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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以福州河南新村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条件价值法计算支付意愿值，并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和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１）５９ １２％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
人均支付金额为 ７１ ２５ 元（１ 次性支付）。 （２）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居住时长、平均每天在公共

区域的活动时长对支付意愿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对现状景观满意度和受访者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影响。
（３）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水平对支付金额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现状

景观满意度、受访者年龄与支付金额有显著负相关影响。 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是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之

一，可为政府引导居民参与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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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为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

指明了方向。 我国 ２０００ 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居住区

共有 １５９ ４１２ 个，涉及 ４ ２１２ ９５ 万户，建筑面积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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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亿 ｍ２， 存在各类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小区

１０１ ３８２ 个，占比 ６３ ６％［１］。 由于老旧居住区建成

年代久远，缺乏合理的规划，部分功能已不能满足

居民的使用需求，因此，居民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景

观改造意愿［２］。 目前，我国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

造面临社会问题、资金问题和规划问题，资金匮乏

严重阻碍了绿色宜居住宅的景观改造进程［３⁃５］。 居

民作为住宅区公共设施的主要受益者，在既有旧住

宅区景观改造中主要是提出改造建议以及配合相

关工作，没有承担出资的责任，居民是否愿意出资

将成为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关键。
条件价值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ＣＶＭ）

是一种简单、灵活的非市场评估方法，广泛用于成

本收益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估［６］，通过构建虚拟的交

易环境，得到受访者对某物品的最大支付意愿期望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ＷＴＰ） ［７］。 １９６３ 年 ＣＶＭ 被经济

学家 Ｄａｖｉｓ 首次应用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评估公

共物品非利用价值的重要方法［８］。 因此，本文采用

条件价值法，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非经济

价值进行评估，基于条件价值法计算出结果，并运

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居民对城

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拓

宽资金筹集渠道提供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调研地点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河南新村，建成于 １９９８ 年，范围东起柳河路，西至

西二环路，南靠河南新村南围墙，北临新西河，总面

积约 ２８ ６７１ ｍ２，现有居民住宅楼 ３２ 座，住户 １ ３４７
户，绿化率仅达 １９％。 由于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内
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存在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基
础设施陈旧、停车位缺乏统一规划与管理、道路系

统不完善和植被景观单一等问题。
１ ２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调研的方式获取数据，由于老旧居住

区居民老龄化问题较为明显，且受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通过面对面交谈的形式能解答受访者的疑惑，
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本问卷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开

始正式发放，调查持续时间 ７ ｄ，共发放问卷 ３１０ 份，
回收问卷 ３１０ 份，实得有效问卷 ２９６ 份，有效率

为 ９５ ４８％。
调查问卷共分为 ３ 个部分：第 １ 部分收集受访

者的社会经济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

水平、月收入水平和居住时长；第 ２ 部分是调查受访

者对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认知程度和景观的使

用情况，主要包括受访者对景观改造的了解度及关

注度、景观的使用频率及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级

量表对受访者的意见进行分类；第 ３ 部分询问受访

者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支付意愿。 针对

第 ３ 部分，构建假想市场环境，举例说明小区内 ３ 个

场景改造后的意向图，使受访者直观感受景观改造

后的效果（如图 １），即以图片的方式展示将绿化较

少且单一，缺乏儿童活动空间，休闲设施较少等功

能景观不足加以改造后的景观。

图 １　 构建假想市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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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ＶＭ 问卷可分为连续型和离散型，前者包括投

标博弈式、开放式、支付卡式，后者包括单边界二分

式和双边界二分式等［９］。 前期预调研采用开放式

的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居民对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

的支付金额，不仅能以少量的样本数得到合理的价

格区间，而且还能了解居民拒绝支付的原因。 在正

式问卷调查中，采用支付卡的方式获取居民的支付

金额能够降低填写难度，支付卡金额依据预调查的

结果分别设为 １０，３０，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
元，并告知受访者为 １ 次性支付。
１ ３　 分析方法

一般评估条件价值法有以下几个步骤：设计问

卷，构建假想市场，获取最大支付金额，计算平均支

付意愿。 条件价值法通常利用 ＷＴＰ 计算公式来获

取样本的支付意愿期望值：

Ｅ（ＷＴＰ）正 ＝ ∑
ｎ

ｉ ＝ １
（ＡｉＰ ｉ）

式中，Ｅ（ＷＴＰ）正为样本的正支付意愿期望值；

Ａｉ为样本的价格；Ｐ ｉ为对应价格的绝对频度；ｎ 为支

付意愿价格的投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受访者基本特征

如表 １ 所示，在有效样本分析中，受访女性占

４８ ９９％，男性占 ５１ ０１％，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受访

年龄 ３１—４０ 岁占 ２２ ３０％，１８—３０ 岁占 ２０ ９５％。
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７２ ２９％，而大学及以上学历只

占样本总数的 ２７ ７１％，说明受访人群的整体文化

水平偏低。 ２５ ３４％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为 ５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元，占比最高，４ ４７％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为

１７ ０００ 以上，占比最少，说明老旧小区居民整体收入

水平偏低。 从职业性质来看，受访者包含不同的职

业类别，个体经营户占比最高，学生占比最少。 居

住 时 长 为 ２—５ ａ 的 受 访 者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达 ２３ ３１％。

表 １　 受访者描述统计情况

指标 选项 频数 ／ 人 比例 ／ ％ 指标 选项 频数 ／ 人 比例 ／ ％

性别

年龄 ／ 岁

月收入水平 ／ 元

男 １５１ ５１ ０１

女 １４５ ４８ ９９

＜１８ １１ ３ ７２

１８—３０ ６２ ２０ ９５

３１—４０ ６６ ２２ ３０

４１—５０ ５４ １８ ２４

５１—６０ ５５ １８ ５８

＞６１ ４８ １６ ２２

无 ３０ １０ １４

＜２ ０００ ４０ １３ ５１

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６０ ２０ ２７

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 ７５ ２５ ３４

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 ２９ ９ ８０

１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２６ ８ ７８

１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 ２２ ７ ４３

＞１７ ０００ １４ ４ ７３

职业

受教育水平

居住时长 ／ 年

公职人员 ５２ １７ ５７

个体经营户 ５４ １８ ２４

公司职员 ３９ １３ １８

自由职业 ４０ １３ ５１

社会服务行业人员 ４３ １４ ５３

学生 ２５ ８ ４５

退休人员 ４３ １４ ５３

小学及以下 ５４ １８ ２４

初中 ７１ ２３ ９９

高中或中专 ８９ ３０ ０７

大学 ６２ ２０ ９５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０ ６ ７６

＜２ ６６ ２２ ３０

２—５ ６９ ２３ ３１

５—１０ ４５ １５ ２０

１０—１５ ５６ １８ ９２

＞１５ ６０ ２０ ２７

２ ２　 受访者对老旧居住区景观的使用情况及景观

改造的认知程度

通过调查受访者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活动时

长来评价其景观使用情况，结果见表 ２。 ０—１ ｈ 的

受访者占比最高，达 ３１ ４２％，活动时长为 ２—３ ｈ
的受访者占比最小，仅有 １４ １９％，说明受访者在

公共区域的活动时长较短。 受访者对老旧居住区

景观的满意度和对景观改造的了解度可以衡量其

认知程度。 对老旧小区现状景观呈满意及非常满

意的受访者占 ２６ ０２％，５０ ３４％的受访者对老旧

居住区景观改造呈了解程度（一般及以上），持关

注态度（一般及以上）的受访者占 ６７ ５６％，同时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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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９５％的受访者认为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重要

或非常重要，同意和非常同意为老旧小区景观改

造提建议的受访者占 ５８ ３８％。 总体看，受访者对

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认知水平较高，这将有

利于构建虚拟市场，从而收集居民更加真实的支付

意愿。

表 ２　 受访者对居住区景观的使用情况及景观改造的认知程度

认知项 选项 频数 ／ 人 比例 ／ ％ 认知项 选项 频数 ／ 人 比例 ／ ％

对老旧小区景观改造
的了解度

非常不了解 ５９ １９ ９３

不了解 ８８ ２９ ７３

一般 ８２ ２７ ７０

了解 ４３ １４ ５３

非常了解 ２４ ８ １１

老旧小区景观
改造的重要程度

非常不重要 ３ １ ０８

不重要 ８ ２ ７０

一般 ８７ ２９ ２７

重要 １４４ ４８ ６５

非常重要 ５４ １８ ３０

对老旧小区现状
景观的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５１ １７ ２３

不满意 ８０ ２７ ０３

一般 ８８ ２９ ７３

满意 ４８ １６ ２２

非常满意 ２９ ９ ８０

愿意为老旧小区
景观改造提建议

完全不同意 ３ １ ０８

不同意 ２７ ９ １９

一般 ９３ ３１ ３５

同意 １１２ ３７ ８４

非常同意 ６１ ２０ ５４

对老旧小区景观
改造的关注度

非常关注 ３４ １１ ３５

关注 ６９ ２３ ２４

一般 ９７ ３２ ９７

不关注 ７０ ２３ ７８

非常不关注 ２６ ８ ６５

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
活动的时长 ／ ｈ

０ ６１ ２０ ６１

０—１ ９３ ３１ ４２

１—２ ８３ ２８ ０４

２—３ ４２ １４ １９

＞３ １７ ５ ７４

２ ３　 支付意愿分析

表 ３ 显示，５９ １２％的受访者愿意为城市老旧居

住区景观改造支付一定的费用，４０ ８８％的受访者不

愿意支付该费用，愿意支付的居民占比更大。 通过

计算支付意愿的平均值，可得有效样本的正支付意

愿期望值为 １２０ ５１ 元 ／人。 受访人群中存在零支付

意愿，支持者与抗议者是 ２ 个具有差异的群体，如果

剔除抗议性样本数据易导致支付意愿值产生偏

差［１０］，从而使其中对应的经济意义无法得到体现。
因此，采用 Ｓｐｉｋｅ 模型对支付意愿进行调整［１１］，计算

公式如下：
Ｅ （ＷＴＰ） ＝ Ｅ （ＷＴＰ）正×（１－ＰＷＴＰ ＝ ０）

式中，Ｅ （ＷＴＰ）为总体平均支付意愿，ＰＷＴＰ ＝ ０为

零支付意愿。
即 Ｅ （ＷＴＰ）＝ Ｅ （ＷＴＰ）正×５９ １２％ ＝ ７１ ２５ 元 ／

人。 最终得到，总体人均支付金额为 ７１ ２５ 元 ／人。

表 ３　 受访者支付意愿分布

序号 支付意愿 ／ 元 频数 ／ 人 相对频率 ／ ％ 累计频率 ／ ％ 正支付意愿频率
（绝对频度） ／ ％

正支付意愿
累计频率（累计频度） ／ ％

１ 不愿意支付 １２１ ４０ ８８ ４０ ８８ － －
２ １０ ７ ２ ３６ ４３ ２４ ４ ００ ４ ００
３ ３０ ９ ３ ０４ ４６ ２９ ５ １４ ９ １４
４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４ ５６ ４２ １７ １４ ２６ ２９
５ ７５ ２０ ６ ７６ ６３ １８ １１ ４３ ３７ ７１
６ １００ ３８ １２ ８４ ７６ ０２ ２１ ７１ ５９ ４３
７ １５０ ３１ １０ ４７ ８６ ４９ １７ ７１ ７７ １４
８ ２００ ２２ ７ ４３ ９３ ９２ １２ ５７ ８９ ７１
９ ２５０ １０ ３ ３８ ９７ ３０ ５ ７１ ９５ ４３
１０ ３００ ８ ２ ７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５７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 ２９６ １００ ００ － １００ ００ －

　 　 从图 ２ 受访者的正支付意愿分布频率（即愿意

支付的人群中，对应的价格频数占愿意支付总人数

的百分比）及累计频率来看，支付金额 １００ 元的受

访者占比最高，达到 ２１ ７１％，受访者支付金额频率

从高到低依次是 １００，１５０，５０，２００，７５，２５０，３０，３００，
１０ 元，整体分布呈倒“Ｕ”状。 正支付意愿累计频率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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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中位值 ５０％的数据为 ３７ ７１％和 ５９ ４３％，对
应的中位值处于 ７５—１００ 之间，通过线性插值法计

算可得，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中位值为 ８９ １５ 元，是平

均支付意愿值的 １ ２５ 倍，表明样本的调查结果处于

合理范围之内，且有较好的代表性。

图 ２　 受访者正支付意愿分布频率及累计频率

２ ４　 拒绝支付原因分析

本研究中拒绝为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支

付的受访者有 １２１ 人，造成拒绝支付的原因及占比

如图 ３ 所示。 在拒绝支付的原因当中，“小区环境

对我影响小（ｃ）”“景观不需要改造（ｄ）”“经济条件

有限（ ｉ）” 属于真实的零支付，３ 者共占 ４５ ５７％。
“对改造后的效果持怀疑态度（ａ）” “考虑到房屋存

在拆迁可能性 （ ｂ）” “担心支付款不能用到实处

（ｅ）”“租金上涨（ ｆ）” “非房屋所有人（ｇ）” “应当由

政府承担 （ ｈ）” 等都属于抗议性零支付， 共占

５４ ４３％。 在已有的 ＣＶＭ 案例研究中，存在一定比

例零支付意愿的现象，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解

释，不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受到收入的约束［１２］，而

经过调查发现，“经济条件有限”是本研究中受访者

拒绝支付的主要原因，占 ２５ ３２％。
２ ５　 支付意愿与支付意愿金额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研究受访者的不同信息特征对城市老旧

居住区景观改造的支付意愿及支付意愿金额的影

响因素，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居
住时长、月收入水平、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活动的

时长、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和对

城市老旧居住区现状景观满意程度等 ９ 个因素作为

自变量，是否愿意支付作为因变量，利用 ｓｐｓｓ２６ 进

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将支付金额作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表 ４ 中将各变量进行赋

值说明。

图 ３　 拒绝支付原因分布图

２ ５ １　 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变量进行赋

值后，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性别和职业属于

分类变量，需进行哑变量的设置。 运用 Ｈｏｓｍｅｒ⁃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模型的有效度， 以

０ ４７６ 的显著性通过检验 （ Ｐ ＞ ０ ０５），卡方值为

７ ５７１，证明观测数据与回归模型拟合效果好，并且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的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出原始

变量的关系。 根据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

水平结果见表 ５。 性别、受教育水平、职业和月收入

水平对支付意愿无显著性影响，受访者对城市老旧

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现状景观满意程度、
居住时长、年龄和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活动时长的

概率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５ 个因素对支付意愿均有显著

性影响。 Ｂ 值表示影响系数，正负数表示自变量与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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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模型变量说明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与赋值
性别 分类 男为 ０；女为 １
年龄 ／ 岁 有序 ＜１８ 为 １；１８—３０ 为 ２；３１—４０ 为 ３；４１—５０ 为 ４；５１—６０ 为 ５；＞６１ 为 ６
受教育水平 有序 小学及以下为 １；初中为 ２；高中或中专为 ３；大学为 ４；研究生及以上为 ５

职业 分类
公职人员为 ０；个体经营户为 １；公司职员为 ２；自由职业为 ３；社会服务行业人员为 ４；学
生为 ５；退休人员为 ６

居住时长 ／ 年 有序 ＜２ 为 １；２—５ 为 ２；５—１０ 为 ３；１０—１５ 为 ４

月收入水平 ／ 元 有序
无为 １；＜２ ０００ 为 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 为 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 为 ４；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 为 ５；
１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为 ６；１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 为 ７；＞１７ ０００ 为 ８

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活动的时长 ／ ｈ 有序 ０ 为 １；０—１ 为 ２；１—２ 为 ３；２—３ 为 ４；＞３ 为 ５
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 有序 非常不了解为 １；不了解为 ２；一般为 ３；了解为 ４；非常了解为 ５
对城市老旧居住区现状景观满意程度 有序 非常不满意为 １；不满意为 ２；一般为 ３；满意为 ４；非常满意为 ５
是否愿意支付 分类 不愿意为 ０；愿意为 １
支付金额 ／ 元 有序 １０ 为 １；３０ 为 ２；５０ 为 ３；７５ 为 ４；１００ 为 ５；１５０ 为 ６；２００ 为 ７；２５０ 为 ８；３００ 为 ９

因变量之间的正负相关性。 从影响结果来看，对城

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程度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Ｂ ＝ ０ ４５７），表明了解程

度越大则支付意愿也越强烈。 Ｗａｌｄ 值越大，表示自

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 了解程度的 Ｗａｌｄ 值最大

（为 １２ ６３４），说明该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影响

力。 平均每天在公共区域的活动时长在 １％水平上

显著，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Ｂ ＝ ０ ３９４）；居住时长

对在 ５％水平上显著，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 （Ｂ ＝
０ ２５）；对城市老旧居住区现状景观满意程度和年

龄在 ５％水平上显著，且对支付意愿均有负相关影

响（Ｂ＝ －０ ２６９，Ｂ＝ －０ ２４２）。

表 ５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

变量 Ｂ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自由度 显著性

性别（１） －０ ３４７ ０ ２８６ １ ４７１ １ ０ ２２５
年龄 －０ ２４２ ０ １０９ ４ ９２３ １ ０ ０２７

受教育情况 ０ ２２５ ０ １３２ ２ ８８４ １ ０ ０８９
职业 ７ ２５６ ６ ０ ２９８

职业（１） －０ ０４４ ０ ５３６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９３５
职业（２） －０ １８２ ０ ５０２ ０ １３１ １ ０ ７１７
职业（３） －０ １５９ ０ ５５４ ０ ０８２ １ ０ ７７５
职业（４） ０ ７０３ ０ ５７ １ ５２２ １ ０ ２１７
职业（５） －０ ５４３ ０ ５４９ ０ ９７７ １ ０ ３２３
职业（６） ０ ６６７ ０ ６３８ １ ０９２ １ ０ ２９６

月收入水平 ０ １３５ ０ ０８９ ２ ３０９ １ ０ １２９
居住时长 ０ ２５ ０ １０３ ５ ９３７ １ ０ ０１５
活动时长 ０ ３９４ ０ １３３ ８ ７２８ １ ０ ００３

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了解度 ０ ４５７ ０ １２９ １２ ６３４ １ ０ ０００
老旧居住区现状景观满意度 －０ ２６９ ０ １１９ ５ ０９８ １ ０ ０２４

常量 －１ ７２２ １ ０５７ ２ ６５６ １ ０ １０３

２ ５ ２　 支付意愿金额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 ６）显示，９ 个影响因素

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１０，说明该模型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 由表 ６ 可知，受访者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

观改造的了解程度、现状景观满意程度、年龄、受教

育水平和月收入水平等 ５ 个因素对居民的支付意愿

金额均产生显著性影响（Ｐ＜０ ０５），而居住时长、性
别、职业和活动时长等 ４ 个因素对支付意愿金额无

显著性影响。 由拟合系数的正负性可知，现状景观

满意程度对支付意愿金额负向影响（Ｂ ＝ －０ ２５１），
表明对现状景观越不满意的群体支付金额将越高。
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度与支付意愿

金额呈负相关（Ｂ ＝ －０ ２５）。 年龄的系数为负（Ｂ ＝
－０ ３４６），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支付水平逐渐下

降。 受教育水平与支付金额呈正相关（Ｂ ＝ ０ ３０２），
文化水平越高的受访者对城市老旧居住区的景观

改造所支付的金额越高，受访者文化水平越高对景

观改造的意识更加强烈，美化环境的责任也越高。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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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水平对支付金额有正向影响（Ｂ ＝ ０ ３８１），收
入越高的受访者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贡献

的金额也越大。 由于每个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量

纲会出现一定的差异，Ｂ 值不能准确反映各个自变

量的影响程度，因此需要利用标准化后的标准化系

数 Ｂｅｔａ 进行分析，Ｂｅｔａ 的值越大，表示相对性的自

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程度越大。 月收入水平

的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值为 ０ ３７３，比其他自变量的数

值都大，表示在 ９ 个影响因素中月收入水平对支付

意愿金额的影响程度最大。

表 ６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Ｂ）
标准化系数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常量） ５ ２３７ ０ ８８９ ５ ８８９ ０

了解度 －０ ２５０ 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１ －２ ６５５ ０ ００９

满意度 －０ ２５１ ０ １０３ －０ １４８ －２ ４４８ ０ ０１５

教育情况 ０ ３０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７６ ２ ４５５ ０ ０１５

居住时长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７ －０ ７５８ ０ ４５０

性别 ０ ０５５ ０ ２３８ ０ ０１４ ０ ２３３ ０ ８１６

年龄 －０ ３４６ ０ ０９５ －０ ２４７ －３ ６６１ ０ ０００

职业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３４３ ０ ７３２

月收入水平 ０ ３８１ ０ ０６９ ０ ３７３ ５ ５２１ ０ ０００

活动时长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２２５ ０ ８２３

３　 结论与讨论

３ １　 结论

本文运用 ＣＶＭ 法调查了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

改造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进

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１）５９ １２％的受访者具有支付意愿，支付金额

为 ７１ ２５ 元 ／人。 ４０ ２２％ 的受访者无支付意愿，
２５ ３２％的受访者以经济条件有限，１８ ９９％的受访

者认为应由政府承担，作为拒绝支付的主要原因，
其中抗议性零支付的受访者有 ６９ 人，占总人数

的 ２３ ３９％。
（２）随着支付金额的升高，支付意愿先增加后

减少，整体呈倒“Ｕ”状分布，且支付金额为 １００ 元的

受访人数最多。
（３）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满意度和年龄

均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有显著负向影响。 受访

者对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了解度（Ｐ＜０ ０１）与支

付意愿有正向影响， Ｗａｌｄ 值最大，说明是影响程度

最大的因素，而与支付金额呈负向影响。 居住时长

（Ｐ＜０ ０５）与每天在公共区域活动时长（Ｐ＜０ ０１）对
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 受教育水平（Ｐ＜０ ０５）和月

收入（Ｐ＜０ ０１）对支付金额有正向影响。 与其他居

住区绿地的相关研究结果对比发现，Ｔｒｅｉｍａｎ 等调查

发现人们拥有的钱越多，能够为环境产品支付的费

用就越多，个人收入能够显著影响支付金额［１３］，这
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虽然经济因素对居民

支付行为有影响，但是居住时长、对景观改造的认

知水平、满意度等非经济水平都对居民的支付行为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雷硕等发现居住时长是

影响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１４］，相关研究的受访者认

为城市居住区绿地越重要，环境保护意识越高，其
支付意愿越高［１５］。
３ ２　 讨论

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进行改造，要尽量做到

低成本高效益。 筹集资金是整个工程能否顺利实

施的关键［１６］，想要通过居民筹集到项目资金，应该

从各个影响因素以及拒绝支付的原因入手，进而提

高居民的支付意愿，共同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研究

发现对景观改造的认知程度是促使居民是否有支

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需要加强环境教育，
提升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认知水平和关注度。 与此

同时，为了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需要

加大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后的效果宣传，改
善城市老旧小区景观改造的资金来源的单一现状，
通过居委会公示栏对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

成功案例进行对比宣传。 建立完善的小区管理机

制、加强居民主体性地位、鼓励和引导居民成立多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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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组织机构等可以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从而

推进城市老旧居住区景观改造的进度。
本研究虽然对城市老旧居住区的景观改造支

付意愿进行了量化，对影响因素也进行了深层次的

分析，但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１）调查采用

的是支付卡式和开放式的引导技术，对支付意愿和

支付金额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该

通过不同的问卷引导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不同

调查方式下支付意愿是否有差别。 （２）条件价值法

是基于假想市场的研究方法，进而获取受访者的支

付意愿。 在前期构建假象市场时仅使用了 ３ 组实验

场景，实验设计不够缜密，观察案例数太少，对研究

结果的真实情况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 在后续研

究中需要观察更多不同的场景，设计更加合理的实

验组，从而引导居民做出更加真实的支付意愿。
（３）研究中可以增加研究对象，扩大研究范围，使研

究结果具有可推广性。 不同档次的居住区，居住人

群的收入可能会存在差别，不同收入的居民对居住

区景观改造的要求和支付金额可能存在差别，对于

绿地景观的认知背景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后续

还可以对比不同尺度、不同建成年份、不同类型居

住区景观改造的支付意愿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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