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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水资源与
经济社会协调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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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必将给沿线我国各省区经济社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分别从 4 个

方面构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客观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基于距离

协调度对 2005—2013 年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新疆水资源

与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上升趋势,2005—2013 年期间经济社会系统发展速度快于水资源发展;根据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分为 2 个阶段:2005—2011 年为第一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

统的协调发展度一直处于上升阶段;2011—2013 年为第二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

出现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仍然处于中级协调水平。 最后,对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水资源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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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in context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U Yepeng1, YUAN Ruhu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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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trategy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ny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along the route. In this study, an indicator system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s built considering four aspect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objectively.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5 to 2013was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based on the distance coordin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indicators of
the socio鄄economic system of Xinjiang were in an uptre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socio鄄economic syste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ater resourc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a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from 2005 to 2011, during which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second period from 2011 to 2013, during which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wed a descending trend. However,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remained at the
middle level. Proposal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ordinating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ater resources;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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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的新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牵

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

的经济大走廊冶 [1鄄2]。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
必然会为我国沿线各省区经济社会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省份,新疆为抓住

丝绸之路战略优势,提出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5
大中心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3]。 但是与

其他省区相比,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少雨,
水资源和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性资源[4],考察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

尤为重要。 因此,在进行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时,认
清自身实际,利用优势,使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新疆可持续发

展关键因素之一。
现有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

战略[5]、资源与生态格局[6鄄7]、能源[8] 和旅游文化与

交流等方面,尤其关于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

究主要是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定位[9]、战
略布局[10]、旅游与文化交流等方面,关于新疆经济

社会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指标体

系并未形成公认的标准。 对于经济社会系统,主要

选取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益和公共基础设施

作为评级指标[11],但部分指标存在重复性和代表性

不足等问题;对于水资源系统,主要考虑人均水资

源、人均用水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等方面,但这些

指标过于简单和粗糙,不能全面衡量水资源发展状

况。 系统协调性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典型相关分析模

型[12]、变异系数协调性测度[13] 等。 由于变异系数

法能客观确定权重,而距离协调度模型可利用方案

与最优理想方案之间的差距反映协调度本质,因此,
笔者将变异系数法与距离协调度模型相结合,对新

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进行评价。
本文对 2005—2013 年新疆的水资源与经济社

会系统协调度进行分析时,从水资源供给、水资源利

用结构、水资源量、水资源投入产出 4 个方面,选取

12 个二级指标作为水资源子系统的评价依据;从经

济水平、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人口发展、城市建设

4 个方面,选取 14 个二级指标作为经济社会子系统

的评价依据,构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评

价指标系统。 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

利用能直接有效反映协调性本质的距离协调度模型

对 2005—2013 年的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协

调性进行定量分析。 最后依据评价结果,对新疆如

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实现协调发展提出

建议,以期为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摇 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1. 1摇 水资源

新疆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单位面积水量少,2012
年新疆水资源总量达 903郾 2 亿 m3,人均水资源量为

4 055郾 5 m3,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郾 93 倍,但
是每平方千米水资源量只有 4郾 8 万 m3,仅相当于全

国平均的 1 / 6。 水资源分布不均,北疆多南疆少,北
疆单位面积的水资源量是南疆的 2 倍,且水资源多

分布于山区,占新疆总面积 43%的山区聚集了 89%
的降水量。 农业灌溉用水量多,生活用水量少,水资

源利用率低,新疆农业用水比例高达 91% ,工业用

水重复率不到 4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用水效

率上,新疆 2012 年万元 GDP 用水量是 786 m3,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 2摇 经济社会

新疆地处西北内陆,周边与 8 国毗邻,是“东进

西出冶重要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 自改革

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骄人成就,人均

GDP 比 1978 年增长 11郾 5 倍,GDP 增速近 10 年一直

保持 10%以上,是全国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特色

农业优势明显,棉花产量占全国 27%,矿产资源丰富,
种类齐全,油气能源储量丰富。 工业和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明显增加,2005 年工业产值为 962 亿元,
到 2013 年增加至 2 850 亿元,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从 35郾 7%上升到 38郾 2%。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科技、
教育、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05 年的 7503郾 42 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19 873郾 8 元,2013 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相

比 2005 年增长 62郾 5% 。

2摇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水资源与经济社
会系统协调性定量评估体系与模型

2. 1摇 评价指标的构建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的实质,是
对现状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协调程度进行评

估,进而为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中更科

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14]。 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指标既要反映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要突出新疆独特的水资

源环境。 因此,结合新疆独特的经济与水资源环境

实际,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水平、
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人口发展、城市建设 4 个方面

建立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评价指标。 经济水平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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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反映了

经济中结构性的特点和经济效率,人口发展反映了

人民生活状况和人口水平,城市建设反映了地区经

济在城市建设上的成果,这些方面能有效衡量经济

社会系统的发展程度[15]。 从水资源供给、水资源利

用结构、水资源量、水资源投入产出 4 个方面建立水

资源子系统的评价指标。 水资源供给是衡量地区水

资源对经济生态的承载能力,水资源结构则体现经

济发展用水的结构是否合理,水资源量常用于评价

水资源供需关系,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之一,水资源投入产出则能反映经济发展对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这 4 个方面是评价新疆水资源系统发

展状况的主要依据。 具体指标见表 1。
表 1摇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系统 指标结构 指标
指标
方向

指标
权重

经
济
社
会
与
水
资
源
系
统
协
调
度
指
标
体
系

经
济
社
会
系
统

水
资
源
系
统

经济水平

经济结构
与经济
效益

人口
发展

基础
设施

水资源
供给

水资源利
用结构

水资源量

水资源投入
产出

人均 GDP + 0郾 123 3
GDP 增速 + 0郾 012 3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0郾 199 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0郾 149 4

农村人均纯收入 + 0郾 175 7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0郾 013 2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0郾 016 5

工业增加值 + 0郾 129 6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郾 037 9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郾 009 5
每万人口大学生 + 0郾 033 3

每万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郾 026 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0郾 049 4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 0郾 024 3

供水总量 + 0郾 029 7
地表水供水量 + 0郾 019 8
地下水供水量 + 0郾 124 3

降水量 + 0郾 077 2
农业用水量 - 0郾 036 2
工业用水量 - 0郾 060 9
生活用水量 - 0郾 075 5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 - 0郾 035 0
地表水资源量 + 0郾 061 1
地下水资源量 + 0郾 040 6

万元 GDP 用水量 - 0郾 281 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 0郾 158 3

摇 摇 注:“+冶表示正向效益型指标;“-冶表示负向成本型指标。

2. 2摇 指标权重

在确定指标的权重时,传统上大多采用主观分

析的方法,如 AHP、德尔菲法等,虽然能利用专家经

验,同时客观性也较差。 变异系数法是根据指标数

据设定指标权重,刻画了数据变化的客观信息,是一

种客观确定权重的方法。 变异系数法通过各个指标

在所有被评价对象上观测值的变异程度的大小,从
而赋予其权重[16]。 指标数据值变异程度越大,说明

能越好地区分各个方案在该方面的状况,因而赋予

的权重就越大;反之,则赋予的权重越小。

2. 2. 1摇 数据的标准化

以 X 表示新疆经济社会子系统发展第 m 个评

价指标对应于第 n 年的原始数据矩阵,记为 X =
(xij)m伊n。 将初始数据矩阵进行极差归一化处理后

便可得到标准化决策矩阵 Y。 通过倒数法将全部的

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极

差法归一化计算公式分别为

yi j =
xij - x jmin

x jmax - x jmin

( i = 1, 2, …, n; j = 1,2, …, m) (1)

yij =
x jmax - xij

x jmax - x jmin

( i = 1, 2, …,n; j = 1,2, …, m) (2)
式中:yij为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第 i 年的第 j 个指标变

量的数值;x jmax,x jmin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
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Y j 和与其对

应的标准差 S j
[17]:

軃y j =
1
n移

n

i = 1
yij 摇 摇 ( j = 1, 2, …,m) (3)

S j =
1

n - 1移
n

i = 1
(yi j - 軃y j) 2

( j = 1, 2, …,m) (4)
2. 2. 2摇 确定权重

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的

变异系数 V j 与权重值 w j 分别为

V j =
S j

Y j
摇 摇 ( j = 1, 2, …,m) (5)

w j =
V j

移
m

j = 1
V j

摇 摇 ( j = 1, 2, …, m) (6)

2. 3摇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模型

根据协调度的本质,距离协调度是一个相对值,
它是测度系统中评价变量的理想值与实际值的偏

差,从而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大小。 设 x忆ijt为
第 t 年子系统 i 的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则

cit = F(x忆ijt) = 移
l

j = 1
w jx忆ijt (7)

式中:F(x忆ijt)为系统综合发展度函数;w j 为经济社会

与水资源子系统的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l 为该子

系统指标个数;cit为经济社会与水资源子系统第 t
年第 i 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cit值愈大,表示子系统

发展水平愈高。
用子系统发展度的平均值表示子系统的综合发

展度[18],则

ct = F2(cit) = 1
m移

m

i = 1
c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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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2(cit)为系统综合发展度函数;ct 为系统综合

发展度,表示第 t 年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其中 ct 值愈大,各个子系统的综合

发展水平就愈高;m 为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协调

发展模型中所包含的子系统个数,在本文中 m=2。

表 2摇 2005—2013 年新疆经济社会系统指标数据

年份
人均

GDP / 元
GDP

增速 / %

人均固定
资产投
资 / 元

城镇人均
可支配
收入 / 元

农村人均
纯收入 /

元

第二产业
占 GDP
比重 / %

第三产业
占 GDP
比重 / %

工业
增加值 /
万元

人口自然
增长率 / %

城镇居民
恩格尔
系数 / %

每万人口
大学生 / 人

建成区
绿化覆
盖率 / %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

m2

人均拥有
道路面
积 / m2

2005 13 108 11. 38 6 726. 57 7 503. 42 1 136. 08 44. 7 35. 7 8 880 780 10. 9 36. 1 90. 44 31. 8 6. 4 11. 48
2006 15 000 10. 94 7 644. 16 7 990. 15 1 618. 08 47. 9 34. 8 11 599 067 11郾 0 36. 4 97. 20 30郾 0 7. 6 13. 31
2007 16 999 11. 78 8 833. 76 8 871. 27 2 482. 15 46. 8 35. 4 13 966 779 12郾 0 35. 5 103. 20 32郾 0 8. 1 13. 32
2008 19 797 11. 17 10 606. 18 5 644. 90 3 502. 90 49. 5 34郾 0 16 950 862 11郾 0 35. 1 108. 44 31. 9 7. 9 12. 47
2009 19 942 10. 56 13 097. 36 7 990. 20 38 83. 10 45. 1 37. 1 14 982 299 8郾 0 37. 3 111. 94 36. 3 8. 5 12. 55
2010 25 034 10. 71 16 225. 37 13 643. 80 4 642. 67 47. 7 32. 5 20 857 522 10. 6 36. 3 115. 13 36. 4 8. 6 13. 19
2011 30 087 10. 57 21 337. 21 15 513. 60 5 442. 15 48. 8 34郾 0 25 635 750 12郾 0 36. 2 117. 14 36. 6 9. 5 13. 74
2012 33 796 10. 84 28 029. 56 17 920. 70 6 393. 28 46. 4 36郾 0 27 241 641 12郾 0 38. 3 120. 35 35. 9 10郾 0 14. 16
2013 37 181 10. 92 34 065. 45 19 873. 80 7 296. 50 44. 3 38. 2 28 960 000 11. 1 37. 7 122. 43 36. 2 10. 4 14. 64

表 3摇 2005—2013 年新疆水资源系统指标数据

年份
供水
总量 /
亿 m3

地表水
供水量 /
亿 m3

地下水
供水量 /
亿 m3

降水量 /
亿 m3

农业
用水量 /
亿 m3

工业
用水量 /
亿 m3

生活
用水量 /
亿 m3

人均居民
生活用水
量 / m3

地表水
资源量 /
亿 m3

地下水
资源量 /
亿 m3

万元 GDP
用水量 /

m3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
水量 / m3

2005 508. 33 448. 77 58. 64 3 215 469. 70 9. 97 1. 64 2 529 910. 66 562. 57 1 952郾 0 90. 5
2006 513. 73 454郾 00 58. 93 2 800 471. 44 10. 59 1. 63 2 530 903. 84 554. 13 1 687. 3 78. 4
2007 517. 74 449. 16 67. 78 2 612 478. 44 10. 79 1. 62 2 498 816. 60 514. 10 1 697郾 0 71. 8
2008 528. 22 447. 78 79. 87 2 415 487. 78 11. 43 1. 64 2 479 759. 50 518. 50 1 256. 8 67. 7
2009 530. 91 440. 25 89. 96 2 369 492. 80 11. 78 1. 54 2 112 713. 64 470. 47 1 180郾 0 62. 3
2010 535. 08 439. 19 95. 15 3 729 495. 95 13. 60 1. 14 2 453 1 063郾 00 624. 30 984. 1 58. 5
2011 523. 51 424. 97 97. 75 2 745 491. 91 14. 05 1. 23 2 385 841郾 00 539. 80 803. 6 46. 5
2012 590. 14 477. 87 110. 89 2 999 561. 70 12. 40 1. 26 2 706 854. 20 557郾 00 728郾 0 39. 1
2013 588. 08 476. 59 110. 38 3 036 557. 70 12. 80 1. 29 2 615 900. 90 561. 30 703. 3 34. 6

假设 c1t、c忆1t为新疆经济社会子系统第 t 年发展

度的实际值和理想值,c2t、c忆2t为新疆水资源子系统第

t 年发展度的实际值和理想值,当 c忆1t = c2t,c忆2t = c1t,即
当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度相等时,系统协调度水平最

高,距离协调度的计算公式[18]为

dt = 1 -
(c1t - c忆2t) 2 + (c2t - c忆1t) 2

2 =

1 - c1t - c2t (9)
式中 dt 为第 t 年的系统协调度,dt 的数值愈大,表
明该系统实际的协调状况与理想协调状况的距离愈

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系统的协调水平也就

愈高。
系统协调发展度反映了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

高低,基于距离协调度的系统协调发展度计算公

式为

st = G(ct,dt) = ctdt (10)
式中:G(ct, dt)为系统协调发展度函数;st 为新疆经

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第 t 年的系统协调发展度,st
值愈大,该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就愈高。

3摇 2005—2013 年协调性评价

3. 1摇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水资源公
报,其中经济社会子系统的指标选自 2006—2014 年

《新疆统计年鉴》,水资源子系统的指标选自 2005—
2013 年度《新疆水资源公报》 [19],部分缺漏数据参
照政府网站。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引用的原始数据

见表 2 和表 3。
3. 2摇 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指标权重确定

对原始指标进行初始化处理后,根据变异系数
法计算指标权重,由公式(1) ~ (6)可以分别得到新

疆经济社会系统与水资源系统的指标权重,详细指

标权重见表 1。
在经济社会子系统中,权重较大的指标为经济

水平类指标,分别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 GDP 等指标;权
重较小的指标为基础建设和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类

指标,分别为每万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拥有道

路面积和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 在水资源

子系统中,权重较大的是用水效益类指标,分别为万

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权重相对

较小的指标为水资源供给和水资源结构,分别为地

表供水量、供水总量和农业用水量等指标。
3. 3摇 新疆社会经济与水资源协调发展度

协调性是描述各个系统相互协调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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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引入协调等级与协调发

展度划分标准[15],见表 4。
表 4摇 协调等级与协调发展度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发展度 [0,0郾 1) [0郾 1,0郾 2) [0郾 2,0郾 3) [0郾 3,0郾 4) [0郾 4,0郾 5)

协调等级 勉强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协调发展度 [0郾 5,0郾 6) [0郾 6,0郾 7) [0郾 7,0郾 8) [0郾 8,0郾 9) [0郾 9,1郾 0]

根据公式(7) ~ (10)对 2005—2013 年新疆社

会经济指标数据和水资源系统指标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发展度 ct、协调度

dt 和协调发展度 st,参照表 4 协调发展度与协调等

级可得 2005—2013 年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协调

发展等级。 具体数据见表 5。
表 5摇 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协调发展情况

年份
经济社会
发展指数

水资源
发展指数

ct dt st 协调等级

2005 0郾 223 3 0郾 079 2 0郾 151 2 0郾 855 9 0郾 359 8 轻度失调

2006 0郾 264 8 0郾 162 0 0郾 213 4 0郾 897 2 0郾 437 6 濒临失调

2007 0郾 264 0 0郾 270 0 0郾 267 0 0郾 994 0 0郾 515 1 勉强失调

2008 0郾 335 9 0郾 296 2 0郾 316 1 0郾 960 3 0郾 550 9 勉强失调

2009 0郾 390 6 0郾 323 5 0郾 357 1 0郾 932 9 0郾 577 2 勉强失调

2010 0郾 633 9 0郾 523 7 0郾 578 8 0郾 889 8 0郾 717 7 中级协调

2011 0郾 674 7 0郾 697 7 0郾 686 2 0郾 977 0 0郾 818 8 良好协调

2012 0郾 661 0 0郾 834 4 0郾 747 7 0郾 826 6 0郾 786 2 中级协调

2013 0郾 682 7 0郾 960 2 0郾 821 5 0郾 722 4 0郾 770 4 中级协调

3. 4摇 结果与分析

社会经济与水资源系统发展指数分别是衡量两

个系统的发展水平,是反映 2005—2013 年新疆经济

社会与水资源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根据经济社会

和水资源系统发展度指数绘制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

源系统发展度指数图,见图 1。

图 1摇 新疆社会经济与水资源系统发展度指数变化

a. 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度指数时间序列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发展度指数在

2005—2013 年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表明这些年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 首先,新疆地

处中亚内陆,是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通道,西部与中

亚 5 国接壤,东部可通往甘肃、陕西,是我国“东进

西出冶的重要商品集散中心和西部对外开放前沿,
独特的地缘优势为新疆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其次,新

疆资源丰富,矿藏储量巨大,能源资源占全国 30%
以上,农牧业发达,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b. 水资源发展度指数时间序列分析。 从图 1
看出,新疆水资源发展在 2005—2013 年间也处于上

升趋势,在此期间水资源发展可分为 2 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2005—2010 年,水资源系统发展速度较快;
第二阶段是 2011—2013 年,水资源保持平稳状态。
新疆地域辽阔,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 / 6,区内有天山

和昆仑山脉,虽然新疆的年均降雨稀少,位列各省区

末位,但永久积雪、冰川超过 2 万 km2,占全国冰雪

面积的 41% ,冰雪总量占全国的 43% ,是天然的固

体水库。 在 2005—2013 年水资源虽然整体处于增

长趋势,但 2010 年后,发展放缓趋势明显,水资源压

力增大,原因主要包括:淤气候变化造成全区水资源

分布更为不均衡,并加速冰川融化,而新疆境内干旱

少雨,水源主要来自积雪融化,因而新疆出现水资源

波动;于农业是新疆第一用水大户,而新疆农业用水

利用效率较低,2012 年新增灌溉面积较 1980 年增

加了近 1 倍,加剧水资源紧张;盂工业化和城镇化使

得用水增加,根据《新疆水资源平衡论证报告》预

测,到 2030 年新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还要新

增用水 60 亿 m3;此外,水体污染和人口增长也加剧

水资源缺口,因此近年来新疆水资源发展出现逐渐

减缓的趋势。
c. 新疆社会经济与水资源协调发展度分析。

协调发展度是反映两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根
据表 5 中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协调发展情

况,对 2005—2013 年经济社会与水资源系统协调发

展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到 2005—2013 年经济社会与

水资源系统协调发展度随时间变化情况,见图 2。

图 2摇 2005—2013 年新疆经济社会与水资源

系统协调发展度随时间变化

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整体处于

上升趋势,这说明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向着

更为良好的阶段发展。 由图 2 可见,新疆经济社会

与水资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可分为 2 个阶段:第
一阶段,2005—2011 年系统的协调发展度一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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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阶段,尤其是 2009—2011 年期间协调发展度增

长速度更快,根据表 5 的评价标准,2005—2009 年

间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处于轻度失

调至勉强失调的阶段,但是发展趋势表明协调性逐

渐改善,此间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第
二阶段,2011—2013 年协调发展度趋势出现下降,
但是总体仍然处于中级协调水平,反映出水资源可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应该更加重视保护水资源与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避免造成水资源的严重破坏。

4摇 结摇 语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必将给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水资

源脆弱,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压力大。 因此,在丝

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实现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就更加重要。 笔者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协

调度模型对 2005—2013 年新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

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5—2011 年为

第一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度一直处

于上升阶段;2011—2013 年为第二阶段,水资源与

经济社会的协调度发展趋势出现下降,但是总体仍

然处于中级协调水平。 这说明近年来新疆水资源的

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水

资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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