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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比较评价

余!敬!高谋艳

中国地质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B!))*B

摘要!从发展和循环经济的观点看#由于科技进步的贡献#矿产资源不仅取决于现今已发现的矿产资源#还依赖于未来新的

和潜在的矿产资源以及替代资源’基于此#提出(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新概念#以表征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以系统

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石#建立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概念模型及其指标体系#以及区际间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的六因子

评价模型#对中国@)座典型矿业城市进行了比较评价#指出其可持续力演变规律为’从矿业类型来看#可持续力沿着石油&
综合&冶金&煤炭类逐渐劣化%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沿着中&幼&老年顺序依次下降%从城市地理分布来看#沿着东&西&中部

逐渐下降%从城市规模来看#按照小型&大型及以上&中型城市顺序依次下降’为国家开发矿业城市和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比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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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矿业城市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

的!*Y#覆盖人口约!’#亿的!?)余座矿业城市

中#已有B*座处于衰退期#那么如何避免矿业城市

有可能陷入(矿竭城衰)的非持续发展困境#研究和

测度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贡献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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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业城市综合实力或竞争力评价上"孔令曦和韩

传峰#"))@$龙如银和何颜#"))@%#对矿业城市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亟待加强’本文力图从系统学与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结合循环经济的思想#通过

提出&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新概念来表征矿业城市矿

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并
通过建立区际间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的指标体系与评

价模型#对我国@)座典型矿业城市进行比较评价#
指出其可持续力演变规律#以期为国家开发矿业城

市和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内涵及概念模型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内涵

在前人矿产资源承载力(竞争力研究及相关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从系统学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
结合循环经济的思想#提出&矿产资源可持续力’"Q3F
C-33%7;6;.,24,R&3Q3:3&%IG34.%7G243-,&-3;%6-13;#
简称T0TOU%新概念#即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环

境条件下#矿产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通过合理配置与

替代#在质和量上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余
敬和姚书振#"))"$L6+-(%’#"))@%’合理的配置是

指在当代与后代之间最优地分配有限的矿产资源以

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替代是指用未来潜在的矿产

资源和新发现的资源来代替现有的矿产资源#包括减

少对矿产资源的消耗和高效率地利用矿产资源’矿产

资源可持续力的内涵包括)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既

要反映矿产资源禀赋(结构等的总量特征#又要反映

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能力’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是一个强调代际与区际矿

产资源公平分配的概念’从时间维度上看#涉及代内

和代际间不同人所需矿产资源的状态与结构$从空间

维度上看#涉及不同区域从勘查(开发利用(到保护全

过程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能力和趋势’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是一个协调的概念’这种

协调是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系统内部矿产资源(经济(
社会(环境和智力等各子系统内部与彼此之间的协

调#是其在时间与空间(数量与质量等多维度上使系

统达到协同或和谐状态的协调’
可见#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是一个融数量(质量和

时空维#强调发展(代际公平和协调的系统概念’它
是由矿产资源(经济(社会"含人口%(环境和智力所

构成的反映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水平(能力和

动态趋势的复杂系统’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的概念模型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T0TOU%的概念模型"余

敬和姚书振#"))"$L6+-(%’#"))@%可表示为)

8!8’9:&"7##7"%#
其中#7# 用以表征发展力#7" 用以表征协调力’

按照系统学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8&,<.%4,4Q
U,Q1&2773##??>%#矿产资源可持续力作为一个系统#
由矿产资源(经济(社会"含人口%(环境与智力等子系

统组成’其大小取决于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状态和结

构以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况’它们分别代表

着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系统的发展与协调功能#本文将

之定义为发展力与协调力’
发展力"7#%用以反映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系统内

部矿产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智力等要素结构和

状态#协调力"7"%用以反映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系统

内矿产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智力各要素自身的

协调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协调性’
发展力通过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7##%(经济发展与

效益"7#"%(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7#!%(环境影响

"7#B%(智力水平"7#@%来表征#协调力则通过资源转

化效率"7"#%(经济协调度"7""%(社会协调度"7"!%(
环境协调度"7"B%(智力协调度"7"@%来表征’

发展力与协调力可表示为)

7#:&"7###7#"#7#!#7#B#7#@%#
7":&"7"##7""#7"!#7"B#7"@%’
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的增强取决于矿产资源可持

续力系统内各要素的量的增加和利用效率的提高#
以及结构变化’

"!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指标体

系构建

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动态可比性以及

计算软件的要求#同时结合矿业城市的实际#本文所

设计的可持续力指标及其功能和度量如表#所示’

!!区际间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比较评价

?’=!研究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本文主要采用张以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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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区际间矿产资源可持续力评价指标!功能及度量表

W,R&3# U3C2%4,&3:,&6,.2%424Q3V"7641.2%4,4Q2.;G3,;6-3G34.%7T0TOU

目标

可

持

续

力

准则

7#
发

展

力

7"
协

调

力

要素

7##
资源禀

赋和开

发条件

7#"
经济发

展与效

益

7#!
社会发

展和生

活质量

7#B
环境

影响

7#@
智力

水平

7"#资源

转化效率

7""
经济协

调度

7"!
社会协

调度

7"B
环境协

调度

7"@
智力协

调度

指标 单位 指标功能 度量

7###人均B@种矿产

工业储量潜在价值

万元#
人

反映矿产资源禀赋$要素结构 B@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平均人

口数

7##"人均拥有土地

面积
G"#
人

反映土地资源压力状况 建成区土地面积#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

7##!矿产资源供应

压力

反映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表

征资源支撑潜力

矿产资源供应压力Z矿业城市能源消

费份额E矿业城市矿产资源贡献份

额Z矿业城市全年用电量占全国全年

用电总量比重E矿业城市B@种矿产

工业储量潜在价值占全国总价值比重

7##B主要矿产资源

聚集度

万元#
DG"

反映资源空间分布$地域结构 B@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土地面

积

7#"#人均=T[ 元#人 反映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 =T[#平均人口数

7#""人均固定资产

净值

万元#
人

反映经济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平均从

业人员数

7#"!每百元工业总

产值实现的利税
元

反映生产产出与财务成果间关

系$经济效益
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工业总产值

7#"B人均实际利用

外资数
美元#人 反映城市全球化水平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平均人口

数

7#!#人口自然增长

率
\ 反映人口规模$社会发展水平

%&年出生人数E年死亡人数’#年平均

人数(]#))\
7#!"非矿业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
Y

反映社会人口结构$社会发展

水平

&#E矿业从业人数#从业总人数’]
#))Y

7#!!人均储蓄年末

余额
元#人 反映生活条件$生活水平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年末总人口

7#B#环境污染指数 反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矿业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全部城市

工业废水排放量^矿业城市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全部城市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矿业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
全部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

7#@#每百人公共图

书馆藏书
册$件 反映城市的学习能力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年平均人口

数

7#@"人均电信业务

总量
元#人

反映信息化水平$科技贡献能

力
电信业务收入#年平均人口数

7"##资源转化效率 Y
反映生物转化效率$经济转化

效率

用生物转化效率指数$经济转化效率

指数两者的平均值来表征

7""#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T[的比重
Y

反映经济结构合理程度$产业

间的协调
第三产业增加值#=T[

7"""盈利增长率 Y
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社会$环
境和智力协调作用

&第)年净利润#第)E#年净利润E
#’]#))Y

7""!万 元 =T[ 用

电量
D_)/#

万元

反映资源使用强度$经济集约化

程度$资源与经济间协调作用
全年用电量#=T[

7"!#城镇就业率 Y
反映社会稳定状况$社会安全

水平

%#E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单位从业人

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Y
7"!"每十万人拥有

医院床位数
人 反映社会保障程度 医院床位数#年平均人口数

7"B#万 元 =T[ 环

保投资额
元

反映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环境

与经济间协调作用
污染治理投资额#=T[

7"B"工业废物综合

处理率
Y

反映环境治理水平$环境与智

力间的协调作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

水排放达标率’#"
7"B!人均园林绿地

面积
G"#
人

反映生态保护水平$环境与智

力间的协调作用
园林绿地面积#年平均人口数

7"@#教 育 经 费 占

=T[比例
Y

反映教育投入$智力系统中教

育与经济间协调作用
教育事业经费支出#=T[

7"@"万人在校大学

生数
人

反映教育规模与成就$智力系统

中教育与社会人口间的协调作用
大学生在校生数#年末总人口数

7"@!科技事业费占

=T[比例
Y

反映科技经费投入$智力系统

中科技与经济间的协调作用
科学事业费支出#=T[

&#???’提出的*支柱)一N)一五)传统+标准"同
时综合其他学者&周德群等""))",龙如银和何颜"

"))@’的观点来选取研究样本"具体标准如下!
标准一!以矿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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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子名称及因子所含变量

W,R&3" 8%4.-%&&24C:,-2,R&3;%7./3;2VG,H%-7,1.%-;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三因子 第四因子 第五因子 第六因子

城市经济实力
资源禀赋"环境污染与

治理水平

资源"环境"经济

与智力协调水平
资源与人口压力 教育与科技实力 城市现代化水平

7#"!每 百 元 工 业 总 产

值实现的利税#7#"#人

均=T[#7#""人均固定

资产净值#7""#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T[的比

重#7#!!人均储蓄年末

余额#7#!"非矿业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

7##B主 要 矿 产 资 源 聚

集度#7###人 均B@种

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

值#7"!"每十万人拥有

医院床位数#7"B#万元

=T[环保投资额#7#B#
环境污染指数#7"B"工

业废物综合处理率

7##"人均拥有土

地 面 积#7#@#每

百人公共图书馆

藏 书#7"B!人 均

园林 绿 地 面 积#
7""! 万 元 =T[
用电量

7"##资源转化效

率#7"!#城 镇 就

业 率#7#!#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7##!矿产资源供

应压力

7"@#教育经 费 占

=T[比 例#7"@!
科 技 事 业 费 占

=T[比 例#7"""
盈利增长率

7"@"万人在校大

学 生 数#7#"B人

均实际利用外资

数#7#@"人 均 电

信业务总量

作为衡量矿业城市的标准$相应的阈值为#)Y’其

理由是%如果矿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Y以上$
再加上与此相关的交通运输"制造加工"服务等行

业$其产值总和将大大超过#)Y $城市的经济发展

已呈现出明显的矿业特征’
标准二%以矿业职工在城市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

重作为衡量矿业城市的标准$相应的阈值为#@Y’
标准三%对于不满足标准一或二的其他城市$视

其矿业是否是或曾经是城市的支柱产业或城市的传

统产业&矿业产值虽已低于工业产值#)Y$但其承

载的传统矿业经济功能仍然发挥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本文还综合考虑了矿业城市所处发

展阶段"矿业类型"地理分布与城市规模等因素$从

*K个地级市矿业城市中选取了@)个作为实证研究

对象&表B’$从而使得所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矿业城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B’"(中国矿业年鉴)&"))!’"(中
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等$考虑到城市间的

可比性$本文采用不含市辖县的市辖区数据’几个重

要数据说明如下%&#’矿业从业人数包括采掘业与科

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数#&"’由于缺乏

部分矿业城市的有关统计数据$为了统一统计口径$
少数指标采用了其所在省份的数值代替’如人均B@
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矿产资源供应压力"主要

矿产资源聚集度"资源转化效率等#&!’矿业城市能

源消耗量用全年用电量代替’
?’?!可持续力比较评价

本文采用0[00#"’)分析软件中因子分析法对

@)个矿业城市"))"""))!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前>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B"Y$提取>个主因

子$分别定义为;#";"";!";B";@ 和;>$则矿业城

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的比较模型为%

;:)<"K)@*;#=)<#?>B@;"=)<#@*?!;!=
)<#@#"#;B=)<##B)#;@=)<)??K>;> ’

>个主要影响因子中$第一因子由指标7#"!"
7#"#"7#"""7""#"7#!!"7#!"组成$其中7#"!"7#"#"7#"""7""#
属于经济子系统#7#!!"7#!"虽属于社会子系统$但

7#!!表征的是居民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7#!"反映人

口与劳动力结构$衡量的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由此将

之定义为城市经济实力因子’第二因子由指标7##B"
7###"7"!""7"B#"7#B#"7"B"组成$其中7##B"7###属于资源

子系统$反映资源空间分布"禀赋与潜力#7"!"属于社

会子系统$反映社会保障程度#7#B#"7"B#"7"B"属于环

境子系统$反映环境污染程度与治理水平"以及与经

济"智力间的协调能力$因此将之定义为资源禀赋"
环境污染与治理水平因子’第三因子由指标7##""
7#@#"7"B!"7""!组成$分别属于资源"智力"环境与经济

子系统$用以衡量城市人均资源拥有"城市绿化与资

源消耗状况$因此将之定义为资源"环境"经济与智

力协调水平因子’第四因子由指标7"##"7"!#"7#!#"
7##!组成$其中7"##"7##!属于资源子系统$反映资源

转化效率与供应能力#7#!#"7"!#属于社会&人口’子系

统$反映人口规模与就业压力$因此将之定义为资源

与人口压力因子’第五因子由指标7"@#"7"@!"7"""组

成$其中$7"@#"7"@!属于智力子系统$反映教育与科技

投入及与经济间的协调状况#7"""反映经济发展对其

他子系统的贡献能力$因此将之定义为教育与科技

实力因子’最后一个因子由指标7"@""7#"B"7#@"组成$
其中7"@""7#@"属于智力子系统$分别反映教育规模

与成就"教育与社会人口间的协调能力$以及信息化

水平与科技的贡献能力#7#"B属于经济子系统$反映

城市全球化水平$因此将之定义为城市现代化水平

因子’因子名称及其所包含变量如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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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全国A@座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得分及排序

W,R&3! 01%-3,4Q%-Q3-%7T0TOU7%-727.<8/243;3G2424C12.23;24"))!

城市
发展

阶段

矿业

类型
地区 规模 排名 得分 城市

发展

阶段

矿业

类型
地区 规模 排名 得分

大庆 中年 石油 " T # #’#"!) 朔州 幼年 煤炭 " ‘ "> E)’)!K"
盘锦 中年 石油 # ‘ " )’K*#> 铜陵 中年 有色 " a "* E)’)>BK
晋城 中年 煤炭 " a ! )’K"#! 金昌 中年 有色 ! a "K E)’)KK?
东营 中年 石油 # ‘ B )’*"!) 阜新 老年 煤炭 # ‘ "? E)’)?#B

克拉玛依 中年 石油 ! a @ )’*#?* 濮阳 中年 石油 " ‘ !) E)’)??)
鞍山 中年 冶金 # T > )’>**@ 徐州 中年 煤炭 # T !# E)’##"?
本溪 中年 冶金 # ‘ * )’B""* 白银 中年 有色 ! a !" E)’#!!*
辽源 中年 综合 " a K )’!K@? 六盘水 中年 煤炭 ! a !! E)’#*K"
大同 老年 煤炭 " T ? )’!")? 焦作 老年 煤炭 " ‘ !B E)’#K!B
黄石 中年 冶金 " ‘ #) )’!#@# 双鸭山 中年 煤炭 " ‘ !@ E)’"!?>
白山 中年 综合 " a ## )’"?!B 郴州 中年 有色 " ‘ !> E)’"?#B
榆林 幼年 综合 ! a #" )’">K) 鹤岗 老年 煤炭 " ‘ !* E)’!#>!
韶关 老年 综合 # ‘ #! )’">@? 七台河 幼年 煤炭 " ‘ !K E)’!@?)

攀枝花 中年 冶金 ! ‘ #B )’">!? 平顶山 中年 煤炭 " ‘ !? E)’!>#B
阳泉 中年 煤炭 " ‘ #@ )’"B!@ 茂名 中年 石油 # T B) E)’!>>)
邯郸 中年 冶金 # T #> )’")"B 鸡西 老年 煤炭 " ‘ B# E)’!?))
包头 中年 冶金 " W #* )’#@?# 萍乡 老年 煤炭 " ‘ B" E)’B"K)
唐山 中年 综合 # W #K )’#@B" 莱芜 中年 冶金 # T B! E)’B*B*

嘉峪关 中年 冶金 ! a #? )’#!)! 枣庄 中年 煤炭 # W BB E)’@#)#
抚顺 老年 煤炭 # T ") )’##K* 鹤壁 老年 煤炭 " ‘ B@ E)’@@>?

石嘴山 中年 煤炭 ! a "# )’)*"B 淮北 中年 煤炭 " ‘ B> E)’>#?K
三门峡 中年 黄金 " a "" )’)"!? 淮南 中年 煤炭 " T B* E)’>!B"

松源 幼年 石油 " ‘ "! )’))B> 铜川 中年 煤炭 ! ‘ BK E)’>B@B
马鞍山 中年 冶金 " ‘ "B E)’)"!B 新余 中年 冶金 " ‘ B? E)’>>K?

乌海 中年 煤炭 " a "@ E)’)">> 鄂州 中年 有色 " T @) E)’>*KK

!!注!地区分布栏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规模栏中W’特大型城市"T’大型城市"‘’中型城市"a’小型城市"资料来源!

发展阶段与主要矿业类型的资料来自/..I!##SSS’1/24,G2424C’1%G’14#12.<#12.<’,;I"城市规模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B’的相关数

据计算整理’

!!通过0[00#"’)统计软件自动计算出"))!年

全国@)座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力得分及排序

&表!’’同理(运用0[00#"’)中因子分析法进行分

析(提取累计贡献率分别为**’B@#Y和**’B>*Y的

前@个因子(建立矿业城市矿产资源发展力与协调

力的比较模型!

;:)<!@**?;#=)<""*K";"=)<#K)>*;!=
)<#B*!K;B=)<)K>!B;@(

;:)<!#@>#;#=)<"")"*;"=)<#K>!K;!=
)<#B??);B=)<#"*KB;@ ’

根据所建立的可持续力)发展力)协调力比较模

型(分别计算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

以及不同规模@)座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发展力)协
调力平均得分及排序如表B)@)>)*所示’
?’B!结果分析

?’B’=!A@个矿业城市可持续力排名分析!可持续

力排名前#)位中(石油类城市B个(冶金类!个(综

表B!不同类型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发展力!协调力平均得

分及排序

W,R&3B M:3-,C3;1%-3,4Q%-Q3-%7T0TOU(T[,4Q8[24
Q2773-34..<I3;%7G2424C12.23;

类型

石油类矿业城市

综合类矿业城市

冶金类矿业城市

煤炭类矿业城市

可持续力 发展力 协调力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B"@! # )’@B@? # )’B"B! #
)’"*!@ " )’)">B " )’!?@! "
E)’)#BB ! )’))@# ! E)’#*K* B
E)’#K*) B E)’#K!B B E)’)?B? !

合类#个(煤炭类"个’从矿业类型来看(有B个石

油类城市位居前@位(说明矿业类型是影响可持续

力的重要因素’从发展阶段来看(除了大同步入老年

期外(其余?个都处于中年期(可见中年矿业城市的

可持续力较强(说明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是影响

可持续力的重要因素’从地理分布来看(东)中与西

部城市各为B)@)#个(说明东)中部城市的可持续力

较西部为强’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与小型城市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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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不同发展阶段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发展力!协调力平

均得分及排序

W,R&3@ M:3-,C3;1%-3,4Q%-Q3-%7T0TOU"T[,4Q8[24
Q2773-34.Q3:3&%I24CI/,;3;%7G2424C12.23;

发展阶段

老年矿业城市

中年矿业城市

幼年矿业城市

可持续力 发展力 协调力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E)’#B)# ! E)’#"?) " E)’)@B* !
)’)!*B # )’)>)# # E)’)!@> "
E)’)!#" " E)’">@@ ! )’B@"K #

表C!不同地区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发展力!协调力平均得

分及排序

W,R&3> M:3-,C3;1%-3,4Q%-Q3-%7T0TOU"T[,4Q8[24
Q2773-34.-3C2%4;%7G2424C12.23;

地区

东部矿业城市

中部矿业城市

西部矿业城市

可持续力 发展力 协调力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BB* # )’!!*K # )’)K!* #
E)’)K#K ! E)’)K?* " E)’)"*" "
)’)B@! " E)’")K? ! E)’)!>B !

表D!不同规模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发展力!协调力平均得

分及排序

W,R&3* M:3-,C3;1%-3,4Q%-Q3-%7T0TOU"T[,4Q8[24
Q2773-34.;2A3;%7G2424C12.23;

规模

大型及以上

矿业城市

中型矿业城市

小型矿业城市

可持续力 发展力 协调力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均分 排名

E)’))#> " )’")B> # E)’)!*# !

E)’)?#* ! E)’)>@> " )’)!B? #
)’#*#) # E)’)K!@ ! E)’)"*! "

为!#B#!个’
在排名最后#)位中"从矿业类型来看"煤炭类

城市*个"冶金类!个’从发展阶段来看"老年城市

!个"中年城市*个’从地理分布来看"东#中与西部

城市各为"#*##个’从城市规模来看"特大#大#中型

城市各为##!#>个’
排名##到")位的城市中"综合#冶金类各B

个"煤炭类"个’处于老#中#幼年期的城市分别为

"#*##个"东#中与西部城市各为B#!#!个"特大#
大#中与小型城市各为"#"#!#!个’排名"#到!)位

的城市中"煤炭#冶金类各B个"石油类"个’中#小
型城市各@个"处于老#中#幼年期的城市分别为##
*#"个"东#中与西部城市各为##*#"个’排名!#到

B)位的城市中"煤炭类*个"冶金类"个"石油类#
个’处于老#中#幼年期的城市分别为"#*##个"东#
中与西部城市各为"#>#"个"大#中与小型城市各为

"#>#"个’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个煤炭类城市平均排名

为!"’#K#K位"其中排名最后#)位#最后##"")位

中煤炭类城市各有*个’可见"煤炭类城市的总体

排名落后于其他类型的城市’
*个石油类城市中"大庆#盘锦#东营#克拉玛依

分别占据了前#)位中的第##"#B#@位"另外!个城

市分别排在第"!#!)#B)位’石油类城市的平均排名

为#@位"说明其总体排名位于所有类型城市之首’
冶金类城市排名差距比较明显"有!个城市排名

较前"分别是第>#*和#)位$有!个城市排名较后"
分别是B!#B?和@)位$其他#)个均在#B到!>位之

间"其中小型冶金类城市排名较后’冶金类城市的平

均排名为"@位"在四类城市中排名处于中下游’
@个综合类城市的排名均在前")位"其中辽源

进入前#)位"其余B个城市在##和")位之间"在
四类城市中排名处于中上游’
?’B’>!A@个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对比分析!%#&不

同类型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对比分析’如表B所示"石
油类城市可持续力以)’B"@!的均分排在第一位"
说明其可持续力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综合类城市

可持续力均分为)’"*!@"居第二位"冶金#煤炭类城

市可持续力均分分别排在第三#四位"其得分为负

值"说明可持续力低于平均水平’煤炭类城市平均排

名最后"这与前面所获得的结论相一致’从发展力得

分来看"矿业城市发展力沿着石油#综合#冶金#煤炭

类逐渐下降’石油类城市以均分)’@B@?居第一位"
且与其他三类城市的得分相差较大"说明其发展力

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综合和冶金类城市发展

力高于平均水平"煤炭类城市发展力低于平均水平’
从协调力得分来看"矿业城市协调力沿着石油#综

合#煤炭#冶金类逐渐下降’石油和综合类城市协调

力较强"其均分远高于冶金和煤炭类城市’
%"&不同发展阶段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对比分析’

如表@所示"中年矿业城市可持续力最强"其次是幼

年"最后是老年矿业城市"可持续力沿着中#幼#老年

顺序依次下降’中年矿业城市可持续力高于平均水

平"老#幼年矿业城市可持续力低于平均水平’发展

力沿着中#老#幼年顺序依次下降"中年矿业城市发

展力高于平均水平"而老#幼年矿业城市发展力低于

平均水平’协调力沿着幼#中#老年顺序依次下降"幼
年矿业城市协调力最强"远远高于中#老年矿业城

市"而中#老年矿业城市协调力均低于平均水平’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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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对比分析’如表

>所示$东部矿业城市可持续力最强$其次是西部$
最后是中部$可持续力沿着东%西%中部逐渐下降’发
展力和协调力均沿着东%中%西部逐渐下降’东部矿

业城市发展力和协调力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东部矿

业城市的发展力远远高于中%西部矿业城市$而中%
西部矿业城市发展力和协调力均低于平均水平’这
主要与东部矿业城市经济实力强%教育与科技实力

强%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等有关’
"B#不同规模矿业城市可持续力对比分析’如表

*所示$矿业城市可持续力按照小型%大型及以上%
中型城市顺序依次下降’只有小型矿业城市可持续

力高于平均水平$中型%大型及以上矿业城市可持续

力低于平均水平’发展力按照大型及以上%中型%小
型城市顺序依次下降$协调力按照中型%小型%大型

及以上城市顺序依次下降’

B!结论

本文提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力’新概念$即指

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环境条件下$矿产资源在

时间和空间上通过合理配置与替代$在质和量上满

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其概念模型为8!8>
’9Z&"7#$7"#’通过对我国@)座代表性矿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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