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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协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实现县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延安市安塞县为对象，基于社会经济与生

态环境的数据，构建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计算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

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发展速度差异以及

耦合度演变趋势。结果表明: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稳定上升，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水平呈现波动

下降趋势，前者发展速度总体上快于后者; 耦合协调度指数由 0．33 增长至 0．59，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断

改善，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 剪刀差在 0． 032 水平范围内波动上升，说明二者发展趋势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 安塞县社会经

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分布于 45°＜β＜90° 范围内，二者处于协调发展阶段，耦合度 β 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说明经济与环境之

间的矛盾开始显露。研究表明，安塞县应着力加强生态建设的固基和推进作用，缓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实现二者的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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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upling between socio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scissors difference，and coupling degree model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ata from Ansai County，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ex of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was also established by the entropy method．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ex of
socioeconomic systems increased from 1996 to 2013，and that of ecosystem decreased with fluctuation．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eco-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lagged behi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creased from 0．33 to 0．59，reflecting an impro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oeconom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and a favorabl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m． The scissors difference fluctuated within the range of
0． 032， indicating an increased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y and ecology． Coupling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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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Ansai ranged from 45° to 90° and the beta-coupling rose initially and declined

thereafter this result suggest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ecological systems．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cissors difference; coupling model; Ansai County

安塞县位于西北内陆黄土高原腹地，是比较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受脆弱自然因素以及不合理的人类

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县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2852 km2，占总土地面积的 95%，年均侵蚀模数＞1．0 万 t / a［1］，强烈

的水土流失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近年来，随着当地生产活动的快速发展，工业和人口的大规模集聚，致

使安塞地区大量地表植被的消失和退化，使得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旨在研究安塞县在

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了解二者交互作用的耦合发展规律，采取适当的发展策略，促进安塞县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可持续

发展［2，3］。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共同发展，持续发展”的涵义，但协调发展并不等同于“平等发展”，

而是二者相互促进、耦合协同的发展［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评

价的研究内容逐渐从定性的现状分析转向定量的趋势评价［5，6］，并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众多关于生态环境与

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评价模型，主要有 EKC 计量模型［7，8］、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度综合评价模型［9，10］、系统动力

学模型［11］和剪刀差方法［12-13］等。如左其亭等［14］建立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 宋红丽

等［15］基于耦合理论探讨经济-环境系统影响因子的协调程度，建立区域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度模型; 任志远

等［16］利用耦合模型对陕西省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是静态

耦合问题，少数动态耦合研究则大多集中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方面［5］。因此，本文在分析县域社会经济

与生态环境系统交互耦合关系的基础上，选择静态耦合与动态耦合结合的方法，研究安塞县生态环境与社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和演变规律，以期为实现安塞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耦合提供现实的理论

意义。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安塞县( 36°30'45″—37°19'31″N、108°51'44″—109°26'18″E) 隶属陕西省延安地区管辖，辖 14 个乡( 镇) ，

209 个行政村，1018 个自然村［17］; 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属典型的梁峁状丘陵沟壑区［18］，地貌类型主要

为黄土梁涧、梁峁状黄土丘陵和沟谷阶地［19］。土壤以黄绵土为主，约占总面积 95% 左右，由于黄绵土土质疏

松，质地均一，导致陕北安塞县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瘠薄、生态环境恶化。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10℃

年积温 2866℃，年平均气温为 8．8℃，年平均降水量 505．3 mm，且分布极不均匀; 境内植被较差，主要以天然次

生林、人工林和荒山荒坡的天然草地为主。

陕北安塞县总面积 2949．14 km2，其中耕地 47170 hm2，山地占 95% 以上，土层深厚，昼夜温差较大，适宜

农林牧综合发展［20］。1996—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126 元上升到 9148 元，全县林草覆盖率由 9．67%

提高到 36．1%，2013 年总人口 19．42 万，其中农业人口 16．33 万，农民人均纯收入 9148 元，农业总产值为 10．26

亿元。但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悖问题依然存在，即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产业发展滞后，产业与资源没有实

现很好的耦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探究社会经济建设

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相互关系，客观科学的评价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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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客观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以及可比性等原则，结合安塞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实际，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1，22］，构建能够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系

统［23］。体系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组成，其中，选取年降水量等 10 个指标来反映陕北安塞县生态

环境状况;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等 12 个指标来反映该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表 1) 。文中选用的数据来源于

《安塞县统计年鉴》( 1985—2013) ( 2005 年的数据除外) ，该区域生态修复大致由实施( 1996—2005) 和巩固

恢复( 2006—2013) 两个阶段构成，因此本文数据选择年限为 1996—2013 年。

表 1 安塞县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Table 1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upling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of Ansai County

系统
System

一级指标
1st level indicator

权重
Weights

二级指标
2nd level indicator

指标类型
Index type

权重
Weights

自然生态系统 A 资源供给情况 A1 0．0648 年降水量 A11 + 0．0563

Natural ecosystem A 年平均气温 A12 + 0．0018

≥10℃年平均气温 A13 － 0．0068

生态环境指数 A2 0．3345 林草覆盖率 A21 + 0．2316

单位 GDP 能耗 A22 － 0．0708

农用化肥使用实物量 A23 － 0．0330

土地利用程度 A3 0．5997 人口 A31 + 0．0071

人均耕地面积 A32 + 0．1213

人均果园面积 A33 + 0．0605

造林面积 A34 + 0．4109

社会经济系统 B 经济运行情况 B1 0．7754 地区生产总值 B11 + 0．0320

Socio-economic system B 人均 GDPB12 + 0．1659

人均财政收入 B13 + 0．179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B14 + 0．283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B15 + 0．1151

社会发展指数 B2 0．2246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B21 + 0．0600

农村人均纯收入 B22 + 0．1043

社会从业人数 B23 + 0．0056

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B24 + 0．0066

卫生技术人员数 B25 + 0．0131

人口自然增长率 B26 + 0．0291

财政支出中农科教文卫和社会保
障支出比重 B27

+ 0．0060

+ 表示正指标; － 表示逆指标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交互作用而互相影响的现象［19，24］。生态环境系统和

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是指两系统之间、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胁迫、相互依存关系的客观表征［19，24，25］，

主要表现为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趋势。一般来说，社会经

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本文选择以下三种模型对安塞县社

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进行分析: 首先，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确定安塞县 1996—2013 年社会经济系统

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程度; 其次，选择剪刀差方法，宏观反映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

系统发展速度差异; 最后，选择耦合度模型，微观评定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耦合状态的演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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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该法是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

计算的，具有所获取的信息程度有序、效用性自然的优势［26］，其公式为:

首先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Ej :

Ej = － ln m( ) －1∑
m

i = 1
pij ln pij( ) ( 1)

然后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wj :

Wj = 1 － Ej( ) / k －∑
m

i = 1
Ej( ) ( 2)

式中: pij 为第 j 个指标第 i 年指标值的比重，m 为某项指标的个数，k 为各个子系统的指标数。通过公式 ( 1)

和公式 ( 2) 计算得到自然生态系统指标权重 ai 和社会经济系统指标权重 bi 。

量化各个区域的系统指标对区域系统的综合评价是至关重要的［27］。本文主要采用极差变换法［4］对各指

标进行量化，公式如下:

Xij = xij － minxij( ) / maxxij － minxij( ) ( 正向指标) ( 3)

Xij = maxxij － xij( ) / maxxij － minxij( ) ( 逆向指标) ( 4)

式中: Xij表示系统指标的原始值; maxxij和 minxij分别表示第 j 个指标第 i 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ij为指标标准

化值，其值介于 0 － 1 之间。通过极差变换法分别得到两系统的标准化值 xi和 yi，然后利用指标权重与量化值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其模型为:

F x( ) =∑
m

i = 1
ai xi ; F( y) =∑

m

i = 1
bi yi ( 5)

式中: F( x) 和 F( y) 为别为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出两系统

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协调程度，也能够判断出系统之间是否和谐发

展［28］。所以为了进一步评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的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23］，公

式如下:

C = F( x) × F( y)

F x( ) + F y( )[ ] 2槡 ( 6)

T = gF( x) + hF( y) ( 7)

D = C ×槡 T ( 8)

式中: C 为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指数; T 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其反映社会经济增长与

生态环境建设的综合水平，g 和 h 取值均为 0．5; D 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表示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

平( F( x) + F( y) ) 一定的条件下，为使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复合效益( F( x) × F( y) ) 最大，二者进行组合

协调的程度。D 值越小，系统越不协调，D 值越大，协调状态越理想［29］。
1．2．3 剪刀差方法

剪刀差方法是一种用来反映两种变化趋势之间差异性的方法［30］。本研究采用剪刀差来反映社会经济系

统 F( y) 和生态环境系统 F( x) 对年份的变化趋势，并通过 F( x) 与 F( y) 曲线在给定时刻 t0的两切线夹角 α
来表示，且 α 值越小，表示 F( x) 与 F( y) 两条曲线变化趋势之间的差异越小( 图 1) 。其中，F( x) 与 F( y) 的变

化速率 V( x) 与 V( y) 可通过其曲线的切线斜率 F'( x) 和 F'( y) 来表示:

V( x) = F'( x) = dx /dt ( 9)

V( y) = F'( y) = dy /dt ( 10)

α = arctan
F'( x) － F'( y)

1 + F'( x) F'( y)
0≤ α ＜ π /2( ) ( 11)

1．2．4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是根据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进一步判定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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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调作用关系和表现［3］。若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假定这个系统只有 F( x) 与 F( y) 两个元素，按照

贝塔兰菲的一般系统论［25］，当系统内的各元素协调时，整个系统也是协调发展的，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 V 可

以看作是 V( x) 与 V( y) 的函数，所以有 V= f( V( x) ) ，V( y) ［31］。首先建立 V 的简单模型，假定社会经济的变

化具有周期性的特点，生态环境受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出现周期性，在每个周期内，由于 V 的变化受 V( x) 与

V( y) 的影响，因此可以在两维平面［V( x) ，V( y) ］中来分析 V，以 V( x) 与 V( y) 为变量建立平面坐标系，则 V
的变化轨迹为坐标系中的一椭圆 ( 因为经济发展一般大于生态环境发展速度) ( 图 2) 。V( x) 与 V( y) 的夹角

β 满足: tgβ=V( x) /V( y) ，即 β=arctanV( x) /V( y) ，根据 β 的取值，可以判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经济系统

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程度［32］( 表 2) 。

图 1 剪刀差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scissors difference

图 2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耦合度模型

Fig． 2 Coupling mod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表 2 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模型

Table 2 Coupling model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角度范围
Angle range

区域
Area

发展阶段
Development stage

作用表现
Action performance

－90°＜β≤0° Ⅰ 低级协调共生阶段
经济发展缓慢，且基本不受生态环境的限制和约束，经济发展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也几乎为零

0°＜β≤45° 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V( x) ＜V( y) ，经济发展速度小于环境演化速度，经济发展已经开始显
现出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生态环境制约了经济发展

β= 45° Ⅱ 和谐发展阶段 V( x) = V( y) ，经济与环境发展速度相当，二者和谐发展

45°＜β≤90° 共同发展阶段
V( x) ＞V( y) ，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经济和环境开始相互影响，环境
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限制矛盾开始显露，但尚不突出

90°＜β≤180° Ⅲ 极限发展阶段
经济高速发展期，其快速发展加速了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
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约束经济发展的限制圈也相应
越来越小，生态环境危机进入潜伏期

－180°＜β≤－90° Ⅳ 螺旋式上升阶段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由交互胁迫的关系逐步转化为相互促进的
关系，并最终达到经济与环境高度协调共生发展状态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安塞县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水平在研究期间整体呈波动上升而后逐步下降的变化趋势( 图 3) ，1996—2002

年安塞县生态环境指数值由 0．42 波动上升到 0．63，说明该时期生态功能的作用逐渐发挥作用，使得生态指数

明显增加; 而后生态环境指数值由 2003 年的 0．59 下降到 2012 年的 0．37，说明该时期内生态环境整体面临的

压力加大。生态环境系统分类指标中，资源供给情况与土地利用程度在研究期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演变趋

势，但前者的上升速度较快; 生态环境指数表现出缓慢下降的状态，且幅度相对较大。总体来说，20 世纪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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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们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

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图 3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Fig．3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eco-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水平在研究期间整体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 ( 图 3) ，由 1996 年的 0．17 上升到

2013 年的 0．83，县域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其中受经济活力影响，2004 年后增势明显提高。社会经济系统分类

指标中，经济运行情况和社会发展指数的上升速度都比较快，其中，经济运行情况的增长最为明显，由 0．05 增

长至 0．99，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巩固和提高，并在 2006 年间

为持续上升趋势，这主要源自县域经济实力的明显提升，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水平。
通过指标线性求和公式计算得到 1996—2013 年安塞县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指数( 图

3) ，从图中可以看出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逐年增加，而生态环境系统发展趋势整体呈现在波动

中下降的趋势。从增长速度来看，社会经济系统经历了一个较低速度的增长期，从 2004 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

时期; 生态环境系统演变速度由快变慢，总体处于平稳下降状态。从综合发展的同步性看，1996—2008 年期

间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指数明显大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指数，二者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2009 年以后，

生态环境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二者出现发展步调不一致状态，差距呈现由小变大趋势。总体来说，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
安塞县生态环境优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化速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图 3) ，生态环境优化速度

虽然在波动中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在 2009 年以后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仍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27］，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政策，走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持续协调发展［33］，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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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安塞县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指数的变化情况，将二者看作两个系统，借

助耦合和协调的理论模型，利用公式计算得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度 ( C) 和耦和协调度

( D) ( 表 3)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评判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34］。然后依据均匀分布函数法

比较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F ( x) 与 F ( y) ］，将耦合协调度分为 3 种类型: F ( x) ＞
F( y) 时，属于经济滞后型; F( x) = F( y) 时，属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同步发展型; F( x) ＜F( y) 时，属于生态环境

滞后型。

表 3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度评判标准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coupling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类型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类型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0．0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1996—2013 年，安塞县生态环境系统［F( x) ］与社会经济系统［F ( y) ］的耦合协调度指数［D( x，y) ］由

0．32 增长至 0．59，表明该区域［F( x) ］与［F( y) ］的关系不断改善，逐渐趋于协调( 图 4) 。1996—2002 年，由

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轨迹的较大波动，也造成耦合度指数

呈波动中缓慢上升趋势，进而影响了 D( x，y) 的波动趋势; 2003—2010 年，F( x) 与 F( y) 运动轨迹逐渐趋

同，使 C 与 T 的运动轨迹在波动中呈现稳定的上升态势; 2011 年之后，C 与 T 的运动轨迹呈现快速上升态

势，说明二者都达到较高水平，导致 D( x，y) 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说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

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
耦合协调度 D 的数值越大，表明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高( 表 3，图 5) 。由

图 5 可以看出，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在 1996—2000 年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

2000—2010 年为过渡区域，从濒临失调发展至勉强协调; 2010 年以后为初级协调。1996—2008 年安塞县生

态环境建设水平领先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9年之后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低于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图 4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Fig． 4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图 5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

Fig． 5 Types of coupling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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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总体来说，1996—2013 年安塞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是由低水平的经济滞后失调型发

展为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滞后协调型。
2．3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剪刀差及耦合度分析

在研究期间，安塞县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比较平缓，大体

在 0．0317 水平范围内波动( 图 6) 。这说明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这两个系统发展演

化速率的差异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从波动趋势看，2002 年以后，两系统间演化速率的差异突然增大，这说

明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
1996—2013 年，安塞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处于耦合度模型的第 II 区域，其角度范围在 45°＜β

＜90°，即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经济和环境开始相互影响，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限制矛盾开始显露，但

尚不突出( 表 2) 。这一阶段可分为两种演化趋势: 即 1996—2000 年及 2003—2011 年为协调耦合度上升时期

和 2001—2002 年及 2012—2013 年的下降时期( 图 7) 。安塞县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的不断上升说

明了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生态环境恶化，恶化的生态环境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经济的增长速度

放慢，由于其彼此相互影响，两者的耦合程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但仍影响着经济

的发展。2001—2002 年及 2012—2013 年的下降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生态环境演化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速

度的比率逐渐加大，由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胁迫加剧，致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

图 6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剪刀差

Fig．6 The scissors difference between eco-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图 7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度演化趋势

Fig． 7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eco-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3 讨论

安塞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压力，因此促进其社会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关系到该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27］。本文借助系统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构建了陕北安塞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和耦合度模型

分析二者的耦合关系。相比传统的耦合模型，上述 3 种方法的相互补充使耦合关系的评判更全面。

通过对陕北安塞县 1996—2013 年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发展进行分析表明: 安塞县社会经

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稳定上升，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水平呈波动中下降趋势，但是 2009 年以后，社会经济发展

速度明显快于生态环境改善水平，二者出现发展步调不一致状态，差距呈现由小变大趋势，说明随着陕北安塞

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环境质量恶化、资源短缺枯竭、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已影响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生态与经济出现发展步调不一致的情况，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扶持，全县人

民积极响应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得陕北安塞县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相

克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过高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损害生态系统正常的支撑功能，生态系统则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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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环境污染 、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反馈形式制约社会经济发展［35］; 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同发展

过程来看，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现状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退耕还

林( 草) 初期，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破坏一定的生态环境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退耕还林( 草) 政策的逐渐完善，开始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使社会经济能够从生态保护中获取

利益［36］，从而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不断磨合最终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演进，但是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虽然安塞县政府依据“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大力节能减排措施制订了一系列的发展政

策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慢慢减小，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但是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较大［37］。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

与生态环境建设直接影响着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以

平衡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如果没有生态建设的固基和推进作用，经济发展的成本将会增加，效应会大打折扣。
因此面对资源存量锐减和生存环境恶化的双重约束，安塞县未来发展应该继续巩固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的成

果，高度重视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充分发挥生态修复的后发效应; 经济方面: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
整产业结构、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充分发挥农业县域的优势，以发展特色产业为

龙头，开发自主品牌，同时紧抓工业生产建设，促进经济总量扩张，并继承和发扬民间传统艺术，挖掘和开发腰

鼓、民歌、剪纸、农民画为特色的民俗文化，使文化旅游业逐步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社会整体发展

水平。环境方面: 充分利用各种污染物和废弃物，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38］，加强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提高资

源利用率，实现经济与环境同行发展。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加大森林经营力度，加快低效林改造。提高森

林质量，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文中重点在于探讨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与演变机制。在建立陕北安塞县生

态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时，由于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指标的选

取时只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客观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以及可比性等原则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已选取

指标的普遍性还需进一步研究。在用剪刀差方法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间的差异性时，由于多项

式拟合的缘故，剪刀差评价结果仅反映了研究时段内的整体趋势，对于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具体年份尚有偏差。

4 结论

文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和耦合度模型，分别研究了安塞县 1996—2013 年社会经济系统与

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速度差异、协调发展状态和耦合状态的演化趋势，结果表明:

( 1)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稳定上升，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水平呈现出波动

中下降趋势，前者发展速度总体上快于后者。
( 2)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在研究期内不断提高，耦合协

调水平先后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再到勉强协调的状态。
( 3)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比较

平缓。
( 4) 1996—2013 年间，安塞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分布于 45°＜β＜90°范围内，二者处于协调发

展阶段，耦合度 β 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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