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评价研究

耿天召，朱余，王欢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７１）

摘　要：提出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概念，探讨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

质量、声环境质量、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生态环境质量等“硬环境”着手，结合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工业 ＧＤＰ指

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用单位工业 ＧＤＰ的环境代价来表征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水平，并以安徽省省辖市为例进行了实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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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８年底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绿
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趋势

［１－２］
。世界上的

主要经济体如欧盟、美国、日本、经济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等纷纷采取措施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包括
制定绿色增长战略、建立绿色社会、开展绿色行动

计划等，意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摆脱金融和经济

危机，实现绿色增长。同时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进程

中促进经济转型，占领国家经济竞争力在全球的制

高点和领先地位，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

环境优化经济增长，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也

是当前中国环境与发展事业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发展绿色经济需要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保证，

城市环境质量反映了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高

水平的环境质量是城市发展中的一项比较优势，是

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为此，提出城市绿色发

展竞争力的概念
［３－５］

，从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地表

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和生态环境质量等“硬环境”着手，结合衡量城市

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数量指标———工业 ＧＤＰ，用
单位工业 ＧＤＰ的环境代价来表征城市绿色发展竞
争力水平

［６］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以内涵为

主的集约型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提供技术支持。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指标体系

构建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既要

有综合性又要有针对性，指标体系要求覆盖面广，

能全面综合地反映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的主要发

展特征和发展状况，设置的指标应具有可比性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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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可测性。

评价指标体系分成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

指标３个层次，一级指标由环境质量指数和经济发
展水平组成，二级指标由空气环境质量分指数、地

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数、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分指

数、声环境质量分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和

ＧＤＰ等６个指标构成，三级指标由空气质量优良

率、无酸雨频率、地表水综合污染指数、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区域噪声质量优良率、交通噪

声质量优良率、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

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环境污染压力指数和工

业 ＧＤＰ等１２个指标组成，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１。

表 １　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环境质量指数 空气环境质量分指数 空气质量优良率，无酸雨频率

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数 地表水综合污染指数

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分指数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声环境质量分指数 区域噪声质量优良率，交通噪声质量优良率

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 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环境污染压力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工业 ＧＤＰ

１．２　计算方法
１．２．１　环境质量指数

环境质量指数等于空气环境质量分指数、地表

水环境质量分指数、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分指数、

声环境质量分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之和。

（１）空气环境质量分指数：为空气质量优良率
和无酸雨频率的均值。

　　空气质量优良率 ＝ＡＰＩ≤１００的天数
全年天数

×１００％

无酸雨频率 ＝１－（酸雨的样本数／降水总样
本数）×１００％

（２）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数。
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数 ＝１－均值型地表水水

质综合污染指数

（３）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分指数：用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表示。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达标水量／
总取水量）×１００％

（４）声环境质量分指数：为区域噪声质量优良
率和交通噪声质量优良率的均值。

区域噪声质量优良率 ＝区域噪声质量好和较
好的网格数／监测总网格数

交通噪声质量优良率 ＝交通噪声质量好和较
好的路段长／监测路段总长

（５）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
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 ＝０．２５×生物丰度指数

＋０．２×植被覆盖指数 ＋０．２×水网密度指数 ＋０．２
×（１００－土地退化指数）＋０．１５×环境质量指数

１．２．２　经济发展水平
用工业 ＧＤＰ来表示。工业 ＧＤＰ是指以货币

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已出售或可

供出售的工业产品总量，它是反映一定时间内工业

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的重要指标。相对于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来说，工业 ＧＤＰ的变化对环境质量
影响更直接。

１．２．３　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
用单位工业 ＧＤＰ的环境代价来表征，环境代

价越小，说明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越大。

单位工业 ＧＤＰ环境代价 ＝（环境质量指数总
分 －城市环境质量指数得分）／工业 ＧＤＰ

２　实例研究
以安徽省１７个省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以上

研究方法进行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的实例研究。

２．１　数据来源
空气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

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数据来源于安徽省 ２０１０
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生态环境质量数据来源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遥感数据解译结果。工业 ＧＤＰ来源于
安徽省统计年鉴。

２．２　计算结果
安徽省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计算结果见表 ２。

分析结果表明：

（１）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呈现出一定的地域
分布特征：江淮地区的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总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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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徽北部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整体较弱。从计

算结果来看，排名靠前的城市依次是芜湖市、马鞍

山市、淮南市和合肥市；排名靠后的城市有亳州市、

宿州市和阜阳市。

表 ２　２０１０年安徽省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计算结果

城市

空气环

境质量

分指数

地表水

环境质量

分指数

饮用水源

地环境质

量分指数

声环境

质量

分指数

生态环

境质量

分指数

城市环境

质量指数

得分

城市发

展的环

境代价

工业

ＧＤＰ／
亿元

城市绿

色发展

竞争力

城市绿色

发展竞争

力排序

合肥市 ０．９２５ －０．４３ １ ０．４３７ ０．５９１ ２．５２３ ２．４７７ ０．１５７９ １５．７ ４
淮北市 ０．９８２ －０．０９ １ ０．７２３ ０．４８８ ３．１０３ １．８９７ ０．０３３５ ５６．６ １１
亳州市 ０．９８８ －０．１５ ０．１７４ ０．８１ ０．５０３ ２．３２５ ２．６７５ ０．０１１２ ２３９．６ １６
宿州市 ０．９８５ －０．２９ ０．８８７ ０．７０４ ０．４９４ ２．７８ ２．２２０ ０．０１５９ １３９．８ １５
蚌埠市 ０．９３５ ０．６５ １ ０．６３２ ０．５４５ ３．７６２ １．２３８ ０．０２８３ ４３．７ ９
阜阳市 ０．９７６ －０．３７ ０．７３４ ０．４３２ ０．５０８ ２．２８ ２．７２０ ０．０３２０ ８５．０ １４
淮南市 ０．９７３ ０．５５ ０．７９６ ０．６２３ ０．５６１ ３．５０３ １．４９７ ０．１０５２ １４．２ ３
滁州市 ０．９０４ ０．３３ １ ０．６１ ０．６２５ ３．４６９ １．５３１ ０．０３１２ ４９．０ １０
六安市 ０．９９６ ０．７ １ ０．６１２ ０．７０８ ４．０１６ ０．９８４ ０．０３４４ ２８．６ ７
马鞍山市 ０．９４２ ０．４４ １ ０．６７７ ０．６２５ ３．６８４ １．３１６ ０．０９４９ １３．９ ２
巢湖市 ０．９８４ ０．５４ ０．３１ ０．８６９ ０．６４９ ３．３５２ １．６４８ ０．０２００ ８２．２ １３
芜湖市 ０．９８４ ０．７３ １ ０．７１９ ０．６７９ ４．１１２ ０．８８８ ０．０７８２ １１．４ １
宣城市 ０．８４３ ０．７５ １ ０．６６ ０．８０５ ４．０５８ ０．９４２ ０．０２２０ ４２．９ ８
铜陵市 ０．７３７ ０．５４ １ ０．６４２ ０．６７９ ３．５９８ １．４０２ ０．０７０８ １９．８ ５
池州市 ０．５６１ ０．７ １ ０．８０８ ０．８１ ３．８７９ １．１２１ ０．０１３９ ８０．８ １２
安庆市 ０．９６２ ０．６６ １ ０．４７７ ０．７３８ ３．８３７ １．１６３ ０．０４２５ ２７．３ ６

黄山市① ０．６３９ ０．７２ １ ０．７５６ ０．８５１ ３．９６６ １．０３４ ０．００３６

①黄山市不参与排名。

　　（２）皖江城市带中的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整
体较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有８个城市位于皖江
城市带，池州市和巢湖市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致

使综合排名靠后。

（３）城市环境质量指数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
分布特征：江淮地区和皖南山区城市环境质量指数

总体偏高，皖北地区城市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偏低，

这主要是由于安徽北部地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不高和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差所致。

３　结论
将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

境质量、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生态环境质量和

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工业 ＧＤＰ指标结合起
来，探讨环境质量评价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

关系，用单位工业 ＧＤＰ的环境代价来表征城市绿
色发展竞争力水平，并以安徽省省辖市为例进行了

实例研究。结果表明，用单位工业 ＧＤＰ的环境代
价来表征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水平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城市

经济发展的环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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