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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依据环境承载力理论，
围绕生态环境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３个维度，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定量

分析模型与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区域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及主要制约要素进行了研究。研

究表明，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总体呈现三级分布态势，城际差异明显且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两

极分化现象，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同化现象，区域生态安全提升潜力较大；河北省西北部与东南部

生态安全态势构成鲜明对比，形成了发展与保护的博弈；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我国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京津冀地区的体现；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破解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构建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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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地理条 件、区 域 气 候、城 市 化 等 因 素 作 用

下，京津冀区域环境问题已由城市层面演变为区

域性难题。由于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区域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层次矛盾有待破解［１－２］。

围绕京津冀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梁

龙武等采用系统指数评估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研究了两者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格局［２］，别 同 等

针对城市化人口迁移的空气污染问题进行了评估

研究［３］，邓越等对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区域 生 境 质

量时空变化格局进行了研究［４］，吕金霞等 针 对 湿

地景观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了研究［５］；同时，

一部分学者针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潜力与生态环境

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何音等围绕经济增长与环

境资源时空演变关系进行了分析［６］，郭轲 等 对 京

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

研究［７］，张达等评估了资源环境限制性要 素 及 地

区可持续发展能力［８］，汪东川等基于土地 利 用 探

讨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９］。总

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生态环境宏观

演化问题，或针对空气、水资源等单一要素展开，
基于协同发展视角下对区域生态安全与城际差异

化相关研究较少。
京津冀区域 存 在 着 突 出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不

均衡性和 显 著 的 自 然 生 态 地 区 差 异 性，城 市 间

生态环境风险及 主 要 制 约 因 素 呈 现 出 复 杂 性 与

多样化。对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城 际 差 异 性 的 研 究，
对于制定 精 细 化 环 境 政 策、实 施 精 准 化 个 性 保

护具有现 实 意 义，构 成 了 京 津 冀 生 态 文 明 协 同

发展的 重 要 内 容。以 环 境 承 载 力 理 论 为 基 础，
通过构建区域生 态 安 全 定 量 分 析 模 型 与 障 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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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诊断模 型，分 析 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风 险 状

况，识别生态环境 风 险 主 要 制 约 因 子，为 构 建 科

学合理的区域生态安全保护格局提供支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１．熵权法

熵权法是 一 种 基 于 信 息 熵 理 论 的 客 观 赋 权

法。信息的基本作用是消除人们关于事物的不确

定性，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熵是对信息

有效性的度量。指标数据的有序程度越高，指标

的信 息 熵 越 小，效 用 值 则 越 高，进 而 赋 予 较 高 权

重［１０］。计算步骤如下：

①系统 指 标 数 据 标 准 化 处 理，并 构 造ｍ×ｎ
的矩阵ｘｉ×ｊ（０≤ｉ≤ｍ，０≤ｊ≤ｎ）；

②求解各系统指标熵值ｅｊ 与效用值ｄｊ

ｅｊ ＝－ １
ｌｎｍ∑

ｍ

ｉ＝１
ｘｉｊｌｎ　ｘｉｊ （１）

③确定权重ｗｊ

ｄｊ＝１－ｅｊ （２）

ｗｊ ＝ｄｊ／∑
ｎ

ｊ＝１
ｄｊ （３）

④对于多层次指标体系，基于熵的可加性，可
以对下层指标效用值ｄｊ 求和，得到上层指标的效

用值Ｄｋ，进而得到相应上层指标权重Ｗｋ
［１１］

Ｗｋ ＝Ｄｋ／∑
ｓ

ｋ＝１
Ｄｋ （４）

２．突变级数法

突变级数法是基于突变理论进行系统发展状

态分析的数学方法。突变理论是研究系统“量变”
与“质变”演化的数学理论，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势函

数ｆ＝ｆ（ｘ，ｕ）。势 函 数 是 由 反 映 系 统 行 为 状 态

的状态变量ｘ＝（ｘ１，ｘ２，…，ｘｎ）和 影 响 系 统 行 为

状态的控 制 变 量ｕ＝（ｕ１，ｕ２，…，ｕｎ）组 成。联合

方程Ｄｆ（ｘ）＝０和ΔＨ（ｆ）＝ｄｅｔ　Ｈ（ｆ）＝０，求 得

系统分歧点集方程，当控制变量ｕ满足分歧点集

方程时，系统状态发生转换［１１］，相关公式见表１。

表１　突变模型相关公式

突变类型 势函数 状态变量 控制变量 归一公式

折叠突变 ｆ（ｘ，ｕ）＝ｘ３＋ｕ１ｘ　 ｘ　 ｕ１ Ｘｕ１＝ｕ１／２

尖点突变 ｆ（ｘ，ｕ）＝１４ｘ
４＋１２ｕ１ｘ

２＋ｕ２ｘ　 ｘ　 ｕ１，ｕ２ Ｘｕ１＝ｕ１／２，Ｘｕ２＝ｕ１／３

燕尾突变 ｆ（ｘ，ｕ）＝１５ｘ
５＋１３ｕ１ｘ

３＋１２ｕ２ｘ
２＋ｕ３ｘ　 ｘ　 ｕ１，ｕ２，ｕ３ Ｘｕ１＝ｕ１／２，Ｘｕ２＝ｕ１／３，Ｘｕ３＝ｕ１／４

蝴蝶突变 ｆ（ｘ，ｕ）＝１６ｘ
６＋１４ｕ１ｘ

４＋１３ｕ２ｘ
３＋１２ｕ３ｘ

２＋ｕ４ｘ　ｘ　 ｕ１，ｕ２，ｕ３，ｕ４
Ｘｕ１＝ｕ１／２，Ｘｕ２＝ｕ１／３，Ｘｕ３＝ｕ１／４，

Ｘｕ４＝ｕ１／５

　　突变级数法的应用步骤如下：

①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指标体系，并 根 据 重

要性进行指标排序。
由于控制变量不超过４个，所以由上 层 指 标

分解到下层子指标的数量也不超过４个。指标过

多时，需进行降维处理。突变级数法没有提供指

标排序方法，本文依据指标权重ｗｊ 排序。

②根据子指标（即控制变量）数量确定突变类

型，如 某 指 标 分 解 的 子 指 标 数 为３，则 为 燕 尾

突变。

③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并利用归一 公 式 逐

级向上求解，完成系统状态分析。
归一公式作用在于把控制变量统一转化为状

态变量表示的质态，多个控制变量会相应得到多

个状态变量值，需根据子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确

定状态变量最终取值，若子指标间存在相互关联

作用，则 取 最 小 值，即ｘ＝ｍｉｎ（ｘｕｉ），否 则 取 平 均

值，即ｘ＝ｘｕｉ。

３．障碍因子诊断模型

引入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以识别影响区域生态

安全主要因子［１２］，公式如下：

Ｍｊ ＝
Ｐｊ×Ｒｊ

∑
ｎ

ｊ＝１
Ｐｊ×Ｒｊ

（５）

式中，Ｍｊ 为第ｊ项指标障碍度；Ｐｊ 为第ｊ项指标

对于指标体系的贡献率，可用该指标的权重表示，
即Ｐｊ＝ｗｊ；Ｒｊ 为 第ｊ项 指 标 对 于 生 态 安 全 目 标

的偏离度，取Ｒｊ＝１－ｗｊ。根 据 障 碍 度 Ｍｊ 大 小

排序即可确定障碍因子主次关系。

（二）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环境问题主要受环境风险源、环境承载力、防
控机制等多因素影响，环境问题的爆发往往也是

多因素 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１３－１４］。环 境 风 险 源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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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以污染源释放的形式直

接对环境造成损害；环境承载力主要反映自然环

境系统的敏感程度以及恢复能力，防控机制主要

反映人类社会预防环境风险形成与恢复环境健康

的能力。京津冀环境问题已由城市演变为区域性

难题，对京津冀生态安全的研究需立足于区域整

体生态环境，而不应局限于单一城市［１５］。以京津

冀城市群———北京、天 津、石 家 庄、保 定、唐 山、秦

皇岛、邯郸、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邢台、衡水

等１３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刘海滨、田佩芳

等人的研 究 成 果［１６－１７］，从 生 态 环 境 压 力、经 济 社

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３个维度构建了区

域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总体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指

标体系

生态环境

压力

工业废气排放量 万ｔ 负向指标

工业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ｔ 负向指标

工业固废产生量 万ｔ 负向指标

生活排放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负向指标

市区环境噪声等效声级 ｄＢ 负向指标

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 万元／人 正向指标

社会经济指标 城市维护建设投入资金比例 ％ 正向指标

城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张／千人 正向指标

人口密度 人／ｋｍ２ 负向指标

人口结构 高中以下学历人数 人／十万人 负向指标

老人、儿童比重 ％ 负向指标

生态环境

承载力

环境监测能力
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密度 个／ｋｍ２ 正向指标

地表水水质监测站点密度 个／ｋｍ２ 正向指标

生态恢复能力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 正向指标

人均绿地面积 千公顷／人 正向指标

城市污水处理率 ％ 正向指标

污染物处理能力 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正向指标

危险固废综合利用率 ％ 正向指标

　　（三）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１．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京津冀 地 区 位 于 东 经１１３°１１′～１１９°４５′、北

纬３６°０５′～４２°３７′，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属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区域生态资源丰富，

河北省是我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
泊和海滨的 省 份。京 津 冀 地 区 国 土 面 积 为２１．８
万ｋｍ２，人口总数１．１亿，２０１８年京津冀ＧＤＰ总

量为８．５万亿元［１８］，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的

地区，也 是 国 内 大 气 污 染 最 为 严 重 的 区 域 之 一。

京津冀城市群三级指标数据均为２０１８年度数据，
“市区环境噪声等效声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密

度”“地表水水质监测站点密度”指标数据来源于

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网站，其他指标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

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１９－２２］。

２．数据处理

根据指标特性将其分为正向指标、负 向 指 标

和固定型指标。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有利的指

标，负向指标则相反，固定型指标指的是数值与某

一理想值ｘ＊ 越接近越有利的指标类型，标准化公

式如下：

正向指标：Ｘ（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ｊ））

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负向指标：Ｘ（ｉ，ｊ）＝
ｍａｘ（ｘ（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固定型指标：Ｘ（ｉ，ｊ）＝１－
｜ｘ（ｉ，ｊ）－ｘ＊｜
ｍａｘ｜ｘ（ｊ）－ｘ＊

烅

烄

烆 ｜

（６）

数据标准化后，采用熵权法计算各层 级 指 标

权重，依据权重大小进行指标排序；应用突变级数

法归一公式逐级向上求解，完成系统分析；依据障

碍因子诊断模型，识别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主要

障碍因子。

三、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分析

（一）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城 际 差 异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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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承载力理论，区域生态安全主要 受 三 个

方面影 响，即：①资 源 供 给，包 括 水、土 地、生 物

量、能源供 给 量 等；②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包 括

经济实力、污染治 理 投 资、公用设施水平、人口密

度等；③生态环境容纳能力，包括排污量、绿化状

况、净化能力等［２３］。生态安全是这些要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量值及排序见

表３。
表３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量值及排序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城市 北京 天津 秦皇岛 廊坊 石家庄 承德 邯郸 沧州 衡水 唐山 张家口 邢台 保定

数值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５９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３９　 ０．９３７　 ０．９３０　 ０．９２５　 ０．９２４　 ０．９１８　 ０．９１４　 ０．９０９

　　从表３可以看出，京津两地的生态安全在该

区域处于领先地位，河北城市生态安全均低于京

津两地；河北省城市群中，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三

地居于前列，量 值 均 高 于０．９５０。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来看，京津在区域城市群中具有显著的强势地

位，两地在产业优势、金融资源、人才梯队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洼地效应；京津冀由于产业联系不够

紧密，区域相互依托、相互协同的产业链条尚未建

立，对于河北省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红利没有

完全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河北省的快速发

展；近年来随着天津落户新政的推出，人才虹吸效

应加强，强化了区域人才的竞争力度；石家庄作为

省会城市，构成南部地区资源洼地，廊坊由于濒临

京津，受益于两地的溢出效应。从生态环境与区

位优势来看，历史上张、承、保等地素有京畿重地

之称，长期被列为军事禁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制

约，兼负有保护首都水源和涵养生态的特殊使命，
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生态环境脆弱且承担着沉重

的生态保护义务，由于缺乏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导致了生态抑制型贫困发生，同时，由于南北核心

城市的虹吸效应，资源与人才匮乏，加大了地区生

态风险［２４－２７］。

（二）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空 间 格 局

分析

从安全量值地域排序趋势线分析来看，１３座

城市生态安全量值呈现线性分布态势，没有出现

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同化现

象。这一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当前实施的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整体提升；同时表明了区域生态安全具有提升

潜力，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强化政策在制定与

实施环节的针对性、个性化与精准性，以取得更好

的效果。
从发展现状分析，除北京以外，其他城市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

面任重道远。近年来，北京形成了以信息技术、科
技创新等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产业转型升

级成功；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由于

重化工业的发展路径依赖，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

题逐渐显现，亟需培养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型城

市转型［２８］；河北省产业结构以钢铁、石油、化工等

高耗能产业为主，对环境影响较大，省内东南部经

济较发达地区以高耗能产业支撑，经济实力与应

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较强，但受地理及气候条件影

响，易引发污染物聚集，西北地区集中分布着主要

的生态脆弱 区［２９］，生 态 保 护 任 务 艰 巨，但 经 济 落

后，应 对 环 境 问 题 能 力 较 弱，整 体 生 态 安 全 不 容

乐观。

（三）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障 碍 因 子

诊断

生态环境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

承载力各项指标障碍度计算结果如表４、表５、表

６所示。

表４　生态环境压力指标体系障碍度及排序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指标 工业固废产生量 机动车保有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市区环境噪声等效声级

障碍度 ０．３５４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１

７１　第４期　　　　　　　　　　隋修志等：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城际差异分析



表５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障碍度及排序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指标
城市维护建设

投入资金比例
人口密度 人均ＧＤＰ 老人、儿童比重 高中以下学历人数

城镇医疗卫
生机构床位

障碍度 ０．３４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３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表６　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障碍度及排序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指标
地表水环境

监测能力
人均绿地面积

空气环境

监测能力

自然保护

区覆盖率

危险固废

综合利用率

一般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障碍度 ０．３１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工业固废以及机动车保有量构成主要障碍因

子，需注重加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机动车规范

管理。应充分结合产业结构，依托河北省承德市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宝贵经验，促进工业

资源 高 值 化、规 模 化 应 用，提 高 了 资 源 的 利 用 效

率，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同时，２０１９年 京 津 冀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近３　０００万

辆［３０］，在加强机 动 车 管 理 的 同 时，构 建 高 效 城 市

交通网络、提倡低碳出行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尤为

重要。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中，制约区域 生 态 安

全的主要障碍因子为资金投入与人口压力。经济

社会的发展引起机动车保有量、能源需求量的快

速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压力变大，进而又引发加大

环境管理与治理资金投入的客观要求。京津冀区

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本质

上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种体现，即京津

冀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地区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因此，平衡好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从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障碍度计算值来看，由

于实施了高度严格的环保政策，污染物治理相关３
项指标处于最后，主要障碍因子体现为生态环境的

监测能力以及对生态资源建设与保护。严格的环

保政策在短期内明显缓解了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未
来应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恢复等综合

管理能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提升。

四、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格 局 构 建

对策

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城际差异主要受历史原

因、区位优势、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因素影响，表
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

矛盾，本质上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京津冀地

区的体现。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因地制宜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探索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

机制，实现地区均衡充分发展，是解决区域生态环

境难题、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路径。

（一）统 筹 整 合 区 域 生 态 资 源，强 化 生

态环境区 域 整 体 监 测 与 管 理，探 索 建 立 京

津冀区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有 效 解 决 经 济 社

会发展与生态供给不平衡的矛盾

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京津冀生态环境难题

也只有立足于区域整体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基

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统一的区域标准，实
现生态信息共享，探索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统一监

测与管理平台，积极落实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建设，将有助于改善京津

冀协同环保政策实施效果，提升应对区域系统性、

结构性环境风险的能力。科学分析不同地区的生

态安全短板，确定区域生态保护目标，统筹规划大

气、水、土 壤 等 相 关 要 素 的 区 域 一 体 化 保 护 总 格

局，建立健全区域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细化

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障制度，科学制定区

域内统一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治理等相

关政策，探索构建区域内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统

一管理工作机制。同时，建立生态环境补偿长效

机制，以互相合作、资源共享为原则，健全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公平公正制度，促进区域可持续

性发展。对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资金、

人才、技术多元化补偿，加强受偿地区人才资源建

设、提升其科技实力与技术水准，形成发展潜力，

提升生产力水平，避免因经济发展需求等形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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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二次破坏风险，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效果。

（二）因地制宜促进京津冀区域整体产

业升级，破解区域生态环境难题，构建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

京津冀生态环境区域性难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于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落差大，没有形成

平滑过渡的梯度发展格局。同时，京津冀在资源、
技术、人 才 等 方 面 虽 然 具 有 一 定 优 势，但 与 长 三

角、珠三角区域相比，生产要素流通性方面明显滞

后。因此，破解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难题，实现生

态安全提升，根本上在于破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区域内城市群均衡充

分发展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在区域城市

群中实现资源共享，并在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相

互支持与补充的作用。因此，基于“协同发展”和

“资源共享”的前提，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强化顶层设计，统一落实发展定位，统筹构建

发展路径。在实现京津两地稳健发展的同时，河

北省一方 面 应 充 分 发 挥 载 体 供 给 及 资 源 储 备 优

势，在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过程中，
加快自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
另一方面基于区域地理地形布局，科学构建河北省

城市群发展布局，形成特色产业。东南部城市发展

重点主要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能源 利 用 率

等，西北部城市作为京津冀生态屏障、水涵养地，应
重点健全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基地，构建高新技术和高质量人居环境扩

散地，助力破解区域要素流通活力不足的问题。

五、结论

（一）京津冀区域在生态安全水平上总

体表现 为“京—津—冀”三 级 分 布 态 势，与

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三级落差相重合

由于缺乏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与经济发展模

式导致了生态抑制型贫困，形成了地理上与环京

津贫困带相重合的生态环境高风险地区。受制于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河北省形成了西北部

生态保护任务艰巨与生态保护能力薄弱、东南部

产业经济发达与污染物扩散条件差的生态安全的

“悖论”，整体生态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二）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是我国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京津冀地区的体现

　　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表现为京津冀地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区域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

提升潜力较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没有

完全释放。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河

北省应明确整体定位与城市群个体定位，充分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与成果转化、促
进区域要素流通等方面实现突破，进而破解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构

建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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