动进行，所以

乡镇绿色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需要在满足乡

镇居民的需求的基础上，增加在场地进行体

力活动的机会。本研究通过 Kano 模型探寻乡

镇留守居民的体力活动需求，探究需求指标

的重要程度排序，提出乡镇绿色公共空间的

优化建议，为“和美乡村”的建设提出依据

和参考。但本研究仅对物理和环境需求进行

了调查，对于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探究不足，

有必要在日后探求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研究，

更好地探寻乡镇留守居民的体力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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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wnship left-behind residents are the main builders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 Therefore, ensuring the residents’ physical health is the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hysical heal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physical 

activity.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 urban 

green public space, while seldom trying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public space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owns and villages. 

[Methods] Taking the green public spaces in Dongshu Town, Tai’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mak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demand 

of left-behind residents in towns and villages, and evaluates the satisfaction and 

importa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demand by virtue of the Kano model.

[Results] Township left-behind resident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facilities layout in green public spaces; children have 

a higher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a size and facilities layout; the 

elderly group has a high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safety, walk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ctivity site and the place of residence.

[Conclusion]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public space following 

the goal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pu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 degree of formal beauty 

needs careful deliber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health 

level of residents and provid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hysical activity; Kano model; green public space; 

township left-behind resi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