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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
乡村人居环境评价

———以赣州为例

游细斌，代启梅，郭昌晟
（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与规划学院，江西 赣州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以赣州１８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运用熵
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对南方丘陵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３对２０１３年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
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１）在５项一级指标中，社会文化环境所占权重最大，经济指标权重
最小，说明在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文化是一项重要指标，经济是基础指标；（２）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
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３）表征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在空间上显示出集中程度不同
的空间分异特点。通过对案例区人居环境空间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以期为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建

议，并尝试为南方丘陵区同类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促进该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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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早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
代，希腊学者萨蒂亚斯就提出人类聚居学［１－３］。我

国最早由钱学森教授 １９９０年提出“山水城市”概
念，随后，吴良镛院士于２００１年在借鉴“人居环境
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创立了以人类聚居（包括村

庄、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的“人居环境科

学”［４］。进入新世纪，人居环境研究集中在人地矛

盾十分激烈的城市［５－１４］，而对乡村关注较少。随着

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其影响日渐深远，探讨其人居环

境评价显得十分重要。习近平同志更是在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要“记得

起乡愁”，更凸显了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乡村人居环境评价研究多通过具体

案例进行分析，鲜见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的

研究；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主要从生态、经济、基

础设施等方面对人居环境进行评价，缺少对社会文

化因素的考虑［１５－１６］；研究方法上，运用较多的是层

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

熵值法等［１７－２０］。其中，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属于

主观赋值方法，不能客观反映主要信息；因子分析在

对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时，不可避免的造成信息丢

失；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运用在层次分析或因子分

析的后期分类上；熵值法在确定权重方面能客观反

映指标体系实际情况。

南方丘陵地区地形以山脉绵延起伏，水系众多

为主要特点，其生态环境较北方地区更好，但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平原地区差。赣南地区是南

方丘陵地区的典型代表，具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

分道路和庄园”的地形特点，长期以来山地丘陵乡



村人居环境不容乐观。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山区乡

村建设的扶持，乡村人居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在此

背景下，选取赣州为研究对象，对其乡村人居环境质

量进行评价，有助于了解近年来南方丘陵区乡村人

居环境状况和人居环境质量影响机制，进一步认识

南方、北方，丘陵、平原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的差异，以

及各因素对不同地理空间的影响差异。

在方法上，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各种方

法优缺点，确定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进行评价研
究。熵值法确定权重能很好的避免主观因素的影

响，引入ＴＯＰＳＩＳ模型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评价
对象的排序，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同时将

ＴＯＰＳＩＳ研究方法运用到人居环境评价中，也是一种
尝试与突破。

本文选取赣州１８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在人
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社会文化因素，运用熵

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将评价结果可视化，进一步分析赣
州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为同类乡村

人居环境优化提供参考和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

赣州市位于江西省南部，地处赣江上游，属于典

型南方丘陵地形。赣州群山环绕，山地、丘陵占总面

积的８０．９８％。四周有武夷山、雩山、诸广山及南岭
的九连山、大庾岭等，众多山脉及其余脉，向中部及

北部逶迤伸展，形成周高中低、南高北低之势。赣南

山区成为赣江发源地，也是珠江支流东江的源头之

一。千余条支流汇成上犹江、章水、梅江、琴江、绵

江、湘江、濂江、平江、桃江９条较大支流。其中由上
犹江、章水汇成章江；由其余７条支流汇成贡江；章
江、贡江在赣州市章贡区汇成赣江，北入鄱阳湖。

赣州市下辖２个市辖区、１５个县、代管１个县
级市，分别是章贡区（赣州市中心）、南康区、赣县、

信丰县、大余县、上犹县、崇义县、安远县、龙南县、定

南县、全南县、宁都县、于都县、兴国县、瑞金县、会昌

县、寻乌县和石城县（图１）。

２　材料与方法

#"!

　乡村人居环境概念
在现有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大多学者结合其

学科特点，从某个侧面对其概念进行阐述概括，如建

筑与环境观，人地复合生态观，复合形态美学观，风

图１　赣州市行政区划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ｐｏｆＧａｎｚｈｏｕ

水伦理观等［２１］。吴良镛院士认为人居环境包括自

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

５大方面内容［４］。

本文参考吴良镛院士的观点，结合南方丘陵区

人居环境特点，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物质基础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表达，是人

地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首先，物质基

础环境包括乡村经济基础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公共

服务设施环境，这是人们满足其基本生活、进行一定

社会活动的根本条件，也是人居环境最基本的部分；

其次，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聚居场所，是人地关系的

互动平台，也是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

文化环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乡村人居环

境重要表征指标。

#"#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的选择
参照以往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对乡村人居环境概

念的解读，遵循选择数据的科学性、规范性、可获取性

等原则，选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经

济、社会文化５个一级指标，形成由２１项二级指标组
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原始指标体系（见表１）。
#"$

　原始数据的获取及整理
２．３．１　数据来源

文中所涉及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４年的
《赣州统计年鉴》，以及从赣州市统计局、环保局、城

建局、水利局、法院等部门获取的相关统计数据。选

取赣州１８县市区行政区域为研究单元，地图数据来
源于１９９４年国家１∶４００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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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原始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目标层 准则层（一级指标） 指标因子层（二级指标）

人居

环境

生态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森林覆盖率；农用

化肥施用量

基础设施

人均用水量；人均用电量；污水处

理率；万人公路通车里程；农村人

口密度；有效灌溉面积

公共服务设施 万人病床数；中考升学率

经济环境

人均ＧＤＰ；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人
均消费零售额；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非农业人口占比；二、三产业

占比；农村人均储蓄余额

社会文化环境 邻里关系；传统文化保护；犯罪率

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考虑指标主观性特征，邻

里关系和传统文化保护这两个指标通过专家打分法

进行赋值。

２．３．２　数据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提取的主观性，各指标体系内提

取指标之间难免存在信息重复的现象，本着各项指

标相互独立性原则，借助ＳＰＳＳ软件对原始指标体系
进行处理。为了去除指标体系中与其他指标相关性

较大的指标，在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中，分别对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剔除显著相关的指标。相

关性分析中，显著性 ｐ＜０．０５及 ｐ＜０．０１分别表示
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显著相关。在基础设施指标相
关性分析中，有３项指标之间显著相关，分别是污水

处理率、农村人口密度、万人公路通车里程，根据其

显著程度，剔除农村人口密度和万人公路通车里程

（见表２）。
在社会文化环境指标中，犯罪率与邻里关系指

标显著相关，选择保留犯罪率这一客观性指标（见

表３）。
依次对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指标进行相关

性分析，剔除农用化肥施用量、中考升学率指标；在

经济环境指标相关性分析中，仅保留农村人均年纯

收入指标。最终得到由１０项二级指标组成的乡村
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４）。
#"%

　研究方法
在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采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模型对赣州１８县市区的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的基础上，结合 ＴＯＰＳＩＳ
法确定各方案逼近理想解程度；最后，借助ＧＩＳ可视
化功能，直观表征赣州１８个案例区人居环境质量分
布规律，并对现象作出分析。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实质是熵值法与传统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结合，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再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评价对象逼近理想解程度进行排
序［２２］。熵值法是利用各指标提供的信息客观确定

权重，能客观反映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所以特别适用于对人居环境质量进行客观评价；

ＴＯＰＳＩＳ法的重点是定义决策问题的最优解和最劣
解之间的距离，最后计算各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

对逼近度，从而进行方案优劣排序。

表２　基础设施指标相关矩阵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人均用

水量

人均

用电量

农村人口

密度

有效灌溉

面积

污水

处理率

万人公路

通车里程

人均用

水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１ ０．１７４

０．４９１

－０．２１２

０．３９９

０．３４６

０．１６０

０．４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４１５

０．０８６

人均用

电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０．１７４

０．４９１

１ －０．２１１

０．４０２

－０．３９８

０．１０２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８８７

农村人口

密度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０．２１２

０．３９９

－０．２１１

０．４０２

１ ０．３９２

０．１０８

－０．５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５

有效灌溉

面积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０．３４６

０．１６０

－０．３９８

０．１０２

０．３９２

０．１０８

１ ０．０９１

０．７２０

－０．１７３

０．４９３

污水

处理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０．４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１

－０．５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１

０．７２０

１ ０．５０１

０．０３４

万人公路

通车里程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０．４１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６

０．８８７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３

０．４９３

０．５０１

０．０３４

１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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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文化环境指标相关性矩阵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

犯罪率 邻里关系 传统文化保护

犯罪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４７５ ０．１０９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６ ０．６６７

邻里关系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４７５ １ ０．０４４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６ ０．８６３

传统文化

保护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４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６６７ ０．８６３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４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４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目标层 准则层（一级指标） 指标因子层（二级指标）

人居环境

质量

生态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森林覆盖率

基础设施
人均用水量；人均用电量；污水

处理率；有效灌溉面积

公共服务设施 万人病床数

经济环境 农村人均年纯收入

社会文化环境 犯罪率；传统文化保护

２．４．１　熵权法确定权重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中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是一

个重要环节，它可以有效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熵权

法确定权重的主要步骤如下：

（１）假设被评定对象有 ｍ个，每个评定对象的
评价指标有ｎ个，将ｍ个评价对象的第ｎ个评价指
标记为ａｉｊ（ｉ＝１，２，…，ｍ；ｊ＝１，２，…，ｎ），构建判断
矩阵：

Ａ＝
ａ１１ … ａ１ｎ
  

ａｍ１ … ａ









ｍｎ

①

　　（２）对判断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ａｉｊ′＝
ａｉｊ
ａｍａｘ
　　（ａｍａｘ为ｍ个评定对象

中同一指标的最大值）　　 ②
形成标准化决策矩阵：

Ａ′＝
ａ１１′ … ａ１ｎ′
  

ａｍ１′ … ａｍｎ









′

③

　　（３）计算信息熵：

Ｈｊ＝－ｋ∑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④

　　式中：ｋ＝ １ｌｎｍ；ｐｉｊ＝
ａｉｊ′

∑
ｍ

ｉ＝１
ａｉｊ′

（４）确定指标权重ｗｊ：

ｗｊ＝
１－Ｈｊ

∑
ｎ

ｉ＝１
（１－Ｈｊ）

⑤

２．４．２　运用ＴＯＰＳＩＳ法进行方案优劣排序
（１）将标准化决策矩阵与各指标权重相乘形成

加权决策矩阵Ｒ，ｒｉｊ＝ｗｊ×ａｉｊ′（ｉ＝１，２，…，ｍ；ｊ＝１，
２，…，ｎ）：

Ｒ＝
ｒ１１ … ｒ１ｎ
  

ｒｍ１ … ｒ









ｍｎ

⑥

　　（２）计算最优解Ｓ＋ｊ 和最劣解Ｓ
－
ｊ

Ｓ＋ｊ ＝ｍａｘ（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
Ｓ－ｊ ＝ｍｉｎ（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 ⑦

（３）计算各方案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氏距离Ｕ：

Ｕ＋ｉ ＝ ∑
ｎ

ｉ＝１
（ｓ＋ｊ －ｒｉｊ）槡

２，Ｕ－ｉ ＝ ∑
ｎ

ｉ＝１
（ｓ－ｊ －ｒｉｊ）槡

２ ⑧

　　（４）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贴近度Ｃｉ：

Ｃｉ＝
Ｕ－ｉ

Ｕ＋ｉ ＋Ｕ
－
ｉ
，Ｃｉ∈［０，１］ ⑨

　　式中，Ｃｉ值越大，评价方案越优。

３　结果与分析

$"!

　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为了获取赣州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格

局，通过表２指标体系建立赣州市人居环境质量评
价的判断矩阵，运用公式②对判断矩阵进行标准化
处理形成标准化决策矩阵，再通过公式④和⑤分别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Ｈｊ和权重ｗｊ（见表５）；按照公式
⑦、⑧分别计算赣州市１８个县 （市）指标值的最优

表５　各指标信息熵和权重
Ｔａｂ．５　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因子层（权重）

人居环境

质量

生态环境（０．０１３６）

基础设施（０．２１２３）

公共服务设施（０．０７８８）

经济环境（０．０１０２）

社会文化环境（０．６８５１）

空气质量指数（０．０１１７）

森林覆盖率（０．００１９）

人均用水量（０．０１０９）

人均用电量（０．０８１７）

污水处理率（０．０１５０）

有效灌溉面积（０．１０４６）

万人病床数（０．０７８８）

人均年纯收入（０．０１０２）

犯罪率（０．６８１２）

传统文化保护（０．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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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Ｓ＋ｊ）、最劣解（Ｓ
－
ｊ）的欧氏距 Ｕ，最后根据公式⑨

计算出个方案与理想解的贴近度Ｃｉ（见表６）。

表６　赣州市１８县（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排名
Ｔａｂ．６　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ｒｕｒ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ａｎｚｈｏｕ

区域 最优解Ｓ＋ｊ 最劣解Ｓ－ｊ 贴近度Ｃｉ 排名

章贡区 ０．０９４９ ０．６７５９ ０．８７６９ １

赣县 ０．６５９９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６９２ １２

南康区 ０．６４１８ ０．０７５７ ０．１０５４ ５

信丰县 ０．６５４２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７５８ ９

大余县 ０．６７１０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４１１ １４

上犹县 ０．６７５２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４５ １８

崇义县 ０．６７３８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７１２ １１

安远县 ０．６７２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４５ １７

龙南县 ０．６７１７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４１０ １５

定南县 ０．６７３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３０３ １６

全南县 ０．６６９７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９５９ ７

宁都县 ０．６４５０ ０．０９７０ ０．１３０８ ２

于都县 ０．６５６３ ０．０７９９ ０．１０８５ ４

兴国县 ０．６３０６ ０．０７１５ ０．１０１８ ６

瑞金市 ０．６３３５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７３４ ８

会昌县 ０．６６１５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７３４ １０

寻乌县 ０．６７６６ ０．０９３５ ０．１２１４ ３

石城县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４５９ １３

赣州１８个县市区人居环境质量贴近度平均值为
０１１７６，从表９中可知，除章贡区外，赣州市其他地区

人居环境质量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赣州市人均环

境质量两级分化严重，整体人居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

　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
为了揭示赣州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特点，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软件中对赣州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空间
分布分析。从１９９４年中国１∶４００万全要素基础数
据中截取赣州市１８个县市区的行政边界图，分别对
赣州市人居环境质量贴近度、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空间分异

进行分析，得出直观结果（见图２）。结果显示：（１）
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呈现“西南边界突出”的特

点；基础设施呈现“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现象，赣州

总体基础设施建设差异不大；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

上显示出“单核突出，整体沦陷”，表明赣州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不足；经济环境方面呈现“双核突出，整

体跟进”特点；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单核突出，南北

分异”的趋势；（２）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现“单核突
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赣州人居环

境质量高水平区域贴近度在０．１３０８～０８７６９之间，
只有章贡区达到该水平；赣州大部分地区人居环境

质量都处于一般水平，该区间贴近度在 ０．０７９７～
０１３０８之间；赣州东部的石城县，西部的上犹县、大
余县以及南部的安远县、定南县和龙南县处于低水

平状态，贴近度在０．０２４５～００４５９之间，人居环境
质量排序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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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ａｎｚｈｏｕ

!"!

　赣州人居环境质量各一级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分析

　　按各一级指标比重大小排序，社会文化环境、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经济环境权重分

别为：０．６８５１、０．２１２３、０．０７８８、０．０１３６、０．０１０２。
（１）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所占比重最

大，权重为０．６８５１，说明社会文化对人居环境质量
起决定性作用。从图２也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环境
分异与人居环境分异高度相关。社会文化环境体现

的是当地人地关系，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人与环境

长期良性互动的结果，对人的实际体验也是正反馈

的过程。

（２）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因素
在乡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中，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所占权重分别为０．２１２３、０．０７８８，表明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作为物质基础环境的一部

分，是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基本保证，在乡村人居环

境质量评价中占有一定比重；基础设施比公共服务

设施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贡献值更大，说明给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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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力电信、公路交通、农业生产等涉及农民生活

的基础设施，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基本诉求，在乡村

人居环境物质环境建设中居首要地位。

（３）生态环境因素
赣州市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呈现“西南边界

突出”趋势，西南部边境县崇义、大余、信丰、全南和

龙南县生态环境质量最优。生态环境对人居环境质

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形、地质、大气质量、水环境

质量等方面，主要与当地自然环境有关。但对于人

地关系不太紧张的地域而言，其自然环境在一定时

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人居环境质量是随着时空动

态变化的，所以生态环境这一因子对内部不同地区

的影响较小。如该案例中１８个案例区都位于南方
丘陵地区，生态环境主要特征是周边山体绵延，雨量

充沛，整个区域气候、空气、水质、地质等环境差别不

大，生态环境影响基本相同，在各一级指标权重中，

生态环境权重较小，仅为０．００８４。
（４）经济发展因素
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经济环境所占权重最小，为

０．０１０２。经济发展作为物质基础，带动当地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基础，在

人居环境评价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指标，但却不是

乡村人居环境的决定因素。从经济环境分异图中可

以看到，赣州市经济呈现“双核突出，整体跟进”的

特点。同时，在对１８个县市区的案例分析中，发现
经济实力较好的地区人居环境质量相对较好。人居

环境质量综合评分排在前５位的是章贡区、寻乌县、
宁都县、于都县和南康区，其中章贡区、宁都县和南

康区在２０１３年赣州辖区县市ＧＤＰ排名中分别排１、
６和４位，充分反映经济发展条件对研究区人居环
境质量的影响作用。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熵权的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对赣州１８个县市
区乡村人居环境进行评价，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软件
对赣州乡村人居环境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１）熵权的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
权重，结合多目标决策逼近理想解的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
人居环境进行评价，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以其精

确的数学计算过程，避免了主观赋值方法的缺陷，提

高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研究发现，在５个一级指

标中，社会文化因素所占比重最大，反向验证将社会

文化因素纳入到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必要性。说明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南方丘陵地区，人

们关注较多的是社会文化环境，而对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等关注较少，这也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生活的另一种反映。

（２）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分析中，赣
州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

陷”的空间分异格局：赣州章贡区乡村人居环境最

佳，大部分区域人居环境处于一般水平，赣州整体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在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中，社会文化环境建设是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的有效途径；就物质基础环境而言，完善基础设施是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最直接措施；赣州社会文

化环境虽好，但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仍

相对不足，需要大力改进。

本文研究发现社会文化环境对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说明当前“乡愁”文

化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社会文化因子很难采用直

观的数据表征，相关研究仍需要从定量方面加以改

进。另一方面，未来还应加入时间变量，从时空维度

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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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第５期 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