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第6期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1 Chongqing Technol Business Univ.(West Forum)

2007年 12月

.17  No. 6 Dec. 2007

区域碗市犯与城市生态环境藕合协调发展评价‘
基于全国30个省区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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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并通过藕合度、藕合协调度函数判断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

发现:总体上，我国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的调和解阶段，但如不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其与城市

化的协调发展状况有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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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uation on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arison between thirty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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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g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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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coral

evaluation 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tween each province and municipality of China. Harm ornous

场

at

development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ach province and municipality of China is evaluated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ed harmonic fun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 is

inadequate harmony stage and has the trend to deteriorate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i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conso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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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几年来，世界城市化潮流汹涌澎湃，城市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1800年世

界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4%,1900年时增加到
13.3%,2000年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预
计2025年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62.5%，而且发展中

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比发达国家更快。我国

城市化水平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而迅速发展，到200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
42.8%。然而，城市化在给全人类带来经济和社会效
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生态环境问

题。城市化的结果还将大规模引起城市自然地理环
境的变化，以及资源形态、结构、功能的变化，给资源

开发、分配和利用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干扰全球生态
环境系统。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

科学家的普遍关注。城市化与环境协调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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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也刚刚起步，探索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变化及
其演化规律对于指导我国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揭示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

关系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1995年，Grossman和
Krueger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42个发达国家的面
板数据进行时政研究，揭示了随着城市经济的提
高，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呈现倒U型的演变规律，

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假设。

Common (2001)研究应用面板数据分析了72个国家
共2 232个样本的城市生态环境发展。其后Stern
(2003)认为EKC计量模型研究中主要存在4个方
面的问题:第一，异方差性问题。在使用跨国面板
数据时，发现高收人国家的方差小，低收入国家的

方差大。Stern建议使用GLS代替OLS，以消除模型
的异方差性。第二，变量的联立性问题。联立性是

解释变量的内生形式之一，因而很可能导致解释变
量与误差项相关。在EKC模型中，变量的联立性表

现为不仅收人会影响环境污染，而且环境污染也会

影响收人。第三，样本的有偏性问题。EKC研究要
求样本收人有较大的区间跨度，否则就会造成样本

的有偏性。第四，协整性问题。在时间序列模型

中，要求变量之间能够形成协整关系，否则就会出
现伪回归问题。由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

系的复杂性，导致EKC计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除
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也有学者利用系统动力学、灵

敏度模型和能量流动模型来揭示城市发展与其环

境演变的交互作用机理，如J. W. Forrester, F. Vester
等对部分国家的城市和地区进行了分析。在国内，

我国的一些学者从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交互祸

合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林斐(2006)探讨了人口
流动与城乡发展关系中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刘耀

彬、李仁东、张守忠(2005)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基于协同论的观点指出城市

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评判标准并构建了二者之间

的协调度模型。模型分为功效函数、协调度函数和

序参量体系，并对江苏省的城市化与城市生态化协
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2007年，刘耀彬、陈斐、李
仁东又运用SD原理和方法，建立了区域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藕合的SD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发展模

型进行策略情景模拟。除此之外，昊玉萍利用计量
经济的分析方法对被北京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质量
特征进行了研究。方创琳、杨玉梅(2006)提出了城

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交互藕合系统的基本定律，即
藕合裂变律，动态层级律，随机涨落律，非线性协同
律，A值律和预警律六大基本定律。在藕合裂变律
中，他指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及经济变化的交互藕

合有八种类型。动态层级律揭示了城市化对生态

环境的需求度有五个层次:满足，较满足，基本满

足，弱满足和不满足。随机涨落律指出城市化与城
市生态环境交互藕合的涨落过程是随机扰动的。

非线性协同律则指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祸合系统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阖值律可以寻求与

生态环境容量相适应的城市化水平警戒值，城市化

水平危险值，城市化水平安全值和城市化水平风险
值。预警律是基于城市化过程的现实状况与期望

状态的偏离状态来揭示祸合状态的。

    从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来看，目前的研究存在以
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国内关于城市化与环境

的研究以城市环境评价居多;其二是研究对象主要

是针对某一个省市进行分析，对整个国家的可持续
发展进程的作用较小。因此，本文拟从城市化水平
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祸合关系的角度出发，以2005年
中国30个省市的城市化与环境统计数据为依据，运

用祸合关联度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城市化与环境

的交互藕合发展机制，从而为科学制定城市可持续

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1.城市化指标体系的建立。一般用来反映一个

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非农业人

口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然而城市化过程
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

态的时空过程，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
方式全面转变的过程，因此，不能仅以城市人口比
重或非农业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唯一

标准，而应将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结合
起来考察。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我国城市化
发展的一些特点，本文主要从人口、生活方式、市政
设施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综合反映我国的城市化

水平，主要指标框架如下:
    (1)人口的城市化:x1城镇人口比重(%),x2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2)生活方式的城市化:x3城镇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人(元)，x4人均GDP(元)，x5每万人拥有
卫生人员数(人);

    (3)市政设施:x6城市用水普及率(%)，0每
万人拥有公交车量(标台);

    (4)产业结构的城市化:x8第三产业占GDP的

比重(%),x9二、三产业丛业人员数(人),x10工业
总产值占GDP的比重(%)。
    2.城市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的建立。城市环境

是一个典型的受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因素共同作用
的地域综合体。城市环境的组成可以分为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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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社会环境，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人类活动对环

境的影响问题，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以及数据

的可获得性，城市环境指标的选取主要侧重于社会

环境方面，并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1)废水:y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2)废气:y1人均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吨/人)，

y2人均工业so:排放量(吨/人)，师人均工业烟尘
排放量(万吨/人);

    (3)固体废弃物:y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y4工业废物利用率(%)。
    3.指标的标准化。由于每个指标的量纲单位不

统一，即使有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其实际意义
也可能是不同的。另外，各指标的属性也不一致，
有指标值越大越好的正指标，也有指标值越小越好
的逆指标，由于无法进行统计和比较，对每一指标

X‘按照以下公式来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Xi=戈/
X MA3(当X‘为正作用指标时);X;二X MAX(当X‘为负
作用指标时)。式中，Xf‘为第1指标的标准化值，Xi
为第1个指标的原始值，XMA、为这一组指标中的最

大值，XMA*为这一组指标中的最小值。
    (二)研究方法

    1.综合发展水平的计算方法。综合评价的方法
有许多。本文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计算城市化
和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法可
以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程度高低对原始变量进行重
新组合，将其合并成少数几类变量，即公共因子。
一个公共因子代表一组相关程度较高的原始变量。
由于公共因子中包含了原始变量中的绝大部分信

息，所以通过对公共因子的重新命名及解释，挖掘
出变量间的潜在结构及主要特征，使分析的结果更

具客观性和科学性。具体分析方法如下:利用SPSS
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相

关矩阵的特征值，各指标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提

取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前K个公因子。根据前
K个公因子得分和标准化数据计算城市化和城市生

态环境的每个因子得分之后，再根据以下公式求出
综合得分数，以便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得分数计算

公式如下:A=艺to, A:式中，A为综合因子得分;W;
                                  i=1

为各因子权重;人‘为各因子得分。
    2.藕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藕合是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
影响的现象。藕合度就是描述系统或要素相互彼此

影响的程度。而协调度则是度量系统之间祸合协调
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模型，因此，它可以用于定量描

述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藕合程度。由于

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同等重要，因而

在实际的应用中，协调度公式:c二.f(二)k. g(y)k/[af
(二)+,6g(y)〕’‘。其中:a =/3二1/2,C为协调度，K为
调节系数，一般情况下，5 }K }-> 2,

    然而，协调度在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反映出城市

化与环境的整体功能或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
多个区域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协调度来判

别有可能会产生误导，为此，用协调发展度D作为

来度量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的定量
指标:D=(C xT)1/2, T=ocf(x) +(3g(y)式中，D为
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T为城市化与环境综合评

价指数，反映了两者的整体效益与水平。协调发展
度D模型综合了城市化与环境的协调状况C以及

两者所处的发展层次T，比协调度模型具有更高的

稳定性及更广的使用范围。协调度C取值在0一]
之间，最大值亦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C越小，越不
协调亦即越失调。根据协调发展度D的大小将城

市化与环境的整体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12类，按城

市化与环境指数f(x)和g (Y)的对比关系划分为4
个藕合阶段(表1)。

表1 城市化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分类标准

祸合协调度 f(x)与g(Y) 祸合协调类型与特征 祸合阶段

  0<D,0.4 f(x) <g(y)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勉强保持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以接受 低水平祸合

            f(x) =g(Y)不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同步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低水平祸合

            f(x) >g(Y)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拮抗时期

0.4 <D-0.5 f(x) >9(Y)调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同步型 拮抗时期

            f(x) =g(Y)基本调和。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勉强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以接受 拮抗时期

            f(x) <g(Y)基本调和。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勉强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以接受 拮抗时期

0.5 <D,0.8 f(x) >9(Y)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接受 磨合阶段

            f(x) =g(Y)调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磨合阶段

            f(x) <g(Y)调和。城市化滞后型，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磨合阶段

0.8<D<1.0 f(x) >9(Y)基本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高水平祸合

            f(x) =g(Y)协调。城市化与环境发展同步型，较理想 高水平藕合

            f(x) <g(Y)协调。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高水平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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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评价

    (一)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综合

发展水平评估

    根据前示所列指标体系，选取了中国除西藏外

(由于多个指标的缺失)的30个省市2005年截面
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

析(数据来源为《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公

因子的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提取法(PCA)，所得我

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如表2所示)。其中，对于城市化水平，共提取三

个公共因子，第一公因子主要是由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

重，人均GDP，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每万人拥有

卫生人员数组成，主要反映了城市的规模的大小和

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定义其为城市规模与生活因

子。第二主因子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工业

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主要反映了就业结构和产业

结构的间题，故命名为结构因子。第三主因子在城

市用水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两个指标

拥有绝对值较大的载荷系数，反映了城市的市政设

施状况，命名为设施因子。对城市生态环境水平，

也提取了三个因子，第一主因子主要由人均工业废

气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人均工业S02排放

量等指标来表征，主要概括了由于工业引起的空气

的污染情况，命名为空气质量因子;第二主因子在

工业废物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指标上的

因子载荷较大，这几项指标均反映了环境污染的控

制情况，因此该主因子命名为工业污染控制因子;

第三主因子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上有较高的

载荷，主要反映了由人们生活引起的污染控制情

况，故命名为生活污染控制因子。

表2 各省市城市化与环境因子得分

城市化主因子

地 区 规模与生

          活因子X1

结构因

  子X2

0.6497

0.778 3

0.5568

0.6950

0.6136

0.5934

0.5804

0.631 6

0.803 5

0.5709

0.601 2

0.4937

0.620 1

0.5243

0.507 1

0.4568

0.5175

0.4730

0.587 3

0.5009

0.4656

0.565 1

0.4382

0.5486

0.519 1

0.5892

0.581 5

0.5487

0.6385

0.5108

设施因子X3

城市化

因子X
空气质量

因子 Y1

0.5662

0.060 1

0.1698

0.1176

0.0727

0.1272

0.327 1

0.3894

0.1746

0.1530

0.1986

0.5584

0.3584

0.5844

0.1893

0.3046

0.366 1

0.5527

0.413 1

0.2589

1.0763

0.3843

0.521 7

0.5248

0.5287

0.4306

0.3965

0.1989

0.0659

0.2572

  环境主因子

工业污染控制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黑龙江

0.7666

0.6442

0.3709

0.3904

0.370 1

0.4842

0.3944

0.4203

0.8196

0.557 1

0.5963

0.2863

0.3809

0.2824

0.5406

0.3457

0.3924

0.3092

0.6029

0.2723

0.2567

0.333 6

0.2974

0.1772

0.1994

0.2962

0.2307

0.1939

0.3520

0.2722

0.9277

0.681 6

0.691 5

0.540 1

0.5379

0.6446

0.5629

0.4927

0.7360

0.6844

0.7872

0.6925

0.8400

0.711 4

0.501 4

0.6726

0.575 1

0.735 1

0.6400

0.6400

0.6470

0.6484

0.7467

0.771 1

0.7098

0.6926

0.6343

1.0393

0.3875

0.845 7

0.6527

0.5774

0.4059

0.4162

0.3900

0.4587

0.399 3

0.4096

0.6749

0.4956

0.538 1

0.353 5

0.4489

0.361 0

0.4434

0.3709

0.388 1

0.3677

0.5129

0.3392

0.3260

0.3824

0.3572

0.3264

0.3204

0.377 1

0.3345

0.3809

0.3603

0.3768

因子 Y2

0.8409

0.9663

0.727 8

0.694 1

0.5147

0.6696

0.6187

0.7876

0.9950

0.9443

0.8877

0.853 8

0.7556

0.5006

0.9332

0.735 8

0.741 3

0.7109

0.798 8

0.6547

0.7290

0.771 4

0.6363

0.3879

0.4564

0.5226

0.493 5

0.1945

0.5739

0.5126

  生活污染 环境因子Y

·控制因子Y3
  0.7698

  0.3930

  0.1032

一0.154 1

  0.1244

  0.1305

一0.0098

一0.1436

  0.1727

  0.388 5

  0.411 0

一0.235 5

  0.3859

一0.092 1

  0.201 5

  0.0899

  0.1799

一0.1727

  0.1450

  0.1345

  0.4584

  0.0525

一0.083 2

  0.0366

  0.281 6

一0.1182

一0.1440

  0.5532

  0.1899

  0.064 1

0.5877

0.3799

0.283 2

0.2004

0.1965

0.259 1

0.2772

0.315 5

0.375 8

0.402 1

0.4055

0.3677

0.413 1

0.3072

0.3693

0.325 3

0.366 1

0.339 1

0.3897

0.2976

0.6492

0.3524

0.32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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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6

0.241 2

宁

林

辽

吉

海
苏
江
徽
建
西
东
南
北
南
东
西
南
庆
川
州
南
西
肃
海
夏
疆

上
江
浙
安
福

江

山
河
湖

湖

广
广
海

重

四
贵

云
陕

甘

青
宁

新

76

万方数据



赵 旭，吴 孟:区域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祸合协调发展评价

表3 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环境藕合类型

地 区 f(x)    g(y)      T       C       D

北 京 0. 652 7 0. 587 7 0. 986 4 0. 620 2 0.782

祸合发展类型北

天 津 0. 577 4 0. 379 9 0. 804 4 0.478 6

河 北

III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0. 405 9 0. 283 2 0. 851 2 0. 3科 5

6205

541 5

0

0

0.4162

0.3900

0.4587

0.2004

0.1965

0.259 1

0.5205

0.562 1

0.6689

0.3083

0.2933

0.3589

0.4006

0.4060

0.4900

n

C
︶

0.399 3 0. 277 2 0. 847 4

黑龙江 0.4096 0.3155 0.9186

338 3

3625

0.5354

0.577 1

上 海 0.674 9 0.375 8 0.655 4 0.525 4 0.586 8

江 苏 0.495 6 0.402 0.946 9 0.448 9 0.65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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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8 1 0.405 5 0.905 0.471 8

0.353 5

0.4489

.367 7 0. 998 1 0.360 6

.413 1 0.991 4 0.431 0

江 西 0. 361 0 0. 307 2 0. 968 0 0. 334 0.5687

山 东 0.4434 0369 3

325 3

0.959 0.406 3 0.624 3

，
1

一es

月
片

0
0

﹄了

内
、
︼

4

tl

ll
︺

飞

︶

门、
︼

伪
、
︶

河 南 0.3709 0 0.9787 0 0.583 7

湖 北 0.388 0.366 0.995

0.991

8 0 0.6128

湖 南 0.3677 0 9 0 0.5920

广 东 0.5129 0

339 1

3997 0.910 3 0.451 3 0.640 9

0.3392 0.2976 0.9788 0.3184 0.5582

0.326 0 0.649 2 0 0.487 6 0.522

67

42

05

内
J

八j

几
、
︶

n
IJ

n0. 382 4 0. 352 4 7 0 4 0.6036

四 川 0.3572 0.3278 0.9908 0 5 0.5825

‘
U

只

4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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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4

0.3204

0.284 6 0.976 9 0 5 0

0

0

0.3592

陕 西 0.377 0.2589

.9837

.838 9

0.3398

0.3180 0.5165

0.3345

0.3809

0.3603

0.3768

0.2342

0.240 1

0.2256

0-241 2

0.853 8

0.7680

0.7622

0.781 4

0.2843

0.3105

0.2929

0.3090

0.4927

0.488 3

0.4725

0.491 4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调和。城市化滞后型，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萝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调和。城市化滞后型，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调和。城市化滞后型，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勉强调和。城市化发展超前型，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内，短期内可接受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不协调。城市化发展超前型，超出环境承载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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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藕合

协调度分析

    本文参考有关文献设调节系数k二5，根据上述

模型计算出我国30个省市2005年城市化与环境协

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并依据表1的协调发展的分类

标准，得到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环境藕合发展程

度，具体的评价结果见表30

    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的城市化与城市

生态环境的藕合协调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第一种为勉强调和型，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

这一类型，表现为城市化发展超前，保持在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以接受。第二种为不协调

型，这类地区包含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辽宁、山

西和内蒙古七个省份，这一类型的特征为城市化发展

超前，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第三种为调和

型，云南、海南、安徽三个省份属于这一类型。该类型

的特点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基本保持在环境承

载能力范围内。从总体上看，我国各省市的城市化与

环境的祸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和拮抗时期，城市化与

环境之间大部分处于勉强调和状态。同时在同一发

展阶段中，由于各省市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化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但基本上表现为城市化发展超

前，而环境保护的步伐则相对滞后，但短期内还未超

出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

的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祸合以磨合类型为主，

少数地区属于拮抗类型。其中，拮抗类型中的七个

省份中大部分为西部地区，这与西部地区的生态地

理环境有一定的联系。总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处于勉强的调和阶段，但是如不加强对生

态环境的建设，其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有恶化

的趋势。因此，我国应从政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西部地

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

时，保证生态环境的质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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