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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 展 水 平 关 系 的 时 空 演 变 特 征 和 障 碍 因 素 的 识 别，对 区 域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方法］以合肥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指

标体系，利用状态空间法模型、耦合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测算分析了合肥市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资源环境 承 载 力 与 经

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演变过程并 识 别 了 制 约 两 者 的 障 碍 因 素。［结 果］合 肥 市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和 经 济

发展水平指数值均呈现上升趋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增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

发展水平耦合度数值在０．４８～０．５０之间，类型属拮 抗 状 态，耦 合 协 调 度 水 平 处 于０．４２～０．６５之 间，呈 现 上 升 趋 势，经

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低水平协调再到良好协调发展的过程。从障碍因素识别来看，制约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障碍

因素主要来自要素层环境容量要素，制约合肥 市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障 碍 因 素 主 要 来 源 于 经 济 实 力 和 经 济 结 构 要 素，这

三个要素也是制约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 关 键 所 在。［结 论］通 过 对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之 间 关 系

的研究及其障碍因素的准确识别，增添了合肥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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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现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

容，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１］。资源环境承载力是

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和技术条件下，在保证区域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可承

载人类活动和社会经 济 规 模 的 能 力［２］。近 年 来 随 着

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也

愈 发 明 显，已 经 阻 碍 了 国 家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道 路［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此

背景下，一些学者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以便进

一步探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耦合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之间存在紧密配合和相互影

响的现象；资源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间就存在如下关

系：在环境受经济系统影响的同时，经济系统也受环

境系统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制约［４］。因此，研究资源

环境承载力 与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协 调 性，对 完 成 国 家

“十四五”规划、“碳达峰、碳中和”等重要任务和实现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问

题上，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Ｂｒａｄｆｏｒｄ等［５］探

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活质量的变化规律与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关系；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６］运用计量经济学

方法提出 了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ＥＫＣ），并 揭 示 出 生

态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发展演变呈 现 倒“Ｕ”型 的 变 化

趋势。在国内，牛方曲等［７］通过构建ＣＭ模型（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ＣＭ），模拟中国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要素的

相互作用过程，阐释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方案及其对

资源环境支撑系统的要求；张晓东等［８］通过建立环境

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对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我国省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空 间

区域经济 环 境 协 调 度 基 本 符 合“Ｕ”型 曲 线；谷 国 峰

等［９］研究了东北地区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关系，发现两

者整 体 呈 正“Ｕ”型 特 征 的 耦 合 度 时 序 变 动；张 进［１０］

采用熵值法和加权综合法评价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华北

地区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使

用耦合模型深入探究了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关系；赵雪

雁［１１］研究发现甘肃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交互耦

合关系并非呈典型的倒“Ｕ”型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而

是呈三次曲线；金贵等［１２］从资源效率视角认为资源公

平与效率的综合关联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综

上所述，目前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二者关系的定量和评价研究，对二者的耦合

关系十分重视。已有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为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以往的研究

中大都选择国家、省级以及跨区域的大尺度层面作为研

究对象，少有对市级层面的研究，中国城市众多，每个城

市的发展各有特色，因此更加需 要 结 合 每 个 城 市 各 自

的特点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资源

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与耦合作用

机理，缺乏二者间的根源性分析，通过障碍因素诊断，
识别阻碍二者协调发展的根源所在，可以为区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合肥市作为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黄

淮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交界地带。当前有关合

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单一方面的探索分析，而缺乏对于两者之间耦合关系

及障碍因素诊断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合肥市为

研究对象，基于状态空间法模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

度模型对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并借助障碍因素诊断模型识

别阻碍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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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期为合肥市明晰当前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

调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模

式提供思路，同时对于丰富市级层面资源环境承载力

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合肥市位于中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属中纬度地

带（３０°５７′—３２°３２′Ｎ，１１６°４１′—１１７°５８′Ｅ），北连淮南市，西
接六安市，西南接安庆市、铜陵市，东北与滁州市，东南

与马鞍山市、芜湖市为邻。全市总面积１１　４４５ｋｍ２，地
形地貌主要有丘陵岗地、低山残丘、低洼平原，地势中

部高、南北低，市区平均海拔高度２０～４０ｍ；属亚热

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冬寒夏热，春秋温和，年均降雨量

１　０００ｍｍ左右；境 内 土 地 资 源 类 型 多 样，水 资 源 丰

富，江淮分水岭自西向东将全域分为岭北的淮河水系

和岭南的长江水系。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省

统计年鉴》、《合肥市统计年鉴》、《合肥市环境质量公

报》、《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份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对于 其 中 缺 失 的 部 分 数 据，采 用 加

权平均法进行赋值补缺。其中，人均森林面积、人均

耕地面积、单位ＧＤＰ建设用地面积指标为经处理后

获取，其他指标均直接获取。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指标选取　资源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影响

因素是多方面的，都是人口、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相互

作用的结果［１３］。本研究在综合参考已有的研究基础

上［１４－１７］，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与全面性相结合、稳定性

与动态预测性相结合等原则，根据合肥市的生态环境

现状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表

１）和经济发展水 平（表２）指 标 体 系。表１中 支 撑 层

指标反映了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确定为

正向指标；压力层指标则反映了资源环境所受到的压

力状况，确定为负向指标。表２中指标层指标反映了

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创新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四

个方面的状况，根据它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大影响

程度分别确定其正负指向。
表１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单位） 代码 指标属性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资源

环境

承载力

支撑层Ｑ

自然资源

容量Ｑｒ

人均森林面积（ｍ２／人） ｘ１ ＋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３０

人均耕地面积（ｍ２／人） ｘ２ ＋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８１

人均水资源（ｍ３／人） ｘ３ ＋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９７１

环境容量Ｑｅ

大气环境ＳＯ２ 日平均值（ｍｇ／ｍ３） ｘ４ ＋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３７６

当年造林面积（ｈｍ２） ｘ５ ＋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４６５　 ０．１１９１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ｈｍ２） ｘ６ ＋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９５０

大气污染治理设备（套） ｘ７ ＋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８４２　 ０．１１３３

水污染治理设备（套） ｘ８ ＋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６９８

固体废弃物治理（１０４　ｔ） ｘ９ ＋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７８９

经济社会水平Ｑｓ

人均ＧＤＰ（元） ｘ１０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２６７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ｘ１１ ＋ ０．０２７２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６０４

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部） ｘ１２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２３３

压力层Ｐ

社会经济环境Ｐｓ

恩格尔系数（％） ｘ１３ －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８２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ｘ１４ －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１０８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ｘ１５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１９５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ｘ１６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１７７

自然环境Ｐｅ

水体污染物排放量（１０４　ｔ） ｘ１７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１７７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ＳＯ２）（ｔ） ｘ１８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３４３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１０４　ｔ） ｘ１９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３２４

资源环境Ｐｒ

单位ＧＤＰ能耗（ｔ／１０４ 元） ｘ２０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２３１

单位ＧＤＰ电耗（ｋＷ·ｈ／１０４ 元） ｘ２１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２４０

单位ＧＤＰ建设用地面积（ｍ２／１０４ 元） ｘ２２ －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３００

　　由于指标的量纲以及性质指向存在差异，本文采 用极差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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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指标处理：

ｘ′ｉｊ＝
ｘｉｊ－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１）

负向指标处理：

ｘ′ｉｊ＝
ｘｍａｘ－ｘｉｊ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２）

式中：ｘｉｊ为第ｊ项指标第ｉ年的指标值；ｘ′ｉｊ为标准化结

果；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表示第ｊ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２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单位） 代码 指标属性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经济

发展

水平

经济实力

人均ＧＤＰ（元） ｙ１ ＋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７６３

地方财政收入（１０８ 元） ｙ２ ＋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５７５　 ０．１１１７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８ 元） ｙ３ ＋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５５２　 ０．１０７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８ 元） ｙ４ ＋ ０．１２４６　 ０．０８２３　 ０．１４２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１０８ 元） ｙ５ ＋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６０４　 ０．１１７４

经济结构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ｙ６ ＋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４１７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ｙ７ ＋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３９１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ｙ８ ＋ ０．０７７２　 ０．１５２７　 ０．１６３４

创新发展

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件） ｙ９ ＋ ０．０５１４　 ０．１０６８　 ０．０７６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１０４ 元） ｙ１０ ＋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４１８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人） ｙ１１ ＋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３４８

人民生活水平

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部） ｙ１２ ＋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６１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ｙ１３ ＋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３２５

恩格尔系数（％） ｙ１４ －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０９８

２．２．２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

重。层次分析 法 将 定 性 和 定 量 结 合 起 来，从 而 解 决

系统性和层次性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１８］。该方法

广泛应用 于 生 态 安 全、环 境 规 划、区 域 承 载 力 等 诸

多领域。本研究使用ｙａａｈｐ软件分 析 确 定 各 项 指 标

的主观权重。
熵权法确定客观权重。熵权法是根据信息数量

在各指标之间的传递情况，确定指标权重值的一种常

用客观赋权 法［１９］，此 方 法 能 有 效 避 免 人 为 主 观 因 素

的干扰，使结果更科学合理。本研究对各指标数据采

用极值标准化进行处理，为了消除０值的影响整体右

移０．００１个单位，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客观权重。
为克 服 两 种 方 法 确 定 的 权 重 差 异，采 用 综 合 权

重，公式为：

Ｗｍ＝
ＷｉＷｊ

∑
ｎ

ｉ，ｊ＝１
ＷｉＷｊ

（３）

式中：Ｗｍ 为 综 合 权 重 值；ｎ为 指 标 数 量；Ｗｉ 为 层 次

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值；Ｗｊ 为熵权法确定的客观

权重值。

２．２．３　状态空间法模型　状态空间法是欧式几何空

间的一种运用方法，以数学线性代数的矢量模长来表

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状态，是定量描述系统状态的一

种重要方法［２０］，可 用 来 定 量 表 达 和 测 度 资 源 环 境 承

载力、经济发展水平。
状态空间法模型以坐标原点Ｏ为中心建立三维

坐标系，ＯＸ，ＯＹ，ＯＺ三个状态轴代表不同的指标类

型，每个 指 标 数 值 组 合 在 空 间 上 形 成 一 个 状 态 点，
坐标原 点 与 状 态 点 间 的 矢 量 模 长 代 表 资 源 环 境 承

载力和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大 小，本 研 究 考 虑 到 各 指 标

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
最终确定公式为：

Ｆ＝ Ｐ ＝
　

∑
ｎ

ｍ＝１
Ｗｍｘ２ｍ槡 ｊ （４）

式中：Ｐ 为状态点；Ｆ 即矢量模Ｐ，为资源环境承载力

和经济发展 水 平 的 大 小；Ｗｍ 为 各 指 标 的 综 合 权 重；

ｘｍｊ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标准化数值；ｎ为指标个数。

２．２．４　耦合协调度模型

（１）耦合度。耦 合 度 是 用 来 分 析 多 个 系 统 间 相

互作用及影响程度大 小 的 方 法［４］。本 研 究 中 的 耦 合

度反映了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

关系，公式为：

Ｃ＝
２
　Ｆ１×Ｆ槡 ２

Ｆ１＋Ｆ２
（５）

式中：Ｆ１ 为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指 数；Ｆ２ 为 经 济 发 展

水平指数；Ｃ 为系统耦合度，取值范围是［０，１］，Ｃ 越

接近１，则耦合度越好。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４，１０，２１］，
确定本研究区耦合等级评价标准，当０．８＜Ｃ≤１时为

高水平耦合状态；当０．５＜Ｃ≤０．８时为磨合状态；当

０．３＜Ｃ≤０．５时为拮抗状态；当０≤Ｃ≤０．３时为基本

不耦合状态。
（２）综合协 调 指 数。综 合 协 调 指 数 用 于 反 映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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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水平，由
两者加权获得。公式为：

Ｔ＝αＦ１＋βＦ２ （６）
式中：Ｔ 为系统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本研

究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同等重要，即α
＝β＝０．５。

（３）耦合协 调 度。耦 合 协 调 度 反 映 资 源 环 境 承

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水平，避免两者水平

都比较低但耦合程度很高的情况，公式为：

Ｄ＝　Ｃ×槡 Ｔ （７）
式中：Ｄ 为 耦 合 协 调 度，根 据 已 有 研 究 成 果［２２－２３］，耦

合协调评判标准见表３。
表３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评判标准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Ｆ１／Ｆ２ 耦合发展基本类型

０＜Ｄ≤０．４ 严重失调发展

Ｆ１／Ｆ２＞１．２ 经济发展损益型

０．８≤Ｆ１／Ｆ２≤１．２ 拮抗型

Ｆ１／Ｆ２＜０．８ 资源环境损益型

０．４＜Ｄ≤０．５ 轻度失调发展

Ｆ１／Ｆ２＞１．２ 经济发展损益型

０．８≤Ｆ１／Ｆ２≤１．２ 磨合型

Ｆ１／Ｆ２＜０．８ 资源环境滞后型

０．５＜Ｄ≤０．６ 低水平协调发展

Ｆ１／Ｆ２＞１．２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０．８≤Ｆ１／Ｆ２≤１．２ 同步型

Ｆ１／Ｆ２＜０．８ 资源环境滞后型

０．６＜Ｄ≤０．８ 良好协调发展

Ｆ１／Ｆ２＞１．２ 资源环境主导型

０．８≤Ｆ１／Ｆ２≤１．２ 同步型

Ｆ１／Ｆ２＜０．８ 经济发展主导型

０．８＜Ｄ≤１ 优质协调发展

Ｆ１／Ｆ２＞１．２ 资源环境主导型

０．８≤Ｆ１／Ｆ２≤１．２ 同步型

Ｆ１／Ｆ２＜０．８ 经济发展主导型

２．２．５　障碍因素诊断模型　参照文献［２４］，借助障碍因

素诊断模型分别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和经济发展水

平系统的指标进行障碍度测算，以此识别阻碍合肥市资

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公式为：

Ａｊ＝∑Ｏｉ＝∑
ＢｉＥｉ

∑
ｎ

ｉ＝１
ＢｉＥｉ

（８）

式中：Ａｊ 为要素层各要素障碍度；Ｏｉ 为 指 标 层 障 碍

度，是各指标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程度的高低；Ｂｉ 为指标偏离度，用１与各指标标准化

值之差表示；Ｅｉ 为因子贡献度，用各指标的综合权重

值Ｗｍ 表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采用状 态 空 间 法 模 型（式４）分 别 计 算 合 肥 市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图１）。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变 化 趋 势 整 体 呈 现 出

“波浪式”上升状态，指数值由２０１１年的０．４２６　７上升

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７６２　８，年 均 增 速７．８８％。具 体 来 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稳 步 上 升；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又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４年合肥市人口

快速增长且 造 林 面 积 急 剧 减 少，虽 然 水 资 源 有 所 增

加，但不能缓解人口压力导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

趋势；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人口增

长趋势的减缓以及蓄水工程的建设发展使得水资源

量增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强；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均呈

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从国家层面注重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保护措施初见成效。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整体呈现线性上升的趋势，指

数值由２０１１年的０．２８２　５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９５０　３，
年均增速２３．６４％。具体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经济发

展水平指数增速平稳，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增速变快，特别

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增速最快，从指标体系要素层来看，

２０１８年创新发 展 要 素 增 幅 最 大，说 明 科 技 带 动 生 产

力使经济快速增长，近１０年合肥不断开拓创新，加快

经济转型，注重科学技术进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图１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值

３．２　耦合关系分析

３．２．１　耦合度分析　根据式（５）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

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数值（图２）。从 数 值 来

看，耦合 度 演 变 趋 势 较 为 平 缓，数 值 较 低，在０．４８～
０．５０之间，耦合 类 型 属 于 拮 抗 状 态，整 体 向 着 磨 合 状

态发展。具 体 来 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耦 合 度 指 数 先 下

降后 上 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和 经 济 发

展水平指数都处于上升状态，但由于这几年合肥市大

搞植树造林活动，当年造林面积指标大幅上升，导致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上升速率快于经济发展水平指

数上 升 速 率，两 者 差 距 变 大，所 以 耦 合 度 下 降；２０１４
年由于人口增长及造林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导致资源

环境承载力 指 数 骤 降，两 者 差 距 变 小，耦 合 度 上 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承 载 力 指 数 快 速 增 长，导 致 耦 合 度 有

所降低；２０１７年 由 于 人 口 压 力 使 得 承 载 力 指 数 下 降

并且发展水平指数首次高于承载力指数，两者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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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度达到最高；２０１７年以后，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高

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合肥市加大创新发展的同时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承

载力也不断增强，耦合度数值变化较小。

３．２．２　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式（６）和式（７）计算资

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数

值（图２），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值的比值（表４），确定其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
表４　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比值

时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Ｆ１／Ｆ２ １．５１０４　 １．６３２６　 １．７３４９　 １．３１７　 １．１０４１　 １．１９１　 ０．９８６６　 ０．７９５７　 ０．７９３４　 ０．８０２６

图２　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

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由图２和 表４可 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合 肥 市 资 源

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为０．４２～
０．６５，呈现上升 趋 势，经 历 了 从 轻 度 失 调 到 低 水 平 协

调再到良好协调发展的过程，说明１０年间两者的耦

合协调度在不断改善。具体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耦

合协 调 度 处 于 轻 度 失 调 发 展 阶 段，其 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的Ｆ１／Ｆ２＞１．２，表明资源环境状 况 优 于 经 济 发 展

水平，属经济发展损益型，２０１５年Ｆ１／Ｆ２＝１．１０４　１，
是介于０．８～１．２的 磨 合 型，说 明 两 者 耦 合 协 调 度 在

变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低水平协调发

展阶段，其中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０．８＜Ｆ１／Ｆ２＜１．２，耦合

发展类型是同步型，两者进入同步发展阶段，到２０１８
年，Ｆ１／Ｆ２＜０．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资源环

境承载力，耦合类型由同步型变为资源环境滞后型，
主要原因是这段时间合肥市大力投入科技创新，使得

经济快 速 发 展；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 耦 合 协 调 度 分 别 为

０．６１０　８，０．６５２　５，达 到 良 好 协 调 发 展 阶 段，耦 合 类 型

分别是经济发展主导型、同步型，这是因为合肥市在

创新发展时注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得资源环境和

经济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带动。

３．３　障碍因素诊断

３．３．１　资源环境承载力障碍因素诊断　通过障碍因

素诊断模型（式８）计算得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资

源环境承载力要素 层 各 要 素（图３）及 指 标 层 各 指 标

障碍度，由于指标较多，参考相关研究［２５］选取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每年障碍度排序前五的指标作为合肥市资源

环境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具体见表５。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要素层障碍度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主要障碍因素及其障碍度

时间
障碍因素（障碍度）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１　ｘ７（１４．８８％）ｘ６（１２．４７％）ｘ５（１１．３８％）ｘ３（１０．６５％）ｘ８（９．１７％）

２０１２　ｘ７（１６．１１％）ｘ６（１２．９３％）ｘ３（１１．３４％） ｘ８（９．６５％）ｘ５（９．２１％）

２０１３　ｘ７（１９．２８％）ｘ３（１４．１９％）ｘ６（１０．５８％）ｘ１１（１０．２４％）ｘ８（１０．１２％）

２０１４　ｘ７（１９．０５％）ｘ１１（９．９５％） ｘ６（９．８４％） ｘ８（９．１５％）ｘ３（９．０１％）

２０１５　ｘ７（１４．３０％）ｘ５（１２．７０％）ｘ９（１２．０５％） ｘ３（９．５２％）ｘ８（９．２７％）

２０１６　ｘ５（１７．１０％）ｘ７（１３．９０％）ｘ９（１２．７２％）ｘ６（１０．０８％）ｘ１１（９．６９％）

２０１７　ｘ５（２２．３３％）ｘ９（１４．８０％）ｘ３（１３．６５％） ｘ６（７．３２％）ｘ１１（７．２３％）

２０１８　ｘ５（２１．８５％）ｘ９（１５．９５％）ｘ３（１０．０６％） ｘ８（７．５２％）ｘ７（７．３２％）

２０１９　ｘ３（２１．８４％）ｘ５（２１．４６％）ｘ９（１１．５７％） ｘ４（８．４６％）ｘ８（７．０９％）

２０２０　ｘ５（２８．５５％）ｘ２（１１．７５％）ｘ４（１０．８７％）ｘ１９（９．９９％）ｘ７（８．１５％）

　　由图３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要素层各要素

的障碍度变化较为显著。从障碍度数值来看，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要素层中的环境容量Ｑｅ 的障碍度远超其他要

素，一直高于４０％，并 于２０１８年 达 到 峰 值６６．８６％。
到２０２０年，环 境 容 量Ｑｅ 的 障 碍 度 为５４．８２％，而 经

济社会水平Ｑｓ、资源环境Ｐｒ 的障碍度仅为０．８８％，

２．２％；从变化情况来看，经济社会水平Ｑｓ 和资源环

境Ｐｒ 要素的障碍度呈现下降趋势，而社会经济环境

Ｐｓ 的障碍度在逐渐上升，其他要素障碍度 虽 有 起 伏

变化，但整体变化不大。
由表５可 以 发 现，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ｘ７）居于障碍因素首位，在此期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建

成区绿化覆盖 面 积（ｘ６）波 动 位 于 第２，３位，人 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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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ｘ３）均出现在前５位。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大气污染

治理（ｘ７）逐渐退出前列，被当年造林面积（ｘ５）取代。

纵观整个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排名前５的障碍因素中，其
中人均水资 源（ｘ３）、当 年 造 林 面 积（ｘ５）和 大 气 污 染

治理（ｘ７）出现的频率最高，为８０％，其次为建成区绿

化覆盖面积（ｘ６），为７０％，说明这几个指标对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影响长远，属于长期存在的障碍因素，需

要采取持续性的措施加以改善，并且主要都是环境容

量Ｑｅ 要素中的具体指标。

这说明１０年来虽然合肥市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

同时也在不断改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但环境容量要

素越来越制约着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主要障碍度

来源。合肥市目前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资源高效

利用措施政策有待进一步提高。

３．３．２　经济发展水平障碍因素诊断　按照资源环境

承 载 力 的 障 碍 度 因 素 诊 断 方 法，对 合 肥 市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经济发展水平要素层各要素（图４）及指标层

障碍度排序前五指标（表６）的障碍度进行分析。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经济发展水平要素层障碍度

表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经济发展水平的

主要障碍因素及其障碍度

时间
障碍因素（障碍度）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１　ｙ８（１７．７９％）ｙ４（１５．５０％）ｙ５（１２．８０％）ｙ２（１２．１８％）ｙ３（１１．６９％）

２０１２　ｙ８（１９．１９％）ｙ４（１５．７９％）ｙ５（１２．４４％）ｙ２（１１．５４％）ｙ３（１１．３７％）

２０１３　ｙ８（２０．９０％）ｙ４（１６．３８％）ｙ５（１１．４１％）ｙ２（１１．０４％）ｙ３（１０．２０％）

２０１４　ｙ８（２２．６６％）ｙ４（１７．０４％）ｙ５（１０．９７％） ｙ２（９．９０％） ｙ９（９．８３％）

２０１５　ｙ８（２２．８３％）ｙ４（１６．２４％）ｙ５（１１．４１％） ｙ９（９．７０％） ｙ２（８．４１％）

２０１６　ｙ８（２２．６７％）ｙ４（１６．３２％）ｙ５（１２．６２％）ｙ９（１０．３２％） ｙ１（７．６２％）

２０１７　ｙ８（２３．１３％）ｙ４（１６．５３％）ｙ５（１１．５９％）ｙ９（１０．５２％） ｙ３（７．６５％）

２０１８　ｙ４（２１．２１％）ｙ６（１３．１０％）ｙ７（１２．１３％）ｙ５（１０．９６％）ｙ９（１０．１０％）

２０１９　ｙ４（２５．９７％）ｙ６（２０．２７％）ｙ７（１８．３６％）ｙ９（１２．７３％） ｙ５（８．２５％）

２０２０　ｙ７（４５．４２％）ｙ６（４４．５７％） ｙ１（９．５１％）ｙ１１（０．５１％） —

注：“—”表示指标障碍度为０。

由图４可 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要 素

层中经济实力、创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素的障碍

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经济结构要素的障碍度不断

增加，并于２０２０年达到峰值。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经济实

力、经济结构要素的障碍度发生较大波动，是因为合

肥市改革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导致第三产业比

重大大增加，所以２０１８年经济结构障碍度减少而经

济实力障碍度增加。

从表６指标层排名前５的障碍因素来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第三产业 占ＧＤＰ的 比 重（ｙ８）居 于 障 碍 因 素

首位，在此期间，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ｙ４）位 于 第２
位，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ｙ５）位 于 第３位，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地方财 政 收 入（ｙ２）位 于 第４位，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三种 专 利 申 请 授 权 量（ｙ９）位 于 第４位。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ｙ８）退出主要障碍

因素行列。近年来，随着合肥市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投

入，主要障碍因素从经济实力要素中各具体指标逐渐

转变为经济结构要素中的各指标因素，特别是第一产

业占ＧＤＰ的 比 重（ｙ６）、第 二 产 业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ｙ７）的障碍度呈现扩大趋势，需要着重关注。

以上可以看出制约合肥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障碍

因素主要来源于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要素。虽然研

究时段的合肥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其经济结构

不合理问题亟需解决，并且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

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３．３．３　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障碍要素诊断　资

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影响，通过对资源

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进行识别分

析，可以得出影响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要

素为环境容量、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要素。这也是合

肥市想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关键所在。

４　结 论

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熵

权法以及状态空间法模型测算了合肥市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耦合模

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情况及协调发展程度，最后

结合障碍度模型识别了合肥市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

展水平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１）从资源环境承 载 力 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指 数 来

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指 数 呈 现 波 浪 式

上升趋势，由０．４２６　７增加到０．７６２　８，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不断增长并于２０１７年开始高于资源环境承载力

指数，其指数值处于０．２８２　５～０．９５０　３之间。说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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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增强。
（２）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看，耦合度数值在

０．４８～０．５０之间，数值较低，演变趋势较为平缓，耦合

协调度水平 处 于０．４２～０．６５之 间，呈 现 上 升 趋 势。

合肥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类型

属于拮抗状态，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低

水平协调再到良好协调发展的过程。耦合协调类型

以经济发展 损 益 型、磨 合 型、同 步 型、资 源 环 境 滞 后

型、经济发展主导型为主。说明１０年间合肥市资源

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虽然不高，但是

耦合协调度水平在不断提高。
（３）从障碍因素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合肥市资

源环境承载力主要障碍因素为当年造林面积、建成区

绿化覆盖面积、大气污染治理和人均水资源，呈现阶

段化趋势，并主要属于环境容量要素；经济发展水平

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

等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要素中的各指标因子，并且从

近年来的要素层障碍因素变化可以发现合肥市经济

结构趋于不合理的发展态势，需着重关注。以此可以

得出制约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要素

为环境容量、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要素。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复杂的系

统工程，合理的指标体系对研究会产生重要影响，因

统计口径、资料数据、研究方法等的限制，本研究的指

标体系不够健全，有待进一步优化。而且资源环境承

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十分复杂，二者

都包含复杂的子系统，其内部耦合关系仍然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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