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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成都地区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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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是影响校园形象，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了能设

计出更加适合成都地区高校师生使用的校园公共设施，由此展开研究。方法 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的应

用，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实地调研和调查问卷等手段，对成都地区内 4 所

主要高校校园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进行调研，发掘公共设施特色认知度与公共使用满意度以及设施使

用率，分析归纳出休息设施、照明设施、指示牌、垃圾桶 4 种目前成都地区高校校园主要的公共设施，

由评价因素和评价集确认权重，并对数据进行模糊统计分析。结论 得到目前比较准确的成都地区高校

校园公共设施满意度评价，最后归纳出成都地区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的建议和方法，以期对未来校园

公共设施设计起到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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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niversity Campus Public Facilities in Chengdu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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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facility in campu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image of the campus, learning, working and 

liv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tudy aims to design public facilities more suitabl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am-

pus of Chengdu.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ata,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questionnair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four major universities campus in Chengdu were investigated to explore the feature recogni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satisfaction of public use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facilities. The analysis concluded the rest facilities, lighting, signs and 

trash cans in campus center in Chengdu area. The weight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factors and evalua-

tion set, and the fuzzy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ata was carried out. Accurate assessment on satisfaction to public facili-

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engdu area is obtained and the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engdu area are obtained, hoping to help the futur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ampus. 

KEY WORDS: university campus public facilities; Chengdu area;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设计，长期以来都主要依据决

策者个人喜好及设计师的审美，使用效果也只停留在

抽象和广泛的口头评价上，缺乏具体且有数据支持的

科学评价方法。为了建设既满足校园发展需要，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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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使用者需求的校园公共设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

即高校校园公共设施效果该由谁来评价？答案当然

是使用者！高校校园公共设施使用者最多的群体是在

校大学生，因此，由在校大学生对校园公共设施效果

进行评价，能够为设计或更新高校校园公共设施提供

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环境心理学理论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
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环境心理学的范围
包括：行为与自然环境、人类行为和经验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环境人类行为与经验的关系。一方面，高
校校园公共设施会影响大学生的行为活动，另一方面
处在该环境中的大学生也会对环境产生心理、行为等
反应。在长期的生活中，大学生使用者不是改变自己
来适应高校公共设施环境，就是改变周边环境来适应
自己[1]。 

1.2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由美国学者扎德提出，是一种基

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用以表达事物的不确定

性。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的多个环境评价因素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系

统[2]。同时，大学生使用者对公共设施环境的适应能

力，因其年龄、性别和个人喜好等状况而不同，对各

环境因素的适宜性描述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而是

在一定范围内模糊的概念，因此，该评价法适合解决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与大学生使用者之间关系等模糊

的、难以量化的问题[3]。 

2  研究路径 

2.1  调查对象概况 

本次成都地区高校校园公共设施需求及评价调

查范围，选择了成都市三环内 4 所高校共 5 个校区，

东南西北方各一所，高校公共设施调研选址分布见图 1。 
 
 

 
 

图 1  高校公共设施调研选址分布 
Fig.1 Loc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2  研究方法及步骤设计 

分 3 个层面展开研究。 

1）对公共设施特性需求进行调查。基于环境心

理学及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调

研，得出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的评价指标和评价因素。

研究方法为文献法和问卷调查。 

2）到现场亲自观察。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记录

公共设施的使用率，以此数据为基础确定重点调研的

公共设施类型。 

3）在前两个研究的基础上，对确定的重点调研

的公共设施类型进行满意度评价调查，发放问卷及分

析调研结果，研究方法为模糊综合评价法。 

3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成都地区高校公

共设施评价过程与方法 

3.1  调查区域与数据收集过程 

首先，对校园内各项公共设施使用情况展开调

查，并归纳评价因素。调查对象为成都地区 4 所高校

的在校学生，采用随机抽样法，通过手机 APP 扫二

维码填写问卷。共收到 400 份问卷调查数据，其中有

效问卷 339 份，问卷有效率 85%。调查样本中男女比

例为 1∶0.92，全部为在校学生。 

其次，发现使用频率高的校园公共设施，并确定

重点调研地段和设施类型。选择星期一、星期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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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和星期六这 4 天，07:00-8:00，13:00-14:00，

17:00-18:30，19:30-20:30 这 4 个时间段，到现场并记

录公共设施的使用情况。根据调研结果总结出的重点

调研的公共设施类型为：休息设施、照明设施、指示

牌、垃圾桶，对这 4 项公共设施类型进行模糊综合评

价法，分析出满意度[4]。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经过归纳评价因素的调查结果，确定高校校园公

共设施应包含外观、数量、质量、功能、舒适性、便

利性和安全性 7 个评价指标，共 15 个评价因素[5]，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因素构成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因素构成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factor composition 

目标 评价指标 15 项评价因素 

外观 u1 公共设施的造型美和色彩美，形成良好的视觉效果；u2 公共设施与周围环境协调，更好地渲染环境氛围

数量 u3 公共设施的数量多少；u4 公共设施的数量能否满足使用需求 

质量 u5 公共设施产品的使用寿命；u6 公共设施材料是否易损坏 

功能 u7 公共设施是否满足其功能；u8 公共设施功能是否合理；u9 公共设施使用率多少 

舒适性 u10 公共设施产品的触觉感受；u11 公共设施是否符合人机工学原理 

便利性 u12 公共设施使用的便利程度；u13 公共设施分布地点的可达性方便度 

高 

校 

校 

园 

公 

共 

设 

施 
安全性 u14 公共设施所在空间的安全感；u15 公共设施是否使人与周围环境产生和谐的关系，并保证安全 

 

3.3  成都地区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的模糊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 15 项评价因素，构建出评价因素集：

 1 2 15, , ,U u u u  。 

同样采用问卷法，让在校大学生随机对 15 项评

价 因 素 逐 项 打 分 ， 评 价 分 为 5 级 ， 设 评 价 集

 1 2 5, , ,V v v v  。其中：v1=很满意；v2=较满意；v3=

基本满意；v4=不满意；v5=很不满意[6]。 

通过因素集和评价集建立模糊关系，得到评价矩

阵，合并可得模糊关系矩阵 R1（指示牌）、R2（垃圾

箱）、R3（休息设施）、R4（照明设施）[7]。 

让大学生从 15 个评价因素中选择他们认为最重

要的 7 个，采用对比排序法赋予分值，最重要为 7 分，

次重要为 6 分……最不重要为 1 分，根据各评价因素 
 

 

的重要度，得出该因素的权重，具体公式为： 

1 1 1

/
n n m

ij ijj
i i j

W X X
  

     (1) 

其中：i 为第 i 名评价者；j 为第 j 个评价因子；
Xij 为第 i 名评价者对第 j 个评价因子的所得分数；n
为评价者数量（有效问卷数据）；m 为评价因子数量；
Wj 为第 j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例如，在休息设施类型
中，所有评价因素构成权重集： 1 0.030,0.142,0.{ 085,A   

0.052,0.124,0.054,0.056} 。 

照明设施、指示牌和垃圾箱等 3 种公共设施类型

的因子权重赋值算法，与休息设施相同。 

随后采用矩阵乘法 [8]，确定模糊综合评价向量

 B A R 。由此得到 4 种公共设施类型的满意度得分。

经归一化处理，4 种公共设施满意度得分矩阵见图 2。 

 
 

图 2  4 种公共设施满意度得分矩阵 
Fig.2 Satisfaction score matrix of four public facilities 

 
在 4 类设施类型中，休息设施、垃圾桶和照明设

施，隶属度最大的评语为“基本满意”；指示牌则为“不

满意”。而假定大学生对 4 类公共设施不存在偏好差

异，成都地区高校公共设施总体评价体系结果为：

1 2 3 41/ 4 0.12 0.25 0.37 0.13 .[ ]0 13B B B B B     （ ） ， ， ， ， ，

第三级评语的隶属度最大，为 37%，说明大学生对高

校校园公共设施总体满意度为基本满意。 

4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的设计策略 

4.1  在校大学生对各评价因子的需求度 

需求度是在校大学生对各因子的需求程度差异，

在这里等同于权重。而在此次调研中，大学生对本次

调查的 4 类公共设施评价因子的需求度明显不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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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明显对“能否形成良好的视觉效果”的需求，要大

于其他 6 个主要评价因子，达到 66.29%。在校大学

生对 7 个主要评价因子的需求度见图 3。 

4.2  在校大学生对评价因子的满意度 

在校大学生对校园公共设施各方面的认可程度， 
 

就是通过满意度来反映的，可由满意度来确认设计  
建设中需要改善或提升的方面。最后的统计结果表
明，大学生对“公共设施使用的便利程度”满意度最
高，达到 43.82%，对“数量能否满足使用要求”最不满
意，为 13.48%。在校大学生对主要评价因子的满意度
见图 4。 

 
 

图 3  在校大学生对 7 个主要评价因子的需求度 
Fig.3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7 major evaluation factors 

 

 
 

图 4  在校大学生对主要评价因子的满意度 
Fig.4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 major evaluation factors 

 
4.3  改善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的优先级及策略 

校园公共设施应该针对大学生的需求来进行设

计、购买或建造。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结果来

看，在校大学生普遍认为高校校园缺乏休息设施、指

示牌、垃圾箱以及部分区域的照明设施，数量不足是

这 4 种公共设施的共同问题。 

1）指示牌。此次调研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校

园指示牌的数量都不满意，普遍认为校园指示牌不能 

够清楚地表达内容，使学生很难找到相应的区域。即

使有指示牌，也造型呆板，无法从周围环境中脱颖而

出。此外，由于管理不善，标志有磨损的迹象和被遮

挡，且易受到人为损坏，没有起到警示性的效果。 

2）垃圾箱。作为校园重要的服务设施之一，在

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同时，还影响着校园的形象。通过

调查发现，校园垃圾桶最突出的问题是距离远，使用

不方便，造型缺乏个性，数量不足，没有考虑垃圾分

类，某些位置的垃圾箱口太小、容量小，并且异味难

以掩盖等。多数学生提倡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制作垃圾

箱，如木质，对色彩没有特别集中的偏好，参与此次

问卷的 32.58%的学生，偏向使用仿生式（如模仿某

种动物外观）的垃圾桶外形。 

3）休息设施。调研发现，高校校园休息设施的

最大问题是数量太少，其他问题集中在座椅形式较为

陈旧、缺乏艺术美感、质量不好、座面脏及坐感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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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这几点。在某些学生人流量大，且停留时间长的区

域，没有设置休息设施，也说明了校园对于特定区域

的开发力度和管理力度应该加强。 

4）照明设施。根据校园照明设施的用途分类，

校园的照明设施分 5 种，路灯、庭院灯（比路灯尺寸

略小）、景观灯（营造景观效果的灯）、草坪灯（地灯）

和壁灯[9]。调查表明，校园照明设施最大的问题是数

量少，有照明死角；其次是亮度不够，灯光较昏暗，

增加了某些区域的危险度，且坏掉的灯没有及时更

换。景观灯和草坪灯（地灯）颜色单一，缺乏变化，

没起到烘托局部环境氛围的效果。另外，灯具造型单

一，没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5  结语 

在 7 个指标中，外观、质量和安全性是大学生最

关注的 3 个指标[10]，因此，应该首先重视校园公共设

施的外观造型美。公共设施的外观和功能，在设计中

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随着大学生精神文明的提高，

他们的审美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公共设施样式。他们

偏好以绿色环保为前提的公共设施，并加入人性化和

趣味性的设计。如学生对休息设施的选择，多偏重于

和植物、花卉相结合的石凳这类绿色设计。另外，在

造型中加入学校的历史文脉元素，有利于增加学生的

归属感和自豪感。其次，需要高度重视校园设施的产

品质量，降低维护成本，保证使用寿命。以休息设施

为例，本次调研的大学生普遍认为校园公共设施现存

的问题是：质量不好、有损坏、座面脏等此类问题。

除了改善公共设施的质量外，为杜绝人为的损坏，还

应该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培养，甚至可以设专人看管。

安全性可以理解为公共设施所在空间的安全感，以及

使人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和谐的关系，保证人的安全和

健康。公共设施摆放的位置必须是安全的，设施在安

全区域才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另外，校园公共设施在

设计时，应以大学生的性格特点为基础，运用安全的

材料、结构、工艺及形态，以消除安全隐患。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绝不是单一化的产品设

计，应融入到校园环境的整体设计中，是丰富校园空

间的细节设计，同时也是展现高校地域性、文化性和

时代性的重要元素，是一张名副其实的校园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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