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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可持续发展均衡程度（极差越大，表示可持续发展越不均衡）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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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0）》发布

珠海连续 3 年居百座城市榜首

省级排名京沪浙前三

报告显示，可持续发展情况
位居前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北
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安
徽、湖北、重庆、山东和河南。

其中，北京、上海、浙江、江
苏和天津等省市在经济发展、社
会民生、消耗排放、环境治理等
方面均排在前列，在资源环境方
面处于劣势。

报告显示，安徽省在中部地
区中排名最高， 且进步较大，从
2018 年的第 10 位升至 2019 年
的第 6 位。 从综合排名来看，东
西部地区差距仍较大，西部地区
中仅重庆位列前十（第 8 位），其
余西部省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
排名均在前十名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用各地
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
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五项一级
指标排名的极差来衡量可持续
发展均衡程度，极差越大表示可
持续发展越不均衡。

据统计，差异值≤10（即比
较均衡）的仅有 4 个省份，分别
为浙江、江西、四川和山西。

而中等不均衡和高度不均
衡（差异值>10）的省份则多达 26
个，包括北京、安徽、河南、上海、
江苏、广东等。

报告认为，大部分省级区域
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很
大。 例如，云南省的资源环境可
持续发展指标排名第一，经济发
展排名第 10，但在社会民生和环
境治理指标存在较明显短板。

珠海连续三年居城市首位

从 100 座大中城市可持续发

展情况来看，首都北京、珠江三角
洲地区的珠海、 深圳及东部沿海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状况较
好，其中珠海连续三年排名首位。

在去年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排
名中，位列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
珠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青
岛、无锡、南京、上海和厦门。 其
中，北京较前年上升一位，深圳
则从第二位下降到了第三位。

经梳理发现，今年整体得分
再次排名第一的珠海，在“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财政性科
学技术支出占 GDP 比重”“人均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三方
面得分最高， 分别位列第一、第
三与第三位。

经济特区建立 40 年来，珠
海没有走一条拼环境、 拼资源、
拼速度的传统发展道路，逐步建
设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空间最
广、发展环境最好、发展政策最
优的城市之一。

近年来，在港珠澳大桥建成
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推
进等重大机遇下，珠海在社会治
理、营商环境、创新制度、人才聚
集等方面的发展优势愈加显著。
围绕“特、大、高、多”四大战略任
务， 当前珠海正以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打
印设备为重点，加快培育五个千
亿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建设高
质量发展新特区，率先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可持
续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就在上个月，珠海第五次获
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荣誉，
将粤港澳大湾区魅力之城的名
片越擦越亮。 与此同时，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社联合
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8
次报告》显示，珠海在 2020 年中
国城市经济活力竞争力指数榜
单上也闯进“全国前五强”。

此外， 在今年的排名中，无

锡、上海、厦门分别从第 11 位、
第 13 位、第 12 位进入了前十，分
别排在第 7、第 9、第 10 位；而武
汉、长沙、宁波则跌出了前十。 乌
鲁木齐、大连、桂林、保定和固原
排名变化显著，皆上升了十位以
上；而惠州、郴州和黄石则下降
了十位以上。

从五大类一级指标分类来
看，中国东部沿海的主要城市在
经济发展方面表现依旧最佳。此
外，南京的经济类指标排名较均
衡，不存在明显短板，排名较去
年上升两位；武汉经济发展质量
有所提高， 经济发展指标从
2018 年的第 9 位上升至 2019 年
第 6 位。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中在社
会民生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大
部分仍然位于内陆地区。 除沿海
城市珠海、青岛以外，其它在社
会民生领域发展较好的城市均
位于经济发展排名的前十之后，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民生
的发展并不同步进行。 报告认
为，这说明大量城市在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民生
问题。

在环境方面，2019 年环境治
理领先城市与 2018 年相比变化
较为明显，加入了宜宾、许昌、唐
山和秦皇岛等城市； 而珠海、天
水、金华和深圳则跌出了环境治
理领先城市。

报告认为，鉴于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要高质量推进
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仍需出台系统的应对方案，
动态地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
者相互作用下有质量的平衡，加
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
转型升级，推动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为此，报告建议：第一，立足
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以绿色理念和“两山”理论
为统领，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以数字化
转型为核心， 通过创新驱动、科
技引领，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
过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 激活蛰伏的发展潜
能；第五，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
为主轴，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布局， 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源；第六，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完
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抓紧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快推
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第七，以
制度型开放为抓手，推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
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
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中国省级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情况（颜色越深，表示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越高）

1 2 月 1 日，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 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 阿里研究院与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
《可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可持
续发展评价报告（2020）》。

报告基于中国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 对 2019 年我国
除西藏以外的 30 个省、 直辖
市和自治区与 100 座大型中
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表现进
行了分析梳理。 从 100 座大中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
来看，珠海、北京、深圳及东部
沿海部分经济最发达地区的
城市的可持发展排名依然比
较靠前，珠海更是连续三年排
名首位。

报告基于的指标体系由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
制定，由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环境治
理等五个主要领域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