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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孙斌,杜松朴,薛建春,童鑫

(内蒙古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内蒙古 包头014010)

摘 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

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
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

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

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

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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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1],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包括实现高质量发展[2].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北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一带一路”重要走廊.但是黄河流域仍

存在着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等问题.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10月党中央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此规划是指导今

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2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黄河流域城市群尽管在全国城市群中发育程度相对

较低,但作为流域高质量发展主要载体,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3].因此,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

态安全协调发展对于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更好地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随着城镇化的不断进展,新型城镇化的意义也

在不断加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口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采取一种集约型

发展道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同时具备高综合效益.这种发展道路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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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优质的城市建设、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的人居环境、高效的城市管理

以及市民化进程的高质量有机结合[4].生态安全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上讲,生态安全是

指一种可持续的状态,其中人类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需得到保障,几乎没有威胁.这种状态包括人类自身的

健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要的资源保证和社会发展的秩序调节等方面.生态安全的这一层面涉及经济、社
会和环境等3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系统[5].狭义上讲,生态安全指的是周围自然生态

系统的安全状况.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相对于广义的概念,狭义的生态安全范围更

窄.它强调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并且能够和谐健康地运行[6].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涵盖了人口、经
济、社会、空间等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是人口,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会促进人口转移,进而实现居民就业方

式的转变,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使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居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会使居民逐渐提高生态保护意

识.但是,城镇化规模的盲目扩张会导致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超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使得在有限

的空间范围内生态环境原本的自身净化恢复能力不能满足,产生了诸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安全

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各类生态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资源保障.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针对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国内外学者做了

以下探讨:(1)理论演化过程分析.在国外,1998年,PSR(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的首次提出体现了经济与环

境间的相互作用[7];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丰富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间的理论研究[8];OECD[9]提出的脱钩理

论探讨了阻断环境损害与经济发展关联的可能.在国内,黄金川等[10]、刘耀彬[11]模拟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

合规律曲线;“耦合魔方”概念为解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提供了跨学科研究范式[12-13].(2)新型城镇化与

生态安全综合测度与仿真研究.国外相关学者在美国、欧洲均进行了实证研究[14-15].我国学者乔标等[16]构建

耦合发展模型探寻了城市和干旱地区耦合发展规律;唐志强等[17]对研究地区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分析未

来耦合关系演变趋势;杨振龙等[18]、王秀明等[19]则探寻了研究地区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驱动机制.
梳理文献发现,经济与环境的耦合研究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基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进一步将

环境问题与城市化联系起来,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提出创造了条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研究则在

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将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等融入城市化进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城镇

规划、政策制定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学术界围绕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开展了大量研究,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一是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安全这两个系统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很少选取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

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以往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但是关于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关系研究较少;三是鲜有学者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

全耦合协调关系.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

耦合协调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为研究

区域,将高质量发展要素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度模

型和相对发展模型,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研究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格

局,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未来演化趋势.以期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流域城市群包括宁夏沿黄、呼包鄂榆、中原、关中平原、兰西、晋中和山东半岛7个城市群[20],横跨

了中国多个省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经济发展中心和生态屏障[21],黄河流域城市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同时黄河流域城市群具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化工产业

聚集区.黄河流域城市群是我国人口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区之一,各城市之间人口流动频繁,随着经济发展和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城镇化率逐渐提升.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建设和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对城镇化率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黄河流域城市群仍面临着

诸多环境问题,由于过度的农业开垦和过度放牧,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和盐碱化等问题比较严重,进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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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田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
本研究界定的黄河流域和城市群研究范围见图1.考虑到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州、县级市数据收集齐全性

问题以及部分城市群城市重叠问题,本文选择黄河流域58个核心城市作为城市群内部研究样本,并进行数

据的收集.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58个核心城市为基本单元,选取2011-2021年为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黄

河流域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社会经济统计公报等,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进行填补.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提出,对经济发展要求不仅体现在速度上,而是更注重发展效率和质量.梳理以往相关文献发现,
有关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往往选取PESS(population-economic-sociology-space)模型.因此,本文基于

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PESS模型中融入高质量发展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细分出

对外开放、协调发展、民生改善、创新驱动4方面来表征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

念[22],参考已有文献[23],选取进出口总额、外商贸易投资等指标表征对外开放;选取人口密度、农业产值占

GDP比重等指标表征协调发展;选取城镇失业率、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指标表征民生改善;选取授权专利件

数等指标表征创新驱动.最终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4个维度选取19个指标

建立起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梳理以往关于生态安全的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生态安全

评价指标体系.PSR模型中压力是指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荷和生态胁迫,状态是指特定时间内生态

和自然环境现状,响应是指社会和个人采取行动来改善当前生态安全状态.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实际情况,
遵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等原则,本文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本质要求融入

PSR模型,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等人与环境息息相关的指标体现,并构建了生态安

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0个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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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1 Newurbanizationevaluationindex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重 0.0473

人口密度 0.0527

新型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人均GDP 0.0553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0663

GDP增长率 0.0145

进出口总额 0.0937

外商投资总额 0.0834

农业产值占GDP比重 0.019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298

新型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1274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新型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0.0350

城镇失业率 0.0203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0.0540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0.0228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0.0179

授权专利件数 0.0977

教育科学支出 0.0657

新型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建设用地占行政区面积比重 0.0450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0.0516

表2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index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生态环境 生态压力 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 0.0504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0.1139

每万人二氧化硫排放量 0.1200

人口自然增长率 0.1736

生态环境 生态状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658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生态环境 生态状态 人均拥有耕地面积 0.1382

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 0.0898

生态环境 生态响应 污水处理率 0.0302

环境治理占GDP比重 0.207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107

2.2 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

2.2.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避免熵权法中指标数值为0无法取对数的情况,运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指标量纲,参考已有文献对公式

的处理[24],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

x'ij =
xij -min(xij

)
max(xij

)-min(xij
)×0.9+0.1.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ij =
max(xij

)-xij

max(xij
)-min(xij

)×0.9+0.1. (2)

式(1)、(2)中,x'ij 表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xij 表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标的当年实

际值.
2.2.2 确定指标权重

通常用主观确权法和客观确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由于选取的指标数量较多,涵盖范围较广,为获取更精

确的指标权重,本文采用主观确权法和客观确权法相结合确定权重,其中主观确权法选取层次分析法、客观

确权法选取熵值法,两种方法的具体计算过程详见文献[25-26],计算最终权重的表达式为:

ωj =
ω'j +ω″j

2
, (3)

式中,ωj 为第j项指标的最终权重;ω'j 为第j项指标的主观权重;ω″j 为第j项指标的客观权重.最终权重计

算结果见表1、表2.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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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U+βE, (4)

C=2×
U×E
U+E

, (5)

D= C×T, (6)
其中,T 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系统间的综合协调指数;U 为新型城镇化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 为生态安

全系统综合评价指数;C 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α、β均等赋权,均取0.5.
参考相关文献[27]的划分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以下等级,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

Tab.3 Degreeofcouplingcoordination

耦合协调度 0<D⩽0.1 0.1<D⩽0.2 0.2<D⩽0.3 0.3<D⩽0.4 0.4<D⩽0.5

类型 严重失调 重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耦合协调度 0.5<D⩽0.6 0.6<D⩽0.7 0.7<D⩽0.8 0.8<D⩽0.9 0.9<D⩽1.0

类型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2.4 系统动力学模型

2.4.1 结构分析

综合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原理,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为空间边界,2011-2026年为时间边界,再结合黄

河流域城市群城镇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实际状况,建立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系统模型.利用Ven-
sim软件,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安全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量化,构建系统模型流程图,模
型选取了8个水平变量、9个速率变量和58个辅助变量模拟仿真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

协调发展状况.具体的系统模型结构流程图如图2所示.

2.4.2 系统分析

(1)新型城镇化子系统

新型城镇化子系统选取GDP、固定资产投资额等6个水平变量表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的主要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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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选取投资增长额、人口变化量等6个速率变量表征增长速率;此外,选取28个辅助变量作为主要影响因

子.环境治理投资是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而人均道路面积又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因此新型城镇化与

生态安全两个子系统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2)生态安全子系统

生态安全子系统选取废水总量和公园绿地面积2个水平变量表征生态安全子系统的主要发展水平;用
公园绿地面积增长量、废水排放量等3个速率变量来表征增长速率;选取30个辅助变量表征影响因子.
2.4.3 参数设定

通过系统内部因果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该模型中主要方程包括:

GDP=INTEG(GDP增长量,α),
固定资产投资额=INTEG(投资增长量,β),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
环境治理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GDP,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城市道路面积/总人口.

2.5 相对发展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可以科学评价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为进一步探寻两

者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引入相对发展系数R:

R=
U
E
, (7)

式中,R 体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水平的相对发展状况,U、E 分别为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安全系统的发

展指数.当0<R⩽0.9时,相对发展类型为新型城镇化滞后于生态安全型;当0.9<R⩽1.1时,相对发展类

型为二者同步发展型;当R >1.1时,相对发展类型为生态安全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型.

3 实证分析

3.1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

2011-2021年7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

度,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所示,黄河流域城市群两个

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显著提升.
山东半岛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总体较高,
在2011年其耦合协调度为0.447,位于

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之首,2005年《山
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提出以青岛为

龙头,青岛、济南为双中心,打造竞争力

强大的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空间联系密

集区,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是山东

半岛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变高的主要原

因;中原城市群区域发展活力较高,但相较于山东半岛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略低,2021年耦合协调度为0.548;
呼包鄂榆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在2011-2016年之间略有波动,在2012-2013年由0.419下降到0.396,主要

是由于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密集,且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牺牲了生态环境成本,但之后耦合协调度一直保持稳

步提升趋势;晋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增长较为稳定,在2013年略有降低;宁夏沿黄城市群在2011-2015年

一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在2014-2017年出现了快速增长;兰西城市群相对偏远,地区发展相对贫困,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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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根据耦合协调度区间划分标准,划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并进行空间格局呈现,如图4所示.

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基础差异显著、自然资源差异明显,导致耦合协调存在着较大空间差异.由图4可以

看出,2011年,兰西、呼包鄂榆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山东半岛、中原等城市群则处于濒临失

调阶段.2014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其余城市群处于濒临

失调阶段;2017年,山东半岛、晋中和宁夏沿黄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水平较高,达到了勉强协

调等级,周围城市群均表现为濒临失调状态.2021年,7个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均相较于之前有了显著提升,其
中关中平原城市群达到初级协调等级,其余城市群均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3.2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预测分析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结构分析,通过Vensim 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两系

统间的作用关系,利用初始数据模拟仿真未来5年研究区域内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指数.耦合

协调度预测结果见表4.
表4 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结果

Tab.4 Predictionresultsofsystemdynamicsmodel

年份 中原 晋中 呼包鄂榆 山东半岛 宁夏沿黄 兰西 关中平原

2022 0.623 0.611 0.571 0.610 0.616 0.552 0.534

2023 0.640 0.625 0.586 0.614 0.633 0.569 0.557

2024 0.657 0.636 0.602 0.637 0.649 0.589 0.584

2025 0.675 0.656 0.622 0.658 0.665 0.614 0.619

2026 0.690 0.672 0.649 0.685 0.678 0.646 0.665

  由表4可见,未来黄河流域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向好.关中平原城市群在2022年耦合协调度由上

一年的0.547(图3)下降为0.534,其后不断上升;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一直位于黄河流域7个城市

群的前列,预测其耦合协调度在2026年将达到0.685;中原、呼包鄂榆、晋中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

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预测它们的耦合协调度在2026年分别达到0.690、0.649、0.672、0.678;兰西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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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流域城市群中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预测其在2022年的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但之后一直保持上升

趋势.对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预测结果进行空间演变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由2023-2026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空间耦合格局可知,空间格局表现为中原、晋中和山东半岛城

市群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其余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同水平较低.2024年,呼包鄂榆城市群进入初

级协调阶段,其余城市群仍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25年,兰西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达到初级协调阶段,
因此,预测黄河流域各城市群均将达到初级协调阶段.
3.3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相对发展分析

通过构建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相对发展模型,利用计算得出的各系统评价指数,对

2011-2026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分别进行相对发展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各城市群相对发展类型

Tab.5 Relativedevelopmenttypesofeachurbanagglomeration

年份 中原 晋中 呼包鄂榆 山东半岛 宁夏沿黄 兰西 关中平原

2011 新型城镇化滞后 同步发展 生态安全滞后 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滞后 生态安全滞后 生态安全滞后

2016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生态安全滞后

2021 新型城镇化滞后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2026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滞后 同步发展

  由表5可见,2011年黄河流域中原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呈现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山东半岛和晋中城市群

则为二者同步发展型,其余城市群表现为生态安全滞后型;2016年,表现为生态安全滞后型的城市群为关中

平原城市群,表现为二者同步发展的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其余城市群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2021年,由
于近年来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均没有出现生态安全滞后型,中原、宁夏沿

黄、兰西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呈现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山东半岛、呼包鄂榆和晋中城市群为二者同步发展类

型;预测2026年,山东半岛、关中平原和宁夏沿黄城市群表现为二者同步发展型,呼包鄂榆、中原、晋中和兰

西城市群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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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演变

格局.从时间序列上看,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山

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兰西城市群和关中平原耦合协调程度较低且出现小幅波动.
从空间格局上看,耦合协调程度随时间不断向前推进,由失调、濒临协调转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未能达到

良好耦合状态,呈现出山东半岛、中原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城市群较低的空间格局.
2)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未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2022-

2026年,黄河流域城市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均有一定提升,呈现出山东半岛、呼包鄂榆和中原城市群

耦合协调度较高,其余城市群较低的空间格局.
3)通过构建相对发展模型,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相对发展水平.结果表明;由

于国家越来越重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环境水平显著提升,2021年黄河

流域7个城市群均没有出现生态安全滞后型,其中,处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的城市群有中原、宁夏沿黄、兰西

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处于二者同步发展类型的城市群有山东半岛、呼包鄂榆和晋中城市群.
4.2 建议

1)推动黄河流域中国式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建设.兼顾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定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策略.针对发展波动和不稳定现象,要避免功利和冒进,资源型城市群和经济社会、城镇规模快速发展的

城市群应更加重视生态安全问题及生态文明建设,加强黄河全流域城镇化的“大协同”.宁夏沿黄、呼包鄂榆、
晋中等资源型城市群要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高质量保护,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提升服务和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2)树立各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建立黄河流域城市群城镇发展与生态安全保

护协调机制.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发展观念,统筹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涉及不同区域空

间关联,需各城市群合作解决发展问题.兰西城市群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处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青藏高原,可以发展旅游业、文化创业产业和生态农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努力提升城市群的经济

竞争力,加强黄河源头保护和流域治理.
3)黄河流域城市群未来要不断加强各城市群省会、重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重点城市带动和提升城

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关系,再通过城市群整体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带动整个流域实现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要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积极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作用,带动辐射沿黄

城市群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保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具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被视为中西部战略发展的关键地区.未来,应致力于推动除了郑州和西安之外的次级中小城市的

成长与壮大,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并不断提升其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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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new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
securityintheYellowRiverBasinurbanagglomeration

SunBin,DuSongpu,XueJianchun,TongX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aotou014010,China)

Abstract:ThisresearchisaimedtopromoteChina'smodernization,coordinatetheYellowRiverBasin's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ecologicalsecurityprotection,andenhancethelevelof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newurbanizationand
ecologicalsecurityinurbanagglomerations.Takingsevencityclusterswithintheareaastheresearchobjects,thearticle
constructsanew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indexsystem.Byapplyingacoupledcoordinationmodelanda
relativedevelopmentmodel,thedevelopmentpattern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ofnew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securityin
theYellowRiverBasincityclustersthrough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processisanalyzed.Finally,thedevelopmenttrends
forthenextfiveyearsthroughconstructingasystemdynamicsmodelaresimulated.Theresultsindicateanupwardtrendofthe
holisticintegrationbetweennewurbanizationandecologicalsecurity,encompassingtheircoordinatedsynergyandinteraction,

withsomeurbanagglomerationsexperiencingslightfluctuations.Thecouplingcoordinationcharacteristicstransformfromim-
balanceandnearcoordinationtoreluctantcoordinationandprimarycoordination.Itisfoundinthesimulationthatallurbanag-

glomerationsareinasignificantlyimprovedstateandgraduallyreachtheprimarycoordinationstage.Inresponsetothecurrent
shortcomings,correspondingstrategicrecommendationshavebeenproposed.

Keywords:newurbanization;ecologicalsafety;systemdynamicsmodel;couplingandcoordination;urbanagglomera-
tionofYellow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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