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进入 21世纪之后，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增加，

当下我国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重要时期[1]。城镇化这

一概念包括了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

化等几个不同方面[2]。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

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人口和土地的协调发展对新型

城镇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城镇化建设

过程中土地城镇化达不到人口城镇化的高度，将会

导致住房紧缺、交通拥挤等现象，从而造成土地资

源的严重浪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3]出台之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

矛盾成为了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陈凤贵等[4]

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相关问

题进行了分析，舒晴[5]则分析了我国六个省市的土

地城镇化和人口失调的现状和空间格局关系，范进

等[6]则对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尹红玲等[7]对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

化之间的差异性特点进行了探索，熊柴等 [8]基于

财政分权的视角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

协调问题研究。对四川这个人口大省，却很少有学

者对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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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省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现状进行

了分析，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省 2003—

2014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

以期为四川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发展规划及

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并对未来四川省新型城镇化

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和借鉴作用。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部，处于我国地势第一、

二级阶梯的过渡带，与渝、滇、黔、藏、青、甘、陕多省

相邻，是连接中西部的重要通道，是长江经济带建

设的重点，也是南北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部大开

发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全省面积 48.5万 km2，位

列全国第五。21世纪以来，四川省经济发展迅速，

城镇化进程加快。统计数据[9]显示，四川省的常住

人口超过8 000万，城镇人口的数量为2 870万，城镇

化率超过了44%，2012年年末城镇化率同比增长了

1.3%，比全国平均城镇化增长速度超出了0.4个百分

点，位于全国第三位，土地城镇化扩展迅速，到2013

年末，四川省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2 058.11 km2。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3]文件出台

的背景下，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

发展是否同步与协调事关四川省推进建设新型城镇

化的质量，因此本文选取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旨在为

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1.2 数据来源

本文在2004—2014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国统计年鉴以

及其他相关文献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

2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定量分析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在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9-12,15]，采用

动态化和层次性的基本原则，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

城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探索了数据

的可行性，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城镇化指标

进行了综合探索，分为因素层、指标层和目标层三

个层次[12]，建立了符合四川省实际情况的人口城镇

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其中目

标层可以分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评价指

标，因素层则分为产业机构等7个不同因素，指标层

则包括了产业劳动者比重等 14个指标（见表 1），除

恩格尔系数为负向指标外，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2.2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四川省城镇化过程中人口

与土地的协调发展水平，减少主观性，更客观地反

映每一指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力，比较层次分

析法、专家评分法等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笔者

选取了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值标准化

处理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可能存

在的指标间的量纲影响。

上述表达式中指标实际测量值和标准化处理

值分别用 xi和Xi来表示，i表示的是指标的数量，取

值在 1～14之间，而指标标准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用xmax和xmin来表示。

2）指标信息熵值 e对应的指标信息可以用以下

表达式来反映：

其中，dj=1-ej， ； 常数k= ；当Pij=0

时，lnPij 无意义，所以对 Pij=0 进行校正，重新定义

Pij=0.000 1。

3）各指标权重的计算：

2.3 城镇化指数的计算

人口城镇化指数： （5）

表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

指标层

非农人口比例（%）

二三产业劳动者比重(%)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恩格尔系数(%)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每万人医生数（人）

城镇建成区面积(km2)

人均绿地面积(m2)

地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km2)

地均单位从业人员数(人/km2)

地均GDP(万元/km2)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km2)

指标效应 指标代码 指标权重因素层

人口构成

人口素质

产业结构

生活水平

城镇规模

投入水平

产出水平

目标层

人口城镇化指数

土地城镇化指数

正向指标： （1）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y1

y2

y3

y4

y5

y6

w(x1)

w(x2)

w(x3)

w(x4)

w(x5)

w(x6)

w(x7)

w(x8)

w(y1)

w(y2)

w(y3)

w(y4)

w(y5)

w(y6)

（2）负向指标：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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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城镇化指数：

上述表达式中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

指标权重值分别用 w(xi)和w(yi)来表示，而标准化处

理之后的标准值则分别用Xi和Yi来表示。

2.4 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发展度模型是评价 2个系统间协调度、发

展度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性评价模型。笔者研究

过程中采用了协调发展模型[9]进行衡量四川省城镇

化过程中人口与土地二因素的协调发展状况。

（7）

（8）

（9）

其中，公式(7)表示的是耦合度模型，C 表示的

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C∈(0,1]。k为

调节系数，本文中k=2。公式(8)为耦合协调度模型，

T为发展度，α、β为待定系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

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指标，其指标值的

大小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水平，笔者在参考了大量

文献之后对α和β进行取值。公式(9)中，D为衡量人

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评价指标。

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9-15]，采用基本等量与就近

取整的基本原则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

调类型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了三个协调区间和协调

发展亚型（表2）。

3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评价

3.1 评价结果

以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值，并且用

公式（5）～（6）来对 2003—2013 年期间的四川省人

口城镇化指标和土地城镇化指数进行详细的分析，

得出结果（表3）。

对表3的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进

行分析，采用公式（7）～（9）对2003—2014年四川省

的各个年度的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等指标进行分

析，根据表2的划分标准进行判断和分类，最终得到

表4的结果。

3.2 结果分析

3.2.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演化特征分析

对表 3的内容进行分析可知，四川省人口城镇

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在 2003—2013年期间呈现上

升趋势，但从二者的内部演化特征看，各因素的贡

献情况不同。

1）在2003—2014年期间，四川省人口城镇化各

因素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在人口城镇化内部，首

先，产业结构和人口素质曲线呈“波动上升”趋势。

因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四川居民的收入

水平不断增加，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其次，生活水平和产业结构指

数在2006—2007年间出现了下降趋势，因而人口城

镇化指数下降。在 2006—2007年，四川省二、三产

表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

协调发展亚类

极度失调衰退类

严重失调衰退类

中度失调衰退类

轻度失调衰退类

濒临失调衰退类

勉强失调衰退类

初级协调发展类

中度协调发展类

良好协调发展类

优质协调发展类

协调发展度D

[0.00,0.10)

[0.10,0.20)

[0.20,0.30)

[0.30,0.40)

[0.40,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0.90)

[0.90,1.00)

协调发展亚型

f(x)>g(y):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f(x)=g(y):人口、土地同步型；

f(x)<g(y):人口城镇化滞后型

协调区间

失调区间

过渡区间

协调区间

表3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

因素

人口构成

人口素质

产业结构

生活水平

f(x)

城镇规模

投入水平

产出水平

g(y)

2003

0.000

0.000

0.006

0.072

0.078

0.023

0.111

0.000

0.133

2004

0.022

0.011

0.000

0.047

0.079

0.058

0.100

0.017

0.176

2005

0.039

0.026

0.021

0.065

0.151

0.073

0.108

0.050

0.231

2006

0.067

0.029

0.044

0.116

0.256

0.035

0.118

0.082

0.235

2007

0.083

0.028

0.032

0.099

0.242

0.050

0.128

0.094

0.272

2008

0.104

0.069

0.054

0.162

0.389

0.092

0.159

0.158

0.410

2009

0.121

0.083

0.078

0.231

0.513

0.125

0.171

0.174

0.470

2010

0.143

0.078

0.096

0.374

0.690

0.173

0.172

0.243

0.588

2011

0.162

0.083

0.100

0.412

0.757

0.236

0.171

0.310

0.717

2012

0.178

0.094

0.105

0.506

0.884

0.285

0.189

0.340

0.813

2013

0.200

0.107

0.118

0.549

0.974

0.336

0.281

0.349

0.966

2014

0.198

0.123

0.114

0.523

0.957

0.330

0.175

0.336

0.840

（6）

表4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f(x)

0.067

0.068

0.130

0.223

0.212

0.337

0.445

0.606

0.663

0.773

0.853

0.957

g(y)

0.081

0.126

0.167

0.261

0.334

0.411

0.497

0.584

0.664

0.736

0.847

0.840

C

0.983

0.829

0.969

0.988

0.903

0.981

0.994

0.999

1.000

0.999

1.000

0.992

T

0.074

0.097

0.148

0.242

0.273

0.374

0.471

0.595

0.663

0.755

0.850

0.899

D

0.270

0.284

0.379

0.489

0.497

0.606

0.684

0.771

0.815

0.868

0.922

0.944

耦合发展类型

中度失调衰退类人口滞后型

中度失调衰退类人口滞后型

轻度失调衰退类人口滞后型

濒临失调衰退类人口滞后型

濒临失调衰退类人口滞后型

初级协调发展类人口滞后型

初级协调发展类土地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土地滞后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人口滞后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土地滞后型

优质协调发展类土地滞后型

优质协调发展类土地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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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比重、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每万人

医生数均有所降低，限制了人口城镇化指数的增

长。据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四川省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 6.8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比重低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1.8个百分点。

四川省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

业结构还有待完善。2006—2007年，人口构成指数

继续上升，人口继续向城镇转移，而生活水平和产

业结构指数却在下降，说明入城农民并没有市民

化，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服务。最后，人口构成曲

线在研究时段内呈“逐年增长”，主要是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给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

了机会，城市的各种便利成为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

动力。生活水平指标曲线总体斜率最大，生活水平

指标总体增幅高达752.2%。2003—2014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 041.5元增加到24 234元，增

幅为244.2%（图1）。

2）土地城镇化的三个因素指标总体上均呈波

动上升趋势，其中投入水平呈“S”型波动增长。

2005—2006 年，为防止城镇规模过快扩展，提高城

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四川城镇建成区面积由

1 442.9 km2减少到 1 272.9 km2，城镇规模出现负增

长。2006 年以后，四川省城镇规模指数呈线性上

升，城镇规模扩展迅速。地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持

续增加，投入水平增加，产出水平持续上升。2008

年，产出水平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影

响，全国经济低迷，四川各投资主体投资意愿下降，

但由于政府的积极应对，投入水平增加，产出水平

在2009年后又继续保持了较高增速，由此形成了投

入水平的拐点。2012年是“十二五”时期关键的转

折点，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国内需求增长稳定，市

场信心回升，投入水平指数大幅上升，提高了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图2）。

3.2.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据表2的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和表4的协调

发展评价结果，可将四川省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

镇化的过程分为以下3个阶段：

1）失调阶段（2003—2005年）：土地城镇化曲线

位于人口城镇化曲线之上。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

镇化协调度C均在 0.8以上，发展度T由 0.074上升

为0.148，失调原因主要是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

低。在此期间相比于土地城镇化水平，人口城镇化

水平不足，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土地城镇化的速

度过快。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入

的增加，产生了大量的土地需求，而土地征收过程

中存在有缺陷，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阻碍，导致了人

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16]。

2）过渡阶段（2006—2007年）：人口与土地城镇

化曲线差异较小，呈波动上升趋势，这一阶段仍为

人口城镇化滞后型。人口城镇化指数 f(x)与土地城

镇化指数 g(y) 二者差距缩小，逐渐融合。2006—

2007年期间，整体上的投入和产出水平明显增加，

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居住环境

优化，促进人口向城镇集聚，带动了人口城镇化的

发展。在2006—2007年期间，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于

土地城镇化水平，这是由于随着人口向城镇集聚，

产生了更多的居住、医疗、教育等需求。协调度C和

发展度T都继续上升，协调度C＞0.9，人口和土地两

系统逐渐变得协调，但发展度T仍较低，协调发展度

D由 0.489上升到 0.497，协调发展亚类均为濒临失

调衰退类。

3）协调发展阶段（2008—2014年）：人口与土地

城镇化指数曲线呈现近平行增长。从2008年开始，

协调发展度增加，城镇化开始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

段。到 2010年，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增强，进入中级

协调阶段；2011—2014 年期间，则从良好协调发展

阶段开始向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转变。从 2008年开

图2 土地城镇化各因素指标变化曲线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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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水平
产出水平

图1 人口城镇化各因素指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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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口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土地城镇化的

水平，土地城镇化的增幅为 104.4%，而人口城镇化

的增幅达 184.0%，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体系下，四川

省开始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走“内涵增长”的发

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7]。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川省的人口城

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水平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

结果显示：

1）在城镇化水平方面，不论是土地城镇化还是

人口城镇化方面四川省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个

指标的协调程度也不断增加。在发展过程中，从

2003年的轻度失调开始向 2013年的优质协调发展

方向转变，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和土地城镇

化两个方面有一定的差异，2008年之前为人口城镇

化滞后阶段，随后进入了土地城镇化滞后阶段。

2）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想要实现健康发

展，必须明确发展战略，在土地城镇化建设的过程

中更要注重人口城镇化，从而实现两指标的协调发

展。在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逐渐解除户籍制度

的关联福利，实现城乡人民地位平等，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促进入城农民市民化；增加人力资本

投入，提高城镇化整体水平[18]。对于土地城镇化，要

促进城市土地供应多元化，提高土地入市水平。从

2008 年之后，发展类型转化为了土地城镇化滞后

型，表明了在土地利用效率方面较高，但还应明确

各类土地用途，适当增加住宅用地规模，不单纯压

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投资，最终实现人和地的协

调发展。

图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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