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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网络分析的生态文明研究评述

陈　 盼１，２，施晓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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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后，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文明范式。 自提出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丰

富，但缺乏时间尺度上的系统分类和归纳。 为此，借助文献分析常用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别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和中

国知网近 ２０ 年中文数据库中生态文明相关文献进行国家 ／地区合作网络及关键词演进网络分析，以明晰国内外该领域研究进

展及前沿，并在梳理生态文明内涵演化趋势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的现状及不足。 研究表

明：（１）作为生态文明研究国家 ／地区合作网络的关键节点，中国早在 １９８３ 年就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的不可或缺性，其文献发表

量占总数的 ９３％，节点中介中心性为 ０．５６，远高于其他各国，具有重要的领域影响力。 尤其在 ２０１２ 年后，这种影响力呈增速扩

大态势。 （２）国外研究主要介绍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探讨生态文明与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理论与方法

的应用等。 （３）国内研究可分为生态文明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三大主题。 其中对内涵的界定和扩展主要集中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目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成为研究热点。 （４）已有文献中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国家、省、市为主，倾
向于建设现状的静态评估；我国政府已颁布实施的相关指标体系部分兼顾了评价的长期性及动态性，主要适用于省、市，缺乏国

家尺度的整体评估。 在评价方法上还缺少系统性和规范化的研究。 未来还应更加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时空分异以及相应

的动态趋势评价方法，同时结合大数据等工具不断完善和丰富其理论方法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网络分析；内涵；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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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历经变革：从原始时期的被动适应，到农耕时代的开发利用，再到

工业时代的贪婪索取。 如今，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迫使人类开始探求人

与自然相处的新模式。 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必然要求［１］。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具有中国特色，是可持续发展的多重途径

之一［２］。 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 ２０１８ 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为我国下一步制定更为具体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提供法律基础。
为协调工业化、人民福祉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发展，我国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３］。 在学术方面，自生态文

明概念提出以来，受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数量庞大、成果丰富，其中也不

乏综述性论文，但主要侧重于已有研究的理论性总结，缺乏时间尺度上的系统性分类、归纳和比较。 为此，本
文借助文献计量工具，通过文献合作网络、关键词演进序列及聚类结果等反映生态文明研究现状及趋势，以揭

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动态和前沿，明晰未来探索方向，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方法

网络分析法利用文献计量提供的基础数据解释其结构特征，通过文献发表时间序列、国家或作者合作关

系、关键词演进网络等揭示领域起源及发展动态，是近年来国内外新兴的文献分析方法［４］。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利

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文献检索结果，显示领域知识网络图谱，是一种有力的可视化文献分析

工具，广泛应用于各研究领域［５⁃６］。 本文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０．Ｒ１ 软件进行文献网络分析。

２　 文献网络分析

２．１　 文献收集与筛选

分别选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及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的检索

式为（“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中国知网中主题检索式为 ＳＵ＝（′生态文明′＋′生态保育′＋′生态建设′＋′生态评价′）。 通过文献题目、关键词、
摘要及全文浏览，筛选出引用次数高、期刊影响因子大、相关性强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文献 １８２ 篇和中国知网文

献 ３５０ 篇。
２．２　 国家 ／地区网络分析

对筛选出的 １８２ 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文献进行国家 ／地区合作网络分析。 图 １ 反映了各个国家 ／地区的生态

文明（ＥＣ）研究合作关系及其领域影响力，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国家 ／地区的中介中心性，节点越大，表示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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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影响力和重要程度越高。 分析发现，中国的中介中心性为 ０．５６，论文发表数占总量的 ９３％，远高于其

他国家 ／地区，在生态文明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且具有重要的领域影响力。
图 ２ 显示了各个国家 ／地区生态文明（ＥＣ）研究文献的首次发表时间和互引关系。 可看出，中国文献发表

时间最早，并成为其他国家 ／地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２０１２ 年之后，相继有 １３ 个国家 ／地区

加入生态文明研究，如英国、芬兰、加拿大等。 近两年，关注的国家 ／地区数量急剧增加，这表明随着中国国际

影响力增加，生态文明研究的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图 １　 国家 ／地区生态文明研究合作网络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　 关键词网络分析

鉴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无法同时分析不同数据库的文

献，为全面掌握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演化趋势，本文分

别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及中国知网筛选出的文献进行关

键词网络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文献关键词演进

网络（图 ３）显示：２００６ 年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

明”、“中国”和“低碳经济”等相继成为生态文明研究领

域的热点关键词。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文献关键词演进

网络（图 ４）显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指标体系”和“层次分析法”等关键词相继高频出现。
关键词演进网络表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密切

联系，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碳排放、生态环境等问

题。 结合图 ４ 关键词聚类结果，将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分

为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３ 个主题，２０１０ 年以

图 ２　 国家 ／地区生态文明研究时间序列图谱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文明内涵界定和扩展，
２０１０ 年之后，则更多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估方法等方面。
２．５　 国内外研究比较

比较国内外文献发表数量及研究主题（表 １）可得

出，国外生态文明研究起步较晚，文献发表数量少，关注

内容与国内差异较大，主要探讨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背

景及意义，以及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等方面。
国内主要从生态文明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等方面展开，各研究主题文献数量都较多，尤其指标体

系相关文献最多，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是目前国内学

者的研究热点。

表 １　 国内外研究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国家 ／ 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起始时间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主要关键词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研究主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

文献数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国内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 年 生态文明、内涵 生态文明内涵 ９５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评价
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２６２

层次分析法、熵值法 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方法 １９８

国 外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０１１ 年

生态文明、中国、低碳经济、可持
续发展、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的背景及意义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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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ＷＯＳ 文献关键词演进网络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ＯＳ

３　 生态文明各研究主题现状分析

３．１　 生态文明的内涵演变

梳理已有文献中生态文明内涵（图 ５）发现，生态文

明从最早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补充，到包含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再到是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不断被学者们延伸和扩充。 生

态文明不再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简单叠加，已涉及

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及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成为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反映［７］。 同时，随着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生态文明将会被赋予更多新的

时代内涵。

图 ４　 ＣＮＫＩ文献关键词演进网络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ＮＫＩ

３．２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分类与差异性分析

为全面、系统地评析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

研究现状及不足，本文分别从评价尺度、评价范围、指标

类型及评估方法等方面，对文献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指标

体系和国家政府报告中已颁布实施的相关指标体系进

行了分析和比较。
３．２．１　 文献数据库中生态文明指标体系

从评价范围上将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分为国家、省、
市或城市群、县、村或社区等 ５ 个尺度；从评价要素上分

为水、林业、草原、旅游景区、煤矿区及工业园等 ５ 个方

面。 对各类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统计（图
６），可看出，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１７ 年，学者们构建的生态文明指

标体系评价尺度以国家、省和城市为主，评价要素多关

注水和煤矿区及工业区等。 ２０１５ 年以前，各类指标体

系文献总量逐年增加，近两年，文献数量虽有所下降，但

图 ５　 生态文明内涵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评价尺度和要素更趋于多元化。
各类指标体系的文献数量表明，国家、省、市或城市

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是研究热点。 为进一步明晰各尺

度指标差异，各选择 １０ 篇高引用文献进行分析、比较

（表 ２），并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目标要求，将主要指标归纳为国土空间优化、资源环境

友好、发展质量和文化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图 ７）。
综合表 ２ 和图 ７，国家和城市尺度中“建成区人口

密度”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出现频次明显高于省尺

度，而“环境教育普及率”和“公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

度”等频次较少；省尺度的“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频次较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和“恩格尔系数”等频次较低。 在资源环境方面，各尺度设

置指标均较多，如“单位 ＧＤＰ 能耗 ／水耗”、“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出现频

次均较高；文化制度方面，具体指标少、差异性大，尚未形成成熟的量化体系，需要学者进一步探索。
根据指标量化特点，本文将现有指标分为建设指标和成效指标两类。 建设指标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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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各类型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数量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图 ７　 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尺度评价指标出现频次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评价，选择指标现状值作为定量的评价依据，如单位 ＧＤＰ 能耗、森林覆盖率等，其评估结果只能反映当前建设

水平，无法体现一段时间内区域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和努力程度，是一种静态指标。 与建设指标不同，成效指

标采用现状值与过去值的差值作为量化依据，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人均农业增加值等，其评价结果反

映了区域进步水平，是一种长期的、动态评价。 如项赟等［８］ 采用成效指标评估了江苏、广东两省 ２０１１ 年较

２０１０ 年的生态文明建设进步情况。 表 ２ 显示，目前评价体系多以建设指标为主，为改善评价效果，未来研究

应更多采用成效指标或动态评估等方法，以增加评价结果的时空对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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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评价尺度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

评价尺度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相同指标
Ｓａｍ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特色指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指标类型
Ｉｎｄｅｘ ｔｙｐｅ

评估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主要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市或城市群
Ｃｉｔｙ 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

人均 ＧＤＰ、森林覆盖
率、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服务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例、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率、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等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教 育 经 费 占 ＧＤＰ
比重

建设指标
层次 分 析 法、 熵 值
法、综 合 权 重 赋 值
法等

［９⁃１３］

人均耕地面积、自然保护区
面积占省辖面积的比例

建设指标
层次分析法、灰色关
联分析与熵值法、因
子分析法等

［１４⁃１８］

ＳＯ２排放量、工业污水达标

排放率、公众对城市环境满
意度

建设指标、成效指标
层次分析、熵值法、
主成分分析法等

［１９⁃２３］

县
Ｃｏｕｎｔｙ — 城镇化率、Ｒ＆Ｄ 投入占比 建设指标

层次分析法、综合权
重赋值、德尔菲法等

［２４⁃２６］

村或社区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恩格尔系数、单位耕地化
肥 ／ 农药负荷、万人拥有病
床数、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
及率

建设指标
层次分析法、主成分
分析法、模糊综合评
价法等

［２７⁃２９］

３．２．２　 政府颁布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

为促进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各部委也相继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指标体系。 对政府颁布的生态文

明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见表 ３。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关注国家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颁布时间早，并

成功引入层次分析法，为后期其他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目标体系》，分别用于指导各地

生态文明试点的建设和首批 １００ 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确定，二者指标类型和评价方法差异较大。 前者除

建设指标外也包含成效指标，如资源产出增加率，并结合主体功能区差异设置不同的建设目标，强调了评价的

区域背景差异性；后者全部采用建设指标，通过指标的基本值、目标值及二者的变化率体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的努力程度。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是我国政府最新颁布实施的、一套适用于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评

估的考核体制，采用年度评价和五年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分别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目标指标》实施评估。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指标》以成效指标为主，采用目标打分制综合考核

各地区 ５ 年内目标完成情况，兼顾了评价的长期性和动态性。 该指标体系以“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资

源环境约束性条件为主要考核目标，而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各地考核目标，还亟待学者和决策者们深入探

讨。 同时，采用综合指数法和目标打分法对各地建设情况进行评估，指标权重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评估效

果。 因此，各指标权重的分配及评估方法的选择仍需更多案例验证。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绿色城市评价指标》指标设置各有侧重，前者主要考察各领域资源循环利

用、能源资源减量、过程及末端废弃物利用等情况，后者则重点关注城市生产、生活和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绿色

发展质量。 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其评价指标也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的重要

补充。
总的来看，政府颁布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指标体系主要适用于省、市尺度，部分兼顾了评价的长期性

和动态性，但在评估方法及指标权重确定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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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颁布时间
Ｔｉｍｅ

颁布部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体系名称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ｍｅ

评价尺度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

评估内容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主要指标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评价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指标类型
Ｉｎｄｅｘ ｔｙｐｅ

１９９９
中国科学院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组

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标［３０］ 国家

生存、发展、环
境、社会及智力
支 持 系 统 五
方面

土地资源指数、
物能投入指数、
生物转化效率
指数等 ４５ 项

层次分析 建设指标

２０１３ 中 国 环 境 保
护部

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试点示范
区指标

（试行） ［３１］

市 ／ 县
生 态 经 济、 环
境、人居、制度
和文化五方面

资源产出增加
率、单位工业用
地 产 值、 单 位
ＧＤＰ 能 耗 等
２９ 项

层次分析
建设指标、成效
指标

２０１６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及 其 他 五
部委

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建

设目标体系［３２］
省 ／ 市 ／ 区 ／ 县

经济、资源能源
节约利用、生态
建设与环境保
护、生态文化培
育、体制机制建
设五方面

人均 ＧＤＰ、国土
开发强度、生态
文明普及率等
５１ 项

加 权 平 均 打
分法

建设指标

２０１６

国家发展改革
委、统计局、环
境保护部、中央
组织部

绿色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３３］ 国家 ／ 省 ／ ／ 市

资源利用、环境
治 理、 环 境 质
量、生态保护、
增长质量、绿色
生活、公众满意
程度七方面

能源消耗总量、
化学需氧量排
放总量减少、森
林 覆 盖 率 等
５６ 项

综合指数法
建设指标、成效
指标

２０１６ 同上
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目标指

标［３３］
省 ／ 市

资源利用、生态
环境保护、年度
评价结果、公众
满意度、生态环
境事件五方面

单位 ＧＤＰ 能源
消耗降低、化学
需氧量排放总
量减少等 ２３ 项

目标打分法
建设指标、成效
指标

２０１７
国家发展改革
委、 环 境 保 护
部、统计局

循环经济发展
评 价 指 标

体系［３４］
国家 ／ 省

资源利用水平
和资源循环水
平两方面

主要资源产出
率、 能 源 产 出
率、农作物秸秆
利用率等 １７ 项

集成加权法 建设指标

２０１７ 国家标准委
绿色城市评价
指标（在
编） ［３５］

市
绿色生产、绿色
生活、环境质量
三方面

可再生能源消
费 比 重、 单 位
ＧＤＰ 能耗、单位
ＧＤＰ 水 耗 等
６５ 项

层次分析法 建设指标

３．３　 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方法众多且各有优劣，对文献中常见评估方法进行归纳比较，具体如表 ４。
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 层次分析法由专家打分确定指标的权重，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适用于多级评价指标体系。 而熵值法的指标权重完全依赖于样本的离散程度，不考虑人类主观

意愿，评价结果客观性强。 为保证指标权重的合理分配，学者们有时会采用二者综合的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环境、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指标的选择与量化是评价的关键。 目前常用的评价

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但这些方法仍存在一定缺陷，需要学者们不断改进。
另外，“大数据”方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克服了传统分析方法数据量有限、结果说服性不强

等缺陷，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３６］。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涉及因素多，需兼顾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及建设过

程的长期性，更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撑。 因此，未来应更加关注 “大数据”等方法在该领域的拓展应用。

７　 １０ 期 　 　 　 陈盼　 等：基于文献网络分析的生态文明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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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方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评价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应用案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ｓｅ

优点及不足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魏晓双［３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省域生态文明评价
指标体系，对我国 ３１ 个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综
合评价。

主观性强，数据依赖性小，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
经验，但不确定性无法估计。

熵值法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宓泽锋等［１７］基于熵值法和协调度模型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对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３０ 个省生态文明建
设情况进行评估。

客观真实性强，不受主观判断影响，但容易忽视决策
者的主观意愿。

综合指数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

刘某承等［３８］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估了 ２０１０ 年中国
大陆各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直观、简便，选用单项指标和多项指标，但评价指标体
系及等级划分标准难确定。

主成分分析（ＰＣ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张欢等［３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中国 ２０１２ 年
３０ 个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及生态文明协调度。

能将系统中的多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
但其物理意义不易明确。

灰色关联分析（ＧＲＡ）
Ｇｒ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李昌新等［２７］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诊断了江苏省
１３ 个市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因素。

对系统中因素量纲、绝对值要求少，可分析因素之间
的潜在联系，但当系统因素参数较少时，可能造成一
定误差

５　 结论与展望

文献网络分析表明，中国作为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在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国内外研究关注焦点不同，国外研究主要探讨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背景、意义及其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

关系。 国内学者则从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和扩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等方面展开。 综合

国内外学者观点，生态文明是中国从系统角度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通过将其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建设的基础支撑而形成的实践模式，它将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范式。
生态文明各研究主题现状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内涵正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日趋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评价是当前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但在尺度、趋势、评价体系及方法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做以下几方面的

深化与拓展：
（１）现有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适用于省、市，对国家、县、村及社区尺度的评价相对欠缺；且不同尺度评价指

标重复性高，缺乏尺度特色。 今后应注重国家尺度的整体性评价，增加小尺度评价体系的构建，并根据不同尺

度生态文明的建设重点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设置更多特色指标，突出不同评价尺度的差异性。
（２）现有评价倾向于静态评估，评估结果仅能反映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无法体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的努力程度及变化趋势。 未来研究应考虑使用成效指标或动态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评价的长期性和动态性，
增加评价结果的时空对比性。

（３）指标选择及其权重确定方法较多，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尚未形成规范体系。 需要学者不断完善并丰

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方法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４）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系方面的研究还需加强，未来还应在大数据互联环境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持

下积极开展相关的管理机制、模式、方法及策略的创新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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