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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加快发展副省级城市，对于促进这些城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这些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
辐射作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评价研究：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以
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评价为研究对象，基于学术与应用前沿，构建了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评价的指标
体系、方法体系，进而对哈尔滨、青岛、大连、深圳等10个副省级城市2006、2007、2008年各年以
及2006～2008年三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
了促进我国副省级城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中国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评价研究：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对于从事综合系统评价研究的学者与研
究生具有借鉴性，也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制定方针政策、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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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发展评价相关指标体系　　（1）亚洲发展银行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更好地对亚太地区人民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亚洲发展银行在1989年出版的《亚洲银行90年代发
展报告》中对亚洲发展与生活质量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是亚洲发展银行第一次通过生活质量客观指标
来评价亚太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
　　在这一报告中，生活质量被理解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四个层面，对所有这些层面生活质量
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教育、健康、住房、公共安全、就业、收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具体包括家庭、工
作状况、社会生活、娱乐、个人健康、健康保险、物质财富、自我发展、大众传媒、休闲生活、精神
生活、政府等。
具体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民收入、预期寿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卡路里摄入量、安全水和卫
生设施的状况、入学率等几十个。
　　不难看出，这一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繁杂，而且从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到评价结论的得出都需要较大
的工作量。
然而，了解和借鉴这一指标体系不仅对建立我国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
有助于在相关指标上比较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找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2）日本的社会评价体系　　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日本成功地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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