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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ꎬ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各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将是必然

趋势ꎬ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ꎮ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日益尖锐的过程中ꎬ人类逐渐

认识到ꎬ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是一种对立统

一的关系ꎬ二者相互促进ꎬ相互制约[１ － ２]ꎮ 因此ꎬ
要想避免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ꎬ必须使人类经

济活动处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ꎬ达到人类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ꎬ即实现二者之

间的良性循环ꎮ 这里提到的社会经济活动包括随

着经济发展出现的城镇化、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

生变化的土地利用方式、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区

域经济增长和人类满足精神需求而拓展的旅游活

动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生态文

明”建设、“绿色”发展等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ꎬ特别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性和艰巨性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美丽中国”
建设的重要抓手ꎮ 因此ꎬ在我国进一步研究生态环

境与经济增长、城市化、人类土地利用方式、旅游经

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ꎮ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ꎬ城市化水平越

来越高ꎬ人口密度逐步增长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越来越强烈的阶段ꎮ 因此ꎬ我们在大力发展社

会经济的过程中ꎬ构建一个和谐、协调、积极的生

态环境ꎬ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

持续性ꎮ 我国已有的研究综述主要集中单个方面

的简单综合ꎬ而从整体上运用综合的科学方法的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进展关注不够ꎬ迫切需要

从更广的视野总结研究进展ꎮ 在此背景下ꎬ文章

首先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理论体系出发ꎬ对城市

化、土地利用、经济增长、旅游经济等方面与生态

环境之间耦合协调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ꎬ总
结出研究进程ꎮ 其次ꎬ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有关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纳入其中进

行分析ꎬ归纳出研究方向及受重视度ꎮ 最后ꎬ对国

内主要学术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ꎬ揭示了我国

西北地区是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核心区域ꎮ
总的来说ꎬ文章梳理我国近几年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研究进展ꎬ辨析发展脉络ꎬ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

有价值的借鉴ꎮ

１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进展

１ １　 理论体系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资源匮乏、植被退化、生
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严

重ꎬ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ꎬ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

研究的重点[３]ꎮ 纵观国内外关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的研究ꎬ学者们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ꎬ从不

同研究视角、不同专业领域ꎬ不同的切入点ꎬ不同

的区域来研究与分析ꎮ 国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ꎬ
提出了比较丰富而成熟的理论ꎮ

我国的研究较西方晚了一个世纪ꎬ但在研究

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ꎬ并踊跃地付

诸于实践ꎮ 在研究中主要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
协调发展理论、系统动力学(ＣＨＡＮＳ)理论等ꎬ国
内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差

异ꎬ努力主张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调发展理论ꎬ
使得中国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表现出与西方研究

不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发展而不是协调ꎮ 西方追

求回归自然的理想化环境ꎻ我国强调以人为中心ꎬ
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ꎮ 二是强调高效率的适

度投入ꎮ 西方环境保护是在资本积累、城市基本

建设、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开始的ꎬ以高投

入、高环境效益为目标ꎻ我国则强调通过资源的高

效利用来自我维持和补偿生态环境建设费用ꎬ提
高生态效益ꎮ 第三ꎬ强调政府作用ꎮ 我国在城市

环境保护方面强调政府的规划调控作用ꎮ 西方强

调市场化为主导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ꎮ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ꎬ随着研究团队成长ꎬ研
究成果和领域声望的增强ꎬ我国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的研究目前已成为一个发展较快的研究领域ꎬ
具有最丰富、有价值的成果ꎮ
１ ２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内容之一ꎬ其实质是人

地关系的协调ꎬ 也是人口、 资源、 环境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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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４ 大系统协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长

期以来ꎬ对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出发ꎬ解
决如何提髙土地生产率的问题[４ － ６]ꎬ近几十年来ꎬ
国内外学者已广泛认识到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全

球环境问题ꎬ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研究受到

人们的普遍关注ꎮ 我国学者有的侧重于理论研

究ꎬ有的侧重于评价方法的实际应用研究[７ － ８]ꎮ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方面ꎬ研究内

容主要以建立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ꎬ构建土

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模型ꎬ揭示土地利

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ꎬ评价耕地与其他

用地类型协调发展水平ꎬ探讨土地资源开发与生

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为主ꎮ 研究方法

集中运用统计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灰色关联度、
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数学方法、系统动力

学模型、基于模糊隶属函数的协调度模型、基于灰

色系统理论的协调度模型、基于协同论序参量功

效函数的协调度模型和基于离差系数的协调度模

型等方法ꎮ 研究尺度主要涉及到城市、湿地、城郊

区等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ꎮ 大多数研究侧重

于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关系的定性分

析ꎬ而已有的定量分析大多将生态环境置于“社
会、资源、经济、生态”的大系统中来评价他们之间

的耦合关系ꎬ针对性不强ꎮ
１ ３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过程ꎬ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非农

业活动的集聚ꎬ还表现为城市地域的拓展和城市

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扩散ꎮ 要做到城市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发

展[９ － １４]ꎮ 我国学者们[１５ － ２３]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关注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问题ꎬ特别是

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成为学

者们研究的焦点ꎮ 国内形成了以方创琳教授为代

表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

在着各种矛盾与胁迫现象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ꎬ对
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２４ － ２６]ꎮ
近几年国内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上主要

集中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的短缺、城

市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土壤污染、土壤侵蚀ꎬ土壤

理化性质改变、地表植被的破环、城市化带来的

“热岛效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对居民健康的影

响等方面ꎻ其中ꎬ以某个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

系协调发展规律特征、协调程度、相互作用等问题

为研究重点ꎻ研究方法上ꎬ主要运用主成份分析、
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关联分析、空间分析、神经网

络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智能体、元胞自动机模

型、引力模型、模糊理论、系统论、感知地图、ＥＳＦ
模型、ＥＦ 模型等ꎻ研究尺度上ꎬ多数集中于宏观尺

度的研究ꎬ多以全国、城市群、较大区域为研究对

象ꎬ研究区域多局限于江苏、长三角城市群、新疆

等沿海或边境城市区域ꎮ
１ ４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学者[２７ － ２９]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对这一

领域有了逐渐重视ꎬ我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

关系研究进程可以分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 － ９０
年代初)ꎬ第二阶段(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第三阶段

(２０００ 年左右至今)等三个阶段ꎻ第一阶段ꎬ针对

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旅游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开展的ꎬ尤其是针对旅游地整体的

生态环境ꎬ以定性描述为主ꎬ研究成果相对较少ꎮ
第二阶段ꎬ对两者关系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ꎬ方
法、理论较成熟ꎬ内容有深度ꎬ研究角度多种ꎮ 第

三阶段ꎬ关于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成

果十分丰富ꎬ尤其是近些年ꎬ随着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提出ꎬ学术界加大了对旅游与生态环境

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的研究ꎮ 研究内容上集中于通过实证

分析ꎬ定量测度旅游区大气、水、土壤等要素的变

化趋势ꎬ综合评价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利用物理学的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等方法ꎬ
以定量测评为主ꎬ评价了一定时间范围内旅游经

济—生态环境或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

调发展状况ꎬ为有的放矢的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

依据ꎮ 强调了生态旅游是对环境负责任的旅游形

式ꎬ明确生态旅游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选择ꎬ并以武夷山、济南等景点或区域为实证分析

对象ꎬ从生态旅游视角提出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



２８　　　 环境保护科学 第 ４５ 卷　

展的措施ꎮ 研究视角上ꎬ集中于旅游对生态环境

的消极影响ꎬ生态环境对旅游的影响ꎬ耦合协调发

展关系研究ꎬ生态旅游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等ꎮ 研

究尺度上ꎬ我国学者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ꎬ历史有名的古城等地区[３０ － ４３]ꎮ
１ ５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况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作用ꎬ生态环

境对经济发展构成约束作用ꎬ两者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ꎬ构成彼此耦合的交互体[４４]ꎮ 我国对经济增

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从

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来进行ꎮ 定性研究方面:一
些学者对经济 －环境协调耦合发展的特点进行总

结ꎬ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相对性、
可控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等特征ꎻ还有一些学者对

经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构进行阐述ꎬ即经

济 －生态环境的协调主要包括:结构协调、层次协

调、空间协调、时间协调等ꎻ国内学者对经济增

长 － 环境协调研究的主要形式:从单独研究经济

系统和从环境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生态系统的协调

到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ꎮ 定量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经济增

长与生态环境协调运用的模型有:投入产出模型、
物质平衡模型、ＥＫＣ 计量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
灰色系统模型、多目标决策模型、非线性的扩展型

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经典模型的多种改进等ꎻ定量

化研究方法上ꎬ主要运用构建评级指标体系来进

行定量计算ꎬ如有些学者运用可持续发展差别模

型、灰色系统法、熵值法等方法对经济 － 环境协调

度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预测分析ꎻ还有些学者从

以环境承载力评价区域经济 － 环境的协调发展ꎬ
他们分别测算区域人口承载力、生态承载力、
经济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构建指标体系ꎬ并运

用承载机制定量评估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预测出

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与趋势ꎮ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

境协调耦合方面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主要集中在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大型城

市区域ꎬ以工业三废排放与经济増长的关系

为主[４５]ꎮ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研究统

计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ＮＳＦＣ)是学科发展的重

要支撑平台ꎬ通过总结和分析近 １２ 年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数量和内容ꎬ明确我国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发展领域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水平以及其发展特

点和趋势ꎮ 这有助于充分了解近几年我国政府、
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对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ꎬ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发展

的进 度ꎮ 文 章 以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网

(ｗｗｗ ｎ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设定为检索平台ꎬ以城市化、
土地利用、经济增长、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模型

等字段作为“主题”或“关键词”下载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间的有关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为

主要内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ꎮ
近几年来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项目数量整体上处上升趋

势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间呈现出匀速增长趋势ꎬ２０１２
年有所减少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ꎬ增长速度较快ꎬ２０１３
年出现峰值ꎮ 此后ꎬ虽然出现基金数量有所减少

的趋势ꎬ但根据分析可知ꎬ这段时间高质量的基金

项目ꎬ能够体现出国家科技战略的方向ꎮ 在某种

程度上ꎬ项目数量的增加和持续的支持能够反映

出研究团队的不断壮大ꎬ科研团队不断推动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ꎬ不断更新基础创新研

究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

　 　 近 １２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发展项目主要包括:理论体系研究、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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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模型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土地

利用与土地资源开发研究、旅游经济系统与环境

系统耦合发展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研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践研究和生

态 － 经济系统的动态耦合研究等 ８ 个方面的内

容ꎮ 其中ꎬ除了占 ４％ 的其他研究ꎬ共有 ５ 类研究

的比例均高于 １０％ ꎬ即耦合协调模型研究、城市化

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土地利用与土地资源开发

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

及生态 －经济系统的动态耦合研究等ꎮ 有 ２ 类研

究的比例不到 １０％ ꎬ即理论体系研究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实践研究ꎮ 说明我国对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多数引用国外成熟的理论ꎬ而
这些理论运用实践方面需要继续深入研究ꎮ 总

之ꎬ近 １２ 年来ꎬ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相关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较薄弱ꎬ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宏观研究和科学

体系基础上的微观研究ꎮ 但是ꎬ其研究领域广泛ꎬ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ꎬ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项目比例

　 　 全球经济急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考虑

的问题是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安全和经济保障问

题ꎬ只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或只保护生

态环境而不发展经济都是片面的ꎬ不可行的ꎮ 因

此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发展的实现是必经之路ꎮ 基于已有的大量研究成

果ꎬ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将不断拓宽研究

领域ꎬ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ꎮ

３　 国内主要学术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根据国内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方面的研究ꎬ选
择了 ５４４ 篇来自中国的专业学术核心期刊的论文

(中国科学院指定核心期刊)ꎬ包括:地理学报、生
态学报、生态经济、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地理研

究、干旱区地理、中国沙漠等ꎮ 对所有文献进行统

计、对论文第一作者的联系方式和地理分布进行

分析ꎬ得出国内近 １２ 年的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方面

的研究现状ꎮ 发现 ５４４ 篇文献共涉及 １５８ 个机

构ꎬ其中前 ２０ 个机构 发 表 的 论 文 占 总 数 的

６２ ７％ ꎬ其中陕西师范大学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

文有 ３８ 篇ꎬ排名第一的作者属于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ꎬ
见表 １ꎮ 作者地域分布上ꎬ核心期刊的第一作者

主要分布在 ５ 个省级单位ꎬ即陕西省、新疆省、江
苏省、湖北省、北京等ꎬ见图 ３ꎮ ５ 个省份涉及到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的论文占 总 论 的

６８ ３２％ ꎬ这 ５ 个省份成为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发展的核心区域ꎮ
　 　 另外ꎬ四川省ꎬ辽宁省ꎬ甘肃省ꎬ湖南省ꎬ黑龙

江省等 ５ 个省份的论文数占总文献的 ２２ ４％ ꎬ成
为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第二核心区ꎮ
　 　 这表明国内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较高ꎬ生态环境领域备受关注ꎮ 这为更好的研究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领域提供丰富的资料、开
阔的视野、先进的思路尊定了雄厚的基础ꎮ 同时ꎬ
今后ꎬ要进一步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领域ꎬ有必

要发展和扩大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ꎬ促进研

究生态环境人才和学科精英之间的交流合作ꎬ并
提供综合性ꎬ全面性ꎬ可靠性和科学性的生态环境

研究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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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国内前 ２０ 名机构

排名 单位 文章数 比例

１ 陕西师范大学 ３８ ７

２ 中国科学院 ３２ ５ ９

３ 辽宁师范大学 ２８ ５ １

４ 新疆大学 ２５ ４ ６

５ 兰州大学 ２３ ４ ２

６ 新疆农业大学 ２１ ３ ９

７ 中国矿业大学 ２０ ３ ７

８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９ ３ ５

９ 南昌大学 １９ ３ ５

１０ 南京农业大学 １９ ３ ５

１１ 西北大学 １６ ２ ９

１２ 西南大学 １５ ２ ８

１３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３ ２ ４

１４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２ ２ ２

１５ 东北农业大学 １０ １ ８

１６ 河海大学 ９ １ ７

１７ 湖南师范大学 ６ １ １

１８ 华中师范大学 ６ １ １

１９ 哈尔滨师范大学 ５ ０ ９

２０ 贺州学院 ５ ０ ９

前 ２０ 名单位文献综述 ３４１ ６２ ７

其他 ２０３ ３７ ３

总数 ５４４ １００

图 ３　 作者的地域分布(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

４　 结论与展望

４ １　 结论

近几年来ꎬ我国在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方面的

研究实践取得了大量成果ꎬ在多学科、多领域、多

方向为背景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ꎬ土地利用 /土地

覆盖(ＬＵＣＣ)与生态环境ꎬ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ꎬ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为研究载体ꎬ通过 ３Ｓ 技术ꎬ
多种模型和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ꎬ使得该

项研究在区域范围内的研究优势明显ꎮ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有关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项目数量大致呈现不断增加

的趋势ꎬ这说明ꎬ我国政府及学者们近几年来对生

态环境质量越来越重视ꎬ同时也说明了人民更加

重视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安全ꎬ向往美好生活、为
建设“美丽中国”而不断奋斗ꎮ

通过研究发现ꎬ陕西省、新疆省、江苏省、湖北

省和北京等 ５ 个省份涉及到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

展研究的论文占总论的 ６８ ３２％ ꎬ这 ５ 个省份成为

研究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区域ꎮ 四川

省ꎬ辽宁省ꎬ甘肃省ꎬ湖南省ꎬ黑龙江省等 ５ 个省份

的论文数占总文献的 ２２ ４％ ꎬ成为研究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发展的第二核心区ꎮ
４ ２　 展望

我国有关生态环境协调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

到众多学者们的重视ꎬ走向成熟ꎬ也取得了大量的

成绩ꎮ 但是ꎬ在研究方法、理论突破及实践应用方

面存在一些不足ꎮ ①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理论研

究方面主要引用国外有关理论ꎬ理论创新欠缺ꎬ研
究成果丰富但指导实践的不多ꎬ方法上较单一ꎮ
②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研究方面:目前国内

学者对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上ꎬ多侧

重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研究ꎬ而多数情况下忽视

后者对前者的反馈作用ꎬ从系统角度分析两者之

间关系的研究较少[４６]ꎮ 评价区域土地利用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方面缺少区域范围

内城市之间的对比分析ꎮ ③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方面:主要以全国、城市群、较大区域为研

究对象ꎬ对于较小范围内的县域研究较少ꎬ而乡镇

级别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基本没有涉

及ꎻ研究区域多局限于沿海或边境城市ꎬ这对于其

他地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ꎬ但总体上对内陆城市

关注不足[４７ － ５０]ꎮ 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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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ꎬ因此对我国县域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有一定

的实践指导意义ꎮ ④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方面:基于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ꎬ在旅游对环

境的影响日益显著的大背景下ꎬ引起了学者对旅

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重视ꎬ近年来

研究成果也不断的涌现出来ꎮ 具体来说ꎬ目前国

内对旅游经济贡献度的研究远大于旅游经济与城

市生态环境两者相互影响的研究ꎬ因此需要我们

关注旅游自身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看到

旅游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两个系

统的耦合协调发展ꎬ追求“绿色 ＧＤＰ”增长ꎬ建设

和谐社会[５１ － ５５]ꎮ ⑤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方面:理论层面的分析较少ꎬ实证方面的研究较

多ꎻ我国研究中ꎬ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和生态环境差

异的对比研究较少[５６ － ５８]ꎻ研究方法上选取的生态

环境指标不一致ꎬ经济增长指标较单一ꎬ今后研究

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总之ꎬ以上几方面研究应该向综合化方向发

展ꎬ不能单一地考虑一个环境要素ꎬ在时间和空间

上进行叠加分析ꎬ对不同区域选择关键环境要素

建立适合的模型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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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２ 页)
和协调员会议要求专家组磋商的与环境规划相关

内容及各成员国提出的提案ꎬ积极推动区域环境

规划的制定实施ꎮ
开展环境规划经验宣传交流ꎮ 借助政府间和

重要国际组织间的合作ꎬ组织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的环境规划研讨ꎬ加强规划先进理念的沟

通交流ꎬ促进不同国家与区域的生态环保理念、环
境问题、治理需求、环境治理技术交流等信息畅

通ꎬ生态与资源分布与环境承载力动态互通ꎬ环保

政策的相互借鉴ꎬ尤其是增进各国环境状况的了

解ꎬ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环境规划合作ꎮ
推动建立沿线国家环境规划研究智库联盟ꎮ

首先ꎬ通过问卷调查、资料检索、召开专家咨询会

等方式ꎬ系统梳理沿线国家环境规划政策研究智

库ꎮ 其次ꎬ从共同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国际间跨界污染物转移、生物多样性保护ꎬ
全球气候变化等多角度入手ꎬ推进国际智库之间、
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智库与企业之间、智库与

ＮＧＯ 之间的环境合作机制ꎬ同时加强沿线国家环

境规划智库交流与开展联合研究ꎮ
推动区域环境规划相关研究ꎮ 基于沿线国家

对环境规划合作的共同需求ꎬ以新亚欧大陆桥、中
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
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为主体ꎬ在推动编制“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环境状况研究、生态环境形势分

析、重点领域生态环保合作对接等报告、倡议的基

础上ꎬ推动制定跨国界的区域环境规划ꎬ切实提高

应对和解决跨界环境问题的支撑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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