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承蒙张豪禧研究员和方创琳博士尽力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稿日期: 1998202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3

余丹林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自提出以来, 立即受到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响应。但各

个团体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理解又各自不同。本文论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的必要性及其构建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大致框

架进行了设计, 并就指标体系构建中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及指标选取中定性与定量的关系问题

作了扼要的论述。

　　关键词　区域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1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人类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 创造了比这以前 2000 多年人类

发展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奇迹。尤其是借助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人

类在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大。

然而, 令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支持者颇为尴尬的是, 由于维持传统的经济发展而必然

带来的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锐减、严重的环境污染、人口骤增所导致的贫困

人口增多等一系列社会、资源、环境问题也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日趋严重。在某些人

地矛盾相当突出的区域, 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这种背景下, 当“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首次于 1987 年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

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O u r Common Fu tu re》) 中正式提出后, 立即被越来越多的国

家、国际组织、学术团体和公众所普遍接受。尤其在 1992 年, 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在“环

境与发展”大会上作为中心议题提出, 并被《21 世纪议程》(《A genda 21》) 诠释为引导人

类社会经济大系统健康、有序地走向 21 世纪的唯一手段[1 ] , 对它的研究骤然成为各国政府、

各学术团体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机构的热点, 并且从概念体系到思维理念上成为人们, 特

别是各国政府广泛认同的可接受的发展模式。

但是, 作为哲学理念被人们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同将进入可操作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和相互结合。而联系理念

与实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来评判某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可持续, 可持续的程度

到底怎样? 以及如何做才能使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转为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 应该

通过一套怎样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表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否、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如何以及

怎样通过对某些可调节指标的调控以增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 17 卷第 2 期

1998 年 6 月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PRO GR ESS IN GEO GRA PH Y

V o l. 17, N o. 2
June, 1998



111　指标体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参照系

联合国 1992 年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中明确规定“各国在国家一级和

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一级应探讨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的概念, 以确定可持续

发展的指标体系”[1 ]。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指标体系一词,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 它有“指示”、“表征”的含义, 叶文虎[2 ]等人认为,

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应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 它应能描述和表征任一时刻区域发展的各个方面 (包括社会、经济、环境、资

源等) 的现状;

其次, 它应能描述和表征任一时刻区域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及变化率;

第三, 它还应能体现出区域发展各方面的协调程度。

其实也就是说, 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应当作为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否、可持续发

展程度如何的参照系。由指标体系的建立来评判一个区域现阶段社会、经济、环境、资源

的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程度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对其的约定。

112　指标体系的构建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可持续发展概念自提出以来, 虽然其哲学理念深入人心, 但其理论构建却明显不

足。除了该概念提出不久, 尚不成熟之外, 没有一个可以具体操作、具有强实用性的评价

指标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含义是被广为接受的, 但是由于具体区域

的实情千差万异, 如果没有一套明确、清晰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衡量标准的话, 可持续发

展很难从理念的层次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理论, 并具体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众所周知, 一种独特的理论首先应当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区域可

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明确的, 即区域社会2经济2环境2资源大系统及其内部各子系统

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程度与过程, 但其研究方法却明显地欠缺。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切实可行的区域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不但可以使得可持续发展可衡量、可操作, 还能因而用于

具体指导区域发展的实践工作, 从而有可能使得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臻于完善。

2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既然作为指标体系, 就其构建的一般原则来说, 不外乎必须遵循客观性、完整性、稳

定性和有效性等普遍原则。但作为评价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除了应当遵循这

些普遍原则外, 还应同时满足层次性、相关性、可操作性及动态发展性的原则。

211　层次性原则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层次性原则是由区域划分的层次性所根本决定

的。虽然可持续发展作为任何一个层次区域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但不同层次的区域具有

不同的具体区情,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 对可持续发展所持的具体态度

都决不可能整齐划一, 因此, 对于不同层次的区域, 必须在层次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评价指

标体系。

212　相关性原则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其实质就是区域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大系统协调、有序、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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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保持健康状态并不断增长, 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区域内部各子系统间可以长

期维持协调、有序、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 作为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应

当能将区域内各子系统间的这种相关关系很好地表征出来, 以利于应用者和决策者了解并

掌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这就要求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之间也必须有着密切的内在

联系。

213　可操作性原则

目前世界各国的各种统计指标、经济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等等, 为了追求对现实状态

的完整描述, 往往动辄成百上千个。而由于区域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 如果在构建区

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也片面追求对系统状态的完整描述, 其指标数量之多, 恐怕

无以数计; 另一方面, 同样由于区域系统复杂性的缘故, 一些传统的指标在描述系统状态

时, 往往又是较难操作的定性指标较多, 而可操作的定量指标则较少, 或者即使有一些定

量指标, 其精确计算或数据的取得也极为困难。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再加上系统发展的次

优定律, 使得传统构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不具备可操作

性。因此, 我们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 要在尽可能简单的前提下, 挑选一些易于计算、容

易取得并且能够在要求水平上很好地反映区域系统实际情况的指标, 使得所构建的评价指

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区域系统作出最

有利的调节, 引导系统在发展中不断协调, 并逐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214　动态发展性原则

区域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明显动态特征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随历史阶段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用于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内涵、可持续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不

仅能够客观地描述一个区域的现状, 而且指标体系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适应不

同时期区域发展的特点, 在动态过程中较为灵活地反映区域发展是否可持续及可持续的程

度。

3　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几点设想

311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构架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最终是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的。因而其指标

体系所包括的内容应当能够充分体现区域发展的可持续程度, 利于人们通过有效的调控措

施促进区域的持续、稳定发展。前已述及, 区域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

各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 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使得这个复杂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

相互之间以一种健康、协调和充分支持的状态尽量维持系统的最优存在和发展。因此, 作

为评价指标体系, 应当充分包括区域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及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主要内容。

据此, 构架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可以看出: 该指标体系由子系统指标和协调

度指标所构成。其中, 子系统指标囊括了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密

切相关的因素; 协调度指标则主要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突出反映承载力要素和政策法律

要素等内容。二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 耦合成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在子系统指标中, 将社会发展指标摆在首位, 旨在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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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持续发展。同时, 社会发展指标又对人口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及追求社会

稳定这四项内容给以充分的关注。在协调度指标中, 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基础的资源

环境承载力视为协调的首要指标, 并用宏观的政策法规指标强化其协调功能, 进而力求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生态问题。

区域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框架

子系统指标

社会

人口发展

基础设施

贫困程度

社会稳定

经济

经济总量

经济结构

经济变动率

资源

资源总量

资源利用结构

资源变动率

环境

环境容量

排污水平

治理水平

协调度指标

资源环境承载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

社会发展与生态损失

宏观政策保障

法律与法规行为

图 1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大体框架图

F ig11　T he fram ew o rk of evaluation index in regional susta inab le developm ent

312　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211　因地制宜地构建不同时空尺度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图 1 所示的总体框架反映了在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 从宏观的角度应

当考虑的内容。然而, 不同的区域以及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构建区域持续发展的评

价指标体系时, 其侧重点和阶段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根据构建指标体系的动态发展的原

则, 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

(1) 在共同的总体框架下, 不同区域指标体系对指标的选取侧重不一。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内容对于任何区域而言都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追求区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环境效益统一的前提下的最优化发展, 故而作为评价的指标体系, 其总体框架对于任

何区域都应该是相同的。然而, 区域差异性作为区域固有的特性之一, 决定了不同的区域

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发展模式, 因而其发展的目标、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

问题及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尽相同。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区域发展的实

际情况, 不同区域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时必然有不同的侧重。如中国的沿海地区和西北

地区在分别构建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时, 其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着重于区域发展过

程中社会发展效益的描述, 而后者更注重其经济效益的分析, 因而二者在具体指标的选取

时, 虽然总体目标相同, 但具体内容却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就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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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求同存异特性。

(2) 特定区域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具体指标也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主要为了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度量、评价和总体调控。特定区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各有其特定的发展目标与面临的问题。比如, 对于中国西北地区来说, 现阶段的首要目标

是谋求区域经济的较高速度增长, 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差距, 因而在选取其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评价指标时, 必然更注重区域子系统指标中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项,

赋予较高的权重, 并考虑添加区域发展差距指标, 以便从差距中寻求发展动力; 而相对发

达的沿海地区则会更关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

一, 因此, 沿海地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能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发展指标等给予更大

的权值。

(3) 不同时期评价指标体系有所不同。对于同一个区域, 不同时期预示着不同的发展

阶段。而不同发展阶段, 区域发展的目标、发展模式、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均不相同,

因而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也就有不同的侧重; 至于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区域, 受

区域差异性、发展阶段性不同的影响, 相互之间在可持续能力的建设上, 采取的方式方法

更是千差万别。作为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 必然也有很大的差异。

(4)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区域发展是阶段性的, 这使得

处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区域发展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作为客观描述、度量及总体调控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该特定的阶段, 其侧重点、结构及具体的指标项也就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这种稳定性使得其不随区域发展过程中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变化而

发生改变, 但会因为区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产生新的变化。正是由于指标体系具有这种

相对的稳定性, 使我们有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对区域发展进行可持续的度量和调控, 从而有

利于区域朝向更为符合可持续标准的方向发展, 避免出现区域发展中的短期行为。

31212　正确处理好指标选取中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依据指标体系建立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在具体区域进行指标筛选时, 往往会

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即某一指标, 尽管它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区域系统中某一子系统

的状态或某几个子系统间的相互关联, 但要将这一指标定量化, 即令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 用一般的统计方法, 却比较困难。如图 1 中所提及的区域政策指标、精神文明指标、体

制改革指标及社会稳定程度指标系中的指标项, 即是如此。因此, 虽然在理论研究中, 这

些指标项作为重要的项目列出,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带来一系列困难。这也是区域可持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迟迟难以投入有成效的应用的原因之一。

依笔者所见, 对这些难于定量化的指标其实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模糊因子予以保留。事

实上, 任何一项指标, 其制定到最后的可操作化处理, 都包含有处理者的一些主观因素在

内, 因而都具有对客观实际反映的一定的模糊性, 区别只在于模糊性的大小而已。因此, 对

于那些作为模糊因子保留的指标项, 可以利用模糊理论的有关方法, 将其作为一种可能性

的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所谓可能性的指标, 实际上指的是保留指标的模糊性, 使用

模糊数学的相关理论, 计算这些指标相对于某一具有明确定量内涵的定性概念的隶属度。比

如就社会稳定程度指标而言, 可以根据某一个区域社会稳定的真实状况确定其隶属于稳定、

较稳定、较不稳定、不稳定及动荡不安等几个可以简单定量化的定性概念的隶属系数, 即

隶属度, 然后可以将这一隶属度或作为某种权重, 或直接作为一个定量化的数据用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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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通过这种模糊量化以后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更具有

可操作性, 因而将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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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receives w ide range respond since the ph ilo sophy idea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w as put fo rw ard in 1980’s. But various group s of peop le have their ow n differen t understanding

of w ha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m eans. T h 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on2
st ruct ing a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and basic p rincip les w h ile con2
st ruct ing the system. W e designed a gro ss fram ewo rk fo r the system based on its p rincip les, and

finally w e discuss concisely t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the qualitat ive and quant itat ive indexes

w hile select 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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