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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事关全国绿色发展战略的实现， 为整体把

握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态势，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 对 ２０１６ 年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研究表明， 西部地区绿色

发展总体呈现西南优于西北的态势， 地区差异明显； 绿色发

展水平四个维度之间不均衡且西部地区治理体系绿色化水平

不高。 由此， 本文根据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因素， 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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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３０ 多年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步入世界的前列， 但同时也带

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 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问题日渐严重，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如何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构建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新时

代我国面临的重大考验， 在此背景下， 绿色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十一五” 规划将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科学发展报告 ２０１０》 以绿色发展为主题； 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把绿

色发展作为 “十三五” 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由此可见， 绿色发展已

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战略选择。

作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两屏三带” 重要组成部分的西部地区， 占

我国国土面积的 ７１ ５％ ， 是中国主要的生态功能供给区， 且占据重要的资源

和能源战略地位， 其绿色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实现。 因

此， 对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有助于及时了解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

绿色发展实施情况， 对于全国绿色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绿色发展内涵界定

绿色发展是涉及经济、 社会、 资源、 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性发展理

念， 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外对于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主

要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另一条

是以绿色发展作为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国内普遍认为绿色发展是低碳、 环

保、 生态、 健康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但对于绿色发展的概念， 学术界尚无

统一定论， 目前对于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主要有以下观点。

王玲玲和张艳国 （２０１２） 认为，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

能力的制约下， 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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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 其内在核心要素是合理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 维系生态平衡①。 胡

鞍钢等 （２０１４） 认为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既包括传

统的可持续发展中所关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粮食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 也

重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危机， 它强调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和自然系

统的共生性以及发展目标的多元化②。 王海芹等 （２０１６） 综合了王玲玲、 张艳

国和胡鞍钢的观点， 认为绿色发展模式脱胎于传统的工业化过程， 考虑了资源

环境的承载能力， 追求更加高效、 清洁、 可持续和全面的经济发展， 这一发展

模式的特征有绿色发展的协调性、 系统性、 全球性和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的后

发性③。

庄友刚 （２０１６） 提出，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以符合生态需要的方式来

改造自然， 其根本立足点在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④， 这更接近国外 “将绿色发

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的理论。 李晓西等 （２０１４） 将绿色发展确立为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 即人要吃饱， 有住

行条件， 有受教育机会， 有基本的卫生设施， 天蓝气爽、 地绿水清以及生物共

存， 并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建立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标体系⑤。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角度， 综合经济、 社会、 环境三

个方面， 将绿色发展进一步界定为经济绿色化、 发展动能绿色化、 协同绿色化

和治理体系的绿色化， 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头、 过程和结果各个阶段都

实现绿色化发展。 其中， 经济绿色化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

发展质量， 用产业、 消费和公共服务三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 发展动能绿色化

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 可由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来衡量， 主要表现为技术创

新和非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协同绿色化是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某种评价， 不仅考

虑单纯的绿色发展， 还要考察城乡绿色发展的差距， 主要由城乡协同发展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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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现； 治理体系绿色化是治理行动和治理能力的一种测度， 包括政府绿色治理能

力和市场绿色治理能力的绿色化， 其中， 政府绿色治理能力是政府政策层面对

绿色发展的支持和贡献力度， 市场绿色治理能力是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实现绿色

发展结果的能力。

（二）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和状态的一种价值判断， 绿色发展水平表现为经济

绿色化、 发展动能绿色化、 协同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四个方面。 根据上述

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本文认为， 绿色发展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经济绿色化， 主要考察产业、 消费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绿色化； 二是发展动

能绿色化， 主要测度经济主体对发展动力的创新能力和表现， 包括技术创新和

非技术创新； 三是协同绿色化， 主要度量指标为城乡协同绿色化； 四是治理体

系绿色化， 主要考虑政府绿色治理的能力和市场绿色治理的能力。 表 １ 为本文

构建的包含 １７ 个具有代表性基础指标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 １　 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经济绿色化

产业

消费

公共服务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

工业二氧化硫（ ＳＯ２ ）排
放量

万吨 √

农用化肥施用量 万吨 √

地区电力消费 亿千瓦时 √

每百户年末电动助力车

拥有量
辆 √

节能环保支出 亿元 √

发展动能

绿色化

技术创新

非技术创新

教育支出 ／ 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 √

Ｒ＆Ｄ 经费 万元 √

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

网上销售占社会销售品

零售总额比例
％ √

电子商务企业所占比重 ％ √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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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协同

绿色化
城乡协同

城乡燃气普及率差值 √

城乡用水普及率差值 √

治理体系

绿色化

政府

市场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万元 √

森林覆盖率 ％ √

空气质量年达标天数 天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绿色发展着重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绿色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能

力， 而衡量经济绿色化水平主要从产业、 消费和公共服务的绿色化三个方面

入手。 第一、 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及第三产业本身具备

绿色发展的特征， 所以文中产业绿色化以工业和农业的绿色发展为代表； 消

费绿色化是由消费结构和水平来反映， 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指标选取电力消费

量和耐用消费品消费中的每年末电动助力车拥有量； 公共服务绿色化的一个

重要度量指标是公共服务领域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支出， 本文选取节能环保支

出这一指标来反映。

发展动能绿色化是对于发展动能的创新性， 是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 主要

由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来体现。 由于教育、 研发和发明是发掘新技术的基

础， 所以技术创新主要选取教育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Ｒ＆Ｄ

经费和有效发明专利数三个指标来代表； 其次， 非技术创新是对管理制度和发

展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因为这些方面的改善能够带来更高效的生产， 所以本文

主要衡量新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的情况， 由网上销售占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比例

和电子商务企业所占比重来反映。

协同绿色化主要测度城乡协同绿色化发展， 这一方面能够反映城乡生活水

平的差异， 另一方面还需要表现城乡绿色化发展的程度， 故选取城乡燃气普及

率的差值和城乡用水差值为代表性指标。

治理体系绿色化主要体现为政府和市场的绿色治理能力。 其中， 政府绿色

治理能力是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作为和行为效果， 是政府在政策层面对绿色发

展的支持， 由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森林覆盖率和空气质量年达标天数来度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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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市场绿色治理能力是市场在绿色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由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来代表。

二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主要以广西、 云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１１ 个西部省份 （西藏除外） 为着眼点， 研究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绿

色发展水平， 并从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基本特

征两个层面整体把握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基本态势。

（一）数据选取与指标说明

根据上述构建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拟对 ２０１６ 年西部

１１ 个省区 （西藏除外） 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与评价。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关于各个基础指标的设定， 除了统计年鉴中直接可得的数据之外， 部分数

据根据本文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通过简单计算得来。 此外， 对于空气质量年

达标天数这一指标，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采用各省份省会城市的数据来代替全

省数据。 考虑各指标之间的属性不同，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先将逆向指标

正向化， 也即取倒数， 以使各指标属性相同。 同时， 由于不同指标的计量单位

不同， 需对各指标数据做均值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二）测度方法与测算结果

1 测算过程

本文借助 ＳＰＳＳ２５ ０ 软件， 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计算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各

个方面指数的权重， 再由此计算每个省份的综合得分， 进而对西部 １１ 个省份

（西藏除外） 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在具体测算之前， 需要对各个变量是

否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相关检验。 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中， 检验统计量对

应的概率值均低于显著性水平， 可以拒绝原假设， 认为原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

相关关系，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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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到各个主成分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以及因子得分

系数矩阵， 并据此计算综合得分。 具体结果见表 ２、 表 ３。

表 ２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百

分比（％ ）
累积百

分比（％ ）
特征值

方差百

分比（％ ）
累积百

分比（％ ）
特征值

方差百

分比（％ ）
累积百

分比（％ ）

１ ６ １７２ ３６ ３０４ ３６ ３０４ ６ １７２ ３６ ３０４ ３６ ３０４ ４ ８０３ ２８ ２５１ ２８ ２５１
２ ３ １１７ １８ ３３８ ５４ ６４２ ３ １１７ １８ ３３８ ５４ ６４２ ３ ５４６ ２０ ８５８ ４９ １０９
３ ２ ７８０ １６ ３５２ ７０ ９９４ ２ ７８０ １６ ３５２ ７０ ９９４ ２ ７４３ １６ １３６ ６５ ２４５
４ １ ５９１ ９ ３５８ ８０ ３５２ １ ５９１ ９ ３５８ ８０ ３５２ １ ９５１ １１ ４７９ ７６ ７２４
５ １ ０６２ ６ ２４７ ８６ ５９９ １ ０６２ ６ ２４７ ８６ ５９９ １ ６７９ ９ ８７５ ８６ ５９９
６ ０ ７５４ ４ ４３５ ９１ ０３４
７ ０ ５６５ ３ ３２４ ９４ ３５８
８ ０ ４２６ ２ ５０９ ９６ ８６７
９ ０ ３０５ １ ７９３ ９８ ６６０
１０ ０ ２２８ １ ３４０ １００ ０００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本表仅显示前 １０ 个成分特征值。

由表 ２ 可知， 前 ５ 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 １， 且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８６ ５９９％ ， 大于 ８５％ ， 因此， 提取前 ５ 个主成分进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

价。 在此， 根据表 ２、 表 ３ 与原始数据计算各因子得分。

表 ３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类别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１１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６ － ０ ００１ － ０ ５０８ ０ ０３１

农用化肥施用量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０ ０ ３０７ －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７

地区电力消费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５５ ０ ３１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３

每百户电动助力车年末拥有量 － ０ ０３７ ０ ２２１ ０ ２４６ － ０ １９６ － ０ ０７８

节能环保支出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８ ０ ４５７ ０ ０９７

教育支出 ／ 预算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９ ０ ４７８

Ｒ＆Ｄ 经费 ０ １９５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１００

有效发明专利数 ０ ２３８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０８ － 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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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网上销售占比 ０ ２３３ －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０

电商企业占比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５ － ０ ２３３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３６

城乡燃气普及率差值 － ０ ００４ ０ ２６６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５４ － ０ １５１

城乡用水差值 ０ ０４０ ０ ２４８ ０ １０４ － ０ ２３７ ０ ０１１

污染环境治理投资总额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３ ０ ２１９ ０ ０８３ － ０ ２９１

绿化覆盖率（％ ） ０ ０１４ ０ １８７ － ０ ０５８ ０ １２２ ０ ０３８

空气质量年达标天数 － ０ ２６１ ０ ２１７ － ０ １３７ ０ ３５８ ０ １０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０ ０７５ ０ １６７ －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２３ － ０ ４８６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根据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如下综合统计量：

Ｆ ＝ ３６ ３０４
８６ ５９９ Ｆ１ ＋ １８ ３３８

８６ ５９９ Ｆ２ ＋ １６ ３５２
８６ ５９９ Ｆ３ ＋ ９ ３５８

８６ ５９９ Ｆ４ ＋ ６ ２４７
８６ ５９９ Ｆ５

其中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为提取的五个主成分得分， 其系数也即权重是

方差贡献率， 通过上式计算得到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根据同样的方法， 对绿色发展的四个维度， 即经济绿色化、 发展动能绿色

化、 协同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也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计算各个分项的得

分。 由于方法相同， 故此处不再列示具体过程。

2 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思路， 本文最终得到 ２０１６ 年西部 １１ 个省份 （西藏除外） 绿色发

展水平及其四个衡量方面的得分及排名， 具体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综合得分及各分项得分排名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经济

绿色化
排名

发展动能

绿色化
排名

协同

绿色化
排名

治理体系

绿色化
排名

四 川 ０ ９１４ １ １ ２１９ １ １ ９３２ １ ０ ２１５ ５ ０ １３９ ６

陕 西 ０ ４８５ ２ ０ ３１３ ４ １ ３５６ ２ － ０ ７３１ ９ ０ ３６３ ４

广 西 ０ ３６８ ３ ０ １２３ ５ ０ ００７ ６ １ ８９０ １ ０ ８１３ １

云 南 ０ ３１５ ４ ０ ３６９ ３ ０ １３４ ４ ０ ８７１ ２ ０ ４１８ ３

重 庆 ０ １４１ ５ ０ ０５１ ６ ０ ６９１ ３ ０ ７７６ ３ ０ ２４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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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经济

绿色化
排名

发展动能

绿色化
排名

协同

绿色化
排名

治理体系

绿色化
排名

内蒙古 － ０ ００８ ６ １ ０７１ ２ － ０ ７８７ ８ － ０ ７３０ ８ ０ ７２９ ２

新 疆 － ０ １４５ ７ － ０ ２７３ ８ － １ １１４ １１ － ０ ３４６ ７ － １ ０１９ １０

贵 州 － ０ １５６ ８ － ０ ０９７ ７ ０ １１６ ５ ０ １９４ ６ ０ １１８ ７

甘 肃 － ０ ４６３ ９ － ０ ４２５ ９ － ０ ３９６ ７ － １ ０７１ １０ － １ ５４７ １１

宁 夏 － ０ ５１３ １０ － １ １４６ １０ － ０ ８５６ ９ ０ ４８５ ４ ０ １１７ ８

青 海 － ０ ９３９ １１ － １ ２０６ １１ － １ ０８２ １０ － １ ５５３ １１ － ０ ３７５ ９

　 　

从综合排名来看， 四川省的综合评价水平最好， 得分为 ０ ９１４， 陕西和广

西分别为第二、 第三， 得分分别为 ０ ４８５ 和 ０ ３６８， 与四川省差距较大； 甘肃、

宁夏和青海位于最后， 其中青海绿色发展综合得分 － ０ ９３９， 为西部地区最差，

其余地区处于中间水平。 总的来看， 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西南优于

西北的态势。

从各分项指标来看， 四川省的经济绿色化得分最高， 为 １ ２１９， 其次是内

蒙古， 得分为 １ ０７１， 云南排名第三； 甘肃、 宁夏和青海依然居于最后， 青海

得分最低为 － １ ２０６。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其城

镇化水平为西部地区最高， 所以经济绿色化发展较好。 在发展动能方面， 四川

和陕西仍然位于第一、 第二， 分别得分 １ ９３２ 和 １ ３５６， 宁夏、 青海和新疆处

于末端， 新疆得分最低为 － １ １１４。 由于四川和陕西高校众多， 科教水平在西

部地区发展较好， 因而其创新能力更强， 发展动能绿色化水平也较好， 而新疆

地处边疆， 信息较为闭塞，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协同绿

色化方面， 广西、 云南和重庆最好， 广西得分最高为 １ ８９０， 远高于第二位的

云南 （０ ８７１）， 其余各省中四川省得分 ０ ２１５， 排名第 ５， 而陕西、 甘肃和青

海处于末三位， 青海最差， 得分仅为 － １ ５５３。 可知四川的城乡协同水平有待

提高， 甘肃、 陕西和青海城乡差距大， 协同绿色化水平差。 在治理体系绿色

化方面， 广西、 内蒙古和云南较好， 广西得分 ０ ８１３， 排名第一， 青海、 新

疆和甘肃居于最后， 甘肃得分 － １ ５４７ 为最低。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 各省的

该项指标得分都不高， 说明西部地区整体治理体系绿色化水平较低。 （具体

趋势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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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省份综合及各分项得分

注： 图中标号 １ ～ １１ 依次为四川、 陕西、 广西、 云南、 重庆、 内蒙古、 新疆、 贵州、
甘肃、 宁夏、 青海。

从各省份的情况来看， 在得分较高的省份中， 四川省综合得分及经济绿色

化和发展动能绿色化均排名第一， 但协同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却只处于中

间水平， 这是由于四川省的旅游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 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 ４７ ２％ ， 且四川省高校众多， 科研和创新能力较强， 因而经济绿色化和

发展动能绿色化发展较好； 但是同时后两项指标得分低说明四川省的城乡差距

较大， 需要结合治理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陕西省综合得分和发展动能

绿色化排名第二， 经济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居中间， 而协同绿色化却位于

末端水平； 与四川省类似， 因陕西省高等学校数量多， 科教发展水平较好， 使

得其发展动能绿色化水平较高， 带动总体绿色化水平提高， 但是协同绿色化是

其不可忽视的短板， 需要从城乡差距着手带动整体绿色化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广西的协同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均排名第一， 但经济绿色化和发展动能绿

色化水平相对不高， 所以该省需要从前两个方面努力来推动绿色化发展。

对于处于中间的各省份来说， 云南省和重庆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第四、 第

五， 这两省份协同绿色化水平都较好， 分别排名第二、 第三， 云南的经济绿色

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水平也较高， 都排在第三位， 相对于发展动能绿色化， 重

庆优于云南， 但重庆的经济绿色化和治理体系绿色化只排在中间水平。 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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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这两省份绿色发展提升空间大， 所以应该从各个方面发力， 统筹协调突破

发展短板， 跃过瓶颈提升综合绿色发展水平。

内蒙古综合得分 － ０ ００８ 分， 排名第六， 各分项指标中经济和治理体系绿

色化水平较高， 都排名第二， 这是因为内蒙古城镇化水平较高， 且十八大以来

的政策支持使得其这两个方面发展较好， 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但是发展动能绿

色化和协同绿色化水平较差， 这是内蒙古需要重视的板块。

在排名靠后的省份中， 新疆、 甘肃、 青海 ３ 省总体绿色化发展水平差， 且

所有的指标得分均为负值， 这说明这 ３ 省份的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较大， 须引

起重视； 这几个省份少数民族众多， 人文和社会环境复杂， 自然环境较西部其

他省份也更为恶劣， 所以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自然和社会条件制定可行的发展

方案。 贵州和宁夏虽总体得分落后于新疆， 但是得分并非全为负， 贵州的发展

动能绿色化和宁夏的协同绿色化水平还较为靠前， 这也印证了下文的结论， 即

评价绿色发展水平的四个方面之间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 绿色发展水平的四个

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

但是， 进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目的并非在于得分和排名本身，

而在于通过评价过程来发现西部地区在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因素， 并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

施， 为提升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所以， 通过以上

评价， 本文总结了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一些基本特征， 并试图据此对西部

地区的绿色发展路径选择提出合理的建议。

（三）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基本特征分析

1 绿色发展水平四个维度之间不均衡

从表 ４ 可看出， 西部各省份绿色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得分呈不均衡状态，

例如陕西， 综合得分和经济绿色化、 发展动能绿色化、 治理体系绿色化排名均

靠前， 但是协同绿色化水平处于末端水平， 而宁夏综合评分和其余各项指标得

分都极低， 协同绿色化水平却较好。 这表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四个方面不一

定具有正相关关系， 不能仅凭某一单一指标的得分对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做出判断， 而应当构建综合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全方位考量地区的绿色

发展水平， 同时西部地区也应当重视这一现象， 补齐短板， 形成各方面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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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绿色发展局面。

2 绿色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 １１ 个省份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表现为四

川 ＞陕西 ＞广西 ＞云南 ＞重庆 ＞内蒙古 ＞新疆 ＞贵州 ＞甘肃 ＞宁夏 ＞青海。 其

中四川、 陕西、 广西绿色发展水平居于前三位， 甘肃、 青海、 宁夏处于后三

位， 其余省份居中。 综合表 ４ 可知， 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出

西南高于西北的趋势， 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这是因为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 因而区域分化明显。 这就需要在

充分认识和了解西部各个地区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区域特

征和需求的绿色发展战略规划。

3 治理体系绿色化水平整体较低

由表 ４ 可知， 虽然西部各省份治理体系绿色化这一项得分中负分较少， 但

是各省份的得分都不高， 其中广西最高也仅为 ０ ８１３ 未超过 １， 内蒙古次之，

得分 ０ ７２９， 而最差的甘肃却达到 － １ ５４７， 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治理体系绿

色化水平有待提高， 这是西部地区绿色化发展的一大限制性因素。 其中内蒙古

该项得分相对较高与十八大以来的政策扶持不无关系， 所以国家政策层面和西

部地区自身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协力打造高水平的绿色治理体系。

三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结合上文分析，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各

维度之间发展不均衡，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部各地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的问

题， 本文将对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经济绿色化约束

本文以产业、 消费和公共服务的绿色化来衡量经济绿色化水平。 从产业方

面来看， 首先， 西部地区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为 １１ ８７％、

４２ ９５％、 ４５ １８％， 相应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８ ６％、 ３９ ８％、 ５１ ６％①，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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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第一、 第二产业占比较高而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 其次，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２０ １％ ， 化学需氧量却占全国总量的

２８ １８％ ， 农用化肥施用量占全国总量的 ３０％ ， 二氧化硫排放量更是达到全国

排放总量的 ３８ １１％①， 远高于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这就

意味着西部地区单位 ＧＤＰ 的排放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绿色化水平低。

从消费和公共服务方面来看， 西部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为

２７ ６４％ ， 较为合理。 所以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产业

绿色化。

探寻影响产业绿色化水平的根源， 又与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储量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部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 煤炭、 各类金属矿产和稀有

金属， 这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大量投入资源为基础。 一方面， 对资源的

依赖性太强使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当自然资源开采到一定程度时， 这些地区就

会面临因自然资源枯竭而产生的发展困境； 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 西部地区

的经济长期以资源主导型产业为主， 现代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 这不

仅会制约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 引发 “资源诅咒效应”②， 而且这

种产业结构高污染、 高排放的特征还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恶化， 所以， 西部地区

要改善经济绿色化水平还需从产业转型入手。

（二）发展动能绿色化约束

从发展动能绿色化方面分析， 发展动能绿色化是指发展主体的创新能力，

包括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 这种创新能够为摆脱资源环境约束从而推动绿色

发展找准路径。

就技术创新而言， 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之一， 人力资本则是持久

保障和根本原动力， 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才能够进行新技术研发或

是技术引进， 而新的技术能否在引进地被吸收利用则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条

件，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然而， 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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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网络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７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资料经过整理加工。
徐康宁、 王剑：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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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期处于资本稀缺、 技术落后和人才短缺的局面。 ２０１６ 年， 西部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仅为全国水平的 ９ ７３％ ， 相应的 Ｒ＆Ｄ （研

发） 经费仅占全国的 １０ ４３％ ， 而新产品开发销售收入只占全国的 ８ １８％ 。 由

于受到地理、 经济和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 西部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云南、 贵州、 甘肃、 宁夏、 四川、 青海、 西藏 ７ 省 １５ 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所占

比例均高于 ５ ２８％的全国平均水平， 而其他省份也仅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这导致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 近年来， 由于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

状况的制约， 为追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更好的资源， 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现象越

发严重， 博士、 教授等高层次人才的流出又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地区技术水平提

高和人才培养的能力。 所以， 资本和人才不足成为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一大限

制性因素。

从非技术创新的层面来看， 非技术创新主要考察地区的市场化和开放程

度， 由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体现。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６ 年网上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 ６ ７３％ ， 远低于全国 １５ ５１％的比重； 关于有电

子商务的企业比重这一指标， 云南、 重庆、 四川、 陕西四省发展较好， 内蒙

古、 甘肃、 宁夏和新疆都低于全国 １０ ９％ 的水平， 其余省份也仅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这表明西部地区非技术创新水平也不高， 因而接受新鲜事物需要较

长的过程， 也影响了绿色发展的进程。

（三）协同绿色化约束

协同绿色化主要以城乡的绿色协同来度量， 当前西部地区协同绿色化得分

除广西得分较高为 １ ８９ 之外， 其余省份得分都不高， 尤以陕西、 甘肃和青海

最差。 这首先是因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２０１６ 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全国平均值为 １２３６３ ４ 元， 东部地区为 １５４９８ ３ 元， 而西部地

区仅为 ９９１８ ４ 元， 西部各省市中内蒙古最高只达到 １１６０９ 元， 不足全国平均

水平。 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到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 东部地区

的发展部分建立在西部的人口和资本输出基础之上，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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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削弱了农村发展的动力， 最终结果是乡村衰落。 此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

不高， ２０１６ 年全国城镇化率为 ５７ ３５％ ， 而西部地区除内蒙古和重庆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之外， 其余各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这也限制了西部地区协同绿

色化的发展。

（四）治理体系绿色化约束

治理体系绿色化的发展， 主要在于政府、 市场和非政府组织这几个方面。

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 西部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

从政府层面来看， 东部地区比西部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可用于生态环境

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

１７２６５ １６ 亿元， 而东部地区仅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四个省市就达到

２２３３９ １２ 亿元， 导致西部地区本来就高于东部的污染水平因治理投资不足而

变得更加艰难。

从市场层面来看， 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某一水平时就会更加注重生活质

量， 增加对清洁环境产品的需求， 进而倒逼政府改革。 但是西部地区人民生活

水平低于东部地区， ２０１６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３８２１ 元， 东部地区

为 ３０６５４ ７ 元， 而西部地区仅为 １８４０６ ８ 元， 所以当前西部地区仍然相对更重

视单纯的经济增长， 而对清洁环境的商品需求较少， 无法形成有效的 “环境”

市场运作体系， 也就难以对政府改革形成倒逼机制。

从非政府组织层面来看， 西部地区人民群众， 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绿色发展

的意识较为薄弱。 在一些地区信息较为闭塞， 思想观念落后， 难以形成绿色发

展的价值观念， 对政府和市场绿色化建设的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四　提高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选择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 内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复杂， 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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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差异大， 所以实施绿色发展不能一概而论， 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特征制定

适合当地需求的绿色发展战略。

（一）建设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上文指出， 西部地区在经济建设中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高投入、 高耗能、 高污

染引发的环境问题突出， 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剧， 所以提高西部

地区经济绿色化水平的关键还在于产业的绿色化转型。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 推动新型工业化战略， 摆脱资源依赖型的发展。 要摆脱资源依赖，

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用新技术来改造有发展潜力的传统产

业； 做好经济建设的 “加法”， 即积极挖掘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型产业， 同时更

加注重 “减法”， 及时淘汰高耗能、 低效益的产业， 以实现经济效益优、 环境

污染少的工业化发展。 第二， 装备制造业信息化改造， 提高生产技术。 第三，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旅游产业。 首先， 西部地区作为国家的一大生态屏

障， 生态资源丰富， 西部地区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保护区总面积的

８１ ６３％ ， 其中包括森林类、 草原荒漠类、 湿地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因而生

态功能齐全， 这对于发展生态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 西部地区少数

民族众多， 人文环境复杂， 文化成分多样， 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结合西部地

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创新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能激发经济持续的增长， 在当前绿色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 人力资本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也起着永续推进的重要作用。

首先， 人力资本有助于消化吸收利用外来清洁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 为节

能减排提供必要的支撑； 此外， 知识的溢出效应能加速先进技术的扩散， 推动

建立绿色生产方式。 其次， 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进行持续技术革新； 除了引入

外部技术之外， 自身的生产与环保技术革新， 即发展动能的创新也十分重要，

而人力资本正是内部技术积累的重要因素①。 最后， 优秀的人才具有更加先进

０２２

① 赵领娣、 张磊、 徐乐、 胡明照： 《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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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理念和认知， 对于提升对非技术层面的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将

优秀的人才引入政府或是管理层， 一方面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和实际的绿色发

展方案， 促进制度创新； 另一方面也能够普及绿色发展理念， 改善当地群众对

绿色发展的认知。 所以， 西部地区应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具体的措施有： 加

强教育资助力度， 首先从本地培养人才， 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实施人才引进

战略， 吸引外来优秀人才流入， 当前， 西安、 成都等地已经相继推出人才引进

政策。 对于这方面， 西部地区可向深圳等发达地区学习。

（三）制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上文已经提出当前西部地区城乡协同绿色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乡村凋敝，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 本文认为， 改善

城乡协同绿色发展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即 “资金流入” 和 “人口流

出”。

一方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解决资金问题， 这就需要健全财政投入

保障制度， 创新投融资机制，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

源， 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①， 确

保高质量的资本和要素进入农村建设。

另一方面， 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 需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 以

建设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 实施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 因为城镇化建设能够

吸引投资， 为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创造就业机会，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 当城镇化的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 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将能够使农民有自己

的产业， 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

（四）构建多元的治理体系

对于当前西部地区治理体系绿色化， 需要从政府、 市场和非政府组织这几

个方面来努力。

政府层面构建系统的绿色发展指标考核体系。 早在 ２０１６ 年， 国家发改委

等就已经颁布了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和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等

１２２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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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生态方面建设的考核依据， 但是考虑到西部地区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特殊

性， 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和特色来制定绿色发展规划， 并构建符合

实际的绿色发展指标考核体系。 要改变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中心的考核方

法， 把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相关指标纳入对政府的绩效评价。

市场层面建立绿色发展相关的交易市场。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 便于开展各

类生态交易机制， 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以及林权和牧权交易

等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可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双赢。

非政府组织层面监督管理。 西部地区人民大多对绿色发展缺乏正确和理性

的认识， 甚至在部分地区由于信息闭塞人们的观念十分落后， 无法有效地监督

政府和市场的行为。 这就需要在西部地区普及绿色发展理念， 增进人民群众对

绿色发展的认知和热情， 从而形成非政府组织层面的监督。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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