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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因

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选

取 31、14 和 16 个国家卫生城市，选择 2 465 名年龄≥18 岁且在所调查社区生活≥1 年居民，利用国家卫

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调查问卷，收集其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评价的基

本情况。使用 MLwinN 2.30 软件，利用多元多水平模型分析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分为（231.15±32.45）分，将获得感 3 个维度的得分做百分制标准化

处理后，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85.02、59.08 和 61.42 分。多元多水平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认可度得

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24~2.54，均 P<0.05）；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感知度得分之间存

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76~8.86，均 P<0.0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文化程度、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满意度得分之间存

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34~6.26，均 P<0.05）。 结论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

高，说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本身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 但是未来应加强政策实施方面的细节管理，

关注政策覆盖人群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高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所带来的居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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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recognition, 
perceptibility and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s Sanitary City Initiativ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December 2020 to February 2021. The data about the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 from 2 465 residents who were 
aged ≥18 years and had lived in local communities for at least one year in 31, 14 and 16 citi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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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anitary city titl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China's Sanitary City Initiative were analyzed by using multivariate multilevel 
model.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China's Sanitary City Initiative 
was 231.15±32.45. After converting the scores according to the 100-score standardize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score, perception score and the satisfaction score were 85.02, 
59.08 and 61.42,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showed that education level, 
gender, marital status, age, preval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atu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residents' recognition (β: 1.24-2.54, all P<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inhalable fine particles , the green coverage of built-up area, the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and the type 
of residential community, preval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atu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β: 1.76-8.86, all P<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inhalable fine particles , the green coverage of built-up area, the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and the type 
of residential community, education level, preval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atu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β: 1.34-6.26, all P<0.05).
Conclusions　 The total score of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China's Sanitary City Initiative 
was relatively high, indicating that the policy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e detailed managemen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and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actual needs of the resid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China's 
Sanitary City Initiative.

【Key words】 Multivariate multilevel model;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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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居民需求的满

足状况，强调的是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

以及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

和情绪体验［1-2］。获得感在不同的情况或社会环境

下 ，其 内 涵 不 同 ，如“ 民 生 获 得 感 ”［3］ “ 就 医 获 得

感”［4］ “公共服务获得感”［5］等。公共政策居民获得

感是居民对公共政策实施的感知程度和情绪体验，

包括居民对政策措施的认可度、建成环境的感知度

和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3 个维度的测量［6］。目前国内

对于获得感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对政策

的解决和建议。如何确定居民获得感评估的维度

和指标体系，从居民获得感的角度科学测量政策实

施的效果，是目前国内对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研究重

点［7］。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是中国实施的一项重

要的公共政策，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并

评选，其创建的重点是使城市区域环境健康水平提

高。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评价，目前比较成

熟的模式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对政策效果客观

结局指标的测量，如病媒生物和传染病防治效果、

居民健康水平、城市卫生环境状况等方面［8-10］。从

居民实际感知层面，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

价的研究，目前还有空缺。因此，本研究利用前期

开发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调查问卷［6］，对国

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基本情况进行测量，同时

利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对其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国家卫生城市社区常住居民，国

家卫生城市限定为截至 2019 年由全国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命名的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级别为地级

市［11］。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在该地区居住时间≥
1 年；②年龄≥18 岁；③非在校大学生。

2. 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估计：

（1）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层，根据各地

区国家卫生城市数量，抽样比例按照 30% 随机抽

样，共抽取 61 个国家卫生城市（东部地区 31 个、中

部地区 14 个和西部地区 16 个）。

（2）每个国家卫生城市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

通过公众号、网页和电子邮箱等形式，随机邀请调

查对象自愿填写。调查对象人数采取等容分配方

式，将样本量均等分配到每个国家卫生城市中。样

本量估算公式：

n = ( μα/2 S/δ ) 2 × deff

式中，S 为样本标准差，根据预调查结果标准差的

范围计算为 1.97；δ 为容许误差，以 0.1 计算；置信水

·· 458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3 年 3 月第 44 卷第 3 期　Chin J Epidemiol, March 2023, Vol. 44, No. 3

平：选择 α=0.05，μα/2 =1.96； deff 为设计效应，本研究

取 1.5；另外考虑 10% 的无效问卷比例，估计调查人

数为 2 458 名。

3. 调查内容和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式，

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从个体水平和城市

水平收集相关资料。

个体水平的资料通过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调

查问卷，利用网络调查的形式获得。国家卫生城市

居民获得感调查问卷包括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评

价量表和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两方面。量表

的内容包括获得感评价的 3 个维度，即居民对政策

措施的认可度评分、对政策环境的感知度评分和对

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评分。由于认可度、感知度

和满意度评价包含的条目数不同，为便于直接比

较，将 3 个方面得分换算成 0~100 分之间的标准分，

分数越高，表示得分越高［12］。量表的编制严格按照

量表开发的理论和方法，并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分

半信度以及内容效度、表面效度、结构效度等方面

进行了信度和效度评价，结果显示，量表信效度良

好［9］。居民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家庭年均收入、工作类型、居住社区类型、婚姻

状况、自评健康状况、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城市水平的资料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及各地政府网站或

地方政府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等公开途径整理收

集，内容包括>65 岁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绿地面积、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第一产业从业

人口比重、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第一产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 的

比重、医院床位数、职业（助理）医生数。

4. 质量控制：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预调

查、明确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加强过程质控、严格

数据清洗和逻辑纠错等方式，保证调查数据能真实

反映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情况。

5. 统计学分析：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中的三元

三水平模型［13］，其中“三元”代表居民获得感测量的

3 个维度即 3 个反应变量，3 个反应变量之间存在相

关性。“三水平”代表数据的 3 个层次，其中水平 1 是

虚拟的，用于指示居民获得感的 3 个不同的方面，

个体为水平 2，城市为水平 3。

首先，拟合多元多水平的空模型，验证数据之

间的层次关系，从理论上验证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

拟合此数据的合理性；其次，根据各水平随机系数

的估计值，计算在地区和个体水平上 3 个反应变量

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验证反应变量在不同水平上

的聚集性；最后，纳入解释变量后拟合多元多水平

模型，分析居民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通过

标准化残差正态图验证模型的拟合效果［14］。

应用 MLwinN 2.30 软件进行多元多水平模型

分析［15］。参数估计采用限制性迭代广义最小二乘

法，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采用 Wald χ2 检验［16］。双

侧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收集问卷 2 758 份，问卷合格率

为 89.4%（2 465/2 758）。其中男性占 45.8%（1 128/
2 465），女性占 54.2%（1 337/2 465）；78.8%（1 942/
2 465）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30、31~和≥41 岁分

别 占 39.1%（964/2 465）、40.8%（1 006/2 465）和

20.1%（495/2 465），在 调 查 地 区 居 住 >5 年 的 占

77.6%（1 913/2 465）。

2.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获 得 感 基 本 情 况 ：总 分 为

（231.15±32.45）分，其中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得

分 依 次 为（88.01±9.35）分 、（73.99±16.45）分 和

（69.14±13.24）分。将 3 个方面得分进行标准化转

换后，结果显示，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得分分别

为 85.02、59.08 和 61.42 分。见表 1。

表 1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

变    量
认可度得分

 城市治理

 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基础功能

 城市综合

感知度得分

 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治理

 城市基础功能

 城市环境卫生

 城市社会便利

满意度得分

 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基础功能

 城市环境卫生

 城市治理

居民获得感总分

x±s
88.01±9.35
18.04±2.16
26.67±3.14
26.60±3.05
16.70±2.34
73.99±16.45
24.56±7.64
17.85±3.71
10.41±3.44
14.73±3.45

6.93±1.56
69.14±13.24
23.79±5.42
16.80±3.63
17.74±3.64
10.81±2.23

231.15±32.45

标准化得分

85.02
87.78
86.12
85.84
79.38
59.08
51.74
64.26
61.74
67.08
61.68
61.42
59.97
59.02
63.68
65.08

-
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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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影响因素的多元

多水平模型分析：

（1）模型正态性假设检验：结果显示，以纵坐标

代表结局变量的标准化残差，横坐标代表正态分

数，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的残差正态分数在水

平 2 和水平 3 上均呈现近似于一条直线的趋势，说

明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 3 个反应变量的残差在

两水平上正态分布的假设是成立的。

（2）多元多水平空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随机部

分假设检验显示数据存在层级结构，认可度、感知

度和满意度 3 个维度得分的差异在个体和城市两

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Ρ<0.05），理论上验证了采用

多元多水平模型拟合此数据的合理性。见表 2。

（3）不同反应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

示，在个体和地区水平上，3 个变量相互之间均呈

正相关，个体水平上 3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 r1=0.19，r2=0.25，r3=0.91；地区水平上 3 个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r1=0.46，r2=0.78，r3=0.92，其中

r1、r2 和 r3 分别代表认可度与感知度之间、认可度与

满意度之间、感知度与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4）纳入解释变量后的多元多水平模型分析：

将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的解释变量纳入多元多水

平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

年龄、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状况与居

民认可度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24~
2.54，均 P<0.05）；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是

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感知度

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76~8.86，均

P<0.0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

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文化程度、

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满意

度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β 值范围为 1.34~6.26，

均 P<0.05）。见表 3。

讨 论

本研究包括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

得分 3 个结局变量，且相互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时

数据本身具有多层次结构，因此采用多元多水平模

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中模型拟合结果良

好，正态性假设检验成立，表明了该模型在此类型

数据中的可应用性。

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将居民获

得感 3 个维度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居民对国家

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得分最高，而居民对国

家卫生城市政策建成环境感知度方面的得分最低，

说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本身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

可，但是在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建成环境的实际感

知方面，居民的获得感还有待提高。有证据显示，

一个客观建成环境良好的社区，可能由于质量维

护、管理体制等原因，导致居民对社区环境实际体

验欠佳［17］，因此居民的主观感知方面的评价更能反

映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结果也提示，

国家卫生城市未来应加强政策实施方面的细节管

理，关注政策覆盖人群的实际需求，确保政策实施

带来的效果能够被居民感知，进一步提高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所带来的居民获得感。

应用多元多水平模型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

得感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城市水平方面，可

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面积是影响

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认可度和满意度得分的

主要因素，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空气质量和绿

化环境能影响居民对城市建设的直观感知，从而影

响居民在城市中的幸福指数［18-19］；经济水平和居住

社区类型与感知度和满意度得分之间呈正相关，国

内的其他研究也表明了经济水平和阶层地位对居

表 2 多元多水平空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固定部分

 β0jk

 β1jk

 β2jk

随机部分

 水平 3（城市）

  σ2
υ0

  σ2
υ1

  σ2
υ2

  συ01
  συ02
  συ12
 水平 2（个体）

  σ2
μ0

  σ2
μ1

  σ2
μ2

  σμ01
  σμ02
  σμ12

估计值

88.01
73.99
69.14

1.77
6.61
3.86
1.56
2.04
4.62

85.63
264.02
171.46

28.85
30.15

192.49

sx

0.25
0.46
0.36

0.71
2.39
1.47
0.96
0.81
1.79

2.47
7.61
4.95
3.12
2.55
5.85

χ2值

121 981.09
25 431.31
36 082.26

6.25
7.67
6.87
2.63
6.44
6.65

1 201.74
1 202.09
1 202.21

85.33
140.13

1 081.94
注：受 MLwiN 软件分析结果限制，不输出具体 P 值；除水平

3（城市）变量  συ01 外，其余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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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获得感呈现出正向的刺激作用［20-21］；以上体现了

城市建设环境本身对居民获得感的客观影响。年

龄、性别等个体特征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认可度得分方面，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

康状况良好与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得分之间均

呈正相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良好都

是个人信任倾向和积极情绪倾向的表现，既往研究

表明，持有较多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获得感较高，

说明个人的积极情绪与获得感之间有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20］。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网络调查受网络人群特

点的限制，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是作为传统调查方式的补充，本研究结果从政策覆

盖人群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基本情

表 3 纳入解释变量后的多元多水平模型固定部分拟合结果

解释变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75a（对照组）

 40.76~
 ≥43.01
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μg/m3）
 ≤38.00
 38.01~
 ≥48.00a（对照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65 442a（对照组）

 65 443~
 ≥109 551
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40.90 a（对照组）

 40.91~
 ≥48.04
居住社区类型

 城乡接合部社区（对照组）

 传统街坊社区

 新型综合社区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对照组）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大学及以上

性别

 男（对照组）

 女

婚姻状况

 其他（对照组）

 已婚

年龄组（岁）

 ≤25（对照组）

 26~
 31~
 ≥41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是

 否（对照组）

自评健康状况良好

 是

 否（对照组）

认可度得分

β 值（sx）

0.10（0.53）
-0.81（0.56）

-0.31（0.57）
0.81（0.56）

-0.71（0.54）
-0.48（0.56）

0.25（0.58）
0.35（0.54）

-0.11（0.53）
-0.25（0.53）

1.85（0.85）
1.61（0.81）
2.25（0.78）

1.32（0.38）

1.15（0.53）

0.15（0.65）
1.24（0.68）
2.54（1.10）

2.27（0.41）

1.57（0.41）

χ2值

0.04
1.96

0.30
2.07

1.71
0.73

0.19
0.41

0.04
0.22

4.76
3.97
8.41

12.43

4.73

0.06
3.35
5.28

31.49

14.66

感知度得分

β 值（sx）

1.77（0.94）
0.52（0.98）

-0.81（0.97）
2.54（0.95）

0.93（0.92）
1.76（0.94）

-1.08（0.98）
-1.29（0.92）

-0.98（0.90）
2.26（0.87）

1.29（1.39）
-0.34（1.32）
-1.82（1.27）

0.12（0.61）

1.01（0.86）

-1.03（1.07）
0.33（1.10）
0.66（1.66）

8.86（0.66）

7.13（0.67）

χ2值

3.53a

0.28

0.69
7.12a

1.02
3.49a

1.19
1.98

1.19
6.79a

0.87
0.07
2.08

0.04

1.38

0.93
0.09
0.16

179.54

114.37

满意度得分

β 值（sx）

1.67（0.76）
0.87（0.79）

-0.91（0.78）
2.20（0.77）

0.16（0.74）
1.34（0.76）

-0.76（0.79）
-0.49（0.74）

-0.40（0.73）
1.78（0.71）

-0.31（1.13）
-2.72（1.07）
-3.98（1.03）

0.17（0.49）

0.71（0.69）

-0.25（0.87）
0.61（0.89）
0.63（1.35）

5.99（0.54）

6.26（0.54）

χ2值

4.88a

1.21

1.34
8.24a

0.045
3.10a

0.92
0.44

0.29
6.39a

0.08
6.42a

14.98a

0.12

1.03

0.08
0.46
0.20

124.29a

133.39a

注：aP<0.05； β：标准化回归系数

·· 461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3 年 3 月第 44 卷第 3 期　Chin J Epidemiol, March 2023, Vol. 44, No. 3

况和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对中国卫生城市政策评估

领域的补充，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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