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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状态空间法的重庆市区域环境承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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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人类的过度活动会对区域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使区域

环境承载力出现超载,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构建重庆市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状态空间

法评价了重庆市2006—2011年的区域环境承载力。研究发现:重庆区域承载力虽呈现逐渐改良态势,但仍一直处于超载

状态;重庆的区域承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最后,论文提出加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环保执法、大力发展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新兴产业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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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依然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经济总量增长

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作为发展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平均10%左右的速度高

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364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463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要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

产要素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经济增长呈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高增速特征,自然资源的过

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大气雾霾、水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突发性环境事件和群

体性环境事件也呈迅速上升态势。重庆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存在着工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高耗能

工业和传统重工业比重偏高、环境污染严重、工业技术水平低等问题。在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中,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关系的前提是搞清楚重庆的区域环境承载力

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所能承载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量有限,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把人类的经

济活动控制在该区域环境的承受范围内。区域承载力是指某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总量的能力。一个区域的自我发

展能力是区域系统内部的环境承载力、社会发展力和经济集聚力三者凝聚、整合而成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

力的总和。研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时,应将其置于区域发展系统中,区域综合发展能力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信
息化外援驱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内生动力)耦合而成,其中自我发展能力是正向驱动力和决定区域发展系统演

进状态的主要力量,而区域环境承载力是提升区域综合发展能力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区域环境承载力

是度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定量测算某一地区区域环境承载力对该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定量研究重庆区域环境承载力,为该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区域环境承载力是以区域资源环境为对象,研究它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1]。20世纪六七

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资源环境与人的关系,深入探讨了经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

系[2]。Maler和Panayotou等人借用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环境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3]。Arrow等人研究了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这些研究从多角度分析了区域环境承

载力与人口、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丰富和深化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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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文献探讨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定量评价方法及其应用。加拿大经济学家 WilliamRees和

Wackernagel于1992年提出生态足迹法[5]。谢红霞等人利用生态足迹法研究了西安市的生态承载力[6],张可云

等人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7]。邱鹏用指标体系评价法测

评了西部的资源环境承载力[8]。毛汉英等人[9]和潘东旭等人[10]利用状态空间法研究区域环境承载力。王彬彬

定量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并对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1]。熊建新等人综

合应用状态空间法和层次分析方法,从生态弹力、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力3个方面构建洞庭湖区

生态承载力评价体系,并对其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评价[12]。国内外文献对区域环境承载力研究偏重于理论、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环境承载力和单独环境资源承载力,鲜有文献研究重庆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众多的区域环

境承载力定量评价文献阐明,状态空间法因其评判过程客观、实际应用效果突出,已成为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研

究中应用较广泛的方法。本文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采用状态空间法对重庆市的区域承载力进行实

证研究分析。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区域承载力的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

系;第三部分重庆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第四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1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

1.1状态空间法简介

状态空间方法基于空间几何原理来对承载力进行系统分析和说明。某一地区的区域承载力一般受该地区

的资源、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资源与环境对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是直接和显性的,而人类活动的影响则

是复杂的,一方面人类活动会对区域资源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诸如污染、过度开发等,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

步,人类可能开发出新能源或通过约束自身行为,减少对资源环境的污染破坏。用状态空间法建立的区域承载

力模型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选取相应的压力类指标、承压类指标和潜力类指标来综合评价区域环境承

载能力[13]。
选取n个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环境承载力状况的指标,并参考一定的国内外标准确定这些指标在一定时期

内的理想值,记为RCCi,则该区域理想状态下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为:

RCC= ∑
n

i=1

(wi×RCCi)2 。 (1)

在现实状况中,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不可能完全一样,wi 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当RCSi 为现实值时,现实

区域环境承载力为:

RCS= ∑
n

i=1
wi(wi×RCSi)2 。 (2)

通过(1)和(2)式计算得出理想状态下的区域环境承载力和现实中的环境承载力,比较二者的值即可判断出

地区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承载状态。
为了使承载状况的判断更简化,首先可以构造向量RCSi

*使得

RCS*
i =RCSiop( )rRCCi, (3)

其中,opr代表某种运算符、运算方式或过程,作用在于使RCSi
*的值在取>1、=1或<1中的某种情况时,向量

RCS*
i 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表示相对于该区域理想状态下的承载力,该区域实现的承载力状况。
其次,计算n维状态空间中点RCS*

i 到坐标原点的加权距离M:

M= ∑
n

i=1

(wi×RCS*
i )2 。 (4)

同时,通过加权处理,得到单位向量RCCi 的模为:

RCC= ∑
n

i=1
w2

i 。 (5)

将M 值与RCC 进行比较,即可对区域的实际承载力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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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C,超载,

M=RCC,满载,

M<RCC,可载

ì

î

í

ïï

ïï 。

1.2评价指标体系

在构建重庆市区域承载力评价体系时,对于评价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重庆市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承载体

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本文设计压力类指标、承压类指标和潜力类指标三类评价指标。①压力类指

标。压力类指标是反映人类自身繁衍和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给自然环境带来压力、破坏力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

率指标、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和人口指标三类。压力类指标是为度量人类为实现自身发展所采取的行为给区域环

境带来的影响力和施加的压力而设定的。②承压类指标。承压类指标是反映由自然资源存量和人类回收利用

废弃物量对人类改变、打破自然生态平衡的经济社会活动支撑能力和承受能力的指标,包括资源存量和环境治

理两类指标。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类的活动,如区域内的资源存量大会使得该区

域可以较多地承受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因此,承压类指标正是为度量一定区域自然资源子系统和人类生态修

复子系统耦合而成区域人工改良自然系统承受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阈值而设定的。③潜力类指标。潜力类指

标反映的是人类科技进步、发展观念改进和生活水平提升引致的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能力的指标,包括社会经

济发展指标、科技发展指标和生活质量指标三类。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来改变环境承载状况,经济的发展、科
技的进步等都可以提升区域环境的承载力。潜力类指标设定的意义在于反映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度量人类提升

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潜力。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法构建模型并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评价指标的一级、二级、三级指标

具体由表1所示。

表1 区域承载力指标体系

压力类指标(A类)

经济增长率指标:A1:GDP年均增长率/% A2: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
污染物排放量指标:A3:亿元GDP废水排放量/万t A4:亿元GDP废气排放量/万标 m3 A5:亿元

GDP固体废物产生量/万t
人口类指标:A6:总人口/万人 A7:人口自然增长率/‰

承压类指标(B类)
资源指标:B1:人均水资源量/(m3·人-1) B2: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亩

环境治理指标:B3:工业废水达标率/% B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潜力类指标(C类)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C1:人均GDP/元 C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科技发展指标:C3:科研与发展(R&D)费用占GDP比重/%
生活质量指标:C4: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C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C6:城市居民恩格尔

系数/% C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C8:货运周转总量/亿tkm

2重庆区域承载力评价

2.1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简称“渝”,位于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和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介于东经105°11′~110°11′,北纬

28°10′~32°13′之间,是我国中西部地带经济发展东联西引的结合部。三峡库区重庆段包括巫山、奉节等18个区

县(市),面积达4.6万km2,占全市总面积的55.82%。全市幅员面积8.24万km2,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

积的2.39倍,是大城市、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的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重庆地区地形以山地

为主,山地地貌类型按其形态划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平原(坝)五大类,五类地区的土地面积和占重庆的

比重分别为42590km2 和51.2%,19876km2 和24.1%,14954km2 和18.2%,2943.36km2 和3.6%,

1970.775km2和2.4%。重庆气候属中亚热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在18.4~18.8℃,年平均降水量

1100mm左右。重庆境内河流密布,长江、嘉陵江和乌江三水流经,水、土、生物等资源丰富。2000—2013年,重
庆市GDP从1589.34亿元上升到12656.9亿元,人均GDP从5142元上升到42795元;重庆市的三次产业结

构从15.9∶42.4∶41.7调整为7.9∶50.5∶41.6,第二产业中工业比重由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5.4%上升到

41.5%。这说明,重庆经济发展正处于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且比重最高的重化工业阶段。在重化工业阶段,重庆消

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动需求高涨,导致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增长过快,这既加大了现阶段重庆经济

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增加工业污染治理压力,也增加了转嫁后代的显性或隐性资源环境的补偿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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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重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6.6%,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76.86%,亿元 GDP废气排量9
110.71万标m3。随着经济增长和重工业化发展,重庆的水体富营养化、大气质量不稳定和工业三废排放等生态

环境问题突显,已成为制约重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2数据来源及整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7—2012),部分缺失数据通过SPSS软件提供的填补缺失数据

方法(点处的线性趋势法)进行处理,具体数据见表2。

表2 重庆市区域环境承载力指标原始数据

年份 A1 A2 A3 A4 A5 A6 A7 B1 B2 B3
2006 12.4 13.2 21.98 12968.16 0.46 3198.87 6.81 1188.92 1.44 93.9
2007 15.9 12.1 14.76 16288.30 0.45 3235.32 8.73 2049.13 1.45 92.1
2008 14.5 12.2 11.57 12687.54 0.40 3257.05 5.76 1771.33 1.48 93.5
2009 14.9 13.5 10.06 19274.89 0.39 3275.61 4.50 1391.83 1.51 94.3
2010 17.1 12.4 5.70 13807.36 0.36 3303.45 7.25 1405.50 1.53 94.7
2011 16.4 10.8 3.39 9110.71 0.33 3329.81 6.54 1545.37 1.54 96.6
理想值 11.2 13.4 3.10 8110.5 0.33 3287 4.40 2050 1.55 98.0
年份 B4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2006 73.70 13939 42.2 0.94 11569.74 2873.83 36.3 52.2  821.40
2007 76.71 16629 39.0 1.01 13715.25 3509.29 37.0 54.5 1049.80
2008 79.07 20490 37.3 1.04 15708.74 4126.21 39.1 53.3 1486.43
2009 79.80 22920 37.9 1.22 17191.10 4478.35 37.2 49.1 1644.30
2010 80.40 27596 36.4 1.27 19099.73 5276.66 37.5 48.3 2010.39
2011 76.86 34500 36.2 1.29 21954.97 6480.41 38.5 46.8 2529.76
理想值 83.30 44500 45.2 2.00 25200.00 7540.00 30.1 39.1 2830.00

  注:想值的确定通常是“参考一定的国内外标准确定”,本文A1,A2,A3,A4,A5,A7,B3,B4,C2,C3,C6,C7的理想值是参照的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平均先进水平确定;A6,B1,B2,C1,C4,C5,C8的理想值则是结合新兴中等发达

国家的平均数据和重庆在研究时段内的最好水平来确定的。

  1)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j项指标第i年指标值的比重fij,公式如下:

fij = Xij

∑
m

i=1
Xij

,

2)第j项指标的熵ej 可定义为:

ej=-k∑
m

i=1
fijlnfij ,

其中,k= 1lnm
。

3)在指标熵值确定后,就可以确定指标的权重wj,

wj= 1-ej

n-∑
n

j=1
ej

。

根据上述熵值法,可求得评价重庆市区域环境承载力各个指标的权重和数值。本文首先采用均值化方法对

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结果见表3。

表3 重庆市区域环境承载力指标标准化数据

年份 ZA1 ZA2 ZA3 ZA4 ZA5 ZA6 ZA7 ZB1 ZB2 ZB3

2006 -1.03768 0.71958 1.747 -0.05431 1.35449 -1.61915 0.34095 -1.306 -1.36458-0.41872

2007 0.59201 -0.43474 0.68706 0.80414 1.16486 -0.78458 1.58616 1.24756-1.13715-1.32836

2008 -0.05987 -0.32981 0.21874 -0.12687 0.21672 -0.28705-0.34002 0.4229 -0.45486-0.6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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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年份 ZA1 ZA2 ZA3 ZA4 ZA5 ZA6 ZA7 ZB1 ZB2 ZB3

2009 0.12638 1.03439-0.00294 1.57636 0.02709 0.1379 -1.15719-0.70366 0.22743 -0.21658
2010 1.15076-0.11993-0.64301 0.16267-0.5418 0.77533 0.62631-0.66308 0.68229 -0.01444
2011 0.82482-1.79894-0.98214-1.05169-1.11068 1.37887 0.16584-0.24787 0.90972 0.94573
理想值 -1.59643 0.92945-1.02471-1.3103 -1.11068 0.39869 -1.22204 1.25014 1.13715 1.65322
年份 ZB4 ZC1 ZC2 ZC3 ZC4 ZC5 ZC6 ZC7 ZC8
2006 -1.56511-1.10579 0.90513-0.87724-1.31372-1.22329-0.07655 0.607 -1.28083
2007 -0.59349-0.85492-0.05123-0.68096-0.85964-0.83922 0.15788 1.0492 -0.9716
2008 0.16832-0.49485-0.5593 -0.59684-0.43774-0.46636 0.86118 0.81849-0.38045
2009 0.40396-0.26824-0.37998-0.09213-0.12402-0.25353 0.22486 0.01099-0.16672
2010 0.59764 0.16784-0.82828 0.04807 0.27993 0.22897 0.32534 -0.14282 0.32893
2011 -0.54507 0.81169-0.88805 0.10415 0.88421 0.95651 0.66024 -0.43122 1.03209
理想值 1.53376 1.74427 1.80173 2.09496 1.57098 1.59692-2.15296 -1.91163 1.43858

  其次利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经处理计算后的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重庆市区域承载力评价指标值

指标 权重 2006RCS*
i 2007RCS*

i 2008RCS*
i 2009RCS*

i 2010RCS*
i 2011RCS*

i

A1 0.0128 1.1071 1.4196 1.2946 1.3304 1.5268 1.4643
A2 0.0049 0.9778 0.8963 0.9037 1.0000 0.9185 0.8000
A3 0.3670 6.4838 4.3540 3.4130 2.9676 1.6814 1.0000
A4 0.0631 1.4234 1.7878 1.3926 2.1156 1.5155 1.0000
A5 0.0166 1.3939 1.3636 1.2121 1.1818 1.0909 1.0000
A6 0.0002 1.0000 1.0114 1.0182 1.0240 1.0327 1.0409
A7 0.0485 1.5133 1.9400 1.2800 1.0000 1.6111 1.4533
B1 0.0394 1.7235 1.0000 1.1568 1.4723 1.4579 1.3260
B2 0.0117 1.0694 1.0621 1.0405 1.0199 1.0065 1.0000
B3 0.0005 1.0288 1.0489 1.0332 1.0244 1.0201 1.0000
B4 0.0022 1.0909 1.0481 1.0168 1.0075 1.0000 1.0461
C1 0.1111 2.4751 2.0747 1.6837 1.5052 1.2502 1.0000
C2 0.0019 1.0000 1.0821 1.1314 1.1135 1.1593 1.1657
C3 0.0168 1.3723 1.2772 1.2404 1.0574 1.0157 1.0000
C4 0.0528 1.8976 1.6008 1.3976 1.2771 1.1495 1.0000
C5 0.0848 2.2550 1.8466 1.5705 1.4471 1.2281 1.0000
C6 0.0008 1.0000 1.0193 1.0771 1.0248 1.0331 1.0606
C7 0.0038 1.1154 1.1645 1.1389 1.0491 1.0321 1.0000
C8 0.1611 3.0798 2.4098 1.7019 1.5385 1.2583 1.0000

2.3 区域承载力值

根据⑷和⑸式,对表4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出2006—2011年重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理想值和现实值。
其具体数值如表5所示。

表5 重庆市区域承载力理想值及各年的现实值

RCC 2006年 M 值 2007年 M 值 2008年 M 值 2009年 M 值 2010年 M 值 2011年 M 值

0.437941 2.460036 1.677549 1.310601 1.148991 0.689601 0.442461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研究结论

1)重庆区域承载力虽呈现逐渐改良态势,但仍一直处于超载状态。由表5可知,2006—2011年各年的M 值

均大于理想状态下的值,这表明重庆市在该期间的区域承载力一直处于超载状态,但从各年的变化趋势看,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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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域承载力呈逐年改善的态势。从表5中可以看出,亿元GDP废水排放量、人均GDP和货运周转总量三个

指标的权重最大;2006—2011年,这3个指标的现实值也随时间推移大幅度趋近于理想值,表明对废水治理有力

地减轻了污染对环境的压力,而人均GDP和货运周转量的大幅提升大大拓展了重庆市的区域承载能力。
2)重庆的区域承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2006—2011年,重庆市GDP增长率远高于理想状态的增长

率,对环境的压力呈扩大之势。由表2可知,2006—2011年,重庆市的R&D费用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在提高,
但水平仍旧比较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未有明显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较快,第二产业发展较快。这

表明重庆经济发展还正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在该阶段内,投资拉动和第二产业扩张仍是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的主

要力量,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对经济的增长潜力尚未完全发挥,重庆市的区域承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2政策建议

1)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制定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加大对环境污染责任主体

惩治,是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推行工业用煤必须用经洗选加工后的清洁煤的工业用煤准入制度,大力降

低工业用煤燃烧污染物排放量;依法全面整治排放不达标企业,取缔和关闭一批重大污染企业,加快重点行业和

重点企业的脱硫、脱硝和除尘改造;推广无污染、低污染的生产工艺,提倡清洁生产;大力发展林业,增加林业的

碳汇能力;提高汽油、柴油的品质和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将重庆常用的“90号、93号、97号”汽油牌号修改为“89
号、92号、95号”,对通行重庆市区的柴油货车推行国Ⅳ标准车准入制并强制安装DPF(颗粒捕捉器)和监控氮氧

化物排放的OBD(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加大对重庆市区黑烟车、黄标车、无标车等低于国Ⅳ标准超标排放车辆的

整治和取缔力度,减少汽车尾气中微小颗粒物排放量,预防和减少雾霾;依法加大对内河水运港口轮船排污的整

治力度,加大对机场污染的综合整治。
2)推进重庆主体功能区划分,加大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贫困农户生态移民扶贫力度。重庆市可对地处

秦巴山区集中连贫困山区的城口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的丰都县、石柱

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黔江区、武隆县等县中山高坡陡、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脆弱且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

止开发区的高山贫困农户实施移民扶贫和生态移民搬迁。
3)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其具体包括4条举措:制定颁布《重庆市环境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发

展循环经济条例》和《重庆市资源综合利用管理条例》;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加大

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执法力度;建立完善排污权分配激励机制;加强重点企业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力度,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环保违法举报活动,确实给予环境公益组织环保诉讼主体资格,提升环保执法的公众参与度和监督度。
4)建立完善资源合理利用评价体系,大力开展“三废”物循环利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加快

制度创新,提供政策保障;加强工业循环企业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落实国家鼓励优惠政策,增大财税支持力

度;调动和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大废弃物再生化和资源化处理。
5)深化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加强能源调控与系统节能。大力开展工业企业系统节能降耗;推广电力需求管

理;推广高新节电节能技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量,提升水电、油气消费比重;打破油气开采和油

气化工行业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提升汽油国家质量标准,推进重庆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勘探与开发。
6)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化工、冶金、建材工业等高耗能工业比重,提高科技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大力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汽车业和以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物联网、机器人、“云计算”等为支

撑的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生物制药业、环保装备业、新能源、纳米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近年

来重庆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成长,对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变了重庆市过去以重工业发展为主

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对重庆市区域承载力逐年改良亦有影响。2012年,重庆的高新技术产值达3266.15亿元,
较2011年增长33.5%。2012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15.6%,占全市GDP的7.1%,高技术

产业成为重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重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实现总产值1232.45亿元,占高技术产业

产值的比重达37.7%,电子信息产业的集群聚集效应明显。因此,在重庆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提高R&D费用占GDP的比重,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新型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
重庆要适当压低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推
进重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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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toChongqingRegionalEnvironmentalCarrying
CapacityBasedontheState-spac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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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mitedresourcesdeterminetheregionallimitedbearingcapacity.However,humanexcessiveactivitiescanpolluteand
damagetheregionalenvironment;itmakestheregionalenvironmentoverloadcarryingcapacitysoasnottodevelopthesustainable
society.FirstlythispaperconstructsacompleteindexsystemtoevaluateregionalcarryingcapacityinChongqing,andthenusesthe
state-spacemethodtoevaluatetheregionalenvironmentalbearingcapacitytheyearof2006—2011inChongqing.Thispaperfinds
out:inChongqing,regionalcarryingcapacityhasgraduallyimproved,butitstillhasbeeninastateofoverloading;regionalcarry-
ingcapacityhasfurtherimprovementspace.Thispaperendswithsomepolicysuggestionsaboutstrengtheningcontrolthetotala-
mountofthepollutant,enhancing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enforcement,vigorouslydevelopingtheresource-conserving,en-
vironment-friendlynewindustries.
Keywords:thestate-spacemethod;regional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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