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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 国际社会逐步认识

到 , 要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的战略目标 , 必须改变传统的

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被认为是从机制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

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循

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考核循环经济发展效果的

定量评价工具。对于引导和推动各级发展主体转变发展

观, 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循环经济监测体系与检测指标标准的确定

1.1 循环经济监测体系指标的构建

根据国内外反映循环经济的常用指标 , 参考国内外循

环经济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 , 提出循环经济监测体系由经

济发展水平、资源节约水平、法 规 政 策 水 平 、科 技 教 育水

平、环境保护水平、社会稳定水平 6 个方面的主要指标 , 具

体见表 1。

1.2 循环经济监测体系指标的筛选

本研究从实际出发 , 本着精炼、实用、易获取、代表性

强的原则 , 认为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节约水平、科技

教育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和社会稳定水平 5 个方面 ( 子系

统) 构建循环经济监测体系 , 每一个方面又由若干相对独

立的表征和某一侧面发展状态的指标构成。

1.3 监测指标标准的确定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的监测标准是判断循环经济实现

程度的依据。在本研究中, 确定标准值的主要依据是: ①根

据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在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目标 , 确定相关指标的标准值 ; ②对于国际上广泛

应用的发展指标 , 应尽量参照目前国际上中等发达国家或

地区的平均水平确定标准值 ; ③根据我国制定的 《中国

21 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长期规划、重点专项规划及行业规划中提出的有关发展目

标和任务 , 确定标准值 ; ④参考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影响较

大的循环经济评价标准 ,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的现状与

趋势确定标准值。各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值及其权重见表

2。

2 循环经济统计监测方法

2.1 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 各指标间往往存在不可公度

性 , 通过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就可以消除指标间的

不可公度性。根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 采用指数法进行指

标无量纲化处理。指数法是将指标的实际观测值与标准值

进行对比来求得各项指标的评价值( 个体指数) , 即:

正指标: 评价值=( 指标观测值÷指标标准值) ×100

逆指标: 评价值=( 指标标准值÷指标观测值) ×100

当某项指标经过指数法处理后的指数值大于 100 时 ,

只取 100 作为该指标的评价值。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使个别

指标的超常发展掩盖其它指标发展的不足。经过指数法处

理的指标都化成了类型和数量级相同的指数 , 既满足了指

标的公度性 , 同时还可使不同时期评价监测结果具备可比

性。

2.2 指标权数的确定

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有多种 , 按权数的确定方式分

类 , 大体可以分为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两类。两类赋

权方法各有优缺点, 不能简单地认为客观赋权法一定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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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循环经济监测指标标准值与权重

循

环

经

济

监

测

指

标

体

系

子系统( 权数) 指标 权数 标准值

经济发展水平

( 0.20)

1.人均 GDP( 美元)

2.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4.GDP 增长速度( %)

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20

0.20

0.20

0.20

0.20

!3000

□10

!50

!20

!20000

资源节约水平

( 0.25)

6.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7.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0.50

0.50

100

100

科技、教育水

平( 0.20)

8.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

重( %)

9.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0.50

0.50

!3.5

!5

环境保护水平

( 0.25)

10.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

方米)

11.城市主要饮用水达标率(%)

12.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13.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

14.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0.20

0.20

0.20

0.20

0.20

!12

100

100

100

!12

社会稳定水平

( 0.10)

15.通货膨胀率( %)

16.城镇登记失业率( %)

0.50

0.50

□2

□2

注: 第 2、15、16 项指标为逆指标 , 其余指标为正指标。

循

环

经

济

监

测

体

系

子系统 指标

经济发

展水平

1.人均 GDP( 元)

2.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4.GDP 增长速度( %)

5.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

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7.生态园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资源节

约水平

8.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9.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 立方米)

1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11.万元产值三废排放( 立方米 /万元)

1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法规政

策水平

13.规模化企业通过 ISO14000 认证比率( %)

14.通过清洁生产审计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率( %)

科技、教

育水平

15.R&D 经费支出额占 GDP 比重( %)

16.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 %)

17.万名劳动力中 R&D 活动的人力( 人年)

18.万人专利授权量( 项 /万人)

19.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

20.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环境保

护水平

21.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kg)

22.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

2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24.城市主要饮用水达标率( %)

25.空气污染综合指数( %)

26.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27.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28.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

29.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30.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社会稳

定水平

31.恩格尔系数( %)

32.通货膨胀率( %)

33.城镇登记失业率( %)

34.再就业比率( %)

35.基尼系数( %)

36.社会保障覆盖率( %)

表 1 循环经济监测体系

观赋权法优越 , 应根据具体问题的评价监测目的、研究对

象的特点等因素来选择适宜的指标赋权方法[4]。在本项研

究中 , 我们采用主观赋权法进行赋权 , 并通过采取扩大咨

询范围、增加咨询专家的数量等措施来减轻人为因素影

响。课题组征求了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综合管理部门

和企业界的数十位专家的意见, 参考了国内众多相关研究

成果 , 并对指标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试算 ,

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指标体系中各子系统和指标的权重 , 如

上表所示。

2.3 综合评价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 , 我们选择线性加权和法作为循环经济

综合评价模型。线性加权和法的优点是使用广泛、操作简

明且含义明确, 更主要的是将指标的个体指数值进行线性

加权求和后 , 可以得出各个子系统的水平指数及整个体系

的综合指数值 , 而综合指数满足时间上的可比性 , 可以用

于全国及各地区循环经济进程的动态监测。其步骤如下:

首先对 5 个方面的评价监测指标的个体指数值与相

应的权数相乘 , 然后再加总 , 得到各个方面 ( 子系统 ) 的水

平指数:

YIi =
ni

j=1
#wij·yij , i=1, !, 5

式中: YIi ———第 i 个子系统第 j 项指标的评价值;

wij ———第 i 个子系统第 j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yij ———第 i 个子系统的水平指数。

这 5 个水平指数可用以反映各个评价监测领域的发

展状况和实现程度。

然后, 再将各个水平指数与相应的权数相乘后加总,

得到循环经济综合指数, 该综合指数可作为全国及各地区

循环经济总体实现程度的一个综合度量:

NISI=
5

i=1
#Wi·YIi

式中: Wi ———第 i 个子系统的权重系统;

NISI———循环经济综合指数。

3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循环经济进程监测

与结果分析

运用前面提出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和评价监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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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水平指数

资源节约

水平指数

科技教育

水平指数

环境保护

水平指数

社会稳定

水平指数

循环经济

综合指数

济南 87.6 95.4 11.3 74.5 90 71.3

西安 73.9 80.2 10.9 51.7 65.7 56.6

深圳 93.3 88.6 19.3 86.8 56.8 72.2

南京 83 87.5 18.9 80 42 66.5

武汉 83.5 92.2 22 53.6 80.3 65.6

成都 80.3 94.2 8.4 70.8 41.2 63.8

沈阳 83.9 85.8 20.1 71.1 78.8 68

广州 91.9 87.5 19 71.5 59.6 68

青岛 85.4 99 15.3 79.8 57.6 70.8

大连 86.4 81.3 11.7 72.2 88.5 66.9

厦门 86 91.3 22 77.4 39.8 67.8

杭州 88.4 96.2 13.9 76.6 90 72.8

哈尔滨 69 82 22.7 45.9 58.9 56.2

长春 73.4 93 12.1 64.8 49.4 63.5

宁波 88.4 87 16 65.7 63.3 65.4

城市

指标

表 3 2004 年全国工 15 个副省级城市循环经济水平指教与综合指数

马宗国, 张守凤 : 15个副省级城市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我们对 2004 年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循环经济进程进

行了测算。测算所使用的统计数据是 2004 年的 , 大部分取

自官方正式的统计年鉴、资料汇编和正式出版的研究报

告 , 如《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4 年高等学校

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直辖市、副省级城

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统计资料汇

编( 2004) 》等。还有部分数据是根据科技

部 , 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 总 局等 部 局 年

度统计公报中的有关资料整理得出的。将

2004 年的数据分别代入评价模型中 , 测算

结果如表 3 所示。

测算结果显示 , 2004 年各城市的的经

济发展水平指数 、资 源 节 约水 平 指 数 较

高 , 说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

的水平 , 今后要注意保持发展速度 , 争取再上一个台阶。科

技教育水平指数、环境保护水平指数和社会稳定水平指数

较低 , 并且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 尤其是科技教育

水平太低。今后应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 努力提高环境保护

水平, 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和各项水

平指数的数值不难看出, 各城市的循环经济进程尚处于循

环经济初期阶段 , 科技教育水平还比较低 , 社会稳定水平

较低 , 科技教育对循环经济过程的支持还有待加强。总之 ,

测算结果表明 , 各城市的循环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还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各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情况看 , 全国 15 个

副省级城市按照循环经济综合指数的高低可以大

致分成 4 个方阵。第一方阵包括杭州、深圳、济南、

青 岛 4 个 城 市 , 其 循 环 经 济 综 合 指 数 都 超 过 了

70。其循环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有的指标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较。第二方

阵包括广州、沈阳、厦门、大连、南京、武汉、宁波 7

个城市 , 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处于 65～70 之间。第

三方阵包括成都和长春两个城市 , 其循环经济综

合指数处于 60～65 之间。第四方阵包括西安和哈

尔滨两个城市 , 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都在 60 以

下。见附图。

从图表中不难看出 , 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循

环经济进程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杭州和深圳的

循环经济综合指数达到了 72 以上 , 而西安和哈尔

滨两个城市的循环经济综合指数才 56, 差距比较

大。根据近几年的发展态势预测 , 发展水平高的城

市循环经济要比低的城市早 10 年以上。如果仅有

部分城市实现了循环经济 , 而全国广大的城市不

能实现 , 则很难认为我国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循环经济。

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 加快各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国家

可以适当加大对中、低水平城市的投资力度 , 而中、低水平

城市的各级政府也要努力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 , 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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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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