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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从对 GDP的修正、淡化平均指标、尊重民意、重视弱势群体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剖析国际

指标体系的最新进展。最后, 本文分析了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和对目前中国指标体系研究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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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

一个重点问题, 正在政策制定和发展评价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对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体系的研究日趋深入。

深入剖析目前国际视野下的各种经济社会指标体

系对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中国经济社会综

合评价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

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统计技

术的进步, 世人对 /发展0 理念的反思是社会综

合指标诞生和发展的哲学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全球经济增长迅

速。与此同时, 各种问题开始凸现, 如环境恶化、

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人们开始审视

/经济增长 = 发展0 的发展观, 并且开始注重经

济与社会的综合和协调发展。112 1983年, 联合国

推出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 1987) 的 5新发展

观6, 强调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为

中心, 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122 1987年, 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5我们共同的未来6 报告中正

式提出 /可持续发展0 的概念: 既能满足当代人

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132

1990年起,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开始发

布 5Human DevelopmentR eport6 ( HDR人类发展

报告 ), 此后每年一期。人类发展报告体现了阿马

蒂亚#森 (Amartya Sen) 等人所倡导的 /以人为

本, 以自由为导向0 式的发展观。目前以人为本、

注重生活质量的理念已经成为发展观的主流。142

与此相对应, 对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评价的指

标体系自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和广泛的重视。

较早关于综合指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33

年, 美国出版的社会趋势报告是该领域早期的经

典之作 (U nited States Presidentps Research Comm i-t

tee on Soc ia l Trends, 1933)。152诺尔 ( No ll) 则将

50年代联合国撰写的社会指标体系方面的著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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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领域重要的经典著作。162

一般认为, 社会综合指标研究的兴起源于上

个世纪 60年代的美国。172美国的健康、教育和福

利部推动了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该部门撰写的

5经济指标和健康、教育和福利6 一书被认为是

社会指标的代表作。182同一时期, 美国宇航局和美

国艺术科学院也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指标并且应

用到美国民众的生活当中。192

随后, 社会综合指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不

管是研究方法还是范围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数理

统计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指标的应用和研究奠定了

基础。

目前, 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三个层面,

社会综合指标的研究和应用都出了大量的成果,

综合指标已经在政策制定、生活质量评估和国际

比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层面, 最具

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 UNDP ) 的千年

发展目标和一年一度的人类发展报告 ( HDR ),

HDR中包括上百个指标的国际比较, 涵盖了经

济、性别、贫困、教育、平等、民主和环境等各

个方面。1102

欧盟综合社会指标方面的研究吸引了世界上

顶尖指标专家的参与, 并且获得了欧盟充足的经

费支持。如欧盟社会指标 ( EU Soc ia l Indicators:

TheA tk inson Repo rt) 已经有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是欧盟议会的重要议题。1112

经合组织 ( OECD ) 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可以

追溯到从上个世纪 70年代, OECD一直是社会指

标研究领域的推动者。OECD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对社会指标的构建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OECD社会指标 ( OECD Social Indicators) 会定期

发表。OECD明确提出发展社会指标的两个目的,

一是评价目前 OECD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 另外

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的是明确社会指标在哪些方

面能够带来正面效应,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

发展。1122

在国家层面,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都

制定了自己的指标体系, 从政府组织到科研机构

在社会指标的研究和构建上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发表了大量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各

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构建符合本国国民

要求的指标体系, 其对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增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综合指标体系的构

建并非闭门造车, 彼此间互相借鉴, 注重国际间

的比较。英国的指标体系 ( UK indicators of Soc ial

Developmen t)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UK政府选择

了 147个指标来评估自己国家的发展, 评价英国

的进步是否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政府选择的 15

个头条指标 ( headline) 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三

大支柱, 分别为经济增长 (产出、投资和就业 )、

推动社会进步 (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教育、健

康、住房和犯罪问题 ) 及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

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河流的水质、野生动物保

护、土地利用和废物处理 )。除了国家层面的指

标, 各区域和地方的指标都会每年公布。1132

在地区层面, 联合国人类定居中心 ( Un ited

Nation Center forH um an Settlemen,t UNCHS) 与世

界银行在 1995年的合作计划中, 提出了一套评价

都市发展的指标体系 ( U rban Indicators Pro-

gramme, U IP)。1142 2000年, 欧盟和英国分别制定

了社区指标体系) ) ) /走向社区可持续发展 ) ) )

欧盟公共指标0 1152和 /社区生活质量指标01162。

在美国, 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一个统计的指

标体系。但是, 美国很多州、城市甚至小镇都构

建了自己的综合评价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

社区规划指标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如 Californ ia、

Co lorado、Florida、W ashington等地区都纷纷制定

当地的指标体系, 定期发布评估成果。1172其中一

个代表是 /可持续西雅图0 ( Sustainab le Seattle) ,

1996年 /可持续西雅图0 获得了联合国 /社区指

标最佳实施奖0。西雅图的可持续社区指标参考

了社区成员的建议, 获得了当地大学和科研机构

的学术支持,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分别提供了

部分经费, 并且还定期研究反馈结果, 修订指标

体系, 发布年度报告。1182

虽然每个指标体系都各有特点, 但总体而言,

综合指标体系均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大的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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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罗列这些指标体系的篇幅无疑会远远超出一

篇论文的范围。上百个指标体系的背后有哪些相

同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分

析了各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虽然各个

指标体系的侧重点、制定者和评价范围各有不同,

但是当前主流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相关的研究成果

反映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共同理念和发展趋势。

1. 对 GDP的修正

GDP毫无疑问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经

济指标, 并且一度被认为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

目前为止, GDP的增长在评价我国官员政绩和经

济发展中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GDP尽管

是统计指标领域最为成功的发明, 但对 GDP的修

正和调整一直以来就是统计指标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繁荣测

度指数 (M easure o fE conom icWe lfare, MEW ), 可

持续经济繁荣度指数 ( Index o f Sustainab le Eco-

nom icW e lfare, ISEW ) 和真实进步指数 ( G enu-

ine Prog ress Index, GPI)。

MEW诞生于上个世纪 70年代, 著名经济学

家诺德豪斯和托宾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一个

令人满意的测量经济福利的指标, 因而设计了

MEW和可持续的 MEW, 并且分析了 MEW 和

GDP之间的关系。MEW 是对 GDP的改良, 考虑

了家庭劳动、空闲时间等的价值, 同时扣除了很

多被认为是负面的支出 (如诉讼、治病和交通意

外等 )。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 两位经济学家得

出 MEW和 GDP之间正相关, GDP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福利的增长, 同时指出可持续 MEW 的

增长速度低于 GDP。1192

MEW可以说是对 GDP进行修正研究的开始,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ISEW 和 GPI不仅考虑了

MEW所考虑到的问题, 而且考虑了分配问题和

环境问题, 并且区别了促进经济健康的因素与损

害经济健康的因素。1202

与 GDP的计算相比, ISEW 和 GPI的计算,

加上了诸如家庭劳动、义务劳动的价值等变量值,

减去了诸如犯罪、污染、资源消耗的代价等变量

值, 并且根据诸如收入分配等因子进行了

调整。1212

GPI提出以来获得广泛的应用, 如在这个理

论框架下, 加拿大 A lberta和 A tlantic设计了 GPI

A lberta和 GPI A tlant ic来评估当地的发展状况。

目前国内 /绿色 GDP0 的实践就是试图从环保的

角度出发对 GDP进行修正。对 GDP的修正更多

地体现在宏观层面和统计技术层面, 这仅仅是社

会指标发展的一个传统视角。

2. 淡化平均指标

目前国内很多指标体系中热衷使用的 /均

值0 往往掩盖了很多问题, 忽略了真正的穷人和

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及其所面临的困难。

当前指标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尽量淡

化平均指标。一个典型例子是影响深远的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MDG ), 1222在 MDG中, 根本没有

/人均0 指标, 甚至也没有 /贫困地区人均0、

/欠发达国家人均0 等字眼, 而是直接标明各类

群体的数量及其比例 (如 /日均开支不足 1美元

的人口0、 /遭受饥饿的人口0、 /相对于年龄体重

不足的儿童0、 /营养不良人口0、 /无法持续地获

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0 等 ) , 以及最穷的 20%人

口所占的 /国民收入或消费的比例0 等等。而且

把有关儿童、孕产妇以及女性等弱势群体生存与

健康、教育与就业等状况的指标单列, 以防笼统

地并入成人、男性一起加以统计会出现的对他们

实际困难状况的掩盖。1232

与淡化平均指标相对应的是强化与特殊群体

有关的指标。

3. 关注特殊群体、弱势群体

一个典型例子是 / B. C. S tatistics Reg ional

Soc io- econom ic Indicators0 2006年最新发表的指

标体系, 该体系非常重视评价弱势群体的利益,

指标体系分为六个大的部分, 分别为经济困难

( 0. 25)、经济困难度的改善 ( 0. 05)、健康

( 0. 2 )、教育 ( 0. 2 )、儿童 ( 0. 05)、青年

( 0. 05)、犯罪 ( 0. 2) ,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

部分的权重。

在该指标体系中, 经济的权重不高, 而且具

体的经济指标主要是衡量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

比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比例、贫困人口比

例、收入不平等指数等。

该指标体系专门将经济困难度的变化单独列

出, 该部分的具体指标跟踪评价了弱势群体的经

济状况, 如接受政府社会资助的人口比例变化等。

此外, 指标体系注重健康和安全 (犯罪 ), 并且

把儿童和青年的相关指标单独列出。这是目前指

标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242

如 Soc ialW e ll- being of V ermonters中, 在衡

量生活质量的体系中, 将孕妇、残疾人士、儿童

和青少年的生活状况都单独处理。1252 The For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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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o f Soc ialHealth ( ISH ) 中特别提出了年龄组

的概念, 将年龄组的概念嵌入到指标体系的整个

框架当中。几项指标适用于所有年龄组, 分别为

与酒精有关的死亡人数、食品券的覆盖率; 能够

承担得起的住房和贫富差距。专为儿童设计的指

标有婴儿死亡率、被虐待的儿童数和贫困儿童数;

青年组的指标包括青少年自杀率、吸毒和辍学率;

两项指标适用于老人, 分别为 65岁以上贫困人口

比和需要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老人比。1262

可以肯定, 当代综合指标体系发展的一个重

要趋势是设定相对独立的模块来衡量某些特殊群

体的利益, 而这些群体往往是更加需要社会支持

的群体。

4. 以民意为基础

目前, 不管是政府组织还是学术机构或者非

政府组织在制定指标体系时都开始注重民意调查

的结果, 即确定指标时会考虑什么是公众最关心

的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来制定和民生相关的指标。

N atural Resources C anadaps A tlas o f Canada的

报告中, 根据民意调查, 把加拿大人最关注的指

标归纳为六个主题。指标体系着重衡量居民的休

闲、活动、社区环境等方面的状况, 并且提供了

从社区到国家层面的数据。1272

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 (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 ABS) ) 发布的 Measures o fAustra liaps

Progress通过公共调查确定重点, 并参照国际惯例

和现行政策, 各项指标用报告卡形式给出, 对重

点指标根据图表展开评价和讨论。M easure o f

Australiaps Progress并没有给出一个综合指数。统

计局鼓励用户选择其自身最为关心的指标加以

考察。1282

欧盟社会指标体系的报告中指出社会综合指

标最终的成效取决于参与者的政治意愿和投入,

实施必要的政策本身也反映了我们的民主意识,

通过与社会弱势或者边缘群体的对话, 促进贫困

人口的参与, 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

以民意为基础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在

选择指标时尊重民意, 通过民调来了解和确定民

众所关心的指标, 以此为参考构建指标体系。二

是通过民众的参与来加强指标体系的政策效应。

社会指标体系要发挥影响政策制定、推动其体现

的价值观和改善民众生活方面的现实作用必须建

立在民主参与的基础上。

5. 强调社会凝聚力指标

社会凝聚力 ( socia l cohesion) 是一个国家社

会和谐程度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社会凝聚的概念

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 逐渐成为

研究的热点。

社会凝聚的研究传统在欧洲得到了延续与传

递。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 欧洲社会

对分配和社会关系等基于社会整体福利的研究变

得相当普遍。社会凝聚作为福利研究分析的一个

维度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社会凝聚涉及个人、

集体、组织、制度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 强调

社会融合、团结和稳定的价值。1292

在关注社会整合方面, 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

是加拿大社会发展议会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

指标体系从收入分配、机会、生活质量、社会合

作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来评价社会整合程度。1302

Measures ofAustra liaps Progress、Measuring Irelandps

Prog ress、European Structural Ind icators, OECD So-

c ial Indicators等综合指标体系中均将社会凝聚力

( socia l cohesion ) 单独列出 1312, 成为和经济发展

并列的一个重要维度。1322

6. 重视环境保护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以来, 一个显而

易见的趋势是综合指标体系中对环境的重视。

典型例子如加拿大的 the Nat iona lRound Tab 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 conomy ( NRTEE )、

Env ironm ent and Susta inable Deve lopment Ind icators

( ESDI) , 该体系把环境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列, 认

为这是加拿大发展的两大支柱。其目的是要发展

一套简单的、可信的和易于理解的评估指标体系,

以评估加拿大的可持续发展, 评估目前活动对后

代的不利之处。由此, 注重对自然资本、人力资

本的考察。该指标体系一共设计了六个方面的指

标, 其中五个方面均涉及到环境保护, 包括考察

空气质量指标、淡水质量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指

标; 绿化率; 湿地面积等。1332

意大利最知名的指标体系是 Ita lian U rban E-

cosystem Repo r,t 该指标体系比较了意大利 103个

城市的状况, 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指

标体系中设计了 18个环境指标包括空气质量和成

分 (如二氧化碳 ) 监测、耗水量、污水处理、城

市固体废弃物、废弃物回收利用、公共交通、行

人专用区、自行车道、家庭耗油量、肿瘤和呼吸

系统死亡率、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4000认证

的工业企业等。1342

保护自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这是各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指标体系

的构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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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中国, 综合社会指标的研究已经得到政府

和学术界的重视, 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中

国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日趋深入和成熟的过程中,

上文总结的构建理念和发展趋势是值得借鉴和参

考的。

在研究方法上, 国内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往往缺少长期的跟踪研究。国际上有影响力的

社会综合指标体系 (例如上文所讨论的指标体系 )

都会定期发布报告, 公布当期指标的评估数据并讨

论其发展趋势。可以说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研究是衡

量一个社会指标体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比如德国的社会指标体系 ( The Germ an Sys-

tem o f Soc ial Ind icators) 建立了一个详细的指标数

据网络, 提供了时序数据的指标体系, 观察期的

长度从上个世纪中叶直至 21世纪。目前该体系已

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1352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瑞典的社会指标项目。

从 1974年以来, 瑞典统计局的社会指标项目就在

政府长期的资金资助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和

统计部门来系统和全面地收集和研究社会指标数

据。该项目包括 13个领域的社会指标 (教育、就

业、劳动条件、收入与物质生活水平、住房、交

通、休闲、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犯罪率、卫生、

社会流动性等 )。1362

值得注意的是, 瑞典的统计调查制度以 8年

为一个周期, 它的合理性在于被跟踪调查的对象

可能每年的变化会比较小而不方便测量。很多社

会经济团体都积极参与这个跟踪调查。此外, 瑞

典的调查按照年龄、性别、家庭类型、就业状况、

是否工会成员和教育等方面的差别将被调查对象

分为不同的亚群体来研究瑞典民众的社会融合、

社会排斥和平等问题。

构建一个好的指标体系必须有明确的原则、

目的和方法, 指标体系要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

空间上的可比较性, 不能成为官方政策和说法的

附庸。

至于是否要通过统计处理将不同的指标汇总

成单一的指数则没有统一的做法。很多指标体系

并没有给出一个综合指数, M easures o f Austra liaps

Prog ress就是一个例子。

构建一个综合指数的典型是 UNDP的 HD I人

类发展指数。HD I用人类发展的三个最基本和最

重要方面的平均成就来构建一个综合指数, 分别

是: ( 1) 健康长寿的生活, 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表

示。 ( 2) 知识和教育, 用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

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表示。其中成人识字率

占 2 /3的权重, 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占

1 /3的权重。 ( 3) 体面的生活水平, 用人均 GDP

表示, 以购买力平价 ( PPP) 美元计。另外一个

例子是 the CompositeW eighted Index o f Soc ia l Pro-

gress (W ISP), 该指标体系用复杂的统计模型

(如标准化、数据预处理和因子分析 ) 来构建出

一个加权社会进步指数。1372

社会指标在评价发展、政策制定和促进共识

等方面的作用已经被承认。社会指标的研究不仅

仅具有学术意义, 更重要的是其对社会进步的影

响。基于此, 社会指标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和支持, 研究经费日益增多。中国现状也是如此。

指标体系不能闭门造车, 必须在国际视野下进行

广泛的比较和分析才有意义。我们必须深入研究

当今主流社会指标体系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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