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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对推进都市农业发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资

源环境问题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构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础

上，借助耦合度模型，以南京市为例，对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

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均呈上升态势，两者呈正相关，资源环境承载力每提高 1%，南京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相

应增加 0.746%;两者耦合协调度在 2000～2007 年处于失调阶段，2008～2015 年转变为协调阶段，2015 年协调度为

0.673，处于初级协调，目前耦合协调度处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型。南京市应该立足资源环境基础，科学规划都

市农业发展格局;转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模式，确保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都市农业发展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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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市农业产生并得到发展。作为现代农业和城市化的产物，都市农业的发展以

城市、郊区甚至乡村地区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依托，同时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影响，

因此，建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都市农业发展格局成为研究热点。党的十九大也提出了“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目前，我国都市农业得到了全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如何突破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和环境承载超负荷的双重制

约，同时肩负起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重任成为重要议题。

“都市农业”的概念由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正式提出，它是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城市区位优势，

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城市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和良好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等多功能的现代农

业
［1］

。都市农业包括自然和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密切相关。一方面都市农业的发展受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影响。

都市农业的发展要依赖城市及其周边提供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环境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区域资源环境的变化决

定了都市农业发展的规模、结构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都市农业的发展不仅将资源整合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也具有调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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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候、涵养水土、固氮释氧和科教观光等多种功能，对区域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及周边资源环境

的破坏，会限制都市农业的发展，反之都市农业的无序发展也会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依

赖又相互作用不断协同演进。因此，揭示二者之间的耦合协同作用规律，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合理调整和布局都市农业发展，解

决城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农业发展及资源环境承载力都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都市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都市农业的内涵、功能、

发展方向和模式等定性研究。国外对都市农业的研究主要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进行，Dieleman
［2］

构建了都市农业政策框架，从经

济、生态、社会和象征维度分析了墨西哥都市农业发展。Miccoli 等
［3］

从食物供应的角度对都市农业的规划进行了分析。Campbell
［4］

通过对政策文件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探讨了都市农业被纳入纽约粮食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原因。Matthew
［5］

研究了城

市农业如何应对城市的社会、生态和空间系统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内定量研究主要聚焦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徐慧

慧
［6］

采用综合分析法研究得出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邓楚雄等
［7］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都市农业可持续

发展进行了综合研究，冯海建等
［8］

应用灰色关联和耦合度模型研究了都市农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王岱等
［9］

通过构建 DSR 评

价模型分析了北京市都市农业影响因素的共栖关系和相互效应，说明了资源环境是制约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熟，相关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概念、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不同区域

和研究对象的评价实践等，主要评价方法有 FAO 的农业生态区域法、系统动力学法、生态足迹法、能值分析法等
［10～14］

。但针对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和影响机制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文拟科学构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测算 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并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

关系，探讨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对推进都市农业的发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江苏省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和十大农业大省，其省会南京市一直在发展都市农业和生态农业上探索创新。南京市位于长江下

游中部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节点城市，也是重要的农业和商品粮基地。南京市地貌特征以低山

缓岗为主，全市土地面积 6587km
2
，截止 2016 年，乡村人口 201.22 万人，全市实现农业生产总值 451 亿元。南京市农业产业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从农区型农业、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业过渡，农业发展已被纳入整个城市发展进程，并不断推动结构调

整和功能完善，形成了以资源、环境、生态、经济和科技相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农业体系。

南京市依托现代化城市资源，形成了以生产功能为基础，服务和生态功能为拓展的可持续发展格局，积极发展科技型农业、

生态景观型农业、体验参与型农业、旅游度假型农业和特色精品型农业等现代都市农业形态。目前，南京市都市农业主要分布

在江宁、栖霞、浦口、雨花、大厂、高淳、六合、溧水，以及沿江的桥林、乌江、江心洲和八卦洲等区域。建成“菜篮子”基

地 1.33 万 hm
2
，叶菜自给率达到 80%以上，花卉苗木交易额年均 5 亿多元。打造休闲农业景区 250 多个，国家级景区 12个，包

括高淳国际慢城、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六合茉莉花村、溧水傅家边农业科技园等特色景区，2016 年南京市休闲农业综合收入

超过 50 亿元。

在南京市都市农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人地矛盾、农业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足、资源短缺和农业面源污染等一系列

问题，成为制约南京都市农业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瓶颈所在。因此，建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节约利用资源，保护产

地环境，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都市农业发展新格局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2 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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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相互协调的关系，涉及到对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两个体系的

系统评价。都市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而其发展水平与都市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在已

有的研究中，指标体系的建立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进行。张瑜
［15］

从农业综合生产指标、农业社会服务指标、农业生态环境指标

以及农业保障水平指标 4 个方面进行。果雅静等
［16］

则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 3个方面对都市农

业进行综合考量。综合前人研究和南京市发展特征，根据层次分析法，本文从农业生产性、社会性和生态性 3 个方面构建 10 个

指标进行测算。

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这一评价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对其评价主要从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进行。

资源承载力指区域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对该区域人口基本生存及生产活动的支撑能力。从自然资源系统看，主要包括水、生

物、气候、土地、矿产及自然旅游资源。从社会资源系统看，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教育资源、医疗保险资源及社会保

障
［17］

。环境承载力是指研究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在维持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环境能够容纳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大
小［18］

。

结合相关资料和前人研究，根据南京市的现实状况，从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共选取 14个指标进行测算(表 1)。各指标权重由熵

值法确定，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
［19］

，计算过程如下:

表 1 都市农业发展及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权重 二项指标 权重 方向

生产性指标 x1 0．515 4

农业总产值 x11(万元) 0．184 0 +

农民人均纯收入 x12(元) 0．198 1 +

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数 x13(
104
kW·h /10

3
hm

2
) 0．077 2 +

有效灌溉率 x14(%) 0．056 1 +

都市农业发

展水平 x
社会性指标 x2 0．160 4

农业服务业产值 x21(万元) 0．104 6 +

城乡收入差距 x22 0．055 8 -

生态性指标 x3 0．324 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x31(m
2
) 0．095 5 +

农药使用强度 x32(t/10
3
hm

2
) 0．079 4 -

化肥使用强度 x33(t/10
3
hm

2
) 0．112 1 -

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比重 x34(%) 0．037 2 +

资源承载力 y1 0．622 5

人口密度 y11(人/km
2
) 0．004 9 -

全年供气(液化石油气) 总量 y12(t) 0．140 7 +

人均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y13(kW·h) 0．093 9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y14(元) 0．113 7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y15(元) 0．12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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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执业(助理) 医师人数 y16(人) 0．101 0 +

资源环境承

载力 y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y17(万人) 0．041 4 +

环境承载力 y2 0．377 5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y21(m
2
) 0．043 4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y22(册) 0．141 9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y23(%) 0．017 6 +

人均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y24(标台) 0．069 8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y25(%) 0．014 1 +

污水日处理能力 y26(10
4
t) 0．040 9 +

工业水复用率 y27(%) 0．049 9 +

(1)定义标准化。

(2)指标信息熵值 e和信息效用值 d。

(3)评价指标的权重 W。

1.3 协调性模型

1.3.1 耦合度函数

耦合源自于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某种途径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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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用和影响程度的横梁标尺
［20］

，其具体耦合公式如下:

根据耦合度函数推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C 是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且随着数值的增大而使得耦合达到良性。f(x)，g(y)分别代表都市农业发展和资

源环境承载力两个系统。

1.3.2 协调发展函数

虽然耦合度 C 可以表示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程度，但是单纯靠耦合度来分析判别可能会使得结论和实际情

况不符合。当都市农业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水平都较低时，两者协调度却很高，这显然不符合要求。因而构建都市农业发展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即: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

待定系数，分别表示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贡献系数。在实际计算中将α和β均赋值为 0.5。

1.3.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按照廖重斌学者的研究
［21］

，耦合协调度等级将耦合协调度 0～1划分为 10 个等级区间，每个区间代表一个协调等级，每个

等级对应一类协调状态，形成连续的阶梯，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发展程度。具体标准分类见表 2。

表 2 协调度等级划分

协调度 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0.89 0.90～1.0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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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2016)、南京市统计年鉴(2001－2016)，以及统计公报与各区县统计年

鉴整理得出，选取 2000 年到 2015 年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最后得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为综合评价值;x'ij为指标因子第 i 年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属性值;Wj为指标因子层第 j项指标的最终权重值。

2 都市农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发展水平

2.1 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

根据前文构建的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测算公式得出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总体水平与增长速度，各一级指标

得分及占总评分比重。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得分由 0.058 增长到 0.990，年均增长率为 20.84%，在因子层指标中生产

性指标、社会性指标和生态性指标得分逐年增加，其中生产性指标和社会性指标占比逐年增加，生态性指标占比逐年降低。

根据表 3 和图 1 可知，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自 2000～2008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一直处

于起步阶段，2013 年开始南京市都市农业才发展到较高水平。其中 2000～2006 年增长速度波动较大，2007～2015 年增长速度

放缓，增长较为平稳。南京市在 1996 年“九五”计划中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2001 年提出大力开发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

服务”功能，着力推进都市农业多样化发展，南京市都市农业开始起步。2003 年国家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废除农业税，

恢复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增速达到最高。2004 年，南京市提出城市发展农业理念，二三产带动一产

发展，都市农业得到持续推进。从 2005 年开始，南京市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稳步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快速发展。2010 年，

南京市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释放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益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总值由 2000

年的 106.34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415.27 亿元，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5.95%增加到 2015 年的 21.02%，

提高了 31.79%。另外高效设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得到提高，农业生态和休闲功能全方位拓

展。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总体空间布局优化，农业经营效益显著，优质农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都市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逐渐成熟的基本特征。

表 3 2000 ～ 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

年份

生产性指标 社会性指标 生态性指标
都市农业

发展水平
增长速度

综合得分 占比 综合得分 占比 综合得分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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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0.004 0.069 0.003 0.052 0.051 0.879 0.058 -

2001 0.014 0.161 0.028 0.322 0.045 0.517 0.087 0.502

2002 0.050 0.515 0.014 0.144 0.034 0.351 0.097 0.119

2003 0.078 0.459 0.022 0.129 0.071 0.418 0.170 1.066

2004 0.092 0.434 0.037 0.175 0.084 0.396 0.212 0.054

2005 0.104 0.424 0.049 0.200 0.092 0.376 0.245 0.156

2006 0.139 0.384 0.060 0.166 0.162 0.448 0.362 0.477

2007 0.153 0.370 0.083 0.201 0.177 0.429 0.413 0.140

2008 0.172 0.366 0.093 0.198 0.205 0.436 0.470 0.139

2009 0.195 0.335 0.165 0.284 0.222 0.381 0.582 0.237

2010 0.223 0.353 0.171 0.271 0.236 0.374 0.631 0.084

2011 0.256 0.373 0.184 0.268 0.246 0.359 0.686 0.088

2012 0.307 0.394 0.204 0.262 0.268 0.344 0.779 0.135

2013 0.335 0.404 0.221 0.266 0.274 0.330 0.830 0.066

2014 0.391 0.425 0.242 0.263 0.287 0.312 0.920 0.109

2015 0.427 0.431 0.262 0.265 0.301 0.304 0.990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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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

根据前文构建的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以及测算公式，得出南京市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

合水平。2000～2015 年南京市资源承载力由 0.087 上升至 0.40，环境承载力由 0.064 上升至 0.41，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由

0.151 上升至 0.811，其中资源承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近两年有所降低。

从表 4和图 2可以看出，2000～2015 年南京市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

长率为 12.83%。2000～2006 年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较低水平，2007～2012 年有所提高，但综合承载力较为一般，2013～

2015 年综合承载力虽有所波动，但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资源承载力在波动中持续上升，2014 和 2015 年有所回落。环境承载力

呈稳定上升趋势，在 2011 年有所下降，随后持续稳定增长。总体来说，南京市作为长三角都市圈特大型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的推进伴随着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但南京市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在逐步提高。从 2000～2015

年南京市年末户籍人口由 289.52 万人增加到 653.40 万人，年增长率为 5.58%。人均生产总值由 2000 年的 1.85 万元增加到 2015

年的11.8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由0.82万元增加到4.61万元，居民社会经济水平逐步提高。人均耕地面积由2000年的0.071hm
2

降低到 2015 年的 0.036hm
2
，人均水资源由 2000 年的 390.72m

3
增加到 2015 年的 707.07m

3
，资源压力较大但能够维持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生态环境方面，面临节能减排和环境改善压力，但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表 4 2000 ～ 2015 年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

年份

资源承 环境承 综合

年份

资源承 环境承 综合

载力 载力 水平 载力 载力 水平

2000 0.087 0.064 0.151 2008 0.256 0.288 0.544

2001 0.118 0.067 0.185 2009 0.296 0.302 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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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0.126 0.074 0.199 2010 0.334 0.327 0.661

2003 0.150 0.112 0.262 2011 0.378 0.292 0.670

2004 0.177 0.139 0.316 2012 0.434 0.318 0.751

2005 0.165 0.173 0.337 2013 0.498 0.328 0.826

2006 0.202 0.228 0.430 2014 0.375 0.378 0.754

2007 0.234 0.261 0.495 2015 0.400 0.410 0.811

3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性分析

3.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根据表 5可知，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在整体上均呈上升的趋势，对两者的综合评价值进行

相关性分析，Person 相关性系数高达 0.984，存在显著相关性。从两者的线性拟合结果来看:在拟合度精度高达 0.968 的情况下，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正相关，资源环境承载力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南京市都市农业综合评价值相应增加 0.746 个

百分点。根据前文构建模型，对 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如表

5。

表 5 2000 ～ 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年度 U1 U2 C D 协调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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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0.058 0.135 0.458 0.210 中度失调

2001 0.087 0.181 0.468 0.251 中度失调

2002 0.097 0.177 0.479 0.256 中度失调

2003 0.201 0.243 0.498 0.332 轻度失调

2004 0.212 0.298 0.493 0.355 轻度失调

2005 0.245 0.323 0.495 0.375 轻度失调

2006 0.362 0.450 0.497 0.449 濒临失调

2007 0.413 0.521 0.497 0.482 濒临失调

2008 0.470 0.556 0.498 0.506 勉强协调

2009 0.582 0.613 0.500 0.546 勉强协调

2010 0.631 0.678 0.500 0.572 勉强协调

2011 0.686 0.684 0.500 0.585 勉强协调

2012 0.779 0.763 0.500 0.621 初级协调

2013 0.830 0.840 0.500 0.646 初级协调

2014 0.920 0.767 0.498 0.648 初级协调

2015 0.990 0.826 0.498 0.673 初级协调

从表 5 和图 3 可知，2000～2002 年耦合度从 0.458 增长到 0.479，2003 年耦合度为 0.498 一直保持到 2008 年均高于 0.49，

2009～2013 年耦合度均为 0.50，2014～2015 年耦合度保持在 0.498，长期来看耦合度变化率非常小，仅为 0.31%，但并非逐年

增加或者下降，而是存在一些波动变化。表明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耦合非常紧密，但在不同时间段耦合强度和

重点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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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处在 0.210～0.673 之间，整体呈上升

态势，其耦合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转变为初步协调阶段:2000～2007 年处于失调阶段，2008～2015 年进入协调阶段。2008 年是

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转折点，2008 年之前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作用较弱，协调程度不高，主要是 2008 年以前

都市农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资源环境承载力也较为一般，两者之间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因而处于失调阶段;2008 年之后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江苏省和南京市不断下发加快推进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相关文件，加强

了都市农业的支持力度、结构调整和发展规模，都市农业向市场化改革转型并得以迅速发展，其对城市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同时，南京市严格实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严格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

务水平，对都市农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南京市经济发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攀升，在

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也推动了都市农业的发展，两者协同效应增强并不断优化。2015 年两者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达

到 0.673，进入初级协调水平，要达到优质协调还有极大的潜力可挖掘，南京市在促进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上需

持续努力。

3.2 耦合协调度类型

通过比较 U1 与 U2，可将南京市 2000～2015 年都市农业发展系统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分为 3 种类型:U1＜U2，

都市农业发展滞后型，说明都市农业的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贡献小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对都市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U1=U2，都

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同步，这种状态比较少见;U1＞U2，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型，说明资源环境承载力对都市农业发展

的促进作用大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对都市农业发展的贡献。由图 3 可知，2000～2010 年，以及 2013 年，U1＜U2，这 12a 为都市农

业发展滞后型，2011～2012 年，2014～2015 年这 4a 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同期资源环境承载力。这说明，目前南京市资源

环境承载力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协调度不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市都市农业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在都市农业发展早期，

资源环境能够承载并促进都市农业的发展，但是当都市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出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和环境承载超负荷等问

题，会限制都市农业的发展。南京市应该走创新型和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道路，通过科学规划、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推动农业

产业优化升级，提高都市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保障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统筹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

配置，重点打造“一环一带四区”农业格局，以绕越高速为环，向环内及环外区域辐射，打造沿江生态农业保育带、六合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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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农业区、江宁南部高效设施农业区、丘陵特色农业区、两湖特色农业区等，加快要素资源集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从而推动南京市都市农业向更高水平和质量迈进，促使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向更高等级发展。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1)2000～2015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提升显著，从2000的0.058增长到2015年的0.990，年均增长率为20.84%，2000～

2008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2013 年开始南京市都市农业才发展到较高水平。2000～2015 年南京市资源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 12.83%。2000～2006 年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较低水

平，2013～2015 年综合承载力虽有所波动但处于较高水平。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正相关，资

源环境承载力每提高 1%，南京市都市农业综合评价值相应增加 0.746%。

(2)2000～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在 0.458 到 0.50 之间，耦合度变化率仅为 0.31%，而耦合

协调度以 2008 年为分界点，2000～2007 年处于失调阶段，2008～2015 年处于协调阶段，2015 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达到 0.673，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要达到优质协调还有很大潜力挖掘。2000～2010 年，以及 2013 年，这 12a 为都市农

业发展滞后型，2011～2012 年，2014～2015 年这 4a 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同期资源环境承载力，都市农业发展资源环境压

力较大仍需转型升级。

4.2 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及南京市发展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立足资源环境基础，科学规划南京都市农业发展格局。

根据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学规划南京都市农业发展，建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

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格局。统筹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配置，重点打造“一环一带四区”农业格局，并建立

南京城东农业高科技孵化园区集群，合理布局绿色农业主导产业，开发生态旅游农业线路，从源头协调和优化南京都市农业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关系，提高两者发展质量和协调度。

(2)转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模式，确保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每提高 1%，都市农业水平相应增加

0.746%，近两年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于都市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转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模式，确保都市农业可持续发

展。南京市应大力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同时注重绿地、湿地和湖泊等生态功能区

保护。基于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建立城市林业、绿地和农业生态系统，发展多种形式生态休闲农业。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同优化。

为解决南京市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和都市农业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建立最严格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和监管

措施，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南京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其次，加大政策导向力度，对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

态安全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园区给予政策鼓励和经济补偿。最后，建立涉及生产生活绿色节能的管理考核责任制度，促进都

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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