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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问题的良方之一。相比小汽车，公交车载客量更
大，单位人数占用交通空间变小，在服务运输能力增强
的同时反而减少交通流量，因此成为解决交通拥堵的有
效手段。而要想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代替驾车出行，
就必须确保公共交通运行的通畅性，重视公交专用道的
建设与使用。经过案例路段的公交线路有128路、157
路、101路、102路、106路、108路、115路、121路、
136路、139路、145路、162路、168路、202路、衡云
专线、508路、104路、123路、158路、160路、166
路、172路、313路、109路等共计24条，平均发车间隔
约10min。根据相关标准，该路段满足公交专用道的设
置条件（见表7）。公交专用道和其他车道可以通过标
识线隔离、醒目颜色隔离或物理隔离等方式保障独立性
和专用性。基于衡阳市的交通现状与早晚高峰情况，可
灵活采用分时段公交专用道（见图3），在公交流量大
的高峰时段严格禁止其他车辆驶入，其他时间则不做限
制，避免平峰时段闲置造成道路空间的浪费。

        表7  公交专用道设置条件

高峰时间公交车数 载客量 道路条件

＞150辆/h ＞6000人次 单向2车道
＞100辆/h ＞4000人次 单向3车道

＞90辆/h以上 — 单向≥4车道

图3  分时段公交专用道

2.2.3  其他道路空间重构

衡阳市现阶段道路主要服务对象是机动车，因此参
考机动车行驶速度来设置过街设施的距离，这对于慢行
市民来说十分不友好。案例路段的中央分隔带长距离未
设置过街开口，慢行者往往绕行很长距离才能过街，如
从沿街一家电动车售点步行前往道路对面的电器店，需
步行8min，全程510m。部分交叉路口太宽且绿灯时间
太短时，未考虑在路中间设置“安全岛”方便慢行者暂
停等候下一个绿灯，导致老人和儿童群体的过街困难。

此外，衡阳市道路交叉口渠化的做法基本上都是

尽量把路口拓宽，这种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路口的机
动车通行量，但同时也导致了行人过街长度的增加及难
度的加大。因此这些交叉口渠化时可以参考国内一线城
市（如成都市）的做法，将进口收窄，缩短过街距离，
减小路口的转弯半径，迫使车辆在路口减速，保障过街
行人的安全。被渠化岛阻挡的区域则可以规划路边停车
位，并在停车位、非机动车道、沿街步行道之间用景观
花坛、遮阴行道树等物理方式隔离，保障市民慢行行为
的安全性、顺畅性与舒适性（见图4）。

图4  交叉口收窄及道路空间重构    

3  结论与展望
对于城市拥堵问题，道路宽度并不是主要影响因

素，一味地拆迁腾地、拓宽路面、划停车位并不能有效
地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让道路空间及其使用主体变
得有序。本文基于市民出行的“人本位”视角，优先保
障“人”的通行效率、出行环境和慢行舒适度，其次才
考虑“车”的行驶环境，在此为基础构建衡阳市慢行道
重构指标体系，并计算各项指标权重，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衡阳市应大力发展慢行交通，优先保障步行、非机
动车、公交车的道路出行空间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
力举措；二是确保出行安全、优化出行环境、完善出行
设施是引导市民选择慢行和公共交通的关键；三是在慢
行的影响因素中，衡阳市民最关注的是出行安全中的机
非隔离措施，其次是出行环境中的行道树覆盖度及慢行
道铺装，影响最低的是出行设施中的非机动车停靠点。

综上，本研究从市民出行角度提出衡阳市中心城区
主干道的重构思路，如何由点及面优化衡阳市及其他三
线城市新、老城区的次干道、支路等道路空间，仍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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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下的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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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所面对的潜藏危险众多，合理的规划能降低城市脆弱性，韧性理念为城市处理突发公
共事件提供了新思路。社区作为城市神经末梢，决定了社区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适应能力，高韧性有助于社区经济稳定发展。本
文通过对文献回顾，阐述了社区经济韧性的定义。通过分析社区经济韧性的要素特征，提出社区经济韧性作用机制模型，细化了社
区经济这一微观经济在宏观经济影响下的评价指标，从社区经济活力、社区经济复杂性和社区经济恢复力3个方面提取相应社区经
济韧性评价指标，初步构建社区经济韧性评价体系，以期为推动城市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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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全
球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面对的不确
定因子和潜藏危险也在增加[1]。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频
发，其影响和后果也愈发严重，一旦发生往往会引起社
会动荡不安。如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在短时间内席卷中华大地并蔓延至多个国家，对社会各
行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有巨大影响，导致不可衡量的人
员伤亡，带来的经济损失也难以估算。据统计，2020
年前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7.68万亿元降到20.57万亿
元，环比下降9.7%。市场对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需
求量大幅降低，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由
此可见，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1  理论基础概述
1.1  韧性城市与社区
传统规划企图以硬性手段防御风险，没有认识到

城市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自身拥有的抵抗、恢复和学
习能力[2]。面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城市急需引入一种
更为灵活且更具适应性的方法。由此，韧性理念为城市
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韧性城市被
认为是能够在面对冲击时快速吸收外来干扰，维持原有
主要功能结构的城市系统。旨在提升城市的自我恢复能
力，通过内部调节达到稳定状态。

社区作为城市神经末梢，是规划治理的基本单位，
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首当其冲。可以说，韧性社区是韧
性城市在内部空间的典型应用。以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为例，社区作为控制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在居民

居家隔离时实施封闭式管理，社区工作人员为隔离家庭
进行体温监测并提供日常物资。由此可见，韧性社区在突
发公共事件各阶段起到的作用具有强烈的不可替代性[3]。

1.2  社区经济韧性
社区经济韧性是社区在抵御外部冲击时的一个重要

表现，是社区的固有属性之一。城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之
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从计划经济
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因子日益活跃，多变的发展
环境给传统城市规划带来巨大挑战。传统城市规划体系
受计划经济影响，是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对城市进
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手法。当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
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无论是社会经济
发展还是空间建设行为都受市场运行机制的影响，原有
城市规划方法不能应对如今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社区
里各经济要素能否强有力地抵御外部干扰，保持经济稳
步增长成为新常态下城市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韧性研究现状
作为新兴学术名词，韧性概念从工程领域演变到

生态领域。Holling认为工程韧性是系统受到影响后恢
复原状的能力，系统只有一个稳定状态，韧性高低取决
于恢复速度快慢[4]。随着对韧性理解的深入，Holling更
正为韧性应包含系统在改变原状前能够消化的最大扰动
量，系统存在多个稳态[5]。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又提出
了演进韧性观点，其本质源于Gunderson提出的全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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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认知理念——适应性循环理论，韧性不仅是系统对初
始状态的恢复能力，而且是适应变化的学习能力[6]。总
而言之，国外学术界对韧性城市的研究，是从工程韧性
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三次迭代过程（见表1）。

表1  三种不同韧性的总结比较

名称 出发点 平衡状态 特点 主要观点

工程
韧性 恢复原有稳态 单 一 稳 定

状态 有序的
系统受到扰动偏
离原有稳态后，
恢复到初始状态
的速度

生态
韧性

达到新稳态，
强调缓冲力

两 个 或 者
多 个 稳 定
状态

复杂的
系统改变自身结
构之前所能够吸
收的扰动的量级

演进
韧性

持续不断地适
应，强调学习力

抛 弃 对 平
衡 状 态 的
追求

混沌的
和持续不断的调
整能力紧密相关
的一种动态的系
统属性

国内学者对韧性的关注领域也不断拓宽，在剖析
韧性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物理韧
性和城市管理体系的制度韧性。廖桂贤等研究了城市应
对洪水灾害的韧性，认为应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增强城市
对洪水灾害的适应性[7]。彭翀等将社区居民看作是韧性
城市防治救灾主体，转换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或社会力量
的模式[8]。邓高锐等透过公共政策视角探讨韧性城市本
质，提出多维度提高城市韧性，强化城市自身公共政策
属性，建设可持续和具有防御屏障的韧性城市[9]。 

纵观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韧性的定义探讨
和韧性城市建设的经验整理。现有研究过于关注物理设
施建设，着眼于受扰后恢复研究，而对灾前预防未给予
足够的重视。他们仅从单方面对韧性进行研究，就韧性
论韧性，缺乏整体全面的系统分析，对快速城镇化引发
的突发公共事件研究仍显不足。

2.2  经济韧性研究现状
2008年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有些城市在受到冲击后能够快速恢复，有些城市则逐渐
萧条。不同城市抵御冲击能力不同，受到冲击后其恢复
程度也不同，至此，经济学家开始把韧性理念引入到经
济学领域。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
是关于经济韧性的影响因子，二是关于衡量经济韧性的
指标。在经济韧性的影响因子研究上，学术界试图从不
同角度理解这种韧性差异，Aiginger认为教育和科技创
新可以增强经济韧性[10]。Brown等认为失业人数越多经济
韧性越低，高收入家庭抗干扰能力较低收入家庭强[11]。胡
若痴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彰

显强劲韧性的原因[12]。冯洁瑶等采用计量经济学回归分
析方法，研究了环境压力对城市韧性的作用[13]。张恩嘉等
探讨了社会韧性、区域经济韧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4]。
而对于研究经济韧性评价指标的选取上，Briguglio等以
影响韧性的4个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构建了经济韧性评价
指标体系[15]。Eraydin等建立了一套包含脆弱性、资源、
调整能力和支持政策等内容的测量体系[16]。陈奕玮等研
究了城市经济增速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计算
科研创新、失业率、基尼系数三大指标数据算出我国
264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17]。齐昕等构建了一套经
济韧性指标体系对经济韧性的不同和变化进行了分析[18]。

通过梳理学术界对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可知，不同
学者的研究重点不同，对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
达成共识，仍需深入探讨。已有研究对经济韧性的评价
指标大多选取了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就
业率等大方向指标，这些经济韧性评价指标多是宏观尺
度上的，仅适用于研究国家或城市经济韧性这一国民经
济总量问题，而对于研究微观尺度上以市场调控为主导
的经济行为则稍显不符。

3  社区经济探讨
社区经济是在社区发生的各类经济交易活动，其

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韧性社区建设目
标的核心要素，也是维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它以社区居民为服务群体，体量相对较小、经营形式丰
富，其本质是对资源进行配置优化。相较于国家或城市
等宏观层面上的经济韧性，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微观经济
更易市场化且受到上级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影响，因此在
选取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时要注意区分二者之间的区
别。类比微观经济研究的单个经济单位，社区经济具有
多个小体量的商户生产者、多个消费者以及单个市场经
济活动，能够把各类经济成分以社区名义形成利益共同
体，从而带动社区的整体发展。

3.1  社区经济韧性
社区经济韧性是社区在“吸收”外来干扰后，依靠

自身经济要素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维持社区主要功能，
并培育自身吸收、适应危机的能力。社区经济韧性是韧
性社区在抵御外部冲击时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
社区的固有属性之一，与社区韧性是相辅相成的两方
面，社区经济韧性会影响社区的整体韧性，进而影响城
市韧性水平的高低。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生
活水平，使沟通联系愈加频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
播范围。当大规模传播态势形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后，又会反过来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社区经济的发展是
一个长久反复的过程，不仅受到产业结构、居民需求等
因素的影响，更是在社会、政策、管理调配的共同作用
下发展，社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的品质和规
模[18]。社区经济韧性决定了社区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的适应学习能力，高韧性有助于社区在突发公共事件发
生后迅速恢复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3.2  社区经济韧性作用机制模型
社区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以时间轴将

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灾害发生前、灾害发生时、灾害发
生后3个阶段。在每一阶段寻找对应的社区经济要素特
征，这些要素特征共同构成了社区经济富有韧性的原
因，社区可凭借这些经济要素采取相应措施，吸收突发
公共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若产生的影响在社区吸收消
化能力内，则社区经济韧性属于较高水平；若产生的影
响超过社区的最大消化量，则社区经济韧性的水平较
低。在此情况下再采取临时反应，若能吸收影响则能恢
复到高经济韧性水平；若影响还是过量，则属于低韧性
水平。经济韧性水平高的社区又能反过来减轻突发公共
事件对社区的影响，反之，低水平会加剧突发公共事件
给社区带来的影响。

在整个社区经济韧性作用模型中，除灾时抵御状态
处于一个短期过程外，灾前稳定状态和灾后恢复装状态
都处于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研究社区经济韧性应着重
从这两个方面考虑提升社区经济韧性，以增强社区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4  社区经济韧性指标选取
4.1  指标选取原则
科学性。指标选取应在科学的基础上符合实际要

求，遵守客观规律，不能太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选取

最具本质特征和代表性的指标。同一大类的指标之间应
该相互关联，不同类的指标不应交叉混合。

系统性。社区作为城市复合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同时也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影响，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
需要系统性选取，能较为全面表现出社区经济的韧性特
征。对于社区经济来说，每一个要素都是社区的一个部
分，单个要素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将决定整个社
区经济韧性水平的高低。

可获取性。评价指标必须能够在现实中获取，即选
取指标有准确数据来源、便于归纳整理并长时间动态监
测，筛选出易于被定量或定性的指标。

普遍性。不同社区的环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
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应选取可适用于大部分社区的评
价指标，即能反映社区经济韧性的共性特征指标。

4.2  社区经济韧性特征
社区经济韧性特征在时间维度上总体可以分为三

个方面：灾前稳定状态、灾时抵御状态以及灾后恢复状
态。“灾前稳定状态”即社区经济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
前依靠其自身活力应对灾害，为灾害发生做好充足准
备。高活力社区有助于从根本上减轻突发公共事件带来
的影响。“灾时抵御状态”即社区经济在突发公共事件
发生时，通过现有资源抵御外来灾害。启动应急方案尽
可能保持社区功能结构，维持居民正常生活，弹性降低
损失。“灾后恢复状态”即社区经济在突发公共事件发
生后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到常态，最大限度减少突发公共
事件带来的有害影响。通过社区经济的适应学习能力吸
收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通过在各特征下提取评价社区经济韧性的指标，并
依据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结合国内外相关
文献研究，对社区经济韧性影响因子进行划分，大致归

图1  社区经济韧性作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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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社区活力、复杂性、恢复力等三个主要方面。
4.3  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详述说明
从影响社区经济韧性的因子出发，细化社区经济活

力、社区经济复杂性、社区经济恢复力三方面在微观经
济层级的经济韧性评价指标，选取14个二级指标用以评
估城市社区经济韧性，见表2。

4.3.1  社区经济活力

社区经济活力是在社区灾前稳定状态下提取一系列
可以依靠自身活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指标。社区经济
活力越强，则在突发公共事件来临时越不易受到外界干
扰。该社区经济活力维度下的微观经济二级指标有商铺
租金、交通量、交通站点数、教育活动、休闲活动、人
均GDP、迁入人口数。

表2  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办法

社区经济
活力

商铺租金 社区商铺平均租金

交通量 单位时间内，通过
某路口的车流量

交通站点数 公交车站、地铁站数量

教育活动 学校、辅导机构等
教育机构数量

休闲活动 公园等公共休闲空间数量
人均GDP 居民人均GDP、GDP增长率

迁入人口数 社区迁入人口的数量

社区经济
复杂性

丰富度 经济系统中业态的数目
优势度 大型商业所占比例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例

社区经济
恢复力

产业转换率 商铺改变销售模式的比例
产业倒闭率 因经营不下去倒闭店铺的比例

自住房拥有情况 拥有自住房比例
社会保险覆盖率 投保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商铺租金，租金越贵说明地段越好，价值也更高，

这样的地方一般人流量比较大。交通量则体现该社区周
围的流量，来往的人流、车流越多，该社区经济活力越
强。交通站点数包括公交车站台和地铁站，交通便捷程
度也是活力的体现。教育活动，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
富有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一个具有韧性的社区应加大
在教育上的投资，高质量的教育为优质人才储备提供了
基础。休闲活动，具有活力的社区应是惬意的，居民在
社区公共空间进行交谈、锻炼、活动，极大提高了社区
居民的幸福感。人均GDP可代表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越高说明经济基础越牢固。迁入人口数，一个具有
活力的社区，应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反之，若社区不具

吸引力，人口则会流失。
4.3.2  社区经济复杂性

社区经济复杂性能反映系统自我调适和应对能力，
通过调配现有资源抵御外来灾害，尽量保持社区原有功
能结构，维持居民正常生活，把损失降到最低。社区经
济复杂性维度下的微观经济二级指标有丰富度、优势
度、产业结构。

丰富度是社区经济系统中业态的数目和规模。从
我国商务部制定的《零售业态分类》标准中摘取与社区
关联度高的几种业态类型如下：百货、餐饮、服饰、休
闲娱乐、文化教育、电子科技、美容美发、家装建材、医
疗保健、其他。社区经济业态数目越多，其经济系统越丰
富。优势度是指社区经济系统中大型商业所占比例，以起
始资金、营业额以及员工数量来判定社区对大型商场或连锁
品牌入驻的吸引力。产业结构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复杂
的系统结构，有较强的缓冲力，有助于灾后快速恢复。

4.3.3  社区经济恢复力

社区恢复力着重探讨社区从本次突发公共事件中
学习用以应对下次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种灾害适应能
力。社区经济恢复力是影响社区后期恢复的重要指标，
包括产业转换升级、产业倒闭率、自住房拥有情况、社
会保险覆盖率等指标。

产业转换率，即产业进行升级或转换改变原有销
售模式的比例。例如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
许多销售模式从线下转换到线上，网上下单直接配送到
家。产业倒闭率是指产业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因
经营不下去而倒闭店铺的比例。自住房拥有情况在一定
程度上能代表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高也意味
着较高的社会阶级和文化层次，生活水平越高的社区能
够更迅速地恢复，同时也不易发生人口的流失。社区保险
覆盖率则能保障社区居民受到危机后，减轻财务上已发
生的损失或是潜在可能发生的损失，提高抗风险能力。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经济韧性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阐述了社区经济韧性的定义与作用机制模型。通过分析
社区经济韧性的各经济要素特征，细化了社区经济这一
微观经济在宏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影响下的韧性评价指
标，为定量评估社区经济韧性做好铺垫。在后续研究
中，将选取实地为例，利用基于POI数据的GIS分析功
能，评价其社区经济韧性并提出社区经济韧性提升策
略，以期为城市韧性社区的构建和社区经济韧性评价提
供一个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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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思考与普及。面向不同的交通环境，管理者应结合
人与非机动车的出行规律及分布特征，合理划分重点发
展片区，充分利用沿街风光带、历史文化景点等公共空
间，提升市民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的安全度、连续度、
便利度与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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