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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杜雪莲 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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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民生三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贵州省 2014年至 2019

年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绩效评价研究。评价结果显示，该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从 2014 年的 0.025

增加到 2019 年的 0.11，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民生各方面绩效均有所提升。其中，生态环境和生态民生发展

较快，显示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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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指在工业文明之后，基于自然、社会、国家、经济等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质和

理论成果的总和。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中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和

积极成效。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独特的地形地貌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问题突出。也正因为地处内陆山区，

长期以来的欠发达，使得贵州保留了较好的生态基础，环境承载较高，是两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贵州省积极

响应中央政府的战略方针，坚持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如何正

确评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绩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指标体系，对 2014年

至 2019年该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行评价，为更好的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1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历程 

贵州特殊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近年来贵州省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

发展的道路，努力改善生态环境。2014 年 6 月，该省成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7 月正式实施《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条例》。2015年底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根据生态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2016年 8月，中央将贵州省列

为首批国家三个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是对贵州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坚持不懈探索、积极主动实践给予的高度肯定。2017

年设立“贵州生态日”，旨在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 1月 1日实施的《贵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首次写入

全面推行河长制，成为全国首家在地方法规中明确推行河长制的省份。2017年 10月，标志着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入新阶段

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审议通过并发布。近年来，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石漠化治理成效显著，

绿色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2 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贵州省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水平，本研究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其开展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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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基于完整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原则，本文所构建的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民生。具体指标体系

如表 1所示。 

2.2评价模型 

2.2.1权重确定。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熵值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1)各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基于上节建立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单位数值不尽相同，所以

需要对各正负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保证其数据都在一个范围内。处理方式如下：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式(1)(2)中 x 为目标指标数据实际值，x′为目标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xmax为目标指标数据最大值，xmin为目标指标数据

最小值。由于标准化处理后会出现 0值，为了使计算有意义需要整体向右平移 0.0001个单位。 

(2)计算指标比重。 

具体公式如下： 

(3) 

式(3)中ω表示该年数据对该指标的特征比重，n为该指标数据总数(本文中即数据收集的年数)。 

(3)计算指标熵值。 

熵值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4) 

式(4)中 e代表各年指标数据熵值。 

表 1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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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1.生态经济 

X11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 % 正指标 

X12节能环保占财政支出百分比 % 正指标 

X13教育占财政支出百分比 % 正指标 

X14环保资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 % 正指标 

X15单位 GDP能耗 t标准煤/万元 负指标 

2.生态环境 

X2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指标 

X2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指标 

X2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指标 

X24森林覆盖率 % 正指标 

X25城市污水处理率 % 正指标 

X26二氧化硫去除率 % 正指标 

X27烟粉尘去除率 % 正指标 

X2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指标 

X29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 % 正指标 

X211农药使用量 t 负指标 

X212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万 t 负指标 

3.生态民生 

X31恩格尔系数城镇 % 负指标 

X32恩格尔系数乡村 % 负指标 

X3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百分比 % 正指标 

X34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正指标 

 

(4)计算差异系数。 

差异系数代表对该指标评价方案的重要程度，差异性系数越大代表越重要，其熵值也就越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式(5)中 g代表该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5)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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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6) 

式中 wj代表该指标的权重，j为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总数。 

2.2.2绩效评价。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各子系统的综合绩效得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7) 

式(7)中 I代表各个系统的综合绩效得分，Xij代表当年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wij表示各子系统指标权重，k为各子系统中指

标的个数。 

将各子系统得分加和进而得到各年总的综合绩效得分。 

2.3数据来源 

本研究原始数据均来自《贵州省统计年鉴》(2015-2020年)，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2015-2020年)等。部分指标如“教育文

化娱乐服务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百分比”等采用计算的方式间接获取。 

3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 

本研究利用前文所述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2所示。 

通过表 2 可以明显看出，节能环保占财政的支出、森林覆盖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这几个指标权重较大，对生态文明绩效评价影响较大。 

结合原始数据和各指标权重，利用公式(7)进行计算，得出了 2014-2019 年的综合评价评分，结果显示(见表 3)：贵州省生

态文明建设绩效综合评分稳步提升，由 2014年的 0.025上升到 2019年的 0.114，表明该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政府的相关

决策部署实施到位。近年来，贵州省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强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问题整改，全面启动推进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土保卫”“固废治理”和“乡村环境

整治”五大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战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了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稳定

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该省政府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大生态战略行动，推动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绿色产

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加快节能降耗、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等重点工程建设，全力

打造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贵州绿色制造体系，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提供基础保障。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贵州省积极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大力发展生态茶、生态畜牧业、道地中药材、精品果业等特色产业；

通过改革产业发展方式和农业经营制度，促进绿色农产品增加规模，提升品质；通过创新市场流通体制和组织管理机制，保障

和拓宽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随着《贵州省绿色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贵州省绿色农产品“泉涌”工程工作方案

(2017-2020年)》的实施，绿色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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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系统生态经济、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民生评分也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经济建设评分由 2014 年的 0.011 上升到 2019

年的 0.030。在 2017年和 2018 年稍有回落，主要是因为在 2017、2018 年节能环保占财政支出百分比以及环保资金投入占地区

生产总值百分比略有下降引起。生态环境建设评分由 2014年的 0.008到 2019年提升到 0.051，6年间稳步持续提升，增幅最大。

这得益于贵州省政府积极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严格执行国家退耕还林、建设生态林等生态保护政策以及坚决贯彻实施农业

部关于农药化肥使用零增长计划等。生态民生建设评分由 2014 年的 0.006 到 2019年提升到 0.033，期间在 2016年稍有回落，

主要是因为 2016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百分比下降导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居民收入水平稳

步提升，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可以有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社会民生方面，

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得以改善提升。 

表 2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生态文明 

1.生态经济 

X11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 % 0.045 

X12节能环保占财政支出百分比 % 0.072 

X13教育占财政支出百分比 % 0.041 

X14环保资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 % 0.046 

X15单位 GDP能耗 t标准煤/万元 0.033 

2.生态环境 

X2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0.046 

X2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40 

X2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33 

X24森林覆盖率 % 0.059 

X25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38 

X26二氧化硫去除率 % 0.057 

X27烟粉尘去除率 % 0.046 

X2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48 

X29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 % 0.049 

X211农药使用量 t 0.124 

X212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万 t 0.091 

3.生态民生 

X31恩格尔系数城镇 % 0.036 

X32恩格尔系数乡村 % 0.035 

X3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百分比 % 0.030 

X34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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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分 

年份 生态经济 生态环境 生态民生 综合评分 

2014 0.011 0.008 0.006 0.025 

2015 0.018 0.009 0.017 0.044 

2016 0.032 0.017 0.016 0.065 

2017 0.026 0.025 0.024 0.074 

2018 0.027 0.040 0.029 0.096 

2019 0.030 0.051 0.033 0.114 

 

4 对策建议 

贵州省应始终坚守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继续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继续加大第三

产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的占比，并加快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财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进一步降低单位 GDP能耗，

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继续加强政府监督管理，提升污染治理水平，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加强世界自然遗产地及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和修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力度，如在“生态日”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相关讲座、举办生态文明相关活动等有效措施来提升居民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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