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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评价的理论思考

赵景柱*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厦门摇 361021)

摘要:基于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本文认为生态文明是指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并能够为民众提供可持续福利的

文明形态。 进一步可以认为,生态文明是指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阐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
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评价框架和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概念;建设;评价;趋善化模型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ZHAO Jingzhu*

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human society,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a civilization pattern that can provide and ensure sustainable welfare for people while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fac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civilization pattern that can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definition,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for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 outlines the necessary system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t also designs a basic
framework and a meliorization model 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approach; assessment; meliorization model.

1摇 生态文明的概念、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1. 1摇 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人们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

想和观点。
从人类文明形态或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整体角度出发,生态文明是指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并

能够为民众提供可持续福利的文明形态。 进一步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内涵分析,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指能

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
基于这样的理解,生态文明涉及到两个核心要素,即生态系统服务和福利。
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的概念是由美国 Gretchen C. Daily 于 1997 年正式提出的,其

英文原文是“Ecosystem services are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natural ecosystems,and the species
that make them up,sustain and fulfill human life. 冶 [1]。 这一概念的中文翻译有很多版本,如果从英文原意直接

翻译,其中文表述应为: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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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通常指收入和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即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 效用一般是指人们通过消

费、享受闲暇和公共参与等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它是人们主观对客观的感受、反应和评价。 可

持续福利是指福利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收入冶和“财富冶也被人们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同时人们需求的

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即从单一的经济内涵发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内容,亦即从

比较狭义的福利概念发展成为比较广义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需求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系统。
1. 2摇 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在使用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这一概念时,由于各种原因,经常出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冶、
“生态服务冶、“生态服务功能冶等不够规范的表述方式。 按照其原意进行表述,即“生态系统服务冶比较合适。

另外,永续发展、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三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它们都是译自英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台湾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译为“永续发展冶,之后一直采用“永续发展冶这一中文表述

方式。 “持续发展冶和“可持续发展冶是中国大陆关于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中文表述方式。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冶(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于 1987 发表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这份重要报告[3],这一报告的中文版本采用的是“持续发展冶一词。 而 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各种文件的中文版本采用的是“可持续发展冶一词,所以在 1992 年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前中国大陆采用的都是“持续发展冶一词。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我国在制订《中国 21
世纪议程 — 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的过程中,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正式采用“可持续发展冶的
表述方式。 在此以后,一般不再使用持续发展的表述方式。
2摇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与其它人类文明形态一样,有着与其相应或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基本条件。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内容或要素是不断

相互交叉和相互融合的,很难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 当然,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还是要以某种方式对它们进

行界定。
人类文明形态是就人类总体而言的,每一种人类文明形态在世界各地或在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表现的

形式或发展进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结合我们国家现阶段总体发展水平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进程以及我们目前的实

际工作,同时避免模糊或混淆生态文明与生态建设(或环境建设)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把以下五个方面

工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即环境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关于环境建设、生态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概念和内涵,人们对其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甚至在同一篇文

章或同一个报告里同时使用这些概念。 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分析或从广义上理解,它们所要包含的内容基

本上都是为了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而开展的各方面工作。 相对比较统一地使用这些概念更有利于人们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更适合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 为了避免生态文明与其建设内容的混淆,采用

“环境建设冶来表述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比较稳妥。
3摇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到各个方面、长时期的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与其它评价不同,其评价目的是要反应或体现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人们对其

所处社会的总体感受或满意程度,从中发现不足和问题,进而来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
由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内容的丰富性,很难用一个或几个指标对其进行评价。 因此需要构建基本能够反

映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内容的指标体系。 评价工作不仅要分析构成指标体系的每一个指标实际结果本身的情

况,更主要的或最重要的是分析人们对每一个具体指标实际结果的感受和满意程度。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情况,也需要把上述单一的满意程度耦合起来,构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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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满意度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与可持续发展评价本质上是一致的。 人们在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价问题的过程中,取得

过一些进展和初步的结果[4鄄5]。 可以在这些已有的评价理念、评价框架、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来

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框架。 为此,本文提出两个评价框架,即基本评价框架和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
3. 1摇 基本评价框架

设指标体系由 n 个指标构成,用指标向量表示指标体系,即指标体系为

X( t) = X1( t),X2( t),…,X i( t),…,Xn( t( )) (1)
其中, X i( t) ( i=1,2,…,n; t 为时间)表示第 i 个指标在时间 t 的数值。 进一步设 fi X i( t( )) 为人们对 X i( t)
( i = 1,2,…,n) 的满意程度。 为了便于比较,可以采用单位化的方式使得

0 臆 fi X i( t( )) 臆 1 (2)
单位化的方法很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方法对 fi X i( t( )) 进行单位化。 fi X i( t( )) = 0 表示对这

一指标最不满意, fi X i( t( )) = 1 表示对这一指标最满意。
于是可以得到满意程度向量 F( t) ,即

F( t) = f1(X i( t)),f2(X i( t)),…,fn(Xn( t( ))) (3)
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每一个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为此,设

P( t) 为指标体系在时间 t 的赋权向量,即
P( t) = p1( t),p2( t),…,pi( t),…,pn( t( )) (4)

其中, pi( t) 表示第 i 个指标在时间 t 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能够表征综合满意度的指标。 设 F(X( t),P( t)) 为时间 t 的综合满意度,可以

用如下函数来表征综合满意度,即

F(X( t),P( t)) = 仪
n

i = 1
[ fi(xi( t))] (1-pi( t)) (5)

对公式(5)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0 臆 F X( t),P( t( )) 臆 1 (6)
F X( t),P( t( )( ) = 0 表示从总体上最不满意的情况, F X( t),P( t( )( ) = 1 表示从总体上最满意的情况。
公式(3)中的每一个分量表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人们对相应指标的满意情况,公式 (5) 中

F X( t),P( t( )( ) 表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人们对总体情况的满意程度。
3. 2摇 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

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是在基本评价框架基础上,通过构建趋善化模型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行评价。 这

一模型主要特点是突出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性地位,同时考虑如何尽可能提高人们的综合满意度。
首先设 Y( t) 是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在时间 t 的状况的指标向量,它由 m 个指标组成,即

Y( t) = y1( t),y2( t),…,ym( t( )) (7)
由指标向量 Y( t) 可以构建一个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的 m 维空间函数,记为 E Y( t( )) 。 构建 E Y( t( )) 有

多种形式,它可以采用物质量形式或价值量形式,也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具体评价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E Y( t( )) 的形式[ 3 ]。
在此基础上,可以按如下形式构建生态文明评价的趋善化模型

Mel F X( t),P( t( ))
s. t. E Y( t + 驻 t( )) 逸 E Y( t( ))

(8)

其中, 驻 t 为时间增量, Mel 是能够体现趋善化思想的英文 meliorize 的字头。 趋善化模型的目的主要是在保持

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通过过程调控尽可能提升综合满意度。 同时,在建立这一趋善化模型时,要考虑

到 X( t) 中含有 Y( t) 的部分指标,同时还要考虑到 X( t) 内部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Y( t) 指标内部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及 X( t) 指标与 Y( t) 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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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5)和趋善化模型(8)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综合满意度函数。 为叙述方便起见,采用了作者

建立的综合满意度函数。
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采用了优化思想的精髓,同时避免传统优化方法的不足,它强调和体现过程及过程

运行中的调控和不断趋善,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或某一阶段的优化,而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与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步交叉相互协调,它涉及到很多相关的模型群构建技术和

过程调控知识,所以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比基本评价框架要复杂很多。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及评价机制建立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系统工程和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进行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及其它相关方面

的工作。
4摇 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体系

生态文明的内涵表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全方位的保障。 目前突出地要做好以下四个方

面的工作。
(1) 以理念创新带动和促进全面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实践、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创新,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

理念创新,包括思想、观念、意识、视野等。 不能从目前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视角上去理解生态文明,而是要用全

新的理念去分析、理解和思考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问题。 只有理念创新,才能够带动和促进全面创新。
(2) 生态文明应成为各级领导和管理者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各级领导和管理者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 各级领导和管理者将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保障。
(3) 强化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得以实现。
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是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所以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有效形式不断提升和

强化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进而促进公众融入和全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4) 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只有建立完备有效的管理体系、政策体系、考核

激励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够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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