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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时空格局

汪伦焰,蒋赞美,李慧敏,董光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利学院,郑州450046)

摘 要:[目的]探索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聚集特征,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为河南

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方法]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利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

模型,研究2008—2018年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对河南省17个地级城市耦合协

调度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2008—2018年全省耦合度值都在0.9以上,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多
数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低于生态环境水平,各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等级有基本不协调、基本协

调、协调、高级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有西部和中部耦合协调度高、东南部

耦合协调度低的聚类特征。[结论]河南省整体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对城市

化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加强郑州市中心城市的发展,推动河南东南部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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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Patternof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CouplingCoordinationinHe’nanProvince

WangLunyan,JiangZanmei,LiHuimin,DongGuanghua
(SchoolofWaterConservancy,NorthChinaUniversityofWaterResourcesandElectricPower,Zhengzhou,He’nan45004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sofcouplingcoordinationinHe’nanProvince
wereexplored,andrelevantdevelopment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oprovideascientificreferencefor
thesustainableurbandevelopmentinHe’nanProvince.[Methods]An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evaluationsystemandanimprove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wereusedtostudythelevelofurbanization
andeco-environmentaldevelopmentandcouplingcoordinationinHe’nanProvincefrom2008to2018,andto
analyzethespatial-temporalpattern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for17prefecturelevelcitiesinHe’nan
Province.[Results]From2008to2018,thecouplingdegreevalueswereallabove0.9andwereinthehigh
couplinglevel.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exhibitedafluctuatingupwardtrend.Theurbanizationlevel
ofmostcitieswaslowerthanthelevelofecologicalenvironment.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urbanization
andecologicalenvironmentineachcitycouldbecharacterizedasbasicallyuncoordinated,basic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oradvancedcoordination.Therewasaspatial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urbanization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couplingcoordination,withclusteringcharacteristicsofhighcouplingcoordinationin
thewesternandcentralregionsandlowcouplingcoordinationinthesoutheast.[Conclusion]Theoverall
urbanizationprocessofHe’nanProvinceisaccelerating,andtheeconomic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pressurearehavinganimportantimpactonthetwomajorsystemsof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ItwillbenecessarytostrengthenthedevelopmentofthecentralcityofinZhengzhouCityand
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othercitiesinSoutheast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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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主要涉及人口转移、空间扩张、经济发展

和生活提高等多个方面,是乡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变的

过程[1]。生态环境为城市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

提供条件支持,然而过多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又

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关系[2]。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态环境方

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如何在提高经济发展和资

源利用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破环,协调两者之间的

发展,成了当今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3]。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分析与评价一直是研

究者和决策者关注的关键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
持续发展理论、“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等[4]被

提出。随后,学者开始向定量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关

系。1995年,Grossman等[5]基于42个发达国家的

面板数据,揭示了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

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演化规律,并提出了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假说。Arrow等[6]考虑到经济增长对环

境的影响,对经济活动与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弹性之间

的联系进行讨论。OECD[7]提出脱钩理论,认为经过

一定的措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将实现脱钩。

Dizdaroglu等[8]简要概述了实施生态规划对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利用生态规划方

法发展城市生态系统的新方法的概念框架。在国内,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也引起很多学者

的注意。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与耦合关

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互作用机理[9]、耦合协调度测

度[10]、协调发展评价[11]和耦合时空特征等[12]方面。
研究尺度主要包括全国[13]、地区[14]、省[15]、城市群

等[16]不同方面。方创琳等[17]提出城市化与城市生

态环境交互耦合系统的6大基本定律。郭月婷等[18]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吕有金等[19]针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

分布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史戈[20]借助关联度模型

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陈晓红等[21]基于BP神经网络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耦合脆弱性、协调性进行预测。
河南省存在人口多、资源少的问题,近年来城市

化进程迅速,生态压力与城市发展的矛盾越加凸显。
因此,研究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通过确定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测度体系,
以河南省2008—2018年的统计数据为例,从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时间维度主要分析河南省

2008—2018年的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生态环境水平

和耦合协调度,空间维度主要分析河南省17个城市的

耦合协调度和空间集聚特征。从河南省和17个地级

市两个层面探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变

化趋势。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探索耦合协调的空间

聚集特征。根据河南省协调发展状况,提出相关的发

展建议,为河南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河南省概况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是全国重要

的交通、通讯枢纽中心,又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省份。
河南省有17个地级城市,总面积为1.67×105m2,2018
年总人口1.09×108 人,常住人口9.61×107 人,

2008—2018年,河 南 省 城 镇 率 从36.03% 增 加 到

51.71%,人均生产总值从19233元增加到50152
元,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2008至2018年间,工业

废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逐步减少,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处于稳步增长状态。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收集河南省2008—2018年的相关数据,分
析河南省及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在

分析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分布时,由于只

研究河南省的地级城市,济源属于河南省省辖市,所以

不考虑济源市的数据,耦合协调空间分布地图上省略

了济源市。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河南省水资源公报及环境统计年报等。

1.3 指标体系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借
鉴相关研究成果,构建指标体系[22-25]。选取城镇化

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GDP、万人高等在校生等13
个指标反映城市化发展水平。选取人均水资源总量、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等

10个指标反映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1.4 研究方法

1.4.1 数据处理 对原始数据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

处理,公式如下。

   yij=
xij-minxij

maxxij-minxij
(1)

   yij=
maxxij-xij

maxxij-minxij
(2)

式中:时间维度上xij为河南省指标值;空间维度上xij

为17个城市的指标值;yij为标准化值。对于效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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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用公式(1)计算;对于成

本型指标(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用公式(2)计算。

   ej=-k∑
n

i=1
pijlnpij (3)

   wj=
1-ej

∑
m

j=1
(1-ej)

(4)

本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ej 是各指标信

息熵,k=
1
lnn
,时间维度上,n 代表年份,空间维度

上,n 代表城 市。pij =
yij

∑
n

i=1
yij

,若 pij =0,则 定 义

lim
pij→0

pijlnpij=0。权重wj 满足下列条件:0≤wj≤1,

且∑
m

j=1
wj=1。表1中的指标权重是根据时间维度计

算的。

     U=∑
n

i=1
yu

ijwu
j (5)

     E=∑
n

i=1
ye

ijwe
j (6)

式中:U,E 分别为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

综合发展指数;wu
j,yu

ij分别是城市化体系里的权重

和标准化值;we
j,ye

ij分别是生态环境体系里的权重

和标准化值。

表1 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及权重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性质

城

市

化

城镇化率/% 0.069 +
人口城市化(0.199)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 0.072 +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58 -

空间城市化(0.201)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 0.087 +
人均道路面积/m2 0.114 +

人均GDP/元 0.075 +

经济城市化(0.314)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0.095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 0.082 +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0.062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0.079 +

社会城市化(0.28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76 +
万人高等在校生/人 0.063 +
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张 0.068 +

生

态

环

境

人均水资源总量/m3 0.076 +
生态环境状态(0.29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143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74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t 0.178 -

生态环境压力(0.499)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0.154 -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t 0.104 -
单位GDP能耗/(t·10-4元,以标准煤计) 0.063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0.049 +
生态环境治理(0.20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108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51 +

1.4.2 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多系统间

相互影响、作用的现象[14],耦合度反映系统间耦合的

强弱程度。协调是和谐一致的意思,用来描述系统间

良好的搭配关系,耦合协调度是评价多系统交互作用

的和谐程度[11]。耦合度只能描述系统间耦合强度的

大小,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例如,两系统综

合评价值低,耦合度会较高,但不能说明系统间是否良

性发展。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状态。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在贡献系数方面对

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改进[26]。传统的贡献系数都设

为0.5,本文对贡献系数采用公式(8)—(9)进行计算。

   C= UE/〔(U+E)/2〕2{ }1
/2 (7)

   α'=E/(U+E) (8)

   β'=U/(U+E) (9)

   T=α'U+β'E (10)

   D= CT (11)
式中:C 为耦合度值,区间在[0,0.3)为低度耦合,
[0.3,0.5)为拮抗阶段,[0.5,0.8)为磨合阶段,[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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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度耦合[13];α',β'分别是改进后的贡献系数;T
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调和指数;D 为耦合协调

度。根据相关研究,参考耦合协调度D 把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的耦合类型分为5类[26](表2)。

表2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等级划分

D 值 0≤D≤0.25 0.25<D≤0.45 0.45<D≤0.65 0.65<D≤0.75 0.75<D≤1
协调等级 严重不协调 基本不协调 基本协调 协调 高级协调

1.4.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分为全局

与局部,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研究目标的空间邻近单

元相似程度,是否存在相关性,计算见公式(12)。局

部空间相关性验证是否存在空间上的聚类特征,计算

见公式(13)。

  I=
n∑

n

i=1
∑
n

i=1
wij xi-x( ) xj-x( )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 )2

(12)

式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

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I=0,空间呈随机性;n 为

空间单元的个数;xi,xj 为空间单元属性值;x 为属

性值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若两个空间单元相

邻空间权重值为1,否则为0。

  Ii=
nxi-x( )∑

n

j=1
wij xj-x( )

∑
n

i=1
xi-x( )2

(13)

式中:Ii 为局部莫兰指数,若Ii 为正,空间单元周围

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若Ii 为负,空间单元周

围呈现高低或低高的空间集聚。

2 结果与分析

2.1 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演变

2.1.1 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序分析 
通过数据收集,计算2008—2018年河南省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的发展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河

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2008—2018年,河南省的综合城市化发展水平

保持上升的趋势(图1),从0.083上升到0.962,城镇

化进程不断加快。从各层面来看,人口城市化水平整

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8—2011年,人口城市化

水平高于其他城市化水平。随着建成区面积增加,

2013—2015年空间城市化水平增长较快,2015年达

到最大为0.172。2015年之后,市区面积大幅度增

加,而建成区面积增加幅度不大,使建成区面积占市

区面积比下降,导致空间城市化水平下降。经济城市

化水平和社会城市化水平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经

济城市化水平增长趋势较快,从0.017增长到0.307。

2012—2018年,经济城市化水平高于其他方面的城

市化水平,说明经济城市化对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逐年提高。

图1 2008-2018年河南省城市化发展指数

2008—2018年,河南省的综合生态环境发展水

平呈现波动上升 的 趋 势(图2),从0.110上 升 到

0.862。2011年综合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下降,相较于

2010年,人均水资源总量下降38.58%,人均工业烟

尘排放量增加20.61%,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下降。除

了2011年和2016年出现下降趋势,生态环境状态水

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从0.044上升到0.244。下

降原因是人均水资源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减少。

2008—2015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保持波动上升的

趋势,随后几年有所下降,在2015年达到最高。由于

“美丽河南”“生态省建设”等措施的制定,生态环境压

力得到改善,2016年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人均二

氧化 硫 排 放 量 同 比 2015 年 分 别 下 降 46.55%,

69.67%,生态环境压力明显减轻。压力改善程度变

化曲线和综合生态环境变化曲线大致相同,说明环境

压力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会更大一点。政府应继

续加强生态建设,加强监管力度。
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变

化趋势可以看出(图3)。耦合度值都在0.9以上,处
于高度耦合。2008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与综合生

态环境水平低且比较接近,导致耦合度较高,耦合协

调度不高。随着时间的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水平波动上升,使得耦合度波动上升,耦
合协调度不断提升,耦合协调等级从基本不协调上升

到高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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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18年河南省生态环境指数

2.1.2 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

间差异 本研究选取3a数据研究城市化与生态

环境耦合的空间差异,分别计算2008,2013,2018年

的河南省17个地级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表3),对比各

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用 ArcGIS软件绘制

城市化与 生 态 环 境 耦 合 协 调 等 级 空 间 分 布 情 况

(图4)。

图3 2008-2018年河南省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注:①鹤壁市;②漯河市。

图4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等级空间分布

表3 各城市城市化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城 市
2008年

U E D
2013年

U E D
2018年

U E D
郑 州 0.871 0.617 0.844 0.813 0.607 0.829 0.904 0.648 0.863
开 封 0.302 0.645 0.619 0.343 0.549 0.641 0.301 0.614 0.616
洛 阳 0.506 0.552 0.727 0.488 0.585 0.728 0.538 0.616 0.757
平顶山 0.308 0.536 0.614 0.316 0.513 0.616 0.297 0.485 0.598
安 阳 0.350 0.512 0.639 0.328 0.444 0.611 0.303 0.395 0.583
鹤 壁 0.365 0.472 0.639 0.281 0.506 0.589 0.310 0.458 0.602
新 乡 0.399 0.615 0.687 0.348 0.602 0.652 0.335 0.446 0.615
焦 作 0.502 0.379 0.654 0.434 0.413 0.650 0.441 0.458 0.670
濮 阳 0.205 0.685 0.515 0.222 0.656 0.537 0.287 0.642 0.605
许 昌 0.463 0.759 0.747 0.450 0.724 0.734 0.320 0.569 0.627
漯 河 0.219 0.623 0.533 0.200 0.721 0.509 0.206 0.597 0.517
三门峡 0.383 0.487 0.652 0.448 0.454 0.672 0.373 0.345 0.598
南 阳 0.185 0.648 0.489 0.270 0.698 0.591 0.272 0.646 0.592
商 丘 0.140 0.657 0.419 0.163 0.614 0.459 0.174 0.597 0.474
信 阳 0.180 0.799 0.477 0.173 0.765 0.468 0.176 0.619 0.477
周 口 0.240 0.717 0.559 0.195 0.746 0.500 0.193 0.668 0.500
驻马店 0.212 0.745 0.523 0.218 0.716 0.532 0.206 0.775 0.515

  注:U 代表城市化发展指数;E 代表生态环境指数;D 代表耦合协调度。

513第5期       汪伦焰等: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时空格局



  研究发现,郑州的城市化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指

数都相对较高,但生态环境指数一直低于城市化发展

指数,从长期来看,郑州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要

注意环境的保护。大部分城市都是生态环境指数高

于城市化发展指数,但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与城市

化发展指数相差不一致,洛阳、安阳、三门峡市这些城

市相差0.1左右,濮阳、漯河、南阳、商丘、信阳、驻马

店、周口市这些城市的生态环境指数远高于城市化发

展指数,最高相差0.619。
城市协调等级存在基本不协调、基本协调、协调、

高级协调4种协调类型,大部分城市属于基本协调类

型,少数属于协调类型。对比2008年和2018年的耦

合协调等级的空间分布情况,郑州市一直处于高级协

调类型,也是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城市。洛阳积极推进

“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战略,加大交通、水利等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发展指数提高0.032,生态环境指

数提高0.064,2018年提升为高级协调城市。商丘城

市化发展水平相对其他城市排名最低,但城市化发展

指数逐年提高,缓慢地缩小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
协调等级从基本不协调提升到基本协调。虽然高级

协调等级城市增加,但有部分城市从协调降为基本协

调。新乡、许昌、三门峡市城市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

量稍有下降趋势,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下降较明显,未
来应注意生态建设。商丘、信阳、周口市属于耦合协

调度低的城市,主要是由于这些城市以农业发展为

主,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

2.2 空间相关性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本研究是基于邻接空间权

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分析,用全局莫兰指数来反映耦

合协调度是否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使用Sata13.0软

件计算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表4)。2008,2013,2018年的莫兰指数都大于0,并通

过显著性检验(Z>1.96,p<0.05),全局莫兰指数逐年

增加,说明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存在

正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

表4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

年份
Moran’sI

I Z p
2008 0.301 2.337 0.010
2013 0.336 2.562 0.005
2018 0.377 3.024 0.001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用Lisa聚类图

显示(图5),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存

在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河南的南北部。河南西北部

呈现显著的高高聚类,东北部呈现显著的低低聚类。
高高聚类的城市集中在焦作、郑州、洛阳市,可以看出

高高聚类的城市逐渐以郑州为中心。驻马店、信阳、
南阳、周口、商丘市这些相邻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

较低,从图中可以看出,低低聚类出现在驻马店、信阳

市。从时间上看,高高聚类的区域在逐年增加,低低

聚类的城市在逐年减少,进一步证明城市的空间相关

性增强。

注:①鹤壁市;②漯河市。

图5 2008,2013,2018年耦合协调度Lisa集类特征

3 讨 论

从河南省综合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刚开始是人

口城市化水平较高,随后是经济城市化较高,说明不

同时期,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现阶段,经

济层面的发展影响着城市化的发展。从河南省综合

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来看,生态环境压力一直断断续续

地成为影响生态环境水平的因素。随着河南省人口

逐渐增多,资源被不断消耗,减轻环境压力是关注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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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而 言,河 南 省 整 体 协 调 状 态 逐 渐 变 好。

2008—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数和生态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都较低,且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于生

态环境水平,属于基本不协调状态。2010—2014年,
随着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数上升,协调度上升至基本协

调。2015—2018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水

平持续提高,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逐步进入高级协调状态。随着河南省城市化发展趋

势来看,未来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数将会继续缓慢上

升。2018年,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城镇化综

合发展指数,为防止生态环境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

水平,河南省在未来发展中应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这
样才可能保持两系统之间高耦合协调发展。如今,河
南省越来越注重生态建设,未来耦合协调状态将会有

上升的空间。
河南省17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变化也不

相同,郑州市一直是协调发展最好的城市,洛阳市不

断加强城市化建设,发展状态由协调上升至高级协

调。商丘市协调等级由基本不协调上升至基本协调,
部分城市有下降趋势。总的来说,城市协调等级向好

的趋势发展。从空间相关性分析城市耦合协调度,发
现存在空间正相关,即说明相邻城市耦合协调等级更

相似。从空间相关性增强这个角度来看,说明相邻城

市在发展过程中,高协调城市会对周边城市产生积极

影响。目前从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大部分城市应该加

快城市发展,摆脱城市化滞后的困境,使城市化发展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文本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

模型,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析河南省城市化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08—2018
年,河南省整体城镇化进程加快,综合生态环境水平

不断提高。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对城市

化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协调等级从基本不

协调上升到高级协调,随着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优

化发展,未来耦合协调度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从城市发展类型来看,多数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低

于生态环境水平。郑州、洛阳是河南省的经济中心城

市,城市化水平较高,生态环境好,两者耦合协调程度

较高,处于高级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大都处于协调和

基本协调水平。目前还是要注重城市化水平的发展,
同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两者协调发展。从空

间差异可以看出,利用空间相关模型分析耦合协调

度,发现城市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加

强,呈现河南东南部低,郑州及其周围城市高的聚类

格局。
本文研究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

演变格局,对未来城市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虽得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

对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缺

少影响因素的分析,下一步将着重分析影响城市协调

发展的因素。

4.2 建 议

(1)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河

南省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是太高,在未来发展中,
应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实力,加大

人才吸引力度,推动经济区产业发展,不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摆脱城市化滞后的

困境,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
(2)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水平良好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城市化的必然条件,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有助于城市化健康发展。政府应严格控制

污染物的排放,鼓励和提倡使用新型技术与工艺对废

水、废气等进行处理,减轻生态环境压力,提高污水站

处理能力,创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技术路线,
提高综合利用率,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3)加强郑州中心城市的发展。虽然郑州耦合

协调发展较好,但从空间格局来看,协调度高的城市

聚集不多。郑州周边城市如许昌、新乡等城市出现耦

合协调度下降趋势,要加强城市建设,积极与中心城

市进行优势产业对接,开封、焦作市应加大与中心城

市的互通互联,加快融合发展。
(4)加快河南东南部城市的发展,缩小城市差

距。从研究来看,河南东南部城市耦合协调度偏低主

要是因为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而这些城市多以农业

经济为主,要想提高城市发展,今后要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强农业、旅游业等产业发

展,促进经济发展,扩展城市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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