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约束趋 系，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有效评价、提出相

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现象十分严 应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诸多国内学者以省域、区域、城市为单元构

日益突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时代的 建了不同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

迫切需要。因此，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 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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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刻解读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总结梳理已有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系统地构建

了一套完整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为目标层，下设生态社会、生

态经济、生态环境、资源保障、制度建设5个准则层，构建出包含26项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黑龙江省

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予权重，收集黑龙江省2006~2013年最新相关统计数据，对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进行

实证分析与评价，表明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较为顺利，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各层面发展不均衡，为此提出

应着重加强完善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生态资源节约水平、更加全方位保护生态环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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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ex system, by expert consultation, a comple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index syste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evel was taken as 

the target layer with social ecology,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ources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s its five 

criteria layers, and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mprised of 26 indicators was established. Heilongjiang 

Province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Weights were given to the indicators by use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latest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6 to 2013 were collected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nt smoothly. However, all level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ere not developed in balance. Therefore,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or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enhancement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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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如2009年9月我国首份综合性省级生态文明 于全国各地区的广泛指导意义。浙江省从生态经
[1] 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4个领域共建 设 评 价 报 告 在 北 京 发 布 ， 严 耕 等 对 2005~ 

2007年各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评 37个指标构建了本省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3] 并以2010年的生态文明总指数为基准值，对2011年价。杜勇 构建了适合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文

[11]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保障、环境保护、 11个市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层次分析 。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4个子系统确定了28项指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4]标。关琰珠等 进行了关于厦门市的生态文明指 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启发，但仍

标体系的构建并进行了可达性分析，将生态文明 存在以下不足：①指标体系没有涵盖生态文明科

建设划分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社 学内涵下的广泛层面，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不

会保障4个子系统共32项指标，其构建的指标体 利于全面合理地评价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②指

系可以反映厦门市的生态建设现状，但缺乏适用 标体系评价结果具有滞后性。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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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层面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许多研究仅止步 1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5] [26]于几年前的评价考核，如马立新 、孙洪刚 分别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我
从各自视角构建黑龙江生态省建设评价体系，都

[27]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和发展态势的首要前提 。
仅 对 黑 龙 江 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启 动 阶 段

为避免以往学者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00~2005年进行评价分析。与现在时隔10年，
[28]的局限性和不足，文章首先在理论分析法 的基已经不能如实反映当前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础上，参考《国家环保总局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状况。

标体系与标准》，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情文章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及咨询有关
[29-31]专家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况，釆用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 ，在初步

确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黑龙 提出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征询专家小组的

江省作为实例考察所构建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分 意见，对指标进行调整。根据专家的咨询意见，

析评估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阶段的进展状 基于科学性与权威性、导向性与前沿性、普适性

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显示该评价 与特色性、动态性与可操作性原则全面构建了包
体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能够为我国生 括生态社会、生态经济、资源保障、生态环境、
态文明发展提供合理规划，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5个准则层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了26个单项指标，见表2。
表2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注：采用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指标属性“+”代表正向指标，“-”代表逆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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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判断矩阵标度1.1　指标无量纲化
[26]采用阈值法 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具体方法如下：

（1）正向指标无量纲化：

'注：当X <X 时，X =0；当X>X 时， 。  i imin i i imax

（2） 逆向指标无量纲化：
表 　判断矩阵4

' '注：当X<X 时，X =1；当X>X 时，X =0。  i imin i i imax i

1.2　确定指标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系数是综合评价中的核心问 研究中采取专家调查问卷的形式，请10位
题，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方法 专家在构造判断矩阵前对层次结构中各个生态
如下：

指标进行重要性的单排序，以便于减小误差，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一次性通过一致性检验。
把决策问题进行层次化，分别是目标层、

（3）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
准则层以及指标层，建立出层次结构的模型。层

将判断矩阵每一列正规化，得：
[8]次结构模型 ，见图1。

 
每一列经正规化后的判断矩阵按行相加，得：

对向量W=[W ,W ,…,W ]正规化：1 2 n

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1图 　层次结构模型图

（2）进行判断矩阵的构造

对本级的要素进行两两比较来确定判断矩 （4）矩阵一致性检验
阵的元素，b 是要素i对j的相对重要性，其值是ij 一致性指标CI，CI越大，矩阵的一致性愈差。
由专家根据资料数据以及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选

择相应判断尺度来确定。判断尺度表示要素i对

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需要素j的相对重要性的数量尺度，采用的判断尺

将CI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进行比较，记为度见表3。所构造的判断矩阵见表4。

CR，当CR＝CI/RI<0。10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

的一致性；否则，需对矩阵进行调整。各阶矩

阵的RI值见表5。

'
X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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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9阶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1.3　确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数

综合指数用于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简单

易行，计算结果比较直观。综合指数越大，生

态文明建设效果越好。同时，对各个子系统也

[32-34]可以进行比较。通过线性加权法 计算生态

文明建设状况的综合指数。经计算，得出标准

化方法计算后的生态文明指标综合指数，公式

为        　　　　　 ，其中D为生态文明程度，      

X 为第i个子系统的权重，W 为子系统第j指标　　根据以上所述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权 i ij

的权重，P 为第i子系统第j项指标的评价值。重值，见表6。 ij

表6　指标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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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0.691；距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2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与分析

目 标 的 趋 进 度 指 数 由 2006年 的 0.370上 升 到
[25]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分为3个阶段 ：第

2013年的0.513，呈稳步上升，但距黑龙江省生
一 阶 段 2001~2005年 为 启 动 阶 段 ， 第 二 阶 段

态文明建设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仍有较大差
2006~2015年为推进阶段，第三阶段2016~2020年

距。本目标层中黑龙江省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发
为 完 善 阶 段 。 通 过 收 集 处 理 黑 龙 江 省

展速度缓慢、质量不高。整个推进阶段黑龙江省
2006~2013年推进阶段的最新统计数据，统计数

城镇化率均高于50%，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
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4)、《黑龙

镇化比率逐年上升，上升幅度较小。但是体现城
江省年鉴》(2006~2014) 、《黑龙江省环境质量

镇化水平的其他指标并没有呈现这一明显趋势，
公 报 》 (2006~2014) 、 《 黑 龙 江 统 计 年 鉴 》

反映出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有些虚高的现象。
(2006~2014)，此外还有黑龙江省环保局和生态

　　2012年黑龙江省失业率相比前些年大幅度减
文明建设办公室的大量统计资料。基于生态文明

少，主要是黑龙江省于2012年4月发布了《促进
建设各阶段的权威目标值，具体分析黑龙江省生

就业“十二五”规划》，针对黑龙江的就业结构
态文明建设与推进阶段的目标及总体目标的差

与规模制定了相关的就业政策，政策中特别强调
距。图2反映了2006~2013年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

了就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黑龙江省积极响应指
设推进阶段的完成趋势。图3 反映了2006年至

示，进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通过运营模式的转
2013年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趋近于总体目标的

变完成经济转型，特别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
评价情况。

度。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公民的就业形势。

2.2　生态经济

自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以来，黑龙江省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努力转变增长方式，国民经

济呈现出高增长、高效益、平稳、健康的发展势

头。推进阶段经济完成指数由2006的0.104提升

到2013年的1，圆满完成了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

设的阶段任务目标。距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总

体 目 标 的 趋 进 度 指 数 由 2006年 的 0.072上 升 到
图2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阶段完成情况

2013年的0.849，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原因

是近年来，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建设初期黑龙江省的产业技术体系主要以重化工

业为主，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轻重工业比

例失调。经过黑龙江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其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截至2013 年，黑龙江

省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为17.36%，第二产业占

GDP 比 重 为 36.60%， 第 三 产 业 占 GDP 比 重 为

42.44%。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了近10%，第三产图3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距离总体目标趋进情况

业的比重增长了约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1  生态社会

从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阶段的生态 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表现在黑龙

社会指标来看，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推进阶段 江省所有制结构单一，企业发展负担较重。国有

生 态 社 会 完 成 情 况 指 数 由 2006的 0.561提 升 到 企业比重过高，私有经济比重低，导致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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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缺乏动力，经济发展的后续支持力量不足。 经济和循环经济。2010年根据国家水专项“十二

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阶段，黑龙江 五”松花江流域科技需求与重点任务对接会议要

省投入环境保护的资金逐年稳增。2013年黑龙江 求，制订了《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

省财政支出中环境保护支出115.75亿元，占全省财 规划》。2012年，《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十二

政支出的3.4%，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目前黑 五”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黑龙江省环境
[35-36]龙江省尚处于环境保护投入初期，还有很多环境 保护的目标和任务 。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指

保护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来满足污染治理的需求。 导政策是指导黑龙江省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2.3　资源保障 依据。

黑龙江省在资源节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 近年来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呈现稳步增长

施，资源节约指数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距黑龙 趋势，但同时要注意水土流失治理率指标进展缓

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的趋进度指数由 慢，黑龙江省2008年编制了全省巩固退耕还林成

2006年的0.089上升到2013年的0.817。由于黑龙 果专项规划，使全省水土流失和风蚀沙化程度得

江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特点，长久以来， 到进一步控制，根据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流域的
3黑龙江省一直采取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发展初 监测数据，河流泥沙含量由2008年的59.6 g/m 下

3 [37]期，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巨大，对自然环境的破 降到2012年的58.1 g/m ，下降了2.5% 。

坏极强，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十二五”规 2.5　制度建设

划后，对黑龙江省的能源利用进行调整，提高技 黑龙江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建立健全的

术水平，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全面利用，加 法制保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推进阶

大后期增值。在资源节约中应高度重视人均水资 段制度建设指数由2006的0.021提升到2013年的

源量和水资源可利用率两项指标，认识能源的有 0.546，距 总 体 目 标 的 趋 进 度 指 数 由 2006年 的

限性和节能减排的必要性，在今后工作中要特别 0.019上升到2013年的0.484，发展趋势稳定。说

加强节能工作的力度。 明黑龙江省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下了一番功

2.4　生态环境 夫，近几年黑龙江省构建了多层次、多形式、多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阶段期间，省 渠道的全民环境教育培训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

政府以及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极力重视生态环境的 内容培训纳入党校地厅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职级

建 设 。 生 态 环 境 指 数 由 2006的 0.179提 升 到 培训中。积极推进环境宣传教育社会机制建设，

2013年 的 0.683，距 总 体 目 标 的 趋 进 度 指 数 由 深入开展“6•5”世界环境日宣传、龙江环保世

2006年的0.040上升到2013年的0.529，表现出良 纪行活动、“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等环境保

好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于黑龙江省在“十一 护宣传活动。

五”和“十二五”规划期间注重整治，加大投入 但目前黑龙江省的制度建设水平仍然处于

环保力度。早在2007年，黑龙江省政府颁布的 较低层次，生态文明教育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实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 际普及范围小，应该建立领导目标责任制和监督

出到2010年，黑龙江重点地区和城市环境质量得 考核机制，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目标列入各级

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2009年黑 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中。政府部门还应继续加

龙江省环保厅印发《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 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防止虚假蒙混现

2009年工作要点》指出全面贯彻落实《黑龙江省 象。努力保持制度建设的良好发展态势。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黑龙江省生态文明
3 结论与建议

建设“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

步加大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力度，大力发展生态 以我国现行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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