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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圩镇是实现城乡建设精细化的重要载体，对圩
镇进行体检评估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之一。

本文提出“圩镇体检”这一全新工作设想，并尝
试构建广东省圩镇体检指标体系，希望通过圩镇体检
指标体系的构建，精细化引导未来的圩镇建设发展方
向，带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

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进县镇村高质量建
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 年发布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
把城市体检作为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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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美丽圩镇发展建设历程

广东省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首位，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不断提升 [1]。然而，广东省区域
发展差异悬殊，资源要素长期从农村向
城市单向流动，县镇村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圩镇作为建制镇的集中建成区，发展体
量适宜、政策实施灵活，是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切入点。广东省圩镇建设实践
可分为单点探索、实践外延和综合提升 3
个阶段 ( 图 1)。

1.1　单点探索阶段(2012—2020年)
2012 年发布的《广州市美丽乡村试

点建设工作方案》拉开了广东省的乡村
振兴序幕。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工作以
“单点式”乡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
风貌改善为核心。2019 年印发的《广东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更加关注乡村产业、生态、文化、
人才、组织等全要素。由于圩镇同时具
备城乡特征，加上人口相对密集、经济
活动相对集中，往往会出现环境恶化、
设施短缺、治理混乱等问题。为此，各
地自发开展了圩镇治理实践探索。相关
实践最早可追溯至 2018 年的《韶关市乡
镇 ( 镇街 ) 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其针对乡镇规划无序、配套不足、管理
滞后等问题，提出改善人居环境、补齐
公共服务短板的策略。2020 年，《云浮
市美丽圩镇创建三年行动方案 (2020—
2022 年 )》发布，云浮市启动了美丽圩
镇创建工作，着力提升圩镇风貌，彰显
小城镇发展特色。

1.2　实践外延阶段(2021—2022年)
2021 年发布的《广东省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倡导镇村两级联
动振兴，县镇村建设越发重视镇村联动，
圩镇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人居环境

治理为重点的圩镇建设开始在全省范围
内推进。2021 年，广东省全面启动美丽
圩镇建设攻坚行动，共投资 829 亿元，
在 1 063 个圩镇谋划 6 327 个项目，搭建
由千余名专家组成的团队，最终“三清
三拆三整治”取得良好成效，圩镇整体
风貌不断提升。2022 年印发的《广东省
小城镇 ( 圩镇 ) 品质提升指引》，从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特色品质和治理
能力 4 大维度着手，对圩镇建设进行全
方位引导。

1.3　综合提升阶段 (2023 年以来 )
2023 年广东省开始实施“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以下简称“百千万
工程”)，面向全省122个县、1 609个乡镇、
2.65 万个行政村实施“强县、促镇、带村”
策略。县级核心任务是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村级高质量发展
任务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镇级核
心任务是“联城带村”，发挥乡镇连接
城市与农村的节点和纽带作用，推动圩
镇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蝶变，补齐基
本公共服务短板，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为进一步加大圩镇建设力度，广东
省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了 110 个典型镇形
成培育名单，以引领圩镇“三大革命”、“六

乱”整治和“七个一”建设。2023 年全
省建成圩镇示范主街 1 171 条、圩镇客厅
847 个、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1 407 个，圩
镇风貌品质得到明显提升。2024 年，全
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印发《2023
年度广东省乡镇分类建设评价工作方案》，
引导圩镇分级分类建设、特色化发展，美
丽圩镇建设进入了全面高速发展阶段。

2 构建圩镇体检指标体系的必
要性

2.1　现有圩镇建设体系存在结构性
短板

以圩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典型
镇规划、乡镇分类建设、乡村建设评价
等为主的各县镇村建设要求，在设计理
念、关注内容和构思设计上较为一致。
一方面，普遍从居民日常需求出发，关
注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如美丽圩镇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乡镇分类示范
“服务功能提质”等；另一方面，更加
关注环境品质，如乡村建设指标体系的

“人居环境”考核项、典型镇规划的“六
乱”整治考核项等。但不同层级政府对
圩镇建设工作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镇级
政策重点关注镇域经济发展、产业引导、

图 1　 广东省美丽圩镇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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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指标概况 特点

乡村建设评价 农房建设、村庄建设、县镇建设、发展水平 4 项核
心目标，以及 11 项分解目标、57 项评价指标 [2]

面向评价，查找乡村
建设问题与短板，开
展专项整治

美丽圩镇建设
攻坚行动建设
标准

4 项建设类别 ( 提升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特色品质、提升治理能力 ) 与 14 项建设标准

开展小城镇 ( 圩镇 )
品质提升行动

广东省圩镇人
居环境品质提
升

包括 6 项建设指标 ( 环境卫生整洁、圩镇秩序管控、
基础设施提标、服务功能提质、特色风貌提升、社
会治理增效 )，以及 27 项基本要求 [3] 和 13 项示范
要求

通过圩镇环境品质提
升，打造美丽圩镇

广东省乡镇分
类示范

包括环境秩序整治、基础设施提标、服务功能提质、
圩镇风貌提升、镇域经济发展、治理能力增效 6 大
建设内容，以及 33 项建设项目

对中心镇、专业镇与
特色镇进行特色引导
区分

广东省典型镇
建设规划编制

“1+4+7+9+N”建设要求：“1”为“一镇一方案”
规划引领，“4”为“三大革命”与“六乱”整治
4 项攻坚任务，“7”为“七个一”建设，“9”为
9 项公共基础设施，“N”为因地制宜推进特色产
业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发动群众参与等

提出具体建设项目清
单，制定建设要求，
并直接导向实施

表 1　县镇村现行各项建设要求

标体系构建是体检全流程的首要环节，
从数据收集、现状评估到短板治理、项
目落地均围绕体检指标体系的内容展开，
关乎整个体检工作的科学性、可行性与
适用性，奠定了各工作环节的主基调。
在新一轮“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
背景下，构建一套引领性的圩镇体检指
标体系，对于精准查找圩镇建设短板、
衔接圩镇发展目标、指引圩镇规划建设
管理方向、带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至关
重要 ( 图 2)。

3 广东省圩镇体检指标体系构建

3.1　构建原则
(1) 实用性原则。围绕圩镇建筑本体

的安全性、居民生活的舒适性、圩镇风
貌建设的实施性、圩镇经济发展的根本
性、圩镇乡土民情的复杂性，设计面向
落地、贴合圩镇实情的评估指标。各指
标衍生自体检专项，互不干扰、相互平
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以落地使用为导向
并经过严密实证，如建筑安全韧性专项
“房屋整体倾斜、滑移动态监测”“建
筑裂缝实时监测情况”已在广州恩宁路—

社会治理等综合功能，村级政策更关注
县镇对乡村的支撑作用和城乡互动发展
( 表 1)。

美丽圩镇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镇村经济总量小，以产业为核心的
圩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4]，对县级
辐射存在较强依赖性 [5]，圩镇建设工作
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乡镇分类建设
工作聚焦在乡镇分类评价上，主要是对
中心镇、专业镇与特色镇进行特色引导
区分，无法直接甄别圩镇问题。典型镇
“1+4+7+9+N”建设要求是面向建设的
规定动作，前期并未开展科学系统的问
题研判，强调短期内快速提升圩镇风貌，
缺少长远谋划与方向引导，在高质量发
展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不足。圩镇人居
环境品质提升建设体系的综合性相对较
强，聚焦于圩镇卫生、秩序、设施、服务、
风貌、治理等维度，但未能实现“百千万
工程”提出的“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
无法向上承接市、县政策要求，向下辐
射传导乡村功能。总体而言，圩镇建设
体系“重建设轻运营”，尚未打通“目
标构建—建设评估—问题治理—更新提
升—成效再评估”的全链条工作闭环。

2.2　圩镇体检是体检维度下沉的
必然趋势

圩镇体检构思源自城市体检工作的
不断迭代。当前，我国城市体检国家级
样本城市已从 2019 年的 11 个扩展到
2024 年的 60 个。广东省城市体检的样
本城市从 2020 年的东莞、四会两市，到
目前 21 个地市全覆盖；体检层级从起初
的城市维度，向街道、社区、建筑等中
微观尺度延伸。学界也探讨了面向高质
量发展的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构建 [6]、典
型大城市在城市体检实践中的创建与提
升 [7]、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治理的联动 [8]

以及城市体检颗粒度细化下社区尺度城
市体检指标体系的构建等 [9]，对城市体
检工作不断进行理论深化和实践验证。

城市体检的地市实践与学术研究成
果丰硕，但目前尚未对圩镇体检开展研
究。圩镇作为建制镇的集中建成区和发
挥“联城带村”重要节点功能的地区，
对其开展体检能够优先在空间维度查漏
补缺，实现规划、政策、理念的上下高
效传导，打造从上至下的完整体检链条。

2.3　指标体系构建是圩镇体检首要
环节

本文嵌套城市体检相关理论，结合
圩镇特色，对圩镇体检定义如下：将圩
镇作为“有机生命体”，以实现县域高
质量发展、强化圩镇节点功能、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为
目标，查找影响圩镇发展的短板，掌握
圩镇状态，系统治理“圩镇病”，着力
提高圩镇机能。圩镇体检关注建筑安全
韧性、人居环境品质、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内容。

参照城市体检工作范式，结合圩镇
特点，明确圩镇体检的全流程包括指标
体系构建、评价标准制定、工作对象选
取、指标数据收集、问题成效评估和圩
镇更新治理等环节。其中，圩镇体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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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项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人居
环境优良是圩镇的建设目标，经济社会
协调是发展目标；民生设施完备与建筑
安全韧性是目标实现的功能手段和基本
保障，圩镇治理高效是目标实现的管理
手段和长效工具；风貌特色发扬既是目
标也是手段，其以体检评估发掘圩镇特
色，通过特色发扬引导“一镇一策”，
基于资源禀赋和优势，进一步支撑建设
目标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指标体系构建
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圩镇发展导向明确、
空间利用高效集约、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覆盖、生产要素有序
流动、风貌特色得以发扬。

3.3　指标体系内容
指标体系内容设计综合参考了现行

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广东省乡镇分类建
设评价、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完整
社区创建要求 [11]、广东省未来城市建设
要求等，部分考核指标为原创，指标设
计严格遵循实用性、衔接性、刚弹结合
原则，汇总 6 个专项的细化指标，形成
包含 30 项基础指标和 18 项提升指标的
广东省圩镇体检指标体系 ( 表 2)。

建筑安全韧性专项衔接城市体检指
标建筑维度和安全韧性维度专项，以保
障圩镇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为出发点，
关注建筑本体安全、消防安全、防洪安
全、应急避难等。人居环境优良专项围
绕美丽圩镇“七个一”建设要求，衔接
典型镇重点工作，通过圩镇体检检验规
划实施效果。民生设施完备专项紧密结
合美丽圩镇“1+4+7+9+N”建设要求与
完整社区建设目标等，关注“一老一小”
问题，重点评估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教
育、文体、医疗等基础设施，以及道路、
燃气、给排水、消防等市政设施的建设
覆盖情况，针对性补足设施短板，提高
居民幸福感。圩镇治理高效专项重点促
进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治理理念自城
市向镇村推广普及。经济社会协调专项

永庆坊建筑群开展实施论证，保障了指
标的科学性与数据可获取性；“幼儿园、
托儿所覆盖达标率”指标结果以百分比
形式展示，便于直观感受其建设水平；“圩
镇公共厕所缺口数”指标结果以直观缺
口数量展示，便于建设实施后的评估考
核等，尽可能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

(2) 衔接性原则。基于圩镇“联城带
村”的核心节点功能，衔接城市体检指
标体系与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城市、
乡村均已纳入考核的内容也必须纳入圩
镇体检指标体系，通过圩镇体检评估支
撑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与乡村腹地工作，
以圩镇体检评估为手段做好城乡两级建
设工作的传导和衔接 [10]。例如：“圩镇
产业辐射乡村腹地能力”与“圩镇就业
的农村人口占比”指标，重在考核和引
导圩镇发展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专
业市场等，以有效吸纳和服务乡村腹地
居民；“外出在城、县就业的圩镇人口
占比”指标则侧重考核圩镇与县、市的
经济联系和交流强度等，引导圩镇加强
专业人才培养、增强专业技能。

(3) 刚弹结合原则。指标设计需保留
充分弹性，兼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

型圩镇的目标诉求。将基础项指标作为
必选项、提升项指标作为可选项，以适
用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的参检圩
镇，如供中心镇选取的乡镇带动能力考
核指标，供专业镇选取的产业集聚与创
新考核指标，供特色镇选取的旅游风貌
建设考核指标等，以强化应用属性。后
续指标评价标准构建可以基于珠三角与
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区域差距悬殊的实际
情况分层设计，统筹城乡发展。

3.2　体检专项构建
体检专项的构建以最新政策要求和

理论成果为推导依据，挖掘圩镇核心特
色，引领未来圩镇发展方向，保障圩镇
体检工作的可持续性 [9]。综合各相关指
标体系对比结果，结合国家、省级政策
要求，总结出提升圩镇安全韧性、建设
水平、服务功能、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与特色引导是圩镇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
涵，也是美丽圩镇建设的目标。因此，
圩镇体检维度顺应 6 大核心内涵，设计
建筑安全韧性、人居环境优良、民生设
施完备、圩镇治理高效、经济社会协调、
风貌特色发扬 6 大专项。

图 2　以指标体系为引领的圩镇体检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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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圩镇的节点功能，设计圩镇与城市、
乡村衔接互动的指标，促进城市发展目
标在各层级传导，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风貌特色发扬专项侧重于引导圩镇评估
自身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制定特色化、
长期性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

4 广东省圩镇体检评估实践

构建基于系统研究的圩镇体检指标
体系是圩镇体检评估实践的第一步。面
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需完成体检评估、
建设提升等环节的工作，形成圩镇体检工
作闭环。在圩镇体检评估流程中，需关注
多源指标数据收集、“四维”圩镇建设评
价、圩镇更新建设策略等核心要点。

体检
专项

专项
定位 体检指标 指标性质 体检

专项
专项
定位 体检指标 指标性质

建筑
安全
韧性

基
本
保
障

建筑外墙、围栏安全隐患整治率 /% 基础项 圩镇
治理
高效

管
理
手
段

党建引领圩镇大型事项决策比例 /% 基础项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面积比例 /% 基础项 基层居民自治会议次数 /( 次 / 年 ) 基础项
火灾监测和报警设施完好率 /% 基础项 重大项目规划先导率 /% 提升项
房屋整体倾斜、滑移动态监测 /% 基础项 是否引入智慧治理设备 提升项
建筑裂缝实时监测情况 /% 基础项 共同缔造活动组织次数 /( 次 / 年 ) 提升项
建筑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m2 基础项 服务老年人设施建设中老年人决策参与比例 /% 提升项

人居
环境
优良

建
设
目
标

美丽乡镇入口建设完成度 /% 基础项 服务儿童设施建设中儿童决策参与比例 /% 提升项
美丽示范主街建设完成度 /% 基础项 经济

社会
协调

经
济
目
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元 基础项
美丽圩镇客厅建设完成度 /% 基础项 在圩镇就业的农村人口占比 /% 基础项
已开展“三线”整治的主街占比 /% 基础项 外出在城、县就业的圩镇人口占比 /% 基础项
圩镇特色休闲广场建设率与使用率 /% 提升项 圩镇产业辐射乡村腹地能力 /% 基础项
绿美生态公园建设完成度 /% 提升项 圩镇购房者中农村居民占比 /% 基础项

民生
设施
完备

功
能
手
段

便民服务中心覆盖率 /% 基础项 义务教育阶段圩镇就学的农村人口占比 /% 基础项
幼儿园、托儿所覆盖达标率 /% 基础项 企业培育孵化能力 /( 个 / 万人 ) 提升项
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达标率 /% 基础项 圩镇招商引资能力 /( 万 / 万人 ) 提升项
商业超市覆盖达标率 /% 基础项 国有企业参与圩镇建设运营力度 /( 个 / 镇 ) 提升项
生活垃圾清运次数 /( 次 / 月 ) 基础项 风貌

特色
发扬

特
色
目
标

历史文化资源点保护活化数量 / 个 提升项
圩镇公共厕所缺口数 / 个 基础项 古驿道和文化遗产游径建设 / 个 提升项
圩镇消防站覆盖率 /% 基础项 特色产业经济企业数量 /( 个 / 万人 ) 提升项
圩镇大型交通枢纽日均客运量 / 人 基础项 创新政策与实施情况 /( 条 / 万人 ) 提升项
家庭给排水设施完好率 /% 基础项 圩镇年均旅游人次 /( 万人 / 年 ) 提升项
家庭燃气通达率 /% 基础项 旅游线路产品供给数量 / 个 提升项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率 /% 基础项 智慧绿色建设项目 /( 个 / 万人 ) 提升项
老年服务站覆盖达标率 /% 基础项
新型基础设施覆盖率 /( 个 / 万人 ) 提升项

表 2　广东省圩镇体检指标体系

4.1　多源指标数据收集
面向差异化的圩镇体检参检对象，

应基于圩镇特色对广东省圩镇体检指标
体系进行调整。原则上基础项指标应全
部纳入考核，提升项指标根据圩镇实际
情况进行指标筛选与指标调整，形成可
落地的圩镇体检指标体系。将指标内容
拆解、分类，制定多源指标数据收集策略。
本文提出通过部门填报、大数据、调研
踏勘、物联网、满意度调查等 5 类量化
途径来提高圩镇体检精确度 [12]。

具体而言，部门填报数据包括政府
部门数据、统计年鉴、工作报告等，主
要面向“已开展三线整治的主街占比”
等与部门职能联系密切的指标；网络大
数据包括网络开源大数据、百度慧眼人

口点位数据、百度舆情数据等，主要面
向“幼儿园、托儿所覆盖达标率”等 POI
点位空间覆盖分析；调研踏勘数据为利
用调研工具开展实地调研获取的监测数
据，主要面向“圩镇特色休闲广场建设
率与使用率”等实地调研感知指标，利
用 PinSurvey 等工具实时录入调研结果；
物联网数据主要为建筑安全现状数据，
通过房屋倾角仪等仪器设备获取；满意
度调查数据主要指社会满意度问卷调查
数据。

4.2　“四维”圩镇建设评价
圩镇建设评价即建立指标评价体系，

通过客观定量评价和主观定性调查，评
估圩镇各维度建设成效与存在问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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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圩镇病”、探寻“病灶”，为圩镇
更新建设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定
量指标评价渠道包括规划目标与技术规
范、横向圩镇对标、纵向历史对比，主
观定性评价包括居民满意度调研。

对比规划目标与技术规范，判断指
标结果是否达到规划目标和标准规范，
如根据完整社区建设要求，“幼儿园、
托儿所覆盖达标率”指标的目标值为
100%。横向圩镇对标，主要指综合了解
其他对标圩镇的同一指标的建设情况，
评估自身建设水平。纵向历史对比，指
对比圩镇历年、历月同一指标的情况，
评估变化趋势，研判下一步的应对策略。
居民满意度调研，指根据建筑群体检内
容制定调研问卷，面向圩镇居民发放问
卷，了解居民对圩镇现状建设的满意度，
一般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5 个等级。以“四维”建设
评价为依据建立评价分级体系，明确底
线指标、目标指标，划分“预警、一般、
良好、优秀”4 个等级区间，得出单个指
标项评价结果。梳理评价结果为“预警”
及“一般”的指标，分析问题的空间分
布情况与成因，形成圩镇建设问题清单。

4.3　圩镇更新建设策略
首先，将“无体检不更新”的城市

体检与更新逻辑在圩镇层面进行细化、
延伸，面向问题治理开展圩镇更新与开
发建设是以圩镇体检引领圩镇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 [13]。针对圩镇体检问题清单，
结合圩镇居民意愿强烈程度、问题严重
程度、区域重要价值，提出圩镇更新建
设策略，结合圩镇发展定位，形成圩镇
整治建议清单。此外，以民生为本，加
快圩镇闲置建设用地整治，补齐镇村民
生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服务设施；以产
业为基，盘活存量空间，促进农文旅结
合，推动圩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特色引
领，充分挖掘和彰显圩镇历史特色与资
源禀赋，塑造圩镇特色 IP；释放生态资

源价值，激活建设用地价值，提高农用
地价值。

其次，引导圩镇体检与“百千万
工程”、重点镇建设等工作联动。推进
“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全面提升圩
镇整体风貌，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美丽圩
镇创建的良好氛围。圩镇体检与广东省
县镇村工作核心任务——“典型镇”建
设工作应加强联动，在重点镇实施建设
行动前开展圩镇体检，针对“圩镇病”
同步开展治理提升和典型镇“1+4+7+9+N”
建设，强化建设行动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5 结束语

圩镇体检评估的根本目标是根据体
检结果进行针对性整改，引导圩镇精细
化治理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只是圩镇
体检的前置性研究，“检以致用”的关
键在于构建圩镇体检工作全流程闭环。
圩镇体检指标体系构建是圩镇未来发展
方向的引领，圩镇体检评估实践要点还
包括多源指标数据获取、“四维”圩镇
建设评价，对圩镇问题进行精细识别、
空间定位，制定圩镇更新建设策略。体
检评估工作落地的关键是根据体检问题
生成圩镇更新项目清单、导向项目资金
拨付、更新项目实施成效考核等，并通
过一定的奖惩措施提高圩镇居民参与圩
镇体检评估的积极性，将圩镇治理进度
纳入下一轮评估，形成工作闭环。

圩镇体检指标体系构建复杂且综合，
本文的总体设计可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仍需通过预调研等方式评估指标数据获
取难易程度、评价标准可量化程度、指
标考核内容完整程度等。指标体系仍需
与时俱进、动态更新，圩镇体检工作仍
需与城市体检、乡村建设评价等进一步
融合。

[ 参考文献 ]

[1] 蓝志威，曹晓蓉．以资本赋能县域形成

新质生产力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的
思考 [J]．广东经济，2024(1)：27-32．

[2] 李郇，黄耀福，陈伟，等．乡村建设评
价体系的探讨与实证：基于 4省 12 县
的调研分析 [J]．城市规划，2021(10)：
9-18．

[3] 蒋柱，吕潇，杨欢．城乡融合背景下小城
镇品质提升策略研究：以广东省美丽圩
镇建设为例 [C]//人民城市，规划赋能：
202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18小城
镇规划 )，2023．

[4] 佟伟铭，郭加新，徐维祥，等．县域视
角下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J]．地理研究，
2023(6)：1577-1597．

[5] 赵伟佚，潘玮，李裕瑞．县域内城乡融
合发展：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 [J]．地理
研究，2023(6)：1445-1464．

[6] 张文忠，何炬，谌丽．面向高质量发展
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 [J]．地理
科学，2021(1)：1-12．

[7] 甘霖，杨明，王良，等．基于民生感知
的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技术框架探索 [J]．
规划师，2022(4)：64-70．

[8] 王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营造高品质空
间 [J]．中国名城，2023(1)：3-9．

[9] 杨静，吕飞，史艳杰，等．社区体检评
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J]．规划师，
2022(3)：35-44．

[10] 方创琳．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
的理论解析 [J]．地理学报，2022(4)：
759-776．

[11] 张乐敏，张若曦，黄宇轩，等．面向完
整社区的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
实践 [J]．规划师，2022(3)：45-52．

[12]兰文龙，叶丹．总体城市设计监测评估：
框架、要素与指标体系 [J]．规划师，
2024(6)：31-38．

[13] 詹美旭，魏宗财，王建军，等．面向国
土空间安全的城市体检评估方法及治理
策略：以广州为例 [J]．自然资源学报，
2021(9)：2382-2393．

[ 收稿日期 ]2024-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