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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探究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空间均衡及其分布动态演进特征,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 4 个子

区域: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 基于“四水四定”
方针,从水资源与建设用地、耕地、人口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 4 组匹配关系出发,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和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空间均衡及其分布动态演进过程。 结

果表明: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基本处在临界均衡状态,主要差异来自子区域间,多年平

均贡献率达 67. 4%;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匹配关系有所优化,但地区差距仍然存在并有持续扩大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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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water
 

resources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it’s
 

distribution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s
 

divided
 

into
 

four
 

sub-regions:
 

the
 

central
 

core
 

functional
 

area,
 

the
 

eastern
 

coastal
 

development
 

area,
 

the
 

southern
 

functional
 

expansion
 

area,
 

and
 

the
 

northwester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Based
 

on
 

the
 

“ Basing
 

Four
 

Aspects
 

on
 

Water
 

Resources”
 

policy,
 

starting
 

from
 

the
 

four
 

match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land,
 

arable
 

land,
 

population,
 

and
 

added
 

value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water
 

resources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it’ s
 

distribution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7
 

to
 

2022,
 

water
 

resourc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re
 

basically
 

in
 

a
 

critical
 

equilibrium
 

state,
 

with
 

the
 

main
 

differences
 

coming
 

from
 

sub-regions,
 

and
 

the
 

average
 

annual
 

contribution
 

rate
 

reached
 

67. 4%.
 

The
 

water
 

resource
 

matching
 

relationship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been
 

optimized,
 

but
 

regional
 

disparities
 

still
 

exist
 

and
 

continue
 

to
 

w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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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资源之一,目前水资源空间失衡等问题制约着区域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一

定的压力[1-2] 。 因此,科学合理地管理水资源和优化

水资源分配,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之一。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应对该挑

战提供了指南[3] 。 在此背景下,水资源空间均衡逐

渐成为水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4-6] 。
金菊良等[7] 从水资源总量与耕地面积、人口数量、
第二产业 GDP 的匹配关系角度对区域水资源空间

均衡进行了定量评价。 汪梦植等[8] 从水资源需求

端和供给侧两个角度出发开展了水资源空间均衡分

析。 杨亚锋等[9] 利用耦合可变集原理和偏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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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建了水资源的空间均衡评估模型。 向征

等[10] 从水资源 人口、水资源 GDP、水资源 耕地

3 组匹配关系出发,借助基尼系数方法刻画了水资

源空间分布均衡性。 Zhao 等[11] 通过引入模糊指数

和动态信息,分析了水资源空间均衡的时空特征及

其未来演变趋势。 相关研究中, 水资源与人口、
GDP、耕地的匹配关系被广泛关注,然而对城市建设

发展考虑不足,而这正是“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 (简称“四水四定”)方针的内在

要求之一。 基于此,本文聚焦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的京津冀地区,以“四水四定”方针为指导,构建水

资源空间均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

和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下水资源空间均衡状态及其分布动态演进,以期为

该区域水资源管理及优化配置提供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的首都经济圈,人口众多,
经济繁荣,但也是水资源匮乏、水质污染严重、水生

态退化明显、资源和环境与发展之间矛盾尖锐的区

域之一[12-13] 。 京津冀地区面积约 21. 8 万 km2,占全

国的 2. 3%,人口约 1. 1 亿人,占全国的 7. 8%,GDP
约占 全 国 的 9%。 本 文 研 究 期 设 置 为 2007—
2022 年。 2015 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确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局[14] ,即一核、双
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 其中,四区指中部

核心功能区(北京、天津、保定和廊坊)、东部滨海发

展区(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南部功能拓展区(石家

庄、邯郸、邢台和衡水)、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张家口

和承德)。 将四区作为本文的子区域,具体情况如

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区的子区域划分

Fig. 1　 Sub-region
 

division
 

of
 

study
 

area

研究所使用的土地面积数据基于中国科学院资

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1 km 分辨率的土地

数据( http: / / www. resdc. cn)。 水资源总量、人口、
第二产业增加值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天津和河北统计年鉴和水资源公报。 考虑到遥感产

品的可获取性及土地的相对稳定性,部分年份缺失

数据利用相近年份替代。

2　 研究方法

2. 1　 水资源子系统划分

水资源是人类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必要物质基

础。 在水资源的消耗过程中,水与经济社会各子系

统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纽带关系,并且与城市、土地、
人口、产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约束机制。 结合姜宁

等[15-16]的研究,依照“四水四定”方针,将水资源复

杂系统划分为城 水、地 水、人 水、产 水 4 个子

系统。
2. 2　 水资源空间均衡指标选择

水资源空间均衡指的是水资源在不同区域、不
同子系统之间的合理分配,旨在确保各区域的水资

源供需平衡。 本文中水资源发展水平指区域保持水

资源供需平衡的能力,水平高意味着能够有效管理

和优化水资源分配,实现空间均衡;水平较低可能会

导致水资源分布不均,某些区域水资源过度开发或

不足,从而影响整体的空间均衡。 选取单位建设用

地面积水资源量、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人均水资

源量、单位第二产业增加值水资源量分别作为城

水、地 水、人 水、产 水子系统的指标来刻画水资源

空间均衡情况,从水资源与建设用地、耕地、人口、第
二产业增加值 4 个方面构建水资源空间均衡判别指

标体系。 为量化每个子系统在水资源空间均衡方面

的发展水平,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17] ,进而计算

系统整体的发展水平:

E∗ = ∑
4

i = 1
w iE i 　 　 ( i = 1,2,3,4) (1)

其中 E i = 0. 001 + 0. 998[X i - min(X i)] /
[max(X i) - min(X i)]

式中:E∗为系统整体的发展水平;w i 为各子系统的

权重;E1、E2、E3、E4 分别为城 水、地 水、人 水、产
水 4 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X1、X2、X3、X4 分别为单

位建设用地面积水资源量、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
人均水资源量、单位第二产业增加值水资源量的指

标值。
2. 3　 Dagum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国家或地区居民之

间的收入差异,也经常被用来进行水资源的空间均

衡分析[18-19] 。 在研究区包括多个子区域,每个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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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包括多个城市的情况下,总基尼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G = ∑
k

j = 1
∑

k

h = 1
∑
nj

i = 1
∑
nh

r = 1
E ji - Ehr( ) (2n2 E)

( j ≠ h) (2)
式中:G 为总基尼系数; k 为子区域数量; n 为研究

区城市的总数;n j 为第 j 个子区域中的城市数量;nh

为第 h 个子区域中的城市数量;E ji 为第 j 个子区域

中第 i 个城市的指标值;Ehr 为第 h 个子区域中第 r

个城市的指标值;E 为指标平均值。
第 j 个子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和第 j 个子区域

与第 h 个子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 jj =
1

2E j
∑
nj

i = 1
∑
nj

r = 1
E ji - E jr( ) n2

j
 　 ( i ≠ r)

  

(3)

G jh = ∑
nj

i = 1
∑
nh

r = 1
E ji - Ehr( ) n jnh( E j + Eh)[ ] (4)

式中:Gjj 为第 j 个子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Gjh 为第 j
个子区域与第 h 个子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Ejr 为第 j

个子区域中第 r 个城市的指标值;Ej 为第 j 个子区域

的指标平均值;Eh 为第 h 个子区域的指标平均值。
Dagum 等[20-21] 提出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子

区域内差异、子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 3 部分,其中

超变密度是因组间重叠而产生的基尼系数,反映了

不同城市之间的互动对整体差异的影响。 三者之间

的关系为

G = GR + GB + GH (5)

其中 GR = ∑
k

j = 1
G jjP jS j

GB = ∑
k

j = 2
∑
j -1

h = 1
G jh(P jSh + PhS j)D jh

GH = ∑
k

j = 2
∑
j -1

h = 1
G jh(P jSh + PhS j)(1 - D jh)

P j = n j / n　 　 Ph = nh / n　

S j = (n j
E j) / (nE)　 Sh = (nh

Eh) / (nE)
式中:GR 为子区域内差异;GB 为子区域间差异;GH

为超变密度;D jh 为第 j 个子区域与第 h 个子区域之

间的相对影响,计算公式为

D jh = (d jh - p jh) / (d jh + p jh) (6)
式中:d jh 为第 j 个子区域与第 h 个子区域之间的差

异;p jh 为第 j 个子区域与第 h 个子区域的超变一

阶矩。
2. 4　 Kernel 密度估计

Kernel 密度估计相比于对数据分布进行假设的

方法,更具灵活性和稳健性,现已成为研究不均衡分

布的常规方法。 鉴于非参数估计缺乏明确的函数形

式,可以通过观察 Kernel 密度估计的图形数据,以
确定变量分布的确切位置、形态及其延展特性等关

键信息[22] 。 Kernel 密度提供水资源分布的连续性

视图,可以更好地分析水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特征

和变化趋势。 Kernel 密度估计的表达式为

f(x) = 1
Nh∑

N

i = 1
K

X i - x
h( ) (7)

式中:X i 为来自总体 X 的观测值;N 为观测值的个

数;h 为带宽;x 为均值,h 越大,x 附近的邻域越大;
K(·)为核函数,本文采用高斯 Kernel 函数对京津

冀地区水资源空间均衡的分布进行估计,表达式为

K(x) = 1
2π

exp - x2

2( ) (8)

　 　 基尼系数提供了对均衡程度的量化评价,而

Kernel 密度估计则提供了对水资源空间分布的连续

性视图。 在“四水四定”方针指导下,将这两种方法

进行结合,可以更好地对水资源分配的空间分布特

征进行综合评估,优化水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配,平
衡空间上的水资源,以实现水资源高效和可持续

利用。

图 2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空间均衡状态

Fig. 2　 Spatial
 

equilibrium
 

status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7
 

to
 

2022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空间均衡状态

图 2 为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空间

均衡状态。 根据基尼系数划分水资源空间均衡状

态,基尼系数为 0 ~ 0. 2 为优质均衡,>0. 2 ~ 0. 3 为中

级均衡,>0. 3 ~ 0. 4 为临界均衡,>0. 4 ~ 0. 5 为中级

失衡,>0. 5 为高度失衡。 由图 2 可见,京津冀地区

水资源空间均衡基本处在临界均衡状态,主要差异

来自子区域间,多年平均贡献率高达 67. 4%,其次

是子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为 14. 9%,超变密度贡献

率为 17. 7%。 这一现象说明 4 个子区域发展水平差

异较大,且子区域之间存在重叠现象,即发展水平高

的区域内也存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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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子区域间差异

表 1 为 2007 年、2012 年、2018 年、2022 年的京

津冀地区子区域间的基尼系数。 由表 1 可见,京津

冀地区各子区域间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西北部生态涵

养区与其他子区域之间。 主要是因为西北部生态涵

养区因水资源稀缺、经济发展滞后、生态保护政策以

及较低的人口密度与用水需求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该

区域的水资源空间不均衡,使其与经济相对发达区

域之间的差距显著。 河北其他地市与京津之间差异

在逐渐缩小,例如,中部核心功能区与南部功能拓展

区的基尼系数在 2012 年为 0. 304,至 2018 年降至

0. 285。 但中部核心功能区与其他子区域之间的差

异相对较大,尤其是在 2022 年,中部核心功能区与

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之间的基尼系数达到 0. 630。 中

部核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人口密度都

远高于西北部生态涵养区,这导致中部核心功能区

与西部生态涵养区差异相对较大。 中部核心功能区

处于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人口密度大,水资源

需求高,供需矛盾突出,这些因素导致其与其他子区

域之间呈显著差异。
表 1　 京津冀地区子区域间的基尼系数

Table
 

1　 Gini
 

coefficients
 

between
 

sub-region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年份
中部
东部

中部
南部

中部
西北

东部
南部

东部
西北

南部
西北

2007 0. 317 0. 271 0. 481 0. 330 0. 422 0. 488
2012 0. 442 0. 304 0. 400 0. 577 0. 441 0. 469
2018 0. 365 0. 285 0. 568 0. 400 0. 448 0. 592
2022 0. 392 0. 436 0. 630 0. 385 0. 495 0. 407

3. 1. 2　 子区域内差异

图 3 为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各子区域内

的基尼系数。 由图 3 可见,东部滨海发展区内的基

尼系数最大,基本处于临界均衡状态,其他 3 个区域

则均在中级均衡和优质均衡。 秦皇岛、唐山和沧州

虽都属于滨海城市,但在产业、城市、人口和耕地方

面差异较大。 秦皇岛作为著名旅游城市,第三产业

较为发达,第二产业产值相对较低,同时耕地面积和

建设用地面积均处于较低水平;相反,唐山作为老牌

工业城市,在河北 GDP 中处于领先地位,水资源量

相对秦皇岛和沧州稍多,城市建设规模相对较大;沧
州拥有 11 461 km2 的耕地面积,几乎是秦皇岛的

4 倍,人口比唐山略少,是秦皇岛的 2 倍多,但其第

二产业增加值仅为唐山的 50%左右。
3. 1. 3　 超变密度

若子区域之间存在交叉或重叠的现象,即在低

发展水平的子区域内,有些城市的发展水平已经超

越了高发展水平子区域内的一些城市,就存在超变

图 3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各子区域内的基尼系数

Fig. 3　 Gini
 

coefficients
 

within
 

sub-region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7
 

to
 

2022

密度;如果子区域之间不存在交叉重叠现象,那么超

变密度为 0。 为了缩小两个子区域间的差异,在提

高低发展水平子区域的低发展水平城市水平的同时

也需要降低高发展水平子区域的高发展水平城市。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区域内差异加、区域间差异

缩小以及区域间重叠部分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最终

可能导致总体基尼系数上升[21] 。 图 4 为 2007—
2022 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子系统的超变密度对总基

尼系数的贡献率。 由图 4 可见,地 水子系统的子区

域间超变密度贡献率相对较大,说明 4 个子区域之

间存在一定的重叠。 总体来看,超变密度贡献率均

在 50%以下,可见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耕地面积

和人口分布等方面分析,4 个子区域的划分合理。

图 4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子系统的超变密度

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

Fig. 4　 Contribution
 

rate
 

of
 

super
 

variable
 

density
 

of
 

different
 

subsystems
 

to
 

total
 

Gini
 

coeffici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7
 

to
 

2022

3. 2　 水资源均衡分布动态演进

3. 2. 1　 子区域分布动态演进

选取 2007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9 年、2022 年作为样本, 绘制 4 个子区域的

Kernel 密度估计二维图,反映 4 个子区域水资源均

衡分布的动态演进过程,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 a) 可见, 对于中部核心功能区, 与

2007 年相比,2010 年 Kernel 密度函数峰值升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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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 个子区域的 Kernel 密度估计二维图

Fig. 5　 2D
 

graph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for
 

four
 

sub-regions

数区间缩小,说明 2010 年该地区水资源发展水平差

距增大。 2013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左移,
函数区间继续缩小,峰值升高,这表明 2013 年该地

区水资源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 2016 年

Kernel 密度函数中心向右移动,峰值升高,波峰数量

保持不变,说明 2016 年该地区极化现象没有消失。
2019 年 Kernel 密度函数中心右移,函数区间范围变

大,峰值变小,但是波峰数量仍然保持不变,说明随

着水资源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差距增大,极化现象

仍未消失。 2022 年 Kernel 密度函数中心位置左移,
函数区间范围变小,峰值变大,波峰数量不变,表明

2007—2022 年该地区内水资源发展水平整体不断

提高,子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差距逐渐缩小,但两极化

现象较为严重。
由图 5 ( b) 可见, 对于东部滨海发展区, 与

2007 年相比,2010 年的 Kernel 密度函数峰值有所上

升,波峰的数量从单峰变为双峰,函数区间变大,表
明该地区的水资源发展水平两极化现象开始出现。
2013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向左偏移,函数

区间扩大,峰值有所下降,波峰数量由双峰变为单

峰,意味着在 2013 年极化现象消失。 2016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向右偏移,其峰值基本不变,函
数区间略有扩大,波峰数量保持不变,表明该地区的

水资源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均衡状态。 2019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左移,峰值增加,波峰的

数量从单峰变为双峰,表明 2019 年该地区的水资源

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 2022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

中心位置向右偏移,函数区间变大,峰值降低,并且

波峰的数量也从双峰变为了单峰, 表明 2007—
2022 年该地区内水资源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同
时极化现象也消失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正在逐

渐扩大,呈现出失衡的状态。
由图 5 ( c) 可见, 对于南部功能拓展区, 与

2007 年相比,2010 年 Kernel 密度函数峰值有所上

升,函数区间缩小,表明 2010 年该地区内的水资源

发展水平差异已经减小。 2013 年 Kernel 密度函数

的曲线变得更为陡峭,函数中心向右偏移,函数区间

缩小,峰值上升,而波峰的数量也从单峰值变为多个

峰值,意味着 2013 年该地区的水资源发展状况并不

平衡,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 与 2013 年相比,
2016 年 Kernel 密度函数中心开始向右偏移,峰值降

低,函数区间也逐渐扩大,波峰的数量从多峰变为单

峰,意味着 2016 年该地区内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随
着水资源发展水平的进步,极化现象开始逐步消失。
2019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左移,函数区间

范围缩小,峰值增大,而波峰的数量保持不变,表明

随着水资源发展水平的持续进步,各地区之间差异

也在逐步减少, 整体的均衡状况得到了改善。
2022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右偏移,
函数区间逐渐扩大,峰值逐步降低,而波峰数量也从

单峰值转变为多峰,意味着两极分化和各地区之间

的差距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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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 d) 可见,对于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与

2007 年相比,2010 年 Kernel 密度函数峰值和波峰数

量基本保持不变,函数区间略有扩大,表明 2010 年

的地区差异有所扩大,两极化现象没有发生变化。
2013 年 Kernel 密度函数区间逐步缩小,峰值逐步上

升,波峰的数量保持不变,表明 2013 年该地区的水

资源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差异逐步减小,没有出现两

极分化的情况。 2016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

置向右偏移,峰值开始下降,函数区间范围扩大,波
峰的数量从单峰变到多峰,表明随着地区水资源的

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差异加大,极化现象逐步显

现。 2019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左移,函数

区间缩小,峰值显著增大,从多峰转变为单峰,这一

变化表明随着 2019 年整体水资源发展水平下降,极
化现象逐步消失,同时城市间的差异也在逐步减小。
2022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向右偏移,峰值

略有增加,而波峰数量保持稳定,这表明随着水资源

整体发展水平的下降,2022 年的极化现象已经消

失,城市间的差异也在逐步减小。

图 6　 京津冀地区的 Kernel 密度估计二维图

Fig. 6　 2D
 

graph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 2. 2　 总体分布动态演进

图 6 为京津冀地区的 Kernel 密度估计二维图。
由图 6 可见,与 2007 年相比,2010 年 Kernel 密度函

数最高峰值降低,由单峰变为多峰,函数区间增大,
说明 2010 年子区域间差距逐渐变大,两极化现象逐

渐出现。 2013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位置向右

移动,函数区间逐步缩小,峰值持续上升,但波峰的

数量保持不变,表明随着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的逐渐

完善,子区域间的差异逐步减少,但仍然存在两极分

化的情况。 2016 年 Kernel 密度函数的中心开始向

右偏移,峰值逐渐减少,函数的曲线变得更为平稳,
函数区间扩大,波峰的数量从多峰变为单峰,表明

2016 年子区域间的差异正在扩大,但随着水资源发

展水平的提高,极化现象消失。 2019 年 Kernel 密度

函数中心位置向左偏移,函数区间缩小,峰值增加,
波峰也从单峰变为多峰,这一现象表明随着 2019 年

水资源发展水平变化,子区域间的差异逐渐减小,极
化现象再次显现。 与 2019 年相比,2022 年 Kernel
密度函数中心位置向右偏移,函数区间扩大,最高峰

峰值降低,波峰数量不变,表明随着水资源发展水平

的提高,子区域间的差距随之变大,两极化现象仍未

消失。

4　 结　 语

2007—2022 年,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基本处在

临界均衡状态,主要差异来自子区域间,多年平均贡

献率高达 67. 4%。 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包括区域

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率、政策调控以及自然环境差

异。 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与其他子区域的差异主要源

于该区域的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了其经济和建设用

地的发展,导致其与其他子区域的水资源状况存在

较大差距。 中部核心功能区的差异则主要受经济发

展速度和资源消耗水平的影响,该区域由于经济活

动密集和用水需求高,导致其与西北部生态涵养区

之间呈显著差异。 东部滨海发展区虽然水资源处于

临界均衡状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子区域之

间的差距逐渐扩大。 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

涵养区的差异化变化则是由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结

构的调整,水资源空间分布状态趋向均衡。 对于处

于临界均衡状态的区域,如东部滨海发展区,需重点

关注与其他子区域间差距的扩大,采取措施缓解地

区间的水资源不均衡问题。 针对西北部生态涵养

区,需要继续加强生态保护,合理安排经济活动,避
免过度开发和资源的过度消耗。 中部核心功能区的

两极化现象则需要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内的均

衡发展。 对于南部功能拓展区的情况则需要关注如

何合理分配资源,防止水资源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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