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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生态足迹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韩 琭,杨 勇
(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目的]统计分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生态足迹与各类型土地利用状况,为该区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19县市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和

因子探测器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生态足迹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①研究区生态足迹自2010—2019年呈现较快上升态势,生态承载力缓慢提升,赤字有所扩大。

②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区域发展阶段可分为平稳期、上升期和转型

期,其中中部和西北部生态足迹明显高于东部和西南部。③ 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耕地生产和工业

化发展对黄河三角洲区域生态足迹影响最强,其余因素影响程度依次为: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城镇化率

>水产养殖。[结论]①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均生态足迹整体变化趋势稳定,耕地与化石能源用

地足迹占区域生态足迹较大比重;②区域生态足迹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增趋势,且高值区多集中于内陆

地区和黄河沿线城市;③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发展要素,水域开发利用

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应从耕地保护、产业链升级、数字赋能、生态修复方面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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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FootprintEvolu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
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During2005-2019

HanLu,YangYo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Policy,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footprintandvarioustypesoflanduse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
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
YellowRiverdelta.[Methods]Taking19cities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
astheresearchobjects,theecologicalfootprintmodelandfactordetectorwereusedtoquantitativelyanalyze
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the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
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from2005to2019.[Results]① Theecologicalfootprintincreased
rapidlyfrom2010to2019,the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increasedslowly,andthedeficitexpanded.②The
spatialdistributionof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was
obviouslydifferent.Theregionaldevelopmentcouldbedividedintostableperiod,risingperiodandtransition
period.Theecologicalfootprintinthemiddleandnorthwest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eastand
southwest;③ 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influencingfactors,amongwhich,cultivatedland



productionandindustrialdevelopmenthadthestrongestinfluenceontheecologicalfootprintofthehigh
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andtheinfluencedegreeofotherfactorswasintheorder
ofpopulationdensity>roaddensity>urbanizationrate>aquaculture.[Conclusion]① Theoveralltrendof
percapita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isstable,andthe
footprintoffarmlandandfossilenergylandaccountforalargeproportionoftheregionalecologicalfootprint.
② Theregionalecologicalfootprintincreasedfromtheeastto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andthehigh
valueareasaremainlyconcentratedintheinlandareasandthecitiesalongtheYellowRiver.③ 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oductionarethecoredevelopmentfactors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
ofYellowRiverdelta.Water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canpromoteregional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
Therefore,measuresandstuafegiesshouldbeputforwardfromtheviewpoints,suchasfarmlandprotection,

industrialchainupgrading,digitalempowermentandecologicalrestoration.
Keywords: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ecologicalfootprint;evolutioncharacteristics;

highqualitydevelopment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屏障和经济地带[1],在
国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作为黄河入海口的重要屏障,
如何优化黄河三角洲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带动产

业链供应链升级转换,以推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生态足

迹是全球通用衡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
也是用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是否和

谐稳定的关键指标[2],可有效评价区域生态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现状。生态足迹模型由Ress[3]于1992
年引出并由 Wackernagel[4]完善模型运算,结合各国

自然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开展针对全球和地区

生态足迹的测算。
随着生态足迹模型日趋成熟,其在促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生态足迹研究尺度、研究对象及

研究方法做了大量探索。①研究尺度。当前国内外

生态足迹研究以面向国家地区[5]、省域[6-7]、特大城市

等[8-9]为主要研究尺度。随着国家区域性战略的转

变,生态足迹模型逐渐应用于对跨流域地区和城市群

的相关研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了理论参

考。②研究对象。生态足迹研究包括不同类型土地、
不同行业,涉及范围广泛。其中研究热点集中于农业

生态足迹[10-12]、旅游业生态足迹[11]、水资源生态足

迹[13]和碳足迹[14]研究,探寻生态足迹与各行业发展

间相互作用关系。正是借助学者们将生态足迹应用

与不同行业发展构建联系,优化了生态足迹研究路

径,同时也为研究开拓了新思路。③研究方法。学者

们将不同学科技术手段应用于生态足迹测算,典型模

式包括了投入产出模型[15]、三维生态足迹模型[16]、
最小偏二乘法[17]、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18-19]方法引

入生态足迹研究,一方面,借助不同模型和方法应用,
体现了资源利用程度与人类生产活动间存在密切关

联,人类活动的扩张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在
生产生活过程中应当减少生态赤字,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优化了生态足迹自身测算准确度,提升

了数据精度,使得生态足迹更为便捷的应用于不同自

然特征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综上,已有研究对

生态足迹领域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且由于存在土地资源开发程度差异大、
产业结构失衡、生态保护严峻等问题,阻碍黄河三角

洲高质量发展建设。鉴于此,本研究借助2005—

2019年各类土地生物生产性资源和化石能源数据,
分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足迹与承载力的时

空演变格局。借助因子探测器,探明造成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整体生态足迹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最后,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为推动黄河三角洲因地制宜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述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17'—119°10'和北纬37°20'—38°10',是山东省面

向渤海湾的重要门户,区域周边海洋物产资源丰富,
湿地生物多样性复杂,是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域。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涵盖了东营和滨州两市全

部辖区及其周边潍坊市、德州市、淄博市和烟台市的

19个县市区,全域人口2018年达1023万人,地区生

产总值为9686.6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6.0%,区域内

各县市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土地开发利用强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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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长期呈现出以二产拉动一三产业发展的形式,
但由于黄河三角洲区域地下矿水化程度高,土壤盐碱

化程度高且植被覆盖率低,偶有干旱和洪涝灾害,破坏

区域地表稳定性,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尤为脆弱[20]。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

象,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包括了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19县市区。研究数据涵盖化石

能源消费量和生物资源消费量,分别指代化石能源用

地、建筑用地、耕地、林地、草地以及水域。由于黄河

三角洲区域液化石油气利用量明显高于其他能源,因
此,液化石油气为本研究主要能源参考依据。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借助FAO发布的全球生物资源作物

平均产量进行折算。研究数据基于2005—2019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市

区统计年鉴为计算依据,考虑到部分数据缺失,为保

证数据准确性,因此采用部分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作为数据源。

1.3 研究方法

指标法将生态足迹涵盖的土地类型进行细分,各
类生物资源和化石能源消费量折算为生产性土地面

积,更准确地表现出区域资源利用状况和土地开发强

度。因子探测器在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上将生态

足迹土地类型与区域发展指标紧密结合,将影响因子

与足迹指标相关联以突出区域发展趋势。

1.3.1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表示某一时期维持相对

稳定人口数量的条件下,人类不同需求消耗量与消费

产生废弃物总量通过均衡因子折算成为生产性土地

面积[21],其计算公式为:

EF=N·ef=N·rj·∑
n

j

Ci

Pi
 (j=1,2,…,6) (1)

式中:EF 为黄河三角洲总生态足迹;N 为区域总人

口数;ef 为人均生态足迹;rj 为各类型土地均衡因

子,研究采用谢高地等[22]修正的中国生态足迹均衡

因子,保证不同土地折算过程中的可比性,也更为体

现出我国实际生物资源生产能力;j 指代黄河三角

洲地区不同生产性土地类型;Ci 为黄河三角洲区域

内i种生物资源的人均消费量;Pi 为i种生物资源

的全球平均产量。其中,化石能源用地面积需要借助

折算系数(参考徐中民等[23]统计)对各类能源发热量

进行测算,以全球能源平均产量为基本单位,加总求

得化石能源用地生产性面积(表1)。

表1 生态足迹模型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

土地类型 选取指标数据 均衡因子 产量因子

耕 地 粮食作物、棉花、蔬菜、瓜果、油料 2.52 0.36
林 地 林果(苹果、梨) 1.29 1.13
草 地 牛肉、羊肉 0.46 1.26
水 域 水产品总产量 0.37 1.26
化石能源用地 液化石油气、原油、煤炭、柴油、汽油 1.29 0
建设用地 电力、城市道路面积 2.52 0.36

1.3.2 生态承载力 本研究中生态承载力代表了黄

河三角洲区域土地承载能力,其对应所选区域的相应

生态容量[24],各类型生产性土地用途多样,其生产能

力也存在较大差距。其计算公式为:

EC=N·ec=N·rj·yi·aj (j=1,2,…,6)(2)
式中:EC 为区域总生态承载力;ec 为区域内人均生

态承载力;yi 为各类型土地产量因子,本研究产量因

子采用刘某承等[25]计算的中国生态足迹产量因子,
更为契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生产能力,保证了研究数据

的可靠性;aj 代表黄河三角洲区域内各类型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

1.3.3 因子探测器 因子探测器是地理探测器中主

要用来探测因变量y 在各影响因子x 的地理层上的

空间一致性以及影响因子x 对因变量y 的解释程

度[26],用q度量,计算公式为:

q=1-
∑
L

h
Nhσ2h

Nσ2
(3)

式中:h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数,在本文中变量

的分类为6类,其中包括了常住人口数、人均GDP值、
道路密度、耕地面积、工业产值、水产品产量;L 为变

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N,Nh 分别代表为全域和某

一层的单位数,在本文中表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全域单位数和每一类中单位数;σ2,σ2h 分别指黄

河三角洲全域和各层h 的y 值的方差;q 值范围为

0~1,所得q越大表示因变量存在更为显著的空间分

异性,空间分异性与自变量存在正相关情况下,q 值

越大则越说明该变量对区域生态足迹变化解释力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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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时间演变分析

2.1.1 整体生态足迹时间变化趋势 测算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人均足迹与承载力

状况,结果详见表2。其人均生态足迹在2005—2019
年整体呈现明显降低趋势,2005年黄河三角洲人均

生态足迹值从3.974hm2/人减少到2015年的3.534
hm2/人,减少幅度达11.07%,尤以2005—2010年下

降明显。而2015—2019年,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存

在一定程度上升,区域内人均足迹由3.534hm2/人上

升至人均足迹值3.866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维

持相对稳定,从各年承载力数值分析,得出黄河三角

洲区域承载力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

1.883hm2/人上升到2019年的2.455hm2/人,整体

呈现出黄河三角洲地区承载能力一定程度提升,但区

域赤字仍有扩大趋势,表现为资源利用与土地开发的

不协调,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2.1.2 不同类型土地生态足迹时间演变 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各类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区域生态足迹存在密切关联。耕

地和建设用地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其中耕地生态足迹

在区域总生态足迹中占比较大,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走

势。该区域充分利用黄河水源充足灌溉便捷的优势,
播种面积逐年提升该区域的耕地使用率,导致耕地开

发利用强度提升;2005—2019年,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值

变化幅度不大,多数县市区整体城市化发展水平仍处

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而在2015—2019年,建设用地足

迹较前一阶段有一定程度回落,但基本维持相对稳定,
表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城市扩张并不明显。

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占据区域内整体足迹的

49.7%,表明黄河三角洲区域最大驱动力依然是工业

能源产业。在2005—2015年呈现出明显减少趋势,
为改善空气质量关闭不达标的重化工型企业,迫使黄

河三角洲地区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较其他生产性

土地足迹有明显下降。2015—2019年,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空气质量逐年好转,各县市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借助工业园区建

设、工业生产技术革新、优化工业布局等方式发展第

二产业,在治理源头进行有效控制,为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实现高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2005—2015年,林地和水域人均生态足迹值呈

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走势,自2010年以来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出台林地海域抵押融资,加快港口建

设、推动高新企业入驻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有效实现节制型资源利用模式,使得黄河三角洲水域

和林地生态足迹有一定程度上升。2015—2019年,
林地和水域生态足迹基本维持稳定且有降低趋势,是
基于黄河三角洲产业布局基本定型,打造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产品品牌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沿海地区生

态环境压力。草地生态足迹在区域整体生态足迹中

也占据较大比重,变化趋势较其他类型土地更为平

稳,表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常年关注湿地草地保护,充
分体现出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表2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各类型土地人均生态足迹及承载力 hm2/人

土地利用类型  
2005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0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5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9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耕 地 1.291 1.115 1.716 1.566 1.745 1.599 1.806 1.679
林 地 0.015 0.015 0.058 0.057 0.062 0.062 0.049 0.048
草 地 0.583 0.647 0.598 0.663 0.525 0.582 0.548 0.607
水 域 0.081 0.09 0.081 0.09 0.098 0.109 0.093 0.103
化石能源用地 1.985 0 1.116 0 1.083 0 1.352 0
建设用地 0.018 0.017 0.018 0.016 0.021 0.019 0.019 0.017
区域人均生态足迹 3.974 1.883 3.586 2.392 3.534 2.37 3.866 2.455

2.1.3 不同类型土地承载力时间变化趋势 黄河三

角洲区域不同类型土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保持相对

稳定的状态,各类型土地的承载力变化幅度较小。其

中,耕 地 在6类 生 产 性 土 地 足 迹 中 占 比 最 大,在

2005—2019年常年占有率维持在67.2%,耕地承载

能力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由2005年的1.115hm2/人

上升到2019年的1.679hm2/人,说明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耕地承载能力得以提升,借助农业生产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改进种植生产方式,优化农田

分配带动区域承载能力逐步提升。水域和草地生态

承载力逐步提升,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政策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保护水源和牧草地,加大对

湿地生态系统的防护,以提高土地植被覆盖能力,维
护黄河三角洲区域湿地生物多样性。黄河三角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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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生态经济区在开发过程中,推进可持续发展项目投

资建设,有效开展了区域内水源的源头防治工作;推
动发展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机制,退耕还林还

草,减少不同类型土地无序开发以提升承载能力。建

设用地有所增长但整体变化程度不大,也说明黄河三

角洲城市化发展较省内其他区域仍存较大差距,建设

用地在黄河三角洲区域承载力中尚未起到决定性

作用。

2.2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空间演变分析

2005—2019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19
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结果见表3。为进一步探究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演变特征,运用

ArcGIS10.6 Arctoolbox 中 空 间 数 据 功 能 中 的

“NatureBreak”功能,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2005—2019年各地人均生态足迹值划分为5个等

级,分区涵盖足迹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

区、高值区,依据各地不同年限生态足迹值可以将黄

河三角洲发展分成3个时间阶段。

表3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各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 hm2/人

县 区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9年

东营区 0.443 0.563 0.648 0.439
河口区 0.625 0.659 0.843 1.046
垦利县 0.857 1.027 1.141 1.607
利津县 1.199 1.857 1.819 2.329
广饶县 1.145 1.453 1.274 1.165
滨城区 0.516 0.670 0.626 0.881
惠民县 0.891 1.166 1.225 1.547
沾化县 1.034 1.062 1.168 1.571
无棣县 0.772 1.068 0.887 1.475
阳信县 1.603 2.084 2.199 2.513
博兴县 0.730 1.009 1.031 1.089
邹平县 0.777 1.135 1.119 1.090
乐陵市 1.143 1.796 2.031 1.992
庆云县 0.752 1.198 1.235 1.202
高青县 1.763 1.935 2.064 1.943
寿光市 1.128 0.812 0.812 0.708
寒亭区 0.787 1.143 0.852 0.796
昌邑市 0.825 1.206 0.699 1.148
莱州市 1.251 1.074 1.067 0.961

2.2.1 黄河三角洲发展平缓期(2005—2010年) 
2005年位于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高值区的县市区包

括高青县、阳信县,沾化区、利津县、广饶县、西北部乐

陵县和东部沿莱州湾的莱州市、寿光县为较高值区,
昌邑市、惠民县、垦利区位于中值区,寒亭区、邹平市、

无棣县、庆云县分布于区域生态足迹较低值区,区域

低值区有河口区、滨城区和东营区。黄河三角洲生态

足迹呈现出由四周高值区向中心递减的分布特征,其
中变化明显的区域为莱州市、河口区等沿海区域,由
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应用港口码头

发展贸易经济,导致其生态足迹在2005年排名靠前。
而中部县市区经济发展多依赖于农业生产,第一产业

占城市发展主导地位,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使得其足

迹较周边地区低。

2.2.2 黄河三角洲发展上升期(2010—2015年) 
2010—2015年,各县市区生态足迹分布较2005年变

化显著,生态足迹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的趋势,形成了中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布特征,其中

生态足迹高值区多集中于黄河流经区域,阳信县、利
津县、乐陵市生态足迹位居前列,而发展平缓期足迹

较高的莱州市、寒亭区呈现下降趋势,惠民县、庆云

县、邹平市有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其他区域基

本维持稳定,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以滨州市和德州市

周边县市工业产业密集分布,依托黄河水源供给在产

能、工业消耗水平上逐年提升,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居

高不下。2015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中部

和西北部县市区足迹有上升趋势,而东部多数县市区

生态足迹降低。

2.2.3 黄河三角洲发展转型期(2015—2019年) 
2015—2019年,各县市区生态足迹整体生态足迹虽

呈上升趋势,表现为生态足迹高值区逐渐向内陆偏移

趋势,形成了环渤海湾生态足迹低值区向中西部内陆

县市递增的分布状况。本阶段,以高青县、垦利区、沾
化区、无棣县为代表县市区生态足迹上升显著,升至

高值区;莱州市、寿光市、寒亭区和河口区转为较低值

区,其他区域变化差异不大。沿海城市创新自身发展

模式,引入高新技术型产业,构建多边贸易投资体系,
使得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高值区多集中于中西部和

中部地区,莱州湾周边县市区多为生态足迹中低值

区,且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趋于缓解。高值区集中于中

部城市如滨州市和德州市以及东营市西部辖区,集中

发展于第二产业生产,以液化石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耗

量居黄河三角洲区域各项能源利用前列。同时,人口

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引起生物生产性产品需求扩充,
直接导致该区域生态足迹增加。

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人均生态足迹分布特征(图1),从开发利用和生态保

护角度分析,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划分为东

部优先开发区、西北部限制开发区、西南部协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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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部优化开发区。东部优先开发区汇集莱州湾地

区,包含莱州市、寒亭区、寿光市等沿海地区,其生态

足迹处在区域生态足迹较低值区,其中以莱州市、寒
亭区、寿光市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在2005—2015年

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下降趋势,水域和草地生态环保与

经济发展间呈现盈余状态,表明该区域城市化发展模

式转型取得一定成效,各县市区间协调发展成为主流

趋势。中部优化开发区多以第二产业模式发展为主

导,其中包括了滨州市除邹平县外的全部辖区、垦利

区、河口区、利津县、广饶县和高青县。西北部限制开

发区主要包括了德州的庆云县和乐陵市,该区域自

2015年以来整体有上升趋势,由于中部区域生态足

迹相互影响,工业发展也给德州市自身生态环境形成

巨大压力;庆云县和乐陵市在近10a间一直处于生

态足迹中高值区,限制当地资源型工业,转变产业布

局成为当地转移生态压力的关键举措。西南部协调

开发区为邹平县,在经济发展,还是交通运输方面均

优于滨州市其他辖区,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和较为完善

的产业结构使其生态足迹一直处于中值区,并有逐年

降低的趋势。

图1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分布

2.3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各类型生产性土地用途将影响因素进行分

类,其中包含人口密度、城镇化率、道路密度、粮食生

产、工业化水平、水产养殖。借助因子探测器的结果

显示(表4所示),各影响因子的决定力(q)存在明显

差异,由高向低依次为:粮食生产(0.81)、工业化水平

(0.72)、人口密度(0.68)、道路密度(0.37)、城镇化率

(0.26)、水产养殖(0.19)。

表4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
因素

人口
密度

城镇
化率

水产
养殖

粮食
生产

道路
密度

工业化
水平

q值 0.68 0.26 0.19 0.81 0.37 0.72
p 值 0.049 0.077 0.084 0.007 0.065 0.029

  注:q值为各影响因子对生态足迹变化的解释程度,p 值为各影响

因子对生态足迹变化的显著程度。

  粮食生产的耕地和工业生产的化石能源用地在

影响因素中占比最大,说明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依然

是黄河三角洲地区构建经济发展体系的基石,其中以

寿光市、广饶县、乐陵市等地粮食生产量明显高于周

边城镇,促成黄河三角洲区域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粮

仓。借助工业用地和农地利用,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有

所提升,但较黄河三角洲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由

于工业分布密集也导致了黄河三角洲中部地区县市

区空气污染严重,优化资源配置,重塑产业链、再造供

应链成为了当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城镇化率代表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城市现代化建设指标,与耕

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相比,建设用地指标所占整体比重

较低,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并非影响当地

982第4期       韩琭等: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生态足迹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足迹的决定性因素。黄河三角洲区域城市人口

比重相对较少,消费能力较省内中东部县市区存在较

大差距,各县市区城市化扩张并不明显,产业仍多集

中于一二产业;同时黄河三角洲地区道路交通较省内

其他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公路交通进行运

输,铁路交通较其他区域仍有不足,也在一定程度限

制经济发展。
水产养殖代表黄河三角洲区域水域的开发利用

度,其在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影响因素中占比最小。
结合2005—2019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水产

业生产量可知,该区域水产品产量较为稳定,与其他

产品的产量相比较低;国家逐步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渔业发展更为遵循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减少了

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缓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和优化黄河三角洲区域生物多样性有着较明

显成效。

3 讨论与结论

3.1 结 论

(1)从时间演变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人均生态足迹在2005—2015年呈现出下降趋势,且
减少趋势明显,2015—1019年有略微上升趋势,但整

体变化程度维持相对稳定;从生产性土地类型来看,
影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关键要素土

地类型为化石能源用地与耕地,而建设用地、水域、草
地和林地变化稳定,耕地与化石能源用地主导了当前

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整体方向,其他类型土地并非影响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变化的关键要素。
(2)从空间演变看,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演变呈

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增的趋势,其中高值区多集中于

中部和西北部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莱州湾沿岸

和西南部分地区。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呈现由沿海

向内陆地区转移趋势,且黄河沿线足迹有上升趋势。
同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各类型土地利用与

各时期规划存在对应关系,政策引导成为推动区域土

地资源利用的重要驱动力。
(3)从因子探测器结果可知,农业生产和工业生

产是黄河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意味着耕地、
化石能源用地依然是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根基,表明黄

河三角洲整体城市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集中于一二

产业,同时,水域开发利用相对稳定也对生态环境保

护起到促进作用。

3.2 讨论与建议

(1)合理控制耕地资源开发阈值,严守黄河三角

洲区域耕地保护红线,遏制黄河三角洲耕地非农化、

农地非粮化,以提升黄河三角洲耕地质量,增强土地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处理好耕地利用与城市化扩展间

的协同关系,发展“互联网+”农业,推动农业提质增

效,提升土壤肥力,优质优量的推动黄河三角洲耕地

生态保护。
(2)在双循环背景下,以工业互联网为主线推动

引入高新产业技术产业,实现产业化集聚,着力拉动

新能源材料建设、食品加工生产和化石能源等优势产

业项目,形成高效持续性的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加

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各县市的交流与合

作,集中引入生态绿色、附加值高、经济效益长远稳健

的发展项目,拉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从5G、物联网、云计算等角度实现产

业链和供应链转换升级,以推动区域工业合理布局,
降低工业生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3)从数字赋能角度,对产品和工艺设计创新降

低生态环境成本,拉动绿色生产、智慧制造以实现区

域专业化分工,优化市场影响评估制度,将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按照不同发展程度分区规划,结合

地区发展实际制定资源利用和城市化发展方向。
(4)强化黄河三角洲区域生态修复,增进资源承

载能力。深度构建黄河三角洲资源开发模式,建立健

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自然资源信息共享平

台,形成以各县市区为基础单位的区域发展经济链,
实现信息共享平台下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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