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３

云龙示范区“两型”产业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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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龙示范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五大示范区之一。通过对现有“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首先指出资源节约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首要任务，环境友好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基础，综合绩效是“两型”产

业培育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新能力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后提出适应云龙示范区长株潭现代服务业中

心的功能定位要求的“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总结出 “两型”产业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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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届五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正式将其确定

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

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

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

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十七大把“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中国共产党

章程（修正案）》，表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并成为我

国的国策来施行。

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国
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简称长株

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明确指出：推

进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要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各自实际出发，根据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各

个领域的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

胆创新，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

境相协调，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新路，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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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理论是建立在绿色经济与清

洁生产理论、区域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循

环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

云龙新城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五大示范区

之一，且处于长株潭城市群绿芯。根据云龙示范区

产业发展的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定位，其引进

项目与产业的“两型”性与否是“两型”示范建设的

关键。因此，必须建立适应云龙示范区“两型”社会

建设的“两型”产业评价体系，以加强云龙产业发展

布局及项目引进的指导。

　　一　产业政策理论概述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

目标而制定的有特定产业指向政策的总和。它是

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及各种产业内企业

的某种经营活动所采取的政策总和”（小宫院太郎，

１９８８年），产业政策的本质是政府不同程度上对经
济的干预。正式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法国
的第五次经济开发计划（１９６５－１９７０），现已逐渐发
展成为政府实施保护、促进和扶持产业发展的经济

政策。同时产业政策也从最初的后进国家为赶超

发达国家而采取由国家实施保护和扶持本国产业

的经济政策，变成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国

家都采用的普遍的经济政策。

产业结构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指通过确定产业的构成比例、相互关系和产

业发展序列，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实施

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可分为三类：产业间结构政

策、产业内部结构政策和专门产业结构政策。

产业结构政策的宗旨是以技术进步来不断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就会对循环

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生作用。产业结构优化

是指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即产业

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的过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的经

济技术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趋向协调平衡的过程，

主要是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的要求。

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各大类产业之间、各大类

产业内部的具体产业部门之间数量比例合理、投入

产出均衡，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产业结构与

资源结构相协调，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类型构成恰当。

环保产业和节约、保护、高效利用资源的产业等“两

型”产业得到适当发展，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

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　“两型”产业评价体系研究综述

“两型产业”是指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

目标，以高科技、低消耗、环保性、循环型为主要生产

方式的产业（朱晓燕，２０１０年）。“两型”产业既强调
产业生产工艺过程与技术的“两型”性，又要突出产

业提供的产品、服务的“两型”性。而产业“两型”化

是指区域传统产业、优势产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两型”技术进行改造提升，整个产业体系“两型”适

应发展要求，如何评价产业“两型”化、“两型”产业应

有何种评价标准，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

索。特别是自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获批“两

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两湖学者加

大了对“两型”产业、产业“两型”化指标体系及评价

研究，湖南省长株潭办公室牵头制定并颁布了“两

型”相关标准，这些研究成果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

社会建设起到了较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湖南师范大学《“两型”产业评价体系》述评

早在２００８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吴娟在刘茂
松教授指导下就进行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

产业评价体系及政策研究》（吴娟，硕士论文，２００８．
６），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产出、社会生活与制度环境五个层面构

建“两型”产业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见表１），各个
二级指标再分成几个对应的三级指标，采用因子分

析法对区域产业“两型”化水平进行具体评价。

表１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市群

“两型”

产业评

价体系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技术

创新

能力

产业结构

调整和

产业产出

社会生活

与

制度环境

万元ＧＤＰ能耗（吨标煤／万元）
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率（％）
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
单位ＧＤＰ电耗（千瓦小时／万元）
万元工业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吨／万元）
万元工业产值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吨／万元）
亿元工业产值固体废物排放量（吨／亿元）
城市园林绿化覆盖面积（公顷）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万元）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万元）

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件）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万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万人）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人均生活用水（吨／人）
城镇人均生活消费用电（千瓦小时／人）

　　资料来源：吴　娟，《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产业评价体系及政策研
究》，［Ｄ］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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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以看出，这个评价体系不是针对具体
产业的“两型”性进行评价，而是对区域产业“两

型”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反映出区域产业的发展

趋势，无法用该评价体系来确定或评价哪一个产业

是“两型”产业。

（二）中南大学《区域产业两型化发展水平评

价研究》述评

中南大学商学院冷俊峰、杨赛鑫、李金保等在

阐述产业两型化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

两型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主成分评价方

法，并对区域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

区域产业两型化发展的若干对策。

该研究根据产业两型化发展内涵，确定从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产业构成、创新能力４个方面进行
评价，每个方面包含４个指标，共１２个指标，全部
为正向指标，具体见表２。

指标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其数据处理

过程大体是：按正态分布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以消除不同因素的量纲影响；计算各因素两两相

关矩阵以及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以各

个特征根来计算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按累计方

差贡献不小于８５％选取主成分个数；列出选取的
各主成分和各因素的关系方程，计算各样本的主

成分得分。最后，以方差贡献所占比例为权数，计

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表２　产业两型化发展评价指标

代号 指标 计量单位

Ｘ１ 单位能耗ＧＤＰ产出
万 元／ｔ

标煤
资源节约 Ｘ２ 单位取水量工业增加值 万元／ｍ３

Ｘ３ 工业用地效率 万元／ｈｍ３

Ｘ４ 单位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工业增加值 万元／ｔ

环境友好 Ｘ５ 单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工业增加值 万元／ｔ

Ｘ６ 单位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工业增加值 万元／ｔ

Ｘ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

产业构成 Ｘ８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

Ｘ９ 规模工业增加值与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比值 倍数

Ｘ１０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年平均从业

人员的比重
％

创新能力 Ｘ１１
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

收入的比重
％

Ｘ１２
工业企业研究开发Ｒ＆Ｄ经费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
％

　　资料来源：冷俊峰，杨赛鑫，李金保，区域产业两型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１（０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这个评价体系也不是针对具
体产业的“两型”性进行评价，而是对区域产业“两

型”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反映出区域产业的发展

趋势，同时也无法用该评价体系来确定或评价哪一

个产业是“两型”产业。

（三）武汉理工大学《“两型”约束下区域产业

选择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述评

王鹏翔、解佳龙在回顾“两型”视角下区域产业

选择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区域“两型”产业选

择的基本原则与流程（见图１），划定了产业选择的
评价、调整、改善、互动四个阶段，并从资源环境支

撑力（资源节约度和环境友好度）、产业成长竞争力

（科技创新度和市场运营度）、持续协同发展力（经

济循环度和社会和谐度）三个维度，设定了评价指

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由３个一级指标、６个二级
指标和４５个三级指标构成，结合指标体系与产业
选择特征，运用 ＡＨＰ－ＦＣＥ法构建了“两型”约束
下区域产业的选择评价模型。

该研究首次提出了区域 “两型”产业选择流

程，从选择流程方面看，只是定性地对产业进行

“两型”性评价，而没有定量评价，不便于实际运

作。评价指标设置过多，有些指标难以通过统计

年鉴采集。

图１　区域“两型”产业选择流程图

　　（四）湖北大学《武汉城市圈“两型”产业综合
评价及分区研究》述评

赵亮，王婧研究从资源节约度、环境友好度以

及产业经济的发展潜力三个维度考察，构建评价

“两型”产业的指标体系（见表３），并利用层次分析
法计算出各二、三级指标的权重，为“两型”产业的

评价提供了理论上的方法。并在模型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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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的具体指标构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影响 Ｅ－Ｒ－Ｅ系统的主因子，
归一化处理后构建对应具体指标综合评价模型，结

合各地区指标变化作“两型”产业的综合分区评价。

表３　“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Ａ） 一级指标代号（Ｂ１）二级指标代号（Ｃ１）三级指标代号（Ｄ１）

经济－资源－环境

发展评价

资源利用

水平
Ｂ１

资源耗用 Ｃ１

耗用效率

耗用均量

耗用总量

Ｄ１

Ｄ２

Ｄ３

资源生产 Ｃ２

循环利用

矿产开发

能源产量

Ｄ４

Ｄ５

Ｄ６

资源条件 Ｃ３

水资源

矿产资源

土地资源

Ｄ７

Ｄ８

Ｄ９

环境影响

程度
Ｂ２

环境水平 Ｃ４

生产容量

环境效应

环境容量

Ｄ１０

Ｄ１１

Ｄ１２

环境压力 Ｃ５

生态退化

环境污染

环境破坏

Ｄ１３

Ｄ１４

Ｄ１５

经济－资源－环境

发展评价

环境影响

程序
Ｂ２

环境抗逆 Ｃ６

环境治理

环保投入

科技投入

Ｄ１６

Ｄ１７

Ｄ１８

产业水平 Ｃ７
总值

均值

Ｄ１９

Ｄ２０

产业经济

发展
Ｂ３

部门结构 Ｃ８
产业比重

从业比重

Ｄ２１

Ｄ２２

产业效益 Ｃ９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Ｄ２３

Ｄ２３

　　资料来源：赵　亮，王　婧．武汉城市圈“两型”产业综合评价及分区研

究［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０（１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２４个三级指标中，相当多的
指标并不能量化，或数据很难从统计年鉴获取。实

际案例计算中也不是采用２４个指标，而是在年鉴
上可顺利获取的３６个指标。

（五）湖南省相关“两型”标准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省政府为指导湖南两型化
发展，对外发布了 １２项两型社会建设标准，涉及
“两型”产业、园区、企业、村庄、县、镇等首批宏观层

面建设标准，还包括了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两

型”机关、家庭、学校、医院、社区、农村等建设标准。

其中涉及产业部分的主要是《“两型”产业分类标

准（试行）》、《产业“两型”化发展水平评价标准（试

行）》和《“两型”技术与产品认定标准（试行）》。

在《“两型”产业分类标准（试行）》中，“两型”

产业划分为“两型”服务业、“两型”制造业和“两

型”高新技术产业三大类。在该标准“两型”产业

分类表后注中，定义“两型”服务业：即从生产过程

看环境污染较低、资源消耗较少的生产经营活动所

在的服务业，共有２７个行业大类２４７个行业小类。
“两型”制造业：即产品或服务能直接应用于改善环

境、防治污染、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的制造业，共有

１０个行业大类６７个行业小类。“两型”高新技术
产业：指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有利于改善环境、防治

污染、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的高新技术开展的生产

经营活动。

在上述三个“两型”产业定义中，“两型”制造

业、“两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定义有明显的概念错

误，如新能源产业中太阳能多晶硅的生产是高耗

能、高环境污染风险的产业，而且，其技术要求相当

高，但其产品多晶硅晶片及其组件却是可再生能源

的关键设备，从行业整体分析，它既不能划归“两

型”制造业，也不能认为是“两型”高新技术产业。

从产业核心技术工艺或采用强腐蚀性、高毒性原料

情况和环境污染分析或潜在污染风险分析方面考

虑，对长株潭“两型”产业标准分类目录中典型产业

进行分析探讨（见表４），尽管这些产业有可能是高
新技术产业，甚至是国家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特定的产业功能区，这些产业是不能作为

“两型”产业进行项目引进和布局的。

表４　湖南省部分产业“两型”性分析

产业名称
核心技术工艺

及采用强腐蚀性、高毒性原料情况

环境污染

或潜在污染风险

核燃料加工

工艺包括核化工转化、粉末冶金、机械加工、组件组装

四个部分。核化工转化包含 ＡＤＵ湿法生产和 ＩＤＲ干
法生产，湿法生产排放放射性废液。

产生放射性废液、核废料；排放含二氧化硫、烟尘等工

艺废气，非放射性废物，如含氨氮、氟离子、硝酸根等

污染物质的废水，污染地下水、地表水；存放大量放射

性固体废物，存在放射性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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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名称
核心技术工艺

及采用强腐蚀性、高毒性原料情况

环境污染

或潜在污染风险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加工制造业

我国大气污染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关

系密切；化工企业在对生产原料加工过程中，大约有

三分之二可以转化为产品，约三分之一转化为废物和

污染物。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化学污染已经成为地

球面临的一大环境威胁。

化学工业在加工、运输、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等各

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危及生态环境和人类健

康；化学工业所产生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长期

性；化学工业“三废”污染物具有种类多、数量大、毒

性高的特点。

医药制造业

制药工业是当今发展快速的产业之一，相对于其它产

业，制药工业产品种类多，生产工艺过程复杂，原材料

投入大，产出比小，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是实施减排的

重点行业。采用强酸、强碱。

在制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染物浓度高、水量

大、组分复杂，废水中含有大量难生化降解的化学物

质和残留的药物成分，同时还有高含氮、含硫酸盐以

及盐类物质等，废水的可生化降解性差。其水污染防

治问题多年来制约着行业的发展。

废弃资源和

废旧材料回收加

废电子产品（如电池、打印机、复印机、电脑、传真机、

光盘等）均含有重金属。

区域土壤污染，排放废水，产生有毒危险固体废物，重

金属污染风险

“两型”高新技术产业

电子信息设备制造
生产工艺过程中使用重金属、ＰＢＤＥ、ＰＢＢ等有毒有害
物质及元素

产生重金属污染、有毒有害废物；生产、使用和回收环

节都产生污染及人体健康危害。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药用植物克隆组培，到药用植物种植、医药

中间体生产、医药研发、中试、成药生产等产业链；生

产过程中使用生物质、大量的新鲜水及其他化学品，

产生大量废水及药渣。

高浓度有机物污染；高含水固体废物；废水中 ＣＯＤ浓
度高。

中药与天然药物
中药材洗涤、提取过程中，使用大量新鲜水和乙醇，产

生含乙醇废水和中药渣

高浓度有机物污染；高含水固体废物；废水中 ＣＯＤ浓
度高。

化学药物

当前，我国原料药生产的工艺水平、装备水平和自动

化程度都很低，更多的是靠拼劳动力成本，拼产量和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体现产品的竞争力。化学原料药

的前体和中间体工厂规模宏大，产能惊人，也是比原

料药厂耗能和污染更高的企业。

化学原料药的生产属于污染大户，产生污染的原因是

化学合成工艺比较长，反应步骤多，在原料的组成中，

组成化学结构的原料只占原料消耗的５％ ～１５％，而
辅助性原料等却占原料消耗的绝大部分，而这些原料

大部分转化为“三废”，部分产品对深层地下水的污染

是几十年后也处理不了的，潜在危机相当严重。

新剂型及制剂
生产过程中使用医药中间体，部分进入产品，其他以

废物排放，污染水体
高浓度有机物污染；废水中ＣＯＤ浓度高。

轻工和化工生物

在生物化工的各个行业中，由于淀粉、啤酒、酒精、味

精、柠檬酸、抗生素的产值较大，环境污染严重，尤其

引起人们重视。

高浓度有机物污染；废水中ＣＯＤ浓度高。

现代农业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及其他化学品，引起生态环境问

题，包括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苗木花

卉是高耗水产业。

农业面源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主要是施用磷肥），

土壤肥力下降，农药残留污染，畜禽集约养殖污染。

新材料
新材料制备过程中，要采用强酸、强碱及一些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

排放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某些情况下还有重金

属污染、放射性污染。其污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稀土新材料

稀土采矿、选矿产生大量的尾矿、尾砂等固体废弃物，

同时有放射性污染问题。稀土冶炼、萃取分离生产过

程中，使用大量的酸碱、萃取剂等化工原材料，产生大

量的废气、废水、废渣。

固体废弃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废水、废气污染。大部

分稀土生产企业，环保治理设施不完善，有的小稀土

冶炼厂没有环保治理设施。排放的“三废”对大气、水

体、土地造成了污染。

新型高效能量

转换与储存

电池生产中使用有害物质主要有汞、镉、铅等有害重

金属。

重金属污染风险，废电池的污染及其治理已成为社会

最为广泛关注的环境保护焦点之一。

汽车关键零部件

和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采用有毒、有害物质及重金

属元素。

电磁辐射污染、重金属污染、电子垃圾污染；气体、光、

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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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两型”产业指标体系构建

（一）“两型”产业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两型”产业指标体系构建的目的是指导工业

园区在确定产业发展规划、规范引进项目与工业园

区产业功能区定位相符的“两型”标准，其构建应遵

循以下原则：

１．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评价工作得以进行
的基础和前提。指标体系的建立应遵循客观规律，

从而使评价结果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客观实际。把

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内在特征和要求，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基本尺度。

２．系统性原则。系统性要求体系不能是指标
的简单堆砌，而应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两型”产

业指标要从整个产业链的全过程来测度和评价，即

既要确保产业生产过程中资源节约性与环境友好

性，同时也要考虑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技术及其服

务的“两型”性，产业链所处的高、低端程度也是明

确产业“两型”性的重要依据。

３．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是衡量会计信息
质量的一般原则，是指所选择的指标在计量口径、计

量方法和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在时间和范围上具有一

致性。它要求指标设计要内涵一致、尺度统一。

４．动态性原则。发展“两型”产业，既是一个
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其评价指标体系应与时俱进，

充分反映出动态变化的特点。在评价指标的选取

上，应尽量选择既能够量化、又能描述系统运行的

动态指标以评价“两型”产业发展进程。此外，评价

指标的选取应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功能区演化的

变化加以调整。

５．层次性原则。“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综合

绩效和创新能力等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可

以分解为若干个亚子系统，亚子系统下可设置多个

观察目标。因此，应根据不同层次分别选取指标，

使人们对各层次的信息有清晰的了解。

（二）“两型”产业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依据

要确定某个产业是否属于“两型”产业，需要从

产业链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综合绩效和创新能

力四个方面来评价，为此，我们选取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综合绩效和创新能力作为“两型”产业指标体

系（见图１）的４个一级指标。
１．资源节约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首要

任务。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能

源消耗的快速上升，全球化条件下对能源的依赖将

进一步加剧，而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部分能源日趋

紧张，节约资源势在必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

撑，也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降低能耗增加产出是

产业要坚持的方向。因此，在资源节约这个一级指

标中，选取资源消耗、资源产出、综合利用和产业集

群资源共享指标４个二级指标，其中资源消耗选取
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万元生产总值新鲜水耗和

万元生产总值土地消耗３个三级指标；资源产出选
取能源产出率、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 ２个三级指
标；综合利用选取工业废水再生率、工业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３个三级指
标，产业集群资源共享选取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及信

息化管理、应用升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能源

管理、污染治理设施共享，员工技术、文化再教育及

技能培训４个三级指标；该１２个指标能较好的反
映某个产业生产过程当中资源节约程度。

２．环境友好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首要
任务。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人类构建两型社会的基

础。当前主要的全球环境问题一般归纳为：大气污

染、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土壤退化、垃圾泛滥、资源

短缺、酸雨、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

减等１０个方面，被称为世界环境十大问题。在环
境友好一级指标中，选取三废治理与控制、污染物

负荷、碳排放控制、放射性污染控制、劳动保护与安

全防护指标５个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分别
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ＣＯＤ
排放量、ＳＯ２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
水排放负荷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负荷率、ＣＯＤ
排放负荷率、ＳＯ２排放负荷率、ＣＯ２排放负荷率，年
人均碳排放量、产业增加值碳排放强度，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率，满足噪声国家标准要求、产业（项目）

公共绿地率、产业员工公共健身与娱乐场地、行业

全员安全事故发生率和行业安全设施完好率。该

１８个指标能较好的反映某个产业生产过程当中环
境友好程度。

３．综合绩效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必然
结果。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结果

必然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种革新，在生产发展的同

时生态文明也得到长足发展。也必然会促进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加。所以，在综合绩效这一指标当中，选取社

会贡献、市场占有、技术进步贡献和行业全员劳动

生产力４个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是产业增
加值对ＧＤＰ贡献率、产业对就业贡献率、产业人均
收入、劳资矛盾化解率、行业全员社会救助与慈善，

产品市场占有率，技术进步贡献率，人均 ＧＤＰ这８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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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创新能力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必要
条件。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是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要条件。区域的创新能力已日

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和参与世界经济

结构调整的决定因素。本指标体系的创新能力三级

指标主要由通过相关行业部门技术鉴定或产品质量

认证、符合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产品认定、全行

业Ｒ＆Ｄ投入占销售收入比率、省级以上技术创新平
台、处于技术链与产业价值链高端、技术或产品专利

授权量、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等评价指标组成。

（三）“两型”产业评价

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性是确定某一产业（项

目）是否“两型”的充分必要条件，政府经济政策制

定时就有明确遏制“二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

资源型）产业的政策措施。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和低碳城市建设战略的实施，结合我国环境

污染治理技术和环保设施管理现状，对于高能耗产

业，工艺中使用强腐蚀性、高毒性原料的产业，尽管

采用先进节能技术、污染治理技术，产业综合能耗

仍然很高，外排废水、废气中污染指标能达到国家

环保要求，但产业工艺系统中会产生高毒性气体、

废水及大量废水、废气、废渣排放，这些产业必须排

除在“两型”产业外。因此，“两型”产业评价中，首

先设置６个“两型”产业基本要求的“一票否决”指
标（见图２），只有同时满足６个指标，才能进行更
深入的“两型”产业指数评价（见表５）。

（四）“两型”产业评价指数评价计算过程

１．指标无量纲处理。无量纲处理的计算公
式为：

Ｘ０ｎ
Ｘｉｎ

正向指标：Ｙｎ＝Ｘ１ｎＸ０ｎ逆向指标：Ｙｎ＝
Ｘ０ｎ
Ｘ１ｎ

公式中，０表示基期，１表示报告期，ｎ表示评价
指标序号，ｎ＝１，２……，ｉ（ｉ为评价指标个数）。Ｘ０ｎ
为第ｎ个评价指标的基期数值，Ｘ１ｎ为这一评价指
标的报告期数值，Ｙｎ为第ｎ个评价指标经过无量纲
处理后的数值。

２．赋予指标权重。按专家评价法（德尔菲法
或层次分析法）对四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二级指

标赋予权重。

３．计算一级指标指数和总指数。将某一评价
指标经无量纲处理后的数值（Ｙｎ）乘以其权重，即
得到这一评价指标的单项指数。将每一个一级指

标中各项单项指数相加即可得一级指标指数，将各

一级指标指数相加即得到总指数。

图２　“两型”产业评价指标程序

“两型”产业综合评价指数Ｙ＝∑
ｎ＝４５

ｎ＝１
ＹｎＣｎ

对于云龙示范区而言，其功能定位为长株潭城市

群现代服务业中心，“两型”产业标准与其他产业功能

区的“两型”产业标准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根据上述

评价程序和评价指标指数的计算，就可以对进入云龙

示范区的产业进行“两型”性评价和指数计算。

　　四　云龙示范区“两型”产业评价应用与结论

云龙示范区在云龙新城建设过程中，坚持“两

型”理念和规划引导。其一是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

展规划及研究中，按照“两型”产业评价方法对存量

产业进行梳理，明确其产业战略转型与提升技术路

线；其二是根据功能定位，对拟发展的产业与引进

项目进行“两型”性研究，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其

三是根据“两型”产业评价与指标体系，对拟引进企

业、项目进行评估，明确招商策略。云龙产业发展

定位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重点发展实用技术教

育培训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科技研发产业、金融与

商务服务业、休闲旅游产业、现代物流与高端制造

业及生活性服务业等于一体的“两型”产业体系，建

设高端云龙、生态云龙、文化云龙、休闲云龙，充分

发挥云龙示范区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产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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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方向性 指标指数 权重

资
源
节
约

资源消耗

指标

资源产出

指标

综合利用

指标

产业集群

资源共享

指标

１ 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 吨标煤／万元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 Ｃ１

２ 万元生产总值新鲜水耗 吨／万元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 Ｃ２

３ 万元生产总值土地消耗 公顷／万元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 Ｃ３

４ 能源产出率 万元／吨标煤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４ Ｃ４

５ 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 万元／吨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５ Ｃ５

６ 工业废水再生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６ Ｃ６

７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７ Ｃ７

８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８ Ｃ８

９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及信息化管理、

应用升级
———

建立行业公共信息平台，制定信息

化规划，推行电子结算、电子办公
Ｙ９ Ｃ９

１０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
建立行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导

行业技术、产品标准的研究、制定
Ｙ１０ Ｃ１０

１１ 能源管理、污染治理设施共享 ———
建立服务于产业功能区的能源配送与

管理中心，污染物集中处置处理中心
Ｙ１１ Ｃ１１

１２
员工技术、文化再教育及技能培

训
———

建立员工再教育培训机构，实施培

训制度
Ｙ１２ Ｃ１２

环
境
友
好

三废治理

与

控制指标

污染物

负荷

指标

碳排放

控制指标

放射性污染

控制指标

劳动保护

与

安全防护

指标

１３ 工业废水排放量 立方米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３ Ｃ１３

１４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吨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４ Ｃ１４

１５ ＣＯＤ排放量
!

／升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５ Ｃ１５

１６ ＳＯ２排放量 !

／Ｎｍ３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６ Ｃ１６

１７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７ Ｃ１７

１８ 工业废水排放负荷率 ％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８ Ｃ１８

１９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负荷率 ％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１９ Ｃ１９

２０ ＣＯＤ排放负荷率 ％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０ Ｃ２０

２１ ＳＯ２排放负荷率 ％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１ Ｃ２１

２２ ＣＯ２排放负荷率 ％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２ Ｃ２２

２３ 年人均碳排放量 吨／人．年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３ Ｃ２３

２４ 产业增加值碳排放强度 吨碳／亿元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４ Ｃ２４

２５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率 ％ １００％ Ｙ２５ Ｃ２５

２６ 满足噪声国家标准要求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Ｙ２６ Ｃ２６

２７ 产业（项目）公共绿地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７ Ｃ２７

２８ 产业员工公共健身与娱乐场地 平方米人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８ Ｃ２８

２９ 行业全员安全事故发生率 １／百万 逆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２９ Ｃ２９

３０ 行业安全设施完好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０ Ｃ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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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方向性 指标指数 权重

综
合
绩
效

社会贡献

指标

市场占有

指标

技术进步

贡献指标

行业全员

劳动生产力

指标

３１ 产业增加值对ＧＤＰ贡献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１ Ｃ３１

３２ 产业对就业贡献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２ Ｃ３２

３３ 产业人均收入 万元／人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３ Ｃ３３

３４ 劳资矛盾化解率 ％ Ｙ３４ Ｃ３４

３５ 行业全员社会救助与慈善 万元／人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５ Ｃ３５

３６ 产品市场占有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６ Ｃ３６

３７ 技术进步贡献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７ Ｃ３７

３８ 人均ＧＤＰ 万元／人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３８ Ｃ３８

创
新
能
力

技术认定

和

产品认证

指标

产业创新

体系建设

指标

技术链和产

业价值链

升级指标

专利技术

成果及

其转化率

指标

３９
通过相关行业部门技术鉴定或产

品质量认证

如通过国家节能产品认证、节水产

品认证或环保产品认证或 ＣＱＣ标
志认 证、ＣＣＣ 标 志 认 证 以 及
ＩＳＯ９０００ 系 列 标 准 认 证 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认证等

Ｙ３９ Ｃ３９

４０
符合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产

品认定

参照《关于编制《中国高新技术产

品目录２００９》的通知》（国科办计
［２００９］６１号）、《国家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国科发火［２００８］
１７２号）

Ｙ４０ Ｃ４０

４１ 全行业Ｒ＆Ｄ投入占销售收入比率 ％ 正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Ｙ４１ Ｃ４１

４２ 省级以上技术创新平台 ———
建成省级、国家级技术中心，工程

研究中心
Ｙ４２ Ｃ４２

４３ 处于技术链与产业价值链高端
建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供

系统、集成服务，行业标准制定者。
Ｙ４３ Ｃ４３

４４ 技术或产品专利授权量 件

至少包含一件发明专利、或２件实
用新型专利、或３件外观设计或软
件著作权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Ｙ４４ Ｃ４４

４５ 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 ％ ≥７０％ Ｙ４５ Ｃ４５

　　注：带为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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