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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对下一步我国农村工作

的推进至关重要，其中农村产业是关键，农村生态是根本，农民生活是核心，三

农保障是基础。将农村建设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不仅有利于支持农村进一步发展，

更有利于还给农民一片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真正使农村发展好，农民生活好。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发展背景，作用及意义进行阐述，

梳理乡村生态宜居内涵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农村现实情况以及相关研究，界定

新时代下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据此展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对内涵的刨

析，本文将围绕农村环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三农保障等四个方面综合性

的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评价，并以甘肃省为例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对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评价，并测度其内部发展协调程度，最

后对今后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情况进行预测。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生态宜居要达到百姓富、生活好、环境美的统一，但

当前我国乡村生态宜居问题仍然突出；第二，甘肃省生态宜居水平不高，但总体

发展趋势稳定；第三，产业与基础保障方面是甘肃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短板。

通过预测得出，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延续过去十年的发

展趋势，将在五年内由勉强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具体表现为 2023年底达到初

级协调，至 2025年底，乡村生态宜居发展达到中级协调。在“十四五”收官后，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总发展水平的增量将接近当前水平的一倍，生态宜居系统内

部各子系统相互之间将充分协调发展。

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字：乡村 生态宜居 综合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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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livability is the ke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beautiful villages is crucial to the advancement

of my country's rural work in the next step, in which rural industries are

the key, rural ecology is the foundation, farmers' lives are the core, and

the three rur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Building rural areas into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beautiful villag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uppor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returning farmers a beautiful homeland with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so as to truly improve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liv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defines the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rural areas

in my country and related research. Connotation, according to this to sta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this paper will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level from four aspects: rur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rmers' life and the security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take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development in Gansu Province is evaluated,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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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degree is measur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is predic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ecological livability should

achieve the unity of rich people, good life,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but

the problem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my country is still prominent;

second,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is not high,

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is stable ; Third, industry and basic

security are the shortcomings of Gansu's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forecas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will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ast ten year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will rise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within five years. By the end of 2025,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will reach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increment of the total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will be nearly double the current

level, and the subsystems within the ecological livability system will

develop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Key words:Rural;Ecological livability;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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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研究背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已有 19个中央一号文件

是用于指导三农工作，足见乡村振兴问题在我国发展规划中所占分量之重。“乡

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不断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是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成，不仅关乎农

村的生态环境，也关乎农业的发展潜力，更关乎农民的美好生活。

当前我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理念就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充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将乡村

建设为环境美、生活好、生产优、保障有利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着力满足农村

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乡村焕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但当前我国乡村生

态宜居问题仍然严峻，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环境污染严

重，农业生产水平低，基础保障仍然落后等问题急需解决，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建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突出短板。故而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在

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补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短板，进

而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关键活力。

近些年来，国内大部分农村发展乡村振兴都以生态宜居建设为着力点，开始

大力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

解决当前生态宜居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没有建成真正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故而今后的工作中仍需不断破解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快生态

宜居乡村建设，才能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全盘实现做出有力保障。将农村建设为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会为农民提供生态环境优美、农业生产高效、物质生活保障有

力的新农村，会源源不断的为今后的三农工作吸引优质资源，去支持乡村建设，

从而带动农村实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最终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消除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故而梳理乡村生态宜居内涵，建立指

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可明确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利于生态宜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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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和目的

理论意义：本文以乡村生态宜居为研究内容，梳理乡村生态宜居的概念以及

内涵，刨析新时代对农村生态宜居建设的新要求，构建乡村宜居评价指标体系，

对当前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评价，并指出其中可借鉴成功经验以及当前存在的

短板。文章还以当前甘肃省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现状，结合构建的指标体系分析

甘肃省当前生态宜居乡村水平，并针对甘肃省当前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甘肃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过程提供一定的理论经验。

现实意义：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设就是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本文通过对生态宜居建设水平的评价研究，测度出目前甘肃省生态宜居水平，并

分析其中的可取与不足之处，梳理甘肃省当前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今后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对策，探索今后甘肃省乡

村生态宜居的建设方向，针对性的提出甘肃省今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

更好的推动甘肃省生态宜居美丽农村建设的建成，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实施。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明确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对其发展现状做出

合理的评价，总结其中的经验及不足，对下一步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解读新时代乡村生态宜居内涵，以此为依据构建新时代

内涵下乡村生态宜居评价体系，并以甘肃省做实证分析，分析甘肃省当前乡村生

态宜居建设成功经验以及短板，针对性的提出其下一步关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

重点，进而助力接下来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

1.3国内外研究综述

乡村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新意的称呼，学者们对他含义的讨论从未停止过。

《辞源》中指出，乡村是人口较为稀疏，并且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劳动力密集的

区域。以 R.D罗德菲尔德（1983）为代表的欧美学者认为乡村是人口极少，距

离城镇较远，并且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都相同，

且与社会上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城镇相比不同的地方。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

不断改变，乡村的含义也在不断的更新，现在的乡村更应该是一个生态好，民风

好，条件好，生活好，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其他产业并存的村落，这个村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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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认为，乡村是人口极少，距离城镇较远，并且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

入来源，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都相同，且与社会上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城镇相

比不同的地方。并且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早，因此学者们对于乡村的研究很

早就展开了，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乡村发展定位的不同，国外关于乡村生

态宜居研究角度和我国有一定的不同之处。

1986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为了推进国内乡村建设，率先颁布《新城

镇开发法》，保障国内农村建设，提出建设都市化的农村，并根据实际发展情况

设定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在国内的农村建设中，欧美国家不断汲取经验，认识

到农村的自然资源、特色产品以及原有风气对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并在此之

后围绕这三个方面开始建设国内农村，并制定相关规划准则，明确建设路径。与

此同时，美国以西蒙、雷斯顿和罗斯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奠基者在此过程中一致

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满足居民的切实需求。

同一时期，法国提出发展农村的目标以建设乡村，科学的指定切实可靠的乡

村建设草案，大力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认为乡村的发展取决于道路交通保障，

要想富先修路，将发展交通摆在乡村建设的重要位置，并在全国广大贫困地区投

入巨额资金，建立基金会去改造旧农村。1985年法国斥资 40亿法郎用于乡村建

设，改善农村住房，发展交通，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法国的城乡差距问题，此后法国不断加大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去建设国

内贫困农村。

20世纪中旬，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

大，城乡差距大，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发展衰落，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

通过立法来促进农村发展，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补贴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和欧美国家相同的是，日本同样将建设农村的重点放在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保障

上，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发展。同时平松守彦认为只有将农村建设好，发展

生产，建设成宜居乡村，才能对年轻人有引力，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20世纪下旬，随着韩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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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口流出，大多数村落变成空心村，部分村庄迅速衰落，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韩国政府以“新村运动”促进农村

发展，号召全社会开展乡村建设，通过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农民主动加入乡村建

设和为企业搭建良好营商环境展开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韩国的

乡村生态宜居问题，推动了韩国乡村建设，朴振焕认为新村运动成功之处在于号

召全社会共同建设农村，充分发挥了农民主动性，解决了韩国农村交通问题。

国外关于生态村落的建设迄今已超过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91年，

罗伯特第一次明确了生态村的建设理念，他认为生态村必须以人为中心，恢复自

然生态，遵循可持续的理念发展和建设乡村。生态村要求在农村建设过程中绝不

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必须尽可能不留生态足迹，生态村才是人类和自然之间最

合理的相处方式之一。1991年，罗伯特再一次丰富了生态村的内涵，认为生态

村不仅要有优美的自然生态，还必须配备相关文化教育等基础保障。此后随着生

态村的建设，学者们不断汲取经验丰富生态村的内涵。

1996年，联合国首次提出“宜居”，用宜居指导全球范围的社会问题，解

决当时全球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人居环境恶化、基础配套设施落后等问

题。此后各国以联合国对于“宜居”的概念达成一致，即将农村与城市建设为适

合人类长期居住国外对于生态宜居的研究主要分为：关于宜人的研究、关于居住

条件的研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及综合性的研究。从 20世纪开始，国外

关于乡村宜居的概念逐渐发展起来，David L.Smith（2001）在《宜人的规划》中

认为，乡村宜居主要是宜人，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环境问题宜人；第二，

生活条件宜人；第三，历史文化宜人。Jonhston等（1973）认为在对人们居住区

的评价中，自然条件、社交因素以及居住位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Knox等（1995

年）对宜居环境进行评价时将其分为六类，分别是：居住环境、社交关系、交通

因素、安全因素、噪声影响以及私密性。Salzano等（1997）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对宜居环境进行了刨析，认为宜居城市连接时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绝不能

在发展中破坏环境，必须为后代留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宜居城市。

以美国、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国家对于乡村建设的经验丰富，

而且积累了一定的宜居建设经验，但关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相结合的实例较少，

并且在相关研究中对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举措也不充足，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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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规划研究也十分匮乏。本文对国外对于乡村建设和生态村建

设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对新时代下我

国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内涵进行探讨。

1.3.2国内研究综述

（1）关于乡村生态宜居内涵的研究

第一，生态宜居要求生态和居住环境的和谐交融

孔祥智、芦洋啸（2019）在对 5省 20村的调研后认为，乡村生态、乡村宜

居分别侧重生态环境以及村民生活，生态是达到宜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宜居以

生态为基础并且必然以生态为支撑，故而乡村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与乡村宜居的

有机统一，生态宜居包括农民生活、精神需求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黄晔（2018）

以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民生活保障缺乏等方面的问

题，提出在今后山西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重点应该关注农村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并应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快推进山西省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李赫然（2018）在人民论坛中提出，改造人居环境的重

点在于环境，具体包括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将农村建设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对

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提高农民生活，解决乡村生态宜居问题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我国当下乡村生态宜居的关键性问题就是要着手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改

善人居环境。

第二，生态宜居包含人们乡愁记忆的情感诉求

张超、刘淑兰（2018）在对福建生态宜居建设路径的研究中提出，情感需求

是乡村生态宜居乡村的最终价值追求，通过对乡村的活化，借此活化儿时的符号、

价值、空间以及人物记忆，认为当前乡村记忆的传承以及活化是当前一段时期我

国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一个重要制约点，其对乡村生态宜居内涵解析的落脚点在

人们情感诉求。陈良启（2017）在对泉州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中提出乡愁文化是

是美丽乡村的精神内核，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须以乡愁文化为导向，努力挖掘闽

南乡愁文化元素, 探索出具有文化内涵、情感寄托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第三，生态宜居要求外在条件达到满意程度

黄祖辉（2019）在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认为，乡村生态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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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生态环境优美是生态宜居的本质要求，同时概括乡村生

态宜居包括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及便捷与整洁的环境设施，要将乡村自然环境的保

护放在生态宜居建设的首要位置，建立可持续发展思维，进而高效率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冯科、郭建（2018）以河北雄安新区为例，认为在今后的宜居城市

建设过程中，应该着重对外部环境进行治理，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并

且要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生态理念一以贯之，应当对破坏的生态整治，在

今后的规划中也要将生态融入其中，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生态环境，最

终使得城市建设为生态宜居城市，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学者们对于生态宜居的内涵讨论在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深化，当前大多数

生态宜居的研究是针对城市而言，认为生态宜居就是要求建成外部条件良好的城

市。对于乡村生态宜居，学者们的观点大都在生态环境优美，居住条件良好，并

且可以寄托人们的情感，但却缺乏结合我国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理论发展以及现

实情况，对新时代的乡村生态宜居内涵进一步深化。

（2）关于乡村生态宜居评价的研究

第一，从外在环境评价生态宜居

张挺、徐艳梅等（2018）在乡村建设成效评价研究中用自然环境宜居、社会

环境宜居以及人工环境宜居等三大环境来对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性

的评价，认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评价主要是对外部环境进行评价。王振坡、张安

琪（2019）等在生态宜居特色小镇的研究中指出，生态宜居评价的重点主要在内

外部环境，包括外在生态环境以及内在要素环境。李霞、韩信悦等（2021）在对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宜居评价研究中认为，生态环境、外部资源等方面是评价生态

宜居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

第二，结合居民感受评价生态宜居

陈书润、杨国霞等（2021）将主客观因素结合起来，加入人的情感因素评价

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为精准的测度生态宜居发展水平，

其中感情因素包括居民对于生态宜居的主观感受，客观因素是指外部条件，包括

环境、基础设施等。张文忠（2007）在宜居评价指标体系中提出，宜居应该包含

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等因素，对于宜居的评价应结合外部条件与居

民的感受（舒适性等）来评价生态宜居，提出了以居民满意度为主的宜居性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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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刘春艳、李艳霞等（2012）在对吉林省人居环境的评价研究中认

为居民满意度是评价乡村人居环境的核心指标，并以居民满意度为基础构建综合

评价体系。

第三，综合性评价生态宜居

李丽萍、吴祥裕（2006）在指出，以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景观、安全

等方面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性的评价宜居，李教授从宏、中、微观三

个角度分析宜居，并结合学者对于宜居的观点构建出一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以

评价宜居。蔡雪雄、苏小凤等（2021）在对福建省乡村生态宜居评价中提出，从

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等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部分地区展开生态

宜居评价。李国妹、杨毅等（2021）在评价云南生态宜居水平研究中，从经济、

安全、基础设施、人文以及生态五个维度综合性的展开云南省生态宜居的评价。

1.3.3文献述评

关于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学者们从很多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国内关于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认识大都是十八大以前的提法，并以吴良镛教

授和张文忠教授对宜居内涵的认识为主流。但鲜有学者系统的总结出乡村生态宜

居的内涵，并合理的对乡村生态宜居进行评价研究，大都从其中一个或多个角度

来对乡村生态宜居问题进行研究。乡村生态宜居体现了农村居民对于更好生活环

境的追求、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农村居民对于所处农村生态、生产、生活

的更高要求，因此在今后的乡村建设中要不断围绕农村居民的需求进行建设。通

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专家学者对于评价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认识仁者见仁，

核心指标集中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农民生活、情感因素等方面，但众多学者

的研究方向，还集中在综合性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评价方面的研究，认为应该全面

的评价乡村生态宜居。本文将通过对乡村生态宜居具体内涵的梳理与总结，并据

此构建指标体系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科学的评价，更全面的评价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发展水平，总结在乡村生态宜居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

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助力下一步乡村生态宜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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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1.4.1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生态宜居内涵的梳理以及对现状的归纳总结，设计出乡村生态宜

居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并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生态、生产、

生活和基础保障四个维度进行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测度及综合评价，建立甘

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性分析，并通过模型预测

未来发展趋势，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若干提升策略和建议。

第一章：引言。首先介绍乡村生态宜居评价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

现状、研究的主要思路、结构安排等内容。

第二章：乡村生态宜居相关内涵界定。文献梳理乡村生态宜居提出的背景，

内涵以及重要意义。

第三章：乡村生态宜居指标体系构建。通过第一、二章对乡村生态宜居的文

献梳理以及内涵认识，并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生态宜居问题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

对设计指标进行解释。指标体系分别从生态、生产、生活、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村

当前的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评价。

第四章：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综合评价。本章通过介绍甘省乡村生态宜

居实际情况，以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对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评价。从生

态、生产、生活、保障四个维度进行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综合评价分析；运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的分析法对乡村生态宜居各系统进行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以

GM(1,1)对十四五时期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进行预测。

第五章：结论及对策建议。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并依据结论提出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建设今后发展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1.4.2创新点

新时代下，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再不断丰富，当前我国下一步的乡村建设需

要在新时代生态宜居内涵的指导下推进，需要通过新内涵来评价当前我国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故本文基于新时代下的乡村生态宜居内涵，并结合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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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发展现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对新时代下乡村生态宜居的新内涵

进行解读和梳理；第二，在新时代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指导下构建乡村生态宜居

评价指标体系；第三，以甘肃省为例，将构建的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甘

肃省，分析其当前发展中的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并为下一步甘

肃省乡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设提供建议。

1.4.3技术路线

研究过程

研究背景、目
的及意义

文献综述 文献研究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现状

甘肃乡村生态宜
居发展基础

甘肃乡村生态
宜居发展现状

实地调研
描述性统计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相关概
念界定

理论
基础

分析
方法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综合评价

耦合协调
度分析

灰色预测
灰色关
联分析

实证分析

指标体
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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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村生态宜居理论认识

改革开放至今 40年有余，我国农村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时代下乡

村生态宜居的内涵以及要求也一再丰富。随着我国快速的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

生态环境被破坏，自然资源被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生态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这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故而对乡村生态宜居提出的背

景以及内涵的刨析有助于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评价生态宜居发展现状，

精准施策，更好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2.1乡村生态宜居概念

生态宜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分别为生态和宜居。“生态”方面涉及到的

问题主要有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等。“宜居”方面涉及到的问

题有水电路等基础民生设施保障，完善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资源提供，现

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以及就业平台，“宜居”不仅对于物质方面有高要求，同时

在精神层面也有高标准，要求具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人居环境。

2018年，政府文件中首次明确生态宜居概念，文件中指出生态宜居中的“生

态”要求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将绿色和生态作为方向发

展农村；所谓“宜居”，就是指优美的人居环境，解决偏远山区以及欠发达地区

的人居环境问题，给农民构建一个优美的宜居环境，让农民在宜居的环境中住的

心旷神怡，切实保障农村民生问题。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能满足

农村居民对于更好人居环境的心愿，同时也要让城镇居民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得到

满足，即连通城镇和农村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十九大以后，我国将以前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容村貌整洁”更换为“生

态宜居乡村”，表明生态因素对于农村建设的重要性，给予其在新时代下的丰富

内涵。生态宜居要求农村人居环境更加生态化，要充分利用农村生态去建设心旷

神怡的人居环境，使农村建设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使新时代下的发展要求。同

时，生态宜居是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包括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现代化的农业生

产方式、有保障的社会民生，以此来满足农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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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乡村生态宜居发展历程

乡村生态宜居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出的概念，是实现全面小康后党中央结

合我国实际国情，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好的发展农村，更快的实现农村农业

现代化，为实现下一个百年计划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不同时期关于宜居性乡村的建设目

标是不同的，新时代下的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也有其新内涵。

2.2.1理论发展

（1）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观

第一，人的活动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首先，人类生产活动中所需的资料

都来源于自然。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其次，人

类精神活动所需的精神资料皆来源于自然。人与其他动物植物等生物共同组成自

然界。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所需物质都来源于大自然，并且生活在大自然中，所

有的活动都是依靠大自然开展。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和谐发展的。

第二，人和自然的关系本质为一种实践关系。恩格斯认为，人对自然界是没

有胜利可言的，若是对大自然造成难以负荷的伤害，面临的一定是最可怕的报复。

人与自然实践的过程中，绝不应对自然产生征服心理，必须明白人与自然的实践

关系。否则，大自然就会采取措施报复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人与自然

的关系应该永远是共生和制约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味着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必

须遵守自然规律。

第三，马克思认为要时刻把保护自然放在重要位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

不断压榨工人，赚取剩余价值，资本的血腥积累推动社会不断进行生产活动，同

时也在摧毁自然生态。虽然几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使人类能

够更简单的利用工具改造自然，但也因为这样粗放式的生产发展，违背自然规律，

对自然造成难以预计的伤害，使得自然伤痕累累。

总之，在马克思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提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对自然

进行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强行将生产活动

和自然割裂开来，只会对自然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最后会迎来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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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中国乡村生态宜居的理论发展

第一阶段，将农业生产作为建设宜居乡村的核心要义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认为建设农村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机械化，达到农业生

产现代化，最终建设好农村。毛泽东同志认为，农业生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中之重，并逐渐形成在生产中要注意保护环境的发展意识。毛泽东同志在《毛

泽东思想》中提出，必须对自然有清晰深刻的认识，否则在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中

就会处处受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从认识和尊重自然

规律去处理经济发展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家认为“三农”工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农村建

设的根本落脚点在于稳定农业、推动农村改革以及发展农业现代化等，并提出科

教兴农战略，提高农民整体人文素养以及职业技能。同时，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

到随着无序的发展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经济的发展会如同发达国家一样以

破坏环境为代价，于是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从此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律监管范围，

并提出保护森林资源，建立生态体系，为后来生态文明思想的成熟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逐渐将恢复农村生态加入到宜居乡村建设中

21世纪以后，我们国家认为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农民生活，是建设宜

居农村的关键点。江泽民同志立足于“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

子”战略思想，处理“三农”问题。同时，坚持保护农业、稳定农业、深化农村

改革，秉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生态思想，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

展战略，准确把握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

在发展的过程中即要注重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等到自然生态已经被破坏再着手

治理，那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重的，并且会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并提出“再造

秀美山川”、“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方针来恢复农村生态。

十六大以后，我们国家认为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保障农

民利益以及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将“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并

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城市的力量支持农村发展，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发展农村经济社会，进而建设宜居型乡村，全面推动小康社会的进程。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将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确，并记入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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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中，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同

志的思想指引下，提出划时代的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要以人为本，不能以环境

破坏换经济发展，并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建设农村，保护农

村生态。

第三阶段，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农业生产摆在建设宜居乡村同等位置

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村生态，

重视农民的美好生活保障问题，认为农村生态的保护可以反哺农民，推进农村发

展，进而建设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其核心理论如下：

第一、“两山论”。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亲身经历革命圣地的严重水

土流失以及当地脆弱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到处都是尘土，习总书记后来

戏称几年的插队生活就像“山顶洞人”。“两山论”在十九大时成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并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同生态环境的矛盾。

“两山论”在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中也具有及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乡村生态宜

居建设中必须紧紧抓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将之贯穿于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中去，将其作为具体任务实现的重

要内容，提出“五位一体”，深刻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式。

而后，“三去一降一补”战略调整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无不显示中央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要内容。祁连山问题对于甘肃来说是一次教训，这

也要求甘肃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第三、新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过后，新发展理念登上历史舞台，代表

了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也预示了“绿色”成为共和国下一个时期的主题颜色之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今后的发展绝不能走老路，先污染

后治理，要求紧紧依托“绿色”展开工作，通过绿色发展理念探索今后经济的发

展方向，用“绿色”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

压力，人民群众越来越向往美好生活，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要重视生态

美丽宜居，建设生态美、生活好、百姓富的地区生活，在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建

设中都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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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宜居性乡村建设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历代

领导人立足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在坚持建设农村、

发展农业、保障农民切实利益以及建设宜居乡村方面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都是

我国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重要理论来源。

2.2.2现实情况

（1）城镇与农村发展不平衡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大。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大，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万多元，但农村居民收入不到其一半，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6：1，总的来说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此外，城

镇居民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和其他公共产品与服务等都远高于农村居

民，并且城镇就业机会多，经济发展快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涌入城镇寻求发展，

农村变成城镇发展的抽水机，出现大量空心村，使得农村发展与城镇之间的差距

愈发明显。

第二，公共产品差距大。城镇各类公共设施设备完善，道路交通网络发达，

应急管理能力强，科教文卫设施齐全，各类物资供应及时，与此相反，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大多数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匮乏，公共服务能力低下，公共产

品及服务已然呈消亡趋势，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更甚。

第三，产品门类差距大。我国农村地区主要以农、林、牧、渔极其服务业等

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少之又少。并且产业规模不大，较为零散，多为劳

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产品附加值低，无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人才进村，带

动经济发展。而我国城镇大多三类产业共同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不

断吸引人才流入，长此以往使得城乡差距更大。

（2）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不充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文化的需求也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事业在经济

总量中的贡献率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城镇文化事业已

经成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反我国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发展缓慢，几近

停滞。

当前我国城镇文化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产出在其第三产业产值中已占相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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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在教育方面，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不断丰富、质量更是全面提升，各类高

等教育百花齐放，双一流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不断增加，对

教育的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强等等，这也说明城镇文化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

突破，同时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完善。

与之相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相对于城镇来说极不充分，

各类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也相对不高，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城

镇居民，仅为 6.54年。高价彩礼、封建迷信等屡见不鲜，文化娱乐活动、公共

体育广场器材缺乏，乡风文明程度总体仍然不高。随着城镇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愈加不充分。

（3）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第一，粗放式农业生产带来的空气污染。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截至 2020

年，玉米、小麦、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9400万公顷，占比达到 81%。多年来，由

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并且随着天然气等能源在农村的普及，规模较小的农村畜

牧业仅能消耗少量秸秆，秸秆更加成为当地的负担，全国大多数农民秋分时节前

后会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并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农业

机械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机器匹配度、地势等原因，集中收割后农作物留

茬也较高，这也是大规模秸秆焚烧的原因之一。

秸秆焚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会严重污染农村空气，降低空气质量

2018年我国实施三大保卫战，蓝天保卫战首当其冲，而引起农村雾霾的主要原

因便是秸秆燃烧，空气污染导致人均预期寿命下降超过五年。当下粗放式农业生

产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空气质量，这为建设现代化农村，吸

引外来人口流入带来极大困难。真正解决秸秆燃烧改善空气质量唯有不断推进农

村农业现代化，这样才能还给农村“绿水青山好春光”。

第二、废弃物处理不当带来的河流污染。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之一就是牲畜

养殖，故而我国农村地区牲畜（鸡鸭牛羊猪等）规模大，但同时带来的粪污处理

问题也多。农村地区粪污资源化能力较弱，大多数农户和养殖户不具备专业化的

粪污处理能力，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 13%左右，故而大多粪污、污水直接排到河

流中，造成严重的而河流污染。

同时，不仅仅是粪便，因为专业化废弃物处理能力不强，处理的废弃物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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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污水、垃圾等废弃物大多也会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并且部分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不高，大多数都是旱厕，天气热的时候蚊虫肆虐，随着雨水冲刷渗透到地底，

造成地下水的严重污染。随着国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规模化养殖户不断增

多，但粪污处理能力还在原地踏步。长此以往，粪污、污水、垃圾等废弃物逐渐

堆积在河流里，环境的承载能力却十分有限，地表和地下水一定会受到严重污染。

因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解决水环境的问题，不仅关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也关乎居民的身体健康，乡村的产业发展。

第三、大量农药化肥使用导致的土地破坏。我国土地污染程度相较于国外来

说更为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农药化肥肆意使用导致土地被严重污染。我国是农业

大国，粮食生产总量在全世界占比达到 16%，化肥用量占全世界总量 31%，农

药使用量超过平均水平 2.5倍，化肥用量超过平均水平的 4倍，但化肥有效利用

率不到 30%，大量的化肥被冲刷到地底，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同时也了影响农

业产品的质量，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除了农药化肥之外，地膜也在我国北方

大量使用，部分地膜没有被清理，埋在地下，加之地膜数百年无法自然降解，给

土壤带来了严重的污染。

2.3新时代乡村生态宜居内涵认识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宜居，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农

村环境问题以及农民生活宜居问题，更为了满足我国广大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三农问题，一致将建设宜

居乡村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对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的内涵也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工作一

直在进行，但首次明确提出乡村生态宜居是在 2018年，习总书记要求在农村人

居环境的整治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的开展，借鉴国内成功经验，将我国农村

建设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从新中国成立来就在不断进行中，其内涵意义随着我国现

实问题以及矛盾的转变而变化。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生态宜居的概念是为了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学者们对于生态宜居的落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17

脚点最终都落于生态环境、生活向往以及生活条件上，认为生态环境优美是生态

宜居的本质要求，农业现代化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奋斗目标，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生态宜居的最终目标。

故而，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建设宜居乡村的目标、当下我国发展需要以

及学者对乡村生态宜居的研究，生态宜居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发展生产，保

护环境，亦或简单的对于人居环境的改善。新时代下，乡村生态宜居的内涵应是：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优美、

农业生产先进、农民生活富裕、外部保障有利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达到实现百

姓富、生态美、环境优、生活好的统一。其核心要素应包括优美的乡村自然生态

环境、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保障的社会民生。

第一，乡村生态宜居要求农业生产先进

建国以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农村产业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发展农村精进，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但当前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人

口大量流出，其一方面原因就是当前我国农村产业发展薄弱，农业生产方式以及

农村经济相对薄弱，无法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去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故而乡村生态宜居要求农村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去留住人，去发展农村。

第二，乡村生态宜居要求生态环境优美

良好的乡村生态以及人居环境是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良好的

生态才能充分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才能真正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从

“两山论”到生态文明建设再到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将绿色融入到我国的

发展当中，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要求解决当下我们国家农村中存在的土地污染、河

流污染以及相关废弃物随意倾倒等农村污染问题，并且退耕还林，修复生态破坏，

青山绿水才是乡村生态宜居应有之义。

第三，乡村生态宜居要求农民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过上生活富裕的好日子，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解决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极分化问题是我们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初衷。一切发展

的根本就是农民生活富裕问题，当前我国刚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发展基础仍十

分薄弱，农村居民收入低，收入来源少，农村各类资源不足等问题，都是乡村生

态宜居建设过程中需要去解决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丰富农村资源，满足农民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18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四，乡村生态宜居要求外部保障有利

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存在外部保障不利，部分村落水、电、路等问题还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要求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社会民生保障去满

足农民的各类物质生活需求。外部保障要求保障民生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养

老等基础民生，重点保障水、电、路，以加大财政资金补助、建立完善的道路交

通以及通讯网络等方式保障民生。没有有利的外部保障就谈不上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故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要求外部保障有利。

总的来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农村产业是关键，农村生态是根本，农

民生活是核心，三农保障是基础。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对于“百姓富，生态美、

环境优、生活好”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其目标的实现有益于农村资源利用

模式的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的建立、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的向往以及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中国农村发展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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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生态宜居指标体系构建

3.1构建原则

结合我国关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相关指导

文件精神，依照新时代乡村生态宜居内涵，并借鉴相关文献中关于乡村振兴、乡

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中部分指标体系以及相关理论，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同时在在构建的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3.1.1系统性原则

评价系统中各指标有一定的联系，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生产、生活、生态、

保障等方面反映各子系统的特征和发展水平，而且还能全面的反映生产—生活—

生态—保障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3.1.2科学性原则

选择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时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选取的指标必须符合

实际情况，能够通过观察、调查等方式得到，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乡村生态宜

居的发展水平，以便能够把握科学规律，真实有效做出评价。

3.1.3可比、可操作、可量化原则

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特别注意整体范围的一致性，建立指标体系有利于区域

决策和科学管理。指标选择的统计口径和算法应保持一致和统一，指标应尽可能

简单明了，具有较强的可量化性，不易量化的指标在此实际应用时较为困难，选

取指标可比、可操作、可量化才能使整个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时更为科学。

3.2指标选取

为使评价体系真实、可信、系统、科学，对照乡村振兴总体战略要求，结合

乡村生态宜居内涵，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将乡村

生态宜居水平设为一级评价指标，下设四个二级指标生产、生活、生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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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十四个三级指标绿化水平、空气质量、废弃物处理、农业生产水平、交通、

住房、食品、通信、收入、文娱、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

二十四个四级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空气优良天数比率、污水处

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有效灌溉率、农药使用强

度、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村经济占比、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建制

村通客车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开通光纤宽带的行政村

比例、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投递线路、万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小学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构成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

系，综合反映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体见下表。

表 3-1 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乡村生态

宜居水平

生态

绿化水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森林覆盖率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废弃物处理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生产 农业生产水平

有效灌溉率

化肥施用强度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村经济占比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生活

交通 建制村通客车率

住房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食品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通信
开通光纤宽带的行政村比例

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文娱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

保障

生活保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农村投递线路

医疗保障 万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养老保障 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

教育保障 小学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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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农村生态

乡村生态宜居的基础就在于生态，生态环境不仅仅对于村民舒适的生产生活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乡村振兴整体布局来说是环境基础。生态子系统主要从

绿化水平、空气质量、水质、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来反映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其中包含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主要反映乡村生态环境的绿化水平，具体为农村居民人

均占有的公园绿地面积，包括各类广场公园绿地、动物园、植物园等。

森林覆盖率，主要反映乡村生态中森林资源的覆盖程度以及生态状况，具体

为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主要反映评价区域空气质量，以空气质量来反映整体生

态的状况，具体为一年内监测地区空气优良天数比率。

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以及卫生厕所普及率主要以污水、生活

垃圾处理的程度以及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反映乡村对生态的废弃物排放处理情况，

具体为经过处理的废弃物占总废弃物的比例以及卫生厕所的普及程度。

3.2.2农业生产

生产是乡村生态宜居的经济基础，是乡村发展的动力，生态宜居的乡村应具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村经济的支柱为第一产业，故而从农业生产水平来评价生

产水平，其中包含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有效灌溉率，主要反映评价地区农业生产的灌溉程度以及稳定程度，具体为

有效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比例。

化肥施用强度，主要反映评价地区农业生产的无公害程度，具体为化肥施用

量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反映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程度，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程度，具体为农业科技进步率占农业生产产值的比

例。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主要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具体为农

业机械总动力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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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占比，从总体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乡村生态宜居的经济基础

情况，具体为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3.2.3农民生活

生活是乡村生态宜居的民生目标，是村民生活的具体体现，也是乡村振兴成

果的具体体现。故而从交通、住房、食品、通信、收入以及文娱等六个方面来综

合反映村民生活情况，以及民生目标实现情况。其中包含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建制村通客车率，主要反映乡村的交通情况，交通是村民的生活基础之一，

具体为建制村通客车数占建制村总数的比例。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主要反映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住房是村民的生活基础

之一，具体为总住房面积占总人数的比例。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主要反映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情况，借此反映村民整

体生活状况，具体为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开通光纤宽带的行政村比例，主要反映农村的网络情况，光纤宽带的开通代

表了农村的信息化程度，具体为开通光纤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

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主要反映农村的通信状况，移动电话拥有量和光纤

的开通共同反映农村的信息化程度，具体为百户的移动电话拥有量绝对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反映农村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用以量化生活水平，

具体为可用于储蓄和消费支出的总和。

3.2.4三农保障

保障是乡村生态宜居的基石，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故而从生活

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障等四方面来综合反映保障子系统，以及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水平。其中包含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主要反映财政资金对农村居民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程

度，具体为财政每年划拨地方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额度。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主要反映农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具体为农村居民使

用自来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例。

农村投递线路，主要反映农村居民生活物资配送保障问题，具体为与省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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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衔接运送邮件的农村邮路的总里程数。

万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主要反映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具体为每万人

拥有的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主要反映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养老机构床位数

是反映乡村养老承载能力的重要指标，具体为统计的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总数。

小学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主要反映农村小学的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具体为

财政每年划拨的小学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额度。

3.3分析方法

综合评价是针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或

模型对研究对象做出量化分析的一种统计学方法。在综合评价中，关键的一步是

对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以区分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当研

究对象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后，评价的结果就依赖于指标体系中指标的权重，故

而合理的赋权对整个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显得至关重要。结合现有文献，总结常见

综合评价对指标的赋权分为主观赋权法（比如专家打分法等）和客观赋权法（比

如主成分分析法等）。

主观赋权法取决于决策者的综合评价意图，虽然灵活度高，主观性强但客观

性较差，无法客观的反映评价对象的情况。结合其各自的优缺点，为保证指标赋

权公正，评价结果真实、可信、科学，故而选择客观赋权法为评价指标体系赋权，

排除个人主观性，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常见的客观赋权法有很多，比如主成

分分析、离差法等，其中熵权法适用于任何需要确定权重的过程中，其客观性强，

适应性好，故而本文选取熵权法作为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结合灰色关联法、

耦合协调度来分析乡村生态宜居指标体系各子系统的关联度以及耦合协调程度。

3.3.1熵权法

本文选取熵权法作为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性、真实

性、可信性以及科学性，参考程启月（2010），其计算方法如下：

(1)数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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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给定k个指标 1 2 3
, , ,...,

k
X X X X ，其中

1 2 3
{ , , ,..., }

n
X X X X X 。假设对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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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信息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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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指标权重

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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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耦合协调度

运用耦合协调度来分析乡村生态宜居评价体系中各子系统的协调程度，以度

量时间序列上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评价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计算方法参考丛

晓男（2019），其计算公式为：

1
4

1 2 3 4

1 2 3 4

4
U U U U

C
U U U U

   
  

    

1 1 2 2 3 3 4 4
T U U U U      

( )D sqrt C T 

其中 ：C为耦合度；U1、U2、U3 分别为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中生态、

生产、生活和保障等子系统的发展指数 ；T为各部分的系协调指数；
1 2 3 4
, , ,   

为待估参数，且
1 2 3 4

0       。因四个子系统协调效应相同，因此，本

文
1 2

1
{ , ,..., } ( 1,2, 3,..., )i

i k i
i

E
X E E E W i k

k E


  


均取 1/4；D为耦合协调度。

3.3.3灰色关联度

本文通过灰色关联来测度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与农村生态、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三农保障之间的关联。具体方法如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求出各指标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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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将标准化后得到各项指标的 最大值、最小值分

别作为参考序列，计算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具体计算方法参考

刘思峰（2013）。

参考数列表示为：�0(�) = �0(1), �0(2), ⋯, �0(�) ，比较数列表示为：��(�) =

��(1), ��(2), ⋯, ��(�) 。

求灰色关联系数�(�)

� � =
���(�)���(�) �0(�)� − ��(�)� + ����(�)���(�) �0(�)� − ��(�)�

�0(�)� − ��(�)� + ����(�)���(�) �0(�)� − ��(�)�

其中 p 为分辨系数取值为 0.5。�(�)二者在 k时的关联系数。

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 1
� �=1

� �(�)�

3.3.4灰色预测模型

为了对所得乡村生态宜居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考虑到数据的

统计特征、模型的精度以及预测时期的长短，选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

下一个时期乡村生态宜居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进行预测，具体计算方

法参考张鹏（2021）。通过“十四五”期间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程度进行分

析和预测，并得到 2025年末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维度所处的阶段，更好的把

握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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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评价分析

甘肃省农业人口多，土地面积广，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甘肃省总人口为两千五百余万，其中农村人口一千三百余万，占比达到 51.51%，

耕地 500余万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以来，围绕着二十字方针，甘肃省农村

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但“三农”问题仍然突出，生态宜居仍在不断建设中，农

村环境、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现根据构建的

指标体系对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基础以及现状分析如下。

4.1数据来源

选取甘肃省2011-2020年相关数据，结合构建的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 R、Excel等软件对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采用的原

始数据包括实地调查数据、2011-2020年《甘肃发展年鉴》、《民政统计年鉴》、

《住建公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甘肃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等，部分指标

数据缺失年份用插值法替补。

4.2基础条件

4.2.1政策基础

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后，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大政方针，为全面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

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农村，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甘肃

省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大力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农村治理体

系现代化，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依托的政策环境基础条件有以下三

条：

（1）金融帮扶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甘肃省金融机构出台系列政策支

持措施，具体为，推出“农担直通车”、“农担加油贷款”等信贷产品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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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提供精准有效的信贷支持；充分运用信贷、债券、股权、基金、期货、

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聚焦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等问题；健全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优化内部政策安排、加大金融科技手段运用等方面持续增强

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

（2）人才帮扶

依托国家有利政策，甘肃省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提出多项政策培育人才、引

进人才、建设人才队伍。具体为：完善教育培训、认定、帮扶体系，建立“三位

一体”“一主多元”培育体系，培养新型现代农民，鼓励新型农民进入专业技术

学校学习；自县域级别开始实施人才统筹管理，赋予基层人才选聘自主权，倡导

高校、专业技术学校培养专业型乡土人才，为推动乡村建设打造一支专业型“农

业明白人”；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健全人才引进机制，通过“青年建功计划”“巾

帼行动”等，吸引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到三农建设中来，使更多专业性人才融入到

乡土中去，成为乡村建设的中流砥柱。

（3）技术帮扶

聚焦打造“技能甘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甘肃省陆续指定实施方案，支

持建设技术培训基地，进行多项职业技能培训，并在多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定

期举办技能培训；通过“名匠进甘肃”等活动，将先进技术和经验在甘肃推广，

从而提高乡村振兴人才技能水平；结合当前乡村建设需要，抓紧培养一批高技术

的乡村工匠。

4.2.2经济基础

2020年末，甘肃省迈入全面小康阶段，人均可支配收入破入万元大关，同

比增长 7.4%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4%，增速保持稳定状态；同时

全省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 1100万吨以上，粮食足够自给自足；农村经济产

业机构不断优化，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农产品逐渐进入规模化、多元

化、深层次化发展，农村各产业融合也在稳步推进；并且农民就业渠道、创业方

向、投资渠道不断拓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以陇东、河西走廊为代表的草食畜牧业，陇东南、天水地区的林果业，河西

灌区、渭河以及黄河流域的蔬菜产业、定西的马铃薯产业、河西走廊的现代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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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农林特产、黄土高原区以及河西走廊区的饲草产业等多种产业蓬勃发展，为

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4.2.3建设基础

十三五结束时，甘肃省在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具体

表现在：出行方面，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道路硬化以及通客车；饮食方面，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 30%；通信方面，自然村实

现全省范围通电以及网络覆盖，50%的农村宽带用户上网接入达到 50Mbps；住

房方面，D级危房在全省范围内改造完成，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30平方米；社会

保障方面，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就业等方面快速发展；商贸市场方

面，全省范围内开展农贸市场改造，完善农村货运服务，2020年新增农贸市场

数目接近 100 个；安全保障方面，在农村推进防暴洪灾害治理，并实现了 128

条流域面积 200-3000 平方公里的河流防范暴洪灾害的治理工作，每万人刑事案

件破案数逐年上涨。总体来说，从十二五到十三五结束，甘肃农村的社会事业蓬

勃发展，为下一步进行生态宜居建设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4.3描述性分析

4.3.1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生态是乡村生态宜居的必备条件，优美的农村生态才能促进乡村生态宜

居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近年来，甘肃省不断推进农村生态治理，改善

人居环境，把这项任务当作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抓手。并且在农村绿化水平、空

气质量、水质、废弃物处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20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最后一年，是甘肃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垃圾革命”“风貌革命”等

改革成效显著的一年，甘肃省多数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恢复，但仍有发展不充

分，多项指标处于全国落后水平，受新冠疫情影响，整体发展速度放缓，形势仍

然险峻。

2020年，甘肃省农村人均绿地面积、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卫生厕所普及率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29

距甚远。据此得知，甘肃省农村在废弃物处理、水质等方面距离全国水平相差甚

远，废弃物处理水平相对落后，今后需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态水平提高。

（1）绿化以及废弃物处理

根据《甘肃省乡村绿化美化方案》，2020年甘肃省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1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11%，环村林、风景林、水土保持林进一步建设，乡村绿化水平

得到大幅提升，乡村绿化美化持续推进，森林防护工作扎实开展，农村自然生态

环境不断优化，总的来说绿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至 2020年末甘肃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接近 100%；农村卫生厕所改

造达到 80%；同时对废旧农膜进行回收循环利用，回收率已经超过 80%；对各

类畜禽的粪污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利用，综合利用率达到 75%；号召所有农村一起

加入到农村废弃物处理当中来，群策群力治理十四乱。各项核心指标表明，甘肃

农村的生活废弃物处理水平不断提高，整体村容村貌不断提高，农村的人居环境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2）空气质量

2018年蓝天保卫战启动以来，甘肃省在空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10、SO2、NO2的二级标准为 70、60、

40，其中 PM10年平均浓度为 57.79微克/立方米、SO2浓度为 14.35微克/立方米、

NO2年平均浓度为 25.36微克/立方米，均达到标准，但白银市、兰州市、金昌市

空气质量均存在个别指标严重超标的问题。2020年全省优良天数为 342天，占

比 93.7%，同比增加 0.6%，未出现酸雨，但兰州市全年空气优良天数不到 300

天，占比 81.1%。

故而，甘肃省虽然近年来在空气质量污染防治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

污染防治不彻底、不充分，个别城市仍然存在指标严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并且

由于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变化，私家车数量增多、能源消耗量

不断增大，加之甘肃地处黄土高原，空气中 PM10、SO2、NO2等排放量也不断

增加，空气污染防止任务仍然艰巨。结合现有数据与问题来看，甘肃省空气污染

防治问题还需进一步治理，借助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从根源上治理十分重要。

（3）水资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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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位于我国西北地区，较为干旱，降水量相对较少。2020年末，29个地

级城市饮用水源地和 99个县级城市饮用水源地中，28个地级水源地和 97个县

级水源地水质达标，达标率 97.65%。同时，由于地理区位的影响，降水量不多，

甘肃各地 2020年降水量大致在 36-734毫米之间，较正常水平偏少 2到 5成。2020

年，甘肃人均水资源 1231亿立方米/人，不到全国人均水资源的一半，水资源是

基础性资源，其对乡村生态宜居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当前甘肃农村对原

本就稀缺的水资源的处理上还是不够，2020年全国农村污水处理率达到 30%，

甘肃省仅不到 15%，其污水处理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结合现有的数据与

问题来看，甘肃省农村水资源保护、重复利用以及污水处理问题将仍然是乡村生

态宜居建设的重点问题。

4.3.2农业生产

甘肃省地理位置特殊，具有多种地形地貌，物产资源、农业资源、水质资源

等极为丰富，适宜农业的发展。陇南地区的山地农业以及乡村旅游业，河西地区

的丰富水资源、肥沃土地以及特色葡萄酒的酿制，甘南的大草场、畜牧业以及全

域旅游业，陇东地区的粮仓、岐黄文化等，均为甘肃农村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持续

增长的底气。并且随着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发展，甘肃农业产业

将为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1）农业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发展，农业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

积等农业现代化核心指标不断增长，2010-2019年累计增长率均超过 50%。农村

用电量不断上升，化肥施用量逐年降低，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绿色农产品产量

不断增加，但较全国水平仍然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农业技术、机械化程度、

现代化装置等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机械化、科技化、标准化等方面依然

存在不足，农业现代化整体程度不高。

（2）产业发展状况

十三五结束时，甘肃省农村产业仍以第一产业为支柱产业，并在农产品加工、

乡村休闲旅游、乡村服务业、多类型融合业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

发展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以及特色产业，面向国内外市场出售农产品。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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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加工得到进一步深化、市场竞争力得到逐步提升并且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分

开来看，农产品种类丰富，包括各类粮食、油料、中药材、猪牛羊禽肉等，累计

产量持增长状态；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具体表现在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

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特色产品输出能力不断增长，并且形成规模较大、

数目可观的特色产业基地；并且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整体来看，甘

肃省农村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产业链条短、市场化程度低、生产技术落后

等问题依旧存在。

4.3.3农民生活质量

至 2020年末，甘肃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县数目均清零，全面迈入小

康社会，并且所有实现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的通客车以及道路硬化，达到 100%

覆盖率，农村恩格尔系数降至 30%，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在发展中不断保

障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河西地区、

陇东南地区周边乡村不断接轨城市建设，在交通、住房、网络等方面得到了重点

保障。

4.3.4三农保障

（1）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五结束时，甘肃省在农村水电路、通信、能源、物流以及网络建设等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2020年末，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覆

盖率 100%；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贸市场改造，完善农村货运服务，2020年新增

农贸市场数目接近 100个；在农村推进防暴洪灾害治理，并实现了 128条流域面

积 200-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防范暴洪灾害的治理工作；并在全省乡村实现了高

速宽带覆盖，使得 50%的农村宽带用户上网接入达到 50Mbps。

（2）社保方面

甘肃省坚决不打折扣落实国家社保政策，并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进行加强，2020 年末，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农民、保障兜底、统筹发展的社

会保障系统，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持续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以支持发展。通过

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农民的生活；并建立农村留守老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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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2020年末，医疗方面，甘肃省新型农

合参合率已接近 100%，农村万人医院床位数也逐年增长，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并且每个乡镇至少配备一个卫生院；养老方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财

政补贴，并且所有养老机构能以各种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保障，但基层养

老机构床位数逐年减少；教育方面，以“互联网+教育”、校企融合、产教融合、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方式加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基层教师专业素质仍然不

高。

问题小结：目前甘肃省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问

题仍然存在，加之甘肃省地理区位因素，多种文化并存，但相互之间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农村仍然是全省经济发展的短板。具体体现在：生态方面，环境承载力

弱，自然灾害多，个别地区空气污染严重，废弃物处理不当；基础保障方面，养

老机构数十年来不断减少、基层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生活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巨大，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

城镇化率低，社会分配问题仍然存在；生产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特色产

业以及优势产业市场化程度浅、生产基础落后、产业链短，因此今后的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建设任务仍然繁重。

4.4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4.4.1指标赋权

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故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按照甘肃省各项指标的统计数据实际值，采用熵值法计算出乡村生态宜居评

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结果已列示于下表中。

在乡村生态宜居的 24项四级评价指标中，指标权重相对较大为：污水处理

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开通光纤的行政村比例、农药使用强度、以及单位

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上述指标主要反映农村生态与农业生产问题，说明了

在乡村生态宜居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生态与农业生产问题的重要性，其对于乡村

振兴全盘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各二级指标中，其权重排序依次为农

民生活、农村生态、三农保障以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四项二级指标中所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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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接近 30%，远大于其他指标，说明在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生活是

摆在首位的着力点，将农民生活保障好，乡村生态宜居的局面也会被打开。

表 4-1 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乡村生态宜居

水平

生态

绿化水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0.0138

森林覆盖率 0.0351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0.0447

废弃物处理

污水处理率 0.069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573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0.0471

生产 农业生产水平

有效灌溉率 0.0390
农药使用强度 0.0489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0.0337
农村经济占比 0.0359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0.0382

生活

交通 建制村通客车率 0.0329
住房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0.0439
食品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0370

通信
开通光纤宽带的行政村比例 0.0530

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0.0432
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0.0451
文娱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 0.0337

保障

生活保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0.0394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0.0439

农村投递线路 0.0365
医疗保障 万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0.0491
养老保障 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 0.0371
教育保障 小学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0.0417

4.4.2指标关联度

下表针对四个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并且以生态宜居作为母序列，研

究四大子系统生态，生产，生活，保障与生态宜居的灰色关联度，分辨系数取

0.5。根据计算，各子系统与生态宜居灰色关联度均大于 0.6，说明所取指标与生

态宜居关联性强，所得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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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乡村生态宜居关联度结果 

指标 关联度 排名

生态 0.60 3

生产 0.60 3

生活 0.74 1

保障 0.61 2

4.4.3综合发展指数

根据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项指标的具体数值，运用上述公式计算出乡村生

态宜居及生态、生产、生活、保障综合发展指数如下表和下图所示。

表 4-3 乡村生态宜居综合发展指数

年份 生态 生产 生活 保障 综合指数

2011 0.0048 0.0426 0.0003 0.0399 0.0219
2012 0.0536 0.0663 0.0511 0.0724 0.0608
2013 0.0288 0.0861 0.0863 0.1041 0.0763
2014 0.0773 0.0942 0.1132 0.1126 0.0993
2015 0.0991 0.1521 0.1836 0.1686 0.1509
2016 0.1343 0.1189 0.1993 0.1644 0.1543
2017 0.1973 0.1066 0.2423 0.1403 0.1716
2018 0.2336 0.1171 0.2685 0.1522 0.1929
2019 0.2351 0.1368 0.2780 0.1510 0.2002
2020 0.2433 0.2686 0.3068 0.2702 0.2722

上表所示四项二级指标发展指数具体含义为甘肃省生态、生产、生活以及保

障综合发展指数，表示各子系统在不同年间的相对变化程度。在整体发展上，甘

肃省乡村生态宜居评价体系中，生态子系统、生产子系统、生活子系统、保障子

系统以及评价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

总的来看，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建设水平正在稳步推进。甘肃省在乡村生态

宜居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农村生态、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保障层面

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支持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奠定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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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基础。但各子系统发展态势不一，甘肃省农村生态以及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在农业生产方面虽然总体上来说呈上升趋势，但发展较为缓慢，尤其自

2015年以来农业生产相对来说未取得大的发展，且其发展不稳定，成为乡村生

态宜居全盘的一个短板；在基础保障方面，其发展态势与农业生产基本吻合，2011

年以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自 2015年以来，总体发展相对缓慢，但相对于农

业生产来说发展较为稳定。

十年来，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的发展水平相较于之前取得了翻番的成果，农

村生态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持续进步，农民生活迈向富裕，基础保障逐渐完善，

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发展速度依旧缓慢，发展短板相对明显。

农村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结合上述图表可知，农村生态发展指数逐年递增，

其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区间：（1）2011-2014年，其整体发展缓慢，发展水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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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发展趋势呈“N”字型，总体来说未取得较大发展。（2）2015-2017年，

是甘肃省十三五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农村生态的高速发展

期。三年间，乡村生态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发展速度不断上升。（3）2018-2020

年，甘肃省农村生态发展水平总体稳定，增速放缓，但相对来说总体发展水平仍

然较高。近年来，在甘肃农村生态的建设中，废弃物处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比如在污水处理，生活化垃圾无害化处理等，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故而带动农村生态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但今年来发展随着农村事业的不断发展，

甘肃农村生态发展开始到一个瓶颈期。在十四五时期的开始，关于乡村生态宜居

一个重要的建设方面应该放在农村生态上。只有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碧水环绕、

蓝天白云的农村环境，才能被称之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农业生产总体发展不稳。结合上述图表可知，甘肃省农业生产发展指数总体

发展呈上升状态，但发展不稳定波动大，且增速较为缓慢，其发展可大致分为两

个区间：（1）2011-2015年，在整个十二五时期，甘肃省农业生产水平稳中有进，

呈上升状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2016-2020年，在这期间，甘肃省农业

生产发展波动大，不稳定且有下降趋势。2016年整体水平下降到这一时期最低，

2017年以后，又呈上升状态，总体发展速度较为平稳。十年来，甘肃省农业生

产水平取得一定成果，不断迈向现代化农业生产，单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5.7kw

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接近 60%，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为农业现代

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近年来甘肃省农业生产发展迟滞，农村

经济占比不断下降，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应该以农业生产为经济着力点，带动乡村

生态宜居建设。

农民生活水平发展势头强劲。农民生活发展指数总体上升幅度大，上升速度

快，其发展基本处于稳步上升状态。近年来，甘肃省农民生活水平稳步增长，实

现了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折，撕掉了“穷甲天下”的标签，农民消

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降到 30%以内，文教娱消费占

比上升至 14%左右，生活水平实现大幅提高，农村居民水电路以及耐用品拥有量

等多方面得到显著提高。但从全国来看农村居民收入仍然较低，不到一线城市的

三分之一，农民生活水平距离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未来一段时期的乡村

生态宜居发展需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着力点，农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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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必要条件。

基础保障水平上升趋势明显。结合上述图表可知，甘肃省基础保障发展指数

上升趋势明显，但发展速度放缓，并且近年来整体水平有所下降。其发展大致可

分为两个区间：（1）2011-2015年，在十二五时期，甘肃省基础保障发展指数上

升趋势明显，发展势头强劲，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2）2016-2020年，在这期间，基础保障发展指数略有下降，至 2017年逐

渐回升，但整体发展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十年来，甘肃省农

村基础保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农合参合率达到 99%，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到 9年以上，参加社保人数大幅增加，具体表现在失业保险达到 187.4万人，工

伤保险达到 264.6万人，生育保险达到 234万人，年均增长率超过 5%。完善的

社会基础保障进一步解决再次返贫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但其总体

水平在全国仍处于低位，城乡社会福利与公共资源保障问题仍然存在，下一步须

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保障，提高公共产品供给，丰富公共资源种类，加强保障制

度落实，才能更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留住人，养住人。

4.5耦合协调度分析

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关键在于农村生态、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基础保障，

目的在与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实现与乡村振兴的顺利衔接，进而建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最终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中农村生态、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基础保障的

发展水平是否得到提升，乡村生态宜居与其各要素间的发展是否协调成为一个重

要的问题。故而参考张琪等（2019）、王先柱等（2018）关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

应用极其分类标准，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乡村生态宜居及其各子系统间发展是

否协调。具体分类标准如下表所示。利用乡村生态宜居与其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

数时间序列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及其子系统耦合度 C

和耦合协调度 D，并对其展开分析，具体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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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指标 耦合度 C值
协调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度

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

度

2011年 0.32 0.02 0.08 1 极度失调

2012年 0.99 0.06 0.24 3 中度失调

2013年 0.90 0.08 0.26 3 中度失调

2014年 0.99 0.10 0.31 4 轻度失调

2015年 0.97 0.15 0.38 4 轻度失调

2016年 0.98 0.16 0.39 4 轻度失调

2017年 0.95 0.18 0.41 5 濒临失调

2018年 0.95 0.20 0.44 5 濒临失调

2019年 0.96 0.21 0.45 5 濒临失调

2020年 1.00 0.27 0.52 6 勉强协调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当前，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子系统间已达到初级协调

状态，已由严重失调发展至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由 0.08上涨至 0.52，上涨趋

势明显。由上述分析结果可得出，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稳定上

升状态，进一步划分，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2011-2013年明显失调，在

此期间，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急速上升状态，但总

体上仍处于明显失调状态。（2）2014-2016年轻微失调，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整

体上升至轻微失调状态，总体向好发展，但发展波动大，极不稳定。（3）2017-2020

年协调状态，在这期间，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子系统间发展稳定至初级协调状

态，并且较为稳定的向初级协调状态发展。甘肃省乡村发展过程中，生态宜居建

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各级组织同心戮力促发展，农村生

态、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基础保障间发展迈向优质协调。

4.6乡村生态宜居发展预测

当前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整体稳步上升，但发展速度仍然缓慢，综合水

平距离经济发达省份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在下一个时期尽全力发展，缩小差距。

故而用现有信息对十四五时期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希望能够

对下一个时期甘肃省生态宜居综合水平的发展做一个总体把握。结合对已有数据

的统计特征，模型预测的精准度以及预测时期的长短的分析，选取灰色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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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1,1)）对十四五时期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具体分析如

下。

表 4-4 模型构建结果 
指标 发展系数 灰色作用量 后验差比 C值

生态宜居 -0.0206 1.0283 0.0343
耦合协调度 -0.0238 1.2095 0.0197

通过计算，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 GM(1,1)与耦合协调度的发展系数，灰色作

用量的后验差比 C值如上表所示。GM(1,1)模型后验差比 C值是对模型的精度进

行检验，通过运算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 GM(1,1)的后验差比 C值为 0.0348，耦合

协调度 GM(1,1)模型的后验差比值为 0.1411，故认为 GM(1,1)模型精度高（一般

后验差比值小于 0.35认为 GM(1,1)的精度已经很好），可以进行精准预测。

表 4-5 乡村生态宜居 GM(1,1)模型检验

指标 原始值 预测值 残差 相对误差

2011年 0.022 0.022 0 0
2012年 0.061 0.06 0 0.00811
2013年 0.076 0.082 -0.006 0.07997
2014年 0.099 0.105 -0.006 0.05696
2015年 0.151 0.128 0.023 0.15188
2016年 0.154 0.151 0.003 0.01824
2017年 0.172 0.175 -0.004 0.02261
2018年 0.193 0.2 -0.007 0.03668
2019年 0.2 0.225 -0.025 0.12378
2020年 0.272 0.251 0.022 0.0797

表 4-6 耦合协调度 GM(1,1)模型检验表 
指标 原始值 预测值 残差 相对误差

2011年 0.08 0.08 0 0
2012年 0.24 0.25 -0.01 0.04187
2013年 0.26 0.28 -0.02 0.07773
2014年 0.31 0.311 -0.001 0.00354
2015年 0.38 0.343 0.037 0.09807
2016年 0.39 0.375 0.015 0.03813
2017年 0.41 0.408 0.002 0.00413
2018年 0.44 0.442 -0.002 0.0052
2019年 0.45 0.477 -0.027 0.06019
2020年 0.52 0.513 0.007 0.0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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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对乡村生态宜居综合发展 GM(1,1)模型进行残差检验，得到模型相

对误差均小于 0.02（一般认为 GM(1,1)模型相对误差值小于 0.2，模型即达到较

高要求），故而认为模型设置合理，预测结果精度高。

通过上表对乡村生态宜居耦合协调度 GM(1,1)模型进行残差检验，得到模型

相对误差均小于 0.2（一般认为 GM(1,1)模型相对误差值小于 0.2，模型即达到较

高要求），故而认为模型设置合理，预测结果精度高。

将甘肃省生态宜居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用 GM(1,1)模型预测后，预测

结果如上所示。根据计算，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延续过

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将在五年内由勉强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具体表现为 2023

年底初级协调，至 2025年底，乡村生态宜居发展达到中级协调。在“十四五”

收官后，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总发展水平的增量将接近当前水平的一倍，生态宜

居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之间将充分协调发展。各子系统间联动效应明显，乡村

生态宜居水平的发展速度将远高于当前勉强协调状态，生态宜居总体将得到充分

发展，具体表现为农村生态优美，农业生产先进，农民生活富裕，基础保障有力，

将农村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并且脱贫攻坚成果将得到切实巩固，乡

村振兴水平取得巨大发展，距离达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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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建议

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是今

后一个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顺利完成的关键问题，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但是当下我国乡村生态宜居问题仍

然突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不充分并且农村生态

环不断恶化，这为下一步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城乡收入问题、

资源配置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农村文化问题以及空气污染、河流土地污染等问

题仍然是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顽疾。

5.1结论

本文通过结合相关理论，对当前我国农村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深入刨析乡村

生态宜居内涵，构建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以农村环境、农业生产、农民

生活以及三农保障等四个方面综合性的对乡村生态宜居进行评价分析，将甘肃省

作为实例进行乡村生态宜居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对农村环境、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以及三农保障进行协调分析，并结合 GM(1,1)对十四五时期甘肃省生态

宜居综合发展态势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当前我国乡村生态宜居问题仍然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新时代对生态宜居提出新要求，要达到百姓富、生活好、环境美统一，我国

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但乡村生态宜居问题仍然突出，具体如下：1.城镇与农

村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大、产品门类差距大、公共产品差距大。

2.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各类类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不高、

乡风文明程度总体偏低。3.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粗放式农业生产

带来的空气污染、废弃物处理不当带来的河流污染以及农药化肥使用过度带来的

土地污染。

第二，甘肃省生态宜居水平不高，但总体发展趋势稳定。

当前甘肃生态宜居发展短板突出，主要短板在农业生产与基础保障层面，多

年来仍未取得大的发展。通过测算当前甘肃省生态宜居综合发展指数为 0.27，发

展水平较低，但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近年来，甘肃省在农村生态以及农民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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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对于农业生产以及三农保障问题发展较为滞后，是制约

甘肃省生态宜居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农业生产以及三农保障问题具体表现在：

农业生产发展不稳定，波动大；三农保障方面短板仍然存在。

第三，产业与基础保障是甘肃美丽乡村建设短板。

农业生产方面，甘肃省总体发展呈上升状态，但发展不稳定波动大，且增速

较为缓慢，虽然在整个十二五时期，甘肃省农业生产水平总体呈上升状态，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2016年至今，甘肃省农业生产发展波动大，不稳定且有下

降趋势，发展成果不明显；三农保障方面，2016年甘肃省基础保障水平略有下

降，至 2017年逐渐回升，但整体发展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发展水平仍然不高，

总体水平在全国仍处于低位，城乡社会福利与公共资源保障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十四五结束甘肃省生态宜居将达到优质协调。

（1）2011-2013年明显失调，在此期间，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各子系统间的

耦合协调度处于急速上升状态，但总体上仍处于明显失调状态。（2）2014-2016

年轻微失调，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整体上升至轻微失调状态，总体向好发展，但

发展波动大，极不稳定。（3）2017-2020年协调状态，在这期间，甘肃省乡村生

态宜居各子系统间发展稳定至初级协调状态，并且较为稳定的向初级协调状态发

展。预测得出，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延续过去十年的发

展趋势，将在五年内由勉强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具体表现为 2023年底达到初

级协调，至 2025年底，乡村生态宜居发展达到中级协调。在“十四五”收官后，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总发展水平的增量将接近当前水平的一倍，生态宜居系统内

部各子系统相互之间将充分协调发展。

5.2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引导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甘肃农村生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当前甘肃农村污染来源主要为化肥、农药、生活垃圾以及养殖废弃物，因此想要

加强农村污染治理首先应从源头治理，引导相关农业经营主体更多使用生物农药、

有机肥料等，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用量，并要求相关畜牧户严格按照规定处理

养殖废弃物，建立村规约束村民规范处理生活垃圾，实现生活废水重复利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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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相关地下水以及空气质量检测装置，严格控制污染，并加强执法力度，以此形

成源头治理、过程检测、严格执法三重污染保护机制，根本上解决农村污染问题，

建成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

第二，推进产业融合，建设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

甘肃省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主要短板在农业生产上，产品加工多停留在浅层

次，农业产值增长后劲不足，故而今后应该把握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机遇，通过

引进相关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前沿商业模式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以农

村产业融合为契机，通过建立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建设农产品深加工体系，同

时应加大对于农村龙头企业、小微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支持，解决农村企

业资金问题。通过推进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机遇，建设一批农村龙头企业，推进农

产品深加工，实现更高的产品增值，着力构建以兰州为中心的、河西为主轴、陇

东南地区为基础的农产品物流通道，保障农产品对外输送，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

生产模式，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甘肃今后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发展保障问题。

当前甘肃农村基础建设仍然薄弱，农村通讯网络、快递点、活动广场、读书

室、厕所等基础设施覆盖面仍然不高，所以今后财政支持重点应放在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加大农村各类资源投入，尽力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保障农民生活。

进一步硬化农村道路，翻修近年来因自然灾害损毁的公路，保障农民出行以及道

路交通方便。同时加强陇南、甘南等地区应急设施建设，防范自然灾害，提高防

汛防震防旱能力，保障人民群众人民财产安全。因地制宜开发农村资源，将太阳

能、地热能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保障农民生活。着力保障山区通信问题，建设

完备的通信网络设施，发挥信息优势。同时不断建设中心村的医疗、教育、养老

等设施，发挥辐射作用，保障农民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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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七岁来到兰州读书，至今已经有七年了，之后的日子可能还要继续在兰州

生活下去。七年里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教会我如何

生活，如何学习，如何成长。这一路走来，所遇之人都会让我铭记终生。

首先要感谢恩师庞智强教授。在硕士期间，庞老师的耐心教导使我成长了很

多，无论是在做人做事还是学习方面。老师平常对我们要求严厉，他严谨的治学

态度、公正的处事方式都深刻的影响着我。从陇南调研到灾害评估再到各类外出

实践，老师都身体力行的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学习。临别之际想起，

真的很感恩，也很幸运。那些与庞门的师兄弟一起今夜无眠的日子，也一定会终

身难忘，感谢各位师兄弟的陪伴。

其实最想要感谢的是父母，一对很普通很平凡的夫妇，一直鼓励着我，支持

着我，在任何时候都给予我向前的动力，同时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家人们。

最后感谢祖国，在疫情全球大爆发之际给予我们如此安全的学习环境，感谢

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从甘肃的偏远山区走出来，到现在硕士即将毕业，每个

月都领着国家的助学金，享受着国家带来的各种便利，感谢在此过程中祖国给予

的帮助。

这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朋友们，感谢每一次经历，感谢每一次欢笑，感谢七年

同窗，感恩与诸位一路同行的日子！

祝愿母校 70岁生日快乐！段家滩 496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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