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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城市科学发展观状况定量评价

安徽省城市研究中心

【摘 要】 ：为了使科学发展观思想在安徽全面落实，本文对安徽城市的科学发展观状况尝试了定量评价。文章

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出发，构建了安徽城市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对这一指标体系进

行了评价，得出的结果对安徽各个城市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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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研究，但不足之处是绝大部分只是作了定性的研究，很少从定量方面去

研究。对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套可以有效量化的指标模型，应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非常迅速，特别是城市发展突飞猛进，但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为了使科学发展观在安徽省全面

落实，本文对安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尝试了定量评价，目的是引导城市发展沿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向前迈进。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

(一)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准确把握，是建立科学发展观考核指标体系的前提或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构建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原则

区域科学发展观系统是一个多要素、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巨系统。既需兼顾评价的全面性，力图对发展内涵作一完整的

诠释；又要考虑指标之间要尽量保持独立性，防止指标庞杂和重叠。我们认为构建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需要确定以下一些研究

原则：

一是科学性与可行性

选取能充分反映科学发展内涵的指标。指标含义必须明确，测算方法应该准确，统计计算方法规范。同时，指标体系应简

单明了，容易理解，还要考虑到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

二是系统性与层次性

环境资源、经济科技、人口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由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组成。指标的设计既要有系统性，又

要有层次性，又要避免指标之间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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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代表性与可比性

所谓代表性，是指各评价指标在其适用范围内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每一个指标都要以特定的角度反映系统运行质的特征。

所谓可比性，是指各考核指标应能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此。可以进行区域间的对比和历史对比。

四是稳定性与前瞻性

评价指标需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随意变动，这样才能保持客观连续性，但同时要有前瞻性。因为科学的发展观是一个

长期的动态演变过程，反映这一过程的指标体系也应该是动态变化的。一方面各评价指标应具有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评价指标

体系应具有一定阶段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不仅要评价当前效益，还应能评价长期效益，要充分预计指标的

发展变化，使评价指标体系的使用具有长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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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构建

在选取构建科学发展观评估指标体系时，除遵守以上的几项原则外，主要还是要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领悟它的核

心思想，并且在针对具体的区域时，还要根据本区域的发展现状来选择合适的评估指标。考虑安徽的具体发展情况，合理借鉴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参考相关学者、组织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形成安徽省城市科学发展评估指标体体

系(表 1)。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因此指标体系中没有采用规模和总量等指标，而全部采用

相对指标，形成这样的评价结果不受城市规模大小的影响，更加客观合理。

二、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是一系多指标、多维度的评价体系。过去多指标体系评价常采用人为赋权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受人为

因素影响较大。同指标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权重受到人为的影响，结果可信度受到置疑。目前多指标评价，国内学界用

得较多是主成分分析法或因子分析法。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其基本步骤如下：

(1)用 z—score 方法对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4)计算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并按累积贡献率提取主成分，一般以累积贡献率达到 85%为准则，提取前 K个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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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文所用的数据：根据 2007、2008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 2007、200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安徽省各市 2007、

2008 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2007 年科学发展观指标数据。文中主要以城市市辖市数据为主，少量市辖区数据取不到

的情况下，用全市数据替代。

三、安徽城市科学发展观指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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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指标的计算

将上述 24 项指标数据输入 SPSS13.0 软件进行主成分计算，先将数据标准化处理，求出相关系数矩阵，根据相关矩阵求特

征向量及特征值。

从表 2 看到，前 6 个特征值累计贡献率超过了 85%，表明前 6个主成分基本包括了全部测量指标所具有的信息。

(二)分指标的计算

将各二级指标的数值输入 SPSS13.0 软件，仍然采用主成分法进行计算求得二级指标的得分(过程略)。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果

通过上述计算，得到安徽各城市科学发展观各项得分，为了消除负数影响，使数据更直观，用下列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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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xi—xmin/xmax—xmin，

其中：zi为指标的标准分数，xi 为某类指标的指标值，xmax 为某类指标的最大值，xmin 为某类指标的最小值。

将上述结果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科学发展观各项指数(表 6)。虽然上述 4个方面的分类指标及综合指数的排名顺序并非

完全一致，但基本格局不变，且存在着共同点，如从对全省十七个城市的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越发达的城

市，往往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往往难以做到科学发展。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等城市

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在资源利用及效率、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方面都做得较好。其原因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

很快，经济实力较强，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因而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同时重视资源利用效率。安徽省有些欠发达城市，难以做到科学发展的原因是，经济实力较弱，没有更多的资金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往往比较重视 GDP 的增长，有的地方甚至采取牺牲环境和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的粗放方式发展，于是出现一

种悖论，实现协调发展、科学发展，需要经济实力做保障，而在欠发达地区缺乏更多的财力，加快经济增长往往又会忽视其它

方面的发展，形成一种两难的被动局面。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需要从业绩考核和财政转移支付两方面，才能

破解。总之，当前安徽省经济社会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接受沿海一些地方的教训，不能重蹈经济发展、环境破坏的

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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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评价及建议

1合肥市。合肥市是安徽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金融和商贸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经过多年

的发展，合肥市已成为全省经济实力较强、发展较快的一座城市。从总体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排序全省第一；从分指标看，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第二，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第三，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一，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

省排第一，但生态环境保护指数靠后。今后，合肥市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改善居住条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2淮北市。淮北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底蕴丰厚的城市，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城市。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第

六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第九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第十三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

第十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七位。相对而言，淮北市在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和生态环境保护指数方面较差。今后，

在这两个方面要多下功夫，提高资源水、电和土地的利用强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改善居住环境。

3亳州市。毫州市城市规模较小，2007 年末市辖区人口 152 万，建成区面积 32 平方公里。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

全省排第十四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第十五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第十四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

在全省排第十二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十七位。除了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和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外，其他方面都排在

全省末位。总之，毫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待加快发展。

4宿州市。宿州位于安徽省最北部，与苏、鲁、豫 3 省 11 个市县接壤，是淮海经济协作区的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安徽省距

离出海口最近的城市。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在最末位，各分指标也排在全省靠后，只有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第八

位，今后，宿州市首要的目标是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5蚌埠市。蚌埠市地处淮河流域，位于安徽省北部。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第七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

水平指数在全省排第七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最末位，生态环境指数排第十四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排第五位。从

排序上看，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指数在全省排名靠后。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前列。今后，蚌埠市要不断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6阜阳市。阜阳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第十六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

省排第十三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排在全省第十六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第十五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

十一位，科学发展观大多数指标排名在全省靠后。阜阳市城市规模在全省不算小，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仅如此，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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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做得不够好。今后，阜阳市不仅要注重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而且还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强生态保

护。

7淮南市。淮南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偏北，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八位；从

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名也是第八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四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名

第十三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位。做得比较好的是资源利用与效率方面，不足方面是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也不高。因此，今后除了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外，还要注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8滁州市。滁州位于安徽东部，长三角边缘。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位于全省第十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

数位于全省第十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一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一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

全省排第六位，相对其他指标比较高。总体看，滁州各项指数排在全省中下游水平。当前滁州正全面接轨长三角，面临着很大

的机遇，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做到科学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9六安市。六安市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俗称“皖西”，是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

省排名第十五位，比较靠后；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六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

第 12 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较高，在全省排名第 8 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名第 15 位。总体看，六安市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较低，地处大别山，生态环境较好，今后重点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同时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保护好生态环境。

10马鞍山市。马鞍山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安徽省东部，是南京都市圈核心层城市，是安徽融入长三角、推进东向发展以

及长三角城市向内地延伸的重要门户，也是全国十大钢铁工业基地之一。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二位；各项分指标在全

省排序也是名列前茅，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都是第一，生态环境保护指数、社会和谐发展指数

在全省排名都是第二。总体来说，近几年马鞍山的发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既做到了快速发展，又做到了持续、和谐发展。

马鞍山是东向战略的前沿阵地，处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中心地带，今后要进一步加快发展，努力缩小与长三角

先进地区的差距。

11巢湖市。巢湖市位于皖中，地处合肥、芜湖、南京“金三角”腹地。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三位；

从各项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二位，资源利用与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七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

排名第九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十三位。总体上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但地处巢湖，发展过程中注重

资源利用与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12芜湖市。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是近几年安徽省发展较快的城市。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

数在全省排名第四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三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六位，生态环境

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在第三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四位。比较而言，芜湖市的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要低一些。当前芜

湖市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主战场，未来发展速度将会很快，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资源利用与节约。

13宣城市。宣城市地处皖南山区和长江下游平原的结合部，是安徽成立时间较晚的地级市。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

在全省排第十二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第 14 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在全省排位都处于

较前，分别为第五位和第六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第十二位。总体看，宣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太高，但资源

利用及效率和生态保护方面较好，目前宣城市也是皖江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员，今后要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大

量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14铜陵市。铜陵位于长江之滨、安徽省中南部，是一座新兴的工贸港口城市，是迄今为止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铜冶炼、加

工基地。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三位，指数较高；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四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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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二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五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三位。总体上看

铜陵市各项指数都比较高。虽然城市规模较小，但近几年做到了又快又好发展。铜陵市也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

员，今后首要任务仍然是要加快发展，在安徽率先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15池州市。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从总指标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序第十

一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序第 6 位，比较靠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名第九位，生态环境保护

指数在全省排序第 4 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标在全省排序第十四位。从各项指数看，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大同步，社会发展滞后于

经济发展。池州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池州也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员，未来除了经济发

展加快外，尤其要注重社会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6安庆市。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是长江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从总指标

看，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九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序第十一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

序第十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七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九位。各项指数都不高，在全省排序相对靠

后。安庆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员。未来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要加快发展，力争早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17黄山市。黄山市地处安徽省南部，毗邻江西、浙江，是 1987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新型旅游城市。从总指标看，

科学发展观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五位；从分指标看，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五位，资源利用及效率指数在全省排序第十

五位，生态环境保护指数在全省排序第一位，社会和谐发展指数在全省排序第八位。从各项指标上看，黄山市突出的亮点是生

态环境不仅基础好，而且保护也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指数排名第一位的黄山市与第二位的马鞍山市指标相差很大，多达 0.65。

经济发展水平也较好，不足之处表现在资源利用及效率方面和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这是黄山市未来努力的方向，尤其是黄山市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仍然还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