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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  

  2008-5-10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

次鲜明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

证。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

史任务。因此，如何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摆在全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松江区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

等方面的监测和评价，寻找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以进一步明确目标，推进松江区和谐社会

建设。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背景、原则及要求 

  （一）背景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民主

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

动；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

一切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

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

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我们所制定的松江区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就是围绕这一总体目标，结合松江目前的实际情况，形成

了具有松江特点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松江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

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新松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激发社会

创造活力，从而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 

  2、区委三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 

  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松江区制定了《中共松江区委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并在三届四次全会上讨论通过。 

  3、为科学评价和监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进程，迫切需要建立指标评价体系。根据《中共

松江区委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的主要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为科学评价

和监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进程，通过用指标数据来客观地反映松江区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情况，松江区统计局起草了《松江区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由区委三届四次

全会审议通过，并作为实施意见的配套文件，下发实施。 

  （二）原则 

  松江区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是对松江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量化标准。因此，指标体系的建立除了要

把握一般性的原则外，还要考虑到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计、指标的选取、评估方法等要具有科学依据，指标含义要进行科学界定，以确保评价

结果的客观、真实和公正。 

  2、代表性原则 



  要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既考虑到指标的涵盖面，同时又避免面面俱到。 

  3、可操作性原则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设置的指标要具有可操作性，确保在指标体系推进过程中每一项指标的数据都能

进行采集。 

  （三）要求 

  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除了要满足松江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需要，还要促进松江区经济内

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经济与民生、经济与科学创新的和谐发展。 

  1、指标评价体系要促进经济内部的和谐发展。 

  从促进经济内部和谐发展来看，指标评价体系中需要设立起能反映松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经济结构

和效益的有关指标，因此，指标体系中设置了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非公经济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率等一系列指标。 

  2、指标评价体系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来看，需要建立起能反映社会公平与资源配置的相关指标，体系中设置

了基尼系数、慈善募捐额、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社会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指标。 

  3、指标评价体系要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从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来看，需要建立起能反映松江区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的相关指标，体系中

设置了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目标子层，包括了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污水处理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完善率等指标。 

  4、指标评价体系要促进经济与民生的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从促进经济与民生和谐发展来看，社会保障、收入水平

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民幸福程度等，都是我们需要通过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进行反映的。体系

中设置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各类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康社会幸福指数等指标。 

  5、指标评价体系要促进经济与科学创新的和谐发展。 

  从促进经济与科学创新的和谐发展来看，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科技创新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体系

设置了R&D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人专利申请数两项自主创新指标。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及设置 

  1、指标评价体系构成要素 

  松江区和谐指标体系主要围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

谐相处”的总要求，按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新松

江”的总体目标，构建了包含有五个目标层、十二个目标子层、共50项指标。整个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建

设、社会事业、社会公平、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创造活力、协调发展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松江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根据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各大指标群的具体内容如下： 

  反映经济繁荣特征的指标群：经济繁荣，反映松江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体现经济结构与效益的和

谐统一。用“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反映全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

率”、“工业企业排污纳管率”、“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反映全区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情况。用“R&D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人专利申请

数”指标反映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城市创新体系的情况。 

  反映环境优美特征的指标群：环境优美，反映松江区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的不断优化，体现经济与环

境的和谐统一。用“城镇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污水

处理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指标反映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及生态环境的优化的情况。用

“市区两级文明创建达标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率”、“大学园区大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人

次”、“文化下农村进社区完成率”指标反映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夯实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情况。 

  反映生活富裕特征的指标群：生活富裕，反映松江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人民的生活质量与收

入水平的和谐统一。用“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反映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

高的情况。用“恩格尔系数”、“国际三大国民健康状况指标”、“旅游支出占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

重”、“旧房综合整治面积”、“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指标反映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情况。 

  反映社会和谐特征的指标群：社会和谐，反映松江区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就业保障的

情况，体现社会与经济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和谐统一。用“基尼系数”、“政风行风满意度”、“基层选

举参选率”、“慈善募捐额”、“来沪人员子女入学率”指标反映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情况。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新增就业岗位数”、“各类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享受



社会养老的老年人比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比例”指标反映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

的情况。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指标反映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以

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 

  反映人民幸福特征的指标群：人民幸福，反映松江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满意程度的情况，体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用“小康社会幸福指数”、“社会安全指数”、“万人拥

有专职社工人数”、“三个中心服务满意率”、“技防设施覆盖率”、“110接警数”指标反映人民对目

前生活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推进平安建设，化解社会矛盾的情况。用“每万人公交运营车辆”、

“社会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中小学校师生比”、“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人均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人均公共体育活动场所面积”、“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反映社会公共资源配

置的优化程度及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的情况。 

  2、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设置 

  松江区和谐社会指标体系分为五个目标层、十二个目标子层、共设置了50项指标。（具体指标设置见

表1）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测评方法  

  为科学评价和监测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施进程，根据指标体系所设置的指标，按相应的评价功能单

独分类监测，对各项指标确定相应的目标值，并按“赋权法”确定权重（采用德尔菲法即专家咨询法），

权数之和设定为100。由于指标体系中，指标属性不同，既有相对量指标，又有绝对量指标，既有正相关

指标，又有逆相关指标。因此，采用综合评价法将众多指标逐级合成一个数值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方法如

下： 

  一是指标的正向化处理。由于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属于逆向指标，如110接警数、城镇登记失业率

等，在进行综合评分时，必须先进行正向化处理。计算公式：当指标为正指标时，X=x；当指标为逆指标

时，X=1/x。其中，x为各项指标值。 

  二是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由于各个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不能直接简单相加，故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

理，将不同单位表示的指标作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V=（X/Y）×100%，V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

值，X为正向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Y为对应指标的目标值。 

  三是综合评价。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指数。计算公式：分指数=∑（w1×V）×100，

总指数=∑(w2×分指数)×100，其中w1为各指标权重，w2为目标层权重。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实证分析  

  现以松江区2005年度的数据为基数，通过专家赋权法确定各层次权重，计算得出2006年度各目标

层指数，具体见下表： 

  ■ 

  在各级权重确定后，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用2005、2006年两年数据进行比较计算，以2005年100为

基数，最后得出2006年松江区和谐社会总指数为102.8，比上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和谐社会总指数与全

区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 

  1、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测算，2006年“经济繁荣”层指数为104.9，比和谐社会总指数高

2.1个百分点。（1）经济实力保持增长态势。经济实力层主要由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两个指标构成。

按常住人口计算，2006年全区人均GDP为56730元，比2005年增长10.1%。人均GDP增长较快的原因在于GDP

增长的速度快于常住人口的增速。2006年全区GDP为535.36亿元，可比增长16.9%；常住人口94.37万人，

比上年末增长6.5%。地方财政收入2006年受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比2005年下降4.6%。在

两大指标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实力层指数为102.3，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

较小。（2）结构效益得到不断改善提高。2006年全区三大产业结构比重从上年的1.6:71.1:27.3调整为

1.3:70.7:28，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基本形成了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第三产

业全年可比增速为19.1%，增长速度自“十五”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得到较大改善。经测

算，结构效益层指数为105.9，比上年提高5.9个百分点，超过经济繁荣层指数1个百分点，超过和谐社会

总指数3.1个百分点。（3）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科技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2006年，全区“R&D相当于生产总值比例”为0.48%，比2005年高出0.03个百分点；“每万人专利申请

数”为13件，比2005年多0.4件/人，增长3.2%。经测算，“自主创新”目标子层指数为104.9，比上年提

高4.9个百分点，高出全区总指数2.1个百分点。表明全区在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方



面成效较为显著。 

  2、全区环境更趋优美。2006年，全区不断加大环境建设和整治力度，重视人文环境发展，城市生态

和人文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经测算，环境优美目标层指数为104.1，高出和谐社会总指数1.3个百分点。

（1）生活环境逐步改观。虽然受“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下降2.9%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下

降2.3%影响，但在其他指标的带动下全区“生活环境”指数仍有所提高，2006年为103.8，比上年提高了

3.8个百分点。（2）人文环境明显改善。人文环境是构成一个城市软环境的重要方面。健康向上的人文环

境，不仅能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吸引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

重要内容和目标。2006年，“市区两级文明创建达标数”比上年增长18.6%，“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

率”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此，指标体系中“人文环境”目标子层指数为104.5，比上年提高4.5个百

分点。 

  3、生活富裕程度不断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全区人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增

长。但受“生活质量”子层指数影响，指标体系中“生活富裕”目标层指数为101.9，比上年增长1.9个百

分点，但低于全区和谐总指数0.9个百分点。（1）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步增长。2006年，城镇职工年平均

工资比上年增长10.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7%。在两项指标的带动下，“收入水平”目标

子层指数稳步提高，达到110.4，比上年提高了10.4个百分点，高出“生活富裕”目标层指数8.5个百分

点。（2）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由于指标体系中选取的是部分代表性指标来反映全区人民的生活质

量，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较高。受“国际三大国民健康状况指标”比上年下降12%且所占权重较大影响，

“生活质量”子层指数为97.3，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 

  4、社会和谐得到保障。经测算，全区“社会和谐”目标层指数为102.5，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

点。（1）社会公平程度有所提高。“社会公平”指数101.8，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其中，对社会公

平程度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来沪人员子女入学率”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5.5%。（2）各项保障进一步巩

固。全区“就业保障”指数为100.9，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其中，“新增就业岗位数”2006年为

51218个，比上年增长4.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比例”为2.3%，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6469人，登记人数比上年增加501人，由于该指标是逆指标，登记失业人数越多则说明社会

就业保障程度越差，因此该指标比上年下降了7.7%。（3）地区差异有所缩小。随着全区各项保障政策的

落实和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地区差异程度有所减小。经测算，“城乡协调”指数为107.1，比上年提

高7.1个百分点。其中，“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2006年为0.51，2005年为0.59，由于该指标是逆指

标，系数越低则说明差异程度越小。因此在计算该指标指数时，要进行指标的正向化处理。经正向化处

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比上年增长15.7%，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 

  5、全区人民生活幸福。2006年，全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目标层“人民幸福”指数为101.2，

虽然低于全区和谐社会总指数1.6个百分点，但比上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说明全区人民幸福满意程度仍

在不断提高。（1）幸福安全度有待提高。“幸福平安”子层指数99.3，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2）

资源配置程度较好。“资源配置”子层指数102.7，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社会事业投入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2006年为15.5%，比2005年增加1.7个百分点，提高了12.3%；“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2006年为29人，2005年为30.5人，2006年比2005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少1.5人，同比下降4.9%。下

降的原因主要在于全区卫生技术人员的增长幅度小于常住人口的增幅，2006年全区有卫生技术人员2776

人，比上年增长2.9%，而常住人口为94.37万人，比上年增长6.5%，增幅大于卫生技术人员增幅3.6个百分

点。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松江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是科学有效的。测算结果

与2006年，全区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

续提高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并能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单位：松江区统计局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