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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视角下湖南省城市两型社会发展绩效评价

刘 晓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003）

【摘  要】  根据“两型”社会发展要求，本文从低碳视角出发，对比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评价指标体系，对
湖南省13个地级城市建设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比分析了13个地级城市在湖南省成为“两型”社
会改革实验区前后，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的变化。结果表明：在
城市经济方面，13个城市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明显快于其
他地级城市；在城市社会方面，相对于其他方面变化差距最小，其中长沙市提升最快，张家界市变
化最慢；在城市资源方面，整体水平相对于其他部分变化较大，其中长沙、邵阳等市的资源消耗较
少，老工业基地娄底、岳阳等市资源消耗相对较多；在城市环境方面，大部分城市环境都有所提升。
总体上，湖南省13个地级城市的“两型城市”建设，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都有所提升，
但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水平、“三废”利用率以及城市环境治理能
力方面上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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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口、建筑的密集区，工业、交通、商业

物流发达的聚集区，同时也是高耗能、高排放的集中区，

全球大城市要消耗掉世界上 75% 的能源，排放的温室气

体也占世界的 80%[1,2]。在国内，中国的 CO2 排放量多集

中在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

其中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集

聚区均为高排放地区 [3]。现今中国的 CO2 排放量和城市

化水平一直在同步稳定增长，并仍有加速的趋势，使得

中国内陆城市同样面临巨大的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方面

的压力。中国城市发展必须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走有

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的道路，而自 2007 年我国政府正式

提出“两型社会”建设后，我国城市在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两型城

市”建设应运而生。“两型城市”的提出是为了应对中国

城市发展现阶段面临的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城

市发展新理念。目前关于“两型城市”方面的研究较少，

大多数学者从“两型社会”“两型产业”“低碳城市”“生

态城市”“绿色城市”等方面来研究城市的发展 [4-9]。直

到 2006 年，王玉珍（2006）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

社会即“两型社会”的概念推导出“两型城市”的概念，

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10]。臧漫丹和诸大

建（2011）年提出“两型城市”的框架研究，建立了包

括内涵、目标、测试工具、领域和政策体系的“两型城

市”的研究框架，对“两型城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1]。

但是这些研究对“两型城市”的讨论主要处于理论层面 ,
缺乏具体可行的监测评价系统及其实证分析 , 对“两型

城市”的实证分析仍为空白。

为此，本文在构建“两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对“两型社会”试点区域——湖南省的“两型城市”发

展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长江中

游，作为国家战略构想的内陆核心经济腹地，是东部沿

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

放经济带结合部，具有承东启西、联南接北的作用，全

省对接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重要的战

略地位使湖南省城市实现两型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

和带动意义。全省辖 13 个市 1 个自治州，即长沙市、湘

潭市、张家界市、衡阳市、吉首市、岳阳市、益阳市、

常德市、永州市、株洲市、娄底地区、怀化市、邵阳

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5 年，湖南省城镇人口

3 598.6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52.75%，城镇人均居民

消费 21 420 元，是全省居民人均消费 1.36 倍。2007 年，

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首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后的城市发展

过程中重点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方面考虑城市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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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逐步完善，湖南省更是对

“两型社会”发展到“两型城市”的建设中来，2012 年

将“两型城市”提上重要议程，出台了“两型城市”建

设的试行标准 [12]。在此背景下，本文在考虑试行标准基

础上，对湖南省 13 个地级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即将

湖南省“两型社会”试验区成立前（2006 年）与实施后

（2014 年）的“两型城市”发展程度进行对比研究，以

期更好地监测湖南省“两型城市”建设的成果，为国内

各区域的“两型城市”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两型城市”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两型城市”内涵

“两型城市”中的“两型”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而“两型城市”则有更为广义和深刻的内涵，不仅包含

“低碳城市”所注重的减排，也包括“生态城市”所侧

重的生态环境，尤其强调人与社会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

位置，注重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互动。具体定义应该

是指“以人为本的低碳和经济并重的可持续性发展，最

终使整个城市系统的各个部门都能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其实质是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 使生态效率大幅提高”。

其具体内容应该包含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强调城

市居民采取有利于资源节约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

费方式，使得城市的资源利用率最大，以最少的资源换

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强调采取有

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

人与环境良性互动。因此，构建“两型城市”的指标体

系应能真实反映城市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可以有效

监控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其中，资源节约型是指城市

经济社会系统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以实现输入资

源的最小化目标；环境友好型是指城市经济社会系统的

污染物排放最小，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系统对环境的影

响最小化目标 [11]。

1.2 “两型城市”评价指标的确定

“两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应随着城

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模式的阶段性变化做相应的动态性调

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区域的不同适当地将这些

特征进行相应调整，使整个建设过程呈现出渐进性的动

态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一套设计合理、操作性强的“两

型城市”的评价系统，使“两型社会”在城市建设过程

中可测量、可监测，让政府明晰“两型城市”的发展目

标，掌握“两型社会”中城市的发展程度，以此修正城

市发展方向。“两型城市”的测度，任何单一指标都不能

全面测量其发展程度，不仅只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两个方面，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水平等方

面。因此，本研究对湖南省“两型城市”发展程度的评

价，主要通过可测度、可量化、可实施的具体指标来对

比分析，重点参考“两型社会”“低碳城市”“生态城市”

的指标体系 [13-15]，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增减，从各个侧面、

多角度建立一套综合的指标体系反映湖南省“两型城市”

建设水平。

表 1 中列出了国内外不同机构和学者对于城市不同

发展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

康城市”的指标更加侧重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医疗和

教育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则从经济、社会、环

境等方面进行了指标的构建，但由于联合国是基于全球

角度，所以这些指标体系更多倾向于理论方面，而不同

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应用性较弱。经济学人和世

界银行的指标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有相类似的缺

点，应用性欠缺。此外，每个机构构建的指标体系侧重

点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人颁布的“绿色城市”指数强调

的是城市发展中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节约，而对经济和

社会方面的关注较少，而世界银行更强调的是人的发展。

国内各个部委颁布的则是更有针对性的指标，如环境保

护部颁布的生态指标强调的是环境，而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委颁布的“循环经济”指标更注重产业发展，强调

经济指标。各位学者所选取的指标体系也根据所研究的

对象和目标均有所侧重。本文考虑到定性指标的不好评

定以及无法计算，全部指标均采用定量指标，在对比分

析“两型社会”“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不同指标体

系时，在参考国内外各机构及不同学者提出的城市不同

发展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湖南省出台的“两型城市”

建设标准（见表 1）的基础上，初步选定“两型城市”

评价指标，再结合湖南省城市发展特色，构建了“两型

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 “两型城市”评价指标选取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 指标评价体系名称 制定机构

机构参考

指标

WHO1999 健康城市指标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

（2007）
联合国

绿色城市指数 经济学人

社会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

生态县、市、省建设指标 环境保护部

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 住房和城市建设部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

保护部、国家统计局

“两型”城市建设标准（试行） 湖南省两型办

“两型”建筑建设标准（试行） 湖南省两型办

学者参考

标准

　

“两型城市”的框架研究 臧漫丹、诸大建

中国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研究
李海龙、于立

山东省“两型社会”监测评价

系统构建
薛珑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王赢政、王瑜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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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两型城市”评价体系采取设置目标值的

方式，并赋予权数到各指标目标的目标评价方法，进而

对不同年度各城市的“两型城市”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

价。由于目标值分类较广、种类繁多而且其含义涉及正、

负以及区间范围，因此，根据各指标的内在含义确定指

标值为三类，即正指标、区间指标、负指标，并确定其

目标值。整个 “两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三级：

第一级包括“两型”城市建设中所涉及的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四个母类。第二级共有经济总量、经济结构、

城市化进程，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基础设施，资源利

用、土地利用、废物利用，废物处理率、城市环境治理、

城市绿化 12 个子类。第三级包括 31 个指标，其中资源

消耗类的指标为负指标。通过专家打分，以及相关评价

标准比较，确定了“两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32 项

指标的期望值。结果见表 2。

表2　“两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市经济

经济总量

GDP/ 亿元

工业总值 / 万元

人均工业总值 /（万元 / 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元

经济结构
二产占 GDP 比例 /%

三产占 GDP 比例 /%

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 /%

城市社会

科技水平

高新企业个数 / 个

专利申请数 / 件

科学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例 /%

文化水平
教育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例 /%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 册

基础设施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 辆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 张

城市资源

资源消耗

全社会用电量 / 万（kW·h）

规模以上工业取水量 / 万 m3

规模以上能源消费量 / 万 t 标煤

人均耗能量 /（t 标准煤 / 人）

土地利用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

废物利用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 万元

城市环境

废物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城市环境治

理

工业废水排放量 / 万 t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 万 t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 /t

工业烟尘去除量 /t

城市绿化

绿地面积 /hm2

人均绿地面积 /（m2 ／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两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实证分析的第一

步。其次，需为各项指标设置期望值，确定评价指标的

权数，使评价指标无量纲化。最后，运用 AHP（层次分

析法）方法计算综合评估结果。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各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8 年、2015 年的

《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长沙市、湘潭市、株

洲市、张家界市、衡阳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

永州市、娄底市、怀化市、邵阳市、郴州市 2008 年和

2015 年的市统计年鉴或 2007 年、2014 年统计公报。

2  湖南省“两型城市”实现程度的实证分析

2.1  湖南省“两型城市”评价指标期望值的确定

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中较为常见的主要有主成分分

析法以及 AHP 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方法以个人经验

为转移主观性较强，可能导致偏颇。在本文的分析中选

择 AHP 层次分析法对权重进行客观赋值。

2.1.1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首先，在赋值之前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均为不同的

单位与数值，因此须对各项指标统一标准，即无量纲化

处理。本文运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

（1）正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模型：

y
X x
x xi j

i j j

j j
,

,
min( )

max( ) min( )
=

−

−

（2）负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模型：

y
x X

x xi j
j i j

j j
,

,
max( )

max( ) min( )
=

−

−

其中， yi j, 指无量纲化后消除了量纲后介于（0，1）间

具有可比性的数值；min( )x j 指同一级指标中 13 个城市

中最小的实际值；max( )x j 指同一级指标中 13 个城市中

实际值最大的实际值。

2.1.2  权重确定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起来的，更注重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两型”则强调发展

中环境的保护、生态的平衡、资源的利用。因此，经济、

社会、环境、资源四个方面在评价“两型城市”发展程

度上都应占据同等比例，对“两型城市”的贡献程度相

同。本文对四个一级指标采取平均赋值，每一指标权重

为 0.25，二级和三级指标则分别通过调查和搜集专家意

见对不同层级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层级下各个指标的相对

重要性进行评分，由此依次构造可信度较高的判断矩阵。

最后，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得到权数，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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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湖南省“两型城市”评价指标评分

根据“两型城市”指标体系，对湖南省 13 个地级城

市 2006 年、2014 年在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资源、

城市环境四个方面的评分结果如图 1～图 3 所示，分数

的高低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程度成正比。

（1）“两型城市”经济成效

“两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效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体

现：①经济总量二级指标下的 3 个指标；②产业结构二

级指标下的 2 个指标；③城市化进程二级指标下的 1 个

指标。从“两型城市”的经济综合评分可以看出，各级

城市与长沙市的经济差距较大，长沙市远高于居于第二

位的张家界市，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实力较强，

故在“两型城市”经济综合评分中分数远高于其他地级

市。而位于西部城市的张家界在“两型”城镇经济综合

评分中较高，主要是由于其第三产业占比的指数评分都

较高。永州市的“两型”经济综合评分最低，主要是由

于其各个三级指标分数都较低，均低于城市平均水平，

导致整体实力较差。综合来看，湖南省“两型城市”经

济发展程度呈现东北西低的模式，尤其是长株潭三个城

市由于“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的先行实验，相对于其

他城市有一定优势，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还需进一步加强。

表3  湖南省“两型城市”评价系统指标权重值

目标 一级指标 A 权数 二级指标 B 权数
三级指标 C

总权数
名称 权数

“两型”

城市

城市经济 0.25
经济总量 0.80

GDP/ 亿元 0.096 0.019 

规模以上工业总值现价 / 万元 0.122 0.024 

人均工业总值 / 万元 0.102 0.02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元 0.251 0.050 

二产占 GDP 比例 /% 0.115 0.023 

三产占 GDP 比例 /% 0.314 0.063 

城市化进程 0.20 城市化水平 /% 1.000 0.050 

城市社会 0.25

科技水平 0.40

高新企业个数 / 个 0.443 0.044 

专利申请数 / 件 0.170 0.017 

科学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例 /% 0.387 0.039 

文化水平 0.30
教育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例 /% 0.833 0.063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 册 0.167 0.013 

基础设施 0.30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0.539 0.040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 辆 0.163 0.012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 张 0.297 0.022 

全社会用电量 / 万 kW·h 0.157 0.023 

城市资源 0.25
资源利用 0.60

规模以上工业取水量 / 万 m3 0.231 0.035 

规模以上能源消费量 / 万 t 标煤 0.319 0.048 

人均耗能量 /（t 标准煤 / 人） 0.293 0.044 

土地利用 0.40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 1.000 0.100 

城市环境 0.25

废物处理率 0.2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500 0.025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0.250 0.01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250 0.013 

城市环境治理 0.30

工业废水排放量 / 万 t 0.196 0.015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 /t 0.173 0.013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t 0.117 0.009 

工业烟尘去除量 /t 0.140 0.011 

工业烟尘排放量 /t 0.093 0.007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 万元 0.280 0.021 

城市绿化 0.50

绿地面积 /hm2 0.250 0.031 

人均绿地面积 /m2 0.250 0.03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500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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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型城市”社会成效

“两型城市”社会进步的成效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体

现：①科技水平二级指标下的 3 个指标；②文化水平二

级指标下的 2 个指标；③基础设施二级指标下的 3 个指

标。从“两型城市”的社会综合评分可以看出，湖南省

各个城市“两型城市”社会建设差距相对于其他三部分

差距较小。其中，评分最高的是长沙市，其次是郴州市，

两市在科技水平指数、文化水平指数以及基础设施指数

的二级指标方面整体水平较为均衡，使得两城市在一级

指标中评分较高；其他城市中，株洲、永州、邵阳三城

市的社会进步指数也较高；最低的为张家界市，这主要

是受社会分级指标中科技水平指数、文化水平指数评分

较低的影响，其中科技水平指标下的三级指标高新企业

个数、申请专利个数，文化水平指标下的所有三级指标

以及基础设施指标下的医院、卫生院床数均为全省最低。

（3）“两型城市”资源成效

“两型城市”的资源节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资

源消耗，包括 4 个指标；②土地利用，包括 1 个指标；

③废物利用，包括 1 个指标。其中，资源消耗中的 4 个

指标为逆指标。从“两型城市”的资源综合评分可以看

出，整体水平比其他三个部分要高。其中，最高的为长

沙，其次为邵阳，指标分数在 0.5 以上的城市还有株洲、

张家界、怀化，这与这些城市的资源消耗二级指标下的

4 个指标相对较低有一定关联。分数最低的城市有娄底

市、岳阳市，两市均为湖南省的重型老工业基地，其资

源消耗量较大。这些城市在“两型城市”转型方面还需

进一步提升，应更加注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发展循环经济。

（4）“两型城市”环境成效

“两型城市”的环境友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废

物处理，包括 3 个指标；②城市环境治理，包括 3 个指

标；②城市绿化，包括 3 个指标。其中，城市环境治理

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逆指标。从“两型城市”的环境综

合评分来看，大部分城市环境发展程度较好，娄底、岳

阳、衡阳、常德、益阳的环境综合评分较高，其中最高

的为娄底市，这与娄底在废物处理率、城市环境治理以

及城市绿化中三级指标的评分均较高有一定的关系。西

部城市中邵阳、永州、怀化的环境综合评分较低，这主

要是由于这几个城市分别在城市绿化、城市环境治理、

废物处理率方面的评分较低将整体评分拉低。

（5）综合成效

从图 3 可以看出，综合来看 2014 年“两型城市”综

合分值排在首位的为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省会，长沙无

论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在资源节约

利用、环境保护方面均位于前列。其次是

株洲市。株洲综合经济实力在湖南省地级

城市中位列第二，且作为国家“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环境和资源

节约方面近几年均有所提高。位列最末位

的为永州市，主要是“两型”经济与“两

型”环境中分数均低导致整体综合分数

较低。

3  结论与讨论

湖南省面临中部崛起、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以及“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更应加快城市向“两型城市”转变，实现

图1  2006年湖南省“两型城市”监测

评价系统一级指标得分

图2  2014年湖南省“两型城市”监测

评价系统一级指标得分

图3　2006年和2014年湖南省“两型城市”监测评价系统总目标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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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赢。目前，湖南省“两型城市”

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方面的建设初有成效，

但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特别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三废”利用率以及提升城市环

境治理能力。

（1）总体上，湖南省 13 个城市的“两型城市”在环

境建设方面均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个别西部城市还

需注意对“三废”排放的控制，以及进一步提高人均绿

地面积。

（2）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四个方面总目标综合评分来看，长沙市的分数高于其他

城市，可见长沙市“两型城市”发展程度最高，其次是

株洲市。其他城市的总目标综合评分的差距不大，不过

相对来说，西部、南部的城市在“两型城市”经济及社

会进步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在这些方面继续努

力，而东部和洞庭湖经济区的城市则更应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方面持续偏重。

此外，本研究中“两型城市”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

取、标准化、权重赋予等方面尽量参考了不同机构及学

者对城市不同发展目标所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且作者

尽可能避免主观价值判断以及专业因素的影响，有一定

的科学性，因此本套指标体系对于不同的省域在结合本

省区域特色的基础上，评价“两型城市”的发展有一定

的借鉴和参考意义。但是，评估“两型城市”的发展应

该综合、全面考虑，并尽可能刻画所研究区域系统的、

动态的变化特征。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湖南省省域层面的

研究，指标体系构建结合了湖南省经济、社会、环境等

各方面发展的特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主

观因素影响。在今后的城市“两型”发展评估过程中，

应进一步拓展“两型”的内涵和外延，明晰城市“两型”

发展的目标。增加对综合指数的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

在“两型城市”指标体系构建框架、指标选取、标准化、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City in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Low-carbon Perspective
LIU Xiao

( Hunan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nan Changsha 410003,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ecological city and low-carbon city, and established a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city from the low-carbon perspective. Then empirical study with 13 prefecture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 We made an 
assessment on the chan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i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experimental area of two-oriented society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in Hun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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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赋予等选择的问题上多方探讨，尽可能地减少人为

主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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