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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体检评估框架的构建及应用
——以宜荆荆都市圈2022年第三方城市体检为例

邱孝高，吴　焕，吕　婧　

[ 摘　要 ] 基于都市圈体检评估的必要性，以宜荆荆都市圈 2022 年第三方城市体检为例，根据城市体检相关文件要求，
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构建都市圈体检评估框架，充分衔接空间规划和自体检，差异化构建市、县两套指标体系，建立
体检指标数据自采集系统，多维制定评价标准，从地级市、县级层面对都市圈各样本城市进行评估分析，合理判别、诊
断样本城市的“城市病”，并因地制宜地制定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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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Metropolitan Circle: Take 
the 2022 Third-party City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Yichang-Jingzhou-Jingmen Metropolitan Circle as an Example/
QIU Xiaogao, WU Huan, LÜ Jing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metropolitan circle. With the 2022 third-party city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Yichang-Jingzhou-Jingmen metropolitan circle as an example, the 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visions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are examined, and a framework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metropolitan circle 
is established. Connects spatial planning and self examination, two systems of indices for cities and counties respectively are 
constructed, a self collecting syste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data is establishe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tandards are set,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or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circle are made, the urban diseases of each sample 
city is diagnosed,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metropolitan circle; evaluation standard; indices system; improvement strategy

基础性工作，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目前，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并积
累了不少经验 [1-2]。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城市层面探讨
城市体检评估框架体系的构建与方法 [3-4]，较少从都市
圈层面探讨体检评估框架体系的构建与思路。基于此，
本文从问题与目标双导向出发，通过构建都市圈体检
评估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以期为其他都市圈体
检评估提供案例参考。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提出的“加快建设以武汉、襄阳、宜昌为中心的三大
都市圈”有关精神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2022年

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城
市病”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如何建设更健康、更安
全、更宜居的高品质城市成为城市规划工作关注的重点。
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
估规程》，明确了城市体检评估的操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提出通过年度体检和五年评估对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及规
划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202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2022年城市体检
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城市体检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
工作方式和工作步骤等。城市体检作为通过综合评价城
市发展建设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措施，优化城市
发展目标、补齐城市建设短板、解决“城市病”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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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检工作有关要求，2022年湖北省
在三大都市圈开展第三方城市体检工作，
开创了全国都市圈层面第三方城市体检
评估的先例。因此，选取宜荆荆都市圈
作为都市圈体检案例展开评估分析，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1　都市圈体检评估的必要性

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城市
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为核心，以
一小时交通圈为基本范围，包括与核心
城市有着紧密的产业、商务、公共服务、
游憩等功能联系的各级各类城镇的跨行
政区地域空间单元，是新时期落实国家
高质量发展要求、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
重要的、适宜的尺度单元和空间载体。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地区，也不同于

一个个单体城市，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
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
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
律与特征。都市圈的发展目标在于让个
体城市充分融合连接，彼此正向影响，
实现整个都市圈像一个“大城市”一样
发达，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作为一个“有
机生命体”，都市圈在不断地生长、发
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城市病”，
因此也需要定期开展体检，“发现病灶、
诊断病因、开出药方”，通过综合“治疗”
做到“防未病、治已病”，确保都市圈
在发展中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应对。
都市圈体检评估是对圈内市县人居

环境及相关规划的全面、系统、常态化
的评价工作，有助于及时发现市县人居
环境建设中的问题，针对性地治理“城
市病”，进而推动市县高质量发展。有
别于单个城市的体检，都市圈体检涉及
的市县较多、范围较广，在地级市层面，
体检范围涉及市域、市辖区和市辖区建
成区；在县级层面，体检范围涉及县城、
县城区和县城区建成区。都市圈最大的
特点在于其是由不同城市形成的一个有
机整体，圈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互联
互通关系，因此都市圈体检更关注区域

层面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关系，包括人口
流、交通流、经济流、信息流等。同时，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在住房城乡建设
部的指标和省级指标的基础上补充互联
互通维度的特色指标，从圈、市、县3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2　都市圈体检评估框架构建

都市圈体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承上”就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城
市体检要求，指导圈内城市完成国家城
市体检试点任务，同时结合实践探索向
国家层面输出有益经验。“启下”就是
组织指导圈内市县体检工作的开展，发
挥应用、总结、引导作用。第三方城市
体检指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主导，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城市现状特征展开分析
评估的体检方式。相较于城市自体检，
第三方城市体检评估视角更加客观理性；
多城市同时评估，视角更宏观、全面[5]。
因此，将第三方城市体检引入都市圈体
检中，对圈内多个城市的现状特征展开
横向对比分析，更有利于揭示城市间发
展的差距，发挥城市体检鼓舞先进、督
促后进的作用。
因此，本文依据城市体检相关文件

要求，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按照“定范
围—建体系—集数据—诊问题—找对策”

的思路构建都市圈体检评估框架(图1)。
通过与标准值比较，对标对表，查找城
市自身的短板和问题；通过对样本城市
进行横向对比和排序，揭示样本城市间
的发展差距；通过与自体检成果数据进
行对比，检验或者校核各样本城市自体
检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探讨解决“城
市病”的应对策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见图2。
(1)定范围。合理确定体检的范围，

是开展都市圈体检评估的基础工作之一。
都市圈涉及的市县较多，范围较广，因
此可从都市圈的市、县层面出发确定体
检评估范围。
(2)建体系。鉴于都市圈内城市间互

联互通的特性，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指
标和省级指标的基础上补充都市圈层面互
联互通维度的特色指标，对人口流、交通
流、经济流、信息流等流通要素进行相应
的分析评价。
(3) 集数据。以网络大数据、统计

数据为核心，以政府部门数据为辅助，
重点利用网络地图、网络爬虫、地理信
息系统、遥感等方法，对卫星影像、开
源地图、手机信令、自媒体数据等进行
采集和处理，建立指标计算模型和算法，
完成第三方城市体检的指标计算和城市
体检评价。
(4)诊问题。根据不同维度的具体指

图1　都市圈体检评估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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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体检样本城市进行整体评价，分析
总结样本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5)找对策。针对诊断识别出来的问

题，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共
建都市圈的目标，聚焦城市发展，分类
施策，提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3　宜荆荆都市圈体检范围、指标
体系构建及数据采集

3.1　体检范围
宜荆荆都市圈是湖北省三大都市圈

之一，包含宜昌市、荆门市、荆州市，
都市圈规模约为3.3万 km2，2021年人
口为1 159.4万，GDP总量约为1万亿元。
本次体检从都市圈的市、县层面出发，
选取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3个地级
市和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长阳县4
个县级市(县 )作为体检样本城市，地级
市层面的体检范围涉及市域、市辖区、
市辖区建成区3个层级，县级层面的体
检范围涉及县域、城区、县城区建成区
3个层级，且两类样本城市的体检涉及的
层级范围尽量与自体检的范围保持一致，
以使指标数据可对比。

3.2　指标体系构建
本次体检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科学

性、客观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
通过与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对比、都市
圈内城市间横向对比和与自体检比较，
根据宜荆荆都市圈内地级市、县(市 )两
类样本城市的实际情况，差异化地构建
市、县两套指标体系。地级市层面指标
体系以住房城乡建设部、湖北省的指标
体系中的8个维度指标为基础，补充都
市圈层面互联互通维度的特色指标，横
向对比采用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3
市均有的指标，即对“1+8”类共54项
指标进行横向评价(图3)；县级层面指标
体系以湖北省指标体系为基础，保留了
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长阳县4市(县)
均有的指标，即对8类共35项指标进行
评价分析(图4)。

图 3　地级市层面指标体系示意图
注：本次体检宜昌市、荆门市“1+8”个维度均有指标共计 54 项参与横向对比，荆州市参与横向对比指标为 2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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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县级层面指标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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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体检指标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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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达标、10项未达标，整体达标率为
55％，城市发展整体向好 (图 6)。在生
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维度的评
价上表现较好，达标率均超过60％；在
整洁有序、创新活力维度的评价上表现
一般，达标率均为50％；在安全韧性维
度的评价上表现较差，达标率为0％，需
进一步加强。城市区域开发强度、建成
区人口密度、生态生活岸线占总岸线比
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再生水利
用率等指标均达到标准要求，在城市强度
密度控制、生态环境方面取得较好的建设
成效。荆州市目前正在加快建设集“铁、
公、水、空”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道路交通系统日益完善，建成区高峰期
平均机动车速度、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单
程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小于5 km的人口
比例均高出标准值，建设成效好，但城
市道路网密度未达标，仍有提升空间。
此外，荆州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3.3　数据采集
应用多维技术 (如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等技术)，以多源网络数据为核心(如
POI数据、AOI数据、夜景灯光数据、人
口密度分布数据、土地利用分类数据等)，
以政府统计数据为辅助(统计年鉴、湖北
省城乡建设年鉴等)，借助智能辅助决策
工具(如政府门户网站、百度搜索平台、
百度指数平台、12306官网、规划院智
慧规划平台)等，采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
(如网络爬虫、经典引力模型、手机信令、
随机树遥感解译、GIS空间分析 )，采集
都市圈“3+4”个样本城市的各项数据，
并完成样本城市间的横向对比和排序。

4　宜荆荆都市圈第三方城市体检
评估结果分析

4.1　地级市层面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地级市层面评价指标体系对各

项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可将评价结果分
为整体向好和整体一般两类。
4.1.1　宜昌市和荆州市：评价结果
整体向好
(1)宜昌市：宜居性较好、设施较为

完善、出行畅通。宜昌市在互联互通方
面的“领头羊”地位明显，对荆州市具
有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但与圈内城市
的经济联系仍有待加强。在除互联互通
维度的指标外的8个维度共计49项指标
中，有29项达标、20项未达标，整体达
标率为59％，城市发展整体向好。在生
态宜居、健康舒适、交通便捷、风貌特色、
创新活力维度的评价上表现较好，达标
率均超过50％，在安全韧性、整洁有序、
多元包容维度的评价上表现一般(图5)。
区域山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本底好。
城市区域开发强度适中，建成区人口密
度较低，相关指标均达到体检评价标准
要求。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
率和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均达到体
检评价标准要求，且指标值超过荆门市，
在绿化建设方面取得较好效果。城市生
态走廊、生态间隔带内生态用地占比和

生态生活岸线占总岸线比例均较高，绿
色建筑100％应用，城市生态宜居性较好。
整体来看，宜昌市城市环境健康舒适、
整体向好，新建住宅建筑密度管控较好，
分级诊疗体系相对完善，社区商业和教
育设施较为齐全，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全面覆盖，道路无障碍设施建设
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标。城市建
成区高峰期平均机动车速度达标，通行
顺畅；居民出行时间普遍在 25 分钟左右，
通勤距离在 5 km2 以内，出行时间成本
较低、通勤效率高。目前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均全面挂牌，历史建筑全部合
理使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得当。
(2)荆州市：环境建设成效较好、生

活交通便利、风貌特色突出。荆州市在
互联互通方面受到宜昌市的辐射带动，
与荆门市在人口、经济、信息等方面的
联系较为紧密。在除互联互通维度的指
标外的8个维度共计22项指标中，有

图5　宜昌市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 6　荆州市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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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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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达标指标

不达标指标

荆州市

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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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成为全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建筑挂牌率和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
区占比、社区志愿者数量远超标准值，
城市文化特色、创新活力等方面的建设
成效显著。
4.1.2　荆门市：评价结果整体一般
在互联互通方面，荆门市与宜昌市

的联系较弱，与荆州市的联系紧密。在
除互联互通指标外的8个维度共计49项
指标中，有25项达标、24项不达标，
整体达标率为51％。在生态宜居、安全
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多元包容、
创新活力维度的指标达标率均达到或超
过50％，城市发展整体良好。见图7。
荆门市山川秀美，生态环境本底好。

城市生态走廊、生态间隔带内生态用地
占比及生态生活岸线占总岸线比例、城
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次达标率、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城市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均达标，在园林绿
化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荆门市的医院、体育等部分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完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城市二级及以上医院覆盖率、人均避难
场所有效避难面积、城市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等指标在3个地级市指标排名中
位居前列，在医疗、体育、防灾等方面
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荆门市道路交
通系统日益完善，建成区高峰期平均机
动车速度、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单程通勤
时间均远超标准，在集散性交通方面建

图7　荆门市评价结果示意图

设成效显著。

4.2　县级层面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县级层面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项

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可将评价结果分为
整体评价较好和整体评价一般两类。
4.2.1　枝江市和宜都市：整体评价
较好
(1)在枝江市体检评价的8个维度共

计35项指标中，有22项达标、13项未
达标，整体达标率为63％，整体评价较好。
枝江市在生态宜居、健康舒适、交通便捷、
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维度的
评价上表现较好，达标率均超过60％；
在风貌特色维度的评价上表现一般，达
标率为50％；在安全韧性维度的评价上
表现略差，达标率低于50％，需要进一
步加强。枝江市城市绿道建设成效较好，
但仍有提升空间；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建
设成效突出，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建
设仍有提升空间；新建住宅及体育场地、
道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成效较好。
(2)在宜都市体检评价的8个维度共

计35项指标中，有24项达标、11项未
达标，整体达标率为69％，整体评价较好。
宜都市在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
创新活力维度的评价上表现好，达标率
为100％；在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
韧性、交通便捷维度的评价上表现较好，
达标率均超过50％。其中：城市绿道、
交通道路设施建设成效较好；完整居住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市政管网管

线智能化、城市文化设施、无障碍设施
建设成效突出；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成效
较好。
4.2.2　当阳市和长阳县：整体评价
一般
(1)在当阳市体检评价的8个维度共

计35项指标中，有18项达标、17项未
达标，整体达标率为51％，整体评价一
般。当阳市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多
元包容维度的评价上表现较好，达标率
均超过60％；在整洁有序维度的评价上
表现一般，达标率为50％；在健康舒适、
安全韧性、风貌特色、创新活力维度的
评价上表现略差，达标率均低于50％，
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城市绿道、新
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建设成效较好；体
育场地、新建住宅小区、避难场所的建
设成效突出。
(2)在长阳县体检评价的8个维度

共计35项指标中，有18项达标、17项
未达标，整体达标率为51％，整体评价
一般。长阳县仅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
维度的评价上表现较好，达标率均超过
60％；在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
容维度的评价上表现一般，达标率均为
50％；在健康舒适、安全韧性、创新活
力维度的评价上表现略差，达标率均低
于50％，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新建
建筑中绿色建筑的建设成效突出，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配套完善。

4.3　小结
总体来看，在地级市层面，宜昌市、

荆州市和荆门市3市在生态宜居维度的
评价结果均较好，宜昌市、荆门市在开
发强度、园林绿化、低碳节能、生态环
境方面的建设均有成效；宜昌市作为宜
荆荆都市圈内的龙头城市，城市生态宜
居性较好、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出行畅
通高效、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得当；荆州市、
荆门市作为宜荆荆都市圈内的主要城市，
生态宜居性相对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备、
交通相对便利，城市发展整体良好。县
级层面，枝江市、宜都市在生态宜居、

图例 图例达标指标 荆门市宜昌市不达标指标 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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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创新发展方面的建设成效较
好，城市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当阳市、
长阳县各方面的发展相对缓慢，整体发
展有较大提升的空间。

5　宜荆荆都市圈第三方城市体检
评估问题诊断分析与建议

5.1　问题诊断
5.1.1　地级市层面问题诊断
(1)宜昌市在安全韧性、整洁有序、

多元包容3个维度的达标率低于60%。
①在生态环境方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次
达标率未达标，尤其是夜间声环境的情
况较差；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再
生水利用率偏低。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不足，万人城市文化建筑面积、完整居
住社区覆盖率、社区养老设施服务覆盖
率均不达标；既有住宅楼电梯加装率偏
低，建筑高度管控不力。③城市安全韧
性建设及智慧管理有待提升。城市内涝
治理相关指标不达标，高等级医院覆盖
略有不足；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
率超过标准，消防站覆盖不足，城市安
全救援存在隐患；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
损率偏高，供水安全保障不足；实施物
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占比不达标，且相关
数值低于荆州市，市政管网智能化监测
不足。
(2)荆州市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

市安全韧性建设和创新投入不足。①生
态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
荆州市夜间声环境不佳，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率低，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较低，道路网密度不达标。②城市
安全韧性问题突出。荆州市城市可渗透
地面面积比例偏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偏高，城市消防站覆盖不足，城
市安全存在隐患。③城市创新投入不足，
科技投入水平较低，与标准值有一定差距。
(3)荆门市在建筑高度控制、完整社

区覆盖和文化设施方面的建设不足。①荆
门市新建住宅建筑高度超过 80 m 的有 

60 栋，建筑高度控制不力；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率为 1.48％，再生水利用率为
9.86％，资源利用水平有待提升。②设施
配套不完善，既有住宅楼电梯加装率偏
低，在社区幼儿园、养老设施建设方面
存在明显短板；消防站覆盖不足，集中
隔离房间实际数量与目标差了近1倍，对
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有待增强。③在文化
设施建设与文化传承上短板突出，文化设
施建设不足、低碳节能建设有待加强。
5.1.2　县级层面问题诊断
(1)枝江市在生态宜居维度，建筑高

度管控不力，超过80 m的新建住宅数量
较多；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均较低，再生水利
用率远低于标准要求。在健康舒适维度，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门诊分担率偏低，分级诊疗体系不
够完善。在安全韧性维度，内涝点治理
不足，人均避难场所匮乏、消防救援设
施短缺，城市智能化发展滞后。在交通
便捷维度，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有待加强，
专用自行车道密度不够。在风貌特色维
度，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不足，历史建筑
空置率高，历史建筑保护问题较为突出。
(2)当阳市在生态宜居维度，公园绿

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偏低，新建
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和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率均偏低，尚未推行再生水利用。
在健康舒适维度，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
偏低，社区医疗服务水平较低，老旧小
区既有住宅楼电梯加装率偏低。在安全
韧性维度，城市标准消防站及小型普通
消防站覆盖率较低，建成区内城市可渗
透地面略有不足，城市内涝积水点消除
不到位，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
率偏低，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有待
推进。在交通便捷维度，专用自行车道、
城市慢行道路建设不足。在风貌特色维
度，城市文化设施建筑建设较为不足，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在整
洁有序维度，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
占比不达标，住宅小区专业化管理水平
有待提升。

(3)宜都市在生态宜居维度，建筑高
度管控力度不够，公园绿化活动场地覆
盖不足，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低。
在健康舒适维度，体育场地配置不足，
既有住宅楼电梯加装率低，老旧小区改
造有待完善。在安全韧性维度，严重影
响生产生活秩序的易涝积水点数量多，
内涝治理有待加强。在交通便捷维度，
专用自行车道密度较低，绿色出行建设
有待完善。
(4)长阳县在生态宜居维度，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再生水利用率、新建
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均偏低。在健康
舒适维度，体育设施缺乏，人均体育场
地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分担率
较低，社区医疗服务水平急需提升。在
安全韧性维度， 城市二级及以上医院覆
盖率，以及城市标准消防站及小型普通
消防站覆盖率较低，人均避难场所有效
避难面积不足，消防应急等方面的问题
较为突出。在交通便捷维度，长阳县作
为山区县不适宜自行车骑行，尚未建立
专用自行车道。在风貌特色维度，历史
建筑未能全面利用，部分建筑处于空置
状态。在整洁有序维度，城市居民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偏低，垃圾分类工
作有待推进。在多元包容维度，道路无
障碍设施建设滞后，未能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孕妇、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

5.2　宜荆荆都市圈发展建议
5.2.1　地级市层面：扬长补短，分类
施策
在地级市层面，宜昌市、荆门市和

荆州市根据各自的不足，扬长补短，分
类施策。
(1)宜昌市针对诊断出的问题，对标

“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的建设要求，
提出以下建议：①在环境品质方面，坚
持源头治理，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严格
管控城市噪声，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全民
行动；提升污水收集治理及再生水利用
水平，加强垃圾回收利用，提高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水平；落实“北岸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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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控高度、滨江控宽度”的要求，加
强城市风貌管控。②在设施完善方面，
补充完善托幼、养老等配套设施，提升
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与环境品质；改善小
区物业等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建立老
旧小区改造长效管理机制；增加对城市
居民改善性住房建设的投入，增强城市
多元包容性。③在安全韧性方面，强化
交通管理智慧化手段的应用，保障出行
安全；完善城市标准消防站、小型普通
消防站、市政消防栓等设施，提升城市
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 [6]；持续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市政管网普查、归档、
智能化监测。 
(2)荆州市结合自身的不足，提出以

下应对策略：①在环境品质方面，加大
对噪声的监管与整治力度，重点改善夜
间声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路网密度，
优化生活性集散交通的系统布局；提升
城市低碳节能建设水平，提高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②在设施完善方面，支
持现有低等级医院提档升级，完善市政
消防设施，提升城市小区生活垃圾处理
水平，提高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
③在城市治理方面，主要是加大科研创
新投入，提升城市的科创水平，增强城
市活力。
(3)荆门市根据自身的问题，提出以

下优化建议：①在生态宜居方面，加强
对新建住宅建筑高度与密度的管控，提
升居住空间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优化公
园绿地布局，构建多层次的城市绿地网
络系统 [7-8]；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及再生水利用率。②推进完整居住社区
建设，完善社区基层医疗、养老、托育
设施，优化配置安全保障设施。③在城
市活力方面，提高城市文化等服务设施
的供给能力，吸引人口流入。
5.2.2　县级层面：多措并举，补足
短板
(1)枝江市针对安全韧性和风貌特色

两个维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加强城
市内涝点治理，增加消防站及避难场所，
积极推动市政管网智能化建设，加强城

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强城市建
筑风貌管理，建立分级分类的保护名录
和历史文化保护数据库等对策。
(2)当阳市的总体达标率仅为51%，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健康舒适方面，
应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补齐公共服
务设施短板；在安全韧性方面，完善消
防设施，加快排除城市积水内涝点，建
设城市防洪排涝系统，加强海绵型公园
和绿地建设；在风貌特色方面，增加城
市文化设施，强化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及
传承，充分彰显历史建筑价值；在创新
活力方面，坚持科技创新，提高地区科
研投入水平。
(3)宜都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生态宜

居方面，对此应加强对新建住宅建筑高
度与密度的管控，优化城市公园绿地布
局，提高装配式建筑比例和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率；持续加强水环境监管与污
染治理，推进城市雨污排水系统整治与
改造。
(4)长阳县在健康舒适、安全韧性、

多元包容方面短板突出，对此提出以下
优化建议：在健康舒适方面，完善城市
体育设施，推进社区医院建设，改善基
层医疗机构条件，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电
梯安装；在安全韧性方面，加强城市标
准消防站及小型普通消防站配套设施建
设，提高城市消防站覆盖率，同时结合
公园、广场构建城市应急避难体系，优
化配置城市安全保障设施。在多元包容
方面，完善道路无障碍设施，提高城市
无障碍设施的供给能力。

6　结束语

城市体检评估是城市人民政府集合
各方力量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品质需求的
重要抓手，是打通城市发展建设“最后
一公里”的重要手段，为各级政府有针
对性地解决“城市病”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市发展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
形成的，这就需要通过系统诊断、精准

施策、动态调整、循证提升来逐步解决，
从发现问题、诊断问题到解决问题，再
到复诊问题，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流程
机制。基于此，本文依据国家、湖北省
关于城市体检工作的要求，结合宜荆荆
都市圈体检样本城市的实际情况，构建
“问题+目标”导向的都市圈体检评估
框架，从地级市、县级两个层面对样本
城市各项指标进行评估分析，诊断问题，
并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
优化对策，以期为其他都市圈的体检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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