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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质量生态环境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是一个

互相约束、互相整合的耦合系统 [1]。环境、资源、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如果协调不好，中国高质

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均不可能实现。

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

实验区，在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中举足轻重，

在践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 道 路 上 走 在 全 国 前 列。2019 年， 广 东 省 委 和

省政府印发《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

展新格局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明确提

出北部生态发展区作为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到

2035 年与全省一道迈入全国高质量发展先进地区

行列 [2]。广东北部生态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生态

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基础相

较于“一核一带”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生态

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战略目标下，

科学探析北部生态发展区构建和巩固生态保护屏

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打造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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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功能相适应的绿色产业体系，把生态财富转

化为经济财富，在确保生态安全前提下实现“一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广东省形成符合主体功

能定位的生态安全格局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作为热门话

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讨论。较为著名的理论

为 20 世纪 90 年代 Grossman 等人基于 Kuznets 的

研究之上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3]，这

一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通常会伴随着更多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但是，

经济达到某个特定的水平，随着人均收入继续增

长，环境污染程度开始减弱；最后，经济增长不

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国

内外的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归纳为三类：“倒 U”型成立 [4][5]；

“倒 U”不存在 [6][7]；两者关系呈现出多样性 [8][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将物理学中“耦合”

的概念引入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研

究中，以便更好反映两者协同作用的大小关系。

“耦合”通常用来描述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相互

关联或相互依赖的情况，而“耦合协调度”体现

了耦合双方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针对

耦合协调度的测度方面，国内学者们从社会、经

济、生态的视角，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

型（PSR）[10]、综合指标评价法 [11]、生态足迹法 [12]

等构建了定量评价模型开展研究，测度范围涵盖

了产业 [13]、生态 [14]、城镇 [15] 等，而研究的区域涉

及全国 [16]、发达省份 [17]、城市群 [18]、重点研究区

域 [19] 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统筹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

学者对我国多个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究与实证分析 [20][21]。

北部生态发展区作为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样

存在着对其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探讨。

综上所述，关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已

证明两者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耦合关系，但目前还

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并且尚未构建多

元整体系统的理论基础 [22]；且对于广东北部生态

发展区的关注较少，缺少对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交互胁迫关系的验证。基于此，本文将

构建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测度广东北部生态发

展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

相对发展度，引入双指数模型验证两者的交互胁迫

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

与经济协同共进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参考，实现广

东省高质量发展目标。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

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简称“一区”，位于粤、

赣、湘、桂四省（区）的交汇地，共包括韶关、

河源、梅州、清远、云浮五市。2020 年北部生态

发展区拥有 1591.96 万人，占广东全省人口总量

的 12.6%， 创 造 了 6443.54 亿 元 GDP 产 值， 占 广

东 全 省 GDP 总 量 的 5.4%， 一 二 三 产 业 结 构 比 为

16.6:32.7:50.7，北部生态发展区是广东“一核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带动北部生态发展区经

济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

对于北部生态发展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耦合交互关系进行探究，并及时调整经济增长    

方式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方法

1. 极值标准化处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既

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且定量指标的量纲

不同，是无法直接进行加和得到综合指标值的，

因此在计算综合评价值之前，需要对指标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本文选取无量纲化处理中常用的极

值标准化法将原始指标转换成无量纲指标值，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 Xij 为经无量纲化后的指标 j 且 0<Xij<1，

xij 为 指 标 j 原 始 值，i=1,2,3…,n 且 j=1,2,3…m。

而 xjmax 表 示 指 标 j 的 最 大 值，xjmin 表 示 指 标 j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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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值。

2. 熵值法。本文运用客观权重法中的熵值法来

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主观赋值的缺陷。在社会系

统中，信息熵含义主要指的是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

度的度量，一般认为，对于某项指标而言，信息熵

越大，系统结构越均衡，不确定性越小，那么熵值

法赋予的权重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可以根据熵

值的大小，即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计算出权重。

首先，需要基于经极值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计算出城市 i 指标 j 在所有指标中所占的权重 Pij：

                          （2）

其次，计算标准化后的指标 j 的熵值：

                    （3）

再次，赋予指标 j 权重 Wj：

                              （4）

最后，根据标准化数据和赋予的权重，由综

合线性加权法，计算出城市 i 的高质量发展指数（生

态保护指数）：

                           （5）                                       

θi 即为最终的高质量发展指数（生态保护指

数）， θi 越大，表示城市 i 的发展质量水平越高（生

态保护水平越好）。

3. 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计算出来的生态保

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构建耦合度评价模型：

                                                      （6）      

                                                                       

      θ1 与 θ2 分别代表根据熵值法计算出来的生

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耦合度能够反映

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计算耦合协调

度的基础。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7）
      

其中，α+β=1 根据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实

际发展需求，生态保护必须放在首位，为了将北

部生态发展区打造成为广东绿色发展示范区域，

应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因此令

α=0.6，β=0.4。

计算耦合协调度：

                           （8）                                           
                                                                                                                                                

D 即为最终得到的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

测算的是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

耦合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

4. 相对发展模型。相对发展模型用生态保护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的指数相比进行计算，

具体公式为：

                                                              （9）                     

其中为相对发展度，θ1 和 θ2 分别为生态保

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对测算所得的相对发

展度进行分类：当 0 < U ≤ 0.9 时，生态保护滞后

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当 0.9 < U ≤ 1.1 时，生态保

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步；当 U>1.1 时，经济高

质量发展滞后于生态保护。参考已有研究，综合

耦合协调度 D 以及相对发展度 U 的测度，将生态

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状态以及相

对发展类型划分为无序态、低稳态、中稳态、高

稳态四个阶段共 10 种发展类型 [23]。

         表 1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耦合
区段

D 范围 U 范围 类型 耦合协调特征
发展
阶段

低水平

耦合
[0,0.3) 　 I

经济无序发展，生态保护

受到较少关注
无序态

拮抗
阶段

[0.3,0.6)

0 ＜ U ≤ 0.9 II
经济高质量发展较快，超
出生态保护承载能力

低稳态

0.9 ＜ U ≤ 1.1 III
经济高质量发展适中，生
态保护短期可承载

低稳态

U ＞ 1.1 IV
经济高质量发展较慢，生
态保护短期可承载

低稳态

磨合
阶段

[0.6,0.8)

0 ＜ U ≤ 0.9 V
经济高质量发展较快，系
统边界磨合迅速

中稳态

0.9 ＜ U ≤ 1.1 VI
经济高质量发展适中，系
统边界动态磨合

中稳态

U ＞ 1.1 VII
经济高质量发展较慢，系
统边界磨合缓慢

中稳态

高水平
耦合

[0.8,1.0]

0 ＜ U ≤ 0.9 VIII
经济高质量发展超前，生
态保护基本可承载

高稳态

0.9 ＜ U ≤ 1.1 IX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
护协调发展，最优状态

高稳态

U ＞ 1.1 X
经济高质量发展减缓，生
态保护基本可承载

高稳态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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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 互 胁 迫 模 型。Grossman 和 Krueger 已 证

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

关系，国内学者周一星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

展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的关系 [24]。黄金川等学者

在综合了上述两种研究之上，推导得到了城市化

与生态之间的双指数交互胁迫函数 [25]。生态保护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并彼此制约，为了进

一步探究两系统内部的交互胁迫关系，本文引入

双指数函数模型揭示两系统的交互胁迫轨迹，具

体表达式如下：

          （10）                                      
                                                   

其中，z 为生态保护指数，y 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数，m、n、a、b 和 p 为待定系数。当 时，

生态保护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

恶化，当  时，生态保护恶化程度达到最大

值，而当  时，生态保护随着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转好。

三、生态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

制与评价指标构建

（一）生态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

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是相

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良好的生态保护水平为经

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要素保障并促使发

展方式转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而

经济高质量发展反过来能够驱动生态保护，为生

态和谐、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治理修复提供坚实的

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从源头减

少污染物的排放，推动生态保护水平的提高。

（二）生态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构建

在参考已有研究 [26][27] 的基础之上，遵循指标

构建的科学性、合理性、层次性以及数据的可获

取性，分别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层

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生态保护方面，指标评价

体系的构建参考了状态——压力——响应（PSR）

模型，从三个维度共选取了 11 个指标来评价北部

生态发展区的生态保护现状；而在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结合“十四五”时期广东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要求，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从规模、结

构、质量、动力四个方面出发选取了 16 个指标来

衡量北部生态发展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

2 展示了所选取的指标以及基于熵值法赋予的权

重。本文研究年份为 2010-2020 年，数据来源于

2011-2021 年的《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各城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年报、政府

工作报告以及政府相关网站等，对于少部分缺失

值，根据插值法进行推算补充。对收集到的数据

运用相关软件进行模型设定、数据分析。

四、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

分析

生态保护指数综合分析。研究期间北部生态

发展区的生态保护指数呈现平稳上升态势，生态

保护指数从 0.164 上升到 0.240，历年均值为 0.202，

年均增速为 3.90%，表明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保

护状况持续向优，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幅相比

而言，生态保护水平的提升受到的约束更大，提

升能力较为缓慢。各市生态保护指数之间仍存在

一定的差距，河源市、韶关市和梅州市三市均值

突 破 0.2， 分 别 为 0.230、0.212 和 0.222， 而 清

远、云浮两市则相对较低，分别为 0.180、0.169，

但 增 速 较 快，2020 年 相 较 于 2010 年 分 别 增 长 了

29.56% 和 97.50%，表明生态保护质量在不断优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分析。研究期间北

部生态发展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与生态保护指数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 0.177 上升到 0.391，历年

均值为 0.283，增速均值为 8.28%，北部生态发展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而各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指数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韶关市和清

远市经济表现较为突出，历年均值分别为 0.394、

0.346，韶关在 2020 年达到了 0.502，远超其他四市；

河源、梅州两市表现居中，历年均值分别为 0.291、

0.226；而云浮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历年均值仅

为 0.158，但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达 13.17%。　　　

（二）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

关系综合分析

耦合协调特点分析。图 1 展示了耦合协调度

的时序演变趋势。从整体来看，北部生态发展区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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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 合 协 调 度 在 稳 定 增 长， 从 2010 年 0.403 上 升

到 2020 年的 0.537，年均增速为 2.91%，协调类

型从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研究期间各市均

处于拮抗阶段，但耦合协调度有明显优化态势。

北部生态发展区作为后发展地区，深入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在高水平生态

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北部生态发展

区城市大力推动产业生态化，快速调整自身的发

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

例如云浮市打造领先全国的氢能产业体系和产业

集群，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

纽节点数据中心落户韶关市，北部生态发展区正

在不断扩宽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

之路。

                           耦合协调度

                         相对发展度

        图 1 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时序演变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单位） 属性 权重（%）

  生态
  保护

状态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 正 2.5 

压力

单位 GDP 电耗 耗电量 /GDP（kW·h/ 万元） 负 3.4 

单位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GDP（万吨 /亿元） 负 2.4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GDP（万吨 /亿元） 负 2.4 

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数 /行政区域面积（人 /平方米） 负 4.6 

PM2.5 浓度 年内各月 PM2.5 浓度均值（微克 /立方米） 负 4.5 

响应

城市污水处理率 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城市污水量 /污水排放总量（%） 正 2.0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生活垃圾产生量（%） 正 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产生量（%） 正 2.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总建成区面积（%） 正 2.6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 /土地总面积（%） 正 2.0 

经济高质
量发展

规模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正 3.4 

固定资本投资额 亿元 正 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 4.1 

GDP 亿元 正 3.6 

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 正 5.3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 /GDP（%） 正 3.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GDP（%） 正 4.5

城镇人口比例 % 正 4.5

质量

人均 GDP 元 正 3.8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保率 % 正 3.1

人均医院床数 张 / 万人 正 4.1

人均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 万人 正 4.6

动力

在校大学生人数 人 正 6.3

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 万人 正 6.0

科技财政支持力度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 地方财政支出（%） 正 3.4

R&D 经费投入 R&D 经费 /GDP（%） 正 5.1

注：1.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0.35 生物丰度指

数 +0.25 植被覆盖指数 +0.15 水网密度指数 +0.15（100- 土地胁迫指数）+0.10（100- 污染负荷指数）+

环境限制指数，此处的地级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当年地级市内市辖区、县级市、县及自治县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均值。2. 二元对比系数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 [28]。

表 2 生态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0.200 

0.250 

0.300 

0.350 

0.400 

0.450 

0.500 

0.550 

0.600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韶关 河源 梅州 清远 云浮 均值

0.300

0.500

0.700

0.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韶关 河源 梅州 清远 云浮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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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韶关市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河源市 IV IV IV IV III III II III II II II

梅州市 III III III III II II II II II II II

清远市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云浮市 IV IV IV IV III III III III IV III III

均值 III II III II II II II II II II II

从各市的耦合协调度来看，呈现出一定程度

的差异化演变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为韶关市，

呈 现 波 动 中 增 长 的 走 势， 历 年 均 值 为 0.520， 从

2010 年 0.455 上升到 2020 年的 0.576，协调类型

从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韶关市作为过去的

“华南重工业基地”，在资源型产业面临枯竭之

际主动探索转型发展道路，发展第三产业，建设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近年与大湾区在多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经济取得高速增长。耦合协调度居

中的为梅州市、清远市和河源市，三市均呈现波

动中增长的走势，优化态势明显。梅州市、清远

市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从 2010 年 0.424、0.433 上升

到 2020 年的 0.553、0.534，协调类型均从濒临失

调过渡到勉强协调，子系统指数值在稳定增长，

表 明 两 市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水 平 双 提

升；而得益于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大幅提

高，河源市的耦合协调度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020 年相较于 2010 年增长了约 35.3%，协调类型

从轻度失调逐渐过渡到勉强协调阶段。耦合协调

度较低的为云浮市，由于云浮市传统支柱产业为

石材生产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高污染产业，

走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老路，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协调性表现不佳，但近年云浮市开展绿色

转型发展，大力整治高污染产业，逐渐将绿色优

势转换为绿色动能，基于南药等特色农产品大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耦合协调度稳

中有升，年均增速达 4.64%，2020 年相较于 2010

年增长了约 57.2%，协调类型也从轻度失调逐渐

过渡到濒临协调阶段。

相 对 发 展 类 型 分 析。 结 合 前 文 子 系 统 指 数

测度结果以及表 1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可得到

2010-2020 年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相对发展度以

及发展类型（见图 1、表 3）。整体来看，研究期

间北部生态发展区处于低稳态拮抗阶段，生态保

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持续走高，

但相对发展度在不断降低，从 2010 年的 0.927 下

降 到 2020 年 的 0.613， 跌 幅 达 51.2%， 发 展 类 型

也从 III 类逐渐过渡到 II 类，生态保护逐渐落后于

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各市的发展类型来看，韶关、清远两市的

相对发展度较低，凭借着临近珠三角地区的区位

优势，两市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高速提升，带动了

耦合协调度的走高，但生态保护指数增长幅度不

大，这也使得两市的相对发展度呈现出波动中下

降的走势，研究期间发展类型稳定在 II 类。梅州

市的相对发展度居中，同样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走

势，从 2010 年的 1.088 下降到 2020 年的 0.638，

发 展 类 型 从 III 类 逐 渐 过 渡 到 II 类， 生 态 保 护 逐

渐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河源、云浮两市的

相对发展度波动较大，河源的相对发展度呈“上

升——大幅下降——缓慢下降”的三段式走势，发

展类型从 IV 类逐渐过渡到 II 类，而云浮市的相对

发展度则呈现“大幅下降——波动中回升——缓慢

下降”的三段式走势，发展类型从 IV 类逐渐过渡

到 III 类，从子系统指数来看，河源、云浮两市的

生态保护较好，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较为落

后，与其他三市存在一定的差距。生态保护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并制约，两者协同共进是

推动北部生态发展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9]，

未来随着各市耦合协调度的不断走高，北部生态

发展区可能会逐渐进入中稳态磨合阶段，系统边

界逐渐磨合，并有望实现高稳态的高水平耦合。

交 互 胁 迫 效 应 分 析。 基 于 公 式（5）， 运 用

MATLAB 软件对 2010-2020 年广东北部生态发展

区的生态保护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曲线

拟合（图 2），并推导出相应的函数关系式（表 4）。

从 m 值来看，清远市 > 河源市 > 韶关市 > 梅

州市 > 云浮市，m 值表示拐点出现时生态恶化程度，

出现拐点时，m 值较大的地区承受的生态压力要

大于 m 值较小的地区；从 n 值来看，梅州市 > 云

浮 市 > 清 远 市 > 河 源 市 > 韶 关 市，n 值 与 生 态 保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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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压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速率有关，n 值较大

的地区，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快速扩张对于生态保

护造成的压力更大；而从 b 值来看，清远市 > 梅

州 市 > 韶 关 市 > 河 源 市 > 云 浮 市，b 值 决 定 拐 点

出现的早晚，b 值越大，拐点出现时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越高，总体表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其拐点的出现要晚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越低的地区，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拐点出现时生态保护水平也较高。

结合双指数曲线拟合图 2 来看，北部生态发

展区各市的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演变轨迹

呈现出空间分布差异性，当拐点出现之前，生态

保护压力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在拐点出现之后，生态保护压力反而随着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降低，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所求得的双指数曲线方程和拟合图能

够较好地反映出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保护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交互胁迫的演变轨迹，即经济高质量

发展对生态保护表现出明显的胁迫作用，而生态

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约束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 合 构 建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综 合

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

以及交互胁迫模型对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 2010-

2020 年的生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交互关

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

北部生态发展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显著高于生

态保护指数且差距在逐年扩大，两者均随时间增

图 2  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交互关系双指数曲线

表 4 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指数函数关系模型

地区 双指数关系方程式 m 值 n 值 b 值 a 值 p 值

韶关市 y=0.262-0.265(10(x-0.677)/0.957-0.939)2 0.262 0.265 0.677 0.957 0.939 

河源市 y=0.279-0.292(10(x-0.591)/0.763-0.744)2 0.279 0.292 0.591 0.763 0.744 

梅州市 y=0.258-0.932(10(x-0.694)/0.552-0.382)2 0.258 0.932 0.694 0.552 0.382 

清远市 y=0.490-0.372(10(x-0.843)/0.362)-0.960)2 0.490 0.372 0.843 0.362 0.960 

云浮市 y=0.244-0.413(10(x-0258)/0.085-0.530)2 0.244 0.413 0.258 0.085 0.530 

均值市 y=0.357-0.687(10(x-0.948)/0.907-0.661)2 0.357 0.687 0.948 0.907 0.661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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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呈现上升态势；第二，生态保护——经济高质

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但生态保护水平的

相对滞后使得相对发展度波动下降，整体处于低

稳态的拮抗阶段，各市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性；

第三，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趋势符合双指数

函数模型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其拐点的出现生态保护水平也较高，且拐点出现

时间要晚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推动广东北部生态发展

区建设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座大山，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始终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广东

北部生态发展区作为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必须

严格控制开放强度，在全区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

工作，坚持以自然环境保护政策为引导，实行最

严格的林地与水资源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

合理布局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的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打好绿水、青山、蓝天保卫战，通过筑

牢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屏障功能从而更好的

融入大湾区、服务大湾区。

加速绿色崛起，构建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现

代产业体系。调整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将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的绿色资源

转变为绿色经济，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绿色农业，

推动构建省级、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促进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产业迈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如在韶关市建立国际性数据

中心集群，联动珠三角地区，促进大湾区数字经

济的集聚融合，为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现代产业

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支撑。

推动交通网络的建立，提高与“一核”“一带”

的联通水平。优先建设与大湾区的交通设施体系，

构建广东两小时经济圈，推动北部生态发展区物

流中心、客流中心的构建，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

产业帮扶、产业合作共建等政策带动广东北部生

态发展区的经济发展，鼓励珠三角地区将绿色、

低碳产业有序转移北部生态发展区，探索建立“总

部研发 + 基地生产”模式，发挥大湾区龙头企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北部生态发展区的企业升

级与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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