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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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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渝城市群发展已上升到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该文从城市群城镇化空间结构的角度，针对反映城镇化

水平的人口、土地、经济子系统，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分析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空间

分布特征、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优化城镇化发展的对策。研究认为，成渝城市群受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的不

同影响，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城市群协调发展度普遍偏低，

土地利用系统处于低水平发展；成渝城市群应以内涵发展为主、消除人口城乡迁移阻碍，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巩

固和提升中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加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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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依

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长江经济带将全面推进新型

城市化发展：促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优化沿江

城镇化格局，科学引导沿江城市发展，创新城镇化发

展体制机制。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到培育成渝

城市群，通过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成渝城市群担负着提升

西部经济的重任，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点。成

渝城市群的发展能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缩短

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成渝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

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部分。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

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

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

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

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的战

略重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同样是解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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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对城镇

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涉及城镇化内涵和概

念的界定，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城镇

化的时空演变差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土地城镇化

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城镇化与

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城镇化动力及其发展机制、城

镇化与人口的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城

镇化与工业化等方面，也有学者对入口、土地与经济

城镇化之间进行了研究。但以上研究都是从单一或

两个角度对它们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在方法

上比较单一，并且也没有文献涉及人口、土地、经济

城镇化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及时空规律，

使得当前在评估城镇化质量方面有所偏颇。本文则

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出发，对城镇化水平和质

量进行综合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速

度进一步提高，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面

对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和交通拥挤，各地资源环境

保障能力建设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矛盾愈演愈烈。

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对

城镇化提出新的要求。成渝城市群是中国西部乃至

全国范围内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区，是贯彻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升内陆开放水平、促进区域发展

平衡的重要支撑。因此，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研究成

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尤显必要。深入研究城镇

化过程中人口、土地、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而才

能科学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对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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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地区今后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基础设施布局等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为未来中国“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探路示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11个地级市及重庆市2012

年的指标相关数据，实证数据来源主要是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2012》、《重庆统

计年鉴2012》，及各区县统计年鉴，2012年土地利用

变更调查详查数据。另外部分对比数据来源于相关

的政府报告及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资料，单位

GDP增长按可比价格进行换算，计算时先通过改进

的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等

影响。

1．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建立影响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

的指标体系，主要采用协调度模型研究方法，借鉴协

调度评价模型，对人口、土地、经济子系统城镇化水

平协调度进行定量测度，提出城镇化演进中提高城

镇化协调发展度的相应对策。

1．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与操作性兼顾、可比性与可操作性

并存，综合性与主导性并重、系统性与层序性结合

的原则，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口、土地、经济

3个子系统来设置城镇化系统发展协调度评价的指

标体系。

表1 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非农人口比例(％)

人口城镇化水平簇炎曷装烈。元，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土地城镇化水平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公顷)

城市建成区占市辖区的比重(％)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公顷)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平方米)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万元／公顷)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万元／公顷)

经济城镇化水平

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二三产业增加值(万元)

人均GDP(元)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1．2．2 数据标准化与权重确定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

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指标值越

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项指标计算方法，公

式为见下式：I，=(1一a)+a×(xii—

xi耐。)／(Xi爪d。一Xi。抽) ⋯⋯⋯⋯⋯⋯⋯⋯(1)

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采用负向指标

计算方法处理，公式为：Ki=(1一a)+a×(x。。。。一

Xi)／(xi。。一Xi。抽)⋯⋯⋯⋯⋯⋯⋯⋯⋯⋯(2)

其中，Ii为标准化后的值，x。为第i年第，项指

标原始值，x慨和矗。加分别为相应指标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n∈(o，1)，一般口取o．9。指标体系中正向

指标采用式(1)，负向指标则采用式(2)。

其中a取值范围[0，1]，有效避免了零值的出

现。但是此种变换因为对a的取值由评价者决定，

为计算带人了主观因素，若a较大，指标权重较大，

反之权重小。这样熵值法就会变成主客观相结合的

方式，失去了作为完全客观评价方法的优势。针对

以上出现零值或评价不完全客观等问题，有学者综

合标准化与功效系数变化以预处理数据方法进行改

进，并对改进的熵值法进行了例证评价，结果表明改

进的标准化变换更加合理。

其变换公式为：x’玎=(x巧—巧)／簿⋯⋯(3)

其中，巧表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影表示第歹项

指标的标准差。

上述公式既减少了值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又保

证了熵值法评价的客观性，然后按熵值法的步骤进

行后序计算。本文采用这种改进的方法进行数据预

处理。

(1)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

Ei=(1／抚mJ；pii·z印if⋯⋯⋯⋯⋯⋯⋯(4)

(2)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肜

夥=(1一Ei)／∑(1一Ei)⋯⋯⋯⋯⋯⋯(5)

(3)计算第i年各子系统的得分zf
m

zf=；形‘p。，⋯⋯⋯⋯⋯⋯⋯⋯⋯⋯⋯(6)

万方数据



32 魏洪斌等：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表2 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非农人口比例(％) O．271

城镇人口规模(万人) 0．18l
人口城镇化 0．3424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296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25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公顷) 0．145

城市建成区占市辖区的比重(％) 0．203

城镇化协调
土地城镇化 0．3361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公顷) 0．131

发展系统 人均城镇用地面积(平方米) O．194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万元／公顷) 0．159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万元／公顷) 0．168

一=产业产值占∞P比重(％) 0．273

一=产业增加值(万元) 0．261

经济城镇化 0．3215
人均GDP(元) 0．262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0．204

1．2．3 城镇化协调度评价模型

(1)系统协调度评价

本文采用协调发展系数(也称协调发展度)说

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程度，构造系统协调度指数c，计算公式：

广r 一．

c=1一d=1一√。蓍(si—s)2
式中：si(i=1，2，3)代表系统中人口、土地、

经济3个子系统的评价值，通过线性加权法来计算：

5。=+；叶x7i
一 一 1 3

Js代表3个子系统的平均值，5 2寺i蚤Jsi
c的取值在0—1之间，系统的协调度划分标准

如表3。

表3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值域 协调度等级 协调度值域 协调度等级

(2)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

由于协调度反映的只是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子

系统协调统一的程度，无法体现这种“协调”是系统

发展低水平下的协调，还是系统发展高水平下的协

调，因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即：

D=何(o≤D≤1)
r=q八戈)+卢宫(戈)+y^(戈)

式中：D为系统协调发展度；G为协调度；r为人

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a、卢、y

为待定系数。假设各子系统同等重要，则a=卢=7=

l／3。

协调发展度是系统间的和谐一致程度及系统自

身发展阶段的统一，其等级划分标准如下：

0≤D≤0．3时，为低级发展水平(失调状态)；

当O．3<D≤o．5时，为初级发展水平(拮抗状

态)；

当0．5<D≤o．8时，为中级发展水平(磨合状

态)；

当o．8<D≤1时，为高度发展水平。

2 研究区概况

成渝城市群包括重庆全域和四川成都、德阳、绵

阳、乐山、眉山、资阳、内江、宜宾、泸州、自贡等11个

地级市，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这一城市群范围，所

辖73个县(市)、1 636个建制镇，幅员面积18．3万

平方公里，截至2011年城镇人口达3 868万人。成

渝城市群历来是西部人口稠密的区域，2012年总人

口9 106．1万人，人口密度409人／平方公里，远远高

于川渝两省市、西部平均值，是人口高度集聚区域，

它以川渝两省近40％的面积容纳了其82．6％的人

口，以西部约3．2％的面积承载着其25％的人口。

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较快，2012年，地区生产

总值32 122．1亿元，经济密度大(1 441．2万元／平

方千米)，是川渝的2．3倍，西部的8．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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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中国西部地区面临的最大发展课题，

事关未来西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川渝城市群是中

国西部少有的几个城市化相对发达、人口和城镇分

布密集、综合实力较强的区域之一，对西部大开发起

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和辐射带动功能，但现阶段

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还不高，自然环境有所局限，

未来应选择适合城镇化发展的思路与具有特色的途

径，以促进其健康成长。

3 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3．1 城镇化协调发展内涵

以往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土地的城镇化、规

模的城镇化。简单追求土地城镇化是最大毛病。新

型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核心在于人口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

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

城镇化协调性评价的核心不仅在于城镇化发展

各具体评价指标值及综合评价值的高低，还在于城

镇化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程度的评价。衡

量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是否协调发

展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其子系统间发展的同步性。

若人口、土地、经济3个子系统从起始点就同步发

展，即各时段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Jsi)在起始

点就相同(Jsl=驼=岛)，且等比例增大，此种发

展状态在三维空间形成一条系统完全协调线R(图

1)，完全协调线上的状态点表示各子系统完全同步

发展，是系统发展的理想状态。

图l 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空间模型

3．2 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为了揭示成渝城市群“人口一土地一经济”城

镇化的协调性空间分异，对成渝城市群所辖地区作

为横向对比单元，以期能够获得不同地区城镇化水

平和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性的空间差异。根据上述

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协调

度与协调发展度测算模型，对人口、土地、经济城镇

化发展程度进行了相关评价，结果见表4。

表4 2012年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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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济城镇化水平分布图

图2 成渝城市群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分布图

3．2．1 城镇化水平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的分布，利用

Arcg厶得到图2(A、B、c)。人口城镇化指标值越大

说明有更多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促进产业结构的升

级转换，就业结构的较快转变，区域创造财富的能力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渝城市群中，人口城镇化最

高的是成都、重庆，最低是资阳、宜宾、泸州，人口城

镇化评价值差距明显，在川东南地区出现“低洼”；

土地城镇化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空间的变化，以绿

地、交通道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是城市建设面积不

断增加的重要原因，这类基础设施具有引导与从属

功能，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城镇化评价

值最高的是德阳市、宜宾市，虽然其建成区面积较

小，但人口总量小，人均占有量大，成都、重庆虽然建

成区面积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土地投入占有优势，但

人口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小，从图2一B可以看出成

渝城市群土地城镇化在川东和东北及重庆偏低。经

济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

低，经济城镇化最高的是成都、重庆，最低是广元、资

阳，评价值较高的区域集中在川东南地区，较低的主

要在川东北地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城

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程

度不同，处于不均衡状态，任何一项超前或滞后发展

都会对城镇化协调发展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地区，需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一步的加以协调发展，促进三

者之间的耦合互动。

3．2．2 城镇化水平协调度空间差异

按照系统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2012年成渝城

市群“人口一土地一经济”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及

城镇化综合评价协调指数表(表4)，按照协调度C

值划分类型，划分为3种类型：较不协调，基本协调，

比较协调。

低水平协调型的在空间上来看主要分布在川东

南和重庆。造成协调性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产

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城镇用地的扩张支撑，城镇用地

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偏低，重庆作为省域架构的直

辖市，渝东南和渝东北区域土地利用水平较低。这

些地区应重点关注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在控制城镇无序扩张的同时注重提高城镇土

地利用效率，实现城镇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深入推进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度协调型的在空间上来看主要分布在都市功

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包含眉山、资阳及内江等

5个市。此地区区位条件好，交通便利，靠近省会城

市，受其辐射带动，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已形成

部分优势产业，制约该区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原因是

人口与经济城镇化的质量，但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城

镇用地的利用效率依然偏低，城镇建设存量用地潜

力较大，所以该区应改善投资环境，推进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向城镇转移。

高水平协调型的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都市核心

区和部分都市拓展区，包含成都、乐山。该区较其他

区域相比，产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现有产业主要

以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服务经济为主，都市核心产

业竞争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制约该区城镇化发展的

因素依然是土地城镇化水平，应充分挖掘存量建设

用地的潜力，提高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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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差异分析

通过对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计算，

可将各城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低级、初

级、中级和高级发展水平四种类型”，利用nrcg厶作

出图2．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

发展度位居第一的是成都，说明城镇化系统各要素

发展协调，工业化的发展带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农

村剩余人口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拥有较完备的

基础设施，土地城镇化速度和人口、经济城镇化相对

协调一致；眉山、乐山2个城市处在基本协调类型

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说

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盲目追求增加城镇数量和

扩大城区建设用地面积；重庆、德阳和宜宾在初级发

展水平，重庆经济和人口城镇化处于较高水平，但土

地城镇化相对过低，土地粗放利用；资阳、内江在低

级发展水平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

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居民福利水平低，使人口、经济

城镇化评价值远远低于平均值，以及过度追求增加

城镇数量和扩大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协调度总体较高，处于

协调类的地区较多，但不能忽视失调类地区；协调度

差距大，协调度类型空间差异明显。

3．3 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建议

首先，要转变当前城市发展模式，从依赖资源投

入，特别是依赖土地投入转变为走内涵发展之路，通

过结构优化实现理性发展。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提高其产业和人口聚

集能力，并引导农民就近市民化。

第二，逐步消除人口城乡迁移障碍，尤其是户籍

制度的阻碍作用，改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

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局面。应逐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

限制，剥离附着于户籍的各种福利，可以以教育、医

疗等为突破口，逐步对进城定居的农民给予身份认

同，实现居民城乡自由迁徙，最终实现完全城镇化。

第三，目前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应尽快改变，着

手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构建通畅的城乡要素

交换渠道，通过制度政策层面的具体设计，使农村生

产要素和资源具有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其

中，最重要的是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缩小征地范

围，规范征地程序，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促进土地

城镇化与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相协调。

第四，着力强化二级城市，提升三级城市的发展

能力。重庆和成都属于特大型城市，成渝城市群的

空间圈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成渝城市群目前的重

点发展城市应该是二三线城市，需要在保持优势产

业的基础上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加工制造业，

形成一个有序的网络化产业转移路径，使各个城市

的功能分区与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相符合。提高中

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能力，打造可以重点培育的主

要城市，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为研究视角对成渝城

市群城镇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人

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地域空间分异明显，川东南和

川东北人口城镇化“低洼”，经济城镇化呈现出由都

市圈向周边递减的趋势，而土地城镇化呈现东部高

和中西部偏低，土地城镇化分布特征与人口、经济城

镇化有较大不同，特别是同经济城镇化呈逆向态势，

这与重庆作为直辖市具有“大城市大农村”的地域

特色有关，同时与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城镇化发展

政策有很大关系；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

高，属于高级发展水平的1个，中级发展水平的2

个，初级发展水平的3个，低级发展水平的6个，但

协调度类型空间差异明显，由两侧向中间倾斜，城镇

化发展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极大的相似

性，东部和东南部区域是塌陷区，是今后成渝城市群

实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区域；并因地制

宜分类给出协调对策供参考。

本文对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内部系统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较好地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系

统内部的协调关系，为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对改善城镇化发展状况及政策制定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研究不足，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复杂、

开放的概念，涉及到人口、经济、生态、社会、空间等

多方面，但受到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只

是从人口、经济、土地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探，还需要

扩展研究领域；其次研究仅对地市进行了分析，还需

要对县域进行分析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城镇化协调发

展进程；再者在数据选取中，只是选取了主要的可获

取的人口、经济、土地数据，是综合性概率度量；最后

对城镇化的研究只作了静态研究，而基于时间序列

的动态研究没有涉及．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将在今后

的研究中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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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CoorIl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Ilization in

Cheng—Yu City Cl潞ter in the Yangtze础Ver Economic Belt

WEI H0ngbinl，WU Kenin91'2

(1．Sc的Dz矿儿，zd Sc据Me口柑扎以加垤y，傩i胍踟眈倦毋旷＆∞c拓船郎(＆讲昭)，成彬昭100083，吼i阮；

2．研蹦om幻可旷k甜啦弘妇幻n胁凡】沽打y矿k以n蒯R酷。叭郡，既蚵昭100035，吼i加)

Abstmct：As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Yu ci哆cluster has mised as a national macm strategy，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disadvantages and spatial distd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eng—Yu city

cluster and puts forward counte彻easures fo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The comprehensive evalu-

ation methods of this paper include entI．opy method and the mod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le the level of ur-

banization coordinated index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1eVel of urbanization of popula—

tion，land and economy sub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land，economy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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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degree in spatial dist打bution difkI’enees is geneI．ally low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and use system

is the sam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opulation，1and，economy urbanization are interdependent but there are also

factors uncoordinated．The important factor of restdcting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Chengdu Chongqing city ag—

910meration is 10w quality of 1and urbanization，so that Cheng—Yu city cluster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

ment of connot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urban and mral population mi伊ation ba而ers，contmlthe excessive l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cons01idate and improve population—land—economic urbanization coordinat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emphasis on the constlllction of new towns of people—oriented．

Key words：Cheng—Yu urban agglomeration；urbanization level；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the Yan-

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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