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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8_BE_85_E5_c61_623811.htm 风景资源评价 3.2.1风

景资源可以视为一种潜在风景，当它在一定的赏景条件中，

给人以景感享受才成为现实风景。景源评价就是寻觅、探察

、领悟、赏析、判别、筛选、研讨各类景源的潜力，并给予

有效、可靠、简便、恰当的评估。因而，景源评价实质上从

景源调查阶段即已开始，边调查边筛选边补充，景源评分与

分级则进入正式文字图表汇总处理阶段，评价结论则是最后

概括提炼阶段。景源评价既可以划分出四个阶段，需按步骤

逐渐深入，同时又有朴互衔接、甚至相互穿插。 3.2.2本条对

景源评价作了三项原则性规定： 首先，评价者是景源评价的

主体，评价主体既有明显的认识、理解、感受的个性差异，

也有相似的社会、功能、需求的共性规律。为从共性规律中

探求标准，从个性差异中提取特点，均衡而适当地反映相关

人群的风景意识，所以要求评价者必须在兼顾现场休察感受

和社会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评价，把主客观评价结合起来

，防止并克服在现场踏查与资料分析之间的片面性理论及其

评价效果。 其二，当代对景源评价影响比较明显的有两种文

化观念及其思维方法。一是经验性概括，它具有整体思维的

观念，适合于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带有模糊性的特征，它有

利于总体把握景源评价特征，却也容易流于深奥莫测，难以

传达和普及推广；二是定量性概括，具有微观分析的精神，

它脱胎于自然学科，带有明确性的特征，它有利于评价认识

的深化及其普及，却也易含机械性的偏颇。显然，在景源评



价中引入和渗透定量性概括是必要的，但也不可忽视风景本

质及其整体性特征而生硬搬用，防止对风景规律的误解与扭

曲。防止因量化分析和加权不当而产生片面性。其实，两种

概括都是思维运动中的一个级别，经常是互补互促螺旋推进

的。因此，规定景源评价方法应采取定性概括与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办法。虽然定量分析目前尚有许多难点，但不少技术

成果已说明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具体操作中，要

重在把握景源的特色。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其三，

景源的种类十分丰富，其组合特点、数量和规模也异常复杂

，在景源评价中，为了实事求是的反映景源的价值、特征和

级别，就要针对该风景区的评价对象和具体状况，探讨并选

择适当的评价单元和相应的评价指标，有时，还需经过试评

和调整，才能最后确定。对于独特景源，因需要从全球角度

比较，所以宜作单独评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