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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动力系统意义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
＊
 

申振东 1，朱文龙 21 

( 1、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2、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54) 

摘要：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 本文根据国内外关于城市管理动力的相关研究成果, 结合国内较早提出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贵阳市的成功经验, 提出了研究假设, 并设计了指标体系生成了调查问卷。利用 Lisrel8.7 软件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 并建立结构化方程模型, 在对数据分析后进行了假设检验。最后说明了相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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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城市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 城市管理从城市产生时就随之产生了, 城市管理的体系, 城市管理的模式, 城市管理的方

法, 城市管理的内容在实践中已经相对成熟, 在理论上已经相对完善
[1]
。但是, 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城市形态, 需要与

之相适应的城市管理模式来适应, 而我国一些城市是在 2007年以后才陆续明确确定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目标的, 即便将研究视域

扩大到生态城市, 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探讨与这些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管理, 显然尚处初始之中。 

在庞大的城市管理系统里, 城市管理动力系统是城市管理得以突破的内因, 但往往被忽略。动力是物体和事物产生变动和

发展的推动力, 城市管理动力是推动城市完成管理目标的强大力量, 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相互协调的结果
[2]
。 

关于生态文明城市管理中有关动力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学界很少涉及, 目前主要达成了以下共识:1.人是城市管理的核心, 

以人为本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原则；2.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求对城市管理具有推动作用
[1,2,3,4,5,6,7,8,9,10,11,12,13]

。 

由于城市管理动力系统是一个受经济、需求、文化、技术、政策等多因素影响的非线性、非对称、复杂的问题
[3]
, 对于此类

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完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能够将现实问题归结为相应的数学问题, 然后在此基

础上利用数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从而从定量的角度来刻画实际问题, 并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精确的

数据或可靠的指导, 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4]
。数学模型就成为从定量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鉴于城市管理动力系统的非线性、复杂特性, 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 来处理众多的数据、属性各异的情况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对于研究方法, 国内外研究中使用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相关性分析法、核主成分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结

构分析法等。在这些方法中, 相关性分析法和神经网络分析法原理简单, 但分析结果易受人为影响；核主成分分析法能够析解

出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但理论和计算都较为复杂；结构分析法可用以分析一些涉及潜变量的复杂关系, 可以同时处理多个

                                                        
1
作者简介： 朱文龙 (1985-) , 男, 山东淄博人,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1-28 



 

 2 

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可以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估计整个模型的拟

合程度, 从而在多方面表现出了较好的综合性能
[5]
, 故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拟采用结构分析法来研究生态文明城市

管理动力系统。 

目前, 国内外有关此课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 从定量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动力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作者从定量的角度出发, 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假设, 设计出城市管理动力的指标体系, 并以全国首个生态文

明城市——贵阳市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证分析,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来研究每个因素对于其的作用程度。 

二、研究假设 

人是城市管理的主体和核心, 是城市管理动力的基础；经济发展是城市管理的源动力；社会需求也能够产生和形成城市管

理的动力。基于此, 本文将城市管理动力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需求, 在此基础上以生态文明城市—

—贵阳市为例, 分别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1.人的发展与城市管理动力 

人是从事管理活动的主体和细胞, 是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核心, 也是最终受益者
[6]
。人的本质是在人自身的活动中不断

生成的, 不但具有发展的特质, 而且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城市管理, 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作用。个人聪明才智的

发挥、积极性的调动、创造力的激发等等都会产生城市管理的动力, 都会推动城市管理的发展, 个人的综合素质越高, 对城市

的影响就越大, 就越能够推动城市管理的发展。由此分析得出, 人动力是城市管理动力的重要动力, 人的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

具有正向作用。因此, 提出本文的假设 1: 

H1:人的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经济发展与城市管理动力 

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普遍重视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

因。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就越能够推动城市管理的发展；反之, 城市管理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也能够带来经济的腾飞。经济发展

是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是城市管理的源动力
[7]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大, 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

素质的提高, 是提升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指标, 也是城市管理的目标和动力之一。由此分析得出, 经济发展是城市管理

的重要动力之一, 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带来城市管理的提升, 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2: 

H2:经济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需求与城市管理动力 

当前, 在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下, 社会需求的发展趋势和内容构成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8]
。城市管理

的核心是根据城市社会需求, 集约城市及其周边腹地各种资源, 以提高城市综合效益为中心来进行的。社会需求通过经济变化

也间接地推动着城市管理的发展, 社会需求越大, 对经济的刺激也就越强, 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就越高。由此分析得出, 对于

一个城市而言, 社会需求的上升能够推动城市管理的发展, 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3: 

H3:社会需求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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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如下: 

 

三、研究设计 

1.调查问卷与测量 

本文问卷主要是根据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以来近两年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的。该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问卷的说明及问卷的作答说明, 这部分主要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基本情况。第一部分是调研对象的个人资料, 包

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贵阳市居住的时间, 对贵阳市的了解程度等。这部分主要是采取填空和选择的方式, 由被调查

者作答。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 这部分给出了贵阳市管理动力的相关因素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关量表 (采用 5 刻度

法) 。 

为确保量表的效度及信度, 尽可能地借鉴国内外公开发表文献使用过的量表, 在调查问卷设计完毕后进行正式调查之前, 

为保证调查问卷满足完整性、可行性、客观性, 作者专门邀请了城市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对问卷进行预测试, 然后根据他们

的意见和自己的见解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本文主要测量的四个变量: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管理动力。人的发展的测量量表主要依据 Bretz、Edwards 以

及秦志华等人的研究, 将人的发展总结为 5 个方面:品德修养、知识水平、业务能力、身心状况和工作业绩
[9,10]

, 用 5 个问题来

测量；经济发展的测量量表是根据《2008贵阳统计年鉴》
[11]
来进行设计的, 将其概括为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部分, 用 11

个问题来测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社会需求的测量量表参考了 Maslow、Bradshaw等人的研究, 将社会需求设计为 4个方面:

感受需求、表达需求、相对需求和规范需求
[12]
, 用 4 个问题来进行测量；管理动力的测量量表主要基于叶泽川、肖炬元等人的

研究, 将管理动力概括为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心理动力以及信息动力 4个方面
[13]
, 用 4个问题来测量。 

2.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采用不等比例分层抽样的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 抽样的样本来自于贵阳市: (1) 某高校的 MBA 学员及老师； (2) 

某企业中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员； (3) 某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 回收 3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 258

份, 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86%。从调查者的情况来看, 行政人员有 29人, 企业管理人员有 28人, MBA 学生有 171人, 高校教师

有 30人；从居住时间来看, 1-2年的有 13人, 3-5年的有 12人, 6-10年的有 87人, 10年以上的有 146人；从教育程度来看, 

专科及以下的有 9人, 本科 37人, 硕士及硕士以上的有 2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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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处理 

1.信度检验本文在进行信度分析时, 利用了克朗巴哈α系数 (简称α系数) 和 CITC 值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来分析处理。根据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观点, α系数是越大越好, 并且应该在 0.7以上才可被认为是可靠的, 对于

CITC 值, 一般要求大于 0.5, 对于小于等于 0.5的 CITC值应当删除
[14]
。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指标 维度 指标代码 CITC 删除本项后的α值 α值 

人的发展 - 

hd1 .787 .892 

.913 

hd2 .667 .915 

hd3 .841 .881 

hd4 .839 .881 

hd5 .766 .897 

经济发展 

第一二产业 
ed1 .843 .872 

.907 
ed2 .843 .872 

第三产业 

ed3 .801 .925 

.935 

ed4 .845 .922 

ed5 .857 .921 

ed6 .571 .937 

ed7 .789 .926 

ed8 .743 .929 

ed9 .740 .929 

ed10 .621 .935 

ed11 .851 .922 

社会需求 - 

sn1 .872 .764 

.867 
sn2 .745 .821 

sn3 .549 .893 

sn4 .725 .828 

管理动力 - 

md1 .759 .876 

899 
md2 .808 .858 

md3 .813 .856 

md4 .733 .886 

从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因子下的每一个指标的 CITC 都超过了 0.5, 各个维度下的α值也都大于 0.7, 因此量表

的可靠性较高, 每一个指标都满足可靠性的要求, 总体来说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 

2.效度检验 

对效度的检验要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检验。本文的调查问卷中有关各个指标的问题设计都是以国内外专家

学者的研究问卷与相关文献为理论基础, 并考虑了贵阳市的实际情况, 再经过专家学者的预测试而设计的, 因此保证了问卷具

有足够的内容效度。 

对于结构效度, 由于人的发展、社会需求和管理动力三个因子均是一维的, 因此我们只需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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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子的结构效度即可。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GFI (拟合优度指标) 、AGFI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 、CFI (较拟合指数) 、

IFI (增值适配指标) 、TLI (不规范拟合指数) 均大于 0.9, 满足条件；χ2/df (卡方统计量与自由度的比值) 为 2.30, 小于

3, 也满足条件；RMSEA (近似误差指数) 为 0.071, 小于 0.08, 满足条件
[15]
。所以上述评判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 模型的拟合

程度是较好的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模型 X
2
 

X
2
/df GFI AGFI CFI IFI TLI RMSEA 

评判标准 64.51 2.30 0.96 0.90 0.99 0.99 0.98 0.071 

五、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 LISREL8.7 统计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到, CFI、IFI、TLI均大于 0.9, 满足

条件；χ2/df=2.93, 小于 3, 也满足条件；RMSEA=0.077, 小于 0.08, 满足条件；GFI=0.89、AGFI=0.75 略低于要求值, 考虑到

本次样本数量较小, 所以上述评判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 模型的拟合程度是较好的。 

 

图 2 管理动力及其组成因素的关系模型 

表 3 关系模型拟合结果 

指标 

模型 X
2
 

X
2
/df GFI AGFI CFI IFI TLI RMSEA 

评判标准 395.81 2.93 0.89 0.75 0.97 0.97 0.93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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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模型中的假设 H1、H2、H3 均得到了检验。结合贵阳市实际研究发现:人的发

展与城市管理动力两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12, T值为 2.27, 表示人的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H1得到

验证；经济发展与城市管理动力两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42, T 值为 5.02, 表示经济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 H2得到验证；社会需求与城市管理动力两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19, T值为 2.96, 表示社会需求对城市管理动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得到验证。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通过建模分析均得到了支持。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 

假设 

变量间 

关系 

标准化  

路径系数 
T值 结果 

H1 HD^MD 0.12 2.27 支持 

H2 ED^MD 0.42 5.02 支持 

H3 SN^MD 0.19 2.96 支持 

六、结果讨论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都会促进城市管理动力的提高, 这与理论假设是一致的, 

同时也与以往传统的研究结果一致 

。下面对结果进行简单说明: 

H1:人的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这个城市中的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城市中处于管理

地位的人的发展情况, 会关乎这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步伐, 本文研究的对象贵阳市是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年轻的新兴

城市, 贵阳市管理人员的品德修养、知识水平、业务能力、身心状况和工作业绩决定着贵阳市的未来, 他们自身的良好发展是

贵阳市能够进入我国一流城市的重要保障, 而贵阳市民整体的发展状况, 也代表了贵阳市的部分形象, 一定程度上彰显贵阳市

的魅力。人的发展是贵阳市管理的一个重要动力。 

H2:经济发展对城市管理动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说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归结为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和区位以及环境等因素制约, 使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7 年贵阳市较早提出了建设生态

文明城市的理念, 旨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贵阳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贵阳市的经济发展, 其标

准化路径系数平均达到了 0.77, 影响非常显著。从这个层面来说, 经济的发展, 对贵阳市来说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贵阳市

管理的动力之一。 

H3:社会需求对城市管理动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存在着需求, 正是因为需求的存在, 才

要来进行城市管理从而采取行动来满足这种需求。步入小康社会后, 社会的需求也早已不是物质、精神以及文化方面的需求, 而

是一种感受需求、表达需求, 这种无形的需求是贵阳市民生活的反映和写照。城市的全面发展, 就要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和质

量, 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需求作为“现状”与“期望”之间的差距, 反映出有机体在某种压力状态下, 基于行动诱导而追求

平衡恢复的共有动力。正是这种动力, 成为推动城市管理的核心力量, 所以说社会需求也是城市管理的动力之一。 

七、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态文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方兴未艾, 对先行试点城市的研究和分析, 对其它将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城市来讲,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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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而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动力系统的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才刚刚起步, 社会需要大量的实证研

究和理论研究成果, 从这个方面来说本文研究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2) 城市管理动力的表现虽然是内在的, 但却是具有实实在在影响力的因素, 它能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也能决定

城市发展的快慢和城市发展的大小, 是如影随行的东西。运用城市管理学理论, 分析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 是城市管理上升到

较高层次的表现；运用结构化方程模型进行的动力系统分析, 对于检验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水平、调整城市管理政策、规划城市

管理方案,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动力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是城市管理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即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

式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城市由于其是先

进生产力作用集中的地方, 也就具有了代表生态文明发展和变化的方向, 具有示范和领航的作用, 对于生态文明城市的理论探

索也是和高科技、新技术的紧密相连, 由此生态文明理论也就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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