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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时代内涵、评价体系与推进策略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1
 

卫夏青 1  秦国伟 2 

（1.安徽省政协研究室，合肥 230601；2.安徽省林业局，合肥 230001） 

【摘 要】：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之

一。科学理解绿色发展时代内涵、科学构建绿色发展的多维评价体系对于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意义重大。文章通过梳理绿色发展的文献脉络，定义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时代内涵，构建绿色发

展的多维评价体系，并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内各行政单元的绿色发展进行系统性测算评价，提出了建设绿色发展美

好安徽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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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2019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人与自然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只有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才能实现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绿色发展蕴藏着中华民族最为久远深厚的文化基因，《荀子左论》中就曾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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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生动的阐述，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日益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面旗帜，既是理

念又是举措，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
［2］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摒弃“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的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核心，低耗能、高效益

的绿色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更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还在深化、

模式还在探索、体系还在完善，绿色发展质量和绿色产品的供给还不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探索并树立绿色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破解物质财富积累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还需要更

充分的学术探讨和更广泛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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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系统全面、客观准确的绿色评价。系统准确的评价体系是一把尺子，用于衡量各地区各部门在着

力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破环严重问题过程中绿色发展的基础潜力和成效，是否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先导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否以绿色发展的成效来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天蓝水碧的文明永续。系统准确的评价体

系也是一个引擎，有利于激发和促进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理念来统筹社会要素配置、改革工具设

计和发展参数引入，促进社会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营方式始终做到绿色化、集约化、现代化，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绿水青山，美丽中国。 

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设计 

系统准确的评价需要科学完整的体系。绿色发展评价离不开构建具有时代内涵、联系发展实际、指引未来绿色发展的评价

体系。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将绿色发展目标与成效标准化、数量化、可衡量化，确定一个可与之比较的标准。构建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绿色发展进程量化，结果标准化，直观地反映出成效与问题，为各地区、各部门绿色发展规划的制

订、举措的实施、政策的出台提供依据，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绿色发展进程、建设美丽中国。 

绿色发展涵盖社会、自然、经济三大系统，是既包含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节能，又包含生活环境的绿化和净化，既要求保护

和恢复自然生态，又要求社会治理思路和政策、全社会生产生活意识的绿色、生态、环保的系统工程。基于学术界关于经济系

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共生性
［5］

相关理论和绿色发展及其评价的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绿色发展的阶段实际，我们认

为：绿色经济是基础，决定着绿色发展的高度；绿色财富是前提，决定着绿色发展的深度；绿色空间是载体，决定着绿色发展

的维度；绿色治理是保障，决定着绿色发展的速度。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研究中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将以绿色经

济（B1）、绿色财富（B2）、绿色空间（B3）、绿色治理（B4）为准则层考察绿色发展水平，如表 1所示。 

表 1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权重 指标层 C 权重 要素层 D 权重 

A.绿色发展 

B1.绿色经济 0.25 

C1.资源节约水平 0.125 

D1. 土地产出率 0.025 

D2.单位 GDP用水量 0.025 

D3.单位 GDP 能耗（等价值） 0.025 

D4.单位 GDP用电量 0.025 

D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25 

C2.环境友好水平 0.125 
D6.单位 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0.062 5 

D7.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 0.062 5 

B2.绿色财富 0.25 
C3.绿色财富储量 0.214 3 

D8.人均水资源量 0.091 8 

D9.森林覆盖率 0.030 6 

D10.人均活立木总蓄积量 0.091 8 

C4.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0.035 7 D11.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0.035 7 

B3.绿色空间 0.25 

C5.绿色环境 0.125 
D12.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天数比例 0.093 8 

D1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31 3 

C6.绿色交通 0.125 
D14.人均公共交通运营数 0.083 3 

D15.道路交通噪声均值 0.041 7 

B4.绿色治理 0.25 

C7.绿色投入 0.037 5 D16.地方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

重 

0.037 5 

C8.城市绿色治理 0.107 1 
D17.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0.053 6 

D1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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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农村绿色治理 0.107 1 
D1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0.053 6 

D20.农村厕所普及率 0.053 6 

 

1．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
［3］

，是物质基础和关键引擎。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从技术创新、制度革新、产业结

构升级等途径实现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故本次评价以资源节约水平（C1）与环境友好水平（C2）为绿色经济发展

水平的指标层。 

资源节约水平（C1）。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组成生产资料。经济运行的资源节约水平，即人们利用有限

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能力。同时，经济又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中各个行业消耗资

源的种类千差万别，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和可比较性，本次评价选取土地产出率（D1）、单位 GDP 用水总量（D2）、单位 GDP 能

耗（D3）、单位 GDP用电量（D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D5）五个要素对经济运行的资源节约水平进行评价。 

环境友好水平（C2）。环境友好是绿色经济的题中之义，包含了无污染或低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有利于环境的生态布局

和产业结构、与环境共同发展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等内容，而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环境友好水平。当生态

布局、产业结构、社会风尚等的环境友好水平提高，必然对生产的环境友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故生产的环境友好水平在相当

程度上代表了经济的环境友好水平。结合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次评价选取单位 GDP 工业废水排放（D6）和单位 GDP 工

业废气排放（D7）作为要素层。 

2．绿色财富 

绿色财富是人类生活、生产的基础。广义的绿色财富涵盖了自然、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财富，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产品、资源、生产方式、文化成果、社会风尚等的总和，而狭义的绿色财富仅指水、林木等绿色自然资源。

本次评价中的绿色财富以狭义的绿色财富为评价客体。 

我国国土广袤，不同地区绿色财富天然地千差万别，绿色财富的发展前景又因保护程度的不同存在差异，因此本次选用绿

色财富储量（C3）和自然保护区覆盖率（C4）两个指标对绿色财富进行评价。在绿色财富储量方面，由于水资源和森林资源是

地区绿色财富的主要表征，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人均水资源总量（D8）、森林覆盖率（D9）、人均活立木总蓄积量（D10）为要素

评价绿色财富储量（C3）。 

3．绿色空间 

生活、生产空间是人类社会绿色发展水平最直观的体现。作为人类生活、生产的空间条件，绿色空间既是绿色发展的基础，

又是绿色发展的结果，这个空间既包括静态的生活生产环境，又包括动态的交通环境。因此，本次评价选取绿色环境（C5）和

绿色交通（C6）两个指标对绿色空间进行评价。 

由于受到雾霾问题的严重困扰，空气质量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我国评价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首要指标，本次选取空气质

量达二级标准天数（D12）为绿色环境评价的第一个要素。与此同时，人均公园绿地面积（D13）也是对绿色环境质量的重要考

量。 

绿色交通通常指低污染、低能耗的交通体系，包括步行、自行车和常规的公共交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次评价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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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均公共交通运营数（D14）从数量上衡量地区绿色交通体系的建设情况，同时选取交通噪声均值（D15）评价交通体系的绿

色化建设质量。 

4．绿色治理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各地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绿色治理，对这种治理力度和效果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源”和“流”两个

方面：“源”即对绿色治理的投入，集中体现在资金的绿色投入（C7）上；“流”即绿色治理的效果，这种效果由于农村和城市

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分别讨论。对城市居民来说，水源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绿色化水平已经较高，当前的绿色治理更多关注

污水、垃圾等的绿色处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强调人与环境的绿色共生，故本次选取城市污水处理率（D17）、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D18）作为城市绿色治理的评价要素；对农村居民来说，饮水、如厕的卫生仍是绿色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问

题，故本次选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D19）、农村厕所普及率（D20）对农村绿色治理进行评价。 

在权重的分配上，按照层次分析法，请 10 位相关专家（包括 1 位北京大学教授，1 位中国农科院研究员，1 位中国科学院

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1 位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1 位安徽省农委领导、1 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1

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1 位安徽农业大学教授、1 位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 位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为每个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赋

值，取专家赋值的均值为判断矩阵，由此计算每个指标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 

三、以安徽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1．安徽省绿色发展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安徽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全国生态资源大省之一，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地形地貌形式丰富、特征鲜明，

其中长江、淮河横贯全省，将其天然地一分为三，呈现皖南山区、江淮丘陵、皖北平原三大自然区域。处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

城镇化后期的加速阶段，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在实现 7000万人现代化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安徽，压力巨大、

挑战巨大，安徽省在紧密结合安徽省情、适应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盼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安

徽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实施绿色发展行动，加快建成生态文明建设安徽样板。出台了《安徽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0年，构建起系统完整的安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出台了《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了全省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战略框架。制定了《关于扎实推进绿色发展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安徽样板实施方案》，明确了绿

色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安徽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以培育生态文化

为支撑，以绿色美好家园建设、绿色产业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保护建设、污染综合治理、生态文明风尚塑造等六大

工程建设和皖江、淮河、新安江、巢湖流域示范创建为抓手，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2018 年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立足自身优势，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致力于打造水清岸绿

产业优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努力当好长三角生态绿色后花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意义上，安徽的绿色发展具备相当的典型性和较高的代表性，对安徽省当前的绿色发展现状和潜

力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评价，对于把脉区域内绿色发展的成效与不足、找准制约绿色发展的障碍与症结、针对性提出全国

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政策建议意义重大。 

2．实证分析 

在安徽绿色发展多维评价的研究设计中，本文以安徽省各省辖市为区域单位，针对全省绿色发展进行系统评价及横向比较，

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参考建议，为新时代全国的绿色发展规划、决策及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本次评价数据来自《安徽统计年鉴

2016》。根据上述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采取统计年鉴中的客观数据，经过系统计算和综合分析，安徽省绿色发展的评价结果显



 

 5 

示（图 1）：安徽省绿色发展呈现显著不均衡特征，如图 2所示，绿色经济、绿色财富、绿色空间三项极化明显、曲线走势各异，

绿色治理水平相近。 

 

 

安徽省 16个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得分标准差为 0.098，变异系数为 0.195，呈现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局部较高的特征。

全省绿色发展水平为 0.461，其中淮北等 10个市的得分低于 0.5，占全省的 62.5%，绿色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合肥、芜湖、宣城、

铜陵四市得分都在 0.5～0.6 之间，为中等水平。得分超过 0.6 的仅有池州、黄山两市，其中黄山市表现最为突出，达到 0.789

分。 

从绿色经济准则来看，总体水平较低，全省得分仅为 0.090 分。合肥市发展水平最高，得分为 0.190，其次为黄山市，得分

为 0.184。淮北等 10个市的绿色经济准则得分低于 0.1分，特别是马鞍山市，得分 0.067，仅为合肥市的 35.3%。绿色经济准则

全省 16个市得分的标准差为 0.035，变异系数为 0.341，呈现出两个显著的“增长极”，且遥遥领先全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安徽省特殊的地理分布，各市绿色财富准则得分显著不均衡，16市得分标准差为 0.057，变异系数达到 1.109。皖南地

区山林密集，绿色财富自然基础极好，得分较高，其中黄山得分最高，为 0.218。皖中、皖北地区得分普遍较低，得分最低的淮

南市仅为 0.011，是铜陵市的 5.05%。 

表 2绿色发展评价数据的分布情况 

 
全省得分 

各市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A.绿色发展 0.461 0.501 0.098 0.195 

B1.绿色经济 0.090 0.104 0.035 0.341 

B2.绿色财富 0.038 0.052 0.057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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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绿色空间 0.142 0.146 0.019 0.130 

B4.绿色治理 0.192 0.200 0.020 0.099 

 

从绿色空间准则来看，全省得分 0.142，全省 16市得分的标准差为 0.019，变异系数为 0.130，全省各地差异显著。其中合

肥、池州、芜湖三市绿色空间发展水平得分均超过 0.170 分，最高的合肥市为 0.177 分。宿州、阜阳两市绿色空间发展水平最

低，分别为 0.111分、0.120分。 

从绿色治理准则来看，全省得分为 0.192，16市得分标准差为 0.020，变异系数为 0.099，水平较为均衡。铜陵市与黄山市

的绿色治理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各市，分别为 0.238分和 0.234 分，阜阳市得分最低，为 0.159分。 

3．安徽省绿色发展的特征 

通过对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区域评价，安徽省的绿色发展评价结果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当前的绿色发展具有高度的资源依赖性。皖南大别山区、黄山、九华山地区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其绿色发展水平也

具备绝对优势。如绿色财富得分最高的池州市、黄山市，相应的绿色发展水平也最高，皖北、皖中地区森林资源较少，相应的

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绿色财富评分仅为全省第十五位，但其绿色经济评分为全省最高，这与合肥市

高度集中的优质人力资源、资本财富及其科学的发展规划息息相关，也证明了绿色财富并不是绿色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二，制约安徽绿色发展短板较为突出。绿色发展包含经济转型升级、生活方式变革、治理思路调整等多方面，各个部分

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然而评价结果显示，安徽省绿色发展结构不均衡现象较为普遍，能够做到各方面协调共进的少之又少。

例如：池州市绿色发展评价总分位居全省第二，其中绿色治理、绿色财富、绿色空间得分均位于前列，但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却较低，存在明显的绿色经济短板。 

四、绿色发展推进策略 

在以安徽为例的绿色发展测算评价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我国区域内绿色发展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绿色经济发展刚刚起步，

绿色财富的管理亟待完善，绿色空间治理亟待提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绿色发展任重道远。在推进区域和全国的绿色发展

中，还要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丰富发展举措，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美丽中国。具体来讲： 

1．以绿色发展规划引领绿色发展 

发展规划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和旗帜，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第一要务。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深入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通篇主基调，须体现和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工信部印

发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一些地方也结合各自特点制订了相应的绿色发展规划。应继续发挥绿色发展规划的纲

领性作用，整合已有的各项规划，编制统一的绿色发展规划，明晰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逐步形成一个市县一个规划、一张蓝

图，实现规划全覆盖。规划编制过程应广泛征求和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规划成果在主要媒体公布，鼓励公众对规划执行

积极开展监督。 

2．以绿色生产方式牵引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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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产业发展中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三高”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需要转变生产方式，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成果，实现绿色生产，就要推行“源头减量、过程控制、纵向延伸、横向耦合、末端再生”的绿色生产方式
［4］

，重塑绿色工

业体系，要在绿色低碳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2］

发展集约农业，鼓励农业科技创新，以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为引擎，不断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资源节约、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水平，实现农业全过程清洁生产。重点发展健康、养老等低污染、低能耗服务业，

优化运输、餐饮、批发零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过程清洁、主体生态、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水平。努力形成三产联动、循环低

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体系。 

3．以绿色消费方式支撑绿色发展 

绿色消费方式是追求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2016 年 2 月，发改委等十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

导意见》，就绿色消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就各个消费领域的绿色消费促进提出了针对性举措。要持续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多

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鼓励生活方式绿色化，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及认证体系，提高绿色消费服务能力，引导和推广绿

色产品供给，以公共机构为引领、以企业为先行、以社区为烘托、以长效机制为保障，促进绿色消费逐渐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

的习惯。 

4．以绿色财富管理夯实绿色发展 

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各地绿色财富基础差异较大，要实现绿色发展就需要良好的绿色财富管理。2016年中国出台了 25项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生态建设体制的“四梁八柱”
［5］
，为绿色财富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过去

五年我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
［2］
。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健全碳排放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制度体系。推广生态补偿试点成功经验，对于已

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和破坏的部分的恢复和重建、对现有绿色财富的保护和经营开展系统计划和科学行动，通过有效的绿色财富

管理实现“绿色银行”库存增长和结构优化。 

5．以绿色治理模式护航绿色发展 

绿色治理是一项公共事务，既包含政府颁布的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机制的一系列规则体系。实现科学、高效的绿色发

展，绿色治理是必要条件之一。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2］

，这就需要将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绿色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全体成员。构建完整的绿色治理体

系，要健全绿色治理体制机制，培育绿色治理市场主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绿色治理领域。加快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设

施建设，建立统一的绿色农业技术标准和规范。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引导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绿色发展意识。完善公众参

与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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