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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公正涉及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在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

的环境义务，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问题。长江经济带内省域之间联系紧密，经济、生态等利

益关系紧密。本文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体系，考查环境公正状况，研究表明：

长江经济带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上中下游的环境公正水平存在分块现象，上游环境

公正水平较低，中下游环境公正水平较高，并结合上下游环保投入，以及环境污染的联动治

理提供相关依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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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新一轮改单开放转型实施新 1x:域开放开发战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

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生态文明违设的先行

示范带，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协作、环境保护、立体交通方面的研究较多，怛在环境公正评价方

面鲜有人涉及，由于同处在长江流域，经济、环境、生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上游的污染势必会较

大程度的影响到下游，尤其是水污染，如何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中，使得上下游利益处于动态平衡

之中，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及生态发展现

状，构逮长江经济带环境公 i 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和 ArrGIS 技术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环境公

正状况。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的赋权。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克服主观赋值法带有较大随意性

的缺陷。在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如果某类指标差异较大，说明该类指标对长

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差异贡献较为砹著，应该赋予较大权重；如果某类指标差异较小.则赋予较小权重。

假设研究对象由 m 个样本组成，反映样本质量的评价指标有 n 个，并测出原始数据。设原始数据

矩阵为：



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3.1 数据来源

人均碳排放数据由《2014 中同能源统汁年鉴》和《2014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界得到，其余数据

都來源于《2015 中国统计年鉴》。

3.2 数据预处理说明

为了消除 lit 纲单位不同，首先应将评价指标纲化处理，即指标的同度量化。在长江经济带环境

公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一些影响因子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起积极有利的正效应，其指标数

值越大越好；而相反地，一些因子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建设起消极的负效应，其值越小越好，针对

这两种情况，本文对起不同效应的影响因子分別进行量化处理：

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起正作用的因子：



4 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

4.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环境公正可以分为环境权利公正和环境义务公正，本文通过研究环境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以及环境义务的社会分配来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公£评价的指标体系 3 并辻依据熵值法对指标体系进

行陚权兎结果见表 4-1。

4.2 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差异评价

4.2.1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环境公正得分由计算得到的环境公正指标体系的权甫.利用综合得分计算

公式，计算长江经济带各省环境公正综合得分，见表 4-2。



由表 4-2,重庆的得分最高，为 43.22,其次就是江苏，为 40.77,重庆和江苏两地的人居环境得分和

环保责任得分在全国处于前列，且污染排放得分处于中上游水平；上海的环境公正水平最低，得分为

24.27,是长江经济带上最低的，主要在各方面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说明上海在环境公正方面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4.2.2 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专题地图



为了更清晰的揭示我国环境公正水平的地区差舁，依据数偵的高低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示，得分越

岛•使用的颜色越深，用 AirGLS 软件创逑的空间差异分布图如 4-1 所示总的来石环境公正水平较高的

地区以中下游为主，上游地区环境公正水平相对较低从上中下游来看，有-定的分层现象位也有两个直

辖市需要特别注意，1 庆和上海，承庆的环境公正水平最高，上海是长江经济带最低的。

4.2.3 长江经济带各省区环境公正差异根据环境公正权利得分和环境公正义务得分，将得分归一化

，用它们的比值表示享有的环境权利与应尽的环境义务的匹配程度 s 根据比值结合 ArrGIS 将省市分为

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较为适应地区和环境不公正地区，中上游大基本属于环境不公正地「X:，具体来

说适相比于其莩有的环境权利，所尽的环境义务较少。中上游地 IX 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 iH,下游

地区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较为匹配：重庆、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不存在明的环境不公正现象，四

川、云南、贵州、湖南、江两、湖北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这些区域，石些地区自然人文环境

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似是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处在全 N 前列，比如四川、湖南、湖北，这些地区

应当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与其经济发展和享有的环境权利相匹配的责任

5 结论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存在较为明的环境+公正现象，除江浙沪皖渝杯境权利 1 环境义务较为匹配，其余 7 杳

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坏境不公平现象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于此同时应，加大环境

保护方面的投人，承担与其享有的环境权利相匹配的坏境义务；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应当在保护好现

行环境的同时，加强弓相邻宵份的环保合作，创新环境保护新方式，上下游在环境污染的治理上要实

行联动，下游宵份对上游保护给予一定的补贴，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保证经济发展与环境投入

的公平；其次，中上游省份要加强人居环境违没，不然坏境优差,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

下游酋份要根据对 L 游的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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