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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自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 9 8 7 年发表了
“

我们共同的未来
”
这一重要报告后

,

持续发展 已经日益成

为发展与环境管理的目标
。

持续发展的度量或评价问题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间题之一
。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是以 比较简单的方式向人 们提供持续发展过程的信息
,

指标体系则是建立在

某些原则上的指标集合
。

本文在一般地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

提出了年度持

续发展指标 A (t )
:

, ( , ) 一 11 关 (二 ( t ) ) p
了

( , )

其中 t 表示年度
,

关 关于指标 x `

的某种度量
,

尸 为指标 二 的权重
;
同时提出了世代持续发展指标

G ( t )
:

G ( , ) 一

矗公
`

[关键词 〕 持续发展
,

评价
,

指标体系

1 引言

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 9 8 7 年发表了
“

我们共同的未来
”

这一重要报告后
,

持续

发展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

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

持续发展已经 日益

成为发展与环境管理的 目标
。

所谓的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W e E D
,

1 9 8 7 ) 仁̀习
。

目前
,

持续发展的理论还很不完善
,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仍有很大的距离
。

事实

上
,

持续发展的很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

尤其是持续发展的度量和评价问题川
。

正如联合国持续发展委员会于 1 9 9 4 年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指出的那样
,

目前急需建立起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
,

它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之一
,

直接关系到持续发

展 目标能否实现
。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是以比较简明的方式
,

向人们提供持续发展过程的信息
。

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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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人们可以了解和掌握发展的状态
、

过程及相关情况
,

加以相互交流
,

并对一个系统的

发展过程进行评价
,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调控对策和措施
,

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偏离

持续发展的轨道川
。

持续发展的度量或评价问题涉及到生态
、

资源
、

环境
、

经济和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
。

仅

采用一个或几个指标往往难以全面准确地评价持续发展问题
,

因此需要建立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
。

指标体系是以若干原则为指导或依据而建立的指标集合
,

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

而不

是一些指标的简单组合
。

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根据持续发展原则来评价一个系统整

体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指标体系
。

显然
,

建立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川
。

2 建立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 l) 科学性原则
。

指标体系要反映持续发展的科学 内涵
,

同时每一个指标都应该科学地

反映系统整体的某一个侧面
。

( 2) 可行性原则
。

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应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
,

而且计算方法不应太复杂
,

所需数据应该有可能获得
。

( 3) 独立性原则
。

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之间应保持相互独立
。

( 4) 完备性原则
。

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反映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
,

以比较全面和完整地

反映被评价系统的整体状况
。

( 5) 简洁性原则
。

在完备性原则的基础上
,

应使指标体系尽可能简化
,

这样可以使指标

体系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采用
。

( 6) 层次性原则
。

根据评价需要
,

应使指标体系具有合理和清晰的层次和结构
,

层次的

划分可根据指标的重要性或指标的属性加以进行
。

( 7) 可接受性原则
。

应使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或接受
,

尤其是比

较重要的指标更应如此
。

( 8 ) 稳定性原则
。

在一定的时期内
,

指标体系的指标内容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

这样可以

比较容易地分析和 比较被评价系统发展过程或状况
。

3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指标

为分析问题方便起见
,

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子系统
,

即社会指标子系统
、

经济指

标子系统
、

自然 (包括资源
、

生态
、

环境等方面 ) 指标子系统
。

之后
,

根据上面建立指标体

系的原则和实际情况
,

选取每个指标子系统的具体指标
,

构成评价指标体系
。

设指标体系中共有
n
项指标

,

分别记为 x l
(t )

,
x Z (t )

,

…
, x

。

(t )
,

其中 t 为时间或年度
。

记
x ( t ) 一 ( x

;
( t )

, x :
( t )

,

…
,
x

,

( t ) )

构造 一个函数

A ( , ) 一 IT 关 ( x
`
( , ) )只 ( , )

其中关 x(
,

(t )) 是关于 x `
(t ) 的某种度量 (如满意度 )

,

它满足

O镇 关 ( x
`
( t ) ) 镇 1 1 = 1

,

2
,

…
, n



第 4期 赵景柱等
:

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研究

尸 ( t) = (尸 ,
( t )

,

尸 2
( t )

,

…
,

p
,

( t ) ) 为一权 向量
,

即满足

艺 p ( , ) ~ 1 0 蕊 p
,

(` ) 蕊 1 一 1
,

2
,

…
, n

称 A (t ) 为被评价系统的年度 (t ) 持续发展指标
。

同理
,

对于三个指标子系统也可采用相 同的方法得到相应的子系统年度评价综合指标

A l
( t )

,

A Z
( t )

,

A 3
( t )

。

显然有

0 成 A ( t ) 镇 1
,

O蕊 A 、
( t ) 簇 1 1 = 1

,

2
,

3

月 A (t ) (或 A
,

(t ” 的值越大
,

则被评价系统越理想
。

如果对任意的 t ,

和 t Z ,
t Z

> t , ,

都有

A ( t
Z
) > A ( t

l
) ( 1 )

则称被评价系统处于持续发展轨道
。

但条件 ( 1) 比较强
,

且实际情况可允许个别年份的 A (t )

有所下降
,

即 (1 ) 式不满足
。

于是需寻求 (1 ) 式的替代条件
。

由于持续发展是一个过程
,

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反映持续发展过程的综合评价指标— 世

代持续发展指标
。

综合考虑到世代的连续性和重叠性
、

生育年龄
、

开始工作的年龄等
,

取一

个世代的时间为 30 年
。

于是
,

可构造世代持续发展指标 G (t ) 如下
:

G ( t ) 一 M ( A ( t )
,

A ( t 一 1 )
,

…
,

A ( t 一 2 9 ) )

其中函数 M 是 A ( t )
,

A ( t 一 1 )
,

认为各世代或各年度同样重要
,

…
,

A (t 一 2 9) 的一种均值函数
。

考虑到世代间的公平性
,

或

于是可取

G ( t ) =
1

3 O习
A ( ` 一 ` )

显然有 。毛 G (t ) 毛 1
,

且 G (t ) 越大
,

则表明被评价的系统世代发展水平越高
。

进一步设 t :

和 t Z

是任意两个不 同的时间或年度
,

且设 t Z

> t l 。

如果

G ( t
Z
) ) G ( t

l
) ( 2 )

则可以认为被评价的系统处于持续发展的轨道
。

显然
,

如果对任意的 t
,

都有

A ( t ) ) A ( t 一 3 0 )

则对任意的 t ,

和 t Z ,
t Z

> t , ,

式 ( 2) 都成立
,

亦即被评价的系统处于持续发展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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