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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筛选出两型社会发展程度的评价要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综合
发展和两型文化与制度建设），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各具体指标的权重，构造评价两型社会发展水平的 ＦＵＺＺＹ梯形
隶属函数，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株洲市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分析评价结果，给出未来株洲市两型社
会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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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凸显。因此，国家在中部的

改革试验区提出了“两型社会”建设目标，并把“长

株潭城市群”设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

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由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组成，其中，株洲市是“长株潭城市群”中工业基

础最强的城市。株洲属于传统老工业基地，是全国

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经过多年的建

设，形成了以有色冶金、化工、建材为主导的重工业

产业体系，同时，株洲也曾一度被列入“全国十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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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城市”。株洲市的转型目标主要由高消耗、高排

放、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向低消耗、可

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型。

株洲市作为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前沿，自２００７
年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以来，一直在探索一条株洲地区特色的

“两型”化之路。

“两型社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测度和

把握“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与效果的重要工具，是

“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和保

障。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两型社会”指标体系进行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立，还未对两型

社会的综合发展程度进行详尽的分析研究［１－９］。

由于“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动态

过程，建立一套“两型社会”监测评价体系，选用合

适的标准和方法对所取得的成效进行科学评判，找

出存在的问题，校正其发展方向，已是势在必行。

本研究以株洲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构建
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造评价

两型社会发展水平的 ＦＵＺＺＹ梯形隶属函数，建立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株洲市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的
建设成效进行评价，以期为株洲市两型社会发展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　两型社会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两型社会建设成效评价指标的确定

“两型”的含义，一是“资源节约”，二是“环境

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

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

是节约资源，即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

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厉行节约，不

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

较低的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资源节约，

才能环境友好；实现环境友好，必然要求资源节约。

根据对两型社会的理解，以科学性、系统性、可

比性、可操作性及地方特色为原则，选定４个一级
指标和３１个二级指标（见表１）构成两型社会建设
成效监测评价体系，其中一级指标为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综合发展和两型文化与制度建设等四大

类，以契合“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资源节约

类指标侧重评价资源消耗强度及鼓励资源再利用

的技术和手段；环境友好类指标主要评估城市环境

质量，并提倡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综合发展类指

标从宏观上评估“两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效果，综合

反映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结果；两型文化与制度

建设反映公众对“两型社会”建设的参与度和关注

度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与

制度支持。

（二）各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Ｔ．Ｌ．
Ｓａａｔｙ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多方案或多目标的决策方
法。它的基本思想是：将所要分析的问题层次化，

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成

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隶属关

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分

析结构模型，最终归结为最低层（方案、措施、指标

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程度的权值

或相对优劣次序的问题。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要求，首先设计株洲市两型

社会建设指标体系权重调查表，向理论工作者（主

要是高校科研工作人员）、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

发放问卷，然后在此基础建立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

评价模型。经计算（计算过程从略，为方便计算，各

权数都取整数），资源节约要素权重为３１％、环境
友好要素权重为３３％、综合发展要素权重为２０％，
两型文化与制度建设要素权重为１６％。其基本反
映了目前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科

学可行的。当然这些权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的。各项具体指标权

重见表１。
（三）各指标基准值的确定

基准值是衡量两型社会建设各项指标的参照

标准。参考国内外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先

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平均水

平和株洲市的现实水平，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标

准，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和本地区相关的规划

目标，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了合理的基准水平，

选取相关指标值时就高不就低，各指标的两型基准

值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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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标准值及株洲实际值

一级指标指标类属 序号 二 级 指 标
权重
（％）

两型
基准值

２０１２年
实际值

２００７年
实际值

基准值确定的理由

资源
节约
（Ａ）

资源
消耗

资源
回收
利用

节约
模式
推广

Ａ１ 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万元） ８．５ ０．７５ １．０２ １．６４ 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纲，并

参照先进水平

Ａ２ 单位 ＧＤＰ水消耗量
（吨／万元） ３ １００ １４４．８８ ３１９．４４ 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２０１５：１５０，２０２０：１００）

Ａ３ 非农产业单位 ＧＤＰ建
设用地面积（亩／亿元） ４．５ ６００ １３２６．６２５８０．８９ 随着产业升级和土地集约利用，此指标应大大提

高，故设将两型基准高于２０１５年规划目标值

Ａ４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 ３ ９８ ８４．２３ ６５．８４

生态市建设指标（修订稿）及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求达到９５％，考虑株
洲工业发展现实，不做更高要求

Ａ５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２．５ ９０ ８３．８９ ３１．４０ 株洲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

Ａ６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 ２．２ １６ １３ ７．７８

略高于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目标，因地方一级缺乏充分的能源类型选择余地，
非电类能源消耗比重不够大

Ａ７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资源化处理率（％） ３ ９０ ３５．５ １８．８９

参照哈尔滨２００７年《哈尔滨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确定基准值；根据株洲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
目确定目标值。中心城区要求达到１００％，全市９０％

Ａ８ 城镇当年新开工绿色
建筑比率（％） ２．３ ５０ １．２５ ０．８９

２０１４年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２０２０年新增建筑的３０％符合绿色建
筑标准

Ａ９
城镇公共汽车、公共
自行车绿色出行比
率（％）

２ ８０ ７２．５ ６２．７８
目前实际数：公交２１％＋公共自行车１２％＋私人自
行车２％＋步行３０％，未来除原有各项略有提高，另
增加城铁约１０％

环境
友好
（Ｂ）

绿化
水平

达标
排放

空气

噪声

水源

Ｂ１ 市域森林覆盖率（％） ２．４ ６２ ４７．５９ ４７．２６ 株洲市此指标已步入全国先进（第八），未来略有
提高

Ｂ２ 中心城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２．７ ５０ ４５．９９ ３５．０６ 株洲十二五规划纲要２０１５年目标，此目标值已属

高标准

Ｂ３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

!

／人） ２．５ １５ １０．７６ ７．６８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为９，生态市标准为＞＝１１，随着
新公园和新城区公共绿地建设，此指标应超过长沙
现有水平

Ｂ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２．９ ８５ １００ ８０．００ 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

Ｂ５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 ３．１ １００ ８３．５ ５０．００ 株洲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国家生态城市标准及

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Ｂ６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 ３．６ ９５ ８７．０３ ８３．３９

株洲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标准及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Ｂ７ 中心城区清洁能源使
用率（％） ２．９ １００ ５０．７１ ２４．４４ 在现有水平基础上，应有更多元化的清洁能源渠

道。全市８０％，城区９８％以上或１００％

Ｂ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标率（％） ４．８ ９７ ９４．５４ ８９．９７

现有水平已较先进，未来略有提高，采用 ＰＭ２．５指
标后将普遍下降，故未来此指标９７％水平具有较高
先进性

Ｂ９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分贝）

３．３ ５０ ５２．１２ ５４．７２ 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Ｂ１０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４．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作为控制标准

综合
发展
（Ｃ）

经济规模

居民收入

经济
结构

Ｃ１ 人均ＧＤＰ（万元／人） ４．５ １０ ４．６２ ２．４４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实施方
案的通知

Ｃ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人） ５ ６００００ ２３１４３．２１２３３１．２２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１４％增长）

Ｃ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３．３ ４２ ３１．６２ ３０．８６

《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纲
要》２０２０年目标为３５．５％，十二五规划纲要２０１５
目标为４０％，综合调整两型要求为４２％

Ｃ４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４．５ ４０ １８．４３ １４．３８ 《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纲

要》２０２０年目标

Ｃ５ Ｒ＆Ｄ 支 出 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７ ２．５ １．２８ ０．９５ 《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纲
要》２０２０年目标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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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指标类属 序号 二 级 指 标
权重
（％）

两型
基准值

２０１２年
实际值

２００７年
实际值

基准值确定的理由

两型
文化
与
制度
建设
（Ｄ）

文化
教育

法规制度

Ｄ１ 九年义务制教育两型
课程课时数（课时）

２．４ ５０ ４２ ７．７８ 在原有自然、思政课之外开设专门的“两型教育”
课时。小学到高中１２年教育总课时

Ｄ２ 常住人口中两型志愿
者比率（％） １．８ ８ ０．２５ ０．１４ 专门的两型宣传、监督、维护志愿者（环保、生态、

低碳、可持续发展志愿者，持证）

Ｄ３ 公共媒体两型公益宣
传活动次数（次／年） １．９ ５ ０．２５ ０．１４

专门“两型”宣传时段２％，户外广告两型内容达
到１０％。分别测算网站、报纸、电视、户外广告、
公共场所、手机、电信宣传率

Ｄ４ 节 能 家 电 销 售 比
率（％） １．８ １００ ８８ ４２．２２ 销售量：１－２级能效标准达到８０％，３级２０％，４

－５级基本淘汰

Ｄ５ 大型公共场所节能电
器使用率（％） １．８ ９０ ８６ ３２．２２ 根据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确定为９０％

Ｄ６ 发展规划与重大项目
两型审查率（％） ３．３ １００ ９９ ５０．００ 重大项目全部审查，可与环评相结合

Ｄ７ 地方性法规两型修订
率（％） ３ １００ ９５ ５０．００ 与两型建设精神不符的条款最终应得到修订

权重合计 １００

　　（四）各指标标准化处理

指标标准化包括两个过程：一致化处理和无量

纲化处理。一致化处理是将评价指标类型统一。

系统指标分为极大型指标（又称效益性指标、正效

指标）、极小型指标（又称成本型指标、负效指标）、

居中型指标和区间型指标等，各类指标的变化方向

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

综合评价之前，必须进行一致化处理，一般的做法

是将非极大型指标转化为极大型指标［１０］。无量纲

化处理是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原始指标单位及数

值数量级影响的过程，指标无量纲化以后的值称为

指标评价值，可以直接参与系统综合评价。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两型社会监测体系指标的

特点及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要求，现采用参考标准

化的方式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ｘ′ｉ＝
ｘｉ
ｃｉ

（１）

ｘ′ｉ＝
ｃｉ
ｘｉ

（２）

其中，式（１）和式（２）分别为正效指标和负效

指标，ｘ′ｉ为标准化后的指标评价值，ｘｉ为指标原始

数据，ｃｉ为指标基准值。

　　二　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两型社会需要多个指标来刻画其本质与特征，

并且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好与不好，而是采用模糊语

言分为不同程度的评语，由于评价等级之间的关系

是模糊的，没有绝对明确的界限，因此具有模糊性。

对于这种评价问题，利用经典的评价方法存在着不

合理性，而模糊综合评价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

用模糊关系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

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

进行综合性评价［１１］。

（一）确定评价因素

根据上述确定的两型社会评价的四个一级指

标，ＴＴＳ表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指数，则两型社会

的评价因素集为ＴＴＳ＝｛Ａ，Ｂ，Ｃ，Ｄ｝，即ＴＴＳ＝｛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综合发展，两型文化与制度建

设｝，各二级指标的评价因素集分别为 Ａ＝｛Ａｉ｝，

ｉ＝１，２，…，９；Ｂ＝｛Ｂｉ｝，ｉ＝１，２，…，１０；Ｃ＝｛Ｃｉ｝，

ｉ＝１，２，…，５；Ｄ＝｛Ｄｉ｝，ｉ＝１，２，…，７；

（二）确定评语等级

Ｖ＝｛Ｖ１，Ｖ２，···，Ｖｎ｝为每一因素所处的状态

的ｎ种决断，即评价等级。ｎ为评语的个数，一般划

分为３～５等级。

根据株洲的实际情况，考虑将株洲两型社会发

展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即发达阶段、较发达阶段、

中等发展阶段、初级发展阶段和未发展阶段。

根据以上评语等级定义，构造各级发展水平隶

属函数如下：

发达阶段评语隶属函数为升半梯形：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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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ｘ）＝
０ ｘ＜０．９

１０（ｘ－０．９） ０．９≤ｘ＜１

１ ｘ≥
{

１

（３）

较发达阶段评语隶属函数：

Ａ２（ｘ）＝

０ ｘ＜０．７

１０（ｘ－０．７） ０．７≤ｘ＜０．８

１ ０．８≤ｘ＜０．９

１０（１－ｘ） ０．９≤ｘ＜１

０ ｘ≥













１

（４）

中等发展评语隶属函数：

Ａ３（ｘ）＝

０ ｘ＜０．５

１０（ｘ－０．５） ０．５≤ｘ＜０．６

１ ０．６≤ｘ＜０．７

１０（０．８－ｘ） ０．７≤ｘ＜０．８

０ ｘ≥０．













８

（５）

初级发展评语隶属函数：

Ａ４（ｘ）＝

０ ｘ＜０．３

１０（ｘ－０．３） ０．３≤ｘ＜０．４

１ ０．４≤ｘ＜０．５

１０（０．６－ｘ） ０．５≤ｘ＜０．６

０ ｘ≥０．













６

（６）

未发展评语隶属函数为降半梯形：

Ａ５（ｘ）＝
１ ｘ＜０．３

１０（０．４－ｘ） ０．３≤ｘ＜０．４

０ ｘ≥０．
{

４

（７）

将各指标原始指标值标准化处理后代入相应

的发展水平隶属函数，计算得到各指标评语等级的

隶属程度。

（三）进行单因素评判，并求得判断矩阵

单独从一个因素出发进行评价，以确定评价对

象对评价集合Ｖ的隶属程度，称为单因素评价。对

两型社会因素集中所有因素分别作单因素评判，评

判单因素的评语等级Ｖ的隶属度为ｒｉｊ，得出单因素
评判集ｒｉ＝（ｒｉ１，ｒｉ２，．．．．．．，ｒｉｎ），进而得到模糊关系
矩阵：

Ｒ＝（ｒｉｊ）ｍ×ｎ ＝

ｒ１１ … ｒ１ｎ
ｒ２１ … ｒ２ｎ
  

ｒｍ１ … ｒ















ｍｎ

（８）

按照各因素在两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重要程度，利用 ２．２中确定的权重：Ａ ＝

（ａ１，ａ２，．．．．．．，ａｓ），将权重Ａ与隶属度Ｒ相乘得到

被评价对象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Ｂ＝（ｂ１，ｂ２，

…，ｂｊ），ｂｊ表示被评价对象从整体上看对等级 Ｖｊ的

隶属度。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出各指标的

总体评价，多级指标体系结构，按照上述方法从下

而上逐级得出评价值。

　　三　株洲市两型社会模糊综合评价

表１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两层结构，按照模糊

综合评价的原则，必须从底层开始逐级进行评价。

下面以２０１２年为例对株洲市两型社会发展水平进

行综合评价，再用相同的步骤和方法对２００７年株

洲市各指标实际值进行综合评价。

（一）２０１２年株洲市两型社会模糊综合评价

步骤

１．各二级指标模糊评价结果向量的计算。先

计算资源节约二级指标的模糊关系矩阵：

ＲＡ ＝

０ ０．４ 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３ 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９ 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１ ０．





























９ ０ ０ ０

（９）

矩阵中各元素是根据构造的 ＦＵＺＺＹ梯形隶属

函数求出的各指标相对于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其中矩阵的行对应着子系统所属指标，从上到下按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６、Ａ７、Ａ８、Ａ９排列；矩阵的列

对应着评价等级，从左向右按Ⅰ、Ⅱ、Ⅲ、Ⅳ、Ⅴ排

列，如第一行指标 Ａ１（单位 ＧＤＰ能源消耗量），其

２０１２年的标准化数据（参考标准化）为０．７４，将此

值分别代入式（３）、（４）、（５）、（６）、（７），可求得指

标Ａ１相对于评价等级Ⅰ、Ⅱ、Ⅲ、Ⅳ、Ⅴ的隶属度分

别为：０，０．４，０．６，０，０，即得到矩阵第一行的元素。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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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元素均按照这种方法求得。

资源节约因素各指标的模糊权重向量为：

Ａ＝（０．０８５，０．０３，０．０４５，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０２２，

０．０３，０．０２３，０．０２） （１０）

由ＢＡ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Ａ×Ｒ得到：

ＢＡ ＝（０．０４，０．３９，０．２６，０．２３，０．０８） （１１）

ＢＡ即从资源节约子系统来看相对于各评价等

级的隶属度。

同理，求得环境子系统的模糊结果向量为：

ＢＢ ＝（０．５５，０．３４９，０．１，０，０） （１２）

社会综合子系统的模糊结果向量为：

ＢＣ ＝（０，０．１４８５，０．２６，０．５７，０．０２５） （１３）

两型文化与制度建设子系统的结果向量为：

ＢＤ ＝（０．３５，０．４２１８，０，０，０．２３１３） （１４）

２．两型社会建设一级指标模糊评价结果向量

的计算。用各二级指标的模糊结果向量，构成总系

统的模糊关系矩阵：

Ｒ＝

０．１１ ０．２５ ０．４２ ０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７６ 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３３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３３ ０ ０

（１５）

株洲市两型社会总系统的模糊权值向量为：

Ａ＝（０．３１，０．３３，０．２，０．１６） （１６）

求得株洲市两型社会发展评价结果为：

Ｂ＝（０．２５，０．３３，０．１７，０．１８，０．０７） （１７）

３．评价结果分析。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由式

（１７）可以判定，２０１２年株洲市两型社会发展整体

属于较发达阶段（即第Ⅱ级，隶属度０．３３），离发达

阶段（即第Ⅰ级，隶属度０．２５）还有一定差距；从一

级指标来看，环境友好方面处于发达阶段（隶属度

０．５５），资源节约（隶属度０．３９）和两型文化与制度

建设（隶属度０．４２１８）处于较发达阶段，社会综合

处于初级阶段（隶属度０．５７）；从二级指标来看，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资源化处理率、城镇当年新开

工绿色建筑比率、社会综合方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及 Ｒ＆Ｄ支出

占ＧＤＰ比重离基准值还有较大差距，是以后经济

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２００７年株洲市两型社会模糊综合评价

结果

按照相同的步骤，应用株洲市２００７年各指标

实际数据，对株洲市 ２００７年两型社会建设进行

评价：

资源节约子系统的模糊向量

ＢＡ ＝（０，０．０５１６，０．２２１，０．３８１，０．３４６） （１８）

环境子系统的模糊结果向量为：

ＢＢ ＝（０．２２８，０．４７６，０．１７，０．０４６，０．０７９） （１９）

社会综合子系统的模糊结果向量为：

ＢＣ ＝（０，０．１６５，０，０．２４３，０．５９２） （２０）

两型文化与制度建设子系统的结果向量为：

ＢＤ ＝（０，０，０，０．５７４，０．４２６） （２１）

两型社会发展评价结果：

Ｂ＝（０．０７５，０．２０６，０．１２５，０．２７４，０．３２） （２２）

评价结果分析：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由式

（１８）可以判定，２００７年株洲市两型社会发展整体

属于未发展（即第Ⅴ级，隶属度０．３２）向初级阶段

（即第Ⅳ级，隶属度０．２７４）过渡，这一结果符合株

洲市当年两型社会建设实际情况；从一级指标来

看，环境友好方面处于较发达阶段（隶属度 ０．

４７６），资源节约（隶属度０．３８１）和两型文化与制度

建设（隶属度０．５７３）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综合处于

未发展级阶段（隶属度０．５９２）。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动态

过程，对其建设成效需要准确理解“两型社会”的内

涵，选用合适的指标、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进行评

价。本论文建立了株洲市两型社会评价的指标体

系，结合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参

考国内外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先行先进的

国家和地区及其城市的经验，参照国家与有关部门

标准，确定了各指标的两型基准值；构造了评价两

型社会发展水平的 ＦＵＺＺＹ梯形隶属函数，建立了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株洲市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的

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

１．株洲市从２００７年获批“两型社会”试验区以

来，两型社会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效，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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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处于未发展阶段，经过５年的

发展，２０１２年已进入较发达阶段；各二级指标水平

都有提高，其中成效最好的是资源节约和两型文化

与制度建设两方面，都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较发达

阶段的两级跨越。

２．株洲市通过狠抓污染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和

环保管理等措施，积极打造宜居城市，在环境友好

方面达到了发达阶段水平，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其中心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等指标更是达到了较高的

标准。

３．株洲市以后应进一步做好产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加快新型工业化，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努力改造传统产业，打造区域性产业，在做

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大力度提

高人均收入。

４．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增

加高新技术产业Ｒ＆Ｄ的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减少

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两型社会建设是动态的过程，两型社会建设管

理实施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动态监测，每半年或

一年收集各指标的实际值进行测算，进行各指标值

的纵向比较，以便实时掌握两型社会建设实际情

况，确保两型社会建设按照预计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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