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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5个海岛县(区)为样本,采用分层次和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方法,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民主、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两型”社会建设5个方面,选取人均GDP、网上参政度、初

中毕业升高中率、人均社区财政支出和森林覆盖率等25个评价指标,构建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

指标体系。在分析25个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目标值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分层构权法和循

环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据此对样本海岛地区小康社会子目标和总实现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

明,样本海岛地区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均超过70%,处于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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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Well-offSocietyConstructioninIsland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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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islandcounties(regions)wereusedassamplesinthispaper,andthemethodsof

thehierarchicalandmultidimensionalcomprehensiveevaluationwereadopted.Fiveaspects,such

as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theeconomy,thedemocracyofthepeople,thesoft

powerofculture,thelivingstandardofthepeopleandtheconstructionoftheresource-economical

and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and25evaluationindicators,includingthepercapitaGDP,the

onlineparticipation,thehighschoolenrollmentaftergraduationfromthejuniormiddleschool,the

percapitacommunityfinancialexpenditureandtheforestcoverage,wereusedtoconstructthee-

valuationindexsystemofwell-offsocietyinislandarea.Onthebasisofanalyzingthecalculation

methodandthetargetvalueof25evaluationindexes,theweightoftheevaluationindexwereused

todeterminebytheDelphimethod,thehierarchicalstructuremethodandthecirculationmethod,

soastoevaluatethesub-goalsandthetotalrealizationdegreeofthewell-offsocietyinthe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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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area.Theresultsshowedthattheoverallrealizationdegreeofthewell-offsocietyinthe

sampleislandareawasmorethan70%,whichwasatagoodlevel.

Keywords:Islandarea,Well-offsociety,Islandeconomy,Democracyandlegality

1 研究背景

我国有近万个海岛,主要分布在东海和南海,

浙江的海岛数量约占总数的50%,福建、广东次

之[1]。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

源,主要 包 括 土 地、矿 产、森 林、生 物、港 址 和 淡

水等[2]。

目前我国大部分海岛地区的资源未得到有效

利用,经济效益较低,主导产业较单一。大部分海

岛县(区)的经济以渔业为主(本研究主要探讨我

国大陆的海岛地区),除玉环、定海和崇明等具有

一定的工业基础外,其他海岛县(区)的第二产业

均较为薄弱,多为水产冷冻加工、修造船和塑料制

品等相 关 工 业,第 三 产 业 的 发 展 水 平 也 相 对 较

低[3]。海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依赖临近沿海地

区,发展较快的海岛地区多与沿海地区保持密切

的经济联系,如山东黄岛、浙江岱山岛和福建东山

岛等[4]。虽然沿海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岛地

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但海岛地区的小康

社会建设仍要求其培育自我发展的潜力和寻求相

对自主的发展机会。

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海岛地区经济

有所发展。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属性和相对脆弱的

生态环境,海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速

度落后于沿海地区,制约海岛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和海岛地区小康社会建设进程[5]。由国家统

计局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地区发展

与民生指数编制方案》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改善情况,但由于海岛地区经济环境具

有独特性,上述体系在海岛地区的实用性有限。

海岛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要和艰巨任务之一。本研究选取在发

展模式和开发类型等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个海

岛县(区),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文化软

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两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5个方面展开调查,分析其基础特

征数据,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构建适用于我国海

岛地区的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促进海岛

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措施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

基于样本全面性、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

本研究选取5个海岛县(区)作为样本,分别是大连

长海县、上海崇明区、烟台长岛县、漳州东山县和舟

山定海区。其中,长海县位于大连东部黄海海域的

长山群岛;崇明区位于上海东北部海域,由崇明、长

兴和横沙3岛组成;长岛县位于烟台西北部海域,由
庙岛群岛组成;东山县位于漳州南部海域,由东山

岛及其附近岛屿组成;定海区位于浙江东北部海域

的舟山群岛。

2.2 指标评价方法

采用分层次和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
据该体系逻辑,指标评价方法包括单指标评价方法

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1)单指标评价方法分为正指标评价方法和逆

指标评价方法。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正指标实现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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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逆指标实现

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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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i 为xi 的评价值;xi 为实际值;xi1 为标

准值。
(2)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根据海岛地区小康社

会评价指标体系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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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两型”社会建设5个方

面(子目标)构成。海岛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现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F=
n

i=1
wizi (3)

  子目标实现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Fj = 
nj

i=mj
wizi/

nj

i=mj
wi (4)

式中:wi 为指标xi 的权数,计算时需将百分数换成

小数;Fj 为第j个子目标的实现程度;mj 为第j个

子目标中第1个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序数;nj 为第j个子目标中最后1个评价指标在整

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序数。

采用多指标数学合成法中的线性加权进行综

合评价。根据得到的各指标权重和单指标值,对指

标进行逐级汇总,从而加权得到海岛地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

3 评价指标体系

3.1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研究从发展平衡性、持续性和协调性3个方

面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行评价。

(1)发展平衡性的指标包括:①人均GDP,计算

方法为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数;②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③农民人均纯收入。

(2)发展持续性的指标包括:①第三产业比重,

计算方法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②单

位产值专利数,计算方法为申请受理专利数/地区

生产总值;③单位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计算方法

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值。

(3)发展协调性的指标包括:①城镇化率,计算

方法为非农业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②互联网普

及率,计算方法为网络宽带接入户数/年末总户数;

③道路密度,计算方法为公路里程/地区总面积;④地

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计算方法为|人均GDP-上级

市人均GDP|/上级市人均GDP。

上述指标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为逆指标

外,其他均为正指标。根据海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基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目标,在平衡性、

协调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指

标的目标值如表1所示。

表1 海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标的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至2020年)

人均GDP/元 ≥3140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5000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8000

第三产业比重/% ≥50

单位产值专利数/(件·亿元-1) ≥5

单位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kW·万元-1) ≥5

城镇化率/% ≥60

互联网普及率/% ≥50

道路密度/(km·(100km2-1)) ≥100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 ≤60

3.2 人民民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之一即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民主形式更加多元化,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进一步发挥[6]。人民民主通过有效的参政、充

分的知情和公信的司法体现,具体指标包括:①网

上参政度,计算方法为网上参政案例数/[(年初总

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2];②二审、复审和再审

案件比例,计算方法为(t+1)年二审、复审和再审案

件数/t年收案件数;③执行案件比例,计算方法为

(t+1)年执行案件数/t年收案件数。除网上参政

度为正指标外,其他均为逆指标。

根据海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基于十八大

报告提出的建设目标,在参政有效、知情充分和司

法公信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指标的目标

值如表2所示。

表2 海岛地区人民民主指标的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至2020年)

网上参政度/(件·万人口数-1) ≥15

二审、复审和再审案件比例/% ≤5

执行案件比例/% ≤20

3.3 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可从多方面衡量。杨新洪[7]以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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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价值指标和相对指标3个方面对文化软实力

进行量化评价,较为全面;刘江[8]进行更深入的剖

析,从传统文化资源、教育、贸易、外交、传媒和民间

交流等方面构建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各地区数据的可比性和海

岛地区的特性,借鉴2008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

计监测方案》[9],本研究从教育水平和文化产业2个

方面,选取指标包括:①初中毕业升高中率,可直接

从统计年鉴中获得;②财政教育支出占比,计算方

法为财政教育支出额/地方财政支出总额;③旅游

总收入占比,计算方法为旅游总收入/地区 GDP。

3个指标均为正指标。

根据受教育水平最基本的标准,东部地区多个

省份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的调整和国家对教育投

入的增加,世界海岛旅游发展报告数据以及海岛旅

游业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等情况,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各指标的目标值如表3所示。

表3 海岛地区文化软实力指标的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至2020年)

初中毕业升高中率/% ≥100

财政教育支出占比/% ≥25

旅游总收入占比/% ≥30

3.4 人民生活水平

海岛是特殊的区域体系,范围小且相对封闭,

民生评价应因地制宜。本研究选取样本的自然地

理环境差异较大,各自发展模式和水平不尽相同,

因此评价和统计方法也有所不同。由于需对样本

的指标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其间是否拥有共有数据

也成为指标的重要筛选条件。参考国内外研究成

果[10-11],基于客观指标体系,本研究从公共服务均

等化、收入分配水平、贫困水平、就业水平和社会安

全程度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包括:

①人均社区财政支出,计算方法为社区财政支出

额/年末总人口数,为正指标;②城乡居民收入比,

计算方法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逆指标;③低保人员占比,计

算方法为城乡低保人员数/年末总人口数,为逆指

标;④从业人员占比,计算方法为(年末单位从业人

员数+年末农村从业人员数)/年末总人口数,为正

指标;⑤万人刑事案件数,计算方法为刑事案件立

案数/年末总人口数,为逆指标。

根据十八大报告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

监测指标体系》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等显示的

数据和提出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指标的

目标值如表4所示。

表4 海岛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指标的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至2020年)

人均社区财政支出/元 ≥1000

城乡居民收入比/% ≤150

低保人员占比/% ≤2.5

从业人员占比/% ≥60

万人刑事案件数/(件·万人口数-1) ≤10

3.5 “两型”社会建设

目前我国对“两型”社会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统

一的结论,但综合众多专家学者的解释,可认为“两
型”社会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12-13]。参

照十八大报告对于建立“两型”社会提出的具体要

求,本研究选取指标包括:①森林覆盖率,计算方法

为森林面积/土地面积;②空气质量优良率,计算方

法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5;③国家级生态乡

镇(环境优美乡镇)占比,计算方法为当年获国家级

生态乡镇(环境优美乡镇)总数/乡镇总数;④单位

GDP耗电量,计算方法为全社会用电量/GDP。除

单位GDP耗电量为逆指标外,其他均为正指标。

根据环保部空气优良率目标要求和国内代表地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目标要求[14-17],《全国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18],生态县的标准[19]

以及在保证居民生活用电充足的情况下减少耗电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指标的目标值如表5所示。

表5 海岛地区“两型”社会建设指标的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至2020年)

森林覆盖率/% ≥23

空气质量优良率/% ≥85

国家级生态乡镇(环境优美乡镇)占比/% ≥80

单位GDP耗电量/(kW·h·万元-1) ≤5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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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岛地区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总评价

4.1 确定指标权重

本研究在确定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

系的指标权重时,采用德尔菲法、分层构权法和循

环法3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基本流程为:

①确定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

基本权重为3%,共分配掉75%的权重;②按指标的

重要性对其余25%的权重再分配,与基本权重加总

后构成指标的总权重;③确定各子指标相对应的子

目标的权重;④重复循环以上流程,直到各专家的

观点趋于集中时停止意见征询,最终得出各指标的

权重(表6)。

表6 海岛地区小康社会评价指标权重 %

子目标(权重) 指标(权重)

A 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40)

A1人均GDP(6)

A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

A3农民人均纯收入(4)

A4第三产业比重(4)

A5单位产值专利数 (5)

A6单位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3)

A7城镇化率(3)

A8互联网普及率(3)

A9道路密度(4)

A10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4)

B 人民民主

(14)

B1网上参政度(6)

B2二审、复审和再审案件比例(4)

B3执行案件比例(4)

C 文化软实力

(14)

C1初中毕业升高中率(4)

C2财政教育支出占比(4)

C3旅游总收入占比(6)

D 人民生活

水平(16)

D1人均社区财政支出(3)

D2城乡居民收入比(4)

D3低保人员占比(3)

D4从业人员占比(3)

D5万人刑事案件数(3)

E“两型”社会

建设(16)

E1森林覆盖率(4)

E2空气质量优良率(4)

E3国家级生态乡镇(环境优美乡镇)占比(4)

E4单位GDP耗电量(4)

4.2 子目标实现评价

根据公式(4)和各指标权重,评价构建海岛地

区小康社会的5个子目标的实现程度(表7)。

表7 2013年样本海岛地区小康社会子目标实现程度

%

子目标 长海县 崇明区 长岛县 东山县 定海区

A 83.25 72.62 80.58 85.49 94.65

B 54.50 100 32.30 66.71 40.76

C 81.49 80.97 73.97 73.57 50.83

D 94.41 71.02 72.02 80.78 63.22

E 100 95.77 75.04 88.22 70.89

4.3 总实现程度评价

如前所述,采用多指标数学合成法中的线性加

权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得到的各指标权重和单指标

值,对指标进行逐级汇总,从而加权得到海岛地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表8)。

表8 2013年样本海岛地区小康社会总实现程度 %

指标 长海县 崇明区 长岛县 东山县 定海区

A1 100 100 100 100 100

A2 100 100 100 100 100

A3 100 100 100 100 100

A4 49.18 83.12 66.74 60.03 100

A5 11.55 8.26 18.58 23.50 93.20

A6 100 15.18 100 100 66.31

A7 100 70.60 67.15 87.34 73.68

A8 91.86 99.74 100 100 100

A9 100 46.63 100 100 100

A10 100 96.98 65.46 100 100

B1 83.37 100 48.39 34.84 2.61

B2 34.58 100 15.75 81.22 100

B3 31.11 100 24.71 100 38.75

C1 99.44 98.26 100 50.70 99.54

C2 59.07 61.02 35.22 58.18 67.97

C3 65.99 12.41 100 100 77.27

D1 100 100 41.09 68.33 28.18

D2 100 63.22 79.00 90.75 75.18

D3 100 65.09 92.74 63.09 100

D4 70.20 97.96 72.47 78.42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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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长海县 崇明区 长岛县 东山县 定海区

D5 100 31.41 72.47 100 31.41

E1 100 93.57 100 100 100

E2 100 100 100 100 100

E3 100 100 15.63 100 0

E4 100 89.50 100 52.86 83.55

总体实现

程度
84.10 76.99 73.94 82.46 75.82

从计算结果来看,大连长海县、上海崇明区、烟

台长岛县、漳州东山县和舟山定海区的小康社会总

体实现程度均超过70%,处于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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