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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 的 基 础 上!从 煤 矿 城 市 经 济 系 统 对 区 域 可 采 煤 炭 资

源储量的暴露N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全国!<个地级以上

煤矿城市进行了评估#在综合考虑不同煤 矿 城 市 经 济 系 统 脆 弱 性 特 征 的 基 础 上!根 据 脆 弱 性

得分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M种类型&结果表明"$:%我 国 煤 矿 城 市 经 济 系 统 脆 弱 性 总 体 上

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断演进而增大#$!%不 同 地 域 的 煤 矿 城 市 经 济 系 统 脆 弱 性 平 均 得 分 呈

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的趋势!脆弱性高的 煤 矿 城 市 主 要 集 中 在 东 北 地 区#$M%不 同

规模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 出 大 城 市#中 等 城 市#特 大 城 市#小 城 市 的 变

化趋势&

关 键 词"煤矿城市#脆弱性#经济系统#主成分分析

文章编号":$$$9$<%<$!$$%%$#9$=$"9:$

:!引言

!!!$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兴起!脆弱性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

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之一(:"M)!也是许多国际性科学计划的重要研究内

容(#";)&由于研究对象和学 科 视 角 的 不 同!不 同 领 域 的 学 者 对 脆 弱 性 概 念 的 界 定 还 不 一

致!如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脆弱性是系统由于受到灾害等不利影

响而遭受损害的程度#食物安全’可持续生计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脆弱性是系统的内

在属性!是系统容易受到灾害等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一种状态&近年来!随着脆弱性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学术界对脆弱性概念的认识日趋统一&脆弱性研究也由

最初单纯的自然系统脆弱性向人文系统脆弱性(=)’人类N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的

方向转变!研究框架也在不断完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基 于 全 球 环

境变化背景下的脆弱性研究框架所具有的多尺度’多要素’多流向’多重循环的特性(!)!
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耦合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 方 法 论 价 值&目 前!城 市 系 统 脆 弱 性 已 经 成 为 国 际 全 球 变 化 人 文 因 素 计 划

$-,X+%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国内也在积极开展脆弱性相关研究(:M":;)!并取得了重

要进展&但是!在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以及人类N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方面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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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此!选取典型地区进行脆弱性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煤矿城市是指依托当地煤炭资源的开发而形成或发展

起来的!并且煤炭产业在城市工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由于煤炭资源是不可

再生资源!加之其赋存条件与布局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煤炭资源的不断开采’开采成

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发展的周期性带来的影响!煤矿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

$如支柱产业单一’失业率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逐渐显现出来!并有不断恶化的

趋势!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是典型的脆弱系统&煤矿城市严重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业已引起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相关学科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煤矿城市概念界定标准’
产业结构调整’矿城布局及规划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社会问题 $就业’教育和社保等%
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核心是煤矿城市经济转型问题!却很少从自然N
经济N社会耦合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拟从脆弱性视角对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进行研

究!探讨其脆弱性特征及演变规律!为煤矿城市及其他类型矿业城市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

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5%!!研究对象

!!对煤矿城市的界定不应该仅仅以城市的某种职能来进行分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理解

表!!样本城市特征分类

"#$%!!"&’/&#,#/2’,.32.//0#33.4./#2.*1*42=-./#0/*#0I).1.1+/.2.’3

城市名称 发展阶段 城市区域 城市规模 所属省区 城市名称 发展阶段 城市区域 城市规模 所属省区

唐山市 老年 东部 特大城市 河北 六盘水市 中年 西部 中等城市 贵州

枣庄市 中年 东部 中等城市 山东 铜川市 中年 西部 中等城市 陕西

徐州市 中年 东部 特大城市 江苏 石嘴山市 中年 西部 中等城市 宁夏

大同市 老年 中部 大城市 山西 乌海市 中年 西部 中等城市 内蒙古

阳泉市 中年 中部 中等城市 山西 赤峰市 中年 西部 中等城市 内蒙古

晋城市 中年 中部 小城市 山西 抚顺市 老年 东北 特大城市 辽宁

朔州市 幼年 中部 小城市 山西 阜新市 老年 东北 大城市 辽宁

平顶山市 中年 中部 大城市 河南 辽源市 老年 东北 中等城市 吉林

鹤壁市 老年 中部 中等城市 河南 鸡西市 老年 东北 大城市 黑龙江

焦作市 老年 中部 中等城市 河南 鹤岗市 老年 东北 大城市 黑龙江

淮南市 中年 中部 大城市 安徽 双鸭山市 中年 东北 中等城市 黑龙江

淮北市 中年 中部 大城市 安徽 七台河市 幼年 东北 中等城市 黑龙江

萍乡市 中年 中部 中等城市 江西

总计
东部"M个!中部":$个

西部"<个!东北""个

南部地区"M个

北部地区"!!个

中年":#个

老年"=个

幼年"!个

注"秦岭N淮河线作为南北方划分依据&区域 划 分 主 要 是 东 部’中 部’西 部 和 东 北!东 部 地 区 包 括 北 京’天 津’

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 建’广 东 和 海 南:$省 市#中 部 地 区 包 括 山 西’河 南’安 徽’湖 北’湖

南’江西;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 海’宁 夏’新 疆’内 蒙 古 和

广西:!个省区&东北地区包括辽 宁’吉 林 和 黑 龙 江M个 省 区&城 市 规 模 根 据 5!$$<年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6

市区非农业人口计算得出&城市发展阶段资料来源于中国矿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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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准确&虽然很多城市目前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已经不具备煤矿城市的一些表

面特征!但是这类城市仍然是煤矿城市!只是在城市职能结构上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煤矿

城市的概念界定和研究对象的选择遵循以下几个标准(!<)"$:%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发在

城市设置之前就已经在城市所在地开始进行!城市一般建立在大型矿区的基础上&$!%城

市兴起依托的是煤炭资源开发企业!在城市设置时!除了资源开发该城市基本上没有其他

规模经济活动&煤矿城市一般都存在一个或几个大型的资源开发企业#煤炭产品是城市设

置时主要对外输出产品&$M%对于新中国成立时即认定的城市 $历史城市%!之后资源开

发是城市再兴的主要原因&我国煤矿城市数量较多!但是地级以上城市无论在城市规模还

是经济总量上占据较大的优势!这些煤矿城市的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 上 述 标

准!本文选取了!<个地级以上煤矿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5%5!研究方法

!!城市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由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M个子系统构成&经

济子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受到区域内外多种扰动或压力的影响和作用&本文认为城市经

济系统脆弱性是指经济系统在各种扰动因素作用下的暴露N敏感性以及缺乏应对不利扰动

的能力而使系统向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变的一种状态!是系统的本质属性&经济

系统的结构特征是脆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扰动或压力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起

到放大或缩小脆弱性的作用!是经济系统脆弱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并通过系统的暴露N敏

感性和应对能力反映出来&

!!煤矿城市是依托煤炭资源开采而兴起或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煤炭采掘业及加工业

对煤矿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一个地区煤炭资源可采储量的变化是影响煤矿城市经

济发展各种扰动因素中的主要扰动因子&因此!本文对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从经

济系统面对可采煤炭资源储量变化的暴露N敏感性!及其对可采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应对

能力两个方面进行&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对煤炭资源储量变化的暴露N敏感性越小!且面临

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时城市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越强!则其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就越小!据此

构建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

3"#4*")"
$:%

!!式中!3"代表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程度#4*"代表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暴露

N敏感程度!由系统内外扰动和压力因子决定#)"代表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
包括恢复力和适应能力!由系统内部条件决定&

M!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8%!!经济系统的暴露J敏感性指数

!!煤矿城市经济发展对当地煤炭资源的可采储量具有高度依赖性(!;)!可采煤炭资源储

量对煤矿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断演进!煤炭可采储量逐渐

减少!煤矿城市受到可采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影响程度越大!即暴露程度越高&长期过度

依赖煤炭资源开发而形成单一的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限制了煤矿城市建立广泛的区域经济

联系!进而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因此!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暴露N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

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当地煤炭资源的可采储量&据此!我们构建了煤矿城市经济系统

的暴露N敏感性指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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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6"57! " $!%

!!式中!4*"表示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暴露N敏感程度#("代表煤矿城市煤炭资源的

枯竭情况!即暴露程度!根据煤矿城市发展阶段取不同的数值 $幼年T$4M#中年T$4;#
老年T$4=%#6"代表煤矿城市"煤炭采掘业及相关加工业产值占该市&X+的比重#7"代

表煤矿城市"煤炭采掘业及相关加工业从业人员占年末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个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暴露N敏感性评价结果见表#&数据主要来源于 5!$$<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6’!$$<年!<个煤矿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其中!6"由

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占&X+比值代替#7"由资源产业就业人员占年末就业人员总数的比

值代替%&

8%5!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指数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应对能

力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外向性等

方面密切相关&本文从上述几个方面选择:%项指标构建了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指

标体系 $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个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大小&在对

表5!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5!K1(./#2*,33=32’)4*,2&’,’3-*13’/#-#/.2=*4’/*1*)./3=32’)*4/*#0I).1.1+/.2.’3

代码 指标名称及单位 注释

e: 人均&X+ $元.人% 表征城市经济实力和财政累积能力

e! 地均&X+ $万元.E>!%

eM 财政自给率 $S%#

e# 第三产业产值占&X+的比重 $S% 反映城市产业结构状况

e< 产业综合发展指数%

e; 科教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S% 反映经济推动力!科教’环境改善状况

e" 环保投资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S%

e% 固定资产投资密度 $万元.E>!%

e= 客运总量 $万人% 反映区位条件’交通等基建设施状况

e:$ 货运总量 $万吨%

e::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e:! 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e:M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

e:#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 $万元% 反映城市经济集约发展水平

e:<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7年%

e:;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 $元% 反映城乡居民的经济应对能力水平

e:"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元%

e:% 实际利用外资占&X+的比重 $S%& 反映城市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注"#财政自给率T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 $S%#%产业综合发展指数 #:.$89"’&9"%8!

式中9"’ 是煤矿城市"第>产业的产值比重!9"%是 城 市"第H产 业 的 产 值 比 重#>’H取 值 为:!

!!M#&人民币 对 美 元 平 均 汇 价 采 用!$$<年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公 布 的 数 值&表 中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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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后!提取特征值大于:的;个主成分 $表M%作为分析煤矿城市经济

系统应对能力新的评价指标&
表8!主成分载荷

"#$%8!"&’0*#(.1+3*4’#/&-,.1/.-#0/*)-*1’12

O: O! OM O# O< O;

e: $4;":

e! $4;<!

eM $4%M"

e# N$4=#"

e< N$4%M;

e; N$4;;M

e" $4=!%

e% $4"#$

e= $4<#"

e:$ $4%""

e:: $4=:<

e:! $4"%=

e:M $4%=:

e:# $4%<:

e:< $4<!!

e:; $4%#=

e:" $4"%;

e:% $4"M$

特征值 <4$M" M4";" !4:%= :4<!# :4M;$ :4!"#

贡献率 $S% !"4=%< !$4=!" :!4:;: %4#;; "4<<# "4$"%

累积贡献率$S% !"4=%< #%4=:! ;:4$"M ;=4<M= ""4$=M %#4:":

!!!注"小于$4<的因子载荷表中未有列出

!!主成分载荷反映各主成分与原始变量的相关性&O:中载荷较大 的 因 子 是e=’e::’

e:!’e:M’e:#’e:<’e:%!分别反映城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利用外资

情况!可称为煤矿城市区位条件及利用外资能力#e!’eM’e<’e%’e:"在O!中的载

荷较大!该主成分主要反映煤矿城市的财政累积能力和经济推动力!故可称为煤矿城市财

政累积能力和经济推动能力#OM中e:’e;’e:;具有较高的载荷!主要反映城市经济实

力和城乡居民的经济水 平!该 主 成 分 可 称 为 煤 矿 城 市 的 经 济 应 对 能 力#O#’O;分 别 与

e:$’e"高度相关!则这两个主成分可分别称为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城市环

境改善能力&O<与e#高度负相关!说明e<对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的作用方向和

其他主成分不同!可称为煤矿城市产业综合发展能力&

!!由于每个主成分的重要程度不同!故以调整后的特征值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每个煤

矿城市的应对能力的综合得分&把每个城市的应对能力指数得分和暴露N敏感性指数得分

带入公式 $:%中!计算各个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得分&根据脆弱性得分!并结合煤矿城

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运用聚类分析法把!<个煤矿城市划分为M种类型 $表#%!该分类

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 地!!理!!研!!究 !"卷

表A!5:个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暴露J敏感性指数$应对能力指数与脆弱性指数

"#$%A!"&’#33’33)’123,’3D023*4’/*1*)./3’13.2.F.2=%,’3-*13’#(#-#$.0.2=#1(

FD01’,#$.0.2=*4/*#0I).1.1+/.2.’3*4>&.1#

O: O! OM O# O< O; ) ’0 1
脆弱性

等级

辽源 N$4#%< N$4%M; $4#%M N$4=MM N:4%=# N$4M<< $4=!M M<4;#< M%4<"" 高

鹤壁 N$4:== $4$:: N$4$!# N:4#=< :4!!: N$4"#! :4M#< #"4;"" M<4#!: 高

阜新 N$4$=% N$4%!# $4!MM N$4"<< N:4;:< N$4<;= :4$#M M<4<;# M#4$;< 高

鹤岗 N$4<<: N:4M#! $4:;< $4$!= $4#:= $4!$= :4$%$ M;4";$ M#4$$; 高

铜川 N$4"=% N$4M:# N$4!<; N$4M$# N:4#!M $4$M: $4="= M$4=%$ M:4;## 高

鸡西 $4#%: N!4$=% N$4;!! N$4!<$ :4$M% $4!"; :4:<< M<4:%$ M$4#<= 高

大同 $4M%< N$4#:: $4":! !4:!! N$4"=# N$4:!! :4""< #;4;#: !;4!;! 中

六盘水 N$4;%M $4<;: N!4!=M :4:<M $4":: $4M"" :4M$" M!4=:$ !<4:== 中

焦作 $4!!" $4="! $4M$= N$4=%% :4:;% N$4;!# :4%M$ #<4%=$ !<4$;M 中

淮北 N$4M:! $4%!= N$4"%! N$4<!= $4:"! N$4#<! :4#!= M<4M<% !#4"#M 中

抚顺 $4:$= $4M#" :4"== $4$M! N$4<%; $4M"% :4%%$ #;4!#< !#4<"! 中

阳泉 N$4;;; $4<$: $4M<M :4MM! N$4":! $4!=M :4<;# M<4!MM !!4<!" 中

萍乡 N$4##% $4;%% N$4$"= N:4$;= $4:$# N$4;M# :4M"< M$4!M! !:4=%" 中

双鸭山 $4$"; N!4:%< N$4M:% N$4<M! :4M$% N$4!== $4==$ !$4<%% !$4"=; 中

淮南 N$4M%: :4#$" N$4$=: N$4#M" N:4!<: N$4MM= :4<#$ M:4M#$ !$4MM% 中

晋城 N$4#$# $4"<< N:4<$! :4%:! $4:=# $4$$< :4<<: M:4#;: !$4!%# 中

平顶山 $4M=; $4!<M N$4"%" N$4$!$ $4MM= N$4M#M :4<=< M:4;!$ :=4=!# 中

乌海 N:4$M= $4%## !4;%M $4#=% :4<!= N$4;<= :4=$$ M"4<"" :=4";" 中

赤峰 $4$<; N:4#MM N$4;;M $4!"< N$4#!! N$4$%: :4$;# :%4;<= :"4<M; 低

石嘴山 N$4#!= $4$"< $4#:! N$4=:# $4#;< #4#%: :4""" M:4$"% :;4%#< 低

枣庄 $4#$; :4M;: N$4<#M N$4"MM :4$#" N$4"!" :4%;= M:4#:; :;4%$$ 低

七台河 N$4<:< N$4M": $4#"; N$4!"# N$4#": N$4#!# :4!:< :"4=#" :#4"<= 低

唐山 M4"!; N$4$#< :4$:: $4=!M $4#M= $4::< M4$M: #M4=:< :#4#%= 低

徐州 !4$;! :4$!: N$4=%# N$4":M N:4M<% $4M#M !4:#" !#4;=% ::4<$# 低

朔州 N$4%=; N$4$=; $4M!M :4"=% $4M%M N$4::< :4##< :M4;"" =4#;< 低

注"O:’O!’OM’O#’O<’O;分别代表提取的;个主成分#’0’)’1分别代表暴露N敏 感 性 指 数’应 对 能 力 指 数

和脆弱性指数4

表:!方差分析结果

"#$%:!"&’,’3D023*47LMN7

.37JKFI ’II2I

]F?H0̂7?IF GQ ]F?H0̂7?IF GQ
O 0@P4

脆弱性指数 :$4;M: ! $4:!# !! %<4#<# $4$$$

注"对于脆弱性指数这一变量!它的平均组间平方和为:$4;M:!平均组 内 平 方 和 为$4:!#!O统 计

量为%<4#<#!O统计量的相伴概 率 为$4$$$!小 于 显 著 性 水 平$4$:!组 间 存 在 着 显 著 性 差 异!

因此!把!<个城市划分为M个等级是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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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及分析

!!首先!从不同发展阶段上看!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上呈现随着城市生命周期

的不断演进而增大的趋势&幼年期的!个煤矿城市 $七台河市和朔州市%经济系统脆弱性

均较低#处于老年期的唐山市和中年期的徐州市的经济系统脆弱程度也较低&幼年期的煤

矿城市处于煤炭资源开采的前中期阶段!由于煤炭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以

及社会经济问题 还 不 十 分 严 重!对 可 采 煤 炭 资 源 储 量 变 化 的 暴 露N敏 感 性 较 低 $’0T
:<4%:!%!加之近年来煤炭市场的好转!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应对能力较高!所以其经济

系统呈现较低的脆弱性特征&如果按照矿业产值的比例来划分煤矿城市!唐山市和徐州市

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工业城市!对煤炭资源依赖度大大降低&由于两者处于煤炭资源开采

的中后期阶段!对煤炭资源储量变化的暴露N敏感性较高!但是两者的综合经济 实 力 较

强’应对能力在!<个煤矿城市中居前两位 $分别为M4$M:与!4:#"%!所以两者经济系统

的脆弱程度较低&

!!中年期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在高’中’低三个脆弱等级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

在中度脆弱性等级!:#个中年期的煤矿城市中有=个经济系统处于中度脆弱状态!占中

年期煤矿城市总数的;#4!=S&对大部分中年期的煤矿城市来说!煤炭资源已经处于开采

中后期阶段!可采煤炭资源储量逐渐减少!同时煤矿城市所具有的城市病 $经济 增 长 乏

力’失业率较高’环境破坏与污染等%日益严重!对煤炭可采储量变化的暴露N敏感性逐

渐增大 $’0TM$4!!<%!应对能力却变化不大!所以大部分中年期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呈

现中度脆弱状态&大部分老年期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最高!;个脆弱性最高的煤矿

城市中有<个处于老年期&这些老年期的煤矿城市大多煤炭资源已经或面临枯竭!对煤炭

资源储量变化具有很高的暴露N敏感性 $’0T#:4<$!%!但是城市中存在着就业形势日益

严峻’城市贫困人口比例过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等社会’经济和

生态环境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城市应对能力很低!导致这些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

性很高&

!!其次!从煤矿城市所处的区域角度来看!#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划分!
不同 地 区 煤 矿 城 市 经 济 系 统 脆 弱 性 平 均 得 分 呈 现 出 东 北$1T!"4#"%%#中 部$1T
!!4<="%#西部$1T!:4M:<%#东部$1T:#4:=<%的趋势&经济系统脆弱性高的煤矿城

市主要集中东北地区!;个经济系统脆弱性最高的煤矿城市中就有#个在东北地区&东北

地区作为我国老煤炭工业基地和能源’矿产资源输出基地!煤炭资源开发历史较长’开采

强度较大!大部分煤矿城市煤炭资源已经处于开采中后期!煤炭资源接近枯竭!抚顺’辽

源的煤矿资源几近枯竭&随着煤炭资源的不断开采!煤矿城市的暴露N敏感性指数平均得

分呈现幼年期$’0T:<4%:!%(中年期 $’0TM$4!!<%(老年期 $’0T#:4<$!%的趋势!
应对能力指数平均得分却没有很大的差异 $幼年期$)T:4MM:%(中年期 $)T:4<::%(
老年期 $)T:4<;M%%!使得这些地区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呈现高度脆弱状态&经济系统呈

现中度脆弱的煤矿城市在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但以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

:!个经济系统脆弱程度中等的煤矿城市中有:$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

很多煤矿城市是建国后由于煤炭资源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起来的!开采历史较短!与东北

地区的煤矿城市相比!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不是十分严重!加之煤炭储量还比较丰富!所以

经济系统处于中等脆弱状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低的城市在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均

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个脆弱程度较低的煤矿城市中就有M个分布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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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沿海地区&M个经济系统脆弱性较低的东部煤矿城市虽然已经处于煤炭资源开采的中后

期阶段!对煤炭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较高!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交通优势是矿业城市

形成的主要区位因子&徐州地处苏鲁豫皖#省交界!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会’公路

四通八达!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唐山’枣庄的区位优势也十分

明显!加之东部地区煤矿城市综合经济实力雄厚!产业结构多元化!应对能力较强!所以

经济系统脆弱性较低&%按照南北地域划分 $以秦岭N淮河为界%!南部地区的M个煤矿

城市 $淮南’萍乡和六盘水%经济系统均为中等脆弱!这与三者均处于煤炭资源开采中期

阶段密切相关&而北部地区煤矿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程度在M个脆弱等级均有分布!并且

经济发展脆弱程度高的煤矿城市均分布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这与我国煤炭资源

的自然分布相对集中密切相关&昆仑山,秦岭N大别山以北的北方地区!已发现的煤炭资

源占全国的=$4%S&而北方的地区的煤炭资源又集中在太行山N贺兰山之间地区!占北

方地区的;<4$S左右!形成了包括山西’陕西’宁夏’河南和内蒙古中南部的富煤地区&
秦岭N大别山以南的南方地区!已发现的煤炭资源只占全国的=4!S!而其中的=$4#S集

中在贵’川’云三省!形成以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和云南东部为主的富煤地区(!")&

!!第三!从城市规模上看!不同规模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 大 城 市

$1T!<4$%;%#中 等 城 市 $1T!M4;$=%#特 大 城 市 $1T:;4%<<%#小 城 市 $1T
:#4%"<%的趋势&这可以从不同规模煤矿城市暴露N敏感性指数平均得分和应对能力指数

平均得分看出&对于小城市 $晋城和朔州%来说!两者均处于煤炭资源开采前中期阶段!
还没有面临其他许多老年煤矿城市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问题!暴露N敏感性指数

较小!加之具有较高的应对能力!因此两者经济系统的脆弱程度最低&特大城市唐山市’
徐州市和抚顺市!虽然三者暴露N敏感性指数较高!但是三者经济规模很大!产业多元化

程度较高!其应对能力很高!因此三者经济系统脆弱性水平较低&许多大中煤矿城市已经

处于煤炭资源开采中后期阶段!许多煤矿城市的煤炭资源几近枯竭!但是还没有形成稳定

的接续产业!经济发展乏力!煤炭开采产生大量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 问 题 得 不 到 及

时’有效的解决!城市经济发展呈现出较高的脆弱性特征&

#!结论

!!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与评价研究是深刻认识煤矿城市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重要手

段!对找出矿业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子和实现城市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是该系统对内外各种扰动的暴露N敏感性和对不利扰动影响的

应对能力的函数!本文在构建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全国!<个典

型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了评价!初步揭示了我国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分异特

征!主要表现在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演进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不断升高#从地域角度

上看!经济系统脆弱性高的煤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从城市规模上看!经济系统脆

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大城市#中等城市#特大城市#小城市的趋势!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

制定煤矿城市经济转型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煤矿城市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多重扰动的影响!本文仅针对可采煤炭资源逐渐枯竭这一

主要扰动因素进行脆弱性评价!并得出了初步结果&同时!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还具

有动态变化性!并与社会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此!探讨煤矿城市

经济系统对多重扰动的脆弱性’经济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脆弱性的动态耦合特征及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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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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