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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

择，绿色发展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许多国家都将绿色发展作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实施

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等一系列重要举措[1]。我国也一直在倡导绿色发展，早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把

“实现绿色发展，推动绿色革命，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2]；

并在“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3]。

绿色发展旨在通过资源节约利用、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方式，缓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

资源环境的矛盾[4]，其本质上蕴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以绿色经济为基础，以绿色新政为保障[5]，

江苏苏中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尤玉军 解娟娟

内容提要 绿色发展是我国当前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发展绿色经济、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矛盾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提升苏中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

自然资源、资源环境和科技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地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0-2015年的统计

数据，运用熵值法对苏中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苏中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要较低

于苏南地区，优于苏北地区，且苏中地区内部差异明显，苏中三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绿色发展 熵值法 苏中地区

尤玉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225009

解娟娟，扬州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225009

本文为苏中发展研究基地课题“培植苏中绿色发展竞争力研究”（16SSL057）阶段性成果。

[1]胡岳岷、刘甲库：《绿色发展转型：文献检视与理论辨析》，〔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2]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

[3]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年。

[4]黄建欢、吕海龙、王良健：《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机理——基于生态效率和空间计量的研究》，〔北京〕《地

理研究》2014年第3期。

[5]郝栋、赵建军：《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究》，《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第6分会场——绿色经济与沿海城市可持续

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263



江苏苏中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2017/5 江苏社会科学· ·

将生态文明融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制度体系等

各个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目前，国内外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发展内涵[2-3]、

绿色发展模式[4-5]、绿色发展综合评价[6-7]、绿色发展路径选择[8-10]等方面。其中，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方

面，学者们主要通过绿色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效率等指标的测算，分析我国绿色发展的现状，并总结

经验和不足。此外，现有研究多以全国性和省域为主，也有对城市的研究，但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发

达城市。然而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自然环境脆弱的地区更需要发展绿色经济，不能再走以破坏生态平

衡为代价的黑色发展道路，而是要积极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

展模式。

苏中地区（包括江苏中部城市扬州、泰州和南通），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苏南等发达区域还有一段差

距，但其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内，作为连接江苏苏南、苏北的桥梁纽带，拥有

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从发展绿色经济、治理

环境污染、健全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着手，打造“环境美”的现实要求[11]。近年来，江苏苏南地区加大

了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降低了资源能源消耗水平，其中，苏州和常州的绿色发展水平更是领先于省内

其他各市[12]。苏中地区相较于苏南，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层次较低，资源消耗较大，环境损害较严

重，生态效益较低，整体的绿色发展水平不高。目前，江苏省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攻坚阶

段，而苏中的地理位置特殊，兼顾了沿海、沿江两大经济带，对实现江苏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力推动苏中绿色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苏中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提升

苏中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尽快缩小与苏南地区的差距，对促进江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熵值法对苏中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熵值法是利用指标自身的信息来判断指

标的有效性和价值，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可以对系统做出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13]。目前，熵值法

在资源环境效率评价研究中的应用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14-15]。鉴于此，本文运用熵值法建立苏中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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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评价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

设D=(dij)m×n，D'=(d'ij)m×n，dij是原始指标数值，d'ij是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其中m为评价城市，n为评

价指标的个数。

对于正向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d'ij= dij -min{ }dij

max{ }dij -min{ }dij

对于负向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d'ij= max{ }dij - dij

max{ }dij -min{ }dij

（2）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主要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比重的确定；

Fij = d'ij
∑
j = 1

n

d'ij
，（0≤Fij ≤1）

第三步：熵值的计算；

hj = -k∑
i = 1

m (Fij × lnFij)
第四步：权重的计算；

wj = rj

∑
i = 1

m

rj

，rj = 1 - h，（0≤wj ≤1，∑wj = 1）

第五步：指标的综合计

算。

Yi =∑
i = 1

m

d'ij wj × 100
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全

面反映研究区绿色发展水

平，本研究参考国际经合组

织 OECD 的绿色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UNEP的绿色经济评

价模型，以及学术界权威的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同

时考虑苏中地区资源环境保

表1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绿
色
发
展
水
平
(A)

二级指标

自然资源
指标(B1)

资源环境
指标(B2)

科技发展
指标(B3)

三级指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C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2）

林木覆盖率(C3)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C4)

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比例(C5)
城市燃气普及率（C6）
城市污水处理率（C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C9)

单位GDP电耗(C10)
单位GDP水耗(C11)

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C12)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C13)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C14)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C15)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C16)
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C17)

每万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C18)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C19)

单位
m2/人

%
%

m2/人
%
%
%
%
%

kwh/万元
t/万元
kg/万元
t/万元

%
%

辆/万人
件/十万人

%
%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1]欧阳志云、赵娟娟、桂振华等：《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5期。

265



江苏苏中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2017/5 江苏社会科学· ·

护、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构建苏中三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于我国各级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苏

省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等，还有各城市的环境监测数据和城市政府网站公开

发布的数据。收集的数据时间为 2010 年-2015年。统计数据在本研究数据中所占比例约为 90%-
95% ，其余为部分的监测数据和城市政府公开的数据，主要内容是城市空气质量的监测和林木覆盖率

的统计数据等。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评价

基于熵值法与上述评价模型，本研究对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2010年-2015年的绿色发展综合指

数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苏南地区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优于苏中和

苏北地区，苏中地区次之，苏北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则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过去六年来，各地方政府

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也都积极完成省委

省政府定下的各项节能减排计划，这使得各

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通过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深入探析，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横向分析数据来看，如表2和表3
所示：

第一，排名结果。2010-2012年扬州市

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相对比较稳定，均

位列江苏 13个城市的第六，但从 2013年开

始下滑到第七位，并始终未实现上升；2010-
2012年南通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排名一直在

第七、第八徘徊，2013年实现赶超，升级到第

六，并在 2015年成功跻身前五名；泰州市的

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较为稳定，从2010年

到2014年一直居第九位，而泰州市政府通过

不断努力发展绿色经济，终于使得排名在

2015年上升为第八名。

第二，具体评价数据。扬州市绿色发展

综合指数较为稳定，在 0.57左右，并呈小幅

度上升趋势；南通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虽

有波动，但幅度较小，而且发展潜力较大，一

度从 0.48上升到 0.64赶超了许多城市；泰州

市虽然排名未见上升，但绿色发展水平一直

在进步，从最初的0.35提高到2015年的0.57，是苏中三市中进步最快的城市。

第三，城市间差异。从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15年苏中三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都处于0.65
以下，而南京、无锡、苏州基本上在2010年的时候，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就达到了0.65，这表明在绿色发

表3 2010-2015年苏中三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

年份
扬州
南通
泰州

2010
6
7
9

2011
6
7
9

2012
6
8
9

2013
7
6
9

2014
7
6
9

2015
7
5
8

图1 2010-2015年苏中三市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表2 2010-2015年江苏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地区
苏南

苏中

苏北

年份
南京
无锡
苏州
常州
镇江
南通
扬州
泰州
盐城

连云港
徐州
淮安
宿迁

2010
0.6676
0.7052
0.6325
0.5906
0.5345
0.5099
0.5285
0.3590
0.2548
0.3302
0.4291
0.2907
0.2860

2011
0.7121
0.7032
0.6191
0.5956
0.5980
0.5360
0.5463
0.3895
0.3018
0.2581
0.5148
0.3495
0.3341

2012
0.6767
0.7490
0.6133
0.6917
0.6100
0.4851
0.5600
0.4416
0.2517
0.2857
0.4884
0.3413
0.3066

2013
0.6606
0.7056
0.6473
0.7049
0.6510
0.5850
0.5816
0.4657
0.2861
0.3122
0.4881
0.3387
0.3324

2014
0.7386
0.6875
0.6448
0.7470
0.7202
0.6240
0.5730
0.5025
0.3635
0.3219
0.5127
0.4079
0.3144

2015
0.6822
0.6625
0.6286
0.7066
0.6730
0.6455
0.5890
0.5737
0.4440
0.3510
0.4722
0.3784
0.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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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面，苏中地区比苏南地区落后了5年左右。

其次依据纵向分析数据显示，如图1，2010-2015 年间扬州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整体上处于缓慢增

长阶段，平均年增长率为 2.29%；南通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在 2010-2011年间小幅增长，年增长率为

5.12%，在 2011-2012 年间却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9.49%，但从 2013 开始快速增长，增长率为

20.59%；泰州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从 2010 年的 13.71增长至 2014 年的 29.08，年均增长率在三市

中最高为11.96%。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横向分析还是纵向分析，结果基本趋于一致，2010 年以来虽然苏中地区

在发展绿色经济、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苏南地区相比绿色发展水平还是偏

低，绿色经济发展滞后，需进一步提升其绿色发展能力。

三、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分别从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和科技发展这三个指标层出发，对三个城市的绿

色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依次进行分析：

1. 扬州市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现代化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通常用工业产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对其进行衡量，比重越大证明工业发展越好。改革开放以来，扬州已逐

步建立了涵盖 40 多个行业大类的工业体系，产业优势明显增强，产业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扬州目

前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而重化工业阶段是扬州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的

发展阶段。随着汽车、化工、机械等重化工产业高速发展，势必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表4中可

以看出，扬州市的资源环境指标从2011年开始呈逐年降低趋势。2015年扬州市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只有91.42%，在13个城市的排名占到第十位。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工业废水

排放量均高于环境标准值，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较多，工业污染较严重，新能源的开发仍需不断推进。

虽然在 2010-2015年间，扬州市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不断增加，从 2010年的 37.6%增加为 2015年的

43.9%，但相较于南京市的57.3%，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较低，产业结构仍需优化升级。而这些都制约

扬州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2. 南通市

南通市素有“江海明珠”的美称，城市环境

优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市区）为 17平方米，

在江苏省内排名第三。根据表 4中数据显示，

南通的自然资源指标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

从 2010 年的 0.102 到 2015 年的 0.177，每年的

增长率在9.7%-22%之间，这也是南通市绿色发

展水平提高的主要推动力。不过虽然南通在自

然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南通的

林 木 覆 盖 率 仍 然 不 高 ，到 2015 年 也 只 有

23.49%，在江苏省的排名一直落后于其他城

市。随着苏通大桥的开通，南通被称为“北上

海”，是上海的后花园，上海的人流量辐射到南

通地区，使得南通的人口密度一直较高。人口

表4 2010-2015年苏中三市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南通

扬州

泰州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自然资源
指标

0.1020
0.1245
0.1215
0.1469
0.1616
0.1774
0.1661
0.1640
0.1615
0.1758
0.1717
0.1796
0.0854
0.0983
0.1050
0.0916
0.0903
0.1697

资源环境
指标

0.2420
0.2337
0.2138
0.2453
0.2556
0.2500
0.2108
0.2496
0.2364
0.2441
0.2124
0.2092
0.1707
0.1713
0.2030
0.2305
0.2352
0.2268

科技发展
指标

0.1659
0.1778
0.1498
0.1929
0.2068
0.2181
0.1516
0.1326
0.1621
0.1616
0.1889
0.2002
0.1029
0.1198
0.1336
0.1436
0.1771
0.1771

综合
得分

0.5099
0.5360
0.4851
0.5850
0.6240
0.6455
0.5285
0.5463
0.5600
0.5816
0.5730
0.5890
0.3590
0.3895
0.4416
0.4657
0.5025
0.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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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过大，不仅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对南通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不小的阻力。此外，在实现经济

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科研人才是绿色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研人才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一个城市

能否顺利实现绿色化转型的主体。尽管南通目前拥有诸多科研机构，科研型人才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然而，与南京、苏州等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2015年，南通市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

量为476件，只达到苏州市的一半数量；同年，南京市每万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为262人，而南通市

只有135人。可见其绿色技术仍集中于中低端领域，科技研发效率不高，这些严重制约了南通市绿色

经济发展的水平。

3. 泰州市

近年来，泰州市虽然一直在努力推动绿色发展，但相比于扬州市、南通市，泰州市的绿色发展水平

仍然较低，排名未能跻身江苏省前列，甚至低于苏北一些城市。主要原因在于泰州市在自然资源指标

方面得分较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市区）自 2010年以来一直在 9平方米左右，每年排名都是靠后。

2015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区）只有41.4%，低于江苏省的平均水平42.5%。并且与苏中其他城市

相比，泰州的科技发展指标也较低，2015年只有0.177，而南通市早在2011年科技发展指标就达到了

0.178。就在绿色发展水平中影响权重最高的每万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这一项，泰州市的排名也是

处于13个城市中的末尾。其次，尽管在2015年，泰州市的GDP为3655.53亿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

10.2%，增幅在全省排名是第五位，在沿江的八个城市中居于第二位。但通过评价分析，泰州市的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GDP电耗均高于标准值，这表明泰州市的工业

发展仍属于粗放型。这些都影响了泰州市绿色发展力水平的提高。

四、 结 论

本研究从自然环境、资源环境和科技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框架，以苏中

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苏中三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并深入剖析苏中地区

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偏低的原因，挖掘其绿色发展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苏中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整

体有所提升，要优于苏北地区，但次于苏南地区。其中，南通市和泰州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提升较

为明显，扬州市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增长相对缓慢。

苏中目前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发展时期，苏中三市的未来发展应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诉

求、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多方面的现状和条件。针对扬州、泰州和南通市绿色发

展水平的评价以及自然、环境、科技等发展潜力的分析，苏中三市在发展绿色经济时要重点考虑城市

发展能力、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工业化产业化发展程度等方面；需要把握经济效益的提升的同时

兼顾生态、社会效益；综合考虑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撑能力、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条件、科技发

展水平，要以保护生态环境和集约资源能源为发展核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实施绿色发展计划

时，还需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针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薄弱之处，重点攻克，这样才有利于当

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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