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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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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顺强 戴碧涛 刘新元 王恺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矛盾的重要举措。文章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新要求及重庆市生

态文明“十三五”规划要求，基于《重庆统计年鉴》2004—2015 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确立指标权重，从国土资

源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生态制度建设、生态文化宣传四个方面，选择了 37 项指标构建了重庆市生态文明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的态势，但系统的协整性仍存在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中，权重前五位的指标是：环境保护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绿色出行率、化肥使用强度、城市

人口密度、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指出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措施，以期为重庆市及其他省份的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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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愈发突出，三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这一矛

盾的重要举措。2007 年 10 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到生态文明。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生态文明建设定为重

要的改革议题之一，并发起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号召，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

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两型”社会。而在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仍然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随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兴起以及对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学术界逐渐展开了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

看，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文明内涵的探讨。周生贤
[1]

认为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摒弃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最新文明形态，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

的总和；谷树忠等
[2]
提出生态文明是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产物；曾刚

[3]
、钟贞山

[4]
等提出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积

累下，一定物质基础上，在知识经济时代与自然关系重新认识之后的重大调整。二是区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探讨。

崔铁宁和张聪
[5]

基于城市群视角构建的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囊括了社会子系统生态位、经济子系统生态位与资源环境子

系统生态位三个子系统；袁一仁等
[6]

构建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优化、生态文明制度保障四个方面；王彦彭
[7]
提出生态文明考核体系应加入资源利用与节约水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等。三是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方面的研究。赵凌云和常静
[8]

指出要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来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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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高红贵
[9]

提出生态经济优先发展战略，当社会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再生规律发生冲突时，

要服从生态优先规律和生态规律；戴胜利
[10]

指出不同的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只有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规范，才能在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建设生态文明；穆艳杰和李旭阁
[11]

提出我国工业化进

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包括生态足迹
[12]
、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

[13]
、

主成分分析
[14]
、耦合协调度模型

[15-16]
等。总的来说，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学者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并未形成一致看法，直接影

响到评价指标的选取及其对生态文明的测度分析。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区域对象偏向于沿海地区或者经济发达的功能区
[14, 17-18]

，而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和经济转型困难的功

能区，所能参考的文献资料则较少，从某些意义上说，上述地区才是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分

析。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否对整个西部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

影响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而若重庆生态屏障功能受损，将影响大半个中国。正因为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和重要的位置，

因此，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的成效，结合重庆市生态文明与工业化、城镇

化之间的关系，构建重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对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科学、客观、系统的评估，可为

政府和相关部门构建和应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管理评价体系提供必要的生态管理决策参考。

2 基于熵值法的重庆市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2.1 重庆市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因此，本文基于指标体系的整体性以及可持

续发展原则，评价指标全面、科学、系统的选取原则，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生态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和协调性原则，结合重庆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特点，以秦伟山等、李茜等对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为基础
[19-22]

，根据党的十九大新要求及重庆市生态文明“十三五”规划的高效资源能源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绿色循环低

碳发展要求，从国土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生态制度建设、生态文化宣传四个方面，选择了 37 项指标构建了重庆市生态文

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各分类指标

目标
分类

权重

分类

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

性质
权重

国

土

资

源

优

化

0.327 3

资源承

载度

C1 森林覆盖率/% 正向 0.022 4

C2 人均耕地面积/(m
2
/ 人) 正向 0.029 0

C3 人均水资源量/(m³/ 人) 正向 0.018 4

土地规

划合

理度

C4 农用地面积比重/% 正向 0.034 4

C5 水利用地面积比重/% 正向 0.015 9

C6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 正向 0.043 8

C7 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比重/% 负向 0.024 3

城市宜

居度

C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
2
/ 人) 正向 0.027 5

C9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
2
/ 人) 正向 0.0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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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城区人均住宅面积/(m
2
/ 人) 正向 0.020 9

C11 城区人口密度/( 人/km
2
) 负向 0.048 0

C12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20 8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0.409 8

农业生

态化

C13 化肥使用强度/(kg/hm
2
) 负向 0.055 4

C14 农药使用水平/(kg/hm
2
) 负向 0.026 4

C15 农业用水强度/(m³/hm
2
)

负向 0.017 6

C16 有效灌溉系数/% 正向 0.029 3

C17 水土流失治理系数/% 正向 0.019 0

工业生

态化

C18R&D 投入占 GDP 比重/% 正向 0.015 4

C19 环境保护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
正向 0.060 3

C2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0.016 9

C21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吨/万元) 负向 0.017 0

C22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
3
/万元) 负向 0.023 7

C23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标立方米 负向 0.019 2

服务生

态化

C24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增加值比重/% 正向 0.029 2

C25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0.020 1

C26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0.012 2

C27 互联网普及率/% 正向 0.032 3

C28 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正向 0.016 0

生

态

制

度

建

设

0.116 4

政策

措施

C29 环境保护支出占决算支出的比例/% 正向 0.027 4

C30 环境保护投资/ 亿元 正向 0.031 9

社会

管理

C31 城镇化率/% 正向 0.022 4

C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数/ 个 正向 0.034 7

生

态

文

化

宣

传

0.146 5

公众

参与

C33 人均生活用水量/(L/ 人·d) 负向 0.016 2

C34 绿色出行率/% 正向 0.058 1

C35 娱乐教育文化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正向 0.026 5

文化

宣传

C36 举办科普宣讲活动数/ 次 正向 0.029 6

C37 文化馆举办展览个数/ 个 正向 0.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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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过程

评价体系权重是子目标、指标相对于总目标、子目标重要性的一种度量，不同的子系统和子目标权重往往会导致不同的评

价结果。目前学术界确定指标属性权重的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赋权法三大类。考虑到评价者的主观因素对

于权重确立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使得权重存在主观性，从而影响评价结果。本文选择熵值法来对重庆市 2004—2015 年 12 年的

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处理。

假设有 m（i=1, 2, …, m）个年份，n（j=1, 2, …, n）个指标，那么可以组成一个原始资料矩阵 X=(Xij)m×n，根据熵的信

息量与不确定性的反向关系，用熵值来判断指标 Xj 的离散程度，若指标值 Xij 差距越大，那么指标 Xj的离散程度越大，信息熵

数值就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熵也就越大，也就说明权重也应越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用

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的权重计算步骤如下，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首先就要计算第 i 年份第 j 项指标值在第 j 项指标总体中的比

重 Yij。

式中： 为各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因为信息熵法是用来衡量不确定的指标，在多属性决策的处理中将标准化后的决策矩

阵 X 的各个列向量(X1j, X2j, …, Xmj)
T
(j=1, 2,…, n) 看作信息量的分布，计算出各指标属性 Xj 的熵 ej 为：

其中：k=1/lnm ＞ 0。计算第 j 个指标的差异系数，即对于评价体系的区分度 dj。

计算各个属性 Xj 的权重，差异系数越高，其权重 Wj 就越大。

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生态文明发展的状况，先对各个指标计算评价得分 Sij。

由于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是一项综合性评价，对一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分应该将各个指标的综合评分进行相加，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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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加权函数法进行计算，即：

式中：Wj 为各项指标对应的权重，S 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综合评价得分，即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根据熵值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具体实施步骤，基于《重庆统计年鉴》（2004—2015 年）中关于重庆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的数

据，运用 SPSS 软件得出重庆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各分类指标以及具体指标的权重，权重值已显示

在表 1 中。

生态文明的权重越大，反映的信息量就越大。由表 1 中的权重值可知，四个分类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指标是产业结构优化

指标，其次是国土空间优化指标，生态文化宣传指标、生态制度建设指标相对位置靠后。37 个指标中，权重排在前五位的指标

为：环境保护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0.060 3）、绿色出行率（0.058 1）、化肥使用强度（0.055 4）、城市人口密度（0.048 0）、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0.043 8）。因此，在提升重庆市生态文明质量时，应重视环境保护产业的建设，提高居民绿色出行率；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尽量降低化肥的使用强度，城市人口密度应控制在一定规模以内，注重交通设施建设。37 个指标中，排

在第六至第十位的指标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数（0.034 7）、农用地面积比重（0.034 4）、互联网普及

率（0.032 3）、环境保护投资（0.031 9）、举办科普宣讲活动次数（0.029 6）。这体现出生态制度建设与生态文化宣传在重

庆市提升生态文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排在最后三位的是：水利用地面积比重（0.015 9）、R&D 投入占 GDP 比重（0.015

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12 2）。由于指标选取的偏差，这 3 项指标的指标权重较低，但是不可或缺。

2.3 评价结果

通过上述对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综合评价值的测算方法及步骤的描述，可以计算出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综合评价值，结

果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从 2004—2015 年，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综合水平呈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2004 年重庆市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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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展综合评价值为 0.285，到了 2015 年，其值上升到了 0.730，为 2004 年的 2.56 倍，由此可见，2004—2015 年，重庆

市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根据图 1，将 2004 年至 2015 年重庆市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4—2006 年，2002 年 11 月， 党的十六大将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在此期间，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效果稳步提升，由 2004 年 0.285 的综合发展水平提升到了 2006 年的 0.330。第二阶段为 2007

—2011 年，2007 年 10 月，建设生态文明首次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在此期间，重庆生态文明发展迅速，综合评价值由 2007 年的 0.324 提升到了 2011 年的 0.527，

平均年增长率为 13.1%，2010 年的同比增长率达到了 23.5%。第三阶段是 2012—2015 年，“十二五”期间，重庆市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发展综合评价值由 2012 年的 0.550 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0.730，年平均增长率为 9.975%，虽然

相对于“十一五”期间有所下降，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仍然显著。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综合评价值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情况，为避免重庆市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过多地发展社会经济

或者生态环境以及其他因素而出现“短板效应”，从而影响整个系统功能的持续性，本文进一步了解了重庆市生态文明发展各

分类指标的情况，2004—2015 年的四大分类指标评价指数（表 2）的具体变化用图形展示，如图 2 所示。

表 2 2004 年—2015 年的四大分类指标评价指数表

年份

熵值法综合 国土资源优 产业结构优 生态制度建 生态文化宣

评价值 化指数 化指数 设指数 传指数

2004 0.285 0.227 0.471 0.056 0.108

2005 0.301 0.230 0.467 0.058 0.105

2006 0.330 0.237 0.460 0.064 0.108

2007 0.324 0.242 0.444 0.136 0.103

2008 0.355 0.263 0.420 0.150 0.095

2009 0.388 0.271 0.409 0.160 0.116

2010 0.479 0.295 0.416 0.159 0.151

2011 0.527 0.303 0.436 0.176 0.128

2012 0.550 0.320 0.454 0.193 0.126

2013 0.620 0.325 0.496 0.189 0.142

2014 0.647 0.332 0.522 0.188 0.148

2015 0.730 0.336 0.531 0.206 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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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除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生态文化宣传指数有波动外，国土资源优化指数、生态制度建设指数都呈现稳步

上升的趋势。2004—2006 年，四个指标的整体变化趋势都不大， 2006—2008 年，生态文化宣传指数不升反降，产业结构优化

指数下降时间更长，从 2004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 2008 年。2007 年以后，国土资源优化指数、生态制度建设指数均逐年上升，

2011 年后，生态制度建设指数有略微下降后又继续回升。而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U”型，在经历了 2009 年的最低点后，一直

呈上升状态；生态文化宣传指数 12 年间的轨迹呈“W”型，2008 年、2012 年分别为两个历史最低点。对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

指标体系中四大分类指标的平均评价指数值进行高低排序，依次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0.461）、国土资源优化指数（0.282）、

生态制度建设指标（0.145）、生态文化宣传指数（0.125）。

对各分类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可知：国土资源优化指数一直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可见从 2004—2015 年，国土资源优化状态良

好，国土资源优化指数属于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因此，通过国土资源优化指数增长幅度可以说

明，2004 年以来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提升，国土资源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 年以前，国土资源优化指数变化不

明显，指数由 2004 年的 0.227 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0.242，增长幅度为 6.6%。2008 年以前，国家政策未青睐于生态文明，因

此，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也并不显著。

2004—2015 年，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U”型，在 2009 年经历了最低点后，2013 年后才渐渐恢复。2008 年金融危

机对中国的影响较大，重庆市很多产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因此，2009 年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现历史最低，为 0.409。比较 2004

年与 2015 年，2004 年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为 0.471，经过“U”型结构增长后，2015 年达到了 0.531，增长率为 12.7%。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属于正向指标，可见在 12 年间，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生态制度建设指数一直呈波动上升状态，“十五”期间，重庆市生态制度建设指数增长缓慢，其属于正向指标，在此期间，

重庆市并未重点建设生态制度。因此，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较小，2007 年以后，重庆市陆续制定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

策，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也一直稳步上升。

相比于其他三类指标，生态文化宣传指数的波动最大，但整体趋势仍然是上升，2007 年以前，生态文化宣传指数一直下降，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重庆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有所加强，使得 2008—2010 年生态文化

宣传指数数据增加幅度比较大，由于生态文化宣传指数属于正向指标，而到 2015 年时，其数值才上涨到 0.169，数值越大，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程度越大。因此，生态文化宣传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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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的态势，与国土资源优化指数和生态制度建设指

数的趋势最为接近，可见，这两个指数对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在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

因地制宜制定适合重庆本土的生态文明政策，多加宣传，优化重庆市资源，适宜地转变产业结构，将更加有利于重庆市生态文

明建设。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熵值法对重庆市 2004—2015 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及指标分类评价，结果发现：

（1）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的态势，且各分类指标中，综合评价值的发展趋势与国土资源优化指数

和生态制度建设指数的趋势最为接近，但比分类指标发展更为迅速，可见，这两个指数对于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明显的

推动作用。

（2）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中，前五位的权重指标是：环境保护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绿色出行率、化肥使用强度、城市人

口密度、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因此，在提升重庆市生态文明质量时，应调整产业结构，重视环境保护产业的建设，完善公

共交通系统，提高居民绿色出行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降低化肥的使用强度，城市人口密度应控制在一定规模以内等。

（3）就重庆市整体来看，目前，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水平，上升空间仍然较大，2004 年以后重庆的生

态文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按照现有模式自然发展，虽然重庆市综合发展水平将会有所提高，但

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的协整性仍存在问题，甚至会形成“木桶效应”而增长缓慢。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建立和完

善有利于各生态文明主体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政策措施，对促进重庆市的生态文明十分必要。

3.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促进重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政策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重庆市是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中心，人均 GDP 及人口密度均排在西部地区第一

位，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及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应以环境保护和打造宜居环境为重中之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

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使整体经济向生态、低碳、绿色、高效清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农业方面，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在农业生产中尽量少

使用或不使用化肥，多使用有机肥，实现农业的生态循环。重庆山地众多，是水土流失的多发区域，应因地制宜，通过发展植

树造林，发展林下经济，实施易于保持水土的农作方式防止水土流失。工业方面，关闭高污染、高排放工厂，以生态技术、循

环利用技术、清洁能源等科学技术来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让生态环境“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挥乘数效应，推动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方面，依托重庆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底蕴厚实的自然人文景观，

打造特色突出、功能互补、联动发展的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等三大旅游经济带，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2）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能源。重庆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开源与节流并重，城镇布局集中的节约型城市道路。继续坚守

耕地红线，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加大高质量基本农田建设力度，加强管护土地整治项目，严防边整治边撂荒现象，杜绝低质量

山地换取高质量耕地现象。关于农业节水方面，要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以及农、林、牧、渔业用水结

构，在水资源短缺地区严格限制种植高耗水农作物，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利用经济杠杆调节水资源的有效利用，降低水、石

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化石的消费总量，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加强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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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与约束，其他产业按先进能效标准实行约束，现有产能能效要限期达标，新增产能必须符合国内先进

能效标准。在政府监管方面，加快完善节能标准体系、能耗标识制度，合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加强标准

实施的监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关于民众绿色出行方面，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鼓励居民徒步或依靠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选择节能电器等，从而改变居民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制定节能奖励措施，提升企业和居民的参与度。

（3）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国家“建设美丽中国”发展战略，加强和优化重庆区域生态保护与建设，完善都市绿地系统，推

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打破城郊界限，扩大城市生态系统，打造宜居环境，增加公园绿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调控好绿地系统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防止水土流失，突出修复生态、加强

区域生态产品服务供给。宣传环保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环保意识，将重庆建设成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宜业、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

（4）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制定一批环境保护、森林保护、湿地保护、地质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生态红线

管控、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排污许可证管理等地方性法规，形成地方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地方生态文明

建设标准体系，制定和实施更严格的能耗、水耗、地耗、污染物排放等标准和管理规范。同时，严格执行国家推动有关生态文

明建设的制度，落实执法责任体系，强化对执法主体的监督，让群众参与进来，将管理透明化。完善地方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增加生态专项资金投入，解决好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建立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机制，依法保障环境卫生等公共

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正常运行，加大对资源侵占、生态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的查惩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资源、环

境、生态施法工作，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施追责制度，依法追究经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激励、引导有

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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