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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元分析法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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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诊断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及其制约因素,为提高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提供

参考依据。[方法]采用PSR模型、物元分析法和改进的熵值法诊断了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

平。[结果]2006—2019年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

经历了“较差—良好”的演变历程,但2019年“良好”等级关联度很弱;环境卫生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

比例、节能环保公共财政支出、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化肥施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农用塑

料薄膜使用强度、单位GDP能耗等是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结论]为有效提

高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应进一步健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加强农用塑料薄膜污染治理,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合理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有效降低单位GDP能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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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performancelevelanditsobstaclefactorsof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
construction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improvingtheperformancelevelofruralcommunity
environmentconstruction.[Methods]ThePSRmodel,matterelementanalysisandimprovedentropymethod
wereusedtodiagnosetheperformancelevelof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constructioninJiangsu
Province.[Results]From2006to2019,theperformancelevelof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construction
inJiangsuProvinceimprovedgraduallyfrompoortogood,butthecoefficientofthecorrelationoftheassessed
rankforclassofgoodwasveryweakin2019.Theproportionofenvironmentalsanitationinvestmentin
municipalpublicfacilities,publicfinancialexpenditureforenergyconservation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proportionofadministrativevillagesfordomesticsewagetreatment,applicationintensityofchemicalfertilizer,

useintensityofpesticide,useintensityofagriculturalplasticfilm,energyconsumptionperunitGDPwas
verifiedtobethekeyobstaclesforthefurtherimprovementoftheperformancelevelofruralcommunity
environmentconstruction.[Conclusion]Inordertoeffectivelyimprovetheperformancelevelofruralcommunity



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weshouldfurtherimprovethediversifiedinvestmentmechanismofcommunity
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strengthenthetreatmentofruraldomesticsewage,effectivelyimprovethe
agri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promotethereductionandefficiencyincreaseofchemicalfertilizersand
pesticides,strengthenthepollutioncontrolofagriculturalplasticfilms,comprehensivelypromote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asonablyimprovetheutilizationefficiencyofenergyandresources,effectivelyreducethe
energyconsumptionperunitofGDP,andsoon.
Keywords: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construction;performance;matterelementanalysis;improved

entropymethod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

部分,持续推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社

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

实意义[1-2]。目前,专家学者关于农村社区环境的研

究主要聚焦在污染成因[3-4],影响因素[5-7],治理模

式[8-10],建设绩效[5,7,11-15],建设路径等[16-22]方面。分

析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诊断农村社区环境建

设绩效的影响因素,是深入推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的

重要手段[5,7]。总体来看,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诊

断处于起步阶段,质性研究相对较多、定量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测度指标多集中于资源与环境状况,很少

综合考虑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对农村社区环境建设

绩效诊断的作用。绩效水平测度方法较为单一,主要

采用综合评价法,具有一定的弊端[23-25]。物元分析方

法通过诊断单个测度指标与各标准等级的关联系数

得到综合测度结果,能够揭示更加丰富的测度信息,
有效诊断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状况,但尚未被

应用到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研究中;“压力—
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综

合考虑了资源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以及它们之

间的紧密联系,凸显了人地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在

界定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内涵

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PSR模型的农村社区环境建

设绩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物元分析法、
改进的熵值法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模型,实
证分析了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诊断农

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的制约因子,为提升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江苏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全省平原辽阔,自然资

源条件非常优越,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江苏省面积达

到1.07×105km2,占中国总面积的比例为1.1%,海
岸线长达到954km。江苏省地形地势低平、河湖很

多,平原与水面占全省面积的比例较大,在全国排在

首位。江苏省共有96个县(市、区),该省常住人口达

到8070万人。江苏省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坚持新

发展理念,逐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2019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9631.52亿元,
比2018年增长比例达到6.1%;2019年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12.36万元,比2018年增长的比例达到了

5.8%;2019年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2675元,同比增长的比例达到了8.8%[26-27]。江

苏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

抓手,深入推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着力提升环境质

量和生态宜居水平。江苏省改善了农村社区自然环

境,优化了居住环境,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人文环

境,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江苏省大力推

进“厕所革命”,2019年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到

95%;同时,2019年全省新铺设农村供水管网达到

2500km,新改建农村公路长度达到5887km,桥梁

数量达到2208座,顺利完成10万户苏北农房改善

年度任务。江苏省在13个设区市中选择了172个农

村社区进行了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农村社

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

到92.5%。2019年江苏省实施监测的农村饮用水水

源地中,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数量达到69个(总数

为75个),达标占比达到92.0%。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数据主要来源

于《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

设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文献。

2 研究方法

2.1 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农村社区是指农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在相

同的利益需求、紧密的联系基础上形成的拥有较强认

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主要由4个方面的要

素组成,具体包括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口、共同的纽

带、社区的认同[28-29]。农村社区环境是指农村社区范

围内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机结合体,
它与农村居民紧密联系[17,30]。农村社区环境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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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社区自然环境、农村社区人工环境与农村社区

人文环境3个部分,其中农村社区人工环境是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的载体,是农村居民进行生产、生活、交往

等活动的重要区域。农村社区自然环境是指森林、
水、土壤等自然因素的总和,它们围绕在生物周围,是
生物生存和繁衍的重要基础;农村社区自然环境系统

受到了人类的干预,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生态系统,
是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其中森林、水等自

然因素是农村社区自然环境主要构成部分,农田、人
工林等半自然要素是次要构成部分。农村社区人工

环境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对自然物质进行

加工和改造所形成的环境体系,是人类与自然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受到了来自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双

重影响和制约,主要包括居住环境(如住房条件、环境

卫生等)和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卫生等设施)两个

部分。农村社区人文环境是指人类长期改造自然、利
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及其派生物的综合,具体包

括农村居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农村社区环境建

设是指采取一定的手段整合农村社区相关资源,协调

推进农村社区生产、生活、生态,促进农村社区环境优

化的过程[11,31]。通过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可以改善农

村社区自然环境,优化农村社区居住环境,完善农村

社区基础设施;提升农村社区人文环境,进而提高农

村居民认知水平,强化农村居民主体作用,引导农村

居民积极参与环境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是

进行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所获得的相对于建设目标的

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优化自然环境、改善

人工环境、提升人文环境等[31-32]。

PSR模型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阐述的概念模

型,该模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构建人类活动与环境

影响之间的因果链,制定调控措施来改善环境安全状

态,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3-25]。因此,本研究借鉴

PSR概念模型构建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

体系的基本框架,遵循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定量化

与可操作性原则、权威性与代表性原则、导向性与前

瞻性原则[33],在参考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5,7,11-15,22],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农村社区

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

表1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测度函数    

农
村
社
区
环
境
建
设
绩
效

压力

x1 人口自然增长率/‰        —

x2 化肥施用强度/(kg·hm-2) 化肥施用量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

x3 农药使用强度/(kg·hm-2) 农药使用量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

x4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kg·hm-2)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

x5 单位 GDP能耗/(t标准煤·万元-1)        —

x6 人均水资源量/(m3·人-1)        —

状态

x7 村内道路长度/104km        —

x8 林木覆盖率/%        —

x9 村庄供水普及率/%        —

x10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2        —

x11农业技术人员保障度        —

x12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

响应

x13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

x14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

x15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

x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

x17节能环保公共财政支出/亿元        —

x18环境卫生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 村庄环境卫生投入除以村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

x19乡镇文化站从业人数/人        —

2.2 物元分析模型

物元分析方法是以可拓数学为基础,根据事物特

征把现实问题归纳成两类问题,即相容性问题与不相

容性问题,通过构建关联函数有效综合事物质量的全

部信息,通过定量的结果合理诊断事物质量水平,因

此本研究构建基于物元分析方法的农村社区环境建

设绩效水平测度模型[22-24,34]。

2.2.1 确定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物元 农村社区

环境建设绩效N,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特征c和特

征量值v 共同构成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物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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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N 具有多个特征,它
通过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n 个特征c1,c2,…,

cn 与相应的取值v1,v2,…,vn 具体阐述,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物元,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R=

N c1 v1

c2 v2

︙ ︙

cn vn

=

R1

R2

︙

Rn

(1)

式中:R 代表n 维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物元,具
体表示为R=(N,c,v);N 为社区环境建设绩效;

c,v 为绩效特征和特征量值。

2.2.2 确定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经典域 农村社

区环境建设绩效的经典域物元矩阵,具体表示为

 Roj=(Noj,Ci,Vo)=

Noj c1 (aoj1,boj1)

c2 (aoj2,boj2)
︙ ︙

cn (aojn,bojn)

(2)

式中:Roj代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的经典域物元;

Noj代表所划分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的第j个测度

等级,j=(1,2,…,n);ci代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

效的第i个测度指标;(aoji,boji)代表农村社区环境

建设绩效测度指标ci对应测度等级j的量值范围,即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的经典域。

2.2.3 确定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节域 农村社区

环境建设绩效节域物元矩阵,具体表示为:

 Rp=(Np,Cn,Vp)=

Np c1 (ap1,bp1)

c2 (ap2,bp2)
︙ ︙

cn (apn,bpn)

(3)

式中:Rp 代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的节域物

元;Vpi=(api,bpi)代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的节域物元关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n 个特

征ci的取值区间;p 代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

平的全部等级。

2.2.4 确定待评物元 把待评对象 Nx 的物元具体

表示为Rx:

    Rx=

Nx c1 v1

c2 v2

︙ ︙

cn vn

(4)

2.2.5 确定关联函数及关联度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

绩效测度指标关联函数K(x)具体定义为

 K(xi)=

-ρ(X,Xo)
Xo

(X∈Xo)

ρ(X,Xo)
ρ(X,Xp)-ρ(X,Xo)

(X∉Xo)
(5)

其中,

 ρ(X,Xo)= X-
1
2
(ao+bo)-

1
2
(bo-ao)| (6)

 ρ(X,Xp)= X-
1
2
(ap+bp)-

1
2
(bp-ap)(7)

式中:ρ(X,Xo)代表点X 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

水平有限区间Xo= ao,bo 的距离;ρ(X,Xp)代表

点X 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有限区间Xp=
ap,bp 的距离; Xo = bo-ao ,X,Xo,Xp 分别

表示待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物元的量值、农
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经典域物元的取值区间、农村社

区环境建设绩效节域物元的取值区间。

2.2.6 测度指标权重确定 对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

绩效水平而言,不同测度指标的影响程度具有一定的

差异,为了合理体现不同测度指标的差异性,需要对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测度指标赋予一定的权

重,本研究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农村社区环境建设

绩效水平各测度指标的权重[35]。

2.2.7 计算综合关联度并确定测度等级 待评价对

象Nx 关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j 的综

合关联度Kj(Nx),计算公式为:

   Kj(Nx)=∑
n

i=1
Wijkj(xi) (8)

式中:Kj(Nx)表示待评价对象 Nx 关于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j 的综合关联度;Kj(xi)代表

待评价对象Nx 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第i个测

度指标关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j 的单

项指标关联度(j=1,2,…,n);Wij表示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水平各测度指标的权重。对于农村社区

环境 建 设 绩 效 测 度 结 果 而 言,如 果 Kji = max
Kj(xi),(j=1,2,…,n),则表示待评价对象Nx的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第i个测度指标达到农村社

区环 境 建 设 绩 效 水 平 等 级j;如 果 Kjx = max
Kj(Nx),(j=1,2,…,n),则表示待评价对象 Nx

达到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j。

3 结果与分析

3.1 经典域、节域的确定

建立测度标准是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测度的关键环节,现阶段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测度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统一的测度标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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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的测度标准不仅复杂,而且

需要因地制宜。经典域(测度标准)的建立是物元分

析模型的基础,本研究根据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

平的可拓性,将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划分为5个水

平等级,具体包括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与很差。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经典域的建立主要借鉴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国际相关标准,科学研究的判定

标准,研究区域背景值或本底值、《江苏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等,具体取值区间详见表2。以测度指标x1 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例,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的取

值区间分别为[0,1.1),[1.1,2.2),[2.2,4.4),[4.4,8),
[8,12)。

表2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经典域、节域的取值范围

测度
指标

经典域取值区间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节域取值区间

x1 [0,1.1) [1.1,2.2) [2.2,4.4) [4.4,8) [8,12) [0,12)
x2 [0,275) [275,350) [350,420) [420,495) [495,770) [0,770)
x3 [0,4) [4,9) [9,11) [11,15) [15,20) [0,20)
x4 [0,6) [6,12) [12,18) [18,24) [24,30) [0,30)
x5 [0,0.15) [0.15,0.30) [0.30,0.60) [0.60,1.00) [1.00,1.50) [0,1.50)
x6 [520,960) [280,520) [170,280) [80,170) [0,80) [0,960)
x7 [15,16) [14,15) [12,14) [10,12) [0,10) [0,16)
x8 [24,40) [15,24) [10,15) [5,10) [0,5) [0,40)
x9 [95,100) [85,95) [70,85) [60,70) [0,60) [0,100)
x10 [90,120) [60,90) [50,60) [25,50) [0,25) [0,120)
x11 [0.5,0.6) [0.4,0.5) [0.3,0.4) [0.2,0.3) [0,0.2) [0,0.6)
x12 [70,100) [50,70) [30,50) [15,30) [0,15) [0,100)
x13 [85,100) [70,85) [50,70) [25,50) [0,25) [0,100)
x14 [90,100) [70,90) [50,70) [25,50) [0,25) [0,100)
x15 [90,100) [80,90) [60,80) [30,60) [0,30) [0,100)
x16 [3,5) [2,3) [1.25,2) [0.5,1.25) [0,0.5) [0,5)
x17 [650,800) [500,650) [300,500) [150,300) [0,150) [0,800)
x18 [24,30) [18,24) [12,18) [6,12) [0,6) [0,30)
x19 [4600,5600) [3700,4600) [2900,3700) [2000,2900) [1000,2000) [1000,5600)

3.2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分析

收集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测度指

标数据,开展数据整理、描述统计分析,采用改进的熵

值法计算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测度指标的权

重(表3)。测度指标权重分析结果显示,排在前6位

的指标包括环境卫生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

行政村比例、村庄供水普及率、林木覆盖率、农用塑料

薄膜使用强度。根据2006,2013和2019年农村社区

环境建设绩效各测度指标的具体数值,构建江苏省农

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待评物元矩阵R2006,R2013,
R2019,利用待评物元的测度指标数据和农村社区环境

建设绩效物元分析模型,计算得到农村社区环境建设

绩效测度指标关联度、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综

合关联度(表4—5)。表4中Kj(xi)(i=1,2,…,19)
表示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第i 个测度指标

对应各水平等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与很差)的
关联度;以测度指标人口密度(x1)为例,2006年该指

标对应水平等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与很差)的
关联系数计算结果为K1(x1)=-0.3410,K2(x1)=

-0.0339,K3(x1)=0.0364,K4(x1)=-0.4818,
K5(x1)=-0.7150,由此可见该测度指标达到“一
般”等级。在此基础上,诊断其他测度指标的水平等

级(表4)。

Kj(Nx)表示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多指标加权求和的综合等级关联系数,2006年测度结

果显示K1(N2006)=-0.5636,K2(N2006)=-0.4086,
K3(N2006)=-0.2754,K4(N2006)=-0.1288,
K5(N2006)=-0.2067,说明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

设绩效水平等级为“较差”。同理可知,2013年、2019
年等级分别为“一般”、“良好”。从江苏省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的变化来看,2006—2019年江苏省农村

社区环境系统状况有所改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

水平有变好的趋势,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

经历了“较差—良好”的演变历程。
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单个测度指标来看,江

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测度指标相对应5
个水平等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与很差)的关联度

诊断结果显示,2006—2019年大部分测度指标发生

水平等级的提升。根据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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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指标提供的诊断信息,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

政村比例、村庄供水普及率、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

及率、村内道路长度、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每
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林木覆盖率、环境卫生投入

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乡镇文化站从业人数等指

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说明上述测度指标对江

苏省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

贡献。研究发现,2006年以来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

建设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投入不断

增加,逐步完善农村社区自然环境,不断优化农村

社区居住环境,持续加大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26-27]。
江苏省大力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农村生

活垃圾资源化利用,2017年开始实施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和治理专项行动,全省设区市以下全域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乡镇(街道)数量超过300个(含
省级试点),南京市高淳区、溧水区,徐州市沛县,苏州

市常熟市、泰州市高港区被纳入国家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表3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权重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 重

农
村
社
区
环
境
建
设
绩
效

压

力

x1人口自然增长率 0.0525
x2化肥施用强度 0.0519
x3农药使用强度 0.0487
x4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 0.0567
x5单位 GDP能耗 0.0478
x6人均水资源量 0.0475

状

态

x7村内道路长度 0.0541
x8林木覆盖率 0.0566
x9村庄供水普及率 0.0558
x10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0.0522
x11农业技术人员保障度 0.0512
x12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0.0513

响

应

x13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0.0487
x14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0.0552
x15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0.0553
x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504
x17节能环保公共财政支出 0.0528
x18环境卫生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 0.0566
x19乡镇文化站从业人数 0.0547

表4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指标关联度

关联度
2006年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等级
2013年

等级
2019年

等级

Kj(x1) -0.3410 -0.0339 0.0364 -0.4818 -0.7150 一般 一般 良好

Kj(x2) -0.3800 -0.2693 -0.1232 0.4253 -0.0941 较差 较差 一般

Kj(x3) -0.5844 -0.3956 -0.2612 0.4122 -0.1987 较差 较差 一般

Kj(x4) -0.2908 0.3052 -0.1526 -0.4351 -0.5763 良好 一般 一般

Kj(x5) -0.5425 -0.4853 -0.3137 0.2941 -0.1600 较差 一般 一般

Kj(x6) 0.0416 -0.0416 -0.3799 -0.4662 -0.5208 优秀 良好 良好

Kj(x7) -0.3766 -0.1724 0.2631 -0.3685 -0.5790 一般 一般 良好

Kj(x8) -0.6858 -0.4973 -0.2460 0.4920 -0.2520 较差 良好 良好

Kj(x9) -0.4239 -0.1716 0.2613 -0.3693 -0.5270 一般 良好 优秀

Kj(x10) -0.5467 -0.3200 -0.1840 0.3680 -0.2792 较差 一般 良好

Kj(x11) -0.3572 -0.1000 0.2501 -0.2500 -0.4375 一般 良好 良好

Kj(x12) -0.6300 -0.4820 -0.1367 0.2733 -0.2962 较差 一般 良好

Kj(x13) -0.9506 -0.9400 -0.9160 -0.8320 0.1680 很差 较差 一般

Kj(x14) -0.8222 -0.7714 -0.6800 -0.3600 0.3600 很差 良好 优秀

Kj(x15) -0.6484 -0.6045 -0.4727 0.0547 -0.0493 较差 一般 优秀

Kj(x16) -0.8062 -0.7094 -0.5350 0.1084 -0.1227 较差 一般 良好

Kj(x17) -0.9640 -0.9532 -0.9220 -0.8439 0.1561 很差 较差 一般

Kj(x18) -0.8709 -0.8278 -0.7417 -0.4834 0.4834 很差 一般 一般

Kj(x19) -0.4875 -0.3167 -0.0289 0.0611 -0.3141 较差 一般 良好

表5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测度结果

综合关联度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级别

Kj(N2006) -0.5636 -0.4086 -0.2754 -0.1288 -0.2067 较差

Kj(N2013) -0.3929 -0.1102  0.0338 -0.2128 -0.4414 一般

Kj(N2019) -0.2182 -0.0624 -0.0731 -0.4062 -0.5580 良好

  大力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深入开展

农村社区水体清理、逐步消除农村社区黑臭水体,将
农村社区水环境治理放进河长制、湖长制中进行一体

化管理;深入开展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建设和改造,
进一步开展农村公共厕所建设,推进厕所粪污处理,
全省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到95%;大力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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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出行环境,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开展卫生乡镇

(县城)、卫生村创建,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

建,太仓市、南京市江宁区、泰州市姜堰区、沭阳县获

评2019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2019年全省新

改建农村公路长度达到5887km、桥梁数量 达 到

2208座,江苏顺利完成10万户苏北农房改善年度任

务。与此同时,江苏省大力加强农村社区人文环境建

设,持续完善农村社区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增强农村

社区环境宣传力度,有效增加乡镇文化站从业人数,积
极提高农村居民社区环境建设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农

村居民社区环境建设参与意识,引导农村居民有效参

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

3.3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障碍因素

虽然2019年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级为

“良好”,但K2(N2019)=-0.0624,不完全符合N02的
标准、“良好”等级关联度很弱,靠近“良好”水平等级

的临界线,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部分

测度指标还没有达到“良好”水平等级。从农村社区

环境建设绩效单个指标测度结果来看,2019年江苏

省有7个测度指标未达到“良好”水平等级:环境卫生

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节能环保公共财政支

出、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化肥施用强

度、农药使用强度、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单位

GDP能耗。研究[36]发现,虽然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投

入不断增加,但仍然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投入较少;江苏

省村庄建设投入资金达到5.50×106 万元,市政公用

设施投资金额占村庄建设资金的比例达到35.53%,
农村社区排水和环境卫生的投资金额占村庄建设资

金的比例达到14.37%,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的资金

占村庄建设资金的比例仅仅达到8.94%,垃圾处理和

污水处理资金投入比例较低。资金投入渠道较为单

一,农村社区环境建设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

入、农村居民筹资等方式,融资渠道较为有限,很难满

足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的资金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但这种快

速增加是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的,单位

GDP能耗依然较高,需要进一步转变江苏省经济发

展方式,深入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江苏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单位GDP能耗。
江苏省面源污染对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的压力依然较

大,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超量施用、农药不合

理施用、农用塑料薄膜大量使用等。江苏省不少地方

农村社区环境基础设施不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等设施难以有效配套建设。不少地区关于农村生活污

水方面的处理技术缺乏规范性,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和可以复制推广的技术;部分农村地区未考虑当地的

生活污水的排放特点,照搬城镇的污水处理方式,导致

污水处理的管网“建而不用”或者损毁,浪费物力财力。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9年江苏省农村

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不断提高,江苏省农村社区环

境系统状况有所改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等

级经历了“较差—良好”的演变历程;但2019年农村

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良好”等级关联度很弱,农村

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环境卫

生投入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节能环保公共财政

支出、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化肥施用

强度、农药使用强度、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单位

GDP能耗等是制约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提升

的关键因素。PSR模型可以有效地体现农村社区环

境建设绩效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物元分析法和改进的

熵值法能够合理诊断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各
测度指标的水平等级,基于PSR模型的测度指标体

系、物元分析法和改进的熵值法适用于农村社区环境

建设绩效诊断。

4.2 对策建议

(1)为了有效提升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绩效水平,
应进一步健全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不
断完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财政性投入机制,健全财政

资金的层级落实制度,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到实处;
逐步完善金融机构政策支持机制,引导各大银行加大

对农村社区环境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机制,逐步优化PPP模式,有效吸引社会资本

投资农村社区环境建设;逐步建立农村社区环境污染

治理受益者付费机制,优化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市场、农村社区三元主体的优势互补,最终

形成资金合力,加大资金投入。
(2)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大对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村社区

规划、苏北地区农村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同步,不断提

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提升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

的综合效果,逐步优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有效

构建污水处理的城乡联结关系,对靠近城市的农村社

区,充分利用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构建城乡一体的

污水处理模式;对于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社区,寻找

适宜的污水治理技术,将资金向偏远社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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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优

化农业生产结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体

系,持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效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大力推进化肥减量增效,集成推广科学施肥技

术,开展有机肥替代行动,推动粪肥还田利用、减少化

肥用量;深入推进农药减量增效,加强统防统治技术

应用,推进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强化科学用药;加强农

用塑料薄膜污染治理,落实严格的农膜管理制度,推
广普及标准地膜,促进废旧地膜加工再利用,完善农

膜回收利用机制。
(4)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合理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着力加强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有效扶持节能绿色产业的生产发展,加
快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促进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
用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有效降低单位GDP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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