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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当前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方法研究有待完善。本研究围

绕“生态、生活、生产”维度构建了重庆市綦江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开展了2015~2021年区

域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演变趋势解析。结果表明：1) 生态山清水秀指数、生活宜居适

度指数、生产集约高效指数分别由2015年的0.624、0.826、0.923上升为2020年的0.831、0.965、0.978 
(2021年均为1)，总体上綦江区“生态、生活、生产”维度的发展水平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2) 乡村绿

色发展水平指数由2015年的0.733达到2020年的0.895 (2021年为1)，整体上全区呈现明显的发展水平

上升趋势。研究结果对于乡村绿色发展研究方法探索和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途径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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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on quantit-
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level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level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ongq-
ing Qiqiang District around th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living, and producti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the level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from 2015 to 2021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indices of ecolog-
ical beauty, livability,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creased from 0.624, 0.826, and 0.923 in 2015 to 
0.831, 0.965, and 0.978 in 2020 (all 1 in 2021), indicat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Qiqiang Distric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2) The index of rural green de-
velopment level increased from 0.733 in 2015 to 0.895 in 2020 (1 in 2021),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reg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strong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way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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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环保的地位同等重要，如何协调生态、生活、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

使乡村发展从粗放走向有序，实现高质量的乡村绿色发展显得尤为紧迫[1] [2]。2018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即需要实现生态山清水秀、生活宜

居适度、生产集约高效，其核心理念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3] [4] [5]。当

前针对乡村绿色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旅游等主题展开[6] [7] [8]，
作为当前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已构建了绿色 GDP、绿色发展效率、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等多种评估

方法，侧重于宏观层面经济发展绿色水平[9]。重点研究方向包括以下方面：① 乡村绿色发展实现路径和

模式探索。这部分研究占比最高，主要是宏观识别区域绿色发展存在问题，针对清洁生产、环境保护、

经济提升等方面提出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探讨从政策优化、管理决策等角度如何实现绿色发展[4] [10]。
② 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这部分研究极少关注乡村，更多的是运用面板数据、

地理回归模型等探索区域时空维度的动态演变规律，核心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11]。③ 宏观层

面的绿色发展综合评估。作为当前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已构建了绿色 GDP、绿色发展效率、人类绿

色发展指数等多种评估方法，侧重于宏观层面经济发展绿色水平[9] [12]。综合来看，已有学者围绕绿色发

展在全球、国家、省域、区域尺度均开展了系列研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在乡村绿色

发展研究领域大多停留在实现路径和模式探索与讨论方面，缺乏适宜的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定量评估方法。 
国际上，学者则较多关注国家、地区层面的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发展[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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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者们侧重国家、省或地区绿色发展评估的研究，较少关注乡村地区，开展乡村绿色发展评估研究，

可有效弥补该研究领域的不足。乡村绿色发展目的是实现乡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活水平提升、

生产产生的污染物消耗的资源降低，因此乡村绿色发展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 
重庆市綦江区对区域推进乡村绿色发展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乡村建设、生

态文明创建、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开展，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出现明显改善，2021 年地表水总体水质

为优，优良天数达 314 天。但綦江区属于典型山地区域，乡村问题多且复杂，当前仍存在乡村环境污染、

发展不均衡、资源浪费等问题，绿色发展模式未完全形成。因此相较以往研究，我们从“生态、生活、

生产”三个维度构建乡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3 + N”综合评估方法，以重庆市綦江区为研究区域，解析

2015 年~2021 年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为推动和实现重庆市綦江区乡村绿色发

展领航下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重庆市綦江区作为研究对象，该区域地处重庆市南部(北纬 28˚27'~29˚11'、东经 106˚23'~ 
107˚03'之间)，幅员面积约 2748.27 km²，属于四川盆地东南与云贵高原结合部，东、北、西面分别与重

庆市南川区、巴南区、江津区接壤，南面与贵州省习水县、桐梓县交界。全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

上天数比例达 86.03%，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100%，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094，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2022 年末城镇和乡村的户籍

人口分别为 41.19 万、49.48 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决定了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总体上仍处于高

风险阶段，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复合型、结构型特点，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面临严峻形势。研究数据主

要来自綦江区统计年鉴(http://tjj.cq.gov.cn/)、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构建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构建步骤包括指标选择与权重确定、评估方法构建等。 
1) 指标选择与权重确定 
研究构建包含生态山清水秀、生活宜居适度、生产集约高效三个一级指标的綦江区乡村绿色发展水

平评估方法。生态山清水秀维度一般关注水、大气、土壤、生态方面的状况；生活宜居适度维度一般关

注医疗、教育、经济和交通方面的状况；生产集约高效维度一般关注生产效率和物资消费方面的状况。

指标初选主要运用理论分析方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乡村绿色发展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等，全面梳理

“生态、生活、生产”方面指标，尽可能保证完整性和全面性，筛选出 18 个二级指标。如表 1，为保证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涉及指标权重的科学性，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2) 评估方法构建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如公式(l)所示。 

1 1

m n

i ij ij
i j

S B C U
= =

= ∑ ∑                                     (1) 

式中 S 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指数；Uj 为指标准化值；Bj 为一级指标的权重：Cij 为二级指标的权重。

正向指标，即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村庄绿化覆盖率等)，无量纲化(归一化)公式为： 

i goalC CX =                                       (2) 

式中 X 为标准化的指标值：Ci为指标实际值：Cgoal为指标对应的目标值。逆向指标，即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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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基尼系数等)，无量纲化(归一化)公式为： 

goal iCX C=                                       (3) 

对于正向指标，当指标的实际值大于 2021 年的值时，则该指标归一化后的值设置为 1：对于逆向指

标，当指标的实际值小于 2021 年的值时，则该指标的归一化值设置为 l。 
 

Table 1. Meaning and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表 1.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正逆向 

生态山清水秀 0.539 

森林覆盖率变化 0.218 正向 

水土流失面积变化 0.497 逆向 

生态修复面积变化 0.285 正向 

生活宜居适度 0.297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III 类水体比例变化 0.055 正向 

地表水劣 V 类水体比例变化 0.072 正向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变化 0.083 正向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变化 0.102 正向 

人均 GDP 增长变化 0.112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0.125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化 0.121 正向 

污水集中处理率变化 0.105 正向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变化 0.132 正向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变化 0.093 正向 

生产集约高效 0.164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变化 0.217 正向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变化 0.266 正向 

有效灌溉面积变化 0.118 正向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变化 0.194 正向 

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变化 0.205 正向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生活、生产”维度结果分析 

1) 生态山清水秀维度结果分析 
生态山清水秀维度测算结果如图 1 所示，綦江区 2015~2021 年期间，生态维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主要是由于水土流失面积、生态修复面积波动变化的影响。全区森林覆盖率由2015年的 42.1%上升到 2021
年的 51.4%。全区生态山清水秀指数 2020 年出现显著的提升，从 2015 年的 0.624 达到 2020 年的 0.831，
表明整体上綦江区生态维度状态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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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ecological dimensions 
图 1. 生态维度测算结果分布图 

 
2) 生活宜居适度维度结果分析 
生活宜居适度维度测算结果如图 2 所示，綦江区 2015~2021 年期间，生活维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主要是随着生活环境改善措施的不断投入，包括饮用水、地表水、人均 GDP、农村人均收入、污水处理

率、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等方面均呈现了明显改善，比如污水集中处理率由 2015 年的 75%上升到 2021 年

的 95%。全区生活宜居适度指数从 2015 年的 0.826 达到 2020 年的 0.965，表明綦江区生活维度状态较好。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life dimensions 
图 2. 生活维度测算结果分布图 

 
3) 生产集约高效维度结果分析 
生产集约高效维度测算结果如图 3 所示，綦江区 2015~2021 年期间，生产维度从 2015 年的 0.923 开

始，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方面有效灌溉面积、

农作物秸秆利用、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断增长，比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率分别由 2015 年的 80%、74%上升到 2021 年的 90.5%、93%。全区生产集约高效指数由 2015 年的

0.923 达到 2020 年的 0.978，表明綦江区生产维度状态较好。 

3.2.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分析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如图 4 所示，綦江区 2015~2021 年期间，乡村绿色发展水平从 2015
年的 0.733 开始，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主要受生态山清水秀维度结果影响。综合评估结果来看，乡村

绿色发展水平指数由 2015 年的 0.733 达到 2020 年的 0.895 (2021 年为 1)，綦江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较好、

上升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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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chart of measurement results for production dimensions 
图 3. 生产维度测算结果分布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map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图 4.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分布图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重庆市綦江区为研究区域，围绕生态山清水秀、生活宜居适度、生产集约高效三个维度构

建了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开展了 2015~2021 年区域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和演变

趋势解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生态山清水秀、生活宜居适度、生产集约高效三个维度测算结果显示，整体上各维度指数均呈现

上升趋势，生态山清水秀指数、生活宜居适度指数、生产集约高效指数分别由 2015 年的 0.624、0.826、
0.923 上升为 2020 年的 0.831、0.965、0.978 (2021 年均为 1)。 

2)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指数由 2015 年的 0.733 达到 2020 年的 0.895 (2021 年为 1)，整体上全区呈现明

显的发展水平上升趋势。 
本研究在构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方法时，在综合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将区域生态环境、生活

水平、生产结构等方面纳入评估指标体系，更符合重庆市綦江区乡村区域的现实特征，在构建时也充分

吸纳了已有学者在非乡村区域使用的合理指标，研究对于乡村绿色发展研究方法构建和綦江区乡村绿色

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很好的学术参考和应用价值。 
根据綦江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结果，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乡村绿色发展水平：1) 构

建乡村绿色发展格局，包括加大绿色空间优化力度，全面降低景观生态风险，强化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实现由量到质的思想转变，推进乡村绿色规划编制，促进高效实用多规融合；2) 全面发展乡村生态产业，

包括唤醒乡村土地内能，协调区域资源优势，开发特色生态产业，着力创新绿色技术，依托“生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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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产品加工和建立物流链条；3)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包括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促进减量和资源利用，强化区域河长制管理，有序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和推进一

体化建设，加强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并突出地方的风貌特色；4) 加强乡村生态文

明建设，包括加强绿色发展理念宣传，调动全民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意识，严格规范绿色生产方式，提

升村民乡村绿色实践和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综上，乡村发展应重视生态–生活–生产之间的关系平衡，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不同区域人民的

获得感影响较大，环境质量、教育水平、经济能耗等方面是影响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绿色发展水

平是中国政府致力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的均衡发展是最终目标。因此，开展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研究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宏观政策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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