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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生态需求角度从发，选择生态经济协调度、生态稀缺程度、人文发展水平作为评价指标，在对分指标进行评

价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条件判定法进行北京市生态需求程度评价，并据此划分了 ３个生态分区。结果显示，北京

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距较大，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生态资源愈来愈稀缺；生态经济协调度中，轻度协调的区

域大多位于北京北部的生态涵养区，而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经济协调程度多属于轻度冲突；人文发

展水平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逐渐降低；生态需求程度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逐步降低。根据生态分区的生态需求不

同，针对不同区位的特点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议，研究可以为区域土地资源合理规划布局与调整、生态用地配

置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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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的生

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活动提供有形或无形的

自然产品、环境资源和生态损益的能力，是人类直接

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社

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

社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

服务
［１］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巨大的间接和直接经

济价值，是生态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３］

。人与生

态系统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而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过度索取自然资源，极

大地削弱了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功能的能力
［４］
。联

合国千年评估报告指出，由于人类需求量不断增加，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经供不应求
［５］
。资源的

有限性导致既要了解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数量，更

需要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但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供给

方面，从全球
［３，６］
、国家

［７－８］
、城 市

［９－１０］
、生 态系

统
［１１－１３］

等尺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中，测算的项目有限
［１４－１５］

，大部

分是在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初步定义的基础上，

依据土地变化、植被覆盖类型等信息进行生态系

统供应能力静态价值的估算
［１６－１９］

，从人类需求的

角度来考虑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与需求的

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
［１，４，２０］

，且大多属于理论方面

的定性分析与探讨
［２１］
。不同区域生态需求程度差

距较大，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区域本底生态资源条

件、人口经济发展状况、人文发展水平等，评价区

域的生态需求状况有利于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从而为将来生态用地配置和

区域土地资源合理规划布局服务。基于以上分

析，本研究从生态需求的角度出发，从生态稀缺程

度、生态经济协调度和人文发展水平等方面评价

北京市的生态需求程度，并据此进行区域生态区

位划分，从而为有目标地进行土地利用调整、促进

区域生态环境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部，地理坐标为北

纬３９°２８′～４１°２５′，东经１１５°２５～１１７°３０′，南北长约

１７６ｋｍ，东西宽约１６０ｋｍ，总面积 １６４１０５４ｋｍ２，北
京市傍山面海，腹地辽阔，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

极为重要，其土地利用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布特点，已

经划分了明确的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划分为首都功

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

养发展区４个区域。作为我国的首都和国际性大都
市，北京市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尤为突

出，研究不同区域的生态需求对区域生态资源保护

有重要意义。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土

地利用现状图及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数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技术路线
本研究从生态需求的角度出发，选择生态经济

协调度、生态稀缺程度、人文发展水平作为评价指

标，在对区域分指标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

条件判定法，进行生态区位的划分，并分析不同分区

的资源条件及土地利用调整措施。

图 １　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２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

对北京市的土地利用现状类型进行综合分析，

确定了９个土地利用现状用地类型，并确定各个类
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基准价值。本研究在中国陆地生

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
［１６］
的基

础上，对该表进行了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的修正，

使之适合于北京的实际情况：时间尺度上，采用

２０１３年的全国平均粮食价格将其修正到 ２０１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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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水平上；空间尺度上，采用 ＮＰＰ校正方法将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由全国校正到北京市。最终得到了

北京市各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基准

价值（表１）。

表 １　北京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Ｔａｂ．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 元／ｈｍ２

用地类型 气体调节 气候调节 水源涵养 土壤形成与保护 废物处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 食物生产 原材料 娱乐文化 总价值

耕地 ９７６３９ １８６２３６ ６４３２６ ２９２３０１ ２３６９９２ ６９４７７ １７６８８５ １３９７５ ２７９０８４ １４１６９１６

园地 ２５０７１３ ２５０７５８ ２２１４３１ ４２０４７３ ２３４８５６ ２２４３５９ ９６４７５ １５０７４８ ２１４９６７ ２０６４７７８

林地 ３２０１４６ ２５１９６９ ３００４１１ ３４７０２２ １０８１８６ ２９８１９２ ９９３８ ２５８７３５ １２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７４５

草地 １９２７９５ １９６５５５ １４３５１６ ４１２９７０ ２５５６２１ ２０４０４３ ８２８８６ １２０５０ ９８２３ １５１０２６０

水域 ０ ８２８５７ ３６７０９３８ １８０１ ３２７４６６４ ４４８５１０ １８０１２ １８０１ ７８１７４０ ８２８０３２３

湿地 ３２４２２４ ３０８０１３０ ２７９１９３０ ３０８０１３ ３２７４６６４ ４５０３１１ ５４０３７ １２６０９ ９９９６９１ １１２９５６１０

城市绿地 １８３６８５ １８８７６５ １３９８７３６ ２７３９６９ １２３３７０１ ３４７１６７ ２５０３４ ９９２０９ ３１２６８８ ４０６２９５３

未利用地 ０ ０ １０５９０ ７０６０ ３５３０ １２００２３ ３５３０ ０ ３５３０ １４８２６３

建设用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生态需求评价

３１　生态稀缺程度
结合北京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表，根据 ２００７年土地利用现状
数据与人口数据，计算各区县人均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ＥＳＶ），如表 ２所示，并据此判定区域的生
态稀缺程度。

表 ２　北京市 ２００７年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Ｔａｂ．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ｉｎ２００７

区县名称 ＥＳＶ／亿元 常住人口／万人 人均 ＥＳＶ／元

东城区 １８ ８５１ ２１１５

西城区 ００７ １２１８ ５７５

朝阳区 ５２６ ３００１ １７５２７

丰台区 ２８９ １６９３ １７０７０

石景山区 １００ ５４６ １８３１５

海淀区 ５２９ ２８１４ １８７９９

门头沟区 ２６３５ ２７ ９７５９２６

房山区 ３０７８ ８８７ ３４７０１２

通州区 １５７７ ９６５ １６３４２０

顺义区 １６６８ ７３６ ２２６６３０

昌平区 ２１６６ ８９６ ２４１７４１

大兴区 １５２８ ９７８ １５６２３７

怀柔区 ４０９７ ３１６ １２９６５１９

平谷区 １８６２ ４２４ ４３９１５１

密云县 ５２３５ ４４９ １１６５９２４

延庆县 ３８９８ ２８６ １３６２９３７

合计 ２９２１２ ２９２１２ １７８８８５

３２　生态经济协调度
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不仅受区域自然、资

源与环境条件的影响，其功能价值的变化也受社会

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评价北京市经济发展与自然

生态环境的协调水平，本文采用生态经济协调度

（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ｒｍｏｎｙ，ＶＥＥＨ）指数来衡量
［２２］
，

ＶＥＥＨ指研究期内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率（ＶＥＳｐｒ）与单位面积 ＧＤＰ变化率（ＶＧＤＰｐｒ）之比。其
计算公式为

ＶＥＥＨ ＝
ＶＥＳｐｒ
ＶＧＤＰｐｒ

（１）

其中 ＶＥＳｐｒ＝
ＶＥＳｐｊ－ＶＥＳｐｉ
ＶＥＳｐｉ

（２）

ＶＧＤＰｐｒ＝
ＶＧＤＰｐｊ－ＶＧＤＰｐｉ
ＶＧＤＰｐｉ

（３）

式中　ＶＥＳｐｉ———研究区某时期初始年份的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ｈｍ２

ＶＥＳｐｊ———研究区某时期结束年份的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ｈｍ２

ＶＧＤＰｐｉ———研究区某时期初始年份的单位面

积 ＧＤＰ，元／ｈｍ２

ＶＧＤＰｐｊ———研究区某时期结束年份的单位面

积 ＧＤＰ，元／ｈｍ２

计算结果见表３。
３３　人文发展水平

世界各国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长期实践表明，

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
［２３］
。

预期寿命越高、教育素养越高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的地区，其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也就越高，即

人文发展水平反映了区域的生态需求。人文发

展水平采用人文发展指数（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ＰＨＤＩ）

［２４］
作为指标。人文发展指数从 ３方

面衡量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一是健康长寿，

用出生人口预期寿命来衡量；二是教育获得，用

成人识字率（２／３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
入学率（１／３权重）共同衡量；三是生活水平，用人均
实际 ＧＤＰ来衡量。本研究中人文发展指数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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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要包括北京市各区县的相关统计数据，包括受

教育程度、入学率、ＧＤＰ等数据，见表４。

表 ３　北京市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生态经济协调度

Ｔａｂ．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ｉｎ１９９３ａｎｄ２００７

区县

名称

ＥＳＶ／亿元 ＧＤＰ／亿元

１９９３年 ２００７年 １９９３年 ２００７年
ＶＥＥＨ

东城区 ０２２ ０１８ １８１７２４ ８０７０４５３ －０００４２

西城区 ０２２ ００７ ３４４１１１ １４９７９９６７ －００１６０

朝阳区 ５９０ ５２６ ３１３４９８ １６９７４１２５ －０００２０

丰台区 ３４０ ２８９ １５５８３０ ４６３２３０１ －０００５２

石景山区 ０９９ １００ ４２２７７ ２２６３９８６ ００００２

海淀区 ５０３ ５２９ ４４６６５６ １８２８７５３９ ０００１３

门头沟区 ２６３３ ２６３５ ５９８３５ ５６５６７０ ００００１

房山区 ３４１６ ３０７８ ２９８００２ ２１０７８２３ －００１６３

通州区 １６０６ １５７７ ４２９９７６ １８６７５６６ －０００５４

顺义区 １７３８ １６６８ ３７０７３６ ３５５１３０２ －０００４７

昌平区 ２３７４ ２１６６ ２６４７０６ ２６９８２３２ －０００９５

大兴区 １５８９ １５２８ ２１４２４６ １９４２９８４ －０００４８

怀柔区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７ １２８０５４ １２１５３３２ ０００００

平谷区 １７７７ １８６２ １７８２７７ ７２０８４９ ００１５７

密云县 ５２０８ ５２３５ １５４２０２ ９４６３７８ ０００１０

延庆县 ３７５３ ３８９８ １２３０３０ ５１０８１０ ００１２３

合计 ２９７６９ ２９２１２ ３７０５１５９ ８１３３５３１７ －００００９

表 ４　计算 ＨＤＩ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阈值）

Ｔａｂ．４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ＤＩ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岁 ８５ ２５

成人识字率／％ １００ ０

综合入学率／％ １００ ０

人均 ＧＤＰ／美元 ４００００ ０

　　注：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２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文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
和 ＧＤＰ指数３个分项指数，分项指数 Ｔｆ计算公式
为

Ｔｆ＝（Ｔａ－Ｔｍｉｎ）／（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４）
式中　Ｔａ———指数实际值

Ｔｍｉｎ———指数最小值
Ｔｍａｘ———指数最大值

ＰＨＤＩ值为３个分项指数的算术平均值，其计算公式
为

ＰＨＤＩ＝
１
３
Ｙａ＋

１
３
Ｙｅ＋

１
３
ＹＧＤＰ （５）

式中　Ｙａ———预期寿命指数
Ｙｅ———教育指数
ＹＧＤＰ———ＧＤＰ指数

根据式（４）、（５），对北京市各区县的人文发展
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见表５。

表 ５　北京市各区县人文发展指数

Ｔａｂ．５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

区县名称 人文发展指数 区县名称 人文发展指数

东城区 ０８３ 通州区 ０６５

西城区 ０９０ 顺义区 ０７２

朝阳区 ０８６ 昌平区 ０７１

丰台区 ０７４ 大兴区 ０６６

石景山区 ０８０ 怀柔区 ０７０

海淀区 ０７５ 平谷区 ０５９

门头沟区 ０６３ 密云县 ０５８

房山区 ０７３ 延庆县 ０５９

３４　生态区位划分
划分生态区位的主要目的是评价不同区域的生

态需求程度，生态需求程度主要与区域的生态资源

状况、生态经济协调程度与人文发展水平有关，结合

生态经济协调度、资源稀缺度及人文发展水平的计

算结果，通过多指标条件判断方法进行生态区位划

分。

３４１　确定各评价指标阈值
根据北京市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结

果，采用拐点突变法将北京市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ＶＰＥ）划分为３个等级：当０≤ＶＰＥ＜１５００时，表示
资源稀缺程度为高度；当 １５００≤ＶＰＥ ＜４０００时，表
示为中度；当 ＶＰＥ≥４０００时，表示为低度；根据生态
经济协调度（ＶＥＥＨ）的计算结果，结合已有的划分方

法
［２２］
确定生态经济协调度的阈值：将 ０作为 ＶＥＥＨ的

临界值，当 ＶＥＥＨ ＜０时，表示生态经济不协调；当
ＶＥＥＨ≥０时，表示生态经济协调。当 －０５≤ＶＥＥＨ ＜０
时，表示生态经济轻度冲突；当 ０≤ＶＥＥＨ ＜０５时，表
示生态经济轻度协调；当 ０５≤ＶＥＥＨ ＜１时，表示生
态经济中度协调；当 ＶＥＥＨ≥１时，表示生态经济高度
协调。根据北京市人文发展水平的计算结果，采用

拐点突变法将北京市人文发展水平（ＶＰＤ）划分为
３个等级：当０≤ＶＰＤ＜０６０时，表示人文发展水平为
低水平，当 ０６≤ＶＰＤ ＜０７５时，表示为中水平；当
ＶＰＤ≥０７５时，表示为高水平。
３４２　确定生态区位划分方法

生态区位的划分基于区域的生态需求程度不

同，而不同评价指标对区域生态需求的表征不同，具

体关系为：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低，生态需求程

度越高；生态经济协调度越低，生态需求程度越高；

人文发展水平越高，生态需求程度越高。划分生态

区位需要综合３个指标进行判断，常用的方法有综
合指标法和聚类法。综合指标是通过加权平均多个

指标来获得总体评价指标，该方法计算简单，但权重

对结果影响较大，确定单个指标的权重非常关键，而

且在均值计算影响下，单个指标对结果的限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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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降低；聚类法是根据对象属性之间的相似性将其

分为多个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无监督分类过程，

虽然能保证类别中对象的内聚性，但类别划分与指

标的现实意义之间关系不紧密，因此分类结果对相

关工作的参考价值有一定的限制性。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采用多指标条件判定法进行生态区位划分，

即通过条件判断函数来确定生态需求的区位类型，

该方法在充分表达了单个指标意义的同时，通过多

指标条件判断将多个指标进行了综合，同时由于单

个指标条件意义的确定性，其区位划分结果也容易

应用。根据各评价指标的意义和阈值划分结果，进

行生态区位划分的条件判断函数表示为

ｆ（ＶＰＥ，ＶＥＥＨ，ＶＰＤ）＝
ＸＨ ＶＰＥ＜１５００，ＶＥＥＨ ＜０，ＶＰＤ( )＞０６

ＸＬ （ＶＰＥ＞１５００，０＜ＶＥＥＨ ＜０５，０＜ＶＰＤ＜０６）

ＸＭ （其他
{

）

（６）
式中　ＸＨ———高度需求值　　ＸＬ———低度需求值

ＸＭ———中度需求值
根据式（６），当 ＶＰＥ ＜１５００，ＶＥＥＨ ＜０，ＶＰＤ ＞０６

时，生态需求程度为高度需求；当 ＶＰＥ ＞１５００，０＜
ＶＥＥＨ ＜０５，０＜ＶＰＤ ＜０６时，生态需求程度为低度需
求；其他情况为中度需求。

４　结果分析

表６和图２为北京市生态需求程度及生态区位
划分结果。

表 ６　北京市生态需求程度评价划分结果

Ｔａｂ．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

区县名称 ＶＰＥ ＶＥＥＨ ＶＰＤ 需求程度

东城区 ２１１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８３ 高度

西城区 ５７５ －００１６０ ０９０ 高度

朝阳区 １７５２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８６ 高度

丰台区 １７０７０ －０００５２ ０７４ 高度

石景山区 １８３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８０ 中度

海淀区 １８７９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７５ 中度

门头沟区 ９７５９２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３ 中度

房山区 ３４７０１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７３ 中度

通州区 １６３４２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６５ 中度

顺义区 ２２６６３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７２ 中度

昌平区 ２４１７４１ －０００９５ ０７１ 中度

大兴区 １５６２３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６６ 中度

怀柔区 １２９６５１９ ０ ０７０ 中度

平谷区 ４３９１５１ ００１５７ ０５９ 低度

密云县 １１６５９２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５８ 低度

延庆县 １３６２９３７ ００１２３ ０５９ 低度

　　结果显示，北京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距较
大，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生态资源愈来愈稀缺，东

城区、西城区的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有 ２１１５、
５７５元／人，为高度稀缺；而城市功能扩展区的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人均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也较低，在１８０元／人左右，为高度稀缺；城市发
展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高，特别是顺义区、

昌平区，超过２０００元／人，为中度稀缺；而生态涵养
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了较大的提升，延庆县达

到了 １３６２９３７元／人，最低的平谷区也达到了
４３９１５１元／人，为低度稀缺。

北京的生态经济协调度划分为 ２个等级，其中
轻度协调的区域大多位于北京北部的生态涵养区，

包括延庆县、怀柔区、密云县和平谷区，门头沟区、石

景山区和海淀区也属于轻度协调区域，首都核心功

能区昌平区、顺义区及南部的大兴区、通州区、房山

区等区都属于轻度冲突。

北京市的人文发展水平呈现了明显的从中心城

区到远郊区逐渐降低的特点，西城区的人文发展指

数最高，达到了 ０９０，而朝阳区、东城区、石景山区
和海淀区也在 ０７５以上，人文发展水平较高；昌平
区、顺义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和通州区等区

域的人文发展水平在 ０７０左右，处于中等水平；延
庆县、密云县和平谷区的人文发展水平较低，都处于

０６以下，为低度水平。
北京市生态需求程度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市

的生态需求程度总体呈现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

逐步降低的特征，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丰台

区的生态需求程度最高，为高度需求；海淀区、石

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

区、昌平区和怀柔区等区域的生态需求程度为中

等，而延庆县、密云县和平谷区的生态需求程度

为低度。

５　结束语

在对区域生态需求评价的基础上进行了北京市

生态区位的划分，将北京市划分为生态需求程度低、

中、高３个区，结果表明，北京市的生态需求程度差
距较大，从远郊区到中心城区，生态需求程度逐步增

高。根据结果，提出不同分区的土地利用调整策略：

①生态需求程度高的区域：该区域主要为中心城区，
区域人口密度大，绿地面积有限，人均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低，生态经济协调度差，但人文发展水平高，对

生态需求程度高，该区域应控制人口数量增加，提高

人口素质，采用立体绿化、加强小区域绿地建设等各

种措施增加绿地面积，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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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北京市生态需求程度评价结果及生态区位划分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ｇｒｅ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
　
值。②生态需求程度中的区域：该区域主要位于城
市拓展区及城市发展新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

也是近年来北京市的城市发展重点区，城市建设速

度大，占用了大量土地面积，造成了区域人均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较低，生态经济协调程度不高，同时，该

区域人文发展水平较为良好，对生态的需求也较高，

该区域应控制城市建设速度，严格控制人口无序增

长，避免摊大饼似的城市发展，保留具有重要生态功

能的土地，提高区域生态服务质量。③生态需求程
度低的区域：该区域主要位于北京北部的生态发展

涵养区，区域绿地面积较大，人口相对较少，人均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高，经济发展速度不高，生态经济协

调程度相对良好，该区域是北京市的　　

生态涵养区，对北京的生态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

区域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同时，应适当增加提供服

务功能的土地类型面积，特别是湿地等单位生态

服务价值较高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大力建设

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配置模式。生态系统会产生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需求及其量化是一个新

的研究课题。生态需求的情况与区域需求人口的

数量、空间分布、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各种因素有

关，本研究从生态稀缺性、生态经济协调度和人文

发展水平 ３个方面对生态需求进行了初步探索，
更丰富涵义的生态需求评价是将来研究的重点，

另外，还应关注生态需求的长时间动态变化，以更

好地指导区域的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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