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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建设评价

——以株洲市云田村为例

宋丽美 1，赵先超 1，陈光明 2

（1. 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 株洲云龙规划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通过多层次综合指标评价法，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 3 方面构建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

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云田村为例，对其 2014 年的生态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云田村生态建

设综合得分为 71.9，其中生态环境得分 20.3，生态经济得分 29.1，生态社会得分 22.5，3 个维度的生态文明建

设指数分布均衡，发展相对协调；2）村镇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满足国家生态村相关标准要求；

3）主导产业明晰，耕地得到有效保护，符合生态农业发展要求；4）基础设施齐全，但使用率低，乡村政务管

理和文化建设方面水平较低，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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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ang-Zhu-Tan Area：
A Case Study of Yuntian Village

SONG Limei1，ZHAO Xianchao1，CHEN Guangming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Zhuzhou Yunlong Planning &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Abstract：By adopting the multi-level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an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ang-Zhu-Tan Area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ree aspects, i.e. eco-environment, eco-
economy, eco-society, followed by a case study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Yuntian village in 
2014.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Yuntian village 
is 71.9, respectively, 20.3 in its eco-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29.1 in its eco-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22.5 in its 
eco-soci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ex distributed evenly and 
coordinated harmoniously in the process; 2) as for its eco-enviornmental development, the r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have been remarkably improved, fully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 3) as for its ec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stinctive leading industry is well preserve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effectively protected,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ec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4) as for its eco-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the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complete while rather 
low in its utilization rate, ru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aspects need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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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ecological village；evaluation system；Chang-Zhu-Tan area；Yuntian village

0 引言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和环境问题成

为全球性问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被广泛提及的同

时也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生态文明”“美

丽乡村”的概念，从国家层面到市域、县、镇、村

纷纷提出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方向。为了实现

城市和乡村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更是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尽管各个层面提出许多生态建设口号，但

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令人堪忧。乡镇企业

造成的环境污染逐年增加，由于环保意识淡薄和重视

程度不够，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没有得到统一有效管

理，农户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随便倾倒，流向田头沟渠、

池塘、路边，造成脏乱差的农村风貌。

湖南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两型社会”是

解决当前资源和环境矛盾的有力手段，而生态乡村建

设有利于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是湖南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

措 [2]。鉴于此，课题组拟进行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建

设评价工作，考察分析其生态发展状况，并将其与国

家级生态乡村示范村进行比较，以期更清晰地明确其

发展状况。评价结果对长株潭地区生态建设的相关规

划和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管理部门可通过有效

的调控措施促进生态农村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农村地

区生态文明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

1 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生态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指标、多目

标的综合系统。我国生态乡村在建设实践研究中，往

往从系统理论出发建立评价模型，研究中较多采用层

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确定权

重，把多个描述评价事物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

指标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

1.1 评价模型

生态乡村建设水平可通过定量的生态乡村建设

指数来反映，其评价模型为

                           ，                        （1）

式中：Ci 为各评价指标项的建设指数；

Wi 为反映每个指标层在目标层中重要程度的权

重值；

Fi 为研究区各指标项的总得分。

1.2 权重确定方法

依据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首先，明确问题的范

围、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建立

层次结构，将影响因素按照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

层的顺序排列；接下来建造判断矩阵，表示上一层

次元素与该层次中有关元素相对重要性。例如，有 n
个指标 {A1, A2, …, An}，aij 为 Ai 相对于 Aj 的相对重

要判别值，aij 取 1, 3, 5, 7, 9 等 5 个等级标度，其中，

若 Ai 与 Aj 同等重要，aij 为 1；若 Ai 较 Aj 重要一点，

aij 为 3；若 Ai 较 Aj 重要很多，aij 为 5；以此类推。2, 
4, 6, 8 等级则表示判别值的中间值，比如重要程度介

于 1 和 3 之间，可用 2 表示。判断规则如表 1 所示。

构建判断矩阵 A 后，进行层次排序和计算判断

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权重向量 W=[W1, W2, …, 

Wn]
T，对 进行归一化，求出判断矩阵 A 的最大特

征根 λmax。则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公式为

                          ，

当对各元素的重要性判断完全一致时，CI=0；CI 越
大，则一致性越差。当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全部通过，

即可确定每一层次各指标的权重。

1.3 指标评分方法

根据指标获得的难易度，分别采用标准值法和上

下限法对指标进行评分。

1）标准值法

对于可获得标准值数据的指标，根据评分指标的

表 1 两指标重要性判断标准

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two indicators

判断值

1
3
5
 

2, 4, 6, 8
倒数

判 断 标 准

两者同样重要

一个比另一个稍微重要

一个比另一个明显重要

 
介于上述两个判断标准之间

指标 i 较 j 的重要性为 bij，则 j 较 i 的重要性为 1/bi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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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值和权重以及相关数据的标准值采用以下公

式来计算，即

                         ，                      （2）

式中：fi 为第 i 项指标的评分值；

Ki 为调节系数；

Xi 为第 i 项指标实际值；

Ci 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值。

为了便于计算，各项指标得分控制在 100 之内，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误差，调节系数取 60。
采用标准值评分法指标的总分值为

                           ，                        （3）

式中：n 为采用标准值评分法的指标数量；

Wi 为第 i 项指标对应权重。

2）上下限法

对于不易获得标准值的指标，根据云田村实际情

况给指标规定一个取值范围，即上下限范围，根据以

下公式计算，即

    ，  （4）

式中 ds 和 dx 分别为第 i 项指标的上下限标准值。

  同上，为了便于计算，且使得各项指标得分控制

在 100 之内，调节系数取 60。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区域为湖南省株洲市云田村，指标数据主

要来源于《株洲市城市统计年鉴 2015》、株洲市政

府官方网站各辖区 2014 年的统计资料、株洲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由于乡村发展现状及统计年鉴

中数据的不完善，大部分指标数据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获得，部分指标取自云田村上一级行政单位云龙示范

区的相关数据。

2 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乡村在实践上的定位可概述为：经济发达、

生活富裕、环境优美、资源节约、高效低耗、良性循环、

持续发展，在村庄建设和农业经济发展实现整体整

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高度统一 [3]。长株潭

地区生态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不仅是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同时必须强调生产效率，

减少污染排放，且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并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需求，注重发展现代农业，将传

统和现代农业技术有机结合，建立生态合理、经济

有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 [4]。所以生态乡村评价指标

既要有体现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还要有反映经济

发展、产业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综合指标。

2.1 已有生态乡村评价指标参考

国内研究者对于生态村的评价从多个层面展开

了研究：有研究者对乡村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如高秀清 [5]对北京郊区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包括基础环境、生活环境、生

产环境 3 个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有研究者对农村生

态经济系统进行评价，如吴志华 [6]从经济系统的结构、

功能、效益出发，建立了包括生态、经济、社会指标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有研究者专门对乡

村生态建设水平进行评估，如吴运凯 [7] 分别从经济

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 3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运用模糊综合判

断评价生态建设等级。总体看来，大多评价体系都围

绕着经济、环境、社会 3 个维度进行。

2.2 准则层的选取

根据国家先后发布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

范区指标（试行）》[8]《国家级生态村创建标准（试行）》[9]

《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等一系列农村

生态建设指导及考核指标，结合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

建设目标，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推

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湘发（2012）6 号）》[10] 设计

了包括生态环境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社会体系 3 个

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即使用环境、经济、社会 3 个一

级指标作为准则层反映农村的生态发展情况。

生态环境子系统是指可以反映农业发展所依赖

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的体系。对于长株潭地区的农村来说，该子系统主要

表现为：乡村所属区域是否拥有优良以上空气质量；

安全饮用水是否达标；垃圾和污染物的防治和处理是

否及时；是否达到国家对生态村的相关要求。

生态经济子系统是指可以反映维持农村居民基

本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

等情况的经济体系。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系统除了要求

生态乡村有较稳定的经济效益外，还要具有节约资源

和能源、高产出低污染的高效生产系统以及适当的科

技投入。

生态社会子系统是指反映乡村公平、公正，文明

程度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系统。该子系统包括合理的

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到位的乡村基础设施，

和谐的乡村环境等。良好的乡村社会系统应该具有

井然有序的秩序、良好的基础设施、祥和的社区环，

其村民具有清醒的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

2.3 指标层的选取

考虑到基础数据的可取得性和规范性，结合已有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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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生态乡村建设的评价经验及长株潭地区乡村

发展实际情况，本研究在生态环境体系下设置了环境

卫生、污染控制、生产环境 3 个二级指标作为子准则

层；在生态经济体系下设置了经济水平、经济可持续

2 个二级指标；在社会体系下设置了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文明程度、公众参与 3 个二级指标。

2.4 生态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上评价指标基本涉及了农村居民生活的主要

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和反映农村生态建设水

平。但是考虑到湖南省乡村发展现状及统计年鉴中数

据的不完善，只能筛选可取得数据的 19 个具体指标

作为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的评价指标。最终的评价指

标体系设计如附表 1 所示。

2.5 指标及权重确定

建立长株潭地区生态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后，采用

前文所述层析分析法，通过分析软件 yaahp 10.0，依

次建立层次模型，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对同一

层次指标进行两两比较，配以适当的权重。具体步骤

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模型。第一层为决策目标层，

即长株潭生态乡村建设水平；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

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的子

准则层包括环境卫生、污染控制、生产环境，生态经

济的子准则层包括经济水平、可持续发展，生态社会

的子准则层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文明程度、公众参与；

第三层为指标层，如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SO2、

NO2 日平均值）、安全饮用水达标率、户用卫生厕所

普及率等共 19 个指标。

第二步，构建判断矩阵。根据生态环境中几个具

体指标对于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程度，参考相关专

家意见，构建相应的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以“生态环境”为例，对其构建判断矩阵如表 2 所示。

生态环境指标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的数据可以求得，一致性比例为 0.051 6，
对决策目标“长株潭生态乡村建设水平”的权重为

0.333 3，λmax 为 3.053 6。
将所有中间层要素指标，即第一个中间层３个要

素、第二个中间层 8 个要素的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如

表 4 所示。由表４可知所有指标都通过一致性检验，

指标权重赋值合理。

第三步，确定长株潭生态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权重，如表 5 所示。

3 云田村生态建设水平评价

3.1 云田村概况

云田村位于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的东北部，其地

理位置如图 1 所示。 云田村是湖南省级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株洲市统筹城乡改革试点，全村面积为 5.76 
km2，25 个居民小组，770 户，2 803 人，年人均收

入为 26 000 元，该村主导产业是花卉苗木种植和休

闲旅游。该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

候温和，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植被以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山多田少，自然景观丰富，

与浏阳、长沙相接，是株洲市未来重要的建设拓展区，

也是株洲市与长沙市接轨的关键性节点、枢纽区域，

有长株高速、云龙大道、云峰大道、华强路等快速

表 2 生态环境指标的判断矩阵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生态环境

环境卫生

污染控制

生产环境

环境卫生

1
1/3
1/3

污染控制

3
1

1/2

生产环境

3
2
1

表 3  生态环境指标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le 3 Index consistency testing results und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生态环境

环境卫生

污染控制

生产环境

环境卫生

1.000 0
0.333 3
0.333 3

污染控制

3.000 0
1.000 0
0.500 0

生产环境

3.000 0
2.000 0
1.000 0

Wi

0.593 6
0.249 3
0.157 1

表 4 中间层要素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le 4 Consistency check result of the middle indicators

第 1 个

中间层

第 2 个

中间层

指 标

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

生态社会

环境卫生

污染控制

生产环境

经济水平

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文明程度

公众参与

一致性比例

0.051 6
0.000 0
0.017 6

0.008 8
0.008 8
0.000 0
0.000 0
0.008 8
0.000 0
0.000 0
0.000 0

对决策目标的权重

0.333 3
0.333 3
0.333 3

0.197 9
0.083 1
0.542 4
0.222 2
0.111 1
0.183 3
0.069 9
0.080 1

λmax

3.053 6
2.000 0
3.018 3

3.009 2
3.009 2
2.000 0
2.000 0
3.009 2
2.000 0
2.000 0
2.000 0

表 5 长株潭生态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Table 5 Weight assignments for the ecological rur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Chang-Zhu-Tan Area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X1

0.058 8

X6

0.024 7

X11

0.018 2

X16

0.035 0

X2

0.106 8

X7

0.026 2

X12

0.033 0

X17

0.035 0

X3

0.032 3

X8

0.026 2

X13

0.060 0

X18

0.040 0

X4

0.044 8

X9

0.074 1

X14

0.122 2

X19

0.040 0

X5

0.013 6

X10

0.148 1

X15

0.061 1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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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道通过。新一版的云田村村庄整治规划及云田旅

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已于 2008 年编制完成，规划确定

了云田村主要为依托现有花木产业，着力打造旅游

休闲品牌的方针策略，整体规划布局主要为花木集

中展示区、游览区、农林观光区、体育运动休闲区、

垂钓休闲区及城市建设区 [11]。根据《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 年）》，云田

村所属云田镇定位为试验区的生态“绿心”，其示

范地位尤为重要，是贯彻“两型”理念，打造新农

村建设的典范 [12]。

3.2 云田村生态建设水平评价

通过 2.5 节确定的权重，对株洲市云田村 3 个维

度的建设指数和 19 个具体评价指标建设指数进行计

算。生态建设水平评价指标按其量化方法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标准值的指标，可根据国家级生态村的建设

标准判断指标项得分，另一类是无标准值的指标，这

类指标的得分采用上下限评分法，如附表 1。根据评

价模型得到如表 6 所示云田村 2014 年生态化建设指数

结果，表 7 为各准则层建设指数结果，图 2 为各维度

建设指数在综合指数中所占比例的饼状图。

4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 3.2 节的评价结果可知，云田村生态建设综

合得分为 71.9，其中生态环境得分 20.3，生态经济得

分 29.1，生态社会得分 22.5，可以看出云田村环境、

经济、社会 3 个维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分布均衡，

发展相对协调。

1）生态环境评价结果分析。从具体指标得分来

看，生态环境下的环境卫生、污染控制得分都为 60
分以上，只有生产环境下的受保护基本农田面积和退

耕还林面积占比得分较低，分别为 37.5 和 40.8。由

原始数据可知，云田村处于近郊区，主导产业为苗木

花卉种植与旅游产业，所以基本农田面积占比较少，

且云田村以山地丘陵为主，林地不存在滥砍伐现象，

自然生态较好，退耕还林面积较少。由评价结果可知，

云田村内安全饮用水基本达标，实现了家家户户通自

来水，生活垃圾能够及时清运处理，村镇空气质量符

合云龙示范区环境建设要求，村内无黑臭水体等严重

水污染现象，满足国家生态村相关标准要求。

2）生态经济评价结果分析。从具体指标得分来

看，生态经济下的经济水平得分较高，人均可支配收

入、村内集体经济收入得分均高于 90.0 分，可持续

发展项中绿化覆盖率得分为 91.0，生态环保投入比例

得分为 88.0，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比例得

分最低，为 48.0。由以上评价得分可知，云田村生产

发展主导产业发展思路明晰，确立了以花卉苗木产业

为主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符合生态农业发展要求；

１.67 km2 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农家乐、民宿

等乡村旅游业正迅速发展。

3）生态社会评价结果分析。从具体指标得分来

看，生态社会下基础设施建设各指标得分均高于 80

表 6 云田村 2014 年各项指标建设指数

Table 6 Construction index of each indicator in 
Yuntian village in 2014

指标

得分

指标

得分

指标

得分

X1

65.0

X8

40.8

X15

75.0

X2

63.0

X9

98.0

X16

79.0

X3

65.0

X10

90.0

X17

60.0

X4

73.0

X11

91.0

X18

58.0

X5

60.0

X12

48.0

X19

63.0

X6

60.0

X13

88.0

综合

71.9

X7

37.5

X14

67.0

表 7 各准则层建设指数

Table 7 Construction index of each criterion layer

图 2 各维度建设指数在综合指数中占比

Fig. 2 Proportion occupied by each dimension construction 
index in the composite one

图 1 云田村区位图

Fig. 1 A location bitmap of Yuntian village

 占比 /%
28.2
40.5

准则层指标

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

得分

20.3
29.1

 占比 /%
  31.3
100.0

准则层指标

生态社会

综合得分

得分

22.5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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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明程度各指标得分稍低，为 79.0 和 60.0，公

众参与与满意度为 58.8 和 63.0，处于刚及格水平。

由评价结果可知，云田村基础服务设施齐全，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村委会建有公共活动

中心，但是村民的参与度和使用率很低，村民对政务

公开满意度较低。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云田村 2014 年生态化建设评价实证研究

与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云田村作为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

在村镇环境整治、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改善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成效；

2）云田村生态建设综合得分为 71.9，其中生态

环境占比 28.2%，生态经济占比 40.5%，生态社会占

比 31.3%，环境、经济、社会 3 个维度的生态文明建

设指数分布均衡，发展相对协调；

3）云田村生态环境建设良好，经济产业方面正

在稳步推进，但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尤其是乡村政

务管理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水平较低，需加强。

由以上结论可知，云田村应巩固已有建设成果，

继续推广运用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体系，加强村镇环境监督管理方案。同时，改

变传统政府主导监督的乡村生态建设，发挥农民在生

态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尊重当地百姓利益。作为省级生态示范村，云田村还

要坚持科技先行，积极推广采用低成本、高效实用的

生态新技术，并建立保障技术实施的支撑体系。对村

镇已有基础设施加强维护管理并继续完善，解决村镇

公共活动中心使用率低的问题，使村镇人民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建立组织保障，形成部门分工

协作、村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乡村生态建设

专项资金保障措施；积极开展目标考核工作，开展农

村生态建设监测、监察；建立基层农村生态建设合作

组织，加强政府和社会各层次的监督。最终将云田村

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村风文明的生态乡村，

更好地巩固云田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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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长株潭

生态乡村

建设水平

准则层

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

生态社会

子准则层

环境卫生

污染控制

生产环境

经济水平

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文明程度

公众参与

指 标 层   X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SO2、NO2 日平均值）X1/%

安全饮用水达标率 X2/%
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X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X4/%
秸秆综合利用率 X5/%

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 X6/%

受保护基本农田面积 X7/km2

退耕还林面积 X8/km2

人均可支配收入 X9/（元·人 -1）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X10/ 万元

绿化覆盖率 X11/%
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比例 X12/%

生态环保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 X13/%

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 X14/%
清洁能源普及率 X15/%

人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X16/m
2

农村公共图书量 X17/（册·百人 -1）

农民对村政务公开满意度 X18/%
村民对环境状况满意度 X19/%

附表 1 长株潭生态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cological rur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hang-Zhu-Tan area

标准
≥ 80
≥ 95
≥ 90

≥ 80
≥ 80
100

≥ 45
≥ 50

≥ 85
≥ 80

≥ 3

100
95

依  据

生态示范区

生态村（国家）

生态村（国家）

生态村（国家）

生态村（国家）

生态村（国家）

dx=1.33，ds=3.33
dx=1.33，ds=3.33

dx=20 000，ds=50 000
dx=5 606，ds=14 015

生态县（国家）

生态村（国家）

dx=50，ds=80

全面建设小康指标

生态村（国家）

生态县指标

dx=1 000，ds=3 000

生态示范区

生态村（国家）

 注：指标标准值主要参考来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国家级生态村创建标准（试行）》以及国家环保部《生态县建

设指标（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