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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GIS 的历史性城市景观价值评估量化研究 

——以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例1
 

雷泽鑫 罗俊杰 曹磊*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摘要：历史性城市景观（HUL）理念是针对城市中的文化景观在时间序列上的“持续性”

变化特征和“层积性”呈现方式而提出的保护理念。它更是传统城市面对现代发展情势下，

历史文化景观保护的新思路。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例，通过爬取并整理太原市域范围

内历史遗存数字信息，运用 AHP-GIS 相结合的方法，可视化地识别太原历史文化景观空间，

定量化地评估历史文化景观价值。最后，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得出太原城区的历史景观特性分

区和“双核心”斑块的历史文化廊道空间。该评估结果能够为太原进一步的文化响应和规划

发展提供直观的科学依据。此外，研究结果证明，AHP-GIS 方法对于 HUL 理念下城市历史

景观评价具有实操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性城市景观（HUL），景观空间特征，景观价值评估，层次分析法（AHP），

地理信息系统（GIS），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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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过程中，提出了对于太原城市建设的肯定

与勉励：“太原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三面环山，一水中分’的美誉，如今锦绣太原的美

景正在变为现实”[1]。太原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1]势必要纳入其独具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保护概念。以文化

响应来强化系统战略构架、催化发展的同时，城市的历史文化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激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1 年提出的《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进一步提高对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提倡以“历史性城市景观”（HUL,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理念，

“层积性”（layering）地看待城市现存的文化遗产，展示城市历史遗产的“历时性”与“共

时性”。换言之，城市文化景观是持续性的动态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景观叠加沉

淀，才是城市文化景观的内涵与价值。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与文物不同，文物体现的是

本体的价值，而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的容器，则是一种过程的价值”
[3]。 

城市文化景观的层积保护需要基于对城市历史景观科学量化的认知与评估。现有研究成

果很好地代表了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历史景观定量研究的探索：通过问卷调查和市场定价参照

的方式，对文物、历史建筑等遗产单体提出定性定量定价的估值[4]；运用德尔菲法或借鉴生

态因子评价方法构建城市特定类型文化遗产如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体系[5,6]；以城市片区为

研究范围，对城市文化景观进行图表整理赋值，实现对特定城市空间及其文化存量和文化增

量的量化研究[7]，以及城市历史街区的定量价值评价体系构建[8]和城市历史廊道的遗产资源

价值评价[9]。但是，随着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和学科专业技术的日益进步，一方面，HUL

引领了城市文化景观的价值转向，应当从时空的综合角度看待整个城市单元文化景观的价值

与保护，通过对其历时性分析，把握其共识性特征，从而实现遗产的全方位的整体性保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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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代风景园林的发展趋势强调设计与建造过程的科学化，突出环境空间、场所、

功能、文化及技术支撑的一体化整合设计,彻底突破设计要素、层面与方法彼此游离或简单

叠加的设计模式[11]。因此，需要在 HUL 的视角下，通过“定量化”的科学研究方法将城市历

史景观的评价结论“可视化”地回归到城市格局图示语境中，才能提出有逻辑依据的城市历史

景观保护策略。 

本文选取具有典型“历史层积性”遗产特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研究对象，提

出定量化构建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可视化识别筛选城市历史文化景观价值

空间两个研究问题。将地理信息系统（GIS）与层次分析法（AHP）结合使用，梳理典型城

市的文化景观在时空序列上的“有机秩序”；以期城市的历史文化复兴与相关规划建设提供科

学直观的依据。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 

山西省会太原牵系南北，位置独特。从春秋战国以来，太原因其走廊地带的区位地势成

为“南耕北猎”的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接点[12]。在历史变迁中，各种政权在山西犬牙交错、

频繁兴替，最终形成了晋阳（太原）北方地区军事、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太原两

千多年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驱动力来自于不同文化圈层与生产生活模式在这一地区的摇摆

交替。太原悠久的城市历史恰恰能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和沉积的过程[13]。

这种“文化层叠”历史特征为太原留下丰富多样、能够体现历史沿革和地域性格的文化遗存。

太原的历史文化遗产形象有力地体现了“以人类本身的迁徙流动和文明圈层的重叠来显示过

渡性质的地域文化的完整性和特殊性”[14]。基于此角度，太原可作为具有典型性历史性城

市景观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太原市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主要研究范围，以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文物

保护单位数据为基础，利用 python 爬取高德地图文化遗产 POI 信息形成完善的基础数据库；

通过实地勘察与卫星遥感影像人工判读的方法对存疑的 POI 经纬度数据进行修正校对；最

后获得研究范围内的有效历史遗存 POI 信息点共 357 个：其中包括国家级文保单位 38 个、

省级文保单位 18 个、市级文保单位 151 个、县级文保单位 150 个。 

1.2 研究方法概述 

相较国外对于 AHP-GIS 方法研究探索起步较早、成果较多，国内对此方法的应用主要

集中在对于生态环境、交通规划、防灾救援、视觉审美等方面的空间评价，鲜有涉及文化景

观保护方向。作为一套多指标集成的系统算法，AHP 有助于捕捉决策的定性和定量要素，

并提供一种强大而简单的加权选择标准的方法，从而减少决策中的偏差[15]。GIS 支持的概化

空间能够更好地理解场地的特定特征[16]。GIS 和 AHP 的结合使用，使得多准则程序可以在

GIS 环境中实现，尤其是在 AHP 支持下的图层加权线性组合（WLC），被认为是最直接和

最常用的工具[17]：一方面可以利用信息将景观数据转换为连续的空间梯度[18]，另一方面，

实施有效的程序能够有效分析专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表达的偏好和评估[19]。 

太原从 1954 年到 2020 年共经历了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从“工业围城”的北方重工业基

地，到如今转型“锦绣太原城”的绿色人文定位。在这一过程中，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经历了人为毁损、自然衰败、保护性破坏后呈现出“神不散形散”的破碎化现象[21]。面对这些

问题，通过 AHP-GIS 方法能够有效地将城市历史景观的价值落到城市空间格局中进行识别

和评估，从而实现 HUL 理念下的历史景观“历时性”可视性识别和“共时性”定量化评价。因

此，AHP-GIS 结合应用是具有实操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1.3 研究平台搭建 

1.3.1 评价要素选取 

识别和筛选价值评价要素是构建评价体系的第一步。参照前文中提到的关于城市历史遗

存价值评价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征询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等方面专家意见，结合文化遗

产保护原则，确定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目标下的中间准则层与对应因子层。因子筛选必须

保证每个赋值的可定量和易操作，且具有明确历史文化价值指征。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的准则层分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本体价值和城市结合度

三部分（图 1）。 

 

图 1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 

Fig.1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value 

1.3.2 指标判断矩阵 

由于各项评价准则在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衡量过程中所占比重不同，所以应当对历史文化

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并赋值。首先征求专业人士对于各层次的因子重要性普遍衡

量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引用数字 1~9 及其倒数作为因子重要性的评价标度。然后利用合积法

计算出各层次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完成层次单排序以及测算一致性比例 CR

（consistency ratio）（式 1）。如果 CR＜0.10 则认为矩阵一致性可接受（表 1~5）。完成计算

和验算过程即可得出城市历史景观价值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赋值（表 6）。 

 

其中： 

1.一致性指标 CI（consistency index）,  

2.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random consistency index）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表 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取值表[22] 

Tab.1 Value table of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22] 

RI 的值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表 2  B 层对 A 层的判断矩阵计算过程 

Tab.2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judgment matrix from layer B to layer A 

A B1 B2 B3 Wi 

B1 1 0.3333 0.5 0.1638 

B2 3 1 2 0.5390 

B3 2 0.5 1 0.2973 

最大特征值 λmax=3.0092 

一致性比例 CR=0.0089 

CR＜0.1，说明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不存在逻辑错误，具有一致性 

 

表 3  C 层对 B1 层的判断矩阵计算过程 

Tab.3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judgment matrix from layer C to layer B1 

B1 C1 C2 C3 C4 C5 Wi 

C1 1 0.2 0.1111 0.5 0.2 0.0424 

C2 5 1 0.3333 3 0.5 0.1776 

C3 9 3 1 5 3 0.4740 

C4 2 0.3333 0.2 1 0.3333 0.0779 

C5 5 2 0.3333 3 1 0.2281 

最大特征值 λmax= 5.1112 

一致性比例 CR= 0.0248 

CR＜0.1，说明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不存在逻辑错误，具有一致性 

 

表 4  C 层对 B2 层的判断矩阵计算过程 

Tab.4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judgment matrix from layer C to layer B2 

B2 C6 C7 C8 C9 C10 Wi 

C6 1 2 3 0.1111 0.1429 0.0881 

C7 0.5 1 2 0.1111 0.1667 0.0612 

C8 0.3333 0.5 1 0.1429 0.25 0.0503 

C9 9 9 7 1 2 0.5002 

C10 7 6 4 0.5 1 0.3002 

最大特征值 λmax= 5.3569 

一致性比例 CR= 0.0797 

CR＜0.1，说明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不存在逻辑错误，具有一致性 

 

 

 

 



表 5  C 层对 B3 层的判断矩阵计算过程 

Tab.5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judgment matrix from layer C to layer B3 

B3 C11 C12 C13 C14 C15 Wi 

C11 1 2 2 2 7 0.3590 

C12 0.5 1 0.3333 3 3 0.1816 

C13 0.5 3 1 3 5 0.2983 

C14 0.5 0.3333 0.3333 1 2 0.1084 

C15 0.1429 0.3333 0.2 0.5 1 0.0528 

最大特征值 λmax= 5.2578 

一致性比例 CR= 0.0575 

CR＜0.1，说明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不存在逻辑错误，具有一致性 

 

1.3.3 空间分析评价 

在 GIS 平台中显示构建 AHP 的分析结果。AHP 分析结果中的各种参数和权重包含在

GIS 的 POI 相关特征表中。利用 GIS 中的密度分析、核密度估计(KDE)等工具可以将城市历

史景观的价值赋值生成连续梯度，实现空间化和可视化的表达和识别。值得说明的是，历史

遗产价值评价一方面关注城市历史景观价值优劣，更重要的是关注城市历史景观的“特征”，

强调城市历史景观在时空上的差异与多样性。最终的评估成果包括：区域历史遗存的 GIS

数据库、城市历史景观特征分析以及以图示语言显示的研究区域的景观特征和区域描述结

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构建 

表 6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及其权重 

Tab.6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value evaluation system and its weight 

目标层 准则层 因子层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

评价体系 

(A1) 

保护现状 

(B1) 
0.1638 

规模(C1) 0.0069 

完整度(C2) 0.0291 

真实性(C3) 0.0776 

边界清晰度(C4) 0.0128 

功能延续性(C5) 0.0374 

本体价值 

(B2) 
0.5390 

工艺艺术价值(C6) 0.0475 

级别 (C7) 0.0330 

入选时间 (C8) 0.0271 

建造年代(C9) 0.2696 

历史意义(C10) 0.1618 

城市结合度 

(B3) 
0.2973 

生态结合度(C11) 0.1067 

视线优势度 (C12) 0.0540 

交通连接度(C13) 0.0887 

民众生活相关度(C14) 0.0322 

游憩关联度  (C15) 0.0157 

 

来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大学设计院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以及遗产保护方向的 37



位相关专业人士在太原理工大学与文物旅游局等当地单位的协助下完成了评价指标重要度

调查。基于调查结果，进行矩阵判断，得出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及其权重评价体系（表

6）。 

由图 2 可知，在评价准则层中遗产点的本体价值（B2）对于城市历史景观价值的影响

占比超过 50％，是决定城市历史景观价值的主要因素。HUL 作为城市景观遗产保护的新方

法，它强调以时间为脉络，从城市发展的过程去认知城市历史遗存，从而构建适地性的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而在历史遗存本体价值中年代时间（C9）和历史价值（C10）成为整个评价

体系中重要度最高的因子，占比分别超过或接近 20％。这说明关注遗产本体的时间和其历

史价值，是城市景观理解和表达的基础，对于城市从时间层面的梳理历史景观的特征与内涵

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遗产点与城市的结合度（B3）以及遗产点保护现状（B1）对城市历史景观资源

价值的影响作用相对较低。在这两项准则层下，最受关注的因子为历史遗存本身的真实性

（C3）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关联，包括生态（C11）和交通（C13）两部分。这体现出相关专

业人士普遍对遗产保护自《威尼斯宪章》对历史建筑单体保护到《华盛顿宪章》扩展到历史

城镇及城区的整体保护、再到《西安宣言》对历史环境内容的丰富，这一过程的理解和认同。 

但就目前调研结果来看，遗产点的规模大小（C1）和完整程度（C2）、已有级别（C7）

以及与生活游憩（C14、15）等的结合对城市历史景观价值的影响较小。这反映出，目前城

市历史景观价值被认为难以和人的行为活动产生联系。但是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活

动才能赋予历史遗存超出本身认知价值之上的历史意义架构，这才是对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解

读的关键。这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确实需要 HUL 这样的理念来让人通过碎片化的城市历史

遗产了解承载于其上的城市脉络发展与延续。因为城市历史景观从开始形成到积淀至今，本

就是人类和自然环境在过去几千年里互动的结果。也正如《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法详述》提

及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针将城市理解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无数人民在其中留下自

己的印迹，时至今日还在继续留下。”
 [23]

  

 

图 2  评价体系各项因子层权重对比分析 

Fig.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ight of each factor level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2.2 太原市历史遗存空间识别与价值评估 

对于已经获取的 357 个遗产点信息，对应已建立的“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体系”进行

15 个因子分项赋值。其中保护现状（B1）、本体价值(B2)中的各项因子赋值来源于已有遗产

信息数据资料，可通过 python 获得并进行数字化的模糊等级转换；城市结合度（B3）各项

因子判别主要基于人工识别和实地调查，其中人工判别方法是基于 GIS 导入城市地图，以

遗产点为圆心在 15min 步行距离（1km）半径内与城市道路、居住区、公园以及周围建筑的

结合关系，并进行数字化赋值。最后将所有遗产点的价值评价信息，集合为 POI 数据表导入

GIS 平台中，进行进一步的空间识别与价值评估。 

2.2.1 历史性景观空间识别 

将城市历史遗存 POI 点以年代时间（C9）进行归类，可直观看到太原市不同时期历史

遗存的分布规律（图 3）。太原坐落于汾河河谷地上，汾河及其支流形成了这座山地平原城

市的骨架，可直观看出太原的历史遗存主要延河网水系分布（图 4），以下分析可以解释图 3

中部遗产点颜色浅而密集，四周遗产点颜色深且沿河网组团式散布。 

 

图 3 不同历史时期遗产点位置示意图 

Fig.3 Location of heritage sit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图 4 遗产点的年代热力图  

Fig.4 Age distribution of heritage sites 

 

（1）汾河上游是新、旧石器时期的历史遗存聚集区。 

（2）河流由西向东进入平原河谷地后，形成几个比较密集的遗存集中区。 

首先，垂直于河谷地北部带状遗存为明清时期的关隘、寨堡。 

其次，在中部盆地的东北方为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太原府城遗存聚集

区，西南方则是以唐朝至明清的晋阳古城历史遗存为主的聚集区。南部开敞的平原地区主要

为清代的民居大院等传统村落遗存的聚集区。此外，西南方的遗产点沿山体线性分布，这与

石窟、山寺道观等宗教遗存因山而建有关。 

通过应用 GIS 的缓冲区、地理集中指数等计量模型可得出太原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景观

空间特征（图 5）。太原市的历史景观空间以晋阳古城和太原府城为两个核心板块，周围沿

着河水流势和地形山势形成了以军事防御、宗教祭祀、晋商经济为主要性格特征的三条主要

历史文化廊道，在西北片区有一片上古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区。 



 

图 5 太原城市历史景观空间特征分析 

Fig.5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aiyuan City 

 

2.2.2 城市历史景观价值评价 

基于太原历史文化空间的识别和 AHP 历史景观价值的分析，将赋值结果作为 POI 的信

息叠加到太原市的 Landsat TM 影像上，可进一步结合太原城市建设现状，更加直观地判断

太原城市历史遗存的本体价值、保护现状和与城市的结合度，从而得出太原城市历史景观的

总体价值。 

由历史文化景观保护现状分析（图 6），太原地区保护程度最好的文化景观集中在杏花

岭和迎泽区，以太原府城和近现代工业遗存为主体。南部的晋阳古城和北部的青龙古镇也是

保护现状相对较好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太原府城和近现代工业遗存距离现代时间较短，所以

保存相对完整；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工厂旧址和历史文化建筑一直被使用，所以能够得到较好

的修缮和维管，例如太原市面粉二厂一直沿用民国面粉厂的场地厂房（2016 年迁出），督军

府一直是作为省委省政府办公作用（2017 年迁出），天主教堂至今仍在为教徒所使用。但是

其他区域由于经济水平较低，人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淡薄，导致整体保护现状不佳。 



 

图 6 太原历史遗存保护现状热力图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protection of Taiyuan historical relics  

由历史文化景观自身价值分析（图 7），太原范围内有价值的历史景观遗存点较多，包

括：汾河上游以童子崖遗址和古交遗址为中心的新、旧石器文明遗址，汾河东行出峡谷进入

平原拐点上的“多福寺—窦大夫祠—净因寺”的佛教文化历史遗存，太原府城和晋阳古城历

史遗存，南部以西山古梗阳城为中心的祭祀、宗教遗存、以徐沟古城为中心的晋商民居遗存，

北部以青龙镇—古狼孟城为中心的关隘堡寨遗存。但是对于保护现状而言，只有中心城区的

太原府城、晋阳古城、青龙古镇的保护评价相对较高。太原市域范围内有价值的历史文化景

观如何能够尽快得到保护，应该成为下一步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 

 

图 7 太原历史遗存本体价值热力图分析 

Fig.7 Analysis of the ontological value of Taiyuan historical relics 

“与城市结合度分析”（图 8）可知只有太原府城历史文化景观片区与城市的结合度较



高。这一结果反映出作为内陆传统城市，由于市民相对内向保守的生活方式，导致太原中心

城区表现出对传统习惯的继承倾向与强烈依赖度。而周围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人口相对

稀少、对于历史文化继承或保护的观念较弱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历史遗存与城市之间的“弱

衔接”。这也说明了只有将历史文化融入生活，才是对这些文化遗产最有效的继承和保护。 

 

图 8 太原历史遗存与城市结合度热力图分析 

Fig.8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relics and city of Taiyuan 

最后将三个分项结果按权重值叠加后可以看出太原城市历史景观的总体价值，如图 9

可知：历史景观价值区域自东北至西南呈带状分布，其分布规律与地貌形态基本吻合。在“三

山一原”的廊道空间中叠合贯穿了历史上商旅、宗教、防御等多条文化脉络，最后形成了以

太原府城与晋阳古城为中心的两个文化遗存价值高地。 

  

图 9 太原城市历史景观总体价值热力图分析 

Fig.9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value of Taiyuan 

 



3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首先归纳梳理了太原历史文化遗存信息，建立了数字化数据库。通过 AHP-GIS

结合的方法对太原城市历史遗存进行了可视化空间识别和定量化价值评估，最终得出以下结

论： 

（1）太原城市历史景观呈现出多元景观特征，与不同历史时期和地貌形态差异密切相

关：在太原市域范围内，西北部以石器时代遗存与古村落景观为主，东北部以明清军事防御

历史景观为主，西部以唐宋元时期宗教祭祀景观为主，中部以清-近代太原府城景观为主，

南部以明清晋商大院与传统村落景观。 

（2）依托汾河和东西山地，太原形成以主军事防御、宗教祭祀、晋商文化为文脉，山

水-文化一体的带状历史景观廊道，其中太原府城和晋阳古城是廊道中的核心斑块。太原府

城的保护现状和城市结合度明显优于其他区域。 

由于数据信息量大，且部分信息未公开，未核定的文保单位和部分县级文保单位信息并

未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此类文保单位保护现状较差且保护级别较低，对整个研究结果影响较

小，且本研究结论能够与太原市发展特点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一致。综上，部分信息缺失的影

响可忽略。 

将 HUL 理念作为研究切入点，寻得以太原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格局的

特征与规律，以期为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文化响应。面对太原富有特色的地形地貌特征，

将城市中多元多层多态的文化景观，纳入到东北-西南的线性廊道中。一方面，这条线性保

护路径，是历史文化遗存的时间、功能、类型在空间上的叠加，且能够突出城市历史文化与

绿色生态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补充并完善“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概念。太原乃至整

个山西的发展需要顺应时代趋势。这条通道是历史上兼具多重功能的出并古道，也是太原“三

山挟水”地貌格局下的生态廊道，更是太原融合时代发展的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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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c City Landscape Value Assessment Based on 

AHP-GIS: Taking Taiyuan, a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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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UL) concept is a protection concept proposed for the 

"continuous"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layere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cities in 

time series. It is a new way for traditional cities to face moder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aiyuan as an example, by crawling and sorting the historical relics in Taiyuan, and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AHP-GIS, to visually identif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space of 

Taiyuan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Taiyuan urban area are divided in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rridor spaces with "dual core" patch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an provide an intuitiv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cultural response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Taiyua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e that the AHP-GIS 

method is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for the evalua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under the concept 

of HUL. 

Keywords: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UL); landscap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landscape value 

assessmen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Taiy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