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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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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充分分析新疆绿洲发生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参考国际、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研究, 提出了

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即由目标层、控制层、状态层与指标层组成。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

区位条件是制约新疆绿洲发展能否持续的重要因素, 构成了评估指标体系的控制层。运用层次分析法 (A H P) 确定

了各指标的权重值, 并通过线性加权法对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 新疆绿洲目前处在

弱可持续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处于中等可持续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处于不可持续发展水平, 区位条件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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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绿洲特点
任何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脱离该地区本

身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特点。根据对新疆绿洲发生发

展的分析, 认为新疆绿洲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1. 1　资源特点

1. 1. 1　以水资源作为限制因子而导致土地资源、生

物资源相对贫乏　新疆年平均降水量 156 mm , 但

地域差异明显, 北疆平均为 150～ 200 mm , 而南疆

平均不足 100 mm。全区径流量只占全国的 3% , 而

国土面积却占 1ö6。生物种类较少, 在水草丰茂地带

也不过 100 余种, 而在大部分荒漠地带则只有 10 种

左右[1 ]。

1. 1. 2　光热与矿产资源丰富　太阳年总辐射量每

平方厘米为 502～ 628 kJ , 有效辐射值占全年吸收辐

射量的 50% 以上, 大于我国东部低纬度地区。全年

日照时数为 2 550～ 3 500 h, 平均每天 7～ 9. 6 h, 大

于我国东部同纬度地区[1 ]。截止 1997 年底, 新疆共

发现 138 个矿种, 占全国矿种总数的 82. 1% [2 ]。油

气资源极为丰富, 据调查[2 ] , 新疆石油远景储量超过

300 亿 t, 占全国石油远景储量的 1ö3 以上, 天然气

远景预测储量达 13 万亿m 3, 二者均居全国之冠[2 ]。

1. 2　环境特点

1. 2. 1　干旱气候及地貌决定了森林覆盖率低, 植被

以荒漠草灌为主[3 ]　平原主要分布有以小灌木及半

灌木为主的荒漠植被, 如梭梭、灰藜、泡泡刺等, 在河

岸边地下水比较丰富的地方分布有河岸疏林, 绿洲

内部有人工种植的防风林、绿化林及经济林。山缘主

要是旱生的丛生禾草, 山地中部有针叶林, 再向上至

雪线以下分布有高山草甸。

1. 2. 2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极易受到人类干扰而恶

化　在历史上, 由于生产力低下, 对绿洲的开发多以

水资源的无规划利用为主, 从而导致了河流下游绿

洲的消亡。而在现代绿洲的开发过程中也存在此类

问题, 如塔里木河中上游在 1950 年后因过度用水导

致下游绿色走廊消失,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同时, 由

于土地、生物资源贫乏, 环境对现代污染的自净能力

很弱, 极易导致生态恶化。

1. 3　绿洲自身自然条件

1. 3. 1　分布分散, 比较封闭　新疆绿洲总面积

13. 57 万 km 2, 占新疆国土面积的 8. 22% [4 ]; 其中较

大的绿洲面积为 1 000～ 1 200 km 2, 有 100 多处[4 ] ,

主要散布在塔里木与准噶尔两大盆地边缘。绿洲间

距离遥远, 一个绿洲群或区极易构成一个封闭的小

系统, 不利于与外界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1. 3. 2　绿洲内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　绿洲多分布

于山前洪冲积扇缘、河谷及湖滨, 水土资源相对整个

干旱环境来说比较丰富。在景观上, 植被明显比周围

荒漠地带繁茂得多, 形成较厚的逆温层, 从而较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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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空气湿润, 且冬暖夏凉。但因气流循环相对稳

定, 对大气污染的自净能力较弱。

1. 4　社会特点

1. 4. 1　多民族聚居, 人口文化素质较低　新疆有

47 个民族, 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区之一, 少数

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60% 以上[2 ] , 由于语言、

文化及传统的差异, 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

较低, 而且移民至新疆的汉族人也以内地落后农村

为主要力量。因此, 整体上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

1. 4. 2　区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这里的区位

是指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新疆一直处于祖

国的边疆位置, 远离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从而使得

历代统治者对新疆政治上的考虑多于经济上的考

虑, 即使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 新疆绿洲也主要是

作为运输通道驿站, 虽然也随之带来了内地的一些

先进文化技术, 但这并不是主要目的, 且其受益范围

也仅限于交通要道。因此, 以长途贩运为主的丝路贸

易[5 ]虽然进行了 1 000 多年, 但并没有给新疆绿洲

生产力水平带来普遍的、实质性的提高。新中国成立

以来, 新疆绿洲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飞

速发展, 但是由于远离出海港, 而陆路交通成本偏

高, 且周围地区及周边国家经济都比较落后, 所以新

疆绿洲的经济发展在市场方面局限性很大。

2　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是指评价一个行业

或地区的经济、社会能够持续发展的可能程度大小

的判别要素体系[6 ]。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至今

尚无公认的体系[6 ]。因为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今人类

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首先必须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为基础, 这也是本文对新疆绿洲进行可持续发展评

估研究的意义所在。

2. 1　评估指标体系设定的思路

首先,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

是主体,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所

以在衡量可持续发展时, 不仅应强调人类社会的发

展, 同时还应突出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 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特色。全球

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衡量某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突出区域自身的社

会、资源与环境特点, 否则这种衡量有失客观, 对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义也不大。

第三, 参考国际上权威机构提出的制订可持续

发展指标体系的原理、原则和方法, 及已由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

发展指标体系。

最后, 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充分体现以上思

想, 同时指标选择要具有代表性、可行性和简明性。

2. 2　指标体系框架结构

根据对前述绿洲发生发展历程的研究, 按照上

述思想及原则, 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由目标层、控制层、状态层、指标层四部分构成, 见图

1。绿洲可持续发展体现在社会进步以及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支持 2 个方面。由新疆绿洲发生发展的

历程看, 在历史上受区位影响比较大, 而在当前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虽然大大削弱了这种由区位

带来的制约, 但由于绿洲分布分散、远离国内经济繁

华区及沿海港口, 使得绿洲间及其与外部的物质文

化交流受到运输成本的影响。因此, 社会发展、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区位条件共同制约了新疆绿洲的

可持续发展。从绿洲的实际特点及发展现状分析出

发选取了 18 个指标, 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万人大学

生人数、人均 GD P 值、R &D 经费占 GD P 比重、城乡

收入吉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业率、城市化率、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地面水质达标率、每万元 GD P 能

耗、清洁能源比例、草地退化率、耕地退化率、城市空

气质量二级达标率、森林面积与绿洲面积比、单位国

土面积公路里程、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这些指标

主要表现了人口发展的数量与质量, 经济发展的数

量、质量与均衡性, 社会发展的质量与公平水平, 以

及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能源利用水平、环境质量、交

通条件与地理位置等 8 个方面的状况。

3　权值的确定

经过专家评分, 运用A H P 层次分析法确定了

指标权值[7 ] (图 1 中的 18 个指标依次用 d1, d2, d3,

⋯, d18表示)。从表 1 可知, 对绿洲可持续发展贡献

最大的是人均GD P 值, 表明当前新疆绿洲的首要任

务是发展经济。接下来贡献大小依次为草地退化率、

就业率、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地面水质达标率、耕

地退化率、R &D 经费占 GD P 比重、城乡收入吉尼系

数、单位国土面积公路里程、清洁能源比例、人口增

长率、万人大学生人数与城市化率等。以荒漠化为主

的土地退化是当前新疆绿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

以草灌为主的植被对土地退化的防治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8, 9 ]。水资源是绿洲生存发展的命脉, 据统计,

农业用水占净水总量的 85% 以上[10 ]。因此, 提高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及水质达标率是水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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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的关键。清洁能源的比例是绿洲清洁生产的

重要标志。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 均衡的经济发展,

适度的人口增长, 较高的人口素质与城市化水平, 都

是绿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交通条件, 是决定绿

洲进行物质文化交流便利与否的客观条件, 对绿洲

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非常重要。反映环境质量的城市

空气质量, 反映能源节约水平的每万元 GD P 能耗,

以及反映社会公平的就业率, 也都是绿洲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方面。

图 1　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图
带“3 ”表示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呈负相关关系

F ig. 1　T he structu re of the assessm ent indicato rs system of the oasis susta inab le developm ent in X in jiang
“3 ”inducates the indices are negative to the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4　评估与结果分析

4. 1　评判标准与方法

　　评判标准　以当前的指标值作为现状值, 以国

家计委编制的《“十五”规划战略研究》,《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公布的 2005 年

发展目标为主要依据, 来选取指标的目标值; 单位面

积公路里程的目标值为当前的全国水平, 省会距最

近出海港距离以处于中原腹地的郑州为参照值 (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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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趋近度　以 y 表示评价值, d 表示现状

值, d 0 表示目标值。

1)当 d 与 y 呈正相关时, y = d öd 0;

2)当 d 与 y 呈负相关时, y = d 0öd ;

3)当标准值为 0 时, y = (1- d 0) - d。

综合趋近度评价　运用线形加权法的基本公

式: Y = ∑
n

i
y iw i

式中, Y 为综合评价指数 ( i= 1, 2, 3, ⋯, n) , y i 为第 i

项评价指标,w i 为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值。

一般认为趋近度小于 0. 6, 即表示不可持续发

展; 趋近度为 0. 6～ 0. 7, 表示弱可持续发展; 趋近度

为 0. 7～ 0. 9, 表示中等水平可持续发展; 趋近度大

于 0. 9, 表示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4. 2　评估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方法即可得到评价结果, 以 S 代表绿

洲可持续发展趋近度, S 1 表示社会可持续发展度,

S 2 表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度, S 3 表示区位条件。

从评价结果来看 (见表 1) , 新疆绿洲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评价值为 0. 62, 表示弱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

评价值为 0. 72, 属中等可持续水平; 生态环境的发

展现状评价值为 0. 58, 接近弱可持续发展, 但属不

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绿洲区位条件与全国平均水平

比非常差, 趋近度仅为 0. 14。
表 1　新疆绿洲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表

T able 1　A ssessm ent of oasis susta inab le developm ent in X in jiang

综合趋近度
T he general

tendency degree

指标
Indicato r

权重
W eigh t

value

现状值
A ctuality

value

目标值
T arget
value

指标趋近度
T he indicato r

tendency

S 1= 0. 72

d1 0. 049 11. 8 7. 9 0. 67

d2 0. 049 39. 34 50 0. 78

d3 0. 135 618 800 0. 77

d4 0. 060 0. 23 1 0. 23

d5 0. 052 0. 52 0. 35 0. 67

d6 0. 021 37. 58 40 0. 94

d7 0. 085 0. 45 0. 4 0. 89

d8 0. 041 33. 75 41. 3 0. 82

S 2= 0. 58

d9 0. 074 0. 40 0. 60 0. 67

d10 0. 074 50. 5 60 0. 84

d11 0. 024 2. 43 2. 2 0. 90

d12 0. 052 10. 7 17. 88 0. 60

d13 0. 09 38 10 0. 26

d14 0. 068 14. 1 0 0. 86

d15 0. 038 18. 7 50 0. 37

d16 0. 029 14. 5 24 0. 60

S 3= 0. 14 d17 0. 052 0. 021 0. 146 0. 14

S = 0. 62 d18 0. 007 3 671 471 0. 13

　　在社会发展中, 就业率、恩格尔系数、城市化率

趋近度比较高, 表明人民生活稳定、生活水平比较

高, 城市化进程快。人口素质与人均 GD P 相对比较

高, 为中等水平。人口增长率相对较高, 为弱可持续

水平。城乡收入吉尼系数相对比较大, 反映出当前农

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的现状。造

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2 个方面, 一是农业产业

化、市场化水平很低, 使其抵御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

低下。由于受 1998 年国家取消对棉花的保护价格这

一政策的冲击, 以及近 5 年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使农民收入降低。此期虽然果品价格早已放开, 且新

疆的特色果品比较多, 但由于尚没有一个优良的品

牌打入国内国际市场, 以致使良好而有特色的农业

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都反映出新疆农

业产业化、市场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的

保险机制很弱,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由于新

疆自然灾害种类比较多, 如风灾、旱灾、洪灾及冻害

等, 常常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如 2001 年初夏的

冻害, 使得石河子、奎屯等地区的棉花减产 90% , 伊

犁地区部分团场的所有果园颗果无收。而面对这些

情况, 农民除了得到一点儿微薄的社会救济外, 便束

手无策。评估结果还反映出当前的R &D 经费投入

水平很低, 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 这种情况继续下

去, 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在自然环境方面, 草地退化和沙漠化现象较严

重, 其面积已占到草地总面积的 38%。原因之一是

新疆虽然拥有全国 22. 8% 的草原面积, 但因对草场

的生产管理落后, 使得畜牧业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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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而且草地沙漠化现象比较严重。二是近年来垦

荒面积不断加大, 但由于水资源利用水平不高, 使许

多没有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的土地被撂荒的现象十分

普遍。据调查[11 ] , 50 多年来, 新疆开荒超过 330 万

hm 2, 其中 1ö5 因缺水而退耕。三是由于农村能源问

题比较突出, 农牧民为了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 大量

砍伐林木。据调查[11 ] , 准噶尔盆地733. 33 万 hm 2的

灌木林, 20 多年中被砍掉 500 万 hm 2, 造成沙丘活

化、土地沙化加剧, 虽然近几年加大了保护力度, 但

其造成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

现在沙漠化水质综合达标率仅为 0. 57, 清洁能源的

比例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0. 121, 表明新疆绿洲工

业的清洁生产、清洁消费水平很低。新疆绿洲区的城

市空气质量状况差, 按国家规定, 到 2005 年空气质

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城市应达到 60% , 而目前只有不

到 40% 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冬季供暖时间长达近

6 个月, 而从能源结构看, 目前仍以煤炭为主, 因此

造成绿洲冬季逆温层比较厚, 空气不易流通, 燃煤产

生的粉尘、SO 2 污染很难稀释, 从而造成严重的大气

污染。此外, 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与国家标准的趋

进度仅为 0. 6, 属于弱可持续发展状态。

新疆绿洲区位条件差, 主要表现在绿洲分布比

较分散, 使得绿洲社会经济易形成封闭的小体系, 产

业集聚效应难以发挥, 区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大; 而

其远离我国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 则决定了绿洲国

际国内贸易的运输成本比较大。虽然在当前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会大大

削弱这种影响, 但这两点客观因素所形成的制约是

非常明显的。作为绿洲来说, 只有充分挖掘自身优

势, 才能真正使区位劣势得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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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oasis in X in jiang, th is paper pu ts fo rw ard its ow n assess2
m en t indica to r system of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w h ich con sists of fou r h ierarch ies: ob ject st ra tum , dom i2
nat ion stra tum , sta te st ra tum and indica to r st ra tum. In addit ion, socia l developm en t, eco logic environm en t

developm en t, and the local condit ion are the mo st impo rtan t determ inan ts to the oasis su sta inab le develop2
m en t, and they compo se the dom inat ion stra tum. A t the sam e t im e the w eigh ts values of assessing indica2
to rs are est im ated, by u sing the analyt ic h ierarchy p rocess (A H P). T hen th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de2
gree is est im ated fo r the oasis in X in jiang, by u sing linear w eigh ted facto r m ethod. T he resu lts m ake u s

know that it is in a sta te of low level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to the oasis in X in jiang, its society is in m edi2
um level, it s eco logic environm en t is in the sta te of un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and its local condit ion is

very po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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