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背景

“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

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就必须教会世界

如何可持续发展。 ”这段文字出自英国《卫报》一篇关于青

藏铁路的评论文章 ［1］。 不管这篇评论的观点正确与否，但

它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发

展的主题和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全面复

兴的必然选择。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此，长株潭

“两型社会”建设全线启动。2008年8月，湖南省省长周强在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

的重大区域战略布局，在资源日趋紧张、环境压力加大的国

际大背景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2］。 可

见，可持续发展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长株潭发展

方向，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那么，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道路上，怎样评价监测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怎样判定长株潭城市群在

“两型社会”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效，怎样构建可持续发展视角

下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了研究“两

型社会”建设的又一重大课题。 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2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发

展确定为各国的发展战略，自此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

究一直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国

情出发，提出了各种类型的指标体系。

2.1 国外研究现状

联合国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用于帮

助各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应用“驱动力-状态-响应”概

念模型来设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42个指标，含社

会、环境、经济、制度4个方面，其中社会指标涉及平等、健

康、教育、住房、安全、人口，环境指标涉 及 大 气、土地、海

洋、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经济指标涉及经济结构、消耗

和生产模式，制度指标涉及制度框架、制度能力 ［3］。
英国于1996年发布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球首

家公布全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国家。 几经修订，英国提出

主题为“保障未来”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该战略更侧重

国际和社会角度的综合目标，更重视环境极限原则，关注

实效，同时重视人民福利，并由此形成了120个指标构成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基本上是根据经济健康发展、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可再生资源必须优化利用、可再生资

源必须可持续利用、人类对环境危害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而设计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上还提出了一些直观的、较

为易于操作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定量评价和计算

方法及模式，如世界银行的“国家财富”指标体系，Wacker-
nagel等提出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及其模

型，Daly和Cobb提 出 的 “可 持 续 经 济 福 利 指 数 ”（ISEW），

Cobb等提出的 “真实发展指标”（GPI），Prescott-Allen提出

的“可 持 续 性 的 晴 雨 表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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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 根据研究的理念、方法和侧重点的差异，众多的指标

体系可大致划分为四类： 一是强调经济-社会因素的指标

体系； 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因素的指标体系； 三是强调生

态-资源-环境因素的指标体系；四是以系统理论和方法构

建的指标体系 ［6］。
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

90年代初。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牛文元为

组长）在世界上独立地开辟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系统学方

向，依据系统理论和方法设计了 一 套“五级 叠 加，逐 层 收

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该指标

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5个等

级，共采用45个指数、219个指标［7］。
林祥荣建立了一个由3个层次、30项指标组成的上海

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最高综合指标为城

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ECI，亦称城市生态综合指数）；一

级指标包括结构、功能、协调度3个方面的指标；二级指标

包括人口结构、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可持续性等10项具体

的亚指标；三级指标包括人口密度、人均期望寿命、万人大

中专人数、城乡收入比等30项评价指标 ［8］。 该指标体系以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为基础，侧重从城市生态建设的

角度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赵国杰等选择38个指标构成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目标层为城市发展度；二级指标包括发展水平、
发展效率、发展潜力、发展协调度、发展开放度、发展调控

度和发展均衡度7项指标；三级指标包括千人拥有医生数、
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工业产值密度、机关行政人员平均学

历等38项指标［9］。 该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可持续发

展的思想和要求，指标较为全面，而且给出了各指标、各系

统所占的权重，便于综合计算和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

平和能力。
张卫、 郭玉燕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5个层次31

项指标，5个层次为：经济发展指数，包括人均GDP、工业全

员劳动生产率等6个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包括人口自然增

长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等8个指标；生活质量指数，包括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道路面积等6个指标；环境质

量指数，包括环境综合质量指数、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

等6个指标；资源承载指数，包括人均可利用水资源、单位

土地面积GDP等5个指标［6］。
从现有文献中可见，我国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研

究一般参照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框架， 利用系统理论和方

法，以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方面作为整体目标层，然后加

以指标细分和权重分配，最后根据数据进行计算校正。 然

而，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对可持续发展更是赋予

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求长株潭城市群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加强节能减排降

耗，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谋求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一起实

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一起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一起提高的格局，因此在建立两型社会指标体系时应结合

上述特点，在全面考察经济发展、资源集约、环境保护以及

社会和谐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长株潭在发展建

设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环境的合理利用，凸显其在谋求经

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过程中所取得的

成效。

3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两型社会指标体系的

架构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两型社会指标体系由经济两型化、
资源集约化、环境生态化及社会和谐化4个一级指标构成，
这4个一级指标下设经济效益化、产业两型化、资源利用、
资源产出、生态破坏、污染控制、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以

及民生改善共9个二级指标， 而二级指标下面又设有39个

三级指标。 本指标体系具体构成如下：
3.1 基本构成

3.1.1 经济两型化

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它是社会发展、
环境改善、资源利用率提高的基本保障。 在经济社会加快

转型的现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走多元化

路线已成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指标体

系通过经济效益化和产业两型化两个方面来反映经济的

两型化发展，其具体构成如表1。
3.1.2 资源集约化

资源集约化是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的有效

方式，资源集约化程度是反映长株潭城市群在“两型社会”
建设过程中前进方向的主要指标。从目前的资源利用率来

看，高消耗、低效益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资源的承载能力已

不堪重负。因而，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物质资源，并通过循

环再生方式实现物尽其用，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已成为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指

标体系从资源利用和资源产出两个方面来反映资源的集

约化程度，见表2。
3.1.3 环境生态化

环境生态化程度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

反映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环

境生态化要求我们把经济社会活动限制在环境承载力的范

围之内，以不破坏环境或以最小的环境损耗为原则，创造更

多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双赢。本指标体系从生态破坏、污染控制和环境建

设3个方面来反映环境生态化程度，具体见表3。
3.1.4 社会和谐化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

务，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和谐化，要

求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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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指标体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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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备注(计算方法)

环境生态

化

生态破坏

自然灾害成灾率 % 约束性 受灾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水土流失率 % 约束性 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环境污染损失占 GDP 比重 % 约束性 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GDP

污染控制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发展性 工业企业排放的达标废水量/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总量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 发展性 处置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

S02 消减率 % 发展性 S02 消减量/S02 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消减率 % 发展性 化学需氧量消减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发展性 各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量之和/取水量之和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 % 发展性 全年 API 指数小于（含等于）100 的天数（即优良天数）/全年天数

环境建设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 发展性 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城市 GDP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发展性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总面积

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 发展性 各环境噪声达标区面积之和/建成区总面积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2/人 发展性 公共绿地面积/城镇人口数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 发展性 城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城市国土面积

表3 环境生态化子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备注(计算方法)

资源集约化

资源利用

万元工业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约束性 能源折合的标准煤/工业总产值

万元 GDP 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约束性 能源折合的标准煤/GDP

万元 GDP 钢材消耗量 吨/万元 约束性 年钢材消耗量/GDP

清洁能源占能源总消费比重 % 发展性 清洁能源消耗量/能源总消费量

资源产出

土地资源生产率 万元/hm2 发展性 农业增加值/农业用地

矿物资源生产率 万元/kg 发展性 GDP/铝消耗量

淡水资源生产率 万元/m3 发展性 GDP/用水量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 发展性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

表2 资源集约化子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备注(计算方法)

经济两型化

经济效益化

人均 GDP 万元/人 发展性 GDP 总额/ 年内平均常住人口数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亿元/万人 发展性 工业增加值 ／ 全部从业人员人数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 发展性 财政收入/GDP

工业资本金利税率 % 发展性
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 (报告期流动资产平
均余额＋报告期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

产业两型化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发展性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GDP

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 % 发展性 旅游收入/GDP

信息产业就业比重 % 发展性 信息产业就业人口数/就业人口总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发展性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GDP

表1 经济两型化子体系

过城乡一体化和民生改善两个方面来反映社会和谐化程

度，其构成见表4。
3.2 确定目标值

本指标体系的立足点为阶段性的有限目标。所谓有限

目标，是指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切实可行的目标。 湖南省

发改委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改方案中提出：长株潭

试验改革分 “三个阶段” 推进，2008-2010年为第一阶段，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5-2020年为第三阶段 ［11］。 本

文的研究目标定位于2008—2020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社

会结构的发展状态。 在确定指标的目标值时，我们以党中

央确立的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长株潭城

市群关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最终构想为重要依据。利用指

标体系及各指标目标值（如表5），可以监测2008-2020年长

株潭城市群社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动态变化，对部分指标

还可描述其变化的方向和数量。

4 小结

本文在经过广泛讨论和反复推敲后，初步完成了可持

续发展意义下两型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并确定了各指标

的目标值。指标体系及目标值综合考虑了“两型社会”建设

中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因素对建设进程的影响，具有较

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决策人员更有效地评价和监测

陈黎明，欧文: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两型社会指标体系研究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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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经济两型化

经济效益化

人均 GDP 4.2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14 000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16
工业资本金利税率 22

产业两型化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30
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 18
信息产业就业比重 2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0

资源集约化

资源利用

万元工业产值能耗 1.5
万元 GDP 综合能耗 0.665
万元 GDP 钢材消耗量 0.225
清洁能源占能源总消费比重 10

资源产出

土地资源生产率 1.58
矿物资源生产率 0.5
淡水资源生产率 0.008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0.1

环境生态化

生态破坏

自然灾害成灾率 5
水土流失率 4
环境污染损失占 GDP 比重 2.4

污染控制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98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95
S02 消减率 22
化学需氧量消减率 27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99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 90

环境建设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1.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58
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75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5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12

社会和谐化

城乡一体化

基尼系数 0.35
城镇登记失业率 4
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比 1.2
城乡居民收入比 2.3
城市化率 80

民生改善

社会保险覆盖率 85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22
计算机普及率 75
每万人医生数 35

表5 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目标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备注(计算方法)

社 会 和 谐

化

城 乡 一 体

化

基尼系数 - 约束性 国际上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约束性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 （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比 - 约束性 城镇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城乡居民收入比 - 发展性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市化率 % 发展性 年末城镇人口 ／ 年末总人口

民生改善

社会保险覆盖率 % 发展性 年末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年末总人口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 发展性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家庭消费支出

计算机普及率 台/百户 发展性 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脑台数

每万人医生数 人 发展性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量

表4 社会和谐化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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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 然而，由于“两型社会”
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4.1 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指标体系还不能完全满足“两型社会”建设问题研究

的需要，理论与可操作性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事实上，目前

要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进展情况做出总体

权衡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主要在于：长株潭“两型社会”
的一些目标，由于缺乏直接的可供考核的数据而无法将其

纳入指标体系中，而只能通过统计效应分析来解决。例如，
长株潭“两型社会”的辐射效应等，需要通过统计实证分析

得到，并不能完全通过指标体系反映。
4.2 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的确定实质就是衡量各项指标和各领域层对其

目标层的贡献程度，指标权重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评价结

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对于本指标体系，为提高权重的客

观性，可以采用有针对性的AHP和模糊数学等方法获得指

标权重；也可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识别其中具有

驱动作用的主要因子； 还可采取常见的德尔菲法 （Del-
phi），请专家对各因子的重要程度（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判

别，对各因素进行多轮次的专家打分，得出各因素的分值。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我们将作进一步研究。
4.3 评价监测的操作和实施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阶段性的进程，从2008年全面

启动到2020年基本完成，需要经过13年的历程。 在这个动

态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的历史数

据进行纵向比较，还应拿长株潭城市群同其它“两型社会”
建设改革试验区以及国内外先进城市发展建设的状况进

行横向比较。 此外，本文的目标值是以“两型社会”建设的

最终要求为指导的， 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在其发展的3个不

同阶段也应分别确定其目标值，并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

实施监测，以更好地保障和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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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is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constructing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e -
quirement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aspects of economy,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t
focus on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rational use of environment in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s develop -
ment. Then it builds a set of index system which covers four factors, which are the two-oriented economy, the intensive resourc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t also defines the target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index system. Finally,
the thesis make some discusses on how to improve the index system, how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indicators, how to operate
and implement the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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