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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估分析 

贺银娟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对于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2010~2014年

南昌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面板数据，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相关指标，综合运用脱钩弹性理论与（REPI）

区域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对2010年以来南昌市经济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南昌市在近5年的发展中，相对其他地市，其协调性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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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作为环鄱阳湖城市群中的一员，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协调性至关重要。近些年，南昌市为了促进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以及低碳发展，全力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坚持开展“蓝天”、“清流”和“净土”三大行动，不断加快生

态文明的建设步伐。2015 年成立了南昌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政策，同时也启动了一

批事关长远的重大生态绿色工程项目。2015 年全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3%，可吸入颗粒物日均值及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

降3.5% 和4%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5 天，优良率为86.3%。过去的五年里，南昌市以能源消费年均增速6.56% 支撑了

经济发展年均11.11% 的增长速度，万元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18.78 个百分点，累计节约260.43 万吨标准煤。目前，南昌市污

染物排放较高，大气环境质量以及水环境质量仍存在，资源环境对于城市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力日渐凸显。 

1 南昌市资源环境绩效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1.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4 年《江西省环境统计年报》和《江西省统计年鉴》的面板数据。结合南昌市的发展特点，

考虑到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可获取性及代表性，经济发展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资源消耗及排放污染物指标选取在参考2007 年

中国科学院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将指标由9种扩展到12 种，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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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昌市REPI 指数评价 

通过查阅《江西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010~2014 年江西省所有地级市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等方面数据。

由上面的阐述的 REPI 计算公式，可以推算得到南昌市的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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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 城市化建设用地表达对土地资源的占用情况；2. 固定资产投资额表达间接表达对钢材、水泥、沙子等基本材料

的消耗情况；3. 化肥施肥量表达表征面源污染情况。 

评估结果显示，南昌市在近五年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因而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南昌市资源环境利

用效率正在逐年提高。这也证实了在过去的十二五期间，南昌市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在

资源耗用和污染物排放上仍有部分指标绩效指数是呈现反方向变动。这表明南昌市的部分资源利用效率相比较还是比较落后的，

想要实现节约型及和谐型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节能减排的阻力还是较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具体来说，首先，资源消耗类指标绩效指数有三项呈现出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能源消耗绩效，从2010 年的112.37%

下降到2014 年的69.20%，年均降幅达到了 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绩效。城市建设用地绩效及工业用电绩效降幅较少，基本保持

了水平趋势。但是，工业用水绩效却出现了不降反升的现象。由此说明在十二五期间，南昌市贯彻落实国家构建节约型、和谐

型社会对于能源消耗的约束指标起到了很显著的成效，固定资产投资绩效也大幅提升，但是工业用水绩效的却呈现了反向的变

化趋势。主要原因是相对水利用效率低下，因为在十二五期间南昌市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的结果。 

其次，污染物排放类绩效中变动幅度比较大的由工业氮氧化物排放绩效和工业废气排放绩效，所不同的是这两中污染物绩

效变动趋势恰好相反。工业氮氧化合物绩效越来越高，而工业废气排放量相对2010 年来说，反倒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一般工

业固定废物产生绩效和化肥施肥绩效波动性较小，基本处于微降水平状态。而工业废水排放绩效、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工

业废气排放绩效却呈现出2011 年提高，但是在2012 年却又降低，2013 年后又呈现提高趋势，这说明在此期间，南昌市工业结

构进行了调整，对于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废物等方面刚开始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2012 年绩效的降低充分说明了这点。接下来

政府在工业污染方面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如2013年《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南昌市净土行动计划（2013—2015 年）> 的通

知》以及2014 年引发的《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的通知》等等，这些为之后这类

污染物排放绩效提高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唯一需要重点提及的就是工业烟粉尘排放绩效呈现的逐年下降，从2010 年19.28% 下

降到了2014 年的29.41%，累计下降幅度达到10.13%。这说明南昌市大气污染现象比较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南昌市近些年一直大

力提倡发展工业，生产过程中诸如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粉尘、焦化企业的筛焦系统粉尘、烧结机的粉尘、石灰窑的粉尘、建材

企业水泥粉尘等会排放出来，而产生的这个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在工业除尘器工作中，过滤袋的过滤速度太快，滤袋的清洗周

期过短，喷吹压缩空气的压力过高，粉尘的负载性降低等；也有可能是粉尘滤袋出现破损。因为在布袋除尘器中如果滤袋出现

磨损、烧毁以及腐蚀都会出现集尘器排放粉尘超标。除了以上两个不提反降的指标外，还有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也是如此。

而影响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关键因素是工业二氧化硫的产生量和去除量。由于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物不是有氧呼吸的必须产

物，而是燃煤，因此当脱硫设施的覆盖面足够广，脱硫效果足够高时，二氧化硫的去除率极有可能达到100%，即实现二氧化硫

排放量为零。换句话说就是即使一个地区的产业全部为重工业，如果发电等全靠燃煤的火力，那么只要治理效果足够好，其工

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依旧可以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能源消耗绩效的增幅是最大的，累计增幅达到了53.11%，说明南昌市近五

年在节能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业绩，为南昌市打造节约型社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结论及讨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环境与地方经济增长是协调发展的。本文利用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对南昌市近五年的资源环

境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2014 年南昌市REPI 为45.76%，总体高于江西省REPI 的综合水平。但南昌市在工业用

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控制方面仍需要加强，这部分指标绩效评估中呈现出不降反升的趋势，这对于南

昌市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为了不断加快南昌市经济增长，同时要照顾到资源环境发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南昌市应不断贯彻生态文明理念，节

能减排不能只是口号，发展应以生态为基础，绿色环保优先的原则，不断提升南昌市资源的利用效率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为

打造绿色、生态、节约型、低碳、文明城市打下良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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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还应该不断优化和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在打造优势产业以及创新型新能源产业的同时，尽快调整淘汰一些高能耗低

产出的落后材料设备等，不断提高产业的资源环境准入门槛。同时不断提升循环经济建设，以南昌市汽车工业、生物医药和食

品工业、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工业三大主导产业为依托，不断优化、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搭建一个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产

业链，期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南昌市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提高污染排放物的综合利用水平。 

南昌市应严格控制煤炭消费的总量，针对煤炭消费量较大的一些行业或者企业建立煤炭消费总量的预警系统，监控其消耗，

这样既可以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又可以减少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同时，在钢铁、电力、水泥等重点行业监控其烟粉尘排放总

量，以提高工业废气排放绩效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绩效，期望能够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量“脱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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