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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一种完全递阶的层次结构, 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 3 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目标

层, 以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为目标, 第二层次是准则层, 即发展水平、发展力度和发展协调度 3 个准则, 第三层次是指标层,

选择了 30 项具体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以及线性隶属方法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

明,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总体上向着高效、和谐的方向发展, 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发展水平较低, 发展的协调度年

际变化较大, 且子系统及其组成要素存在着发展的非均衡性。因而, 必须进一步调整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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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n the basis of the conno tat ion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and adop ting a comp letely graded lay2
er structu re, th is thesis estab lished an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fo r u rban eco system. T he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included 3 levels. T he first level w as the target level, select ing the capacity of u rban in tegrate de2
velopm en t as the target. T he second w as criterion level, including the level, fo rce and coo rdinat ion degree

of developm en t. T he th ird w as index level, select ing 30 concrete item s. N an jing u rban eco system w as e2
valuated using analyt ic h ierarchy p rocess, fuzzy in tegrated evaluat ion and linear subo rdinated function.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N an jing u rban eco system generally develop s in the direct ion of h igh efficiency and

harmony. How ever, the level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w as low er, and the coo rdinat ion degree fluctuat2
ed great ly. T herefo 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 rove the structu re and function of N an jing u rban ec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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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进一步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而日渐突出 [1, 2 ]。由于城市是由自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要素所

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单因素的、割裂系统要素之间关系的、定性的描述, 难以全面把握城市问题的实质,

只有从整体出发, 探讨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动态变化, 才能找出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生态学实质,

运用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的手段调控城市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及其组分间的生态关系, 促进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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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1, 3 ]。而以城市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建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 并按

照模型进行定量评价, 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 [4 ]。

南京是著名古都, 江苏省省会, 长江流域 4 大中心城市之一, 素有“花园城市”之称。近年来, 该市经济

增长较快, 城市建设力度较大,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

状况及发展质量如何, 问题的症结何在, 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和针对性措施。为此, 本文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

统进行了综合评价, 旨在为优化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结构, 完善系统功能提供依据。

1　城市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体系

111　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采用自上而下、逐层分解的方法, 把城市生态系统分为 3 个层次, 每一个层次又分别选择反映其主要

特征的要素作为评价指标, 以避免重要指标的遗漏或重复。

第一层次是目标层 (A ) , 以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为目标, 用来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特征。

第二层次是准则层 (B ) , 即“发展水平”、“发展力度”、“发展协调度”3 个准则。“发展水平”用以表征城市生态

系统发展的现状;“发展力度”反映城市生态系统演替动力的大小, 从某一个侧面可以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发

展的速度; 而“发展的协调度”是按照结构决定功能的有关理论, 用以测度城市生态系统演替方向和稳定

性。这种用现状、速度、方向和稳定性来描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对压力2状态2响应概念模型的修正, 借鉴

了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5～ 7 ], 与物理系统中用初速度、力的大小和方向来刻划质点的运动轨迹的方法在思

路上是一致的。第三层次是指标层 (C ) , 选择了 30 项具体的评价指标。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附设一领

域层, 但不作单独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112　指标的物理意义

在 30 项评价指标中, 有 4 项是综合指标 (C7、C 8、C9 和C11) , 由不同的分指标来度量; 其余 26 项为单项

指标。

这些指标中物理意义需要说明的有, 经济效益指数 (指标 C 2) 由工业产值利润率表示, 计算公式: 产值

利润率= 利润总额ö工业增加值 (或工业净产值) ; ②经济开放度 (C 3) = 出口商品交货总额ö工农业总产值;

③产业结构多样性指数 (C 4) = - ∑P iL nP i , 其中数 P i为第 i 产业 ( i= 1, 2, 3)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例; ④经济结构协调系数 (C 22) = 第三产业产值ö第二产业产值; ⑤大气、水和固废协调系数 (C 25、C 26和

C 27) = 废弃物排放量年增长率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⑥农产品自给率 ( C 28) = ∑ (Y iöQ i) ö4 , 其中 Y i

为第 i 种农产品人均产量, 以粮食、蔬菜、肉、鱼四项农产品作为指标。Q i 第 i 种农产品人均年消费量, 分别

为 0145, 01365, 01047, 0104 (t) ; ⑦城乡经济平衡系数 (C 29) =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ö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⑧城

镇体系有序度 (C 30) : 求解该值参照了有关城镇体系的区位——规模理论 [8 ] , 该理论公式为 PR = P 0öR C , 式

中 P 0 表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 PR 表示位序 R 的人口规模。

2　评价指标的计算模型

考虑到城市生态系统高阶性、非线性特点, 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指标的权重 [9 ],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

的方法计算各项指标的分值。

综合评价是在指标评分和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评判值用 Y 表示, 并按加权求和的公式计

算, 即: Y = ∑W iY i, 其中W i 表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值, Y i 为第 i 项指标的分值。

3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

31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综合国内外最新资料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 建立了目标层与准则层、准则层与指标层之间构成的 4

个比较判断矩阵。通过单排序和总排序, 得出指标层对于目标层的组合权重 (表 1)。单排序和总排序要接受

一致性检验, 计算结果一致比均小于 011, 满足矩阵排序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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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F ig. 1　T he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fo r evaluating urban eco system

A : Capacity of urban in tegrate developm ent; B 1: L evel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B 2: Fo rce of sustainab le devel2
opm ent; B 3: Coo rdination degree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C 1: To tal value of dom estic p roduction; C 2: Index of
econom ic benefit; C 3: D egree of econom ic opening; C 4: Industry diversity; C 5: Engel coefficien t; C 6: U nemp loy2
m ent rate; C 7: Standard of estab lishm ent fo r city live; C 8: Status of atmo spheric quality; C 9: Ground w ater quality
in city; C 10: Ratio of reach ing standard fo r drink w ater in source area; C 11: Status of no ise po llu tion; C 12: Ratio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 th; C 13: P ropo r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cu ltu re and health investm ent to finance in2
com e; C 14: Investm ent of cap ital asserts; C 15: Incom e of per cap ita; C 16: Percen tage of dealing w ater; C 17: Ratio
of vegetation cover in estab lished area; C 18: Percen tage of using gas in estab lished area; C 19: Ratio of reach ing
standard fo r industrial w ater; C 20: Percen tage of dealing exhaust gas; C 21: percen tage of in tegrative using fo r so lid
rubbish; C 22: H armony coefficien t of econom ic structure; C 23: L evel of urban ization; C 24: Population density;
C 25: H armony coefficien t betw een w ater quality and econom ic; C 26: H armony coefficien t of atmo sphere quality and
econom ic; C 27: H armony coefficien t betw een so lid rubbish and econom ic; C 28: Self2suppo rting ratio of agricu ltu ral
p roducts; C 29: H armony coefficien t of econom ic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C 30: Sequence degree of city and its sur2
rounding tow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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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层C 对于目标层A 的组合权重

Table 1　The in tegrated we ight of index level (C ) related to general goal level (A )

指标
Index

权重
W eigh t

指标
Index

权重
W eigh t

指标
Index

权重
W eigh t

指标
Index

权重
W eigh t

指标
Index

权重
W eigh t

C 1 0. 03377 C 7 0. 07273 C 13 0. 06090 C 19 0. 01901 C 25 0. 03158

C 2 0. 01792 C 8 0. 02074 C 14 0. 03471 C 20 0. 02238 C 26 0. 04985

C 3 0. 00866 C 9 0. 01202 C 15 0. 11775 C 21 0. 01276 C 27 0. 02383

C 4 0. 00349 C 10 0. 05138 C 16 0. 00864 C 22 0. 01583 C 28 0. 06582

C 5 0. 02951 C 11 0. 00631 C 17 0. 08140 C 23 0. 10483 C 29 0. 00780

C 6 0. 00596 C 12 0. 04169 C 18 0. 01037 C 24 0. 01000 C 30 0. 01841

3. 2　指标的评价标准

4 项综合指标分别为大气环境质量、城市地面水质量、噪声污染状况和城市生活设施水平。其中, 前 3

项环境类指标的分级标准是在参照国家有关大气、地面水及噪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基础上, 进行的 5 级划

分; 对于城市设施水平, 按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远期目标值并结合南京市城市发展现状建立其质量分

级标准。

单项指标的评价标准, 是与南京市全面实现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都市 (以前

的提法为国际化大都市)基本框架的要求是一致的。具体而言,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建城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气化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处理率以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6 项指标的评价标准以《南

京市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到 2000 年长远规划》(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1994 年 11 月) 中相应指标的 2010

年目标值为基准; 参照 1993 年南京市通过的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确定经济开放度、产业多样性指数、城市化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经济结构指数 5 项指标的评价标

准; 依据中等发达国家同类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人均职工收入和人口

密度的评价标准; 选择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杭州、武汉、广州和成都八个城市作参考, 确定失业率、科

教文卫投入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及农产品自给率 5 项指标的评价标准; 城乡经济协调

指数和城镇体系有序度 2 项指标评价标准的设置是以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1～ 2010) 为依据的。协调

系数的评价标准由前面有关计算公式给出。

3. 3　南京市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

3. 3. 1　原始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为了获取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 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 这些资料包括《南京年鉴》、《江苏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10～ 12 ] , 一些原始数据可直接用来进行评价,

而更多的原始数据需要经过处理。处理过程是一个量化过程, 它们是按照前述指标的物理意义进行的。

3. 3. 2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的评价结果　综合指标经模糊评价后, 根据最大隶属原则进行分级, 再按上

限进行计分; 将单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代入上述给定公式, 得出单项评价指标分值。城市生态系统的综合评

价结果就是将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分值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并求和, 见表 2。

3. 4　结果讨论

3. 4. 1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波动型演进及宏观政策驱动　从表 2 可以看出, 南京市城市生态

系统总体上向着高效、和谐的方向发展, 表现在城市综合发展能力由 1991 年的 01529 上升到 1999 年的

01769, 增加了 45137%。但这种发展并非是直线上升, 而是一种波动型的演进。据此, 可以把南京市城市生

态系统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 第 2 阶段为 1991 年至 1992 年, 城市综合发展能力表现为跳跃性增长, 这种情

况的出现与当时全国性的经济迅速增长的现象是一致的, 集中体现了经济子系统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驱动

作用; 第 2 阶段从 1993 年到 1996 年, 这 4 年间城市综合发展能力呈波动型下降的特点, 这是因为这一时

期, 国家运用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了调整, 遏制了诸如房地产等过热发展的势头; 其后的第 3 阶段从 1997

年开始,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呈稳定增长阶段, 显示出金融、流通、房地产以及社会

保障等领域的调整政策初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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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2　经济、社会与环境子系统发展的非均衡性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的

演替是各子系统以及各组成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各子系统的分析表明, 经济、社

会和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 3 个子系统之间的评价结果缺少明显的相关性。经济子系统中, 制约南

京市城市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效益的不断降低, 由此造成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徘徊。南京市

城市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 这是因为南京市固定资产投入从 1991 年的 43149 亿元增加

到 1999 年的 373101 亿元, 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由 185148 亿元上升到 89513 亿元, 投资的增长幅度远远高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此外, 经济子系统的开放度很低, 经济效益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应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 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 扩大出口等方式进一步发展南京市经济。

表 2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

Table 2　The evaluating results of susta inable developmen t of Nan j ing urban ecosystem

层次
L ayer

年 份 Year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经济发展水平① 01022 01027 01025 01024 01024 01022 01023 01025 01027

社会发展水平② 01066 01052 01054 01068 01068 01068 01070 01085 01088

环境质量状况③ 01074 01073 01077 01077 01077 01076 01072 01072 01080

领域层 社会经济增长④ 01084 01104 01099 01119 01114 01094 01141 01147 01183

Realm layer 城市生态建设⑤ 01072 01076 01077 01078 01080 01081 01081 01081 01082

环境污染控制⑥ 01031 01045 01045 01046 01044 01045 01046 01047 01044

社会经济协调度⑦ 01084 01085 01087 01088 01091 01093 01094 01096 01099

环境经济协调度⑧ 01038 01101 01099 01040 01054 01045 01045 01116 01079

城乡关系协调度⑨ 01059 01062 01063 01065 01067 01073 01065 01069 01088

准则层 发展水平βκ 01162 01152 01154 01169 01169 01166 01165 01183 01194

C riteria layer 发展力度βλ 01187 01225 01221 01242 01238 01220 01268 01275 01308

发展协调度βµ 01181 01248 01249 01193 01212 01210 01204 01281 01266

目标层 T arget layer 城市综合发展能力βν 01529 01624 01626 01605 01619 01596 01637 01739 01769

3 所有的货币单位均按可比价格进行计算Currency unit calcu lated acco rding to comparab le p rice, ①Econom ic develop2

m ent status, ②Social developm ent status, ③Environm ental quality, ④Social2econom ic grow th, ⑤Eco logical construction,

⑥Po llu tion contro l, ⑦Social2econom ic coo rdination degree, ⑧Environm ental2econom ic coo rdination degree, ⑨U rban2ru2

ral coo rdination degree, βκD evelopm ent level, βλD evelopm ent fo rce, βµD evelopm ent coo rdination degree, βνCapacity of ur2

ban in tegrate developm ent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系统 [3, 13 ] ,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迈向 21 世纪的

南京, 社会子系统持续发展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度在评

价的时段内都呈现稳定的增长, 分别从 1991 年的 01066, 01084, 01084 上升到 1999 年的 01088, 01183,

01099。但同时也应注意到, 社会子系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如科技投入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下岗职工增

加等问题。据统计, 1999 年初, 南京市职工下岗率为 411% , 总人数达 511 万。按照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一个

有效的经济会使生产率低的人失业, 但当失业率很高时, 社会资源被浪费掉; 收入的不断减少, 引起社会不

公平, 进而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

清洁、优美、安静的城市生态环境取决于城市生态建设以及环境污染控制两个方面, 体现在大气、水、

噪声等环境要素的质量状况上。南京市委、市政府十分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 依托较高的绿化覆盖率,

大力加强废弃物的治理, 不断提高城市集中供气、供热能力, 生态建设成绩突出。勿庸置疑, 南京市步入全

国 12 个园林城市之列与城市生态建设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 伴随着经济效益

的降低, 大量物质和能量滞留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城市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尤其是衡量城市地

面水质量的 COD 浓度、BOD 浓度以及非离子氨浓度有逐年迅速上升的趋势, 因此加强城市环境管理的任

务依然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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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14 ]。从准则层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南京市城市生态

系统可持续发展力度较大, 但发展水平较低, 发展协调度的年际变化较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力度的增加主

要原因是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和城市生态建设不断加强, 得益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人均收入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的减少以及城市生活设施的改善。而在整个评价的 20 世纪 90 年代, 环境经济协高度有较大的

波动, 从 1992 年开始, 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大气环境协调系数较小, 固体废弃物

协调系数不断降低所致。因此, 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进行治理, 尤其是在环境治

理的政策方面保持连续性、科学性, 不断增加对环境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培养公民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 使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各子系统及其组成要素能够得到协调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选择 30 项评价指标, 建立了发展水平、发展力度和发展协调度为准则的城市生

态系统评价体系。以专家咨询为基础, 以层次分析方法为手段, 计算得出不同指标的权重。

研究结果表明,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综合发展能力总体上呈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这与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调控是一致的。城市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可持续发展力度, 但经济、社会以及环境 3 大子系统的发展

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 社会子系统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经济子系统在波动中稍有增长, 但环境

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基本停滞不前。衡量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度较差, 显

示出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目前不稳定的结构特征。应以经济为杠杆, 以政策为导向, 发挥人的主导作用, 使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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