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川滨河新区位于宁夏中东部、银川市东

南部、灵武市北部，西距银川市17 km，南距

灵武市36 km，其依托银川市，沿黄河两岸发

展。规划包括“临空经济区、国际商贸区、新

兴产业区和生态休闲区”四大板块，规划区总
2面积约275 km 。至2017年，新区规划总人口

20万 ， 常 住 人 口 14万 ， GDP超 过 400亿 ； 至

2030年，总人口达50万，常住人口35万，GDP 

超过1 280亿。规划期限：近期2013~2017年，

远期2018~2030年。

文章参考《开发区区域规划环评技术导

则》（HJ/T131-2003）、《规划环评技术导则》

（HJ130-2014）中制定的一般性评价指标集，

兼顾指标方便选取和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原则，

构建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自然

环境承载力、经济环境承载力、社会环境承载

力3方面对银川滨河新区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进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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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计算
[4-6]在汤金来等 关于承载力量化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关联分析法相结

合的方法，计算各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根据不

同的指标类型，采用不同的函数确定其指数。具

体方法如下：

（1）“效益型”指标的函数关系式：

其中，C：第i项指标环境承载力；P：第i 项i i

指标实际值；P ：第i项指标的最高值；P ：第imax imin

i项指标的最低值。

该指标为属性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当指标

实际值达到理想值或超过理想值时，该指标环境

承载力的指数达到最大值1；当指标实际值向最

低标准方向接近或超过最低标准值时，指标环境

承载力指数为最小值0。

（2）“成本型”指标的函数关系式：

其中，C：第i项指标环境承载力；P：第i项i i

指标实际值；P ：第i项指标的最高值；P ：第imax imin

i项指标的最低值。

当指标实际值向理想方向达到或低于理想

值时，该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达到最大值；当指

标实际值向最低标准方向接近或超过最低标准值

时，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为最小值。

（3）“指数”关系型指标：

其中，C ：第 i项指标环境承载力；P ：第i i

i项指标实际值；P ：第i项指标的最优值。I

C i=

1 （

P i

PI

（P >P ）i I

PI

Pi

Pi≤PI）

（ （

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量化方法

1.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将滨河新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层，

并针对目标层进行分解，得到不同准则层，最

后，针对不同准则层设计指标。具体方法如下：

综合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区域综合环境承

载力（A），准则层（B）、领域层（C）、指

标层（D）4个层次构成：准则层B包括自然环

境承载力(B )、经济环境承载力(B )、社会环境1 2

承载力(B )3个子系统；领域层C包括自然资源与3

能源指数(C )、环境容量指数(C )、污染控制指数1 2

(C )、 资 源 节 约 利 用 指 数 (C )、 经 济 效 益 指 数3 4

(C )、生活适宜度指数(C )、环境管理指数(C )7个5 6 7

指标；指标层D为28个可量化的区域环境承载力

评价指标。

1.2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1-3]将相对比较法与层次分析法 相结合，构

造各指标的成对比较矩阵，通过咨询环保、规

划、经济方面的专家，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

分，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相对重

要 性 通 常 由 Saaty1-9值 法 决 定 ， Saaty1-9值 方

法，见表1。

表1　Saaty的1-9值

C i=

1（P ≥P ）i imax

P -Pi imin

P -Pimax imin

（P ＜P ＜P ）imin i imax

0（P ≤P ）i imin

C i=

1（P ≤P ）i imin

P -Pimax i

P -Pimax imin

（P ＜P ＜P ）imin i imax

0（P ≥P ）i 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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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指标值劣于或等于目标理想值时，其指

标环境承载力指数达到最大值1，当指标值高于

目标理想值时，其指标的环境承载力指数以指数

的增长方式递减，直至递减为0。

（4）“剩余承载率”表示的指标：

其中，C：第i项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R：第i i

i项指标实际值；S：第i项指标的限值标准值。i

指标为污染物容量指数，当指标排放值超

过环境容量时，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为0，当指

标值为0时，指标环境承载力指数为1。

（5）“承载强度”表征的指标：

其中，S：资源可供给的量；D：资源需求量。i i

采用此种方式建立的函数关系式指标为水

资源承载力指数。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当资源供

给量低于需求量的1/2时，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

为0；当资源供给量高于1.5倍需求量时，资源环

境承载力指数为1。

1.4　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指数的计算与评价

根据1.2、1.3方法计算出评价指标体系中各

指标的环境承载力指数及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

计算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指数，公式为：

其中，D：环境承载力指数；C ：第i项指标i

环境承载力；W ：第i项指标的权重。i

　　对各系统评价值进行汇总，数值区间为

[0,1]，区间内的环境承载力指数由高到低可划分

为4个等级，用来表示环境承载力的饱和度，当

环境承载力指数≤0.2时，表示区域的环境承载

力己经超饱和，开发强度过高，系统处于不可承

载状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低；当0.2＜环境承载

力指数≤0.6时，表示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己经饱

和，需注意控制开发，系统处于弱承载状态，可

持续发展水平较低；当0.6＜环境承载力指数≤

0.8时，表示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处于亚饱和，适宜

开发，系统处于可承载状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处

于中等水平；当0.8＜环境承载力指数≤1时，表示

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处于不饱和状态，适宜大量开

发，系统处于强承载状态，可持续发展水平高。

1.5　子系统环境承载力协调度分析

由于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体系是由自

然、经济、社会3大子系统环境承载力共同构

成，各承载力系统协调关系在评价中表现为三个

子系统环境承载力指数间的相互均衡，区域环境

承载力各子系统环境承载力发展协调度（C）计
[7]算公式 如下：

式中，C：各子系统环境承载力协调度；

S：标准差；V 、V 、V ：3个子系统承载力指数。1 2 3

C值在0~1之间变化，三者越协调，C值越接

近于1，三者越不协调，C值越接近于0。区域环

境承载力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度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环境承载力协调度划分标准

2　银川滨河新区应用实例

2.1　指标体系及权重

按照1.1中的方法选取评价指标，按照1.2的方

法对银川滨河新区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见表3。

（S i≥1.5D i）1

C i=

0 （

1

2
（0.5D ＜S ＜1.5D ）i i i

S i≤0.5D i）

S i

D i

-

（Ri = 0）

1-

1

C i=

0 （

R i

Si

（0＜R ＜S ）i i

Ri≥S i）

C= 1-
S

（V +V +V ）1 2 3

1

3

D C Wi i=        ∑
N

i=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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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银川滨河新区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表4　银川滨河新区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2　指数的计算

2.2.1　各指标数值的确定及阈值选取原则　计算

环境承载力时，需首先明确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

数值及其阈值范围。具体数值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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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2.2.2　各领域层环境承载力指数表　进行承载力

指数计算时，需利用实际的区域环境承载状况与

理想的区域承载力之间的偏差值来定量描述区域

环境承载情况。银川滨河新区各领域层环境承载

力指数见表5。

表5　银川滨河新区各领域层环境承载力指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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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结果分析

3.1　各子系统环境承载力计算结果分析

3.1.1　自然环境承载力　近期至2017年，远期至

2030年，自然环境承载力指数分别为0.642 3和

0.795 3。其中，自然资源与能源指数高于环境容

量指数。

水资源方面，对黄河用水指标进行积极调

配落实，同时确保再生水资源100%有效利用，

可达到水资源供水平衡。此外，需明确各供水设

施水源，积极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从农业、工

业、生活等方面降低水资源消耗；土地资源方

面，近期现状农林用地基本保留，不涉及建设用

地占用耕地问题，远期农林用地面积较近期减少
279.5 km ，占用这部分农林用地必须依法取得相

关用地手续后方可实施建设，因此，远期土地利

用受到一定制约，需协调落实远期建设用地指

标，保障远期土地资源，结合银川市城市总体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对区域用地规划进行

调整。

3.1.2　经济环境承载力　银川滨河新区总体规划

近期至2017年，远期至2030年，经济环境承载力

指数分别为0.706 7和0.919 9。其中，从各领域层

及指标层承载力指数看，污染控制系数分别为

0.917 0和0.966 6。这是由于滨河新区规划废水集

中处理率和回用率均达到100%，废水及污染物

“零”排放；同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

低能耗水平等方法，使滨河新区规划近、远期区

域大气环境容量均能够承载规划发展需求，因此

2017~2030年污染控制系数变化平稳。

滨河新区主要能源消费为煤和电，由宁夏

自治区提供，其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近期能够满足宁夏能源和节能减排“十二五”

规划，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规划近

期2017年至远期2030年，单位GDP能耗由1.52 t 

标煤/万元下降至0.868 t标煤/万元，单位GDP 水耗
3 3由52.75 m /万元下降至15.23 m /万元，因此，资源

节约指数由0.496 4增加至0.873 2。

3.1.3　社会环境承载力　银川滨河新区近期至

2017年，远期至2030年，社会环境承载力分别为

0.394 6和0.513 7。其中，经济效益指标分别为

0.294 0和0.458 0；生活适宜度指标为0.312 5和

0.419 0；环境管理指数指标为0.761 4和0.841 0。

其主要原因为滨河新区尚处于开发建设阶段，一

些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够完善，从而影响了规划区

域环境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规划实施后，将逐步完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系

统，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同时促进

社会承载力的提高。

3.2　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计算结果分析

　　近期规划至2017年，远期规划至2030年，银

川滨河新区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指数分别为

0.741 6和0.811 7。由此可见，从2017~2030年，

伴随着区域发展模式的优化调整，银川滨河新区

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区域环

境承载能力逐步增强。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环

境承载力等级进行划分可知，银川滨河新区资源

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指处于亚饱和状态，区域开发

强度适中，环境承载力系统处于可承载状态，区

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为中等水平。

3.3　各子系统环境承载力协调度分析

　　由1.4中环境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银川滨河

新区总体规划近期至2017年，远期至2030年自

然、经济、社会环境承载力协调度分别为0.727 7 

和0.771 3。按照划分标准，各子系统环境承载力

之间属于良好协调状态，自然、经济、社会环境

系统呈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3.4　综合结论

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相对比

较、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和关联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承载力3个方

面构建了综合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量

化模型的选择，指标权重、环境承载力指数、环

境承载力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介绍。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银川滨河新区总体规

划，通过计算不同规划时期环境承载力状况，分

析出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区

域未来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得出结论：规划实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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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虽然会对区域环境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通过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影响程度可降

到最低，达到可以接受水平。滨河新区规划主要

的资源环境制约因素是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

环境，应抓紧落实供水水源和土地资源，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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