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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乡村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沈费伟,肖泽干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在论述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和意义基础上,从治理之美、发展之

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５个层面,选取２４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浙江省“美丽

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 TOPSIS方法对浙江省近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

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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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而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在于能否有效地

推进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最早发端于２００３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的“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的重大决策.在此之后,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安吉县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工作,在全

国率先制定了“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和«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进一步优化了新农村建设的

总体方案.在安吉开展美丽乡村试点基础上,２０１０年浙江省政府结合省内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
台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个地级市在浙江省政府指导下也进行了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积极探索与大胆尝试,其创造的“湖州模式”、“桐庐模式”、“江山模式”等成为全

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简言之,近年来浙江省围绕着如何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绩效的问题,开展和实

施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力图重建农村,复兴乡土文明.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综合、系统的社会工程,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倡的“五位一体”标准

来看,至少涉及美丽政治、美丽经济、美丽社会、美丽生态和美丽文化五个方面,可以概述为治理之美、
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治理之美是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注重推进村务公开、村级民主选举、民主管理、集中审批和便民服务等工作,切实促进政治进步,实现

农村政治稳定.发展之美是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增加政府对于“三农”的财政支出,提高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以及第一产业结构的效益等,从而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促进

农村的经济发展.和谐之美是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力度,提供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和新型城乡合作医疗保障,优化村级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生态

之美是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通过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企业污染治理,增强农村安全饮用水、卫
生厕所、垃圾收集处理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环境污染整治的绩效,进而促进农村生态文明的整体

发展.文化之美是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通过营建农村文化礼堂,增加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等,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丰富乡村的文化生活,实现农村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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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除了需要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发展的成果之外,还需要从定量化的视角来准

确评价“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水平,这就需要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评估中的两大问题:其一是选择和

构建何种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其二是如何通过选定的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估.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最早,亦是发展最快的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中,也存在缺乏一套科学、完整的“美丽

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来客观评价乡村的美丽程度问题.现实中我们只能感性地了解浙江省的美丽乡

村建设情况,因此,当前通过设计一套精准的定量化指标体系对浙江省美丽乡村的建设情况进行测度

和管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从理论层面来看,纵观当前学界关于美丽乡村的研究,我们发现其

主要侧重于对美丽乡村的内涵、典型模式、主要问题、原因剖析以及如何实现美丽乡村的路径选择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并且在研究范式上,主要遵循着应用典型案例的方法来归纳总结美丽乡

村的经验,以期提供给中国其余乡村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１].由此可见,现阶段关于美丽乡村的研究

大多停留于定性认知层面,学术界非常欠缺反映和数量化评价美丽乡村发展程度的研究.
基于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双重需求,本研究拟在构建“美丽乡村”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对全国美

丽乡村的典型代表———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设进行评估,从中明确浙江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取得的

具体成就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以期能够为更好地提升和优化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一、浙江省美丽乡村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美丽乡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与论证,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大
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视角,将“美丽乡村”解读为产业发展、
农民富裕、特色鲜明、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８个方面[２].其二是从生

产、生活与生态之间关系的视角,将“美丽乡村”诠释为生产高效、人文和谐、生态宜居、生活美好４个

方面[３].其三是从消除城乡关系的视角,将“美丽乡村”理解为通过发展农业、建设乡村、富裕农民,实
现“城乡等值化”[４].本文以上述“美丽乡村”的内涵为基础,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视
角出发,根据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５个层面,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来构建浙江省“美丽

乡村”评价指标体系[５].在具体的指标体系设置上,将分为３个目标层:一级指标美丽乡村为一级目

标层;二级指标包括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５个层面为二级目标层;三
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选取若干单项评价指标组成,共２４个指标(具体见表１和表２)为三级目标层.

表１　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浙
江
美
丽
乡
村

治理之美

基层村级民主参选率 ％
乡镇集中审批和便民服务覆盖面 ％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满意度 ％
农村社会治安的状况满意度 ％

发展之美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财政支出中用于“三农”的比重 ％
农家乐村、点 个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元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１００

和谐之美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２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万人
新型城乡合作医疗参加率 ％
农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辆

生态之美

环境质量综合评分率 ％
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 ％
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率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企业污染治理率 ％
村庄整治率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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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文化之美

新建农村文化礼堂 个

在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 个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

　注: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浙江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政府部门官方网站以及政府内部文件资料等.

表２　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选择说明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选取说明

基层村级民主参选率 基层组织参加投票的选民与选民总数
的比例

反映农村基层政治参与状况

乡镇集中审批和便民服务覆盖面 乡镇集中审批和便民的服务范围 反映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状况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满意度 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认可度 反映农村民主政治状况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满意度 对农村社会治安的认可度 反映农村社会治安状况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劳动力的
比重之比

反映地区第一产业结构的效益

财政支出中用于“三农”的比重 “三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用于“三农”的支持力度

农家乐村、点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农村旅游经济建设状况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住户每人获得的经过初次分配与
再分配后的收入

反映农民人均的净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农村住户每人获得以货币表现的农、
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

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均的农业生产总规模
和总成果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０ 农村居民家庭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
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
相对数

反映农村居民家庭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
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
相对数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农村居民住房情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农村底层居民的社会保障情况

新型城乡合作医疗参加率 参加新型城乡合作医疗的人数占城乡
总人口的比例

反映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情况

农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农村居民交通工具情况

环境质量综合评分率 对农村环境质量总体的分数评价 反映农村环境质量总体的情况

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 实现了安全饮用水覆盖的村庄数与总
村庄数的比率

反映农村用水安全状况

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率 对垃圾进行了处理的村庄数与总村庄
数的比率

反映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程度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数与农户总户数
的比率

反映使用卫生厕所使用情况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企业污染治理率 对生活污水和企业污染进行了处理的
村庄数与总村庄数的比率

反映农村污染用水处理程度

村庄整治率 已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村庄占总村庄
数的比例

反映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情况

新建农村文化礼堂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情况

在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 具体实际数值 反映乡村特色文化的传承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学前三年的在校幼儿数分别与３~５岁
学龄儿童的比率

反映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情况

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所辖人口总
数与当地总人口数的比率

反映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情况

　　二、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是在前期开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基础上的升华与提炼,其核心意

义在于提升村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主要方式是通过生态、经济、人文、社会、政治五大体系的构建,形成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模式[６].“美丽乡村”建设由于是一项惠及民生、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系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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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具体的评价方法选择上,本文选取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

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决策技术 TOPSIS法.

TOPSIS法相较于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系统法、RSR法,其在处理和分析原始数

据方面更清晰与完整,计算过程也相对简单、易操作,最重要的是通过指标所测算的结果更能精确地

反映客观现实问题.因此,在对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评估问题上,我们将采用 TOPSIS法进行综

合评价.
另外,在评估时间的选择上,考虑到浙江省美丽乡村正式提出是在２００８年安吉县开展“美丽乡

村”试点活动之后,自此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开始向“上层次、上水平”的内涵发展阶段迈进[７].因此,本
文选择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测算,主要选择对近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评

价.具体步骤如下:

１．构建决策矩阵

X ＝

x１１ x１２  x１,２４

x２１ x２２  x２,２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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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浙江省美丽乡村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选取的指标存在不同的量纲,不利于综合评价.为此,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即通过数学变换

来消除原始变量(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本文采用极差变换法对选取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
在决策矩阵X ＝(xij)７×２４ 中,对第i年的第j项指标xij ,令

Zij ＝
xij －min

i
xij

max
i
xij －min

i
xij

,j＝１,２,２４

由此,xij 转化为评价指标zij ,并且有０≤ zij ≤１.所有的zij 形成一个新矩阵Z＝(zij)７×２４ .

３．进一步确定浙江省美丽乡村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为了体现各评价因素主次有别,并增加指标间的可比性,因此在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问题上,
本文选用熵商法.熵商法能够依据客观指标所含信息量的大小确定指标权重,有利于避免指标信息

数据采集的干扰,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于规范化决策矩阵Z＝(zij)７×２４ ,先求出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平均值.

zj ＝
１
７∑

７

i＝１
zij(j＝１,２,,２４)

经计算得到:zj ＝(０．３９５０．５３６０．６１１０．２１５０．３３３)T

其次,求出各指标评价值的标准差.

tj ＝
１

７－１∑
７

i＝１

(zij －zj)
２ (j＝１,２,,２４)

经计算得到:tj ＝(０．３３９０．３８３０．３６００．３９４０．４３０)T

再者,求出各指标评价值的变异系数.

Mj ＝
tj　
zj

＝(０．８５８０．７１５０．５８９０．６０７１．２９１)T

(j＝１,２,２４)
最后,通过归一化处理得出权重.

Wj ＝
Mj

∑
２４

j＝１
Mj

＝(０．０４４８０．０３７３０．０３０７０．０２８３０．０６７４)T

(j＝１,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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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的综合排序

一是,计算加权标准化矩阵由规范化决策矩阵Z＝(zij)７×２４ 和指标权重向量,求得加权标准化矩

阵N .
二是,确定正负理想解,由上可得到正负理想解.

N＋
j ＝(０．０４４８０．０３７３０．０３０７０．０２８３０．０６７４)T

N－
j ＝(０００００)T

三是,计算每年评价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L＋
i ＝ ∑

２４

j＝１

(Nij －N＋
j )２ (i＝１,２,３,４,５,６,７)

L－
i ＝ ∑

２４

j＝１

(Nij －N－
j )２ (i＝１,２,３,４,５,６,７)

得到每年评价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值分别为L＋
i 和L－

i ,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评价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值L＋

i 和L－
i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L＋
i ０．１０７５３４ ０．０９１６７２ ０．０８５７８９ ０．０８１４７６ ０．０７２４６５ ０．０５４６７２ ０．０５１８２５

L－
i ０．００１４７４ ０．００２１２５ ０．００５７７３ ０．０１１６３６ ０．０１８５４５ ０．０３２００１ ０．０４６１６５

　　四是,计算每年评价向量的相对贴近度.

K∗
i ＝

L－
i

L－
i ＋L＋

i

(i＝１,２,３,４,５,６,７)

最后,得到浙江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评价值和增长率,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０１３５１８ ０．０２２６５７ ０．０６３０４７ ０．１２４９６５ ０．２０３７６７ ０．３６９２１７ ０．４７１１１５

增长率 － ０．６７６１ １．７８２７ ０．９８２１ ０．６３０６ ０．８１２０ ０．２７６０

　　５．评价浙江省各年“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根据综合评价值K∗
i 的大小对浙江省各年“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评价,K∗

i 越大,说明该年份

“美丽乡村”建设得越好;反之,则越差.经过测试评估发现,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浙江省“美丽乡村”总体的

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９＞２００８.根据表４显示,浙江省

“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评价值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１３５１８变动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４７１１１５,７年内正向变动了

０．４５７５９７,表明这７年间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是不断提升的,“美丽乡村”在整体建设上取

得了成效.浙江省“美丽乡村”综合评价值的增长率经历了先上涨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波动变化,
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处快速上升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处快速下降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处缓慢上涨阶

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又陷入下降阶段(见图１).
为了能够更加客观清晰地反映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

之美和文化之美５个层面,还需对上述５个方面进行单独评价.
首先,应用“治理之美”来评估乡村政治层面,表５显示,浙江省乡村政治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

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９＞２００８,这表明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之间浙江省乡村政治建

设的综合评价值一直稳步提高.其中２０１４年浙江省乡村政治建设情况评价出现峰值状态,为

０．９９９９８２,而２００８年处于谷底状态,为０．０２０５３２,极差达到０．９７９４５０,由此说明,浙江省乡村政治建

设的综合评价值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得到提升,乡村政治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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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评价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乡村政治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０２０５３２ ０．０４６２０２ ０．２１３８６５ ０．６１４４５０ ０．８１６２９２ ０．９１２０１１ ０．９９９９８２
增长率 － ０．５５６０ ０．７８４０ ０．６５１９ ０．２４７３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８８０

　　其次,应用“发展之美”来评估乡村经济层面,表６显示,浙江省乡村经济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

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这说明除了２００９年相较于２００８年发展速度缓慢

之外,其余年份乡村经济都呈现出良好的递增发展态势,整体上浙江省的乡村经济建设都是处于上升

的态势.从绝对值方面来看,浙江省乡村经济建设情况评价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１４０４８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

０．１０５３３１,其中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出现了绝对值较上一年下降的态势,其他年份均保持了绝对值上

升的趋势,表明浙江省乡村经济建设的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从相对值来看,浙江省乡村经济建设的综

合评价值的增长率经历了先上涨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波动起伏趋势.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乡村经济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０１４０４８ ０．００９０８９ ０．０５５９１６ ０．０４２９１５ ０．０５５６０８ ０．０９２６７９ ０．１０５３３１
增长率 － －０．５４５７ ０．８３７５ －０．３０３０ ０．２２８３ ０．４０００ ０．１２０１

　　再次,应用“和谐之美”来评估乡村社会层面,表７显示,浙江省乡村社会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

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０８,这说明浙江省乡村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值的增长

率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波动趋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浙江省乡村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值整

体上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两个时间段浙江省乡村社会建设的综合评

价值保持平稳状态.从绝对值角度来看,从２０１０年的０．１２０７４２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９０７９２８,增长了

０．７８６１８６,这表明浙江省乡村社会建设水平在２０１０年以后有突破性飞跃,乡村社会建设取得重要

成效.
表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乡村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１０１０３４ ０．１４５４８０ ０．１２０７４２ ０．９０７９２８ ０．９６７１０６ ０．９５４４７７ ０．８９０２０９
增长率 － ０．６７６１ １．７８２７ ０．９８２１ ０．６３０６ ０．８１２０ ０．２７６０

　　接着,应用“生态之美”来评估乡村生态层面,表８显示,浙江省乡村生态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

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８,这说明浙江省乡村生态建设的综合评价值增长率

呈先升后降趋势,以２０１０年为重要节点,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第一阶段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第二阶段.从绝对值角度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浙江省乡村生态建设的综合评价值

一直稳步提高,表明近４年浙江省乡村生态建设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在不断加

快,尤其是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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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乡村生态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０９３４６７ ０．１２８９７１ ０．２４８９９８ ０．７６２９０４ ０．９４３０２２ ０．９８３６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增长率 － ０．２７５３ ０．４８２０ ０．６７３６ ０．１９１０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１６４

　　最后,应用“文化之美”来评估乡村文化层面,表９显示,浙江省乡村文化建设情况评价排序结果

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９＞２００８,这说明浙江省乡村文化建设的综合评价值随着时

间的变化而不断增加.浙江省乡村文化建设的综合评价值的增长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

趋势.从绝对值方面来看,浙江省乡村文化建设的综合评价值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０８３２９变动到２０１４年

的０．９９９８１７,７年内正向变动了０．９９１４８８,这表明这７年间浙江省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乡村

地区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成效.
表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浙江乡村文化建设的综合评价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综合评价值 ０．００８３２９ ０．００９０７７ ０．０１０４１９ ０．０１３３７３ ０．１１８８５２ ０．８２３２０８ ０．９９９８１７
增长率 － ０．８２４１ ０．１２８８ ０．２２０９ ０．８８７５ ０．８５５６ ０．１７６６

　　三、结　论

　　“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能够对目前政府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绩效进行科学量化的

准确评价,有利于为优化“美丽乡村”创建方案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８].笔者通过构建浙江省“美
丽乡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发源地浙江省的乡村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后发

现: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
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建设“美丽乡村”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落实党的农村政

策的具体行动,亦是造福千万农民的美丽事业.浙江省７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建设美丽乡村

既能够充分挖掘和恢复乡村社会的根本价值,也能够实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有利于政府的社

会治理能力提升,推动国家良善治理目标的实现.为了促进浙江省美丽乡村能够得到更好更优质的

发展,未来需要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美丽乡村的建设[９],最
终实现“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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