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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中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之

一#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极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在%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利用目

的性和可测度性等原则#从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指标群中#充分利用和开发我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

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构建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收集的不确定

性#借助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灰色定权聚类方法#建立了模糊灰色综合评价方法$最后利用相关数据#

进行实证性分析(

关键词!模糊灰色$综合评价$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志码!L

党的/十八大0首次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一

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而科学发展观重要内容之一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0中将

其提升到战略的层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

一体0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0#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

党的/十八大0中第八条阐述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0. 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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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

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在经过几年城乡统筹试验的探索后#/十八大0 中明确提出大

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既然/十八大0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地位#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0#如何全面监

测/生态文明建设0的发展程度3 尤其是对城乡一体化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国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

的一个新课题. /生态文明建设0不同指标的测度会涉及到定量和定性数据+客观和主观的判断#一个恰当

的评价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究'@K!(

.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首先#根据党的/十八大0报告#有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0的阐述#构建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的 I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国土空间结构优化+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其次#利用目的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测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一贯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同向性原则#根

据目前现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联指标#筛选出 C! 个指标原始集#再充分利用和开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资料#

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头脑风暴法#结合各个统计指标的经济意义和作用#在进行专家和实际

工作者的指标特征定性分析+数据可靠性分析+评价考核导向分析后#借助于统计应用软件#筛选出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指标群. 同时#对于部分指标进行综合派生后#从而得到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

一级指标 I 个#二级指标 ?" 个!表 @".

表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国土空间

优化度

资源节约

合理度

生态环境

保护度

制度建设

完善度

人均耕地面积
Q

?

o人

人均水资源量
Q

!

o人

森林覆盖率 p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 p

生态用地比例 p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千克标准煤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p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p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准煤o万元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o万元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 p

单位feT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吨o万元

危险废物处置率 p

环境质量指数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p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 p

公众对政府满意度 p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程度 p

生态环境相关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p

环境组织注册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比例 p

上述指标从国土空间结构的优化+资源有效节约+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等

方面充分地反映了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政策. 其权重在进行了在定性分析基础

上#通过头脑风暴法#基本决定使用等权处理.

?'模糊灰色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考虑到指标数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有机结合模糊数学和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这

些数据的相关信息. 建立模糊灰色综合评价数学模型'IKC(的基本原理如下&

!@" 计算S指标>子类的白化权函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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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因子$

!!" 计算对象D属于>灰类的灰色定权聚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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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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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S指标>子类白化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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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S指标的权. 聚类系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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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计算灰色聚类系数矩阵!行444对象D$列444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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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模糊综合评判的评判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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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糊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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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为权重因子.

!C" 对评语的定量化处理. 先采用对各个评语实行百分制记分#如&I"

&

C

!

hC"!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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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一

般"#G"

&

C

@

h@""!优秀". 得关于评语的分数向量,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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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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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评语的得分是一个区间#所以一般计算 ! 个有代表性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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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C高D

为各元素取区间的上限组成的评语分数向量$C低D

为各元素取区间的下限组成的评语分数向量$

C中D

为各元素取区间的中间值组成的评语分数向量.

!'模糊灰色评价模型实证分析

利用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和模糊灰色综合评价模型#结合重庆市相关数据'D(

#对重庆市进行

实证性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相应分值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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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灰色聚类系数矩阵

优 一般 差

国土空间优化度 "/CD" D "/!?J ! "

资源节约合理度 "/F!@ ! "/!F@ ? "/@@D F

生态环境保护度 "/@FD @ "/CGC I "/@FC F

制度建设完善度 "/I "/"!D "/FC!

计算得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分值为 DI/?G. 可见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属于中等. 从上面的计

算可以看出#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主要有国土空间优化度较为合理#资源节约合理度较好#生态环境保

护度适中#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完善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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