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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2]。利用

耦合协调模型对 2012—2020年中国成渝经济圈区域中心城

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为新时期

更好地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该对其进行多维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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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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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指标体系构建，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运用典型相关方法进行了指标筛选，设为生态环境保

护系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一级指标系统，同时，分别根

据生态环境保护系统选取了 8项二级指标，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择了 11项二级指标，具体情况见表 1。数据均来源于历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个别缺漏值采取相邻点均值

计算得出。

发展系统的指标与权重

子系统 指标体系 单位 权重
指标

正负

生态

环境

保护

系统

（Z1）

废水排放量 万吨 0.021 -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标立方米 0.032 -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量
万吨 0.255 +

污水处理总量 万立方米 0.297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万吨 0.056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0.012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230 +

农用化肥使用折纯量 吨 0.088 -

经济

高质

量发

展系统

(Z2)

人均 GDP 元 0.101 +

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 亿元 0.098 +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0.142 +

就业人数 万人 0.013 +

财政收入 亿元 0.099 +

第三产业 GDP占比 % 0.04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56 +

城镇化率 % 0.032 +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0.150 +

专利授权量 件 0.140 +

R&D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0.129 +

假设描述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系统（ )(1 xfZ = ）的 n

个指标分别为 nxxxx L321 ，， ；描述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

统（ )(u2 yZ = ）的 m个指标分别为 myyyy ....321 ，， 则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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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和 )(yu 分别为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is 和 jd 为指标权重，论文采用变异

系数法进行计算，即通过数据标准差与算术平均数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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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见表 1）；为了消

除不同指标单位造成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 '
ix 和

'
jy 分别是描述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系统特征的指标，对照原始数据按照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处
理所得，由于论文选取的指标有正、负指标（其中正向指标
越大对系统越有利，负向指标则相反），采用以下公式进行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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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模型来具体评价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体模型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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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为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其中，C为系统耦合度，

1,0∈C ， 1→C 表示系统间耦合度越高。 )(xf 和 )(yg 为综

合评价指数。式（6）、式（7）为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
其中，T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a和 β为待定系数，由于两个是同等重要的系统，所

以论文取 5.0== 。D为耦合协调度，D值越大则系统间

的耦合协调程度愈好。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耦合
协调度的区间进行以下划分（见表 2）。

耦合协调度指数 类别 亚类别 类型

0＜ D≤ 0.2
不协调

严重不协调 Ⅰ a

0.2＜ D≤ 0.4 基本不协调 Ⅰ b

0.4＜ D≤ 0.6 转型发展 基本协调 Ⅱ a

0.6＜ D≤ 0.9
协调发展

中度协调 Ⅲ a

0.9＜ D≤ 1 高度协调 Ⅲ b

的实证分析

根据相应的研究方法，计算出成渝经济圈区域中心城

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系统中各指标权重

（见表 1），其中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中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量、污水处理总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对系

统权重较大，具有较大影响 [3]。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人

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专利

授权量、R&D经费内部支出等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

较大 [4]。由此，计算出 2012—2020年以来成渝经济圈，区

域经济中心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

调指数（见表 3）。

①从 8个区域中心城市的整体结果来看，成渝经济圈

区域中心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

及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发展上升的趋势。当前两个

系统协调发展阶段按照“基本协调—中度协调”趋势演进。

其中，中国达州市最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

合协调指数由2012年0.463基本协调，逐步到2020年的0.827

的中度协调。中国万州在 2020年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指数 0.943，进入了高度协调发展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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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总体来看，中国四川范围内的 6个城市的耦合协调

指数普遍低于中国重庆万州和北碚。所以，这些城市，应在

生态保护方面，提升绿色城市建设，发展绿色产业 [5]。在经

济发展方面，应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数量基础上，更加注

重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等新经济形态。

①坚持以经济绿色增长为主要内容、创新为重要手段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绿色增长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两者相互影响。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积极发展现代绿色产业体

系，积极鼓励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智慧”

要素，积极承接中国成都、重庆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建设，

实现产业与生态的统一协调发展。

②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结合“一带

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把握政策红利，

积极改革，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时期要实

现经济增长，关键在于积极培育高技术产业链，发挥绿色优

势，在生态保护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

③充分重视人才，打好成渝经济圈建设的人才牌。人

才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战略资源。积极鼓励区域中

心城市建立各种人才平台，加大对相关驻地高等院校的支持

力度，改善其办学条件和扩大办学规模。为各类人才提供完

善的保障体系，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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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德阳 0.492 0.52 0.583 0.641 0.708 0.76 0.818 0.871 0.873

绵阳 0.639 0.676 0.69 0.705 0.719 0.735 0.75 0.766 0.804

南充 0.517 0.546 0.574 0.603 0.634 0.666 0.7 0.736 0.773

宜宾 0.521 0.551 0.588 0.628 0.67 0.714 0.762 0.813 0.868

泸州 0.496 0.524 0.552 0.582 0.614 0.647 0.682 0.718 0.757

达州 0.463 0.489 0.527 0.568 0.613 0.66 0.712 0.767 0.827

万州 0.555 0.587 0.628 0.672 0.719 0.769 0.823 0.881 0.943

北碚 0.57 0.603 0.636 0.67 0.706 0.744 0.784 0.827 0.871

注：数据来源由 EXCEL软件测算整理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