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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可持续发展在新阶段下的新要求，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的定义，根据定义运 

用频度统计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统计方法构建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并以三峡库区数据为例，进行指标体 

系实证分析．为进一步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保障能力提供有效的测度工具，有助于政府及相关 

机构制定更加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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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测度自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的第 
一 个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以后，已有大量的国 

内外学者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目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的研究相对成熟，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 

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论”，2002年在南非召 

开“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成 

为目前乃至未来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城镇建设与经济发 

展中共同遵从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 

然而，目前对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度量并不能反 

映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区域对可持续发 

展的持续保障能力，而保障能力关乎区域社会发展和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度量保障能力尤为重要．国内目 

前该方面的研究角度多从行业领域出发，已有的文献 

对包括资源(蒲勇健，1998⋯)农业(季辉，2000 )、信 

息产业(刘助仁，2002 3 )、国土资源(王文，2003 )、 

能源(李兵等，2004 )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 

进行了研究，文中从区域角度对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 

进行研究，定义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构建指标 

体系并以三峡库区相关数据进行了模型实证． 

1 保障能力定义及指标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是指在某 
一 特定历史阶段，以保障本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原 

则，以促进发展的可持续性、协调性、公平性为目标，依 

据特定区域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现有基础，通过 

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和管理，达到协调资源环境、社会、 

经济三者关系，并最终推动三者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系 

统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 

政策相关性，指标高度综合性及数值定量性的可持续 

发展保障能力指标体系 ICSD(the Insurance Cap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指标体系将从不同方面 

反映出政策的关注点和实施效果，以环境质量的变化 

趋势或改善以及资源利用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情况来说明政策的作用程度；在数量上，该套指标体系 

包含说明问题本质的指标，且以定量化形式表现出来， 

将有利于决策者及研究人员对其进行评价用来评价． 

由此，指标体系设计应该包含下列的原则： 

1)科学性：指标的设计应该科学，指标的选取应 

该符合区域整体发展需要．ICSD既是一个理论上探讨 

的问题，同时也是实践中的问题，ICSD指标的定义、计 

算方法等不能离开ICSD及其相关概念的基本理论． 

2)全面性：ICSD是一个涵盖范围甚广的概念，在 

指定指标体系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ICSD类型之 

间的差异和不同子系统之问的联系，既要有反映不同 

ICSD差异的指标，也要有反映子系统联系的指标，保 

持指标体系之间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3)区域性：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省区的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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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结构及水平相差较大．故指标体系能够在适应全 

国普遍性基础之上，具有调整的余地，以适应不同区域 

发展的需要． 

4)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既要有反映目前的指 

标，也要有反映变化的动态指标．但是指标体系应该在 

一 定的时间内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以便于衡量 
一 定时期内ICSD的发展状况． 

2 指标体系的系统分析与构建 

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评价是一项具有较强实践意 

义的工作，因此在实际评估过程中，需要对评估对象的 

界限有所确定．根据这一特点，本指标体系的建立运用 

系统分析的方法，在指标体系中把指标分成几个子系 

统，确立能够反映单个子系统的特点和不同子系统相 

互关系的指标． 

2．1 各子系统功能 

2．1．1 资源环境子系统 

资源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类的生存空间相关的，直 

接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气、水、土等自然因素的总 

和 J．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们对于环境舒适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也逐渐加强．资源 

环境子系统发展的目标是充分认识到资源存量的约束 

瓶颈，优化资源的使用和产出，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是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的目标． 

2．1．2 区域灾害子系统 

区域灾害可定义为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损 

害或破坏的区域性灾难事件 ．地质灾害防治具有显 

著的防治效益和区域效益，区域灾害的减灾防灾力度 

及区域灾害安全性大小直接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保 

障能力． 

2．1．3 经济社会子系统 

经济是指人类社会进行选择、使用具有多种用途 

的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 

给社会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的活动．社会是指聚居在 
一 定地域中的人口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8]．经济社会 

子系统的发展方向是控制人口的数量；依资源承载能 

力和产业格局调整人口结构；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提高 

人口素质；建立能自我调节、自我提高，与资源和环境 

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子系统． 

2．1．4 产业支撑及基础设施保障子系统 

产业支撑及基础设施保障子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保障系统-9 J，基础设施薄弱将导致落后的社会 

发展现状，而失去了产业支撑的经济发展将最终会受 

到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制约．产业支撑及基础设施子系 

统处于保障能力指标体系的基础地位． 

2．2 各子系统相互关系 ． 

该指标体系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子系统为核心的 

保障系统，以资源子系统、区域灾害子系统、产业与基 

础设施子系统为基础保障系统，各指标体系互相联系 

而又相互区别，互相影响而又相对独立，是具有系统关 

系构成的指标体系． 

图 1 备 于系统相互关 系图 

2．3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的选取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指标的筛选过 

程中，采用频度统计法、相关性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 

专家咨询法筛选指标，以满足科学性和系统全面性原 

则．通过广泛收集书籍、期刊、论文中关于可持续发展 

评价研究的指标，进行频度统计，选取出使用频率较 

高，内涵丰富的指标．然后查阅年鉴和相关统计资料， 

并通过初步的合并运算，建立指标原始数据库，作为下 

一 步研究的基础资料． 

据此构建指标体系如下： 

表 1 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指标体系 

目 准 一级 

霪 罂 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选择依据‘指标属性) 
水贾源总量(刀吨) 地区水资源丰富程度 

奎 力 
污水处理率(％) 水质 

耕地有效寝溉面积率(％) 农业发展环境 

农业机械化程度(％) 土地质量 

土地资源全蓉圭釜 蓉：要 圭釜望 拥有量 
水土流失面积比重(％) 土地侵蚀状况 

土地利用率(％) 土地利用效率 

林业 森林覆盖率(％) 生态环境状况 

矿产赚 量 嚣萎 麓 
减灾 易旱易涝面积比重(％) 旱灾涝灾空间范围 

瞒宙鸟 减灾 水土流失面积比重(％) 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 

储 防灾 地质灾害发生率(％) 地质灾害的发生程度 

：： 能力 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状况 
减灾防灾占GDP比重(％) 防灾减灾投入状况 

保障 区域环 

能力 培害全 区域环境安全系数(DEsI) 综合系数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保 障 能 力 指 标 体 系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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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3 模型构建及实证——以第三子系统(社会 

经济协调保障能力模型)为例 

笔者以三峡库区为例，构建指标模型并进行实证， 

分析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并根据第三子系 

统的相关数据进行指标模型的构建．根据模型构建需 

要，在搜集了《重庆市统计年鉴》1999—2003年  ̈的 

三峡库区22个区县的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计算各指标的相应数据，得到评价重庆市三峡库区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保障能力的24个指标，在理论上可以 

构建重庆市三峡库区每个区县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保 

障能力的评价模型： 

= ∑ 互 (i=l，2，⋯，24， =l，2，⋯，22)， 
其中，F 为重庆市三峡库区某区县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保障能力综合得分， i为该区县 指标的权重， 

为各指标的值．该模型的关键是指标权重的确定， 

这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解 

释变量个数为24，样本容量为22的一组数据进行主 

成分分析． 

这里以2001年数据为例，进行作主成分分析，按 

照特征根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5个主因子，累计方差 

贡献率 87．381％．根据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A) 

((A)=A／∑Ai)，其中A 为第f个主因子所对应的特 

征根(i=1，2，⋯，5)，并根据各主因子内部主要指标的 

载荷系数将上述理论模型转化为： 

F=∑ ( =第_『个区县人口／区域总人口)， 
其中： 

= (A) Fv+(A)z +(A)3 +(A) +(A)5 = 

0．532 231F、i七0-127 38F：j七0。100 53F 七 

0．068 88F4i+0．044 7F (以2001年的数据为例)， 

(i=l，2，⋯，24， =l，2，⋯，22)． 

式中F为2001年重庆市三峡库区内总体社会经 

济协调能力综合得分，F 为2001年某区县的社会保 

障能力，(A) 为第 个主因子得分权重， 为第 个区 

县第 个主因子得分，该得分根据各主因子内部主要 

指标的载荷系数与指标值的乘积计算得到． 

在计算出三峡库区22个区县各自的社会协调保 

障能力得分后，按各区人口与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进行 

加权平均，得到三峡库区总体社会协调保障能力综合 

得分．即： 

F=∑ ( =第 个区县人口／区域总人口) 
利用 2001年重庆市三峡库区22区县的统计数 

据，计算得到 22区县社会协调保障能力得分，如下 

表 2所示 ： 

表 2 2001年重庆市三峡库区22区县社会协调保障能力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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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1年重庆市三峡库区总体 

社会协调保障能力综合得分系数为一0．057 9． 

利用其它年份的数据，将上述过程重复进行，分别 

得到1999、2000、2002、2003年重庆市三峡库区总体社 

会协调保障能力综合得分系数．如表3所示． 

表3 三峡库区总体社会协调保障能力得分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堡坌 ： ! 二 ： ： ： !!二 ： 二 ： 塑! 
从上表可以初步认为重庆市三峡库区社会经济协 

调保障能力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的并且保障能力比较 

低．依据三峡库区目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现 

况，还不能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库区在未来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从总量看，库区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综合指标 

偏低，在样本期问大多处于负值，且在数值上从 

1999年的0．017到 2003年的 一0．089 9逐年下降，其 

原因是三峡库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人口综合素 

质不高，不能满足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可持续 

发展的保障能力较低．结构上，主城7区和库区淹没 

l5区有较大差异，主城区社会发展体系相对健全，但 

是对库区辐射带动作用不足．2001年数据显示，主城7 

区的保障值均为正，淹没 l5区的保障值为正的比例仅 

为33．33％，区域内部保障能力极不均衡．进一步的结 

构分析和政策建议有待后续研究． 

4 结 论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反 

映了库区区域社会保障能力的水平，较好地解释并反 

映了客观实际．指标体系的其它部分的实证将通过其 

它数据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并逐步完善指标体系 将此 

指标体系用于考察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水平，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的制定，从而为实 

现区域内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统一协调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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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the safeguarding capacit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ses som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of safeguarding capacity．Then it takes the data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or example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and provides efficient measurement tools to 

further measure the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safeguarding capacity
， an d therefore help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more scientific polici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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