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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山论”已践行17年有余，评估其实践成效，对于新时期更好地应用“两山论”助推共同富裕尤为重

要。梳理“两山论”、共同富裕以及内生式发展原理本质与共性，借助“两山论”践行效果映射共同富裕水平开

展研究；构建测度模型，并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设计系统综合指标以及子系统指标来评价“两山论”践行成

效，递推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之后，以新时期共同富裕示范区两山发源地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的

可行性，同时探索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所隐含的普遍性路径。最后，针对新时期“两山论”践行的深化发

展与推进给出了政策建议，助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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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has been practiced for more than 17 year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valuate its 
practical effect for the better application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ssence and commonness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carries out research by mapp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with the practice effect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measure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hinking, the system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subsystem 
index are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recurse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differences. Then, Zhejiang Province, the birthplace of the two mountains in the new period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and explore the universality path im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n the new period to boost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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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15 年再次来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肯定了余村的发展路

子。2021 年 3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提

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作

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其“两山论”践行效果长效发展

对于助推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两山论”的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学术界对于“两

山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山论”内涵与发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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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论”联动产业延伸、“两山论”相关制度保障三类。

（1）第一类：“两山论”内涵与发展解读。在国家以及

地方相关政策的引领下，人们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的关系认识是不断变化且逐渐深入的。随着“两山论”

社会实践的开展，对其相关理论的解读也日益成体系。

学者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自然、发展角度

进行剖析，探索“两山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进一步从生成、构造、价值、实践四重逻辑解读，

并给出了“两山论”的发展模式，即生态资源经济化与经

济发展生态化
[1-2]。

“两山论”指出自然力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内在的关

联。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两山论”的实践成效明确了

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理念，结合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

给出了新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创新认

知，进而探索“两山论”的实践路径 [3-6]。同时，共同富

裕的推进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7-8]，可见“两山论”

践行与实现共同富裕有相通之处。

（2）第二类 ：“两山论”联动产业延伸。“两山论”的

实践过程带动了许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各类产业都

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其中以旅游、农业为代表的产业

联动效果尤为突出。“两山论”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注入生态等元素，

旅游经济体系的重建、乡村旅游市场化转型等一系列相

关举措，更好地推动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9-12]。“两山

论”通过辩证方法论创新资源经济学，结合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补足短板，探索联动产业发展新路径 [13]。

近些年，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具有普遍

性，从逻辑上分析，环境源头治理是环境群体性事件治

理的根本策略。全国各地在践行“两山论”方面做出了各

种尝试，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之路，

这些探索可以从源头上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14]。

（3）第三类：“两山论”相关制度保障。践行“两山论”

需要完善相关考核评价体系，需要严格的生态环境评价

制度提供制度保障。首先，需要找出目前环评制度存在

的主要问题，明确其短板因素，推进环评制度改革，保

障“两山论”的高质量践行。其次，在实施具体措施方面，

可以在“两山论”分类实践进程中，通过增加确定的考量

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实现政策导向、经

济激励，以及通过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

越线责任的行政协同、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

措施实现制度保障。总之，“两山论”是人类社会发展所

必需，是对生态资本的合理应用，在实际应用中，要注

意制度配套，避免经济资本遮蔽生态资本
[15-16]。

关于“两山论”践行成效的案例研究，国内也有学者

进行了探讨。有关浙江省案例的研究指出，应满足并促

进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协同发展，结合“两

山论”，从分析自然资源供给侧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出发，

以满足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多元需求为方向，构建一

种适宜于该地区的多元主体下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
[17]。

田淑英等 [18] 通过调查分析指出，新安江流域安徽段践行

“两山论”应进一步丰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打响特色生

态经济品牌，搭建生态经济发展平台，拓展生态产业发

展路径，加强绿色财源建设，健全生态经济发展保障机制。

另外，浙江在实践“两山论”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

索，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且对

浙江自身乃至全国今后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均为定性研究，

即便是“两山论”践行效果的案例分析，也多是理论阐述

与探索，对于“两山论”践行效果的定量分析，学术界的

工作还是比较缺乏。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实际

工作部门对“两山论”践行效果定量测度需求的不断增长，

本文认为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度量“两山论”践行

效果，且通过数据分析明确“两山论”践行过程中的主要

影响因素，给出区域进度比较以及提升空间的度量，可

以推进“两山论”向纵深方向发展，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认真落实并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

时期，本文的研究在此背景下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理论

1.1  “两山论”

人们理解“两山论”中的“绿水青山”通常是指维系生

态安全与物种平衡、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

环境，包括水、大气、森林、土地等生态要素所形成的

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践行“两山论”的目的不仅仅是通

过内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 GDP 的增加，更是为

了实现区域环境、福利、教育和文化水平的综合提高。

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学者依据自己的

学科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由美国学者莱斯特提出的一种发展模式，即“以生态法

则为导向的生态化经济模式”，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

减物质化发展模式，能以资源环境压力零增长或负增长

的生态支出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
[2]。事实上，为了有效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山论”已

经系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模式，即生态资源的经济化，

经济发展的生态化，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方面，实现生态资源经济化，将“绿水青山”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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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一样，看作是生产要素，能够为人

类社会带来巨额收益，以及长期稳定的价值流，将其作

为资产来管理，即将“绿水青山”的价值资产化。优先发

展“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即与“绿水青山”共存共生

的产业，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绿水青山”延伸、派生

与配套的产业。以“绿水青山”的价值促进生态资源增长，

形成生态资源产业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实际上是一种渐

进式绿色发展，是传统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向生态化、

绿色化发展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

建设也是政绩。将“绿水青山”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

内生变量因素，与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政策和

制度等一起纳入生产要素中，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调整对象，推动经济发展生态化。

1.2  内生式发展理论

“内生式发展”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或“自我发展”。

1975 年，瑞典一家财团在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联合国报

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要点

为——消除绝对贫困，自力更生，保护生态，必须伴随着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9]。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乡村地区

的衰落现象重新得到关注，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

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多数研究者认为，如果想

要获得本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应采

取内生式发展 [20]。随之，相关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大量

学者借助内生式原理来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1-25]。但目

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主要的代表观点如下。

VAN DER PLEOG 等 [26] 认为 ：“内生式发展意味着

一个本地社会动员的过程，它需要一个能够将各种利益

团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

规划过程以及资源分配机制，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本地在

技能和资格方面的能力。”宫本宪一 [27] 认为，内生式发

展的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地区内的居民要以本地的

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区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

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但这并非地区保护主义 ；

在环保的框架内考虑开发，追求包括生活适意、福利、

文化以及居民人权的综合目标 ；产业开发并不限于某一

种相关产业，而是要跨越复杂的产业领域，力图建立一

种在各个阶段都能使附加价值回归本地的地区产业关

联 ；建立居民参与制度，自治体要体现居民的意志，并

拥有为了实现该计划而管制资本与土地利用的自治权。

概括来说，虽然对于内生式发展定义的描述各有不

同，但仍存在着相通的要点。参考相关研究，内生式发

展的理论内涵应包括 ：（1）区域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培养

区域自身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以牺牲本地的生态

或者文化作为代价，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

以区域本地居民作为地区开发主体，使当地人成为区域

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1.3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具有历史阶段性渐进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

阶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都与这一思

想有密切联系；列宁在领导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进程中，也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思

想，同时用来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1953 年，由毛泽

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中首倡共同富裕，且对在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实现

共同富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邓小平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于什么是共同富

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给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新

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重要任务。

鉴于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是多方面、多视角的，学者

们结合共享理念
[28]、脱贫攻坚精神 [29]、内生性与规律

性 [30]、指标体系构建 [31-33] 等，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探索，

总结如下 ：（1）共同富裕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全体城乡居民的全结构福祉，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

综上可知，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内涵超出了单纯的物

质丰富范畴，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总体成果，

是包含多方面的全结构福祉。如绿色生态发展为民众提

供了公共环境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可以更

广泛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财富和福祉。

内生式发展更加注重区域的利益和环境保护，为区

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这与“两山论”、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一致的。本文将构建量化模型来测度

“两山论”的践行效果映射共同富裕水平，为推进“两山

论”深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给出建议。

2  模型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建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但在操

作测量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经济、人口、社会

以及生态环境等综合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这与“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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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效的测度是一致的 [10]（“两山论”是从宏观层面提

出了生态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思想，从

操作层面借助内生式发展原理提出了生态与经济、人口、

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途径）。接下来，将共同富裕、“两

山论”和内生式发展原理相结合，构建“两山论”的践行

效果测度模型，递推共同富裕水平。

对于“绿水青山”的测度，结合其定义，用系统层指

标（生态环境子系统）表示，从正负两个方面借鉴 PSR 指

标框架，从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保

护三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对于“金山银山”的测度，根

据内生式发展原理的内涵，用系统层指标（区域发展子

系统）表示，结合一级指标从人居环境、经济、社会三

个方面度量。从整体出发，把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看作

一个系统，来测度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的协调度，得到

整个系统内生式发展成效，进而划分“两山论”践行效果

的等级，递推共同富裕水平差距，具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1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成效测度模型

以测度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为目标，

结合内生式发展原理，构建指标体系（表 1），为接下来

进行定量分析等一系列研究奠定基础。

另外，本文在这里定义 ：用“两山论”践行效果映射

共同富裕水平，将其分为四个等级 ：优、良、中、差。

其中，“两山论”践行效果“优”为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

系统较高水平协调发展，践行效果“良”为两系统高水平

协调发展，践行效果“中”为两系统基本协调发展，践行

效果较“差”为两系统低水平协调发展。

2.2  研究方法

按照熵值法的运算流程，将原始数据执行数据的标

准化和权重值计算，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 1：数据标准化，采用归一法无量纲化处理数据；

步骤 2 ：权重计算 ；

步骤 3 ：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

 （1）

 （2）

式（1）、式（2）中 ：f(x)、g(y) 分别表示区域发展、生态

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效益，ai、bi 代表区域发展与生态环

境子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xi、yi 分别描述的是区域发

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特征的指标值，且均为无量纲化值。

步骤 4，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模型构建。借

鉴物理学中的概念，耦合度（C）是描述系统中各要素彼

此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用来分析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

子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公式为 ：

 （3）

耦合度 C 的取值范围为 0 ～ 1（其中 C 值取 0 表示

“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极小，各指标都处于

无关且无须发展的状态 ；C 值取 1 表示系统耦合度达到

最大，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且可以划分为四种类

型（优、良、中、差）。

由于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组成和发展的

差异性，仅仅通过计算耦合度有可能会出现误差，导致

结论与实际结果不符。为了防止该情况的出现影响最后

结果的准确性和分析的合理化，为此建立了耦合协调模

型，便于更为客观地反映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T=af(x)+bg(y) （4）

 （5）

式（4）、式（5）中 ：D 表示“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T 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 D 的不同取值范围，设计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

统耦合协调发展区间，进而划分“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

如表 2 所示。

3  研究对象

富裕是人类在比较体系中界定的一种生活状态，所

以不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历时性，更具有当下比较水

平的现时性 [34]。本文选择以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

基于以下考虑 ：

表1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指标

共同富裕背景下区域
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

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子系统
人居环境水平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水平
生态环境压力
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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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全省率先提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样

本的宏伟蓝图，积极为全国探路先行，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谋划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富

裕新路子，为全国提供了浙江样本。浙江省各项指标都

走在全国前列，如城乡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区域均

衡发展、富裕程度等，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

条件。（2）浙江省作为“两山论”发源地，先后实施了一

系列生态环境治理标志性工程，同时制定并规范生态标

准，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上不断创新，使得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协同发展，生态优势不断向经济优势转化，通过

发挥自身生态优势，成功打造了一批以安吉、丽水等为

代表的绿色浙江旅游品牌，以及以三衢味等为代表的生

态品牌，生态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充分实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是“两山”理念践行的典型代表区域。（3）浙

江省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虽然浙江省的土地面积仅占

全国的 1.1%，但是却拥有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

盆地（金衢盆地）、海岛（舟山群岛）、丘陵（浙西南）等各

种地貌。其“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结构，从中孕育出

多样化的城乡类型。从第一梯队的杭州，到中等规模的

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

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等，浙江拥有一个完整且发达

的城乡体系，其各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机制，也适用

于东中西部各种区域类型，具有区域代表性。

3.1  指标及数据选取依据 
本研究综合运用综合频度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

询法，根据相关文献 [35-39] 作为指标选取参考依据，且结

合浙江省各市的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特点进行仔细斟酌，

最终确定 22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适合浙江省共同富裕背

景下的“两山论”践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

表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浙江省）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共同富
裕背景
下区域
发展与
生态环
境耦合
协调
发展

区域发
展子
系统

人居环
境水平

城镇化率 /% +
建成区面积 / 平方千米 +

城市人口密度 /( 人 / 平方千米 ) +

经济
发展

人均 GDP/ 万元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 +
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数 / 万人 +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加值 / 亿元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 亿元 +

社会
发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 +
千米里程 / 万千米 +
在校大学生数 / 万人 +
卫生技术人员数 / 万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亿元 +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 万平方米 +

生态环
境子
系统

生态环
境水平

森林覆盖率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水资源总量 / 亿立方米 +

生态环
境压力

化肥施用量 / 万吨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万吨 -

生态环
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 万吨 +

空气质量和好于二级天数比例 /% +

3.2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0 年《浙江统计年鉴》、2019 年

浙江省环境统计年报以及浙江省 11 市 2019 年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 11 市的数据进行平均，并

对各项数据进行极差法处理，计算出其对应的最小值、

最大值、极差，判断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正、负向

指标。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公式，依次计算出 11 个市的相

关指标 f(x)、g(y)、C、T、D，其中，f(x) 代表的是各市

的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g(y) 代表的是各市的生态环

境综合评价指标，C 代表的是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

合度，T 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D 代表

的是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依次对区域

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和两者

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排序，如表 4 所示。

表2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

总类型
协调度
区间

提升空间测算 分类型

“两山论”
践行效果
等级（共同
富裕水平）

共振耦合 D=1 — — 极优

较高水平
协调

0.8 ≤ D
＜ 1

|f(x)-g(y)| ＞ 0.1 较高水平协调
（有提升空间）

优 -

|f(x)-g(y)| ≤ 0.1 较高水平协调 优

高水平
协调

0.5 ≤ D
＜ 0.8

|f(x)-g(y)| ＞ 0.1 高水平协调
（有提升空间）

良 -

|f(x)-g(y)| ≤ 0.1 高水平协调 良

基本协调
0.3 ≤ D
＜ 0.5

|f(x)-g(y)| ＞ 0.1 基本协调（有提
升空间）

中 -

|f(x)-g(y)| ≤ 0.1 基本协调 中

低水平
协调

0
＜ D ≤ 0.3

|f(x)-g(y)| ＞ 0.1 低水平协调
（有提升空间）

差 -

|f(x)-g(y)| ≤ 0.1 低水平协调 差
无关耦合 D=0 — — 无

注 ：“-”表示在目前的发展等级中处于较低级别，根据 |f(x)-g(y)|
与 0.1 的大小对比得到。表 5 同。

表4  浙江11市系统综合指标、子系统指标数值统计分析

城市

区域发展子
系统指标

生态环境子
系统指标

提升空
间测算

系统综合指标数值

f(x) 排名 g(y) 排名
|f(x)-
g(y)| C T D D 值

排名
杭州 0.910 1 0.445 7 0.465 0.470 0.677 0.564 1
衢州 0.198 10 0.609 3 0.411 0.430 0.403 0.417 8
丽水 0.215 9 0.688 1 0.473 0.426 0.452 0.439 6
台州 0.311 6 0.654 2 0.343 0.467 0.482 0.475 3
绍兴 0.408 4 0.496 4 0.088 0.498 0.452 0.474 5
湖州 0.258 8 0.343 10 0.085 0.495 0.300 0.385 9
金华 0.302 7 0.451 6 0.149 0.490 0.377 0.430 7
温州 0.458 3 0.445 7 0.013 0.500 0.451 0.475 3
嘉兴 0.333 5 0.188 11 0.145 0.480 0.260 0.354 11
宁波 0.542 2 0.408 9 0.134 0.495 0.475 0.485 2
舟山 0.136 11 0.484 5 0.348 0.413 0.310 0.35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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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对比分析——

系统综合指标分析

（1）表 4 从区域发展子系统指标、生态环境子系统

指标、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标数值三个方

面，分别给出了 11 市发展状况的具体数值及排名，图

2 借用图形直观展示，使得“两山论”在浙江省的践行效

果一目了然。由图 2 可知，在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

耦合关系中，只有杭州目前处于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

（0.5 ≤ D=0.564 ＜ 0.8），即“两山论”在杭州实践效果最

佳，其余 10 市均处于基本协调阶段（0.3 ≤ D ＜ 0.5），

也就是说浙江省各个区域“两山论”践行成效是相对均匀

的，即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图2  浙江11市“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
数值

（2）结合表 4 的数据，由表 5 可知 ：第一，杭州、

宁波两市的“两山论”实践效果排前二名，同时杭州、宁

波区域发展水平在 11 市中同样排前二名，生态环境水

平相对较差，且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差值都

大于 0.1［即杭州 |f(x)-g(y)| 为 0.465，宁波 |f(x)-g(y)| 为

0.134］，说明在此等级中两者耦合发展还有提升空间，

即“两山论”实践效果可以加强，共同富裕水平可以进一

步升级，从而实现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较高水平耦合。

第二，“两山论”实践效果台州、温州并列第三，耦

合协调度值为0.475，处于基本协调阶段（0.3≤D＜0.5），

但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差值，台州为 0.343

＞ 0.1，温州为 0.013 ＜ 0.1，说明台州、温州在此等级

基础上两者耦合发展提升空间台州市相对要大一些。

第三，其他 7 个市中，衢州、丽水、嘉兴、舟山

4 个市协调等级为基本协调，且其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

子系统综合指标差值均大于 0.1，“两山论”践行效果为

“中 -”，说明它们在目前的发展等级阶段还有提升空

间，即“两山论”实践效果可以加强。其中，衢州、丽

水、嘉兴系统综合指标差值大于 0.35，尤其是丽水差值

为 0.473，系统协调发展空间巨大，助推“两山论”的发

展大有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市情况不同，应对症

下药取得长效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第四，浙江省“两山论”践行效果中，舟山排名第

十，主要原因是该市受制于较小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

确实在经济发展上难以有很大的作为。衢州、丽水排名

不高，在地理位置上，更加直接体现了浙江省“七山一

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但是相较于舟山、宁波、台州、

温州等市而言，衢州、丽水两市缺乏出海口，使其在开

展国外贸易时需要增加更多的成本。

最终得出了 11 市“两山论”践行效果 ：杭州效果为

“良 -”，绍兴、湖州、温州效果为“中”，其他 7 个市践

行效果为“中 -”，详见表 5。

3.4  “两山论”论践行效果对比分析——子系统指标

数据分析

3.4.1  区域发展子系统

区域发展水平，从经济、社会和人居环境水平三个

角度分析，结合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表 4）可知：杭州、

温州、宁波为前三名，但杭州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数值为

0.910，远远高于温州和宁波；金华、台州、嘉兴、绍兴

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集中，f(x) 取值在 0.30~0.41

之间 ；其余 4 个市，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靠后，

数值均低于 0.3。

杭州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数值排名第一，与其余 10

市差距较大。杭州依靠科技自立、数字变革、高端产业

引领、扩大内需，从而打造面向世界的创新策源地 ；建

设新时代数字杭州，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

系，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力源 ；浙江省提出发展万

亿级信息经济产业，集合点就在于跨境电商，提升杭州

外贸新的增长点，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构筑国内国际双

表5  共同富裕背景下11市“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分类

城市
耦合协
调度

协调等级
“两山论”践行效果
（共同富裕水平）

杭州 0.564 高水平协调发展（在此等
级中有提升空间）

良 -

衢州 0.417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丽水 0.439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台州 0.475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绍兴 0.474 基本协调发展 中
湖州 0.385 基本协调发展 中

金华 0.430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温州 0.475 基本协调发展 中

嘉兴 0.354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宁波 0.485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舟山 0.358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
中有提升空间）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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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强大链接点。要锚定共同富裕方向，建设幸福示

范标杆城市，嘉兴、湖州可以借助地理优势，建立杭州

经济—生态共同富裕都市圈，从产业推广、人口流动、

教育支持、生态共建等方面带动杭嘉湖区域整体发展。

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靠后的衢州、丽水两市，

均为缺乏出海口的内陆地区，特性中具有共性，除继续

坚持绿色发展模式，发展旅游业、物流业等第三产业带

动区域发展之外，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区域

经济。具体来讲，衢州可以利用研究院现象，发挥科创

大平台的创新引领作用，依托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与工

程师学院衢州分院项目支持相关氟硅产业高质量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 ；另外，衢州作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需要不断强化生态资源整合，以实现“两山”转

化为目标，通过探索“两山”银行，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

为当地经济发展赋能。丽水可以通过“双招双引”，做大

做强生态工业，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 ：发展

人才高地，同时借助世界丽水人大会平台优势，激发在

外丽商（侨商）潜能 ；深耕细分产业领域，开展传统优势

产业补链强链延链招商，推进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等产

业差异化布局、协同化招商，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大胆

发力未来产业，加快在第三代半导体、大数据、金属新

材料等领域培育发展生态工业，做到产销一体化，工业

企业之间形成一定的行业集聚效应。

3.4.2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方面，丽水、台州、衢州生态环境综合指

数排名前三，可以借助生态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

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湖州、

嘉兴排名最低。近几年，嘉兴两次被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相对于区域发展指标排名，生态环

境指标数值排名比较靠后。

绍兴、舟山、金华、温州、杭州、宁波生态环境综

合指数比较集中，g(x) 取值在 0.4 ～ 0.5 之间。近几年

舟山积极完善生态环境的修复，打造内河“水下森林”，

对于违法围填海项目积极整改，实现海域生态重生，相

比区域发展指标排名，其生态环境指标数值排名较好。

然而，宁波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排第九名，作为港口城市，

区域发展较好，生态环境指标数值发出预警，需进一步

调整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持续推行建筑施工扬尘治理，

高标准实施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开展工业固

废收运体系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共同富裕时期浙江省“两山论”践行效果中，结合子

系统指标数值、子系统指标差值以及系统协调度数值进

行全面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具体推进建议，见表 6。

表6  浙江11市“两山论”进一步推进建议

城市
区域发
展指数

生态环
境指数

“两山论”
践行效果
（共同富
裕水平）

结论与推进建议

杭州 0.910 0.445 良 -
注重可持续发展，侧重经济发展生
态化；继续推进“两山论”，缩小子
系统间差值

衢州 0.198 0.609 中 -
利用研究院现象，依托浙大衢州两
院项目支持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资源整合

丽水 0.215 0.688 中 -

特殊区域（一市一区）特殊政策，在
生态环境允许范围内，发展民营经
济助推共同富裕，如通过“双招双
引”，做大做强生态工业，推进区域
高质量发展

台州 0.311 0.654 中 -
借助生态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
和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深化两山成效

绍兴 0.408 0.496 中
能矿资源丰富，具有优势产业，注
重环境保护，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型
工业示范基地

湖州 0.258 0.343 中

发挥地理优势，从产业推广、人口
流动、教育支持、生态共建等方面
综合发展，同时利用品牌效应，使
得生态资本化

金华 0.302 0.451 中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继续推
进“两山论”，缩小子系统间差值

温州 0.458 0.445 中
恰当处理内源与外生关系，深化两
山成效，加快发展步伐，进入高水
平协调发展阶段

嘉兴 0.333 0.188 中 -
利用地理优势，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加强环境保护，推进“两山论”

宁波 0.542 0.408 中 -

调整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持续推
行建筑施工扬尘治理，高标准实施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开
展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建设，注重生
态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舟山 0.136 0.484 中 -
常住人口较少，面积小，借助其地
理优势，发展外贸经济，从产业、
人口、教育等方面带动区域发展

（1）11 市中，除杭州属于高度协调发展外，其余

10 市均为基本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浙江省区域共同富

裕水平较好，均衡发展，不存在贫富极端分化，而杭州

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省会城市，其地位、重要性与深圳

的先行示范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相当的，远

远高于其余 10 市合乎情理。

（2）11 市中，区域发展指标数值排名较好的，生态

环境排名相对较差。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可知

经济的发展对环境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深化“两山论”

对于经济可持续至关重要，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协

同才能长效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结合地理位置、区域特征、人口、经济、政策

等，11 市 11 种情况，如台州与温州耦合协调度数值一

样，均为 0.475，但台州子系统差值为 0.343 ＞ 0.1，温

州子系统差值为 0.013 ＜ 0.1，因此其深化“两山论”措

施侧重点相差巨大，台州应注重生态资源转化，在基本

协调发展阶段加快缩小子系统间差距，而温州市应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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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加快进入高度协调阶段。

丽水、衢州均为缺乏出海口的内陆地区，具有共性，但

两市政策标准也具有自身特性，即统一性与灵活性兼顾。

总之，一味强调生态环保或者只看经济指标不符合共同

富裕的本质（全结构福祉），新时期政策制度以及衡量标

准应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梳理新时期共同富裕、“两山论”以及内

生式发展的本质，构建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模型开展研

究，结合人口、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水平、环境压力、

环境保护多指标进行测度，创新性地提出了测度共同富

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的定量模型。之后，以浙江

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来检验该模型的可行性。根据系

统综合指标、子系统指标以及子系统指标差值给出了详

细的浙江省“两山论”践行等级划分，递推共同富裕水平，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对于助推浙江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具有很大实践参考价值。

4.2  建议

依据上述模型及结论，对于“十四五”时期“两山论”

深化助推共同富裕给出以下建议 ：

（1）区域内与区域间协同并进发展，强化区域协同

联动效应。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

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各区域充分发挥主动性

和创造性，各展其长、优势互补、竞相发展，促进产业

梯度转移，使得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形成中

心带动、多区协同模式。创建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

协调发展带，全方位实现区域内部协同发展，区域间互

动合作，并将以此带动多区域梯次联动并进。

（2）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共同富裕。民营经济是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主体，通过聚集大量海内外高级人才，提高

劳动者素质，夯实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动力变革。同时，

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强化激

励机制，激发社会责任意识等措施激励民营企业践责助

富。具体措施如 ：调整税收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联盟，推动科技资源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 ；积极鼓励

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办

学 ；推进民营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提供，

引导民营经济服务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

生态建设项目投资，允许发展生态产业。（3）因地制宜

助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

裕，区域协调发展也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受区域

位置、环境因素、人口、教育水平、数字技术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制定标准划分以及进程评估过程中，

统一性与灵活性兼顾，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使得不同区

域富裕水平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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