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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推动艾比湖流域城镇与水土资源开发的协调发展并深化研究,以艾比湖流域各县市为研究对象,

构建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并评价2005、2010和2015年3个时间

点的城镇化水平、土地资源效益和水资源效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者的耦合状况及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

明: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城镇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整体不高,水资源效益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二者的发

展速度,其中独山子区发展最好,温泉县较低;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类型差

异较大,各城镇的耦合度类型从主要集中在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协调发展度类型由勉强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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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水土资源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

用,其高效利用是城镇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保障[1].对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而言,以绿洲灌溉农业为基础

的城镇是人地关系最为敏感的区域[2].水土资源作为绿洲城镇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开发利用与城镇发展的相

互作用强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水土资源对绿洲城镇发展的制约性愈发明显[3-4].绿洲城镇化发展水平应

当与水土资源利用效益保持一致.学者们在城镇化与水资源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水资源对城市化的约束强

度及其时空变化[5-6]、城市化对水质的影响[7-8]、城市化对水量的影响[9]、城市发展与水环境变化之间的耦

合协调关系[10-12]等.在城镇化与土地资源研究方面,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特征及城镇扩展的空间

格局演化[13-15]、城镇化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相关特征[16]、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

系[17]等.对城镇化与水土资源的研究包括对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耦合协调度分析[18-20]及其时空格局演化

研究[1,3].艾比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一大咸水湖泊,整个流域是天山北坡地区的生态环境屏障,也是典

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21].近年来,对艾比湖流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资源供需分析及承载力研究[22-23]、气候

变化及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24]等方面.国内外学者们将水资源或土地资源作为单一要素分析与城镇发

展之间的关系和对艾比湖流域水文及生态安全的研究较多,将水土资源与艾比湖流域城镇发展相结合对其

进行评价并探讨三者是否处于协调状态的研究目前还没有.
本文通过构建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并评价2005、

2010和2015年3个时间点的城镇化水平、土地资源效益和水资源效益,两种方法对比提高评价的准确性;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者的耦合状况和协调发展状态.这对深化绿洲城镇与水土资源研究,推动艾比湖

流域城镇与水土资源开发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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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内陆区,界于43°38'~45°52'N,80°53'~86°02'E之间,南、西、北三面环

山,东部与准噶尔盆地平原相连;流域面积为50621km2,其中艾比湖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湖泊面积为

542km2[22].由于博尔塔拉河、精河、奎屯河,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注入艾比湖,成为湖水的主要来源,因
此流域地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的博乐市、双河市、精河县和温泉县,塔城地区的乌苏市,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直属的奎屯市以及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区.流域深居内陆且水汽被高山阻挡,气候干燥少雨,蒸发

量大,沙尘暴活动频繁,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流域内为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面积虽不大,但总人口有

105.3万人,占新疆的4.46%,GDP有729亿元,占新疆的7.8%.近年来,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水土资源利

用强度加大,导致城镇化、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艾比湖流域各县市2005、2010及2015年的统计公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

年鉴》.通过借鉴有关城镇化与水土资源利用效益的研究成果[11,17-20]并结合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特点,按照

客观性、科学性、可行性、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城镇化水平从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3个方面选取了10
个评价指标,水土资源利用效益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3个方面选取了21个评价指标,构建了艾比湖

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研究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研究采用熵值

法确定指标权重,可以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得到较为客观可信的结果[18],具体步骤如下:1)将数据进行标

准化,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对系统越有利):Xkij =
akij -min{akij}

max{akij}-min{akij}
,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小对系统越

有利):Xkij =
max{akij}-akij

max{akij}-min{akij}
;2)计算第k 个年份第i 个地区第j 项指标的比重:Pkij =Xkij/

∑
n

k=1
∑
m

i=1
Xkij;3)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j=-

1
ln(n×m)∑

n

k=1
∑
m

i=1

(Pkij×lnPkij);4)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

息效用价值:dj =1-ej;5)计算第j 项的权重:Wj =dj/∑
g

j=1
dj;6)计算各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Hi =

∑
g

j=1

(Wj ×Xkij).以上公式中:Xkij 为标准化后的值,akij 为第k个年份第i个地区第j项指标的值,max{akij}

和min{akij}为ak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n为年份数,m 为区域数,g 为评价指标数,并且1⩽k⩽n,1⩽i⩽
m,1⩽j⩽g.

主成分分析法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25].本文利用SPSS17.0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得出标准化矩阵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然后依据累积贡献率选择主成分并得到成分

矩阵[26].各 主 成 分 得 分 和 综 合 得 分 的 公 式 如 下:Uij =Xij Yij;Uj =
Y1j

Y1j +…+Ynj
×U1j + … +

Ynj

Y1j +…+Ynj
×Unj;其中:Uij 为第j个地区主成分i的得分,Xij 为相应的因子得分,Yij 为相应的方差,Uj

为第j个地区的综合得分,Ynj 为第j个地区主成分n 的方差,Unj 为第j个地区主成分n 的得分.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描述各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程度的强弱.为评判艾比湖流域各县市城镇化水平与

水土资源效益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引入协调发展度,是衡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的指

标[27].计算公式为:C={f(x)×g(y)×q(z)/[f(x)+g(y)+q(z)]3}
1
3,式中:f(x)、g(y)和q(z)分别

18第1期         吕梦婷,等: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测评及协调性分析



表示城镇化水平、土地资源效益、水资源效益的综合评价函数;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值为1表明各

子系统之间达到高水平耦合,耦合度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T={C×[f(x)+g(y)+q(z)]/3}
1
2,式中:T

为协调发展度,取值范围为[0,1],值为1,说明三者处于最佳协调状态,值越小,则说明3个系统之间越不协

调.其类型划分[19]如表3所示.
表1 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Urbanizationandland-waterresourcesefficiency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andweight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属性

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 X1 非农业人口比例/% 0.025 +

X2 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 0.041 +

经济城镇化 X3 人均生产总值/(元/人) 0.032 +

X4 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0.025 +

X5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0.027 +

X6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人) 0.103 +

社会城镇化 X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19 +

X8 城镇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0.020 +

X9 城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 0.023 +

X10燃气普及率/% 0.035 +

土地资源利用效益 经济效益 X11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km2) 0.055 +

X12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 0.048 +

X13地均工业总产值/(万元/km2) 0.104 +

X14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万元/km2) 0.047 +

社会效益 X15人口密度/(人/km2) 0.045 +

X16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m2/人) 0.017 +

X17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0.021 +

X18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人) 0.016 +

生态效益 X19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020 +

X2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 0.017 +

X2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18 +

水资源利用效益 经济效益 X22第一产业万元GDP用水量/m3 0.015 -

X23第二产业万元GDP用水量/m3 0.016 -

X24第三产业万元GDP用水量/m3 0.024 -

社会效益 X25城镇供水总量/(104m3) 0.036 +

X26城镇用水普及率/% 0.019 +

X27排水管道密度/(km/km2) 0.024 +

X28有效灌溉面积/(hm2) 0.022 +

生态效益 X29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0.023 +

X30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0.019 +

X31生态环境用水量/(104m3) 0.044 +

表2 耦合度类型划分

Tab.2 Couplingdegreeoftype

C 的取值范围 0⩽C⩽0.3 0.3<C⩽0.5 0.5<C⩽0.8 0.8<C⩽1

C 的类型 低水平耦合 拮抗耦合 磨合耦合 高水平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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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

Tab.3 Coordinatethedevelopmentoftype

T 的取值范围 0⩽T<0.10 0.10⩽T<0.20 0.20⩽T<0.30 0.30⩽T<0.40 0.40⩽T<0.50

T 的类型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T 的取值范围 0.50⩽T<0.60 0.60⩽T<0.70 0.70⩽T<0.80 0.80⩽T<0.90 0.90⩽T⩽1

T 的类型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综合水平测度

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05、2010、2015年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的综合得分

并在空间上表示出来(图1).
艾比湖流域城镇化水平在这10多年内基本上实现稳步提高,但整体水平不高,独山子区的城镇化水平

综合得分远远高于其他城镇,奎屯市次之,乌苏市、博乐市再次,精河县、温泉县较落后,这种格局在10多内

基本未发生变化;其中双河市城镇化水平的增长速度最快.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除
独山子区以外,基本上实现稳步提高,但独山子区的综合得分始终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精河县土地资源效

益的增长速度最快.然而,在水资源利用效益方面,乌苏市、奎屯市和独山子区呈现逐步降低趋势.
2005、2010、2015年艾比湖流域总体城镇化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103、0.106、0.116,土地资源效益指数

均值为0.117、0.128、0.130,水资源效益指数均值为0.104、0.104、0.103.在发展速度上,水资源效益发展速度

明显低于城镇化水平和土地资源效益的发展速度,说明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发展不是同步

进行、协调一致的,且城镇化和土地资源效益的发展并未有效带动水资源效益的增长.

3.2 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17.0软件,基于构建的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获取的数据,进行

主成分分析.特征值是表示主成分影响程度大小的指标,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才可被纳入选取标准[25].根
据计算结果,在2005年、2010年、2015年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指标体系中均选取前3个作为主成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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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项的累计值分别为94.139%、87.654%、85.525%,基本可以反映原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为了更好地表明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利用SPSS17.0继续分析,得到了主成分矩阵(表4),反

映了各主成分因子对原始指标的载荷状况.表4的主成分结果分析表明,2005及2010年城镇化与水土资源

效益指标体系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X2)、人均GDP(X3)、地均国内生产总值(X11)、人口密度(X15)、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X29)和生态环境用水量(X31)在主成分1中作用明显,2015年则是二、三产业从业人

口比重(X2)、地均国内生产总值(X11)和固定资产投资(X12)显著;2005年在主成分2中占比较大的是城镇

居民人均居住面积(X16)、人均拥有道路面积(X18)和第三产业万元GDP用水量(X24),2010年则是城镇拥

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8),2015年占比较大的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1)、第三产业万元GDP用水量(X24)
和城镇用水普及率(X26);2005年第一产业万元GDP用水量(X22)和城镇供水总量(X25)在主成分3中占据

绝对的影响地位,2010年占比较大的是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和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X30),2015
年则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20).以上对指标提取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城镇配套设施及人员的完善,促进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和

水资源利用结构是区域经济效益增长和生态环境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按照主成分分析公式,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所得结果(图2)与熵权法计算综合得分所得的结

果基本一致.若综合得分为正,表明该主成分在平均发展水平之上,且得分越高,说明该地区城镇化与水土资

源效益越好.图中横轴表征2010年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主成分分析综合得分,纵轴表示2015
年综合得分,气泡大小则表示2005年综合得分.从图中可以看出,2005、2010及2015年独山子区的城镇化与

水土资源效益发展最好,奎屯市次之,温泉县、精河县的效益较低.
3.3 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上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大致相同,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说明本文所建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按照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计算公式,计算艾比湖流域各城镇在2005、2010、2015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

展度,然后对照类型划分表,得出流域内各城镇的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类型(表5).
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耦合度值介于0.1158~0.9423之间,涵盖耦合度的

全部类型,表明2005、2010、2015年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耦合差异较大.精河县由低水平耦

合变为拮抗阶段,博乐市和乌苏市由拮抗耦合变为磨合阶段;温泉县、双河市、奎屯市和独山子区的耦合度类

型则一直保持不变;其中独山子区最优是高水平耦合,温泉县的耦合状况较差.各城镇的耦合度类型从主要

集中在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

协调发展度方面,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协调发展度值介于0.2554~0.9238
之间,2005、2010、2015年各城镇间的协调发展度类型差异较大,且各城镇的协调发展度类型都发生了转变.
各城镇的协调发展度均值在逐步提高分别为0.5390、0.5962、0.6368,由勉强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类

型.其中独山子区的协调发展度一直优于其他地区,温泉县和精河县基本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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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主成分因子对原始指标的载荷状况

Tab.4 Theavailabilityoftheloadfactorfortheoriginalindicators

2005

成分1 成分2 成分3

2010

成分1 成分2 成分3

2015

成分1 成分2 成分3

X1 0.918 -0.032 0.276 0.931 -0.009 -0.148 0.922 -0.002 0.279

X2 0.955 -0.013 0.287 0.972 0.066 -0.222 0.973 -0.036 0.186

X3 0.986 -0.028 -0.132 0.970 -0.196 0.333 0.859 0.435 -0.147

X4 0.920 -0.071 0.293 0.931 0.231 -0.095 0.890 -0.003 0.375

X5 0.794 -0.188 -0.563 0.641 0.099 0.695 0.576 0.061 -0.365

X6 0.833 0.327 -0.441 0.803 -0.380 0.413 0.746 0.611 -0.143

X7 0.906 0.024 -0.400 0.586 -0.265 0.462 0.670 0.002 -0.610

X8 0.222 -0.889 0.336 0.213 0.928 -0.186 0.353 -0.908 0.116

X9 -0.204 -0.806 0.174 -0.109 0.802 -0.047 -0.004 -0.806 0.106

X10 0.941 0.086 -0.141 0.945 -0.008 -0.053 0.819 -0.291 -0.099

X11 0.980 0.147 -0.111 0.970 -0.141 0.154 0.941 0.325 -0.075

X12 0.942 0.218 -0.222 0.962 0.154 -0.170 0.934 -0.238 0.041

X13 0.841 0.329 -0.422 0.812 -0.378 0.402 0.753 0.607 -0.140

X14 0.925 -0.067 0.247 0.869 0.313 -0.342 0.771 -0.489 0.092

X15 0.954 -0.123 0.189 0.971 0.170 -0.107 0.873 -0.330 0.119

X16 -0.361 0.822 0.033 -0.776 0.176 0.079 -0.805 0.289 0.091

X17 -0.765 -0.040 -0.448 -0.870 -0.092 0.254 -0.888 0.034 -0.427

X18 -0361 0.837 0.205 -0.497 -0.287 0.058 -0.594 0.194 -0.355

X19 0.229 -0.662 -0.435 0.074 0.046 0.604 -0.308 0.439 0.411

X20 0.014 -0.002 0.107 0.115 -0.721 -0.334 -0.029 0.434 0.866

X21 0.763 0.505 -0.284 0.391 -0.683 0.146 0.001 0.654 0.415

X22 0.214 -0.087 0.927 0.351 0.309 -0.840 0.635 0.102 0.557

X23 -0.430 0.652 0.468 -0.324 -0.744 -0.578 0.577 0.346 0.146

X24 0.361 0.829 0.401 0.567 -0.258 -0.493 0.213 0.687 -0.240

X25 0.142 -0.434 0.851 -0.243 0.528 0.040 0.347 -0.787 0.202

X26 0.736 -0.256 0.413 0.500 -0.390 -0.225 -0.258 0.777 0.197

X27 0.889 0.056 0.168 0.795 0.508 -0.155 -0.368 -0.478 0.468

X28 -0.838 -0.287 -0.425 -0.751 0.371 0.536 -0.681 -0.198 -0.651

X29 0.956 -0.055 0.098 0.905 -0.011 0.150 0.836 0.124 -0.382

X30 0.745 -0.353 -0.528 0.660 0.276 0.652 0.659 -0.011 -0.485

X31 0.968 0.110 0.161 0.869 0.169 -0.015 0.721 0.047 -0.458

  根据表5,可以看出: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耦合度及协调发展

度的变化趋势大致呈同步稳定上升态势,特别在2015年,这种上升趋势更加明显,表明三者彼此相互作用程

度不断加强,内部协调性也在不断提高.

4 结论与讨论

(1)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所得结果大致相同,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说明本文所建的指标体系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这两种方法进行测评得到以上结果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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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耦合协调度及类型

Tab.5 Couplingdegreeofurbanizationandland-waterresourcesbenefits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degreetypes

2005

C C 的类型 T T 的类型

2010

C C 的类型 T T 的类型

2015

C C 的类型 T T 的类型

博乐市 0.4921 拮抗耦合 0.5732 勉强协调 0.5718 磨合耦合 0.6321 勉强协调 0.6402 磨合耦合 0.6860 初级协调

双河市 0.3606 拮抗耦合 0.4745 濒临失调 0.4323 拮抗耦合 0.5247 勉强协调 0.4809 拮抗耦合 0.5625 勉强协调

精河县 0.2412低水平耦合0.3343 轻度失调 0.2912低水平耦合0.3811 濒临失调 0.3297 拮抗耦合 0.4459 濒临失调

温泉县 0.1158低水平耦合0.2554 中度失调 0.1819低水平耦合0.3328 轻度失调 0.2558低水平耦合0.3803 轻度失调

乌苏市 0.4376 拮抗耦合 0.5811 勉强协调 0.4859 拮抗耦合 0.6298 初级协调 0.5807 磨合耦合 0.6429 初级协调

奎屯市 0.7446 磨合耦合 0.7131 中级协调 0.7517 磨合耦合 0.7716 中级协调 0.7605 磨合耦合 0.8164 良好协调

独山子区0.8822高水平耦合0.8415 良好协调 0.9316高水平耦合0.9011 优质协调 0.9423高水平耦合0.9238 优质协调

  博州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以农业为主导,与独山子区、奎屯市和乌苏市的距离较远,相互作用程度较低,
随着G312、G30等新疆境内国道建设的顺利完成,艾比湖流域各城镇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独山子区作为我国

西部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人口密集,单位面积产出的经济效益较高,但由于其城镇规模较小、土地资源有限

等导致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从而降低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奎屯、乌苏和独山子以工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合

理,二、三产业用水量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生态效益较低,而博州近些年来大力建设节水型社会,优化产业

结构,积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项目,提高生态用水比例,因而前者水资源效益在逐年降低,博州水资源效益稳

步增长.2014年双河设市并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实行“师市合一”的管理模式,既使政府充分发挥其

职能作用,又使师发挥其在组织化、执行力等方面的优势,并且师利用市这个平台,吸引外资,鼓励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双河市二、三产业发展,使人口集聚,就业机会增多,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维稳戍边实力不断提高,因而其城镇化水平的增长速度最快.精河县土地资源效益的增长速度最快,
是因为近些年精河县政府实行招商引资策略,引进外资投资建厂,城镇扩建增加了建设面积,且三北防护林

建设,使得精河县开荒力度加大,许多自然保留地转变为耕地或林地.
综合以上,说明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之间并不是同步发展的,且各城镇的

发展水平差异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2)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类型差异较

大,但总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度类型从主要集中在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协调发展度类型由勉强失调转变为

初级协调,与上述评价结论基本一致.
独山子北、西面分别于奎屯市和乌苏市相邻且地处交通要塞,由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国家还颁布鼓励

石油化工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等使独山子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温泉县、精河县因为经济基础薄弱,主要

以农业为主,发展吸引力不足,基本还处于较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在这10多年内由于艾比湖流域城镇化

水平的快速提高,要求扩大城市空间,对水土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三者相互交织渗透,因此城镇化发展与水

土资源效益相互带动作用逐渐增强.
为促进艾比湖流域绿洲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和谐发展,未来应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

城市为目标,打造独山子特色城区,推动“独奎乌”一体化,向西辐射带动整个博州,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聚

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兵地协调发展和油地融合发展,同时也要坚

持绿化,不断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
(3)由于数据的获取受到限制,尤其是水资源方面的数据,本文只选取了2005-2015年的3个时间节点

进行分析,针对更长的连续的时间序列研究以及更微观区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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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andcoordinationanalysisofurbanizationandlandand
waterresourcesefficiencyinEbinurLake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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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anddeepe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waterandlandresourcesin
EbinurLakeBasin,countiesandcitiesofwhichweretakenasthestudyarea.Withevaluationindexsystemconstructed,by
meansofentropymethod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hispapercalculatedandevaluatedtheurbanizationlevel,water
andlandresourcesefficiencyinyear2005,2010and2015,respectively.Coupleddegreemodelwasappliedtoanalyzethecou-

pledcoordinationdevelopment.Theresultsshowedthatfrom2005to2015,theurbanizationlevel,waterandlandresourcesef-
ficiencyofEbinurLakeBasinwerenothighandthedevelopmentspeedofwaterresourcesefficiencywasobviouslylowerthan
theothers.Amongallcountiesandcities,theefficiencydevelopmentofDushanzidistrictwasthebestandthatofWenquan
countrywasthelowest.Withthecoupledcoordinationdevelopmentdegreeofcountiesandcitiesvariedgreatly,thecoupled
typesconcentratedfromtheantagonisticstagetothegrindingstage,andthecoordinationdevelopmenttypeswereturnedfrom
uncoodinationintoprimary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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