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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基于生态文明理念，作者从经济建设生态化、社

会发展生态化、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文化和制度生态化四个维度构建了包

括三个层级 45 个基础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为检验指标体系

的有效性和显著性，以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为案例进行测算，通过属性层次

模型分别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和四个维度的建设状态，分析不同地区

的生态文明建设特点。评价结果较好地展现出广东省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

不同状态和特点: 经济建设生态化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东莞、韶关、
广州和茂名; 社会发展生态化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中山、珠海

和惠州;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河源、肇庆、韶关、清

远和梅州; 生态文化宣传和制度生态化发展较好的前五位城市分别为佛山、
广州、深圳、珠海和汕头。评价结果与地区实际情况相符，表明基于生态文

明理念的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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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明的本质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总和，是 由 特 定 生 产 关 系 衍 生 出 的 各 种 制 度、行 为 规 范 和 文 化 集 合 ( 连 玉 明，

2014) 。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需要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协调发展为基本宗旨的新文明伦理形

态。在这种新型文明形态下，人们将以合乎生态系统规律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和发

展，即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生态学规律，社会关系呈现和平共生状态，资源和环境高效

利用，绿色、和谐、公平成为文化道德主流。
关于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会议通过《21 世纪议程》以来，全球掀起了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热潮。各

国政府机构、研究单位和社会组织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各种类型的评价体系，比较知名的

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环境可持续指数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I) ，以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等。这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综合性强、指标层级多、指标项目繁

多等特点，适用于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例如，第三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包括了 14 个主题、44 个子主题、51 个核心指标和 46 个其他指标。中国科学

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由 45 个指数和 219 个指标构成。

中国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日趋活跃。2008
年，中国首个“生态文明建设 ( 城镇) 指标体系”由中央编译局课题组在北京发布，

包括资源节约、生态安全、环境友好和制度保障四个模块，共计 30 多个指标; 此后，

贵州、厦门等地也纷纷推出了省域、城市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充

分论证和咨询后，2016 年 1 月，环保部印发了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指标

( 试行) 的通知》 ( 环生态 〔2016〕4 号) ，① 从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

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六个领域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九项任务，共 35
项指标。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到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和评价指标，不同的指标体系对

经济、文化、环境、资源、生态和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有的更加偏重生态环

境，有的由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组成。
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逐渐丰富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从最初的生

态环境建设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建设全过程，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也

15

王文军等: 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案例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 2016) : 《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 ( 试行) 〉〈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县、市指标 ( 试行)〉的通知》，http: / /www. zhb. gov. cn /gkml /hbb /bwj /201601 / t20160128_ 327045. htm
［2017 －01 －20］。



逐渐从对生态环境状态的评价转向对 “五位一体”综合状态的评价 ( 严耕等，2010;

白杨等，2011; 王会等，2012; 谷树忠等，2013; 李天星，2013; 李茜等，2015; 彭

向刚、向俊杰，2015; 诸大建，2015) 。近几年出现的各种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架

构一般是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五个部分进行分别评价，再通过加权的方

法得到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综 合 指 数 ( 张 景 奇 等，2014; 黄 勤 等，2015; 徐 倩、齐 蕾，

2015; 张欢等，2015) 。这类方法综合考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领域，但在指标选

择上仍然采用经济指标、环境指标、文化指标，在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之贯穿精神和融合特征上稍

显薄弱。
本文认为“贯穿”、“融合”与“协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髓所在，也是评价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立足点，因此本文将从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利

用和文化形态是否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出发，构建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聚

焦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文化的生态化进程，将生态文明与其他四个领域的建设相

“贯穿”、“融合”与“协调”，对不同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特点进行评价，以

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二、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一) 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应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生态规律、社会关系友好和谐、环

境优美资源充足、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入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中。生

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朝着 “符合生态系统规律”方向演进的过程，经济发展要符合生

态规律、社会要协调、资源能永续利用，生态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在其中发挥着统领作

用。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本文构建了由四个维度、三个层级、45 个基础指标构成的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 “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人的和谐”作为评价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心并赋予较高的权重，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从

而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与环境保护、低碳社会评价区分开来。
具体而言，四个评价维度分别为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

和文化生态化，每个维度下设立相应的评价模块和基础指标。纵向看，整个评价指标

体系分为目标层 A、系统层 B、模块层 C 和指标层 D。目标层 A 是生态文明建设综合

指数; 系统层 B 是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四个维度; 模块层 C 是指标体系中承上启下

的关键层级，将基础指标 D 归类在不同的领域中; 横向看，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从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和文化四个维度对城市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 见图 1) 。
( 二) 指标的选择及依据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较多，在评价角度、内容和指标选取等方面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内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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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和层级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生态文

明“贯穿”与“融合”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全过程这一中心思想，遵循指标体系

构建相关原则，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咨询和调查，参考《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

建设指标 ( 修订稿)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目标体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示范区指标 ( 试行) 》等文件，对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如下设计。
1. 经济生态化指标体系

经济生态化是指生产方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生态有机循环系统演进，经

济增长力度能够保证人们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能够承载现有

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简而言之，经济生态化表示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式不会以超过资源

环境承载力为代价，同时又可以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考虑到数据权威性和可得

性，经济生态化的水平主要从三个方面衡量: 农业生态化水平、工业生态化水平和第

三产业生态化水平。鉴于第三产业的低能耗和低排放特征，其生态化水平由表征整体

经济低碳化的经济结构生态化水平替代。最终，经济生态化的指标体系由农业生态

化、工业生态化和经济结构生态化三个模块构成 ( 见表 1) 。
指标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为体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特征，选

择水、土壤和用能三个指标度量农业生产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同时，对农业产品的

无公害程度进行评价，从效果上进行判断。第二，工业生产符合生态规律的关键在于

投入的减量化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第三，经济结构生态化的主要表征为低排放产

业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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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经济生态化指标体系

三级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计算方法 说明

农业

生态化

D1 : 农药施用强度 逆指标
单位农作物播种面

积农药使用量

D2 : 节水灌溉系数 正指标
节水 灌 溉 面 积 /有
效灌溉面积

D3 : 单位农业总产值用电量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4 : 有机产品占无公害农产品比例 正指标 调研数据

从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两

端进行农业生态化的评价，

表征农业生产方式是否绿

色节 能、农 产 品 是 否 生 态

安全

工业

生态化

D5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6 :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7 :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率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8 :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正指标 统计指标

能源清洁度、投入的减量化

与循环利用程度是评价工

业经济生态化的重要指标

经济结构

生态化

D9 : 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1 0 :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指数 正指标
碳排放变化率 /
GDP 变化率

通过对经济结构的绿色、低
碳与协调进行评价，表征经

济结构的生态化程度

注: 正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逆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小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2. 社会生态化指标体系

社会生态化是指人类社会遵循生态系统规律运行，呈现出和谐、持续、平衡的发

展状态。人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生存所需

的物质原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否和谐? 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的方式

是掠夺式的还是可持续的? 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否支撑起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

人们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是否能被自净而不对自然界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这些都是不

可回避且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因此，社会和谐度、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

共生关系是社会生态化的核心。
围绕和谐度这个核心思想，本文在社会生态化子系统中设计了三个表征模块

( 见表 2) 。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度。这个模块主要是对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自然

环境的状态进行评价，分析其是否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基础指标包括

水、土地、噪声、环境灾害等，而年末常住人口变化是表征人与自然和谐度的综合性

指标。二是社会和谐度。这一模块主要通过考察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来判断社会是

否公平、稳定与和谐。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从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

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评价。三是绿色社会。这一模块判断该地区是否朝着

绿色、低碳的生态发展路径演进。除 “参加碳交易企业比例”外，所选取指标均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 ( 试行) 》中的指标。考虑到碳交易是我国新型

减碳机制，企业的参与度应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内容，因此增加了 “参与碳交

易企业比例”作为考察社会生态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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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生态化指标体系

三级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计算方法 说明

人口、资
源与环境

和谐度

D11 : 新增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12 : 新增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13 :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14 : 水土流失面积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15 : 生态用地比例 适度指标 统计指标

表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协调程度

社会和谐度

D16 : 公众对生活的满意度 正指标 调研指标

D17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18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19 :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20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21 : 社会保障力度 正指标
社会 保 障 财 政 支

出 /总财政支出

D22 : 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指标 统计指标

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以人们生活的

富足度、安全度和满意度表

征社会的和谐程度

绿色社会

D23 : 国家级生态区( 县) 比例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24 : 参与碳交易企业比例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25 :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26 :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正指标
新增 绿 色 建 筑 面

积 /新增建筑面积

判断社会发展路径是否朝

着绿色、低碳的方向演进

注: 正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逆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小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适度

指标表示指标值在某一范围内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范围之外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3.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指标体系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是从城市的资源富裕度和环境容纳力两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

物质支撑系统的健康程度进行评价，反映现有的人口数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物

质支撑系统是否协调，即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支撑力。该维度包括环境质量和资

源承载力两个模块 ( 见表 3) ，基础指标主要参考 《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

标 ( 修订稿) 》中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方面的相关内容。
4. 文化生态化指标体系

从广义上看，文化包括了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次。考

虑到心态文化主要通过行为文化体现，物态文化已经在社会生态化中的“社会和谐度”
指标模块中体现，因此这一维度主要从制度和行为上对生态发展意识是否成为文化组成

要素、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发展规律进行评价，包括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两个模块 8 个基

础指标 ( 见表 4) 。其中，“政府行政效率”通过测算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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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当政府能够以较低的财政支出支撑起较高的

GDP 时，说明整个经济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均衡发展状态，符合生态规律。

表 3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指标体系

三级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计算方法 说明

环境质量

D27 :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28 : 降水 pH 值年均值 适度指标 统计指标

D29 : PM2. 5指数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30 : 耕地污染超标率 逆指标 统计指标

D31 : 国控、省控、市 控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比例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32 : 森林覆盖率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33 :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强 度 ( COD、

SO2、NH3 － N)
逆指标 统计指标

通过对水质、空气质量和土

壤质量的评价，以居住环境

状况 表 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水平

资源

承载力

D34 : 人均水资源蕴藏量 正指标
理论 水 资 源 蕴 藏

量 /常住人口

D35 : 人均耕地面积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36 : 能源自给率 正指标
能源 消 费 总 量 /能
源生产总量

D37 : 人均能源消费量 逆指标 统计指标

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

源丰裕度进行评价，表征地

区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资 源 支

撑力

注: 正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逆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小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适度

指标表示指标值在某一范围内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范围之外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表 4 文化生态化指标体系

三级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计算方法 说明

生态文化

D38 : 节能电器普及率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39 :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4 0 : 环境 NGO 数量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4 1 : 大型生态文化宣传活动次数 正指标 调研指标

居民日常行为和环境 NGO
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地区生态文化发展状况

生态制度

D4 2 :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

考核的比例
正指标 调研指标

D4 3 : 政府行政效率 正指标 GDP /财政支出

D4 4 : 环境信息公开率 正指标 统计指标

D4 5 : 政 府 采 购 节 能 环 保 产 品 所 占

比例
正指标 调研指标

政府工作效率高、生态环境

制度完善、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是生态制度的两个重要

方面

注: 正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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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案例研究

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试验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率先实施

低碳转型和绿色行动，主要污染物排放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均 GDP 的增长，社会福利

高于环境损害。在国内几种重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中，广东省均位于

全国中等偏上水平。为进一步分析其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也对四维生态

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本文运用模糊隶属度和属性层次模型

( Attribute Hierarchical Mode，AHM) 作为基本工具，分析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 《2014
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① 评价年份为 2013 年。

( 一) 数据的无量纲化及赋权方法

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数据类型

多样、数据间离散程度较大，一些数据之间的极值差达到上千倍之多。如果使用简单

的均值法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可能受到较大的影响。此外，指标包括正指标、逆指标

和适度指标，也不能采取简单的算术平均方法进行处理。采取均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后的指标平稳性较差，而且各类指标间的归一化效果也不好。因此，本文采用模糊

隶属度函数对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模糊隶属度函数分为直线型、折线型和曲

线型。鉴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特征，最终采用直线型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

基础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基本公式如下:

对于正指标，

C( Xi ) =
Xi － Xmin

Xmax － Xmin
=

1， Xi ≥ Xmax

Xi － Xmin

Xmax － Xmin
， Xmin ≤ Xi ≤ Xmax

0， Xi ≤ X
{

min

( 1)

对于负指标，

C( Xi ) =
Xmax － Xi

Xmax － Xmin
=

1， Xi ≤ Xmin

Xi － Xmin

Xmax － Xmin
， Xmin ≤ Xi ≤ Xmax

0， Xi ≥ X
{

max

( 2)

对于适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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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 ( 2015) : 《2014 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 / /www. gdstats. gov. cn / tjzl / tjgb /201507 / t20150722_310084. html［2016 － 09 － 26］。



C( Xi ) =
Xh － Xi

Xh － Xl
=

2
Xi － Xl

Xh － Xl
， Xl ＜ Xi ＜ Xi0

2
Xh － Xi

Xh － Xl
， Xi0 ≤ Xi ≤ Xh

0， Xi ≥ Xl ∪ Xi ≤ X










h

( 3)

其中，Xmax和 Xmin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的目标标准值，正指标和逆指标

分别采用公式 ( 1) ( 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 和公式 ( 2) ( 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

函数) 进行归一化处理。Xio为适度指标最佳点的目标标准值，围绕最佳点 Xio上下分

别设立上限阈值 Xh和下线阈值 Xl。
由于不同的赋权方法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较大，为客观反映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生态

文明建设状况，本文采用了组合赋权的方法进行测算。在确定指标权重时，综合考虑

了三种赋权方法: 分别运用等权赋值法和熵值赋权法对四级指标进行赋权，得到两组

生态文明综合指数的评价值; 对基础指标进行等权赋值，得到三级指标值，然后运用

AHM 对三级指标进行赋权，得到第三组生态文明综合指数的评价值。① 这三种方法

得到的评价结果总体相近，各地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类型也基本一致 ( 见图 2 ) 。相比

而言，AHM 评价结果曲线的波峰波谷距离更大，更能突出指标的代表性，也更容易

判断地区所属的类型。因此，本文统一采用等权赋值法计算基础指标的权重，采用

AHM 计算三级指标权重 ( 见表 5) 。

图 2 三种赋权方法下的 2013 年广东省各地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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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的限制，本文未给出 AHM 的介绍，具体计算方法详见: 程乾生 ( 1998) ， 《属性层次模型

AHM———一种新的无结构决策方法》，《北京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第 1 期，第 10 ～ 14 页; 李廉水、王桂

芝、田小蓉等 ( 2011) ，《气象灾害评估分析的 AHM 方法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第 2 期，第 201 ～ 205 页。



表 5 AHM 赋权法下的三级指标权重

指标代码 指 标 权重值

C1 农业生态化 0. 040

C2 工业生态化 0. 143

C3 经济结构生态化 0. 054

C4 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度 0. 159

C5 社会和谐度 0. 149

C6 绿色社会 0. 067

C7 环境质量 0. 083

C8 资源承载力 0. 119

C9 生态文化 0. 071

C10 生态制度 0. 115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 二) 评价结果

根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和选用权重赋值方法，计算得到 2013 年广东省的生态

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指数为 0. 55，处于中上水平，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指数 ( 即 “贵

阳指数”) 的评价结果接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计算 2013 年广东省 21 个地级

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以及各地级市在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资源环境利

用效率化和文化生态化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数，以分析各地级市对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贡献或掣肘。由于各地市统计口径的差异，存在个别地区部分数据缺失的问题，本文

采用赋予平均等级分的办法进行处理; 对大多数地市都缺乏数据来源的 7 个指标，本

文未将其纳入计算。①

1. 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及区域特点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是对地区经济、社会、资源和文化生态化发展水平的综合

性评价，以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指数 0. 55 的分值为基础，将 21 个地级市生

态文明建设的相对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 ( 见表 6) 。
由表 6 和图 3 可见，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围绕均值呈正

态分布，大部分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深圳市由于经济发达、社

会关系和谐、生态环境良好、重视生态文化的培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生

态文明建设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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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未纳入计算过程的指标包括 D2、D15、D26、D30、D38、D39、D45。



表 6 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结果及等级划分

排名 地区 分值 等级

1 深圳 0. 6729 A + ( ＞ 0. 6)

2 广州 0. 5735
3 珠海 0. 5032
4 东莞 0. 5010

A( 0. 5 ～ 0. 6)

5 清远 0. 4771

6 梅州 0. 4753

7 惠州 0. 4751

8 佛山 0. 4713

9 韶关 0. 4699

10 江门 0. 4670

11 肇庆 0. 4521

B( 0. 45 ～ 0. 5)

12 河源 0. 4406

13 茂名 0. 4271

14 中山 0. 4244

15 潮州 0. 4210

16 汕尾 0. 4177

17 汕头 0. 4147

18 湛江 0. 4132

C( 0. 4 ～ 0. 5)

19 阳江 0. 3922
20 云浮 0. 3604
21 揭阳 0. 2980

D( ＜ 0. 4)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图 3 广东省各地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等级的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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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 ( 见表 7) ，珠三角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较高，在经济生态化、
社会生态化和文化生态化三个维度的得分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特

征明显，工业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绿色社区”集中，政府行政效率高，人口、资源与

环境具有较高的协调度，社会关系较为和谐，生态文化和制度建设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但珠三角地区的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值，环境质量和资源承载力有待

提高。换言之，珠三角本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难以支撑起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生

产规模和消费强度，该地区亟须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环境质量、减少资源消耗。东翼地

区则表现出显著的资源特色，除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水平较高之外，其他几个维度都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社会生态化水平，东翼地区四个城市的平均分值最低，比全省

均值低 0. 1 左右，说明这些城市需要在提高社会福利和人居环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如何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解决发展问题是东翼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西翼地区具有较

好的资源和环境优势，经济、社会的生态化建设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生态文化建设也处

于中等水平。其中，阳江市的经济生态化水平较低，节能和低碳是未来提高经济生态化

水平的关键途径。北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维度中，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水平明显高

于其他维度; 除梅州市外，其他地级市的社会生态化过程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表 7 广东省分地区四个维度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数

区域 地级市 经济生态化 社会生态化
资源环境利用

效率化
文化生态化

全省均值 0. 44 0. 37 0. 53 0. 46

珠三角

广州 0. 54 0. 65 0. 36 0. 76
深圳 0. 86 0. 69 0. 43 0. 74
珠海 0. 43 0. 44 0. 45 0. 59
东莞 0. 56 0. 43 0. 32 0. 53
佛山 0. 26 0. 41 0. 28 0. 79
中山 0. 29 0. 45 0. 35 0. 47
惠州 0. 47 0. 44 0. 6 0. 34
江门 0. 44 0. 37 0. 57 0. 48
肇庆 0. 38 0. 35 0. 68 0. 4

东翼地区

汕头 0. 38 0. 3 0. 45 0. 63
汕尾 0. 39 0. 28 0. 61 0. 42
潮州 0. 39 0. 29 0. 61 0. 26
揭阳 0. 27 0. 24 0. 54 0. 25

西翼地区

湛江 0. 41 0. 3 0. 62 0. 42
茂名 0. 53 0. 27 0. 57 0. 42
阳江 0. 27 0. 33 0. 6 0. 41

北部山区

韶关 0. 57 0. 24 0. 56 0. 42
河源 0. 41 0. 31 0. 68 0. 39
梅州 0. 47 0. 36 0. 65 0. 28
清远 0. 46 0. 3 0. 66 0. 46
云浮 0. 38 0. 27 0. 59 0. 24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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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四维状态分析

为体现广东省不同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四个维度的特色，根据各地级市在不同维

度的得分高低，选取排名前五的城市进一步从生态经济型城市、生态和谐型城市、生

态效率型城市和生态文化型城市几个方面分析广东省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 1) 生态经济型城市

2013 年广东经济发展生态化建设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东莞、韶关、广州

和茂名。其中深圳高居榜首，经济生态化指数得分为 0. 86，是全省在该维度的最低

分 ( 0. 26) 的 3 倍多。另外四个城市的经济生态化指数也在 0. 5 以上，经济的生态化

特征较为显著。生态经济型城市在珠三角和粤西、粤北地区均有分布，说明在广东省生

态文明建设中存在两种生态经济类型: 一种是现代生产下的生态经济型城市，如深圳和

广州; 一种是农业生产下的生态经济型城市，如茂名和韶关。两类生态经济型城市具有

迥异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着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以深圳和广州

为代表的发达生态经济型城市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面临着资源环境约

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是这类城市亟须关注的问题; 与之相反，以茂名和韶关为代表

的欠发达生态经济型城市在经济总量和结构上有待提升，脱贫是第一要务，未来如何有

效利用生态资源创造社会财富，走出一条生态发展之路是这类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
( 2) 生态和谐型城市

2013 年广东省社会生态化建设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中山、珠海

和惠州。广州以 0. 03 分之差仅次于深圳，在广东省社会生态化指数中排名第二;

在全省 21 个地市中，深圳和广州的社会生态化指数得分超过 0. 6，比排名第三的

中山市高出 0. 2 以上，社会生态化和协调特征较为显著。生态和谐型城市都分布在

珠三角区域，在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协调发展的

特征，这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政府高效、经济低碳、重视环境保护密切相关。
( 3) 生态效率型城市

2013 年广东省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河源、肇庆、韶关、
清远和梅州。这些城市的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化指数都大于 0. 6，最高分 ( 0. 68) 比全

省在该维度的最低分 ( 0. 28) 高出 0. 4，生态效率特征非常显著。除肇庆属于珠三角

地区外，其他 4 个生态效率型城市都分布在粤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自然资源丰富、资源自给率高、环境质量相对较好，但同时也

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如何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协调好发展与资

源环境的关系，将是生态效率型城市近期面临的主要问题。
( 4) 生态文化型城市

2013 年广东省生态文化宣传、制度生态化发展较好的前五位城市分别为佛山、
广州、深圳、珠海和汕头。其中经济最发达的广州、佛山和深圳位居前三，文化生态

化指数得分均大于 0. 70，接近于该维度最低分 ( 0. 25) 的 3 倍。这一评价结果再次

验证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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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对居住环境、生命健康、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发展

的文化意识较强;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主要追求的还是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高。

四、结论与讨论

生态文明的实质是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工业文明时代的 “高投入、高污

染、低效率”向符合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 “低投入、低污染、高效率”转变，在绿

色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使社会不断

趋向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方向演进。基于这一理念，本文从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环境高效利用、文化和制度生态化四个维度构建了生态文明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对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文化制度的生态化建设过程进行评

价。为检验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显著性，对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进行了测算，评价结果较好地展现出广东省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状态和特

色: 经济发展生态化建设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东莞、韶关、广州和茂名; 社会

生态化建设效果显著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中山、珠海和惠州;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

化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河源、肇庆、韶关、清远和梅州; 生态文化宣传和制度生态

化发展较好的前五位城市分别为佛山、广州、深圳、珠海和汕头。
综上所述，四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评价理念，在这

种评价理念下，生态文明建设不再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简单组合，而

是各领域遵循生态规律发展的转型过程。从生态文明建设的 “融入”角度对各领域

建设进行评价，也是本指标体系的特点所在。此外，本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主要来自

统计年鉴，数据可获取性较高，有利于其他地区借鉴使用，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当

然，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涉及诸多领域，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仍可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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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dimens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Ｒesearch and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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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Energy Convers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640，China;

2.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process proposed in the report at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the authors designed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ization process of economy constru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environmen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conduct propaganda，which includes three
levels and 45 indicators. The 21 cit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the method
of AHM. The assessment result has shown the various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regional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five cities of Shenzhen，Dongguan，Shaoguan，

Guangzhou and Maoming are the most notable i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cities of Shenzhen，Guangzhou，Zhongshan，Zhuhai and Huizhou
have done wel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cological. The top five cities in the resource /
environmen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re Heyuan， Zhaoqing， Shaoguan， Qingyuan and
Meizhou. The top five cities in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institution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re Foshan，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tou，

respectivel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ose
region. This assessment system has high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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