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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及对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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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 以我国西部新兴边贸城市崇左市为研究区域,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资源 ) 能源消耗及

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 结合生态学表现, 利用三角模型工具分析评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

况和长期趋势。探求崇左市 1985~ 2005 年可持续综合利用情况, 对研究区经济发展现状问题

的解决具有实用价值, 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综合利用具有方法论意义。结果表明 2005 年崇左

市可持续综合发展处于一般可持续性状态, 且区域内 7 个行政子单元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介

于弱可持续性到一般可持续性状态, 东南部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优于西北部。崇左市可持续

综合发展水平 1985~ 1990 年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1991~ 1995 年呈强可持续性趋势; 1996~

2000 年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2001~ 2005 年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 但较前一阶段有下降趋

势。这些状况和趋势与近 20 年间崇左市大力发展经济,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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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 20世纪 80年代人类全面总结自己的发展历程, 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

济行为后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 它昭示全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将成

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 1~ 4]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

发展[ 5~ 7] 。它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运作; 要求社会发展

具有较高的经济收益且有较好的生态表现
[ 8]

, 其中生态表现包括资源 ) 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 较好的生态表现意味着较低资源 ) 能源消耗和较低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复杂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问题 [ 9~ 11] , 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通过系统的定量

分析、定量评估, 进行动态监测、分析与调控
[ 1 2, 13]

。需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定量

评估分析和动态监测、分析和调控。目前国内外对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了大量有益工

作[ 14~ 18] , 建立了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 [ 19, 20] ,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 21, 22]。研究方法主要有:

( 1) 目标法
[ 23]
。首先确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然后在每一目标下建立数个子目标; ( 2)

交叉法[ 24, 25]。通过二维、三维或多维的交叉, 可派生出一系列指标, 从而形成指标体系,

该方法常用来评价不同方面的协调性问题[ 26] ; ( 3) 分析法[ 27]。按评价对象和目标划分成

若干个不同组成部分和侧面, 再逐步细分 (形成各级子系统) , 直到每一个部分和侧面都

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指标来描述[ 28]。该方法将研究对象细分为不同方面来获得其可持续发

展水平, 考虑较全面。以上几种方法往往是综合起来使用, 对研究的目标进行确定、交叉

分析
[ 29, 30 ]

。这些成果与方法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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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模型作为一种直观的平台来图解在实施各种政策措施中, 相伴随的可持续综合发

展状况及趋势[ 31] 。由于其直观性, 易于被不同层次的学者研究和应用。使用该模型, 基

本分析灵活, 易于被管理及决策者理解, 且计算状态和趋势简单。利用三角模型定量评估

区域当前综合发展形势, 系统研究区域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 以验证研究区域发展可持续

性。如呈可持续发展, 则从中获得借鉴的经验, 以此更好地延续其可持续模式。如呈不可

持续发展, 则应调整其发展对策和经济增长方式, 引导其朝可持续方向发展。笔者力求为

研究区域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并为其他地区的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帮助。

1  研究区概况

  崇左市地处广西西南部 ( 106b33c~ 107b24cE, 21b36c~ 23b22cN ) , 是桂西南政治经济

交通中心, 全市土地面积 11 73万 km
2
。西及西南与越南接壤, 边境线长 533 km, 是广西

边境线最长的地级市。有国家一类口岸 3个, 二类口岸 4 个和边贸互市点 15个, 是全国

陆路口岸最多的地级市。境内山环岳绕, 丘陵起伏, 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体, 动植物及

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多种经济的有利条件。作为我国新兴边贸城市, 崇左

市具有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 在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

发展机遇, 但由于自然、经济基础条件限制及历史原因, 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广西全区

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相对落后, 且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崇左市是一个以壮族为

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88%, 全市辖扶绥、宁明、龙州、大

新、天等、凭祥、江州五县一市一区 ¹。2005 年, 全市总人口 2301 65 万人, 人口密度

133人/ km
2
, 2005年地区经济生产总值 1511 13亿元 (当年价格) , 财政收入 161 74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521 81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1 98亿元, 进出口总额 41 95

亿美元。2005年一、二、三产业结构为 361 61B281 87B341 52。

2  研究思路及方法

21 1  三角模型介绍
  为了反映区域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 引入三角模型方法定量评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

资源 ) 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使用三角模式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可视性描

述, 利用平面图形反映区域可持续综合发展特征及趋势。具体用经济发展指数 ( EDI )、

资源 ) 能源消耗指数 ( RECI ) 和环境污染指数 ( EPI ) 三个方面的多项指标测量, 评估

区域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和趋势。根据研究数据的侧重性不同, 基于可得性、相关性、代

表性、可比性
[ 32]
、整体性

[ 33]
和动态性原则选取一定指标, 其中 EDI 包括 GDP、人均

GDP; RECI 包括万元工业产值能耗、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地表水资源量及 人均土地资

源占有量; EP I 包括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交

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利用 / Grapher for w indow s0 软件构画出三角形图表 (图 1) , 然后

再利用 / M S W ord0 进行修正、标记、加趋势线及更改标签。最后, 利用优化后的三角

形图表评估可持续性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¹ 2003年 8月崇左市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 含扶绥县 ( 1951年 7月由扶南、绥渌、同正 3县合并)、大新县

( 1951年 9月由雷平、万承、养利 3县合并)、宁明县 ( 1952年 8月由镇南、思乐 2县合并)、凭祥市 ( 1956年 11月由

凭祥镇改为凭祥市)、天等县 ( 1957年 4月由镇向、龙茗 2县合并)、龙州县 ( 1961年 12 月由龙津县更名 )、江州区

( 2002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崇左县后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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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B、C、D、E 分别表示相对可持续性状况 (详见表 1) ; T1 ~ T7分别表示可持续性趋势 (详见表 2)

图 1  基于生态表现的区域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和趋势描述

Fig1 1  Description o 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 f reg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 atus and

tr end based on eco log ical per formance

  图 1中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 EDI 位于最高顶点, RECI 位于左下顶点, EP I 位于

右下顶点。X、Y和 Z 轴分别代表 EPI、EDI 和 RECI , 每个轴分别沿逆时针方向从 0到

1。每个轴分别平均分为 5个范围, /非常低0: 0~ 01 2; /较低0: 01 2~ 01 4; /中等0: 01 4

~ 01 6; /较高0, 01 6~ 01 8; /非常高0: 01 8~ 1。三角形又进一步细分为五个区域: A、

B、C、D和 E, 分别表示五个不同的可持续性状况, 代表其不同的表现水平 (表 1)。在

三角形内, 根据 EPI、EDI 和 RECI 的相对比例变化, 有 7 种可能的运动趋势 (表 2) ,

分别代表 7种不同的可持续性趋势。经过运算, 根据数据点和另外数据系列的相对位置关

系, 可对相应的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评估。

表 1  基于生态表现的区域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状况评估

Tab1 1  Eval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atus based
on ecological performance

区域
指数值范围 相对指数值

EDI RE CI EPI E DI RE CI EPI

生态

效应
相对可持续性

A 01 8~ 110 01 0~ 01 2 01 0~ 01 2 非常高 非常低 非常低 非常好 很强可持续性

B 01 6~ 018 01 0~ 01 4 01 0~ 01 4 高 非常低~ 低 非常低~ 低 好 强可持续性

C 01 4~ 016 01 0~ 01 6 01 0~ 01 6 中 非常低~ 中 非常低~ 中 中等 一般可持续性

D 01 2~ 014 01 0~ 01 8 01 0~ 01 8 低 非常低~ 高 非常低~ 高 差 弱可持续性

E 01 0~ 012 01 0~ 11 0 01 0~ 11 0 非常低 非常低~ 非常高 非常低~ 非常高 极差 不可持续性

 注: 根据参考文献 [ 8] , 并根据崇左市当地情况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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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生态表现的区域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趋势评估

Tab1 2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e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s

based on ecological performance

趋势 变化范围
指数变化的相对百分比值

EDI RECI EPI
生态效应 相对可持续性

T 1 0~ 60b { | { 一般 一般可持续性

T 2 60~ 120b { | | 优 很强可持续性

T 3 120~ 180b { { | 一般 一般可持续性

T 4 180~ 240b | { | 差 弱可持续性

T 5 240~ 300b | { { 非常差 不可持续性

T 6 300~ 360b | | { 差 弱可持续性

T 7 无变化 { { { 差 弱可持续性

| | | 差 弱可持续性

- - - 原始表现 原始状况

 注: ¹ 如 EDI、RECI、EPI 同时增加或减少, 且三者相对百分比不变, 则生态表现为差, 且表现为弱可持续性; º

如经济增长, 资源 ) 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均保持不变, 生态表现和可持续状态也保持以前的状态; » / { 0 表示增加;

/ | 0 表示减少; / - 0 表示未发生变化。

21 2  数据处理及标准化
  从研究区域相应年份统计年鉴及环境年报中获取指标所用数据后, 将经济发展指数指

标、资源 ) 能源消耗指数指标和环境污染指数指标做成二维数据矩阵。

ED yi = ( dyi ) =

d11 d12 , d1n

d21 d22 , d2n

, , , ,
d s1 d s2 , d sn

(1)

REC yj = ( ryj ) =

r 11 r12 , r1m

r 21 r22 , r2m

, , , ,
rs1 r s2 , r sm

(2)

EP yh = ( tyh) =

t11 t12 , t1k

t21 t22 , t2k

, , , ,

t s1 t s2 , t sk

(3)

  ED yi、RECyj和EP yh分别代表原始数据矩阵。 / y0 是第 y 个研究对象, 在评估可持

续性发展状况时代表不同的行政子单元, 而在评估 1985~ 2005年可持续性趋势时代表不

同年份; / i0 是选定的第 i个经济发展指数; / j 0 是选择的第 j 个资源 ) 能源消耗指数;

/ h0 是选择的第h 个环境污染指数; dyi是第 y 个选定对象的第 i 个选定经济发展指数的一

个具体原始数据; r yj是第 y 个选定对象的第 j 个选定资源 ) 能源消耗指数的具体原始数

据; tyh是第 y 个选定对象的第 h 个环境污染指数的具体原始数据。

  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对 ED yi、RECyj和EP yh根据公式 W 'yx = ( d'yx ) =
dyx

Max ( d yx )
s

y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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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1, 2, ,, s; x = i , j , h) 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式 ( 4) ~ ( 6)。

ED 'yi = ( d'yi ) =

d'11 d'12 , d'1n

d'21 d'22 , d'2n

, , , ,

d's1 d's2 , d'sn

(4)

REC 'yj = ( r 'yj ) =

r'11 r '12 , r '1m

r'21 r '22 , r '2m

, , , ,

r 's1 r's2 , r'sm

(5)

EP 'yh = ( t'yh ) =

t'11 t '12 , t '1k

t'21 t '22 , t '2k

, , , ,
t's1 t's2 , t'sk

(6)

  其中 d'yi是第 y 个研究对象的第 i 个经济发展指数的具体标准化数据。r 'yj第 y 个对象

的第 j 个资源- 能源消耗指数的具体标准化数据。t'yh是第 y 个研究对象的第h 个环境污染

指数的具体标准化数据。

21 3  确定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对于可持续综合状况的评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需对选择的指数赋予一定的

权重系数。目前权重系数确定的方法主要有: 专家咨询法 ( Delphi)、因子分析法、信息

量法、独立性法、秩和比法[ 34] ( RSR) 和层次分析法[ 35] ( AH P) 或上述方法的结合。为

了增加权重系数的准确性, 最好对两种或三种方法结合使用。本文将 RSR、AH P 和 De-l

phi法结合, 对所选择的指数来确定权重系数。

21 4  EDI、RECI和EPI 计算

EDI y = E
n

i= 1
( ED 'yi @ W i ) ( 7)

RECI y = E
m

j = 1
( REC 'yj @ W j ) ( 8)

EPI y = E
k

h = 1
( EP 'yh @ W h) ( 9)

  式中, EDI y、RECI y 和 EPI y 分别是第 y 个研究对象的 EDI、RECI 和 EP I 指数。

W i 是第 i 个EDI 的权重系数; 所有选定的EDI 的n 个权重系数的总和等于 1, 即E
n

i= 1
W i=

1; W j 是第 j 个RECI 的权重系数, 所有选定的 RECI 的m 个权重系数的总和等于 1, 即

E
m

j = 1
W j = 1; Wh 是第h 个EPI 的权重系数, 所有选定的 EPI 的 k 个权重系数的总和等于

1, 即 E
k

h = 1
W h= 1。

3  崇左市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状况

31 1  崇左市 2005年可持续性状况

  利用崇左市 2005年工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特征指标, 来例证崇左市 2005年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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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展状况, 并使用 1985~ 2005年近 20年的时间段内崇左市工业经济和生态特征变化

情况 (表 3) 来论证崇左市社会经济可持续性综合发展趋势。

表 3 1985~ 1995年和 1995~ 2005 年崇左市工业经济和生态特征变化情况

Tab1 3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performances in Chongzuo during

the periods of 1985-1995 and 1995-2005

指标 单位 权重系数
1985~ 1995 1995~ 2005

年均变化 年变化率 ( % ) 年均变化 年变化率 ( % )

ED1 亿元 01 4 + 541 06 + 23178 + 891 81 + 91 44

ED2 元/人 01 6 + 2401 04 + 22159 + 3801 54 + 91 05

REC1 t 标准煤 01 25 + 01 02 + 7131 + 01 03 + 111 71

REC2 t 01 25 + 41 52 + 6183 + 21 75 + 51 39

REC3 108m 3 01 15 - 01 01 - 0103 - 01 04 - 01 03

REC4 % 01 15 + 01 21 + 0181 + 01 31 + 11 43

REC5 hm2 01 20 + 01 11 + 0178 + 01 14 + 01 86

EP1 108标 m3 01 15 + 11 43 + 2169 - 11 25 - 21 71

EP2 104 t 01 15 + 631 19 + 3152 - 261 89 - 21 96

EP3 104 t 01 15 + 01 35 + 1171 - 01 76 - 11 92

EP4 db 01 1 + 01 44 + 0151 + 01 28 + 01 42

EP5 104标 m3 /元 01 1 - 01 15 - 0178 - 01 36 - 51 93

EP6 t /元 01 1 + 61 44 + 1173 - 291 83 - 61 98

EP7 t /元 01 1 + 01 14 + 0187 - 01 23 - 91 53

EP8 104 t 01 1 + 521 17 + 11109 + 711 09 + 21 42

EP9 % 01 05 + 871 97 + 8191 + 801 17 + 11 71

 注: ¹ 数据来源: 崇左市统计年鉴 ( 1985~ 2006年) 及相应年份崇左市环境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竞

争力发展报告、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经济年鉴; º ED 1: GDP; ED 2: 人均 GDP; REC1 : 万元

工业产值能耗; REC2 : 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 REC3 : 地表水资源量; REC4 : 森林覆盖率; REC5 : 人均土地资源占

有量; EP1 :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EP 2: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EP3 :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EP4 : 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 EP5 : 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 EP6 : 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 EP 7: 万元工业产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EP 8: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EP 9: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根据上述公式, 分别对崇左市所辖江州区、扶绥县、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天等

县和凭祥市的 EDI、RECI 和EP I3项复合指数进行计算。根据 ED 1和 ED 2两种指数结合

权重系数计算出 EDI , 根据 REC1、REC2、REC3、REC4和 REC5等 5种指数结合权重系

数计算出 RECI , 根据 EP1 ~ EP9等 9种指数结合权重系数计算出 EP I。利用同样的方

法, 分别计算出 1985~ 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 EDI、RECI 和 EPI 3组指数。

每个指数的每单位量数值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计算, 最终得到 EDI、RECI 和 EP I 3项

复合指数及 EDI、RECI 和EPI 3组综合指数(图2)。

  从图 2可看出, 7个行政子单元所反映的结果不容乐观, 其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现状

全部位于一般可持续性区域 ( C) 和弱可持续性区域 ( D) 中, 即使在同一区域经济相对

发展可持续性也存在明显差异。所得到的结果与现实密切相关, 就生态表现而言, 崇左市

东南部 (扶绥县、江州区和宁明县) 的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发展要优于西北部 (大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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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 年崇左市不同行政区域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情况

F ig1 2 T he int eg rat ed relativ 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dminist rativ e

divisions o f Chong zuo City in 2005

天等县和凭祥市) , 其中东南部区域平均及人均经济产值较高, 其相对应能源消耗相对较

低, 且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也较低。究其原因, 主要与区域的区

位位置及产业政策导向有关, 与自然资源禀赋也有一定联系。江州区即原来的崇左县, 其

在桂南大城镇体系结构中相对独特的位置使得其处在周围县 (市、区) 的相对中心, 直接

与广西首府南宁联系, 直接接受其经济辐射, 同时江州区又是左江流域交通体系的主要中

心, 与周围县市联系频繁, 因此, 在崇左市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也正因其独特的

区位优势和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成为新成立的崇左市的行政中心。扶绥县位于广西

西南部, 湘桂铁路、左江和 322国道穿境而过, 且紧临首府南宁市, 是广西容易吸收城市

人才、资金、技术辐射的沿江、沿铁路、易出海、出境的重点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扶

绥县提出了 /借市兴县, 发展城郊型经济0 的发展战略, 并以 /加强第一产业, 提高第二

产业,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0 为长期工作方针, 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宁明县的区位优势

可概括为 /三沿二近0, 集沿边、沿江、沿路三位于一体且靠近首府南宁、靠近越南首都

河内市的资源富集大县, 有一个国家二类口岸, 三个边贸互市点, 边境口岸与各个边贸互

市点都有公路相通, 国家二类口岸爱店到越南谅山市仅 39 km, 距河内市仅 180 km。湘

桂铁路和国道 322线及南友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向南可通过越南进入东南亚各国。明江河

穿县城而过, 是连接东南亚, 通向粤港澳的 /黄金水道0。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奠定了宁明县在崇左市乃至整个广西的对外开放格局中的经济战略地位, 成为走向东盟市

场的桥头堡、通道和基地。

  龙州县位于左江上游, 有国家级水口口岸和地方级口岸科甲关, 及那花、布局、水口

等中越边民互市贸易点。龙州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口岸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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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受到凭祥市和江州区的辐射影响, 但由于凭祥市和江州区城市规模较小, 城市功能不

全, 经济发展绝对水平仍不高使得其辐射效应较弱, 双重因素决定了龙州县在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中处于中等位置。大新县、天等县和凭祥市分别位于崇左市的南北两翼, 在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其自身发展能力及接受南宁市、江州区的经济辐射影响程

度相对较低, 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且能源消耗及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排放也较其他区域相对较高。

31 2  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趋势

  通过崇左市 1985~ 2005 年可持续综合发展趋势分析 (图 3) , 表明 1985~ 2005 年,

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的趋势从弱不可持续性缓慢走向弱可持续性, 继而有上升至一般可

持续性且可持续综合发展能力渐有下降趋势, 近几年来朝向弱可持续性发展。其中四个时

期的趋势较为明显 (即 1985 ~ 1990 年、1991~ 1995年、1996~ 2000 年、2001 ~ 2005

年)。1985~ 1990年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 T3) , 生态效应处

/一般0 水平; 1991~ 1995年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呈强可持续性趋势 ( T 2) , 生态

效应凸现 /优0 水平, 较上一阶段生态效应好转较多; 1996~ 2000年崇左市可持续综合

发展水平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 T 1) , 生态效应处 /一般0 水平; 2001~ 2005年崇左市可

持续综合发展水平仍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 T1) , 生态效应有下降趋势。结果表明, 就生

态效应而言, 崇左市经济增长在 1995~ 2005年比 1985~ 1995 年改善明显, 1995~ 2005

年与 1985~ 1995年相比, 经济发展指数呈现的高年均变化和高年变化率, 能源消耗、污

染指数呈现的低年均变化和低年变化率, 与生态效应的变化情况基本相符。但 2001~

2005年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的生态效应较 1996~ 2000 年, 尤其较 1991~ 1995 年

有下降趋势, 表明崇左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生态效应水平相对逐渐降低。

图 3 1985~ 2005 年崇左市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趋势

F ig1 3  The integr ated r elativ 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 ends

of Chong zuo City fr om 1985 t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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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  崇左市可持续综合评估结果分析
  过去 20年尤其是从 1990年开始, 崇左市域内各行政子单元经济发展的生态效应已有

所改善, 这主要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持续努力和不断将环境保护问题和经济发展过程整合起

来的结果。崇左市的环境保护主要是经历了无保护y有计划保护y注意改善y渐有下降的
演变过程, 尤其是 2005年 5崇左市城市总体规划 6 的颁布, 更加有利于崇左市环境保护

工作的开展和经济的良性发展、资源 ) 能源消耗降低及生态环境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看, 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依然是形势不容乐观。崇左市作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陆
路通道上的以亚热带农业、边境工业、国际商贸、边关旅游、壮族文化和山水园林为特色

的桂西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具有独特的沿边、沿湘桂铁路和南宁至友谊关高等级公

路、临近钦州防城港、连首府南宁市等区位优势, 是广西通往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最便捷

的国际大通道, 是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面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和建设中心城市的历史机遇, 崇左是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排头兵,

经济不断加速发展, 但生态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且资源 ) 能源消耗较高。需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和降低污染排放, 提高区域相对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

4  结论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在经济发展中, 同时兼具高经济收益、低资源 ) 能源消耗和
低环境污染。为了评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长期趋势, 根据 EDI、RECI 和 EPI 的相

互关系建立了一个三角模型。用一个三角形图表来对 EDI、RECI 和 EP I 之相对比例组

合进行图例说明。三角形又进一步被细分为 5个区域, 分别代表 5 种不同的可持续性状

况, 7种可能的范围代表 7种不同的可持续性趋势。根据数据点在三角图形中的相对位

置, 更加精确对相应的可持续性状况和趋势进行评估。三角模型表明, 2005年崇左市可

持续综合发展水平为一般可持续性状态, 崇左市域内 7个行政子单元介于弱可持续性区域

和一般可持续性区域之间, 且东南部地区可持续性状况优于西北部地区。1985~ 1990 年

崇左市可持续综合发展水平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1991~ 1995年凸现为强可持续性趋势;

1996~ 2000年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2001~ 2005年亦呈一般可持续性趋势, 但较前一阶

段有下降态势。这些结果较好地反应出过去 20年崇左市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表现的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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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ongzuo City in Guangxi

ZH ANG Jian, PU L-i jie

( Schoo l of Geog raphic and Oceanog 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 niv ersit 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riang le method, as an intuitiv e platform for illust rat ing sustainability status

and trends in economic developm ent, seem s to hold prom ise as an analy tical m anagement

to ol liable to be used by r esearchers and policy-m akers at dif ferent levels due to its simplic-

ity and f lexibility1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 ong economic developm ent , r esource-

energy consum pt ion, and environm ental pollution, in conjunct ion w ith the ecolo gical per-

form ance and the t riangle m ethod, a def init io n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 as

proposed, and a novel t riang le m ethod w as designed to evalu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1 T his paper selected Chongzuo City, a new ly-established front ier t rade city

in western China, as a resear ch region1 Chongzuo City is located in the w ester n zone a-

m ong the country's three m ajo r zones of the eastern zone, middle zone and w estern zone1 It

had a total populat ion of 21 3065 million in 20051 It covers a total area of 11 7345m illion

hm 2 w ith f ive count ies, one city and one distr ict under it s jur isdiction1 As a case study,

the t riangle m ethod w 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sustainability status and long- term trends of

Chong zuo 's integr ate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 ent1 The r 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 rate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in 2005 represents a r elat ively common state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even administ rat ive sub-units in Chong zuo City reflect sustainability posit ions

rang ing f rom w eak sustainability, st rong sustainability to common sustainability1 The sus-

tainability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is bet ter than in the northw estern1 The Chong zuo's in-

tegr 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 ev ealed a com mon sustainable t rend during 1985-1990, a

st rong sustainable t rend during 1991-1995, a com mon sustainable t rend during 1996-2000,

and a common sustainable t rend during 2001-2005, but is low er than the form er stag e1
Chong zuo's unr em it t ing efforts in env ir onm ental pro tection and in the increasing integr a-

t ion of the environm ental consider at ions w ithin the economic developm ent pro cess over the

last tw enty years ar e contributory to these status and trends1

Key words: integ rate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ecolog ical ef fect ; t riang le m odel;

Chongzuo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