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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以上海两年来的城市体检工作

实践为基础，探讨超大城市如何有效、

科学、系统地开展城市体检工作。从上海

开展城市体检工作重大意义入手，指出

城市体检工作有效地提供了一套系统化

的跨部门综合评估工具，为超大城市作

为有机复杂巨系统的公共政策拟定提供

重要依据。从工作组织和技术方法两个

层面评估城市体检既有的方法体系在超

大城市治理体系中的适应性。以适应性

评估为基础，从城市体检工作组织和成

果应用两大体系设计、指标框架和评估

内容搭建、数据搜集、指标评估、评估

分类等方面总结上海的工作经验。围绕

完善超大城市城市体检工作方法，建议

进一步开展街镇城市体检，推动城市体

检工作规范化，探索合理开展数字化技

术应用。

关键词 城市体检；超大城市；方法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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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of Megacities'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and the Practic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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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in Shanghai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we try to

shed light on how megacities can carry out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effectively,

scientif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in

Shanghai is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has

effectively provide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ross-sectoral assessment tool.

The result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in

megacities which function a organic and complex metasystems. The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are assessed in terms of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megacity governance system. Subsequently, the methodology of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in Shanghai is summarized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design of two

syst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icator frameworks and assessment content, data

collection, indicator assessment, and assessment classifi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next step in practice, namely to gradually carry out health examination in

subdistricts and towns, improve the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system,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and carry out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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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体检的背景与意义

1.1 城市体检的背景

中国快速城镇化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伴随着土地、资源和环境等的牺牲，

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城市居民对于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中国城镇

化进入下半场，城市发展从扩张式、无序往外蔓延式的发展，转向内涵式、更新式的发

展，从增长优先向结构优化转型[1]。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

“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城市工作思路逐步发展变化：“变片面追求城市单一功能为

美好人居共同缔造；变见物不见人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变粗放快速扩

张模式为追求质量、内在挖潜、精准发力模式；变各自为政、碎片化应对问题为统筹部

署、有序解决问题。”[2]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时提出要“健全规划实时

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机制，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建设没有‘城市病’的

城市”。2018年北京市率先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始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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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城市进行城市体检试点工作，到2021
年试点范围扩大到了 59个城市。2019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北京、上海、重

庆、长春、哈尔滨、青岛、武汉、广

州、深圳、银川等10个城市开展了两轮

体检评估先行先试工作。2020年，自然

资源部在现行国务院审批规划的 107个
城市部署开展了城市体检评估工作，

2021年发布《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

估规程》。

1.2 超大城市开展城市体检的意义

城市体检作为由政府主导的技术性

工作，具有较强的政策评估属性。狭义

的规划评估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城市规

划部门在新一轮规划编制时对过往规划

的回顾和检讨，强调规划目标的达成

性。广义的规划评估则转向政策价值的

实现，不仅要考虑规划自身的目标，更

要提升至城市整体发展价值观的层次进

行评判[3]。公共政策制定并实施后，面

临的重要议题之一即是如何科学地评判

其实施效果，城市体检正是提供了全方

位系统化的公共政策评估的工具，有效

地建立了城市公共政策工作闭环，为城

市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系统性工具。

超大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其治理

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协同性的内在要求

与实质，一些问题的产生是多因素叠加形

成的结果，对诸多城市病的解决，需要多

部门综合协同[4]。但随着治理体系分工

的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叠加固有的部门

本位主义思想，造成城市治理体系烦冗化

和孤岛化，城市有机生命系统的一体性

遭到破坏。因此，实施超越政府部门利

益的跨部门治理是提升超大城市政府治

理能力的重要方向。住建部围绕“生态

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

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

创新活力”等 8大基础评价维度，自然

资源部围绕“安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等6大基础评价维度，

均有效地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跨部门综

合评估工具，为超大城市作为有机复杂

巨系统的公共政策拟定提供了重要

依据。

1.3 既有工作基础

在系统性开展城市体检工作之前，

首先在学界陆续开展了各种基于非传

统统计指标的城市空间评估研究[6-13]。
吴志强等[14]试图突破数据静态、方法主

观等问题，创新性地吸纳“人类智商”

的方法来评测城市的智能程度，建立

相应的指标体系。自国家开始组织各

类城市体检工作开始，国家层面经过 3
年实践，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技术

方法框架，如住建部的技术方法框架

（图 1）。学界以及一线参与城市体检的

科研人员也随之开展了大量研究与工

作总结。在理论研究层面，李栋[3]针对

城市体检暴露出的概念理解不一、定

义不清等问题，指出政策评估是城市

体检的基本属性。赵民等[15]将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与自然资源部的城市体检评

估宗旨、指标体系及运作状况作比较，

提出要基于共同政策目标建构统一的

城市体检评估框架，城市政府领导、

部门合作以及内外部评价相结合，构

建城市体检评估的“普适+定制”指标

体系等建议。从技术方法论角度，张

文忠等[5]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

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

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

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城市体检的方

法体系。徐辉等[16]也系统性总结了城市

体检整体技术方法。王腾等[17]采用知识

图谱驱动的技术方法，探讨多类型体

检体系的多检协同。杨婕等[18]、陆佳

等[19]均提出增强城市体检过程中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前者强调指出应以地块

为研究单元，结合城市多源数据，将

城市人口系统、城市建成环境系统、

城市运行系统和城市活动—移动系统 4
大系统综合考虑，串联人、地、静态

和动态的各类城市子系统。在实践经

验层面，相关研究[20-24]分别结合北京、

海口、沈阳、景德镇的城市体检实践，

总结经验。以上述的各类研究为基础，

本文以住建部开展的城市体检工作为

基础，总结梳理上海两年来开展的城

市体检工作，探讨超大城市如何有效、

科学、系统地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超大城市开展城市体检的挑战

2.1 城市体检工作组织层面面临的挑战

以上海为例，在“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整体框架下，上海既在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以区

为主的“低重心”趋势[25]，又在优化营

商环境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审批制度改

革，持续探索市级审批事权向区级事

权让渡。从市区分工看，市级层面负责

制定总体战略与配套政策，起到协调

统筹的作用，落实重大事项，而区层面

则作为城市发展和管理责任主体，具有

一定的“因区制宜”弹性，但同时也要

求更高的可操作落地性。这种分层分块

协同治理体系的特点，对城市体检工作

整体框架设计提出了挑战。区别于其他

城市“一刀切”的城市体检模式，上海

城市体检工作开展要通过框架设计既保

障城市体检整体框架的稳定性与科学

性，又要通过激发各层级治理单元主体

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解决不同层级的

问题。

2.2 城市体检工作技术方法层面面临的

挑战

2.2.1 指标体系前沿性与适应性所面临

的挑战

住建部开展的城市体检工作，所确

定国家层面指标体系一方面重点考虑了

8个维度的逻辑关系，构建了相对稳定

的城市体检总体框架（图2），另一方面

在具体指标选择上，既体现了国家战

略，又兼顾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发展

阶段城市的共性问题。因此，在充分落

实国家指标体系同时，上海面临的首要

挑战是如何将国家统一的城市体检指标

体系与上海发展实际相衔接，在对标国

际与落实国家要求间体现上海特色。且

上海各条线主管部门均具有较高的专业

能力，对于行业的未来发展导向与阶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 城市体检的方法路径［5］

Fig.1 Method path of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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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标有预判，如何通过更好的工作组

织和指标选定来体现上海发展的阶段性

特色，是上海城市体检面临的挑战。其

次由于上海分层管理的特点，市区两级

事权的分工决定了部分指标在向下传导

方面会出现不适应性，而同时区作为一

级管理主体，对于指标制定能体现区层

面特色也会有诉求。如何既保持指标框

架的稳定性，又体现区级特色，对如何

更合理地设计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提出

了要求。

图2 2021年度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国家
层面指标体系构成［2］

Fig.2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level indica⁃
tor system in the 2021 Urban Health Check

promoted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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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据采集可信度与可获得性所面

临的挑战

城市体检作为一项严谨的公共政策

评估工具，数据采集可信度非常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城市体检大

数据应用，但超大城市的规模与治理体

系的特点，决定了数据归集和更新维

护方面不仅面临技术挑战，还会面临跨

部门协同的挑战，实际调研发现部分数

据时效性与覆盖面均存在缺陷。同时考

虑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目前仍以低频次的

年度数据为主，因此综合考量，上海仍

采用部门统计数据为主，由此涉及数据

可获得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上海部分

市级审批事权向区级事权让渡，导致涉

及区级审批事权的基础数据均在区层

面；另一方面城市体检部分指标颗粒度

要求在社区层面。上述 2个环节都造成

部分指标在市级层面较难获得统计

数据。

2.2.3 评价参考体系的系统设计所面临

的挑战

超大城市部分问题的产生往往涉及

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不够，这部分的问

题往往无法通过简单的指标评估发现，

但对于城市问题的解决又至关重要。此

外，有些问题的产生则与城市发展既成

事实有关联，因此不能仅仅基于数据，

而需通过访谈座谈以便对指标对应的专

项工作有全方位的了解。因此，超大城

市的问题诊断，不能仅仅依靠指标体

系，需通过评估参考体系的系统设计，

建立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

2.2.4 评价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所面临的

挑战

超大城市作为复杂的巨系统，具有

系统演替的渐进性特点，对于部分处于

渐进变化中的工作，无法简单用“好”

与“坏”作为分类评估的标准，如正在

推进建设中的城市绿道、排水管网提标

改造、安全型智能燃气表安装等。另一

方面对应于超大城市的多元复杂性，部

分指标往往具有某方面的指向特点，对

应特点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往往导向不

同结果，如人口密度超过1.5万人/km2的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万人新增个体工商

户数量等，也无法简单通过“好”与

“坏”评价。

3 超大城市城市体检的方法体系

3.1 “市、区”联动，建立城市体检分

层分块体系

首先在城市体检工作组织层面，建

立“市、区”两级联动体系①。2021年
在继续优化完善市级层面城市体检工作

的基础上，上海将城市体检工作在16个
区全面推广。在此过程中，上海积极鼓

励各区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各区特点

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如：黄浦区充分

利用数字化治理的基础，建立区建管委

与区城运中心双牵头的机制，通过制定

标准化数据格式、明确数据填报的标准

化流程，探索建立区级体检信息系统。

浦东新区则结合新区规模大，治理体系

复杂的特点，充分发挥区级综合协调平

台的作用，由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精细化

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积极推

动多部门协同。

对应“市、区”两级联动体系，形

成“65+N+X”指标体系。在国家层面

65个指标和市级34个指标（表1）基础

上，一方面鼓励对部、市级指标结合本

区特点本地化，另一方面鼓励各区结合

各自特点提出区级层面的特色指标体

系，以便为城市体检更好服务于各治理

单元的城市工作奠定基础。如崇明区结

合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与崇明

碳中和示范区建设，提出“森林覆盖

率、自然湿地保有率、占全球种群数量

1%以上的水鸟物种数、可再生能源装

机量、绿色食品认证率、养老机构床位

总量占户籍老年人口比重”等 6项崇明

特色指标。

3.2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形成分层次

成果应用体系

为充分发挥城市体检系统化跨部门

综合评估工具的作用，上海建立了一套

基于“规划—建设—运维”一体化、全

周期的“评估体检—优化更新”的闭环

工作体系，即形成“体系构建—数据采

集—计算评价—诊断建议—行动落实”

等5个环节构建的体检工作流程（图3）。
对应于上海治理体系的特点，在行动落

实环节同样建立分层机制。市级层面，

针对城市体检诊断结论，建立近期行动

建议框架体系，引导各条线近期工作重

点的优化与调整。区级层面，则紧扣城

市体检所发现的问题，建立针对性项目

库，并针对项目库的实施情况，建立相

应实施评估闭环，推动各条线下一年度

工作落实。

3.3 建立“维度目标—二级指标—指

标”整体指标框架，确保评估体系向下

传导过程的稳定与弹性

上海在国家“维度目标—指标”的

指标体系基础上，补充二级指标体系

（图4），建立维度内指标间的组织逻辑关

系：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城市体检系统完整

性，确保维度内二级指标体系本身的完

整性，以及二级指标体系间的指标分布

相对均衡性；另一方面更重要作用是，

在市级指标体系向下传导过程中，建立

“指标书架”，要求各区在保持“指标书

架”不变的情况下结合各区工作开展特

点优化个别指标，由此保障评估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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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稳定性与局部弹性。

3.4 确保评估内容的前沿性与本地适

应性

为了保证城市体检评估框架与上海

发展实际的充分衔接，上海在开展城市

体检前期研究过程中，一是拓展视野，

建立指标库，二是充分调研，对接本地

特色。

（1）重视国际对标

超大城市城市发展定位决定其评估

视角要与全球头部城市发展趋势相一

致，要具有国际视角，上海城市体检在

充分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城

市最新发展目标与对应指标的基础上，

优化完善评估导向，建立备选指标库。

（2）紧密结合地方发展特色

国家65个指标提供了全国层面面向

各级各类城市的基本框架，国际对标提

供了未来的发展导向，与上述两方面相

辅相成，使城市体检向前看的同时又具

有战略可实施性的是紧密结合地方各条

线工作的阶段性特点。上海通过组织多

轮专题对接会，沟通研究各条线现阶段

的工作重点与“十四五”发展目标，对

65个国家级指标的定义和算法进行梳理

和微调，探讨国际指标对标落地的可行

性，同时结合条线工作导向，进一步补

充了34个市级特色指标。比如在国家提

出的“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指标

基础上，结合上海绿色建筑专项工作推

进的实际情况，增加“绿色建筑运行阶

段标识面积”“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面积”两项指标。

3.5 针对指标特性，分类搜集数据

指标可信度始终是上海开展城市体

检最关注的问题，对标GPCI的研究方

法，确定数据搜集的原则：①尽可能地

采用官方统计数据，除了统计报表数据

外，经官方认可的抽样调研数据、大数

据也包含其中；②公开发表的有清晰数

据源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报告或者行业协

会发布的权威报告；③在确实缺乏数据

源的情况下可采用样本数据。

基于上述原则，根据城市体检指标

的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数据搜集

路径。

（1）针对多条线汇总型指标依托基

层反馈数据

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指标为行业管理

专项数据，但也有个别指标以基层管理

单元为统计单元，需汇集各个条线的信

息，其中典型的指标为“完整居住社区

覆盖率”。根据住建部《完整居住社区

建设指南》（2022），该指标涵盖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健

全、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活动

空间充足、物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区管

表1 上海市级特色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 system for Shanghai's local features

目标

一、生态宜居

二、健康舒适

三、安全韧性

四、交通便捷

五、风貌特色

七、多元包容

八、创新活力

序号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
N-11
N-12
N-13
N-14
N-15
N-16
N-17
N-18
N-19
N-20
N-21
N-22
N-23
N-24
N-25
N-26
N-27
N-28
N-29
N-30
N-31
N-32
N-33
N-34

指标名称
城市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城市生态走廊、生态间隔带内建设用地占比（%）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生态、生活岸线占总岸线比例（%）

绿色建筑运行阶段标识面积（万平方米）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万平方米）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地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率（%）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千克/人）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覆盖率（%）
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
签约居民门急诊人次占比（%）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完成数量（台）
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面积（万平方米）

旧住房更新改造面积（万平方米）
符合条件的户籍老人实施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户数占比（%）
基本达到3—5年一遇排水能力覆盖区域面积（平方公里）

安全型智能燃气表覆盖率（%）
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面积比例（%）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检出隐患应急避险处置率（%）
电梯事故万台死亡率（人/万台）
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覆盖率（%）

城市市政消火栓完好率（%）
年度火灾十万人口发生率（起/十万人）

城市消防员万人配比率（‱）
道路交通指数

全市平均公交运行车速（公里/小时）
每10万人拥有文化设施数量（个/10万人）
年度新增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户数（万户）

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新增租赁性住房数量（万套）
外籍人士占比常住人口（%）

符合相关条件的建筑工程中应用BIM技术的项目占比（%）

图3 上海城市体检的工作流程
Fig.3 Working system of city health examin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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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健全等 6个方面，涉及民政、教

育、邮政、规划、房屋管理、社区治理

等多条线的工作。同时在空间上，要求

以居民步行 5—10 min到达幼儿园、老

年服务站等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原

则，以城市道路网、自然地形地貌和现

状居住小区等为基础，与社区居民委员

会管理和服务范围相对接。考虑超大城

市尺度，POI数据“噪声”大、数据清

晰量大的特点，本轮上海城市体检制定

了统一的完整社区填报表及填报说明，

将表格下发至街道居委，并建立联系人

制度，针对街镇差异一事一议。

（2）针对区掌握的实时数据依托区

级数据中台反馈数据

首先审批事权在区层面的指标，如

“新建住宅建筑密度超过 30%的比例”

“新建住宅建筑高度超过 80 m的数量”

等指标，本轮城市体检将区联审平台提

供的各区数据作为市级城市体检的样本

数据；其次城运管理相关的指标，如

“城市街道车辆停放有序性”“城市门前

责任区制定履责率”等指标，与城市运

行管理实时情况密切相关，本轮城市体

检数据搜集直接下沉到区层面，由区层

面统计反馈，提升数据统计的颗粒度。

（3）针对涉及多部门的指标依托市

级多专业部门协同反馈数据

部分指标涉及多部门的统计数据，

通过和部门协商，对指标解释进行细

分，明确对应的责任部门和指标牵头部

门。如“城市常年积水内涝点密度”，

通过部门沟通，将积水内涝分为道路积

水、居民小区积水、下立交积水等 3类
分别对应不同主管部门，由各主管部门

分别提供元数据，并由牵头部门负责汇

总统计。

（4）针对空间属性数据依托地理信

息专业团队反馈数据

城市体检指标体系中部分数据需通

过空间信息平台根据指标解释开展数据

再计算，如“组团规模”“城市道路绿

化普及率”“绿道覆盖率”“生态、生活

岸线占总岸线比例”等指标，为保证数

据统计的严谨性科学性，避免第三方大

数据统计产生的误差，由指标对应的主

管部门牵头组织专业第三方机构，依托

专项空间信息平台对元数据依据指标解

释开展再计算。

3.6 定性结合定量，建立指标评估基本

逻辑

为了能够从顶层设计、管理绩效等

层面更客观全面地诊断上海城市发展中

的问题，上海在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基础

上建立了一套城市问题诊断系统性逻辑

框架（图5）。一方面坚持国家多维度评

估的原则不变，建立参考值体系，其中

借鉴国际做法，增加增长趋势作为重要

的评估标准，并针对参考值体系确定优

先度，即标准规范优先于阶段性目标，

阶段性目标优先于趋势性标准，而对于

国际或国内横向对标，则要慎之又慎。

另一方面，将指标客观评估与满意度主

观打分相结合，在定量评估基础上，为

更全面获取工作推进中实际难点、堵点

问题或者是既定事实，则通过专题座谈

和资料研读等定性研究的方法作为

补充。

3.7 建立评估分类矩阵，强化指标评估

的科学严谨性

由于实际工作开展中会面临如何客

观、科学地同时确定界定标准值、评优

值的挑战，容易造成简单问题复杂化，

因此上海进一步优化城市体检数据评估

方法，意图建立更为客观直接的评估分

类方法，即构建基于标准高低关系以及

数据增长态势的4分类矩阵（图6）。
根据数据搜集结果的实际特点，对

上述 4分类理论矩阵进一步细分与优化

（图7）。图7中绿色表示指标状态较好的

指标，红色表示状态较弱的指标，考虑

超大城市的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中间状

态评估结果，用黄色标示。此外，结合

上海城市特点，将类似“人口密度超过

每平方公里 1.5万人的城市建设用地规

模、组团规模、新建住宅建筑高度超过

80 m的数量”等指标，单列为体征型指

标，描述状态特点，不做好坏分类。

4 总结与展望

城市体检作为政府推动的技术工

作[2]，对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

义，围绕超大城市如何有效、科学、系统

地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一关键命题，上海

结合实际情况，对国家制定方法框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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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维度目标—二级指标—指标”体系（以健康舒适维度为例）
Fig.4 An example of the "dimension - secondary indicator –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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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评估基本逻辑
Fig.5 Basic rationale of th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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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深化与细化（图8）。
首先，在工作框架体系层面：针对

超大城市更为复杂的市、区两级的关

系，形成了市区联动分层分块的城市体

检工作体系与分层次的城市体检成果应

用体系，鼓励市、区结合各自特点，定

制城市体检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国家

选定+市特色+区特色”的指标体系，形

成市区两级分层次的针对性的“规—

建—管”全生命周期闭环工作体系，保

障城市体检自上而下工作开展的框架稳

定性与弹性可适应化。

其次，在技术框架层面：一是在进

一步深化优化了国家指标框架的同时，

嵌入二级指标层次，保障指标体系的整

体稳定性，以及在区级层面的适应性。

二是通过国家案例研究与文献综述建立

指标库，同时又与各职能部门充分沟

通、协商，确保指标体系既能反映全球

城市新的发展导向，又能和本地实际工

作阶段充分融合。三是通过建立对标的

参考体系，明确主客观、定性结合定量

的方法，建立更系统化评估逻辑，以此

来适应超大城市复杂巨系统的特点。四

是通过建立基于断面与趋势面的评估分

类矩阵，增加中间状态的分类评价，单

列体征类指标，意图更客观地反馈超大

城市体系的复杂性。

以上海为例，展望超大城市城市体

检的研究工作，笔者认为可进一步深化

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体检工作体

系，开展街镇城市体检试点。街镇既直

面老百姓的生活，又面向各条线属地化

任务；同时街镇相比市、区两级条线间

的协作更为紧凑，因此街镇城市体检不

仅仅是评估视角更贴近居民的生活诉

求，整个工作组织、技术逻辑、方法路

径都存在探索空间。

二是探索提升城市体检流程与技术

方法的规范性。包括：逐步稳定城市体

检成果体系，形成“一张体检表+一张

行动清单+一份满意度+一份报告”；立

足于长期跟踪评估城市问题的角度，逐

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核心指标体系；逐步

建立相对统一的评估分类标准，提升区

级评估的客观性等。

三是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城市

体检中的应用。数字治理的海量数据汇

聚与多源数据融合分析的特点，与超大

城市治理巨系统的复杂科学特点高度符

合，由此决定了超大城市城市体检工作

需要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充分结合。

下一步将探索统筹利用既有数字信息资

源，构建系统建设框架规则，建立市、

区、街镇三级体检信息系统，进一步增

加数据挖掘、统计、分析和汇总功能，

形成支撑“动态监测、定期体检/评估、

查找问题、整治措施、跟踪落实”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信息系统。

注释

① 上海拟于2022年开展街镇层面的城市体

检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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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指标评估分类的4分类矩阵
Fig.6 Four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index evaluati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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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指标评估分类细分矩阵
Fig.7 The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matrix

注：红色表示状态较弱的指标，黄色表示中间状态
指标，绿色表示状态较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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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上海城市体检技术路线
Fig.8 Technical route of Shanghai's urban health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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