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

(%'#

)""*

年
+"

月
,%-./0&%123%/

45

6/

4

,60/73-8/69:.;6<

=

>?<')""*

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城乡系统承载力的定量评估
'''以海南省为例

!"

收稿日期!

)""*@"#@"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G"B!#")A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三期领域前沿课题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富刚"

+A*"@

#$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与城乡发展

刘彦随"联系人#$男$陕西绥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和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

C@D06&

#

&6-

=

;

!

6

4

;/..'0?'?/

张富刚+

!

)

!

!

刘彦随+

"

+'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

+""+"+

&

)'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北京
!

+"""!G

#

摘要!通过建立区域城乡系统承载
^

消耗定量评价模型!对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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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省城乡系统承载力状态

进行了评估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海南省区域城乡系统状态呈现波动变化!经历了一个超载'可

载'超载的过程#$

)

%社会经济承载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二者的协调度为
"'B"

!是

复合承载力的
!

倍#$

!

%各要素承载对复合承载力的贡献率大小顺序依次为&社会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基

础(外部支撑能力(生态环境状况和资源禀赋条件!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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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发展消耗水平是区域发展消耗水平的主导驱动因素!贡献率为

B+'**]

!

)""#

年区域对外输出能力超过经济发展消耗水平!贡献率分别为
GB'*A]

和
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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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

世纪
I"

年代全球性人口膨胀'资源短

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爆发$许多国际机构'政府组

织和学术界相继开展了不同尺度区域承载力研究*

+@)

+

$

既包括土地'水'矿产等单一要素承载力的评价$也包

括资源复合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区域系统承载力的评

估*

!@G

+

%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

法为主$如
C22>

模型'农业生态区方法"

HCJ

#'生态

足迹方法'空间向量法'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二级模糊综

合评判法等*

)@!

+

%一般而言$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表征

区域系统中某些单一子系统可以承载人口数量'经济

规模的重要指标$用于揭示区域资源开发'环境承载的

最大容量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状态%然而$区域

系统是一个(人口
^

资源
^

环境
^

发展"

SPCa

#)的复

合系统$通常的区域承载力研究$难以涵盖特定时期资

源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汉英等引

入空间向量法开展了环渤海地区承载力问题研究$取

得了良好成果*

#

+

$但在评价过程中仍面临各指标的目

标值难以确定的问题%当前$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城镇

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与利用强度在持续增大$导

致区域系统的快速演化*

B

+

%特别是以城乡转型发展为

特征的城乡系统演变$日益成为协调城乡关系'统筹城

乡发展决策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I

+

%该文着眼系统论角

度$剖析城乡复合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揭示系统承载

和消耗关系$定量评估海南省城乡系统运行状态$进而

探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模式与途径%

+

!

区域城乡系统结构与机理

区域系统是多尺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按照区

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区域系统可简单划分

为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城镇系统主要包括大都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以及城郊社区等城市等级体系$乡村

系统主要包括村庄'中心村"社区#'集镇'中心镇等村

镇空间体系%两个系统之间相互融合'交互叠加$形成

一个独特的城乡交错系统%国内外城市化经验表明$

城市与乡村只有保持平衡和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城乡

互动和一体化发展%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

体$呈现出由城镇系统'城乡交错系统$再过渡到乡村

系统的空间格局$相应的乡村性序次增强$而城市性逐

步减弱*

*

+

%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城乡地域系统内部各

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

级协调发展不断上升的过程*

B

+

%

按照系统论原理$区域城乡系统具有复杂性'开放

性'非线性和自组织性的特点*

)

+

%系统演化的状态主

要取决于区域承载系统与区域消耗系统%区域承载系

统是由资源环境承载系统与社会经济承载系统构成$

资源环境承载系统包括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是整个

系统能量熵的供给者$并为社会经济承载系统运行提

供大量物质条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承载

系统包括人口系统和发展系统$为资源环境承载系统

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等外部支撑力$促进其持

续运行发展%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胁迫$共

同构成了区域发展的支撑圈$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

到限制约束作用*

B

+

%区域消耗系统包括社会经济消耗

系统和资源环境消耗系统%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可

引发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

#

+

$人们衣'食'

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耗和基础生产消耗构成社会经济

消耗系统%区域资源环境是人类进行各种社会行为活

动的最终受体$资源消耗状况和生态环境污染状况是

社会经济消耗系统作用于资源环境消耗系统的综合

反映%

)

!

研究区及数据来源

+A**

年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区位条件优

越$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明显$是我国重要的热带农业

生产基地*

A

+

%近些年来$在(一省两地)战略引导下$区

域经济快速发展%

)""#

年全省
LaS

为
A"#'"!

亿元$

人均
LaS

为
+"AA*

元&生态环境质量较优$是重要的

休闲度假胜地$

)""#

年森林覆盖率达
##'#]

%但从沿

海地区发展来看$海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发展失

衡及其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显现%

+A**

-

)""#

年$城

乡人均收入比由
+'AB

扩大到
)'I"

%随着(大园区)建

设'(大项目)的进入$以及热带滨海旅游产业的快速发

展$海南区域城乡关系正在发生转变$有利于促进区域

与城乡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年鉴/

*

+"

+

$水资

源数据来自.海南省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海南省水资

源公报/"海南(生态省)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编印$

)""#

#$人力资源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

+

$部

分生态环境资料来自.海南省生态省建设资料汇编/

"海南省水文资源勘测局编印$

)""G

#等典型调研资料%

!

!

研究方法

!'+

!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系统性的原则$充

分考虑区域承载系统与消耗系统之间的互动反馈的特

点$将人类活动分为承载类活动与消耗类活动$既强化

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人力资源的支撑作用$又体现人

类生存发展的消耗作用&区际交流能力分为外部支撑

能力与对外输出能力$构建区域城乡系统承载力评价

指标体系"表
+

#%

#

第
#

期
!!!!!!!!!!

张富刚!等&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城乡系统承载力的定量评估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表
+

!

区域城乡系统承载
^

消耗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区域综合

承载能力

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

社会经济

承载能力

资源禀赋条件"

P

#"

"'+G!

#

生态环境状况"

C

#"

"'+"*

#

社会经济水平"

NC

#"

"'!)"

#

人力资源基础"

SP

#"

"')G)

#

外部支撑能力"

>N

#"

"'+*I

#

人均水资源量"

"'!!!

#

人均耕地面积"

"'BBI

#

森林覆盖率"

"')"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G"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G"

#

人均
LaS

"

"'+)"

#

第三产业占
LaS

比重"

"')!I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L>S

比例"

"'+!+

#

科教文卫事业费用占
LaS

比重"

"')I#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AA

#

农民人均纯收入"

"'+!I

#

普通中等教育以上普及率"

"'#"

#

从业人员数量"

"'#"

#

进口总额"

"'!!!

#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BBI

#

区域发展

消耗水平

经济发展消耗水平"

C8

#"

"'#)#

#

LaS

年均增长率"

"')")

#

对外输出状况"

>C

#"

"'!!!

#

第二产业年均增长率"

"'+#G

#

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

"'+G"

#

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

"'+"*

#

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

"'"II

#

万元工业产值固体废物排放量"

"'"BI

#

万元
LaS

能耗"

"')#!

#

人口压力状况"

SS

#"

"'+G)

#

人口自然增长率"

"'BBI

#

人口总量"

"'!!!

#

出口总额"

+'"

#

!')

!

指标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采用专家咨询""

a:&

U

36

法#和层次分析法

"

HSK

#相结合的方法*

B

+

$对每个因素层及下属指标因

子进行赋权%

!'!

!

评价模型

"

+

#区域综合承载力模型

根据参考文献*

+)

+$采取加权求和方法$构建区域

综合承载力和区域发展消耗水平评价模型$其中$前者

包括资源环境承载力模型'社会经济承载力模型'资源

环境
^

社会经济复合承载力模型'协调度模型以及区

域综合承载力模型
G

部分%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2

)

*

"

)

#

+))

"

)

!$

3槡 &

"

!

#

!!

!

为资源环境承载力$

$

为社会经济承载力$

!

#

'

$

%

'

!

!#

'

!

$

%

分别为各评价指标值及其对应权重&

&

为

区域资源环境
^

社会经济复合承载力$

"

'

#

为系数$考

虑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承载力同等重要$

"

b

#

b",#

&

)

!$

为协调度$

*

为调节系数$

*b)

&

+))

为

区域综合承载力%

"

)

#区域发展消耗水平模型

+-./

"

#

D

%

"

+

+-./

%

!

+-./

%

"

G

#

!!

+-./

为区域发展消耗水平$

+-./

%

'

!

+-./

%

分别

为评价指标值及其对应权重%

"

!

#区域系统承载
^

消耗状态评判模型

考虑到区域系统可载或超载是对某一时间点'某

一区域系统静态状态的表征$为进一步科学把握区域

系统的演化趋向$构建区域系统承载
^

消耗状态评判

模型!

-

"

+-./

0

+))

"

#

#

1

"

+-./

0

+))

+-./

'

+""]

"

B

#

!!

+))

为区域综合承载力$

+-./

为区域发展消耗

水平&

-

$

"

时$表示系统处于超载状况$

-

代表超载程

度$

1

为区域承载约束强度$表征某一区域发展进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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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综合承载能力的不足对区域发展产生约束力

的大小&

-

%

"

时$表示系统尚处于可载状态$区域发展

尚未受到自身承载能力的制约$

1b"

$

&

-

&

代表区域

系统发展演进的潜力空间大小%

G

!

结果分析

G'+

!

城乡系统状态分析

在区域宏观发展战略调控影响下$

+AA#

-

)""#

年海

南省区域系统状态波动变化显著$大致分为
!

个阶段!

+

#

+AA#

-

+AA*

年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程度"

-

值#

由
"'"AI

上升为
"')G#

%

+AA)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海南省掀起经济建设热潮$大量资金'人力涌入$年均

实际利用外资额达
+)'+B

亿美元&(九五)期间全省开

发区数目达
+"G

个$土地闲置和浪费现象严重&人口增

长加快$年均自然增长率达
+!'*"]

&经济增长放慢$

LaS

年均增长率
I'G!]

%产业布局混乱$(三废)污染

加剧$区域发展消耗水平逐步提高$年均增幅为

"'"!)I

%随着国家实施各项调控政策$情况有所好

转$

+AAI

'

+AA*

年发展消耗水平基本持平$但综合承载

力继续保持惯性减少$综合支撑能力的不足严重制约

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AA#

-

+AA*

年$承载约束强度

"

1

#从
"')B**

上升为
"'#!!A

&

)

#

+AAA

-

)""+

年进入可载状态%

+AAA

年率先提出

(生态省)建设目标$同年
I

月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了

.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文化培育等$森林覆盖

率稳步提高'污染治理力度加大$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改

善$综合承载力逐步上升$年均增幅
"'"B"!

&发展消耗

水平波动下降$年均降幅为
"'"GIG

%综合承载力能够

完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且存在一定的发展潜力空间&

!

#

)"")

-

)""#

年重新进入超载状态%

)"")

-

)""G

年综合承载力持续下降$

)""G

年降到低谷$为

"'!+

$到
)""#

年才出现反弹$年均增幅
"'"!B"

%实施

(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发展模式以来$大力发展新

型工业和滨海旅游业$石化'建材'浆纸'旅游房地产等

诸多高耗能项目相继启动$加上人口压力增大$区域发

展消耗水平节节攀升$直到
)""#

年才有所下降$年均

增幅
"'"*!)

%近年来$在区域调控政策引导下$系统

逐步趋向高支撑'低消耗的可持续状态$今后须进一步

明确发展功能定位$转变发展理念$优化调整产业结

构*

+!

+

$落实(降污减排)的调控政策$倡导低能耗工业

生产模式$促使城乡系统逐步进入可载状态%

G')

!

城乡系统承载状况分析

G')'+

!

城乡系统承载分量及其协调性分析

城乡系统的综合承载力是城乡系统中资源环境承

载系统'社会经济承载系统及两者间协调状况的综合

反映%资源环境
^

社会经济复合承载力"以下简称为

复合承载力$

&

#是综合承载力的主要部分$

+AA#

-

+AAA

年$由于开发热潮的兴起$各种资源破坏加剧'生

态环境恶化严重$复合承载力"

&

#逐步下降$

+AAA

年降

到低谷$为
",+!

&(生态省)战略实施以来$社会经济发

展逐步步入正规轨道$复合承载力"

&

#开始稳步提升$

)""#

年达峰值
",!B

%社会经济承载力"

$

#是复合承

载力"

&

#的重要组分$

+AA#

-

)""#

年平均值为
",!"

$

一直高于资源环境承载力"

!

#$呈波动上升趋势$

+AAA

年最低为
",+*

$

)""#

年最高达
",#"

%资源环境承载力

"

!

#是复合承载力"

&

#的基础$变化相对平缓$

+AA*

年

最低为
","#

$

)""#

年最高为
",)+

%

协调度"

)

!$

#大小真实刻画了城乡系统中两个子

系统的协调耦合状态$

+AA#

-

)""#

年海南省协调度曲

线一直位于复合承载力曲线的上方$并且变化波动剧

烈$是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AA*

年最低为

",!)

$

)"""

年达峰值
",AG

"图
+

#$据此$实施区域调控

政策措施$引导城乡承载系统内部协调发展$是今后提

高城乡系统综合承载力的重要方向%

图
+

!

+AA#

-

)""#

年海南省承载力分量与协调度变化

G')')

!

承载要素贡献率分析

+

#社会经济水平是承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平均

贡献率达
!+'G"]

%其中$

+AAA

年最高$为
G+'*G]

$

)""!

年最低$为
)#'*!]

%人力资源基础对承载力的

提升作用逐步显化$平均贡献率为
))'I+]

&

+AA#

年仅

为
+"'*)]

$

)""!

超过
G"]

$年均增长
++'"B]

%提高

社会经济实力水平$加大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力度$提升居民购买能力$重视人才引进$提高劳

动者素质$是提高承载力的重要途径&

)

#外部支撑能力对复合承载力的贡献程度逐步下

降$

+AA#

年为
G"'"B]

$

)"""

年降至
+'*!]

$虽然近年

来有所提高$

)""#

年为
I'*)]

$但仍与其作为全国最

大经济特区的地位不符%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

下$应借助良好的区位条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和两种市场$发挥岛屿经济优势$提高对外贸易能

力$培育和壮大区域城乡系统的支撑能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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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禀赋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平均贡献率比

较接近$分别为
+!'G#]

和
+!'BG]

$表明当前土地'水

等资源环境条件已不再是承载力的主导性因素%资源

禀赋条件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今后必须大力贯彻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念$严格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

源$为提升区域承载力提供基础性保障%

+AAA

年(生

态省)战略实施以来$其贡献率明显提高$但近两年又

出现下降势头%今后$需要继续强化中部山区生态环

境保护$协调处理好滨海旅游开发'工业建设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关系$为海岛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

G'!

!

城乡系统发展消耗状况分析

区域城乡系统发展消耗水平包括经济发展消耗'

人口增长压力和对外输出能力
!

个方面$

+AA#

-

)""#

年区域对外输出能力波动变化显著$经历了一个

稳步上升-剧烈下降-波动上升-剧烈下降的过程$

经济发展消耗水平波动上升$人口增长压力波动下降$

且均比较平缓$两条曲线相互交叉呈
M

状"图
)

#%

图
)

!

+AA#

-

)""#

年海南省发展消耗水平分量变化

各消耗要素对城乡系统发展消耗水平的贡献率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
+

阶段为经济发展消耗水平

绝对主导阶段"

+AA#

-

)""G

年#%经济发展消耗水平

成为决定区域发展消耗水平的主导性因素$平均贡献

率为
B+'**]

$对外输出能力与人口增长压力间交互

更替$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

'

+#'A"]

%第
)

阶

段为对外输出能力主导阶段"

)""#

年#%

)""#

年全省

对外输出能力大幅提高$贡献率为
GB'*A]

$超过经济

发展消耗水平"

GG'I#]

#$成为区域城乡系统发展消耗

的主体构成&人口问题已不再是主要部分$贡献率仅为

*'!B]

&这表明$近期来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的调控政

策$经济发展消耗水平有效控制$但仍需要继续努力%

#

!

结论与讨论

+

#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城乡地域系统内部各子系

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

调发展不断上升的过程%城乡系统的演化状态主要取

决于城乡承载系统和城乡消耗系统的运行状况$探讨

城乡系统演化态势$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决策的重要

基础&

)

#

+AA#

-

)""#

年海南城乡系统状态波动变化%

+AA#

-

+AA*

年$系统处于超载状态&

+AAA

-

)""+

年逐

步摆脱经济发展困境田%(生态省)建设战略的实施$

城乡系统进入可载状态%近年来"

)"")

-

)""#

年#(一

省两地)的战略重点进一步明确$在(大企业进入'大项

目带动)模式的引导下$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综合承载

力又显不足$系统再次进入超载状态&

!

#社会经济承载力是复合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海南城乡承载系统中各要素对复合承载力的贡献

率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社会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基

础'外部支撑能力'生态环境状况和资源禀赋条件&继

续提升区域经济实力水平$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培育壮

大外部支撑能力$引导承载系统协调发展是今后海南

省提升自身承载力的主要途径&

G

#区域城乡系统发展的消耗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

+AA#

-

)""G

年经济发展消耗水平是区域发展消

耗的主导驱动因素$

)""#

年区域对外输出能力超过经

济发展消耗水平$人口问题已不再是区域消耗的主体

部分%积极倡导循环经济理念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实施科学的区域对外贸易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

QP8NKNFCSKC('F3:?%/?:

U

<%1?0..

=

6/

4

?0

U

0?6<

=

1%.

;

=

;<:D; %1 ;361<6/

4

?-&<690<6%/

*

,

+

' HD:.6?0/

H/<3.%

U

%&%

4

6;<

$

+AI#

$

II

"

G

#!

IAA@*++'

*

)

+

!

毛汉英$余丹林
'

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

,

+

'

地球

科学进展$

)""+

$

+B

"

G

#!

#GA@###'

TH>K0/@

=

6/

4

$

8̀a0/@&6/'H;<-O

=

%/<3:

5

-0/<6<0<69:

.:;:0.?3%1.:

4

6%/0&?0..

=

6/

4

?0

U

0?6<

=

*

,

+

'HO90/?:;6/

C0.<3N?6:/?:

$

)""+

$

+B

"

G

#!

#GA@###'

*

!

+

!

孙卫东$阎军印
'

区域国土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研究的探

讨*

,

+

'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

$

+

!

!@B'

N8( c:6@O%/

4

$

H̀(,-/@

=

6/'C90&-0<6%/.:;:0.?3%/

<3:?%D

U

.:3:/;69:?0..

=

6/

4

?0

U

0?6<

=

%1.:

4

6%/0&&0/O0/O

.:;%-.?:;

*

,

+

'(0<-.0&P:;%-.?:C?%/%D6?;%1236/0

$

)""#

"

+

#!

!@B'

*

G

+

!

毛留喜$宇振荣$程序$等
'

北方农牧交错带人口胁迫与耕

地利用的相互关系*

,

+

'

农业工程学报$

)"""

$

+B

"

G

#!

++@+G'

TH> \6-@E6

$

8̀ J3:/@.%/

4

$

2KC(L M-

$

:< 0&'

P:&0<6%/;36

U

X:<W::/

U

%

U

-&0<6%/;<.:;;0/O&0/O-;:6/

:?%<%/:X:<W::/ 0

4

.6?-&<-.:0/O 0/6D0&3-;X0/O.

=

6/

(%.<3236/0

*

,

+

'F.0/;0?<6%/;%1<3:2NHC

$

)"""

$

+B

"

G

#!

++@+G'

*

#

+

!

毛汉英$余丹林
'

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研究*

,

+

'

地理学

*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第
!"

卷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报$

)""+

$

#B

"

!

#!

!B!@!I+'

TH>K0/@

=

6/

4

$

8̀a0/@&6/'P:

4

6%/0&?0..

=

6/

4

?0

U

0?6<

=

6/Q%306P6D

*

,

+

'H?<0L:%

4

.0

U

36?0N6/6?0

$

)""+

$

#B

"

!

#!

!B!@!I+'

*

B

+

!

张富刚$刘彦随$王介勇
'

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区域系统耦

合状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

,

+

'

资源科学$

)""I

$

)A

"

+

#!

+B@)"'

JKH(L _-@

4

0/

4

$

\Z8 0̀/@;-6

$

cH(L ,6:@

=

%/

4

'

H/0&

=

;6; %1 .:

4

6%/0& ;

=

;<:D ?%-

U

&: ;<0<: 6/ .0

U

6O

O:9:&%

U

6/

4

?%0;<0& .:

4

6%/

!

0 ?0;: ;<-O

=

%1 K06/0/

S.%96/?:

*

,

+

'P:;%-.?:;N?6:/?:

$

)""I

$

)A

"

+

#!

+B@)"'

*

I

+

!

刘彦随$卢艳霞
'

中国沿海地区城乡发展态势与土地利用

优化研究*

,

+

'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I

$

)A

"

!

#!

G@I'

\Z8 0̀/@;-6

$

\8 0̀/@E60'>

U

<6D0&&0/O-;:;<.0<:

4

6:;<%

4

-0.0/<::-.X0/@.-.0&30.D%/6%-;O:9:&%

U

D:/<6/:0;<:./

?%0;<0&.:

4

6%/%1236/0

*

,

+

',%-./0&%123%/

45

6/

4

,60/73-

8/69:.;6<

=

$

)""I

$

)A

"

!

#!

G@I'

*

*

+

!

张小林
'

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

T

+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AA'

*

A

+

!

海南省统计局
'

海南统计年鉴"

+AA#

"

)""B

#*

J

+

'

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

+AA#@)""B'

*

+"

+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AA#@)""B

年#*

J

+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AA#@)""B'

*

++

+

!

刘彦随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

,

+

'

地理学报$

)""I

$

B)

"

B

#!

#B!@#I"'

\Z8 0̀/@;-6'P-.0&<.0/;1%.D0<6%/ O:9:&%

U

D:/<0/O

/:W?%-/<.

=

;6O:?%/;<.-?<6%/6/:0;<:./?%0;<0&0.:0%1

236/0

*

,

+

'H?<0L:%

4

.0

U

36?0N6/6?0

$

)""I

$

B)

"

B

#!

#B!@

#I"'

*

+)

+

!

徐肇忠
'

城市环境规划*

T

+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

+AAA'

*

+!

+

!

刘彦随$陆大道
'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基本态势与区域效

应*

,

+

'

地理学报$

)""!

$

#*

"

!

#!

!*+@!*A'

\Z8 0̀/@;-6

$

\8a0@O0%'F3:X0;6?<.:/O0/O.:

4

6%/0&

:11:?<%10

4

.6?-&<-.0&;<.-?<-.:0O

R

-;<D:/<6/236/0

*

,

+

'

H?<0L:%

4

.0

U

36?0N6/6?0

$

)""!

$

#*

"

!

#!

!*+@!*A'

$编辑
!

王秀玲

'''''''''''''''''''''''''''''''''''''''''''''''''''

%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

+

+

!

李广斌$王勇$袁中金
'

城市特色与城市形象塑造*

,

+

'

城

市规划$

)""B

"

)

#!

IA@*)'

\ZL-0/

4

@X6/

$

cH(L %̀/

4

$

8̀H( J3%/

4

@,6/'8.X0/

6O:/<6<

=

0/O-.X0/6D0

4

:?%/;<.-?<6%/

*

,

+

'26<

=

S&0//6/

4

P:96:W

$

)""B

"

)

#!

IA@*)'

*

)

+

!

王培明
'

试论中国山水美学思想*

,

+

'

风景园林$

)""#

"

)

#!

*G@*A'

cH(LS:6@D6/

4

'HO6;?-;;6%/%/<3:0:;<3:<6?6O:%&%

4=

%1 236/:;: &0/O;?0

U

: 0.?36<:?<-.:

*

,

+

'\0/O;?0

U

:

H.?36<:?<-.:

$

)""#

"

)

#!

*G@*A'

*

!

+

!

楼庆西
'

中国园林*

T

+

'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

*

G

+

!

汪德华
'

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

T

+

'

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

)"")

!

+'

*

#

+

!

王伟章
'

江河之源 文明之源*

,

+

'

青海旅游$

)""B

"

)

#!

+)@+#'

cH(L c:6@730/

4

'F3:;%-?:;%1.69:.;

$

<3:;%-?:%1

?696&670<6%/

*

,

+

'Y6/

4

306F%-.6;D

$

)""B

"

)

#!

+)@+#'

*

B

+

!

桂季朗
'

秋日青海湖*

,

+

'

青海旅游$

)""I

"

B

#!

GB@GI'

,ZL-6@&0/

4

'H-<-D/Y6/

4

306\0[:

*

,

+

'Y6/

4

306F%-.6;D

$

)""I

"

B

#!

GB@GI'

*

I

+鲍世行$顾孟潮
'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山水城市与建筑科

学*

T

+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AA

!

G)!'

$编辑
!

胡
!

玲%

A

第
#

期
!!!!!!!!!!

张富刚!等&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城乡系统承载力的定量评估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建大学报0805 4
	建大学报0805 5
	建大学报0805 6
	建大学报0805 7
	建大学报0805 8
	建大学报0805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