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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放空间作为城市总体规划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市民公共

活动、自主社交、休闲游憩等重要功

能。自城市更新进入存量时代以来，

有关于城市公共空间评价的研究层出

不穷。而当今信息化已成为时代趋

势，大数据应用范畴日益扩大。人们

逐渐偏好在点评网站上分享对商品、

景点、街道或空间的看法，同时网站

上他人留下的文本信息和点评分数也

进一步影响着大众的选择。目前，针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或围

绕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开展 [1~2]，

或采用空间句法 [3~4]或SD法 [5]对空间

进行评价研究，或借助GIS等量化工

具研究空间现状 [6~7]，而以网络评价

文本为数据基础的公共空间地方形象

研究尚存空缺。本文使用ROST-CM6
软件的文本挖掘技术，对广州市海珠

广场进行网络点评文本分析，进而探

究市民或游客对其形象感知。

1 海珠广场景观提升设计

海珠广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早

在1963年就与广州解放纪念像一同以

“珠海丹心”被评为“羊城新八景”，

并成为广州城市精神风貌的重要代

表。2017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承接包括海珠广场核心绿地、海

珠桥桥下空间、侨光东西路圆形花

坛、起义路、一德路、泰康路、沿江

路及北京路等相关区域的景观提升改

造项目（图1）。这一项目承载着广州

传统中轴线区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生

态环境优化和文化功能聚集等诸多需

求。因此，海珠广场升级改造后公共

空间品质的评价分析，对于广州市其

他公共空间的改造有参考价值。

起义路与海珠桥之间的广州解

放纪念像是整个海珠广场的中心焦

点，但在现状中其与海珠广场被道

路和树丛隔开，整体存在标志性景

观与环境的互动性差、广场通达性

不强等问题。基于此，结合东西两

侧广场中现有的地铁、小广场等的

出入口，以广州解放纪念像为中

心，打通 4 条景观视觉通廊，建立

广场与雕塑之间的视觉联系，并将

封闭的城市绿岛建成开放通透的广

场绿地。

此外，本设计还建构了以海珠桥

为轴线的中部休闲活动区和以疏林花

景为主题的游赏区。区域内空间以海

珠桥为导引，通过特色绿植墙、疏林

广场、桥下艺术空间，形成多功能的

时空艺术长廊。疏林花景游赏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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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绿化区域基本保留了原有路网格

局，结合主题花景和花径，整合林下

空间，形成“疏林 -草地 -花境”的

绿地空间（图2）。

2 研究方法

ROST-CM软件是以文字文本为

分析对象的文本挖掘及内容分析的可

视化软件，可以实现文本分词、词频

分析、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情

感分析等文本分析功能，目前多被用

于旅游或用户体验的研究 [8~11]，也被

用于城市形象分析 [12]。

本研究利用该软件进行海珠广场

线上评价文本的分析工作，并遵循有

效性和丰富性的评价原则，以大众点

评网（https://www.dianping.com）及

携程旅行网（https://www.ctrip.com）

为数据抓取平台，对海珠广场 2018
年1月至2022年6月的评论数据进行

抓取。由于部分网络语言及表情符号

无法被ROST-CM6有效识别，且部

分评论涉及海珠广场周边商场、地铁

等非公共空间，为保证抓取评论的针

对性及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对收集到

的评论文本进行处理，删除符合以下

条件的无效数据：1）字数在15字以

下的评论；2）仅有表情符号的评论；

3）与其他用户的文本一致或大量重

复的评价；4）只针对室内设施，不

涉及海珠广场公共空间的评论。最

终获得有效点评数据672条，其中大

众点评网555条，携程旅行网117条，

共计77 173个字。

研究还设置了线下问卷调查环

节，了解游客对海珠广场的形象感

知、在其中的活动、对其中绿化现状

的评价及希望增设的公共设施等情

况，以论证线上评论文本分析的准确

性。本次共计发放 28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25份。

3 结果分析

3.1 高频词统计
研究利用ROST-CM6的词频分

析功能，删除海珠广场（882次）、广

州（653次）、海珠（337次）、附近

（133次）等无效词汇后，得到网络文

本高频词（表1）。由此可知市民对海

珠广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

面：

1）地理区位优越，交通可达

性较强。涵盖“地铁”“交通”“中

心”“方便”“地铁站”等高频词的评

论文本，都对海珠广场作出交通方

便、到达便捷等评价。便捷的交通和

优越的区位，能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好

地服务并适配市民的活动需求，也是

公共空间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

2）夜景灯光秀丽，活动内容较

多。海珠广场的改造项目运用LED
灯带作为桥下空间及公共广场的地

面铺装引导，并起着装饰作用，配

合珠江两岸的高楼灯光秀，让夜间

的海珠广场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从而吸引人群休闲散步、拍照留念。

“灯光”“夜景”等高频词出现的文

本表达出对海珠广场夜景的高评价，

且都提及了灯光效果。

3）历史文化氛围浓郁，纪念性

较强。针对海珠广场历史氛围进行

肯定性评价的文本，往往包含“历

史”“周年”“解放纪念”“雕像”等高

频词。庄严肃穆的广州解放纪念像是

纪念广州解放的重要标志，海珠桥是

珠江上第一座跨江大桥，于1933年

建成并投入使用。

3.2 高频词结构与构成分析
3.2.1 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

研究利用ROST-CM6中“功能

分析”模块中的“社会网络与语义网

络分析”功能，对海珠广场网络评价

文本的高频词汇关联网络进行可视化

分析，进而了解市民对海珠广场的地

方形象感知的情况（图3）。关联网络

图呈现出明显的“两核心、两圈层”

的结构特征。“海珠广场”“广州”是

核心关键词，可见海珠广场是关联广

州的重要地标之一，也是市民感知

城市形象的重要表征。两个核心词之

外的第一圈层高频词汇可总结为地

理位置描述词如“中心”“越秀”“珠

江”“交通”“地铁”等，和历史意义

描述词如“解放军”“解放纪念”“历

图1 海珠广场改造效果

史”等，可见交通区位便利、浓厚历

史底蕴及文化氛围，是市民对海珠广

场最具代表性的感知印象。在最外圈

层的核心词不仅包含第一圈层的衍生

词，还包含一些行为描述词如“拍

照”“经过”“过来”等，吸引物名词

如“雕像”“灯光”等，以及形容词

表1 海珠广场网络评价文本高频词统计

序
号

词名 词性
频
次

序
号

词名 词性
频
次

1 广场 名词 379 15 方便 形容词 66

2 灯光 名词 202 16 中心 名词 65

3 地铁 名词 158 17 周边 名词 65

4 国庆 名词 145 18 建筑 名词 64

5 珠江 名词 144 19 解放纪念 名词 59

6 晚上 名词 130 20 解放军 名词 58

7 交通 名词 107 21 拍照 动词 57

8 历史 名词 89 22 雕像 名词 56

9 漂亮 形容词 86 23 夜景 名词 54

10 周年 名词 85 24 地铁站 名词 54

11 祖国 名词 75 25 江边 名词 52

12 改造 动词 70 26 地标 名词 51

13 滨江 名词 67 27 散步 动词 49

14 宾馆 名词 66 28 绿化 动词 48

图2  海珠广场景观分区及游览轴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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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漂亮”“方便”等。语义网络图

呈现出的信息内容与词频所呈现的信

息正相关，从而可知市民对海珠广场

的评价以积极为主，且海珠广场具有

地理区位优越、文化气息浓厚两大主

要特征。

3.2.2 类别与构成

通过ROST-CM6对海珠广场线

上评价文本中频次达 20次及以上的

词汇进行归类，删除无意义词汇后，

剩余 67个词汇分别归属为吸引物名

称、形象描述词、特色形容词和行为

动词4类（表2）。其中，吸引物名称

大类中词汇数 25个，占比最大，为

37.2％ ；其次为特色形容词，共 18
个，占比26.8％ ；形象描述词有14
个，占比 20.7％ ；行为动词最少，

共10个，占比15.3％。

从高频词汇类别占比来看，吸引

物名称是市民在网络评价文本里提及

最多的类型。海珠广场的吸引物主要

是周边的高楼、灯光装饰、LED屏

幕、雕塑纪念像及环境绿化，此类具

体直观且空间尺度较大的物象构成了

海珠广场空间组织，并以最直接的方

式让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在占比排第

二的特色形容词类别中，市民采用了

“地标”“唯一”“纪念”“交点”等词

汇来进行评价，反映出市民对海珠广

场较明晰的地方感知，也说明海珠广

场塑造出了有纪念意义、文化背景、

特色景观的公共空间形象，从而有别

于广州其他公共空间。行为动词类别

占比最小，在评价文本中提及的频率

也较低，是由于海珠广场虽然是以市

民活动为设计导向的公共空间，但在

其中能开展的活动类型较少。

3.3 文本情感分析
情感能直观地反映人们对空间的

满意程度，进而反映出公共空间的品

质。ROST-CM6软件的“情感分析”

功能可以将每份评论文本进行情绪评

分，正值代表评论人对海珠广场持有

积极评价和积极情绪，负值则代表评

论人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情绪，0为中

值，即中性情绪。通过ROST-CM6软
件分析，去除无效评论，获得海珠广

场网络评价文本的有效情绪分析数据

669条，并对每条评论的情绪激烈程

度进行打分，0~10分为一般，11~20
分为中度，20分以上为高度。

统计结果显示（表3~4），多数市

民对海珠广场持有积极评价，积极情

绪评论与消极情绪评论的数量比约为

10∶1；高度积极情绪评论数量占有

效情绪评论总数的43.20％，高度消

极情绪评论数量占比仅为0.30％。高

度积极情绪评论的内容涉及灯光效

果、高楼大厦、交通便利等，而高度

消极情绪评论内容则涉及环境卫生、

人群拥挤等。综上可见，海珠广场作

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深受市民喜爱且

空间环境适宜性较高。

3.4 问卷调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海珠广场

的整体形象感知与ROST-CM6的文

本分析结论一致，对其历史文化氛围

与纪念意义、便捷交通及夜间灯光有

更深刻印象，且游客普遍对植物配置

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图4）。与高频词

中行为动词类别占比最小的分析结果

相一致，海珠广场现状中市民、游客

停留的时间过少，活动类型不多（图

5）。游客对海珠广场现状绿化情况的

评价与文本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对绿

化整洁度、覆盖度及文化氛围的满意

程度较高，但对景观层次感与辨识度

的满意度较低。这反映出海珠广场基

础绿化工作表现良好，但缺乏与广州

其他公共空间的区分度，没有打造出

具有辨识度的特色景观。游客希望海

珠广场能增加更多的休闲座椅、户外

舞台、漫游步道、咖啡厅或水吧、儿

童游乐设施（图6），表明游客对其中

的公共活动有更多不同类型的需求，

海珠广场在空间类型的丰富性上仍有

很大提升空间。

4 优化策略

基于线上评价文本分析及线下问

卷调查的进一步论证，海珠广场具有

较明确的形象定位和形象感知，集中

表现出交通便捷和有文化纪念意义2
个形象特征。交通优势能够吸引更多

市民前往海珠广场驻足体验，而优良

的文化特质则能建立市民对城市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结合评价文本中消极

情绪的相关评论和高频词汇的分布特

点，对海珠广场的设计营造提出优化

策略。

1）构建空间形式，丰富活动类

表2 海珠广场网络评价文本高频词类别与构成

类别 词汇

吸引物名称

广场、灯光、地铁、宾馆、建筑、解放军、雕像、公
园、夜景、地铁站、江边、绿化、解放纪念像、灯饰、
大厦、鲜花、木棉花、景观、灯饰、雕塑、园林、景
色、高楼大酒店、大桥、屏幕

一般形容词
漂亮、方便、吸引、特色、休闲、热闹、美丽、传统、
壮观、吸引、特色、好看、著名、便利

特色形容词
国庆、珠江、历史、越秀、祖国、滨江、地标、老城
区、解放、环境、唯一、纪念、仪式、老城区、轴线、
红色、交点、丹心

行为动词
拍照、经过、过来、散步、欣赏、庆祝、逛逛、夜游、
直达、见证

图3 海珠广场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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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海珠广场增设设施意向

图5  海珠广场市民活动情况

图4  海珠广场市民形象感知情况

型。从高频词的分类与构成可知，网

络评价提及的行为动词比例较少，主

要为散步（49次）、逛逛（30次）、拍

照（57次）等停留时间短、社交属性

较弱的活动形式。然而，市民在海

珠桥的桥下空间自发进行直播和唱

歌等活动，说明市民有多样化的活

动需求。海珠广场面积较大，占地

约4 hm2，应在中轴线以外建构更多

形式的空间来承载丰富的市民活动

类型。

2）改善绿化环境，创造特色景

观。环境绿化是海珠广场改造工程中

的重点内容，从评价文本及问卷调查

结果来看，市民对广场绿化多持赞美

态度；而从高频词汇构成来看，市民

对广场绿化的印象并不深刻。与环境

绿化相关的高频词如“木棉花”（24
次）、“花卉”（19次）、“草坪”（15次）、

“红棉”（13次）、“绿草如茵”（12次）、

“花草”（11次）等排序中并不靠前，

甚至在评论中也很少被提及。在后续

改造提升的过程中，应在原有绿化环

境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化，打造兼

具视觉吸引力和地方特色的景观空间

或种植空间。

5 总结

本文通过ROST-CM6软件分析

海珠广场线上评价文本数据，结合线

下问卷调查进一步论证，得到：海珠

广场在市民心中已有交通便捷、文

化氛围浓郁2个形象特征，所获多为

积极评价，但现存在人群活动类型单

一、环境绿化形象模糊等问题。依据

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符合实情的公

共空间适宜改造策略。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让点评城市公

共空间的方式更加多元。通过与问

卷调查的情况对比，发现ROST-CM6
的文本分析与游客线下体验基本一

致，可以作为公共空间的评价手段或

公共空间优化策略提出的分析基础。

本研究以线上评价文本作为研究基础

数据，探究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形象感

知，具有数据搜集便捷、参与人群广

泛的特点。相较于单一的线下采访，

线上评价能降低紧张心理以及环境气

表3 情绪分析数据统计

情绪类型 评论条数 比例 /％

积极情绪 568 84.90％

中性情绪 41 6.13％

消极情绪 60 8.97％

表 4 不同情绪激烈程度的评论数量占比

情绪激烈程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一般（0~10） 17.64% 7.03%

中度（11~20） 24.07% 1.64 %

高度（20以上） 43.2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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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等因素对受访人群的影响，使分析

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所

提出的后续优化建议也更具针对性和

参考价值。

注：图 1~2 为普邦园林设计团队提

供，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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