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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工具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前可持续性

科学的研究热点。在阐明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一般过程与方法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指出以下几个方面有望成为今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发展方向：可持续性科学内涵和外延的拓展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的规范分析研究；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对综合指数的影响研究；探讨评估综合指数可应用性、透明度和测度准确性的一般方法；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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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on AsseSsment Index Of SUstainable Deve10pment

    CAO Bi小’2， LIN Jian—yir， CUI Sheng—hui1

    （1.Key Laboratory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Health，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amen 36102l，China；2.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ne of hot issues in the world today.As an important t001 for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is the hot point of sustainability research.Based on analysis of general

    procedures and methodologies of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the status of assessment index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UmmariZed.Key reSearCh frOnti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in near fUtUre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study of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formatting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reducing impact of human factors on composite index，the methods in general for assessment of applic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CCUraCy Of COmpOSite indeX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f aSSeSSment index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index system

    面对全球人 口不断增长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资  并没有 文献对 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 的一般

源迅速枯竭 的矛盾 ，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人类走出困    过程与方法进行系统 的归纳总结 ，对于已有的可持续

境 的必 由之路。可持续评价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    发展评价指数也缺乏全面的分类整理 。本文通过综述

内容 ，它的核心 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一些从地方尺度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总结可持续发

到全球尺度的关于 自然社会 复合 系统在短期和长期  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的一般过程与方法 ，概述 国内外

方面 的运行信息 ，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以期发现可持

评 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 在实践 中正越来越多的被 确  续发展评价 中存在 的问题 ，寻找新 的研究方 向，并 为

认 为一种有效 的评价工具 ，同时也是政策制定和公 共  今后我国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提供借鉴 。

蠢霎 黧襄檠 荔 冀曷言蠢蠢 鬈星萼 蔷尝 乏 喜嚣 赫 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一般过程与方法

效 ，通过观察现象 和突 出趋势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    1.1  可持续发展评价对 象

将错综复杂的系统信息简单化和定量化‘31。总的来说 ，    可持续发展评价对象 依据尺度大小不 同可以分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已经趋于成熟 ，但 目前  为全球尺度 、国家尺度 、区域尺度 、地方尺度 。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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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评价对象依据自身属性不同可以分为社会、经  科学性、可行性、独立性、完备性、简洁性、层次性、稳

济、环境、生态、科技和能源等方面H.。    定性【川。此外，刘传祥u踟  ，毛汉英㈣和刘求实例等学者
1.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当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主要可以分为两    1.4  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计算
大类：经济学框架和自然科学框架。经济学框架是建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包含三部分内

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主张指标的货币    容：指标标准化；指标赋权重；指标合成。

综合价值核算嘲。引入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评价可持续    指标标准化指对不同量纲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发展进程的方法主要包括绿色GDP核算‘6l  、自然资源    理，使得不同量纲的指标可以进行比较分析和计算。

损耗的货币价值核算、四资本模型以及界定强可持续    给指标赋权重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计算的核
性和弱可持续性【71等。在经济学框架下建立的指数有    心内容。权重赋予机制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着综合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真实进步指数、真实储蓄指数  指数的准确性和可应用性。权重是一个针对指标的概

以及世行的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81。    念，它是指单项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当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对于可持续发展指标  前主流的权重赋予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平均赋权法、主
体系也提出了很多框架。常用的建立方法有系统分解    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和因子分析法等。专家

法、目标分解法和综合归纳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咨询法指在初步提出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征询有关专

1993年提出来的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模型就是一    家的意见，对指标进行调整‘21l。实践证明专家咨询法是

个经典框架【9】。PSR框架随后被扩展为驱动力一压力一  一种简单易行、应用方便的方法，其缺点是人为主观
状态一影响一响应 （DPSIR）  框架，DPSIR框架于1999    因素影响较大。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数学多元统计分

年被欧洲环境署所采用。199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析方法，它是依据指标贡献率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

和美国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经济和环    的，因而也是在实践中应用较多、效果较好的方法，其

境三系统模型【lol  。联合国统计局依据《Agenda 21》创建  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支持。层次分析法（AHP）

了一个涵盖经济、气候、固体污染物和机构四个方面  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迪 （Saaty）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
的指标框架‘Ill。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评价各国    出来的一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

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可    析方法㈤。在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中，层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这个框架由社会、经济、环境  次分析法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

和制度四大系统组成旧。     指标合成也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计算必不可
1.3  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选取    少的一部分。常用的指标合成方法有总和、加权总和、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目前存在两个  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几何平均、主成分分析法和
鲜明不同方法可以区分‘131  .    回归分析等。
    （1）至上而下的方法，由专家和学者界定研究框    1.5  综合指数的检验

架和可持续发展指标集，决策者和公众再根据当地的    任何一个综合指数在构建起来以后都需要做相
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关的科学性和有用性检验。数据质量、框架指标选取

    （2）至下而上的方法，由决策者和公众界定研究    的科学性和指标权量赋予的合理性是影响综合指数

框架和可持续发展指标集，再向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  测度准确性的关键因子。数据质量指数据来源、数据

咨询并进行修改。     的选用、数据完整性、数据可信度、数据缺失、数据缺

    为了规范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选取过程，提出了一  失的弥补方法等内容【2l。为了能够准确灵敏的测度评

系列的指标选取原则。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    价对象，综合指数建立起来以后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

在《可持续发展评估：实践中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指    验，并不断的进行校正和改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导可 持续 发 展 评 价 的 10条  Bellagio原则 n4l  。    体系建立的一般过程与方法归纳总结如图l所示。

然 基譬；嚣 言孟誓要嚣 ；姜磊罂誓篙瞿 2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和指标通用性【.5l  。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叶  2.1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文虎等研究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概念，提出了指    从 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

标体系建立的框架体系甲。中国科学院赵景柱在 199l    持续发展战略在世界各国得到确立。各个国家、国际
年提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的7个原则：    组织以及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尺度和不同国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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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开展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提出了    影响力的道琼斯企业可持续 发展指数组‘船】  ，欧盟委员

各种类型的指数 。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船l  、联合  会 1999年建立 的环境压力指数嘲和国际可持续发展

国环境规划署例、联合 国统计局llll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    工商理事会 1999年建立 的生态效率指数[矧等。

会㈣、世界银行f弱】  、欧盟委员会I刎、美国【冽和英 国冽等组    （3）21世纪初期 ，成熟期 。此时可持续发展评价指

织和 国家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就是其 中    标体系研究 已经趋 于成熟 ，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指数更

的杰 出代 表 。从 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数 的发展历程来  多的是注重环境 、发展 、经济和社会 的某一个领域 ，研

看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究的对象也更为具体 ，如联合 国 2000年在 《千年宣

    （1）20世纪 70～80年代 ，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指    言》中提 出 了千年发展 目标HlI  ，国际可 持续发展研究

数主要是基 于经济 学理论建立起 来的 ，如 Nordhaus  院 2001年建立 的一个在国际上颇具影响 的可持续评

和 Tobinl973建立 的经济福 利测度指数[删，Estes1974  价仪表 板Ⅲ】  ，世 界经济论 坛 2002年 建立 的环境可持

年建立 的社会进步指数【31】  ，Momsl979年建立的物质  续发 展指 数【421  和环境 表 现指 数【删，南太 平洋地 球科

生活质量 指数吲，Daly等  1989年建 立的可持续 经济    学委员会 2005年建立 的环境脆 弱性指数【删以及 Kerk

福利指数∞】等。    和Malluel在2008年建立的可持续社会指数H5】等。
    （2）20世纪 90年代 ，发展期 。在这个时期可持续    尽管当前可持续 发展评价 指数很 多 ，但是这些

发展评价指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国组织学者纷纷  指数 因为测度 的准确性 、权 重赋予 的科学性 和指标

从不同角度和尺度构建了各 自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 ，    选择 的合 理性 等问题并没有 得到广泛应用 。但有 一

如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1990年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数例，    些指 数如 HDI、生态 足迹 、ISEW 、GPI  和道琼 斯企业

世界银行 1995年提 出的新 国家财富指标㈣，Cobb等  可持续 发展指数等在研究人 员的努力下 已经在一些

1995年建立的真实发展指数陶，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和国    国家 和地区得到 了广泛应 用。为 了对 国外 已有 的这

际发展研究 中心 1995年 建立 的可持续性 晴雨表！删，    些指数有 一个 全面的 了解 ，本文遴选 出了一些指数 ，

Wackemagel等   1996年建 立的著名 的生态足迹闻，道  按照研 究尺度不 同对这些指数 进行分类 ，分类结 果

琼斯公司和SAM集团1999年共同建立了一个很有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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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分类图
    Fig.2 Classincation chart of  foreign asSeSsment index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2  国内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现状     该指标体系分为 5个等级 ，共采用 45个指数 ，涵盖

    20世纪 90年代 以来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 价研究得   208个指标㈣。此外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

到 了巨大 的发展 ，大量而有益的实证研究工作从不同    国 21世 纪议程管 理 中心课 题组M、国家计委 国土开

尺度和角度来展开 ，并出现 了很多有较大影响力的可    发与地 区经济研究 所【删和 国家统计局统计 科学研究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跟国外相 比，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评  所㈣都提 出了各 自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价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 、区域和城市尺度上，    （2）区域尺度 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

而对于企业和产品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区域和国家  科学院 、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 的毛汉英 1996年提出

尺度上 ，主要采用了系统分解法来构建指标体系框架，    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 4个子

将区域或国家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社会 、经济、环境和  系统 ，总共选用 90个 指标 ‘19】。此外 ，刘求实 等探讨 了

制度等子系统 ；在城市尺度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建立 的指导原则和方法㈣、

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国家 ，并取得 了    张学文等 对黑龙江省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和发 展

显著的成果 。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些研究成果。    水平进行 了综合性评价㈣、赵多等建立 了由 40个指标

    （1）国家尺度 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国  组成 的浙江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5】l，

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在 1999年的 《中国可持续  乔家君等利用改进 的层次分析法评估 了河南省 的可

发展战略报告》  中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    持续发展能力吲。



    （3）城市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华 中科技大    苟。同时 ，进行相关的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可

学卢武强研究 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及组成要素 ，分    以帮助表征综合指数 的可应用性 和透明性。

析 了建立城 市可持续发展 指标 体系的可行性 和必要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性 ，并 以武汉市 为例确立 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评价方  指标体系研究中 ，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法及所要 达到的 目标【剐。此外 ，曹凤 中等对可持续发    （1）进一步拓展可持续性科 学 的内涵和外延 ，更

展城市指标体 系进行 了探讨酬、张坤 民等实证分析 了  全面综合的把握 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关 系，深

真实储蓄可作 为衡 量 国家和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程    刻理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 ，以期 明晰可

度的系统化指标 嘲、金建君等建立了海岸带可持续发  持续发展的 目标愿景状态 。

展 的概念并 提出其评价指标 体系和资源型城市可持    （2）大量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在可持续发展评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嘲。     价的实证研究工作被建立起来 ，其 中有很多指数 的建

3  讨论与展望    立方孽以及芒警哿至斜掌，曼待加强可持续发展评价
    ’一 一’’一一    指标 体 系 的规 范分 析研 究 工作 。

    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可持    （3）结合对综合指数进行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 ，

续科学在 21世纪初被提 出来 ，Kieffer等认为可持续  探讨如何在指数框架确立 、指标集选取 、指标标准化 、

性科学是指将关于地球 的科学（如地质学 、生态学 、气  指标 权重赋予和综合指数合成方法 的选择等 问题上

候学 、海洋学 ）和关于人类 相互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  尽可能的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

进行交叉 、综合 和应用 ，以评估 、减轻和最小化人类对    （4）从数据质量 、指标选取和删 除机制 、权重赋予

地球系统 的影响 ，并最终帮助人类更好 的管理我们 的  机制 等角度 ，探讨评估综 合指数可应用性 、透明度 和

地球家园的一 门学科‘571  。Kates争 11认为可持续性科学  测度 的准确性的一般方法 。

有七个核心 问题需要研究 ，其中有两个是关于可持续    （5）努力将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应用到

发展评价 的 ：（1）怎样才能使 当前的环境 和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生活 当中，在实践 和应用 中不断的调整改善

状况 的评估监 测体 系能 为实现可持续性转变提供更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

有用的指导？（2）怎样才能使今天相对较为独立的各    ，龛妻寺赫，
种研究计划、监测、评价和决策支持活动被更好地综 ‘罗考x’‘
合到适应性管理和社会学习系统中？因此 ，建立可持 【l】  Kates R，clark w c，corell R，et a1.sustainability science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个人 、组织 和社会活动 的    [J】.science，2001，292（4）  ：641—642.

可持续性水平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意义重大 ，是    ‘21 singh  冀篡 Mu’‘y H R，Gup'a，s，K：e'  81'AnloVerV16w，o‘

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核心 问题 ，是实施可持  续发展    8us'ainabili'y assessment  method010gi88[1】.Ec010g1081 1nd1一

战略 、制定可持续发展计 划 、监 测可持续发展进程 以    [3]  warhurst.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nd sustainability Per一

及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 的依据o formance Management.Report to the Project：Mining，Min一

    可持续发展评价虽 然 已经有成熟 的理论和方法    er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2002.

体系 ，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解 决的问题 。当前可持续发  【4】谢洪礼.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述评 （一）【J】.统计研

展评 价指数之 所 以很 少被 政策 制定者所采 纳应用 ，    究，1998，15（6）：54—58.

一个 很 重要 的原 因在 于 它受 人 为主 观 因素影 响太  xie Hong一1i.Re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大 。尽管学者们都宣称在指标框架 和指标集 的选取 、    （1）【J]_statistical Research，1998，15（6）：54—58.（in chinese）

鬈僦溢焉湍嚣勰 麓 同黧篓巍麓篓兰三=：
响 ，  但综合指数依 然或 多或少的承载了人们 的固有    na：futur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J】.world Fo，est，y Re一
价值观念和主观情感。    search，2006，19（6）：1—5.（in chinese）
    可持续发展是 一个涵盖经济 、社会 、环境和制度  【6】修瑞雪，吴钢，曾晓安，等.绿色GDP核算指标的研究进

的复杂系统 ，评估可持续发展应该综合全面的考虑其  展[J】.生态学杂志，2007，26（7）：1107一ll13.

中的每一个重要方面 ，并尽 可能的刻画出系统的动态    xiu Rui—xue，wu Gang，zeng xiao—an，et a1.Research

变化特征 ，综合指数如果 被错误构建 ，那 么它将会发    adVances in assessment of green GDP indicator【J】.chinese

出误导性 的政策信息。因此模型的选择 、指标集 的选    10umal of  Ecology，2007，26（7）  ：1107一lll3.（in chinese）

取、、权 重的确定 和数据遗漏值 的修补等都应该一丝不    [7】  孙陶生，王晋斌.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与生态学整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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