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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强调，正确处理高水平发展与高质量保

护的关系、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的关系。经济社会

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挥良好生态环境这一

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既要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

约束，又要增强内生动力。当前社会对环境保护的

需求日益增加，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

下，提升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水平成为当前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环境信息披露指的是企业、政府、个人等社会

成员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关于环境信息的定义，不

同学者提出的观点有所差异，笔者认为环境信息是

指企业、政府等环境主体实施环境行为所体现的信

息。社会成员在日常活动中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影

响，其影响程度会通过市场容量、财务管理、公共管

理等经济指标变化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

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基

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的路

径，对进一步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

“双碳”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必然影响，

这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被多数学者认同，但对于环境

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和程度，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

差异。陈洪涛等（2023）通过对 2008—2019年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进行分

析，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显著抑制绿色创新行

为，研发投入在抑制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明显，且国

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低水平地区的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现象更加突

出。闫贵壮等（2022）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

金融的影响，认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差异会造成债

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债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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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程度不同会导致债券发行的信用利差。乔

美华等（2022）基于不同地级市的企业数据分析了

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发现不同地

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经

济发展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总体而言，研究环境信

息披露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多在企业层面，以

城市或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较少。

城市群协调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力、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是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金碚（2023）提

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域观经

济”理念，认为新时期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为基础，研究区域经济要坚持中国特色、符

合中国实际。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

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与协同化。关于

城市群协调发展通过何种指标反映，绿色经济通过

哪些指标体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肖周燕等

（2023）认为可以从人口、经济、环境三个方面评价

城市发展质量，通过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

城市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程度，强调了城市群

协调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在追求经济

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邹磊

等（2022）对长江城市群 31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开展研究，认为可以从资源利用、绿色环境、绿色经

济、绿色生活和支持机制五个方面构建城市群绿色

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刘翔宇等（2023）从绿色

技术创新入手对企业绿色发展进行研究，认为可以

从披露载体、环境管理、环境监管与认证、环境负

债、环境业绩与治理五个方面对环境信息进行披

露，指出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需

要从多角度对环境信息开展分析。

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界探究环境信

息披露对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影响的研究不够充

分，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研究城市群协调发展的

学者较少。当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单

个学科领域，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群绿色协调

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信息披露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理念演进

受托责任论、经济学概念上的决策有用论和外

部压力论等，都涉及信息披露理念。中国对环境信

息公开有一系列具体要求，形成了有关环境信息披

露的法规体系。对“城市群”这一概念，学术界还没

有统一成熟的界定，普遍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理

解。中国高度重视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逐渐形成

了19个重点建设城市群。

1.环境信息披露

受托责任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

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托付

于经营者，经营者应当基于受托行为承担相应的责

任，并基于事实提供客观可靠的企业信息。经济学

概念上的决策有用论认为，市场主体天然地倾向于

有效决策，但有效决策的前提是能够获取全面、科

学的经营信息。外部压力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环境行为往往不会对市场主体产生直接影响，

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市场主体往往不会向社会主

动公开环境信息，而是在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等

外部压力时才会被动地对外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1984
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之后陆续颁布了《环

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几十部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多方位全

覆盖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对政

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提出了具体要求，形成了

环境信息披露法规体系（见表1）。这些法规明确规

定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政府工作透明度，

尤其是环境保护工作透明度、政府及公共机构应当

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内容及范围、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建设等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

开的系统化、显性化、具体化，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

入新阶段。

2.城市群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中国意识到城市群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并未形成全面成熟的城市

群发展理念，以城市间政府规划协同编制、产业经济

自发合作、地区分散式试点探索为主，中国城市群发

展初具雏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新型

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群逐渐成为当前城镇化推进

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

逐渐形成了多要素、多系统的空间协同城市群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城市群与都

市圈发展，城市群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城市产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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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空间协同取得重要突破，逐渐形成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成渝等 19个重点建设城市群。区域

经济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协调发展带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进而引导全国人口、产业与

要素的优化配置，19 个城市群承载人口数量达到

全国的 75%以上，贡献GDP达到全国的 85%以上，

逐渐成为引领新型城镇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

重要载体。城市群协同发展积极引导资源优化配

置、提高产业效率，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

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的

影响机理

环境信息披露通过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生态

系统和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城市群绿

色协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联系机理及作用关系

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应用反馈。

1.人口系统

环境信息披露通过人口系统对城市群绿色协调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助于引导城市群人口流动、优

化城市群的人口分布，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

的均衡发展。随着环境信息披露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加大绿色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推动绿色产业的兴起和发

展。随着绿色产业的发展，人口就业结构也将得到

优化，绿色、环保、低碳产业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

而推动城市群的绿色协调发展。

2.经济系统

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强经济系统的透明度

和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系统中的绿色创新和绿色

投资、建立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对城

市群的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环境

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助于减少信息

不对称，引导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更加环保

和可持续的领域流动，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城

市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城市群作为由多个城市

组成的有机整体，既需要在城市群形成科学规划，

也需要各城市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调配合。环境

信息披露可以为政府制定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政策

和规划提供重要参考，推动政策协同和资源共享，

共同促进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

3.生态系统

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企业和政府公开与环境保护

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生态

保护措施等方面，提升了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有助于

社会公众了解城市生态系统运行现状与面临的薄弱

点。在环境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逐渐正

视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问题，积极采取措

施修复生态系统、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有助于改善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质量，拓展生态

收益，为绿色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当前环境信息公开的具体指标大多是政府为

了规范市场运行，针对企业出台相关规定，或企业

出于成本控制等因素对部分指标自行披露。从环

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出发，结

类型

环境主管
部门制定

金融主管
部门制定

多领域
综合规定

时间

2021年5月

2021年3月

2021年6月

2016年8月

2017年6月

2020年3月

发布机构

生态环境部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原环境保护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政策名称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表1 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法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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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前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环境信息

和城市发展指标，本部分从人口、经济、生态三大系

统和人口规模、人口素质、经济水平等七大功能构

建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选

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口密度、噪声光污染

辐射治理情况、城市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等

作为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评价指标。

四、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城市群绿色协调

发展困境剖析

从国内外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和

挫折教训来看，环境信息披露对发挥城市群绿色协

调发展的作用价值存在多维度的困境。

1.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城市群协同引力效应较弱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全球城市发展的

主要趋势，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核心表现，

对区域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随

着中国城市群规划日益完善、数量逐渐增加，城市

群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城市群内部基于环境信息

建立绿色协调机制与低碳经济发展机制显得尤为

迫切。但城市群在基础设施建设、污染防治、节能

环保、基本公共服务等一体化绿色发展规划方面尚

显不足，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

间的边际管理与政策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2.区域产业绿色发展与环境表现不平衡

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群之间、

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产业发展与环境行为表现

都不均衡。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区域经济相对发

达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逐渐

关注低碳经济发展，增加对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污

染防控设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绿色经济的长期

投入。但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呼包鄂榆城市

群、兰西城市群等，仍然呈现典型的工业支持农业、

城市辐射乡村的要素单向流动状态，尽管农业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正在稳步推进，但区域发展尤其是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

3.区域定位不合理，生态环境资源配置后继乏力

中国城市群规划大多基于经济发展情况制定，

尽管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

部分城市群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够，存在功能定位

冲突或重复、生态空间被挤占的现象。部分城市群

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其经济联系紧密，同属一个

城市群但可能形成多个不同的经济圈。由于行政

区域不一致，不同经济圈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

尤其是政策性较强的跨区域资源引导与协调会受

到一定限制，同一城市群的不同经济圈无法实现有

机融合。当前许多城市空间布局和政策定位有待

优化，基于环境行为针对节能减排与绿色经济的生

态补偿机制已经形成，但补偿标准的单一化现象仍

然显著，而涉及“量”与“质”双向平衡的补偿机制尚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4.发展路径依赖明显，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当前中国理论和实践上并未形成相对成熟的

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城市群绿色发展理论探索或

实践经验。东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基础较好，经验相

对丰富，但规划形成较晚的部分中西部城市群热衷

于到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借鉴经验，过度依赖传

统发展路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城市群的绿色创

新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受到城市基础设施新旧更替

系统

人口系统

经济系统

生态系统

功能

人口规模

人口素质

经济水平

经济结构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生态收益

指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人口密度

劳动力从业人数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均GDP
经济密度

经济增量

资本存量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进出口额占GDP比重

废水排放量

COD排放量

SO2排放量

CO2排放量

烟尘和粉尘排放量

工业固废物产生量

废气减排治理

废水减排治理

粉尘、烟尘治理

固废利用与处置

噪声、光污染、辐射等治理

清洁生产实施

城市绿地面积

森林面积

自然保护区面积

指标类型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负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表2 基于环境信息的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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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影响。经过四十多年的城镇化推进，中国部

分发展较早城市的老城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地建筑、

道路、消防及水电煤气等设施更新，如果仍然以传

统发展路径和模式运行，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负面影响。从生态环境角度看，部分城市环境要

素供给不足导致低碳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制约城市

创新发展。

五、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城市群绿色协调

发展路径探析

基于环境信息披露，需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关键时期，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优化顶层

设计、优化空间结构、推动协同创新、推动产业绿色

转型升级等方面进一步谋篇布局，推动城市群绿色

协调发展。

1.优化顶层设计，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意识

优化顶层设计，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既要

为绿色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也要提高环境信息

披露的内生动力。一是要明确城市群目标定位，贯

彻绿色发展战略。就宏观角度而言，城市群需要利

用资源和要素的集聚效应实现创新发展；就微观角

度而言，城市群应当根据功能定位和自身空间结

构、自然条件等有效盘活现有资源。二是要构建科

学环境信息指标体系与披露机制。当前法律法规

仅对环境行为突出、社会关注度高的企业开展环境

信息披露进行明确规定，应对基于城市与城市群的

环境信息披露进行规范，保障环境信息的科学性、

典型性、完整性、可获得性。要将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均纳入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范围，根据地方特点

与要素敏感程度设置关键性环境信息指标。形成

包括内容、频率、方式和对象等要素的环境信息披

露机制，以衡量政府和公共机构在环境管理、社会治

理和污染改善等方面的成果，从而增强城市环境信

息披露的动力。三是要打破制度藩篱，为环境信息

披露扫除壁垒。一方面要通过制度督促企业和个人

规范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进而提高城市整体环境信

息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2.探索转型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增长

城市群应当充分利用环境信息的积极作用，探

索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一是要推动形成高质量

低碳创新产业集群。战略性绿色创新产业的规模

和质量决定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高度，因此要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产业，集中优质

资源构建包括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生产、节能

减排服务等多个环节的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低

碳产业集群。二是要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城市群要基于绿色创新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普惠化、科学化，为约束

城市环境行为、提高城市环境信息透明度营造良好

环境。三是要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协同治理。对于

省内跨地区城市群，应当在省级政府层面建立跨行

政区划的管理机构，统一制定发展规划与环境保护

制度；对于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探索建立不同省

份之间的议事协调机构，形成定期性、常规化议事

协调机制，在政策导向、法规要求、行政标准等方面

保持相对一致。

3.坚持合理布局，推动环境行为均衡可持续

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城市群绿色协调

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一是要优化产业布局，在城市

群形成之初，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以前瞻性

的视角对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开展科学规划。根据

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加强对能源、电力、化工等环境

行为突出行业的引导，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的环境成

本，找到资源集聚效应与环境成本效应的平衡点。

二是要优化空间结构，根据城市群所处的山川、河

流、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三是根据环境行为

特点分类规划，推动环境行为突出的产业在区域内

分散布局，减小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集聚造成的叠

加影响，缓解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公共支出压力；

对于绿色创新产业，要打破地域壁垒，充分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形成绿色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4.引导协同创新，发挥典型城市示范作用

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有利于推动城市群内部均

衡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一是构建多要素绿色协同框架，形成有效

机制，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产业的互补共赢。通

过产业协同的方式，提高城市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

性与可行性，促使企业、政府、社会均在绿色发展的

框架下开展活动。二是根据不同层次和产业明确

协同重点，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联动，避免资源重

复浪费和恶性竞争。城市群内各个城市要充分利

用资源禀赋特点，通过市场调节、政策引导等实现

环境信息披露背景下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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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协同，使环境行

为突出、能耗高的产业得到上下游产业链的更多支

持，进而实现差异化发展。三是发挥典型城市的示

范引领作用，找准城市定位，形成与城市定位相符

的产业合作机制、资金互助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

境保障机制等。通过典型城市的科学模式来实现

集聚和带动效应，使区域功能进一步优化、城市群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典型城市的示范引

领作用，将环境信息披露等生态治理因素作为考核

评价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提高城市探索绿色

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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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i Jiping
Abstract：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agglomeration effect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hanc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ual carbon”,
promoting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rough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ecology. At present, China has successively formed 19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exploring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such as weak synergistic attraction effects, imbalanced regional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eak follow-up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development path dep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lanning,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op-level design, explo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dhere to reasonable layout, guid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Urban Agglomeration；Gree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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