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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各国

相继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人口激增、资

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重大问题[1]。在这样深刻的历史背景和迫切的现

实需求下便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1987年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

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共识，各国相继开始了对可持续发展评价的

研究。中国科学院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报告》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3]。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

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4]，也是一种合

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

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经济

是构成社会经济的骨架，城市经济的可持续性决定

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城市层面

研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

践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内江市地处四川省的东南部，位于成都与重庆

两大都市之间，是西南各省交通交汇的重要结点。

内江市幅员面积5386平方千米，其中耕地1637平

方千米，森林覆盖率29.25%，巩固退耕还林成果212

平方千米。2010年末户籍总人口425.53万，非农业

人口88.5万，人口密度741.0人／平方千米[5]。2010

年末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90.28亿元，比上年增

长16.2%。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12.39亿元，

增长4.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19.53亿元，增长

23.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58.36 亿元，增长

7.9%。三大产业结构比值由上年的17.6:56.9:25.5

调整为16.3:60.8:22.9[5]。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内江市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影响内江市经

济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基础上，遵循综合性、科学性、

动态性、协调性、相对独立性以及代表性原则，从人

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科技与教育六个方

面选择17个具体指标，构成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为目标层A，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

科技与教育六个方面为准则层B（B1—B6），17个具

体指标则为指标层C（C1—C17）（见表1）。

表1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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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Saaty教授于二十

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多方案或多目标的

决策方法。用于处理那些难于完全用定量方法来

分析的、结构较为复杂的、决策准则较多而且不易

量化的决策问题[6]。选取层次分析法来计算各指标

的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内江市经济可持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见表2）。

表2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

指标权重

2.1.3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得分计算

根据已计算出的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指标层C各指标的权重与各指标无量纲化

后的值，运用加权评判法计算出内江市经济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B各指标的可持续发展得

分，然后根据准则层B各指标的得分与权重可计算

出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得分。

2.2 数据来源

数据多来源于2007-2011年的《四川省统计年

鉴》及2006-2010年《内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其中少量数据则需通过简单计算获得，如

人均耕地面积及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3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及获取的数据，计算得出内

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见表3）。

3.1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分析

由表3可知，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呈现

良好上升的趋势，由 2006 年的 0.647 持续上升到

2010年的0.977，五年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得分持续

上升没有波动。这说明内江市对城市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相当重视。但从表3也可看出，人口、社会、

经济、资源、环境以及科技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得分

存在波动。

表3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得分

3.2 分项指标分析

3.2.1 人口指标

由表3可知，人口可持续发展得分在2007年有

所波动后呈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06~2010年人口

指标中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由

2006年的19.21%上升到2010年的20.8%，说明内江

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化的加速带动了城

市经济的增长。作为逆向指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及

人口密度则存在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缓慢上

升再急剧下降的态势，人口密度呈现先上升再下降

再上升的趋势，表明内江市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有

成效但并没有很好的改善内江市人口密集程度。

3.2.2 资源指标

由表3中可知，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存在波

动，在2006~2010年间呈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然后

轻微下降状态。其中人均耕地面积的波动增长保

障了人民对农作物的需求，而年造林面积在几年间

变化较大，2006~2010 年分别为 23.40 平方千米、

26.60平方千米、14.67平方千米、40.40 平方千米、

26.47平方千米，说明内江市在林业生产在稳定性方

面还有待加强。

3.2.3 环境指标

在环境指标方面，其可持续发展趋势也呈波动

上升状态。其中城市绿化覆盖面积五年间不断增

加说明内江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逐步改善；城市

污水处理率的提高及SO2排放削减量的波动增加说

明内江市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的重视。同时也

可以看出对于环境保护与治理，政府不能松懈，经

济的发展决不能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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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社会指标

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社会指标发展

也呈现良好上升趋势，由 2006 年的 0.611 上升到

2010年的0.995，基本上没有下降。其中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的大幅增加说明内江

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

善。这正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达到的目标。每

万人有卫生技术人数逐年增加说明内江市对卫生

服务的重视，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3.2.5 经济指标

作为制约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指标

——经济指标，其权重为0.553，它的发展趋势也是稳

步上升的，由2006年的0.570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

1.0。其中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及固定资产投资额五

年间均成倍增长,而GDP增长率也由2006年的14.7%

上升到2010年的16.2%，经计算2006~2010年内江市

年均GDP增长率为15.3%，据2011年《四川统计年鉴》

显示2006~2010年四川省年均GDP增长率为13.7%，

可见内江市2006~2010年年均GDP增长率高于四川

省平均水平，说明内江市经济发展呈现有利趋势。

3.2.6 科技和教育指标

科技和教育指标可持续发展得分变化不大，呈

现上升再下降再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每万人拥

有学生人数和每万人拥有教职工人数几年来总体

变化不大。这说明内江市虽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

展，但强度不够。

4 促进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内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趋势向好，但

在具体指标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4.1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近几年，内江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

势，但人口密度却呈波动上升趋势。要实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内江市必须缓解城市人口压力，控制人口

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内江市

要将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较低水平，控制人口密

度，减少人口压力。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内江市要

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提

高学校硬件与软件设施水平，壮大教师队伍。

4.2 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

内江市存在人才“总量少、技术含量低、创新能

力差、高端人才缺”的问题，迫切需要引进优秀的企

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内江市需要通过“外

引内培”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外引”要求政府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创

造良好的就业及生活环境吸引人才，在政策上给予

倾斜、生活上给予关心，对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人

才给予重奖；“内培”要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力

度，探索多种渠道的人才培育模式，提高现有人才

的素质和技能。

4.3 改善城市环境

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内江市必须加强并坚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通过

改善城市环境来促进城市经济更好的发展。具体

而言，一方面要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力度

与资金投入，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增加环境容量，

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绿化建设，提高居

民的公共绿地面积，改善居民的户外活动环境。

4.4 优化产业结构

近几年，内江市产业结构始终是“二、三、一”模

式，且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远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这样产业结构对内江市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在保证第二产业发展

势头同时，加快发展第一和第三产业，特别是要提

高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通过优化产业

结构来实现内江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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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营销者的任务是发现未经开发的客户价值，建

立独一无二的资源组合，最终实现价值创造。

由于汽车产业的变化速度之快、影响因素之

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和政策特殊的

情况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运用创业营销模

式，大范围小规模的进行汽车创业营销的“复制”，

不断的进行汽车营销的创新，合理的利用资源以及

对风险的科学评估，建立与顾客的良好关系，最终

便可实现汽车业的价值创造，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灵活的运用以上七种创业营销的方法，使人们了解

更多汽车品牌和汽车文化等，必将有助于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汽车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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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existing automotive marketing mod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model，which is suitable for automotive marketing 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cientific use of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model will increase car sales rapidly in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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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urpose of factor analysis is to describe many indicators o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factors and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of several factors was reflected by several original data. In this paper，it analyzed
18 industries that being influential on Hubei’s economy.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oint of view，the overall scale of Hubei industrial，enterprise
operating capacity，economic benefits，solvency，financial risk are analyzed，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at.

Key words: Industrial economy；Factor analysis；Overall assessment


（上接46页）


（上接66页）

Abstract: This thesis presents 17 specific indicators from aspects of population, society, environment,

resources, economy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which for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ijiang’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n it makes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ijiang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n based on the Neijiang’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it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Neijiang’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Ne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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