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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是为使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而做出的对人类生产活动和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所做出的合理安排,是实现生态环境目标管理与科学统筹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生

态文明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目的是调控人类生产活动,规范自身的行为,减少污染,

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指标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内容、基本思路与方案的量化和具体化,是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确定规划目标、编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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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ning Indicator System 
--Taking Hanjiang District, Y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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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 is a reasonable arrangement made for the huma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y,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purpo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ning is to regulate human production activities, regulate their own 

behavior, reduce pollution, prev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rotect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indicator system is the quantification and 

concretization of the objectives, contents, basic ideas and plan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n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ning, and is also the basis and 

premise for determining the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prepar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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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邗江区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

上开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十四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旨在全面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国际领导人视察江苏、视察扬州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围绕“强富美高”总目标,秉承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在美丽江苏建设中展现邗江独特魅力,明确“十四

五”期间需着重解决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关键举措,达到经济、社

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 

1 邗江区基本情况 

邗江区,隶属于江苏省扬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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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西部,是扬州市的主城区之一,总面积552.68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58.46万人,现辖6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设有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各1个。2020年,全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128.01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2.2：38.3：

59.5。 

“十三五”期间,在区委和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邗江区坚

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决策部署,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推进生态环保、污

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范和能力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2016-2020年期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生态文明水平走在全市前列,生态空间

保护格局逐步构建形成,环境风险综合管控得到加强,生态环境

监管执法能力不断提升,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持续提升,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2 指标构建思路 

通过对邗江区“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标实施情

况分析,结合国家、省、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标体系

的研究,构建规划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指标体系的确定主要

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由以下文件和规划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指标构成： 

①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包括总量控制和污染减

排、小康指标、上级考核工作中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指标。 

②市政府提出创建目标,包括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和其他创

建目标中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指标。 

③邗江区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工作中需要延续的指标。 

3 指标构建 

本着整体性、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及适用性原则,按照

构建思路拟考虑的指标包括以下五类：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环

境治理指标、循环经济指标、污染防治指标、环境管理指标。 

涉及以下文件要求： 

①邗江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②“十二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

(2011年)； 

③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第六阶

段)(环办[2011]3号)； 

④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2013年修订,试行)； 

⑤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2013年修订,试行)； 

⑥江苏省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8年版)； 

⑦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县(市)、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检查办法(全绿字[2009]12号)； 

⑧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 

⑨邗江区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将以上①至⑨点相关的环境保护指标列表1-1,邗江区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标将从表1-1中筛选。 

4 指标筛选 

表1-1  邗江区“十四五”环境保护规划指标表 

环境质量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名称 单位

1、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 9、劣Ⅴ类水体比例 %

2、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10、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 %

3、空气污染指数≤100 的天数占

全年天数比例
% 1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

4、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

比例
% 12、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dB

5、重度污染天数比例 % 13、环境噪声功能区达标率 %

6、城区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年

平均值达到二级标准比例
% 14、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dB

7、主要污染物日平均浓度达到二

级标准的天数比例
% 15、环境辐射水平 V/m

8、地表水好于 III类水质的比例 % 16、小康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

循环经济指标

17、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元/人
28、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

吨标煤

/万元

18、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元

/km2 29、单位 GDP 能耗
吨标煤

/万元

19、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 30、单位 GDP 水耗
m
3
/万

元

20、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m3/万元

31、万元工业

增加值主要

工业污染物

排放强度

氮氧化物

COD
kg/万

元

21、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吨标煤

/万元
SO2

22、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产生量 t/万元 工业废水量

23、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t/万元 烟尘

24、单位工业增加值 COD 排放量
kg/万

元
氨氮

25、单位工业增加值 SO2 排放量
kg/万

元
氮氧化物

26、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kg/万

元
3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27、主要污染物排

放 强度
COD

kg/万

元
33、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率 %

氨氮
34、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比

重
%

SO2 35、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

氮氧化物 / /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

36、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
47、农村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

m3/万

元

37、城镇人均公共绿地 m2 48、秸秆综合利用率 %

38、森林覆盖率 % 49、生态保护红线

39、林木覆盖率 % 50、耕地红线

40、绿地率 % 51、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4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52、村庄环境整治达标率 %

42、城镇绿化覆盖率 % 53、村镇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

43、外来物种入侵 54 、康居乡村建设达标率 %

44、公路、铁路绿地率 %
55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

色食品种 植面积的比重
%

45、达到生态镇标准的集镇比例 % 56、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46、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

用 率
% 57 、公众绿色出行率 %

污 染 防 治 指 标

58、重点源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63、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59、重点源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 %
64、主要污染

物放量
COD 吨

60、重点源工业烟尘排放稳定达标

率
% 氨氮 吨

61、重点源工业粉尘排放稳定达标

率
% SO2 吨

62、重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稳定达

标率
% 氮氧化 物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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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管 理 指 标

65、城镇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
城市 % 78、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 %

集镇 %
79、建设项目 “三同时”执

行率
%

66、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置率
城市 %

80、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执行

率
%

集镇 %
81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率
%

67、城镇污水达标处理率 % 82、节能、节水器具普及率 %

68、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 %
83、资源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

69、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 %
84、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

划

70、危险(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 %
85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

政实绩考 核比例
%

71、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置率 % 86 、政府绿色采购比例 %

72 、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 %
87、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乡镇占比
%

73、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 % 88 、环境信息公开率 %

74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率 %
89 、党政干部参加生态文明

培训的人 数比例
%

75 、生态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 %
90、公众对生态文明知识知

晓度
%

76、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
91、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满意度
%

77、国家重点环保项目落实率 % 92、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 %  

注：打√者为相关考核指标要求的内容。 

规划指标中需要确定两个问题：有哪些规划指标？这些指

标的具体数值(指标规划值)如何确定？本节研究如何确定规划

指标问题。 

(1)指标的初步筛选 

指标筛选方法：采用指标赋值评分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 

指标筛选原则：对于“十四五”期间政府要求创建的指标

一定要包括,该类指 标为硬性指标；当地未明确创建的指标为

参考性指标。 

如果 终考虑分值≥A的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则一定要创建

的硬性指标赋值为A,参考性指标分值为B,应＜A。 

根据已有资料可知,“十四五”期间,邗江已明确的创建工

作有：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国家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是每年各个城市所必须考核项目。

上述这三项所要求的考核指标为硬性指标,“十四五”规划中必

须包括,其余未明确创建工作考核指标为参考性指标。 

因此,对各指标体系的赋值如下：生态文明建设、城考、模

范城市、小康、现代化等指标即硬性指标赋值为A,参考性指标

赋值为B；为区分硬性指标与参考性指标,应保证参考性指标

终加权分值∑B＜A,应使得A=∑B+C。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中

参考性指标赋值也为 B。 

设A=3,B=1,C=1,通过对各项指标分值的计算及排序,≥4分

共有31项,≥3分共有81项。指标选取时倾向于选取总分值≥4

分的指标作为“十四五”规划优先考虑的指标。 

(2)指标的核查与调整 

①指标重复性检查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与空气污染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概念相同,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与地表水好于III类水质的比例概念相同,空气质量达到二级

标准的天数比例与地表水好于III类水质的比例属上级政策要

求,在“十四五”指标中选用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

与地表水好于III类水质的比例。 

环境噪声功能区达标率、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交通干线

噪声平均值选取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更能代表区域声环境质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与万元GDP主要

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一定的数学相关性,选取万元GDP主要污染

物排放强度为代表。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强度选取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 

村庄环境整治达标率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率选取村庄环境

整治达标率。 

城镇污水达标处理率与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选取城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②执行范围和统计能力检查 

考虑到指标所属管理部门以及统计指标的操作性情况,将

不属于环保部门主管并且难以统计的指标剔除。 

(3)指标的确定结果 

经过以上分析、筛选、调整后,指标体系由环境质量指标、

污染物减排指标、污染防治指标、应对气候变化指标、生态建

设指标和满意度指标6类22项指标构成。根据目标要求,包括15

项约束性指标和7项预期性指标。 

5 指标规划值的确定 

根据“十三五”期间数据趋势,预测2020年指标数值；以2020

年为基准年,按照原有趋势对2025年数值进行预测,分析指标能

否达标。对于能够达标指标,则将预测值定为“十四五”期间规

划值；对于不能达到要求的指标,按照指标要求进行计算,并逐

一分析其未达标原因和可达性,以此确定指标值。 

(1)指标规划值确定的原则方法 

指标值的确定是环境规划中技术和政策要求比较高的工作,

它既要满足环境 质量控制基本要求,数值不能太低； 又要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指标值要求不 能太严格。综合考虑各种创

建工作的要求、现状数值、趋势等三方面的因素： 

(2)满足各项创建工作要求 

“十四五”期间各项创建工作是当地环境保护、社会经济

发展的抓手,也是阶 段性的工作要求。指标值应满足所涉及的

各项创建工作要求。因此需要对每个指标涉及到的创建要求进

行分析,以各种创建要求中 严格的数值作为“创建目标值”。

指标规划值应满足“创建目标值”的要求。 

(3)指标值在“十三五”期间发展变化趋势 

根据“十三五”期间数据趋势,预测2025年某项指标可能达

到的数值,作为“预测值”。“预测值”高于“创建目标值”,一

般采用预测结果为指标规划值,但是要考虑预测的合理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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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值的可达性；“预测值”低于“创建目标值”,采用“创建

目标值”作为指标规划值。 

(4)指标值现状 

终确定的指标规划值不应低于(劣于)基准年现状值。 

由于在规划指标值计算期间,2020年尚未结束,因此在规划

中暂以2019年数值作为现状值,在规划正式文本中,以2020年数

值作为现状值。 

将创建目标值、现状值、预测值汇总,按照指标规划值确定

的原则方法 终确定指标规划值。 

6 结束语 

经过上文分析,邗江区“十四五”环境保护规划指标体系

由环境质量指标、污染物减排指标、污染防治指标、应对气

候变化指标、生态建设指标和满意度指标6类22项指标构成。

通过该指标体系的建立,扬州市邗江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可不断提升,在治水、治气、治土方面取得新突破,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绿色生产和绿色生

活水平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

得到有效保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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