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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视角下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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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态文明的均衡发展为目标，选取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环境、

资源、民生四个维度构建生态文明水平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分析对 2014 年江西省生态文明水平综合

评价。结果表明：南昌、赣州、九江的生态文明综合水平较为靠前，萍乡、上饶、鹰潭地区靠后；二级指标四象限

化后分别落在优势保持区、重点关注区、均衡发展区、优势带动区四个象限。主要针对一、三、四象限指标给出相

关建议，推动其象限内指标向第二象限的迁移，促进江西省生态文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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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理念早已在江西生根发芽，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江西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始终不忘初心，不断创

新。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将生

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作为试验区。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研究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随着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在生态文明及相关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指数”“生态足迹”“绿色 GDP”“低碳经济”等概念纷纷提出。而从研究方法来看，大致

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在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政界方面，2006 年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生态文

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1]
。学术界方面，

谷树忠等
[2]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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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评价的方法或模型对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如：宓泽锋等
[3]

选取国内外省级尺度及以上的指标体系，按照国内和国外 2 ：1 的比例遴选具体指标，构建“ 社会—经济—自然”三大系统

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 TOPSIS 法和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各省域生态文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规律。蓝庆新等
[4]

将生态文明指

数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北上广深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横向比较。朱玉林等
[5]
根据生态经济、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生态文化、

生态环境五个层面下的 28 个二级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长、株、潭三地区的生态文明程度进行综合比较。冯银等
[6]

从经

济学中的供需视角引入 AD-AS 模型，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供需模型，对 2003—2012 年湖北省进行实证分

析。李茜等
[7]

结合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从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分析 1990—2010 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协调发展的时空

演化规律。孙欣等
[8]

采用基于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法的超效率 DEA 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 2003—2013 年的

生态效率进行评价，测算了生态效率差异性及收敛性。王昕宇和黄海峰
[9]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 2014 年四川省宜宾市 10 区（县）

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测算。

其中，针对江西地区的研究主要有：李争等
[10]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对江西省 11 个市 2012 年的生态文

明建设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昌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位于江西省第一位，鹰潭、新余、景德镇、赣州、抚州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其中南昌、鹰潭和新余的生态系统压力较大，上饶、抚州、萍乡和宜春的生态系统压力较小，鹰潭在响应系统方

面相对最为薄弱，萍乡和宜春的生态文明建设状态系统比较薄弱，尚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占少贵等
[11]

结合经济基础、环境基

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居民行为五个要素层的 22 项指标，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2008—2012 年江西省 11 个市生态文明综

合得分，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较为不均衡，赣南地区较为落后，赣北其次，赣州地区较好，但随着生态保护

力度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刘耀彬和柯鹏
[12]

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生态人居五个

方面通过熵权法和功效系数法对江西省 2010 年生态文明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赣南和赣东北地区生态文明总体水平较低，

赣中地区较高，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两方面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张振东等
[13]

认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

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总体来看，这些现阶段已有的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引导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扩展、提升、深入和完善上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时间、空间、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导致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局限性，现阶段的研究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中办、国办 2016 年最新出台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

意见》及相关实施方案，而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还停留在前几年的政策解读或是论述上；二是针对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江西

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还是针对北上广或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三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大都

是通过指标权重和样本得分加权的形式对样本（各地区）进行评价分析。

本文在深刻解读《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的基础上，选取了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较强的江西省试验区作为研究对象，总结近些年来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借鉴其他地区的部分研究成果
[14-16]

，建立了江西

省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西省 2014 年的生态文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依据指标

权重和指标得分对指标进行四象限化分区，并在此基础上，从指标权重的角度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发展各项指标的差异性程度，

分析各象限内指标的转移路径。以均衡发展为目的，针对各区域提出对策，促进各地区生态文明的均衡发展，对江西省的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

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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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对其的定义为：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

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强调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

态建设，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

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深刻解读生态文明的内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参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相关规定，结合江西省的地域特色
[17]
，

将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民生四个方面作为评价江西省生态文明水平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立多项二

级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对二级指标的选取应做到精简的同时较大程度上能够对一级指标做出合理的解释，各项二级指标之间还

应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不同的方面尽可能的表示一级指标。针对部分缺乏数据的指标，采用相近或类似的指标进行代替或根据

原始数据进行数学运算。

2.3 指标的选取

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及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建立由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民生四类一级指标构成的生态

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框架，针对各项一级指标共选取了 21 个具体二级指标。

生态资源。反映了地区的生态资源情况，从现阶段的治理来看，生态资源指标下包括森林、土地、水源等生态资源。因而，

一级指标下设有森林覆盖率、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工业用水重复率、一般工业固体综合利用率五项二级

指标来表示生态自然资源情况。

生态环境。从土地、空气、水源、绿化四个方面建立二级指标。其中水源方面，2014 年城镇生活污水占污水总量的 68.69%

（废水总排放量 208 289 万吨，生活污水排放量 143 079 万吨），而生活污水主要的污染源为化学需要量 COD 和氨氮，故选取

城镇生活污水中 COD 和氨氮的排放率作为衡量生态环境中水源污染的指标。SO2 和 PM10 作为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本文将二

者的年平均浓度作为衡量各地区空气质量状况好坏的标准。同时，江西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对土壤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其

主要污染是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且没有进行及时处理或未处理，所以本文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农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两项二

级指标表示土壤环境状况。需要在此说明的是：上述两项指标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省市对生态环境状况

的评定。

生态经济。突出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反映地区的经济结构，以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工业废气的污染、单位 GDP 废水

排放量、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四项作为二级指标。通过这些指标能够一定程度上表现生态经济发展的状况。显然，生

态经济发展的越好，经济结构就更加完善合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越高。

生态民生。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体现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组成。评价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

从人们的住、行、医疗、教育情况这几个方面考虑，指标涉及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千人拥有执

业医师数量、教育支出占财政公共支出比重。

为了消除城市规模性造成的差异，部分选取的指标用人均单位表示，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其中，指标前带*号的为具有地

域特色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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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及步骤

3.1 评价方法

3.1.1 线性比例变换法

设样本数 n，指标数量 m，xij(i=1, 2, 3, …, n; j=1, 2, 3,…, m) 为第 i 个样本在第 j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X ′ij 为标

准化后的效用值。采用极大极小值方法，正向指标（如人均 GDP）、负向指标（如单位 GDP 能耗）完成标准化。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ximaxj 和 ximinj 分别表示第 i 个样本中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线性比例变换之后，正、逆向指标均化

为正向指标，且考虑了指标值的差异性。

3.1.2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形成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几何关系对因素间动态变化的趋势进行

比较，几何关系越接近则变化趋势越接近，关联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则认为，比较序列与基准序列的几何关系越接近其综合

水平，发展程度越符合规划设定的目标。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数据的要求相对宽松，计算原理相对简单，结果也直观易于解读。

先做关联分析先要制定参考的数据列，记母序列 x0={x0(1), x0(2), …, x0(n)} ；比较序列 xi={xi(1), xi(2), …, xi(n)} ；求

基准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其中：δ 为分辨系数。

3.1.3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信息论基本原理，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而熵则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因此，

可用系统熵来反映其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系统熵可通过熵权法得到。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

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没有加入人的主观因素，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

标权重。利用熵信息的概念确定权重，第 j 个属性下第 i 个方案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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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案对属性 Xj 的贡献总量：

则各属性权重为 Wj ：

其中: 。

3.2 评价步骤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本文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按照以上公式（1）、（2）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其值域为[0, 1]。

（2）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上标准化处理过后，将标准化数据根据公式（3）计算各样本的灰色关联系数，

记各地区的灰色关联系数为ξi。

（3）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为避免认得主观因素，采用熵权法确定各项二级指标的权重，由公式（4）～（6）可计算个指

标权重大小，记各项权重为 Wk，其中，δ=0.5。

（4）计算灰色加权关联度。绝对关联度的表达式为：

对一个多层组成的多层评价系统，最终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利用上述公式（7）将第 k 层各指标的关联系数进行合成，分别得

到它们所属上一层即 k-1 层各指标的关联度；然后把这一层所得的关联度作为原始数据，继续得到 k-2 层各指标的关联度，以

此类推，直到求出最高层次指标的关联度为止。

（5）评价结果分析。根据灰色加权关联度的大小，对各被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建立被评价对象的关联序，关联度越大其评

价结果越好，同时通过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得分找到各个被评价对象存在的问题，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4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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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分析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可比性，且满足研究方法所必需的完整样本，基于《2015 江西省统计年鉴》《2014 年江西省环境

状况公报》《2015 年江西省环境统计年报》以及 2014 年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江西省各地市政府公报等最新的面板数据，以

每一指标属性值的最大值组成的序列作为母序列，以江西省 11 个市的样本作为比较序列，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采用熵

权法确定各项二级指标的权重，得到权重分配，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4。从表中评价结果可看出：四类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

依次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民生。其中，生态环境权重最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权重的大小是根据熵

权法确定，因此权重越大，指标内样本的差距就越大。其次，二级指标权重较大的分别是：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废

水的 COD 含量，对于这些指标需要重点关注，加大监管和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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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3）计算出每个城市各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得分，见表 2。

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本文针对每一项二级指标下各地区的灰色关联得分加权，得到各二级指标的平均灰色关联得分，综

合权重得出权重—平均灰色关联得分二维表，如表 3 所示。

以各个二级指标的重要程度（权重表示）作为横轴，以各项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各样本灰色关联得分均值表示）为纵

轴，以各项二级指标的权重均值（0.047）和灰色关联得分均值（0.648）作为重要程度和灰色关联度的分界点 X*[18]
，通过 EXCEL

绘制四象限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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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四象限化分析

可以看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有过半处于均衡发展区，极少数指标位于重点关注区，说明江西省生态文明的

总体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1）象限一：优势保持区。对于重要度（权重）较高并且得分（灰色关联度）也较高的二级指标将其划到一象限。由于一

象限内指标权重较大，其重要程度较高，同时该象限内指标的关联得分具有一定优势，说明省内大部分城市在该象限内的指标

下发展良好，少部分城市发展相对落后，发展良好的城市需要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因此将该象限作为优势保持区。以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指标 X35 为例，其权重（0.064）较大的同时得分（0.790）也较高，从样本上看，景德镇（1.0）吉安市

（0.974）具有明显优势，上饶市（0.345）在该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剩余的城市都保持着良好发展，可以看出，在一半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指标上，大部分城市保持良性发展，个别城市的发展落后。

（2）象限二：均衡发展区。对于重要度（权重）较低但是得分（灰色关联度）较高的二级指标我们将其划到二象限。对于

二象限内的指标，其权重较小，说明在此象限内的指标下，各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小，发展相对均衡的同时又保持良性的发展，

因此将该象限作为均衡发展区。以 PM10 年平均浓度 X23 为例，该指标的得分达到了 0.807，但是权重为 0.009，各城市之间的

差异很小，绝大部分样本得分都超过了 0.7，剩下极个别得分在 0.5 到 0.7 之间，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新余、南昌、宜春的 PM10

污染相对整体较严重，而江西省整体的 PM10 污染较轻。

（3）象限三：重点关注区。对于重要度（权重）较低同时得分（灰色关联度）也较低的二级指标我们将其划到三象限。各

城市的发展在其指标下差异相对不明显，但是指标的得分相对其他象限普遍偏低，在该象限内的指标下，各个城市的发展相对

其他象限指标较落后，说明这些指标下，江西省整体的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改善难度较大，因此将该象限作为重点关注区。

以单位耕地面积农用化肥使用量指标 X24 为例，80% 以上的城市得分处于 0.4 到 0.6 之间，少数城市（宜春：0.61）大于 0.6，

整体水平偏低，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较小，短期内改善的难度较大，这些城市将做长期上的规划才使得江西省的整体水平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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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对于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量指标 X41 处于灰色关联得分均值线（0.695）边缘，有直接向均衡发展区转移的趋势，针对该

指标可进行优先改进。

（4）象限四：优势带动区。对于重要度（权重）较高但是得分（灰色关联度）较低的二级指标我们将其划到四象限。此区

域内的指标得分较低，但其权重很大，其指标下各样本的差距很大，说明在这些指标下各城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还是

发展较为落后，少数个别地区发展良好，使得整体的发展水平滞后，为了整体的协调均衡发展，希望优良发展的地区能够带动

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做到整体的共同进步发展，因此将该象限作为优势带动区。以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指标 X12 为例，

从总体上看，该项指标得分只有 0.546，权重为 0.127，样本间差异相对较大，该指标下大部分地区得分较低，处于 0.35 到 0.45

之间，小部分城市得分相对较高，如景德镇（0.896）、九江（0.816），极个别城市得分极高，如吉安市。总的来说，大部分

地区都是以大量的工业废气的排放来换取经济上的收益，小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较高，用仅少量的废物废气污染带来同等

的经济效益。以总体均衡发展为目的，由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带动相对较低的发展。

以生态文明的均衡发展为目标，对上述四象限内的指标进行重点关注区内的指标向优势带动区或均衡发展区转化，优势带

动区向优势保持区的转化，优势保持区向均衡发展区的转化，促进生态文明水平整体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均衡发展。转换关系

如图 2 所示。

4.3 生态文明水平得分分析

根据所求得的二级指标灰色关联系数进行加权并求和得到 11 市的一级关联得分和最终关联度得分，如表 4。由表中的评价

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10

（1）从生态文明程度的一级指标得分对比来看，在生态经济方面南昌得分排名第一，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由于南昌市

对第三产业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从而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较低，经济发展的质量较高。相对而言，萍乡、新余排名靠

后，主要受“单位 GDP 能耗”的影响。从生态环境上可知，由于南昌、景德镇、九江的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较轻，生态自然环

境相对良好，抚州、上饶、萍乡地区水体污染严重导致其生态环境得分较低，矿产资源丰富的上饶在“单位废水氨氮含量”和

“单位废水 COD 含量”上均呈现较大的劣势。比较各城市的生态资源情况，抚州、吉安、萍乡占据相对优势，其中：吉安在人

均水资源、森林资源上较为丰富。在生态民生方面，南昌、景德镇位居前列，其中：南昌市在医疗资源上明显具有一定的优势，

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而九江、宜春地区由于过高的人口密度导致其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偏低，进而拉低整体的人民生

活水平。

（2）从生态文明程度的一级指标得分值域区间来看，各地区的生态资源得分和生态民生得分落在[0.124, 0.175]和[0.110,

0.162] 区间内，分布相对集中，表明各地区生态资源、生态民生都较为均衡。生态经济的得分属于[0.084,0.189] 的值域内，

跨度略大，说明各地区在生态资源较为均衡的条件下，由于各城市的科技水平的差距、管理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地区

之间的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最后，生态环境的区间跨度最大，得分位于[0.155,0.291] 范围内，说明各地区生态环境的

综合状况还有较大的差距。

（3）从生态文明程度各地区的总得分来看。总得分位居前三的是南昌、九江、赣州三个城市，其生态文明水平较高，排名

靠后的是萍乡、上饶、鹰潭三个城市，其生态文明水平较低。但就总体而言，各地区生态文明得分的值域范围为[0.554, 0.759]，

从极值上看：生态文明整体水平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除去极个别城市（南昌市），生态文明得分的值域范围为[0.554, 0.631]。

总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较为均衡，基本符合“十三五规划”所提出“走生态良好的均衡发展道路”的重要宗旨，但与

此同时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龙头城市，对省内的其他城市还需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4.4 分析小结

（1）根据熵权法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值可得出：四类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资源、

生态民生。其中，生态环境权重最大。二级指标权重较大的分别是：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城镇污水 COD 排放率，针对权

重相对较大的指标给予重视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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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各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得分和权重将二级指标的四象限图分为优势保持区、均衡发展区、重点关注区、优势带动

区。在各二级指标上，各地区均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足，都有待提升的空间。针对这四个区需要实施不同的措施和战略使整

体得以协调发展。促进各区域指标向均衡发展区的转移，实现生态文明的均衡协调发展。

（3）根据评价结果及其排序可得出：南昌、赣州、九江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在总体上位于江西省前列，萍乡、上饶、鹰潭

地区偏低。就四个一级指标而言，各地区都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相比较而言，生态资源的差距要小于其他一级指标下各城

市间差距。

5 相关建议

本文就以上分析结果，针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均衡协调发展给出如下建议：

（1）根据权重大小可得出：政府需要在生态经济发展上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缩小江西省各城市间科技水平所带来的差异，

改善经济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如新余、萍乡地区在“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两项指

标下得分均较低，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对于绿色经济发展较差的新余和萍乡建议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更新设备，改

进工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集约型经济，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制定控制工业企业废气的排放措

施，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项目，进一步降低工业废气排放量。

（2）根据四象限图的分类，对于优势保持区指标，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需要保持其优势继续发展，同时加强个别偏弱地区

的发展，降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促进其向均衡发展区的转移。对于均衡发展区内的指标需要继续保持良性协调的发展，实

现江西省整体的共同发展。而对于重点关注区，短期内改善难度较大，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及改善措施得以取得整体的进步，

可先发挥个别地区优势，向优势带动区转移，以均衡发展区为最终目标。最后，对优势带动区内的各二级指标，大部分的地级

市都处于较差水平，仅有极少数地区发展较好，例如：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指标 X12 下，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排放大量的

废气来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极个别地区如南昌是以相对较小的污染来获取了同等的经济利益，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上具有较大的

优势，但没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因此需要具有优势的地区对劣势地区起到一个引领和带动的作用，缩小各城市间差距，在各地

区之间产生一定的竞争力，促进各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向均衡发展区看齐。

（3）根据灰色关联得分的评价结果，本文针对各指标下的最劣势地区给出建议。从四类一级指标可以看出，萍乡在生态经

济上较为靠后，其生态经济水平偏低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单位 GDP 所带来的废水废气污染较严重，因此需要加强科技投入，重视

科技创新，改进工艺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项目，

进一步降低废水废气的排放。生态环境方面，抚州、上饶地区相对较差，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是农药的过量

使用对土地以及水质的污染严重。农药的大量使用，不仅仅是对土壤造成污染，还包括大气、水体和作物。进入环境的农药在

环境各要素间迁移、转化并通过食物链富集，最后会对生物和人体造成危害。当地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掌握作物生长规律进行合理搭配用药。在生态治理方面，新余作为江西省的新兴工业城，发

达的工业率和城市化率带来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同时对工业污染的治理花费了超量的经济成本，当地应该提倡节能减排，降低

有毒有害物的排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坚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切勿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道路。在生态民生方面，赣州过高的人口密度致使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指标均出现劣势。人口密度过高，城市人均道

路面积和人均住房面积还处于拥挤阶段，优化城市空间，减低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居民住房面积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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