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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孙　 晓１， 刘旭升２， 李　 锋１，∗， 陶　 宇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北京　 １００７１４

摘要：城市是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是衡量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及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中国 ２７７ 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不同规模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 ３ 类 ２４ 项指标，对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

综合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城市规模类型间横向对比分析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综合指数相应提高，生态环境指数却随之下降。 从不同规模城市类型内的时间序列分析对比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不同规模城

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指数各个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也伴随着提升。 并且，巨大特大型城市在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提高幅度最大；大型城市在社会进步方面提高幅度最大；中小型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方面

提高幅度最大。 但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不同规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均为 ＩＩＩ 级，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处于一般水平。 探究了

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今后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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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ｅ ｃ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ｕ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城市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区域， 城市将各种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文化的因素与冲突融为一体，形成

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１］。 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激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０％［２］，
城市化在给人们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改善生活水平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城市化导致

物种丰富度减少［３］、水质恶化［４］、能源消耗、资源困乏、热岛效应［５］、空气污染［６］、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堵

塞［７］等。
自 １９９２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陆续积极推动实施了各种可持

续发展计划和议程。 １９９４ 年中国通过了《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碳排放国，中国的城市化

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举足轻重。 因此，实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８⁃１０］，也是国际形势

的迫切需求。
目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是一项世界性的普遍课题。 国内外有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有很多，但仍旧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一些国际组织也都有

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ＵＮＣＳＤ）依据“２１ 世纪议程”设计了 １３４ 个指标

构成的指标体系，它包含 ２３ 个经济指标，４１ 个社会指标，５５ 个环境指标以及 １５ 个系统指标；世界银行的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综合了自然资本、社会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四组要素。 国家尺度上，德国、芬兰等把重

点放在项目上；英国主要集中在社会方面，建立了“生活质量评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瑞典等国则是从

效率、公平和参与、适应性、价值和给后代的资源 ４ 个方面出发构建指标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１１］。 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也一直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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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区域多针对全国各省和直辖市、单个或者某几个城市［１２⁃１３］、生态城市［１４⁃１５］ 或城市社区［１６］，例如王

如松等针对扬州市从发展状态、发展动态和发展实力 ３ 个方面进行了可持续发展评价［１７］；王爱辉等从经济、
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角度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１８］；袁晓玲等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

角度评价了陕西省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１９］。 评价方法则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２０］、德尔菲法［２１］、 环境可

持续指数法［２２］、生态足迹法［２３］、能值分析法［２４⁃２６］、生态网络分析法［２７］、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２８］、数据包络分

析方法［２９］和基于场景分析的评估模型［３０］等。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建立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不同规模 ２７７ 个城市

（包括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直辖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３１］ 对不同

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进一步发掘中国各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从
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为今后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研究区域及方法

１．１　 城市划分

本研究以城市规模为依据进行综合评估和比较研究，城市的空间尺度范围一般为市区及部分市辖县。 目

前我国对大中小城市规模概念尚未有统一定论，本研究参考《中小城市绿皮书》 ［３２］，结合目前中国城市人口

规模现状，将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划分为巨大、特大型城市（大于 ３００ 万），大型城市（１００ 万⁃ ３００ 万），中
小型城市（１００ 万以下）三类，研究对象包括 ２０ 个巨大特大型城市、１０５ 个大型城市、１５２ 个中小型城市。
１．２　 构建指标体系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反映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依据科学性原

则、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易获得性原则［３３］，选取的指标数据库包含了全国不同规模 ２７７ 个城市关于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２４ 项指标，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表 １）。

表 １　 全国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下限值 Ｌ 临界阈值 Ｔ 上限值 Ｕ
１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２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３ｒｄ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可持续发展综 经济发展 １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万元 ０．５ ２．７ ７．３

合能力 ２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 千元 ０．２ ２．３ ７．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万元 ０．２ １．７ ５．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４ 第二产业比重 ／ ％ ２８．６ ５０．１ ７０．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 第三产业比重 ／ ％ ２５．７ ４１．６ ５９．６

６ 人均工业产值 ／ 万元 ０．２ ４．６ １６．１

７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万元 ０．３ １．４ ３．６

８ 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 ／ 万元 ０．４ １．２ ２．３

社会进步 ９ 年末总人口 ／ 万人 ３１．３ １２６．０ ３４０．９

１０ 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 ／ ％ １９．４ ６０．９ ９５．４

１１ 市区人口密度 ／ 千人 ／ 平方公里 ０．１ １．１ ２．９

１２ 每万人拥有中专及中学人数 ／ 千人 ０．５ ０．７ １．３

１３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 （册、件） ９．０ ６９．３ ２０４．４

１４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 人 １０．５ ２７．９ ５０．１

１５ 人均道路面积 ／ 平方米 ２．２ ８．０ １７．６

１６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 ／ 辆 １．１ ６．６ １５．３

１７ 人均居住面积 ／ 平方公里 ８．０ ２１．５ ４５．６

１８ 自然增长率 ／ ％ －０．４ ６．０ １５．０

生态环境
１９ 每平方公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倒
数 ／ （１ ／ 吨） ０．００５ ０．４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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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下限值 Ｌ 临界阈值 Ｔ 上限值 Ｕ

２０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４５．０ ８６．５ １００．０

２１ 人均绿地面积 ／ 平方米 ５．０ ３１．９ ７４．１

２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１４．０ ３３．９ ４６．５

２３ 人均生态用地 ／ 平方米 ２．５ ２４．９ ７４．５

２４ 人均生活用电量的倒数 ／ （１ ／ 千瓦时）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１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环境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

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ｔｏｎｇｊｉ．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ｎｓ５５ ／ ）。 指标数据来源一致，从而保证了

各个城市数据的可比性。
本研究中将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三个年份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各个单项指标值从小到大进行排

列，依次取 ５％处的值、均值和 ９５％处的值作为相应指标的下限值、临界阈值和上限值。 其中，依据整体的指

标数据分布特点，选取均值作为临界阈值，可以保证阈值两侧数据分布的均衡性。 另外，取 ５％和 ９５％处的值

分别作为下限值和上限值，可以消除极值带来的影响。
１．３　 研究方法

本研究测度各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时，所采用的指标处理和综合评价方法是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

法［３１］。 在该方法中，以 ｎ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的上限值为半径构成一个中心 ｎ 边形，各指标值的连线构成

构成一个不规则 ｎ 边形，这个不规则 ｎ 边形的顶点是这些指标的首尾相接的全排列。 ｎ 个指标共可以构成

ｎ － ２( ) ！ ／ ２ 个不同的不规则中心 ｎ 边形，综合指数定义为所有这些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的均值与中心多边形

面积的比值。
指标的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Ｓｉ ＝
Ｕｉ － Ｌｉ( ) Ｘ ｉ － Ｔｉ( )

Ｕｉ ＋ Ｌｉ － ２·Ｔｉ( ) Ｘ ｉ ＋ Ｕｉ·Ｔｉ ＋ Ｌｉ·Ｔｉ － ２·ＵｉＬｉ
（１）

式中， Ｓｉ 表示第 ｉ 个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Ｘ为各个三级指标原始值， Ｕ为指标 Ｘ 的上限， Ｌ为指标 Ｘ的下限，
Ｔ 为指标 Ｘ 的临界值。 ０。

图 １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Ｆｕｌｌ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ｇ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利用 ｎ 个指标可以作出一个中心正 ｎ 边形，ｎ 边形

的 ｎ 个顶点为 Ｓｉ ＝ １ 时的值，中心点为 Ｓｉ ＝ － １ 时的值，
中心点到顶点的线段为各指标标准化值所在区间，而
Ｓｉ ＝０ Ｘ ｉ ＝ Ｔ( ) 时构成的多边形为指标的临界区。 临界

区的内部区域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在临界值以下，其
值为负；外部区域表示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在临界值以

上，其值为正（图 １）。 从这个多边形的示意图既可以看

到各单项指标的大小及其最大、最小和临界值的差距和

随时间的变化动态， 又可以从各指标两两组成的

ｎ ｎ － ２( ) ／ ２ 个三角形计算其综合指标值。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Ｓ ＝
∑ ｉｊ

ｉ≠ｊ
Ｓｉ ＋ １( ) Ｓ ｊ ＋ １( )

２·ｎ· ｎ － １( )
（２）

式中， Ｓｉ 和 Ｓ ｊ 表示同一个二级指标目录下第 ｉ 个和第 ｊ 个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Ｓ 为二级综合指标值，即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指数值。 同样可以将综合指标标准化再计算以 Ｓ 为次级指标的更上一级指标值（可
持续发展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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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性表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研究采用了一个 ４ 级分级表［１５］（表 ２）。

表 ２　 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等级 Ｇｒａｄｅ 指数值 Ｖａｌｕｅ 定性评价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Ⅰ ＞０．７５ 可持续发展能力优良

Ⅱ ０．５—０．７５ 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好

Ⅲ ０．２５—０．５ 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般

Ⅳ ＜０．２５ 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城市规模类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

２．１．１　 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 其中，巨大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为 ０．３８，处
于 ＩＩＩ 级水平；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为 ０．２３，中小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为 ０．１９，均处于 ＩＶ 级水平。 不同

规模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规律为：城市规模越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小，除此之外，其他具体指标的规

律均与整体经济发展规律相同。 说明规模越小的城市，工业占城市产业更大的比重，第三产业发展更加不成

熟（图 ２，图 ３）。
２．１．２　 社会进步综合评价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应提高。 巨大特大型城市的社会进步指数为 ０．３４，处于

ＩＩＩ 级水平；大型城市的社会进步指数为 ０．２３，中小型城市的社会进步指数为 ０．１８，均处于 ＩＶ 级水平。 不同规

模城市社会进步的具体指标规律为：城市规模越大，自然增长率和每万人拥有的中专及中学人数这两个指标

值越小，除此之外，其他各项社会进步的具体指标规律均与社会进步规律相同。 说明规模大的城市，其自身的

户籍人口数量比规模小的城市增长得慢，但是外来常住人口的数量却很多（图 ２，图 ３）。
２．１．３　 生态环境综合评价

总体上来看，全国不同规模城市所呈现出来的生态环境特点是规模越大的城市，其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越

低，污染也相对越严重。 巨大特大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为 ０．１２，大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为 ０．１４，中小型城

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为 ０．１６，三者均处于 ＩＶ 级水平。 不同规模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指标规律为：城市规模越

大，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生活用电量指

标值也相应越高，但人均生态用指标值越小。 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其废水处理和绿化效果越好，大气污染越严

重，人均消耗电量越多，且市区建设用地面积也越大，并相应导致人均生态用地越少（图 ２，图 ３）。
２．１．４　 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所呈现的总体规律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综合能力也相应提高。 巨大特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为 ０．２９，处于 ＩＩＩ 级水平；大型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指数为 ０．２０，中小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 ０．１７，均处于 ＩＶ 级水平。 说明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指数越高，但规模越小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越高。 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对于不同规模类型的城

市，其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之间的差距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综合指数之间的差距明显减小（图 ３）。
２．２　 不同城市规模类型内的时间序列分析

２．２．１　 巨大特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经济发展指标方面，除了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两项指标几乎不变以外，其余指标在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均增加，而且增幅很大，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飞速提升，但是产业

结构却没有明显的改变；社会进步指标方面，年末总人口、每万人拥有中专及中学人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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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标评价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２）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３）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４）第二产业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第三产业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人均工业产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７）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ｏｏｄｓ， ８）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９）年末总人口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０）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市区人口密度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２）每万人拥有中专及中学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３）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ｔｅｍｓ）， １４）每万人拥有医生

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ｓ， １５）人均道路面积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ａｖｅｄ ｒｏａｄｓ， １６）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ｍｓ， １７）人均

居住面积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１８）自然增长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１９）每平方公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倒数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２１）人均绿地面积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ｅｅｎ ａｒｅａ， ２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２３）人均生态用地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２４）人均生活用电量

的倒数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图 ３　 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Ｆｉｇ．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 ｓｃａｌｅｓ

书、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人均住

房使用面积这六项指标在十年间均增加，而其余四项指

标在十年间均略有减小，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型城市的

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虽然巨大特大型城市

的医疗条件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人均医疗资源仍

然不足。 同时，城市户籍人口增长速率逐渐减慢，大量

的农业人口流向巨大特大型城市导致非农业人口比重

有所减小；生态环境指标方面，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人
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这三项指标在十年间均

增加。 而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生态用地这

两项指标值在十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人均生活用电量这

项指标在十年间逐渐增大，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型城市

加强了废水处理和城市绿化，但能源消耗仍持续增加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巨大特大型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生态环境三项综合指标均逐渐提高，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最快。 其中，经济发展指数由 ０．１７ 提升到

０．６４，即由 ＩＶ 级水平提升到 ＩＩ 级水平，发展能力由较差变到了较好；社会进步指数由 ０．２９ 提升到 ０．４０，即 ＩＶ
级水平提升到 ＩＩＩ 级水平，发展能力由较差变到了一般；生态环境指数由 ０．０９ 提升到 ０．１５，处于 ＩＶ 级水平，生
态环境保护水平略有提升，但效果不明显，发展能力一直处于较差水平。 同时，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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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综合指数由 ０．１９ 提升到 ０．４０，仅发展为一般水平，但却得到了稳步提升（图 ５）。

图 ４　 巨大特大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标评价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

图 ４ 中的数字序号所表示的含义与图 ２ 相同

图 ５　 巨大特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Ｆｉｇ．５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　

２．２．２　 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经济发展指标方面，第三产业比重几乎不变，第二

产业比重略有增加，其余指标在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均

增加，而且增幅很大，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城市的总体

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飞速提升，但产业结构却没有明显

的改变；社会进步指标方面，除自然增长率、市区人口密

度这两项指标在十年间减小以外，其余指标在十年间均

增加，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型城市的各项社会福利水平

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大型城市户籍人口增长速率逐渐

减慢，且城市土地扩张，从而导致市区人口密度略微减

小；生态环境指标方面，除人均生态用地指标在十年间

有所减小以外，其余指标均大幅增加，说明大型城市更

加注重废水治理和城市绿化，但十年间大气污染却更加

严重，人均能源消耗也增加（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大型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

态环境保护三项综合指标均逐渐提高，尤其是经济发展

提升最快。 其中，经济发展指数由 ０．１０ 提升到 ０．４１，社

会进步指数由 ０．１７ 提升到 ０．３０，即由 ＩＶ 级水平提升到 ＩＩＩ 级水平，发展能力均由较差提升到一般水平；生态

环境指数由 ０．１２ 提升到 ０．１７，即 ＩＶ 级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略有提升，但效果不明显，发展能力一直处于

较差水平。 同时，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综合指数由 ０．１３ 提升到 ０．２９，发展为 ＩＩＩ 级水平，即处

于一般水平，但却得到了稳步提升（图 ７）。
２．２．３　 中小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经济发展指标方面，第三产业比重几乎不变，第二产业比重略有增加，其余指标在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均

增加，而且增幅很大，说明十年间巨大特大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飞速提升，但产业结构却没有明显

的改变；社会进步指标方面，市区人口密度在十年间略有减小，自然增长率先减小后略有增加，人均住房使用

面积先增加后略有减小，其余指标在十年间均增加，说明十年间中小型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高，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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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大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标评价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

图 ６ 中的数字序号所表示的含义与图 ２ 相同

图 ７　 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Ｆｉｇ．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　

年到 ２００５ 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率有所

减慢，人均住房面积随之增加，之后到 ２０１０ 年间由于独

生子女生育政策的放宽，人口增长率又略有增加，相应

的人均住房面积又随之减小；生态环境指标方面，每平

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生活用电量两项指标在十

年间有所增加，人均生态用地略有增加，工业废水排放

达标率、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三项指标均

明显增加，说明十年间中小城市更加注重废水治理和城

市绿化，但是大气污染却更加严重，人均能源也增加

（图 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小型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生态环境保护三项综合指标均逐渐提高，尤其是经济发

展提升最快。 其中，经济发展指数由 ０．０６ 提升到 ０．３６，
即由 ＩＶ 级水平提升到 ＩＩＩ 级水平，发展能力由较差变到

了一般；社会进步指数由 ０．１３ 提升到 ０．２２，处于 ＩＶ 级

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发展能力一直处于较

差水平；生态环境指数由 ０．１４ 提升到 ０．１９，处于 ＩＶ 级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略有提升，但效果不明显，且一

直处于较差水平。 同时，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综合指数由 ０．１１ 提升到 ０．２５，即发展为 ＩＩＩ 级水

平，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般，但得到了稳步提升（图 ９）。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不同规模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所呈现出的整体特点是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指数各个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巨大特大型城市在这三方面分别提高了 ２７６．５％、
３７．９％和 ６６．７％，大型城市的提高幅度则为 ３１０．０％、７６．５％、４１．７％，中小型城市的提高幅度为 ５００．０％、６９．２％、
３５．７％。 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指数也伴随着提升，巨大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提高幅度

分别为 １１０．５％、１２３．１％、１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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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中小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标评价

Ｆｉｇ． 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图 ８ 中的数字序号所表示的含义与图 ２ 相同

图 ９　 中小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Ｆｉｇ．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可以发现，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均

比其他二级指标的提高幅度大。 并且巨大特大型城市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提高幅度最大；大型城市在社会进

步方面提高幅度最大；中小型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综合能力方面提高幅度最大。 就全国范围来看，城
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平越高，可持续

发展综合能力也越好，但生态环境保护却相对越差。 同

时，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其生态环境指数均低于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指数，说明各类城市在寻求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同时，并没有同等程度的重视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这是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共性问题。
３．２　 讨论与建议

本文尽可能地建立全面完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但部分指标数据搜集困难，特别是生态环境方

面的指标还有所缺失，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指标

体系。 由于所选的指标都相对比较重要，且研究中所包含的城市数目较多，故将各个指标的权重认为是相等

的。 另外，本研究所采用的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既有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的结合，又有静态分析与动态

趋势的结合。 与传统简单加权法相比，不用专家主观评判系数的大小，只需要参考相关阈值和上、下限确定，
减少了主观随意性。 并且该方法改传统加法为多维乘法，反映了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整合原

理［３４］。 当其应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时，既可以直观静态的显示不同年份各类城市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

的相对大小，又可以动态的反映各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年际变化趋势。
对于全国不同规模城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采取相应的调控对策。 经济

发展方面，针对产业结构几乎不变的状况，应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从传统的高污染、
高耗能投入的制造业向绿色、低碳、环保的产业转变［３５］；社会进步方面，应保障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教育、医疗

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同时要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３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管理体系，以确保居民享

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生态环境方面，针对人均能源消耗增加和大气污染愈加严重的现象，应逐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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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新能源的使用、提升能源效率和低碳环保技术［３７］，实施节能减排政策［３５］，同时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建立和完善城市环境政策和生态管理制度。

不同规模的城市在十年间经济、社会、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值都呈增加趋势，且城市规模越小，可
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提升幅度越大。 说明规模越小的城市，其可持续发展潜力越大，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提出的“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加

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总体来说，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全
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并不高，仅处于一般水平。 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同规

模的城市应进一步针对自身特点实行合理分阶段的规划和理性的发展［３８］。 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

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依托，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健全

可持续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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