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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

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 5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

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 14 个

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 11 个市州。根

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

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

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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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aster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in all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Hunan 
Province, the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y constructing such five aspects as economic urbanization, life 
urbanization, social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TOPSIS model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applied.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of 14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wa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hangsha has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while the other cities and prefectures have 
generally low level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s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luster analysis, 14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Hunan Province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Changsha, the second category is Zhuzhou and Xiangtan, and the third category is 11 cities and 
prefectures such as Yueyang, Changde, and Shaoya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equ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the province ;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zon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promot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improved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uld 
be increas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Hunan Province; new urbanization; TOPSIS model;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一 研究背景

中国城市化被认为是 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

重大事件之一 [1]。21 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

更加迅猛，其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土地资源利用

粗放化、城市人居环境恶化、人口半城镇化等问

题进一步突显。要破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转变城市化发展方式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

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中 [2]，其概念融入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

生态宜居等理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城市化必须

坚持质量先行，其核心是促进人的城市化，推动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充分实现城乡深度融合。

国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始于其内涵界定，如

Pressat等人 [3]认为人口是衡量地区城镇化的指标。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研究，国外涉及的较少。

文献 [4] 指出，美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忽视质量的问

题，认为关注城市发展规律尤为重要；Gujarati 等
人 [5] 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同时重视物质和

精神城镇化；Davis 等人 [6] 认为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依赖于产业转型；Kim[7] 认为工业化可以提高城市

化质量；Rasoolimanesh 等人 [8] 指出，城市化质量

的提高需要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协调发展。

国内有关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较国外起步要晚，

自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以来，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这其中既

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从研究尺度上来看，

主要包括以国家 [9-13]、城市群 [14-16]、省域 [2, 17-19]、

市域 [20]、县域 [21] 等为研究对象，对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进行测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包

括专家赋权法 [12]、因子分析法 [16, 19, 21]、变异系数

法 [9]、 熵 值 法 [15, 18, 22]、 层 次 分 析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20]、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模型 [2, 19, 23-24]、时空分析模型 [16] 等。综上，

学界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

因研究尺度和角度不同，指标体系差异明显，尚未

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同时，尚未见到相关文献专

门针对湖南省14个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评价。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诸如土地制度、户

籍改革、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湖

南省处于“一带一部”的桥头堡地位，拥有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应抓住机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承接产业转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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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地利用经济资源。经过多年的发展，湖南省

的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区域相比，差距

还很明显。如何提升城镇化质量，确保湖南省新型

城镇化发展由注重速度和规模向质量优先转变，是

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湖南省实现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进程的首要任务。《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5—2020 年）》提出，应促进各类城镇协

调发展，构建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走一条环

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

会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综合水平进行测算，以评价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情况，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和对策，

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提供依据和参考，

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二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况

近十几年来，湖南省城镇化发展较为迅速，

其城镇化率由 2005 年的 37.00% 上升至 2017 年的

54.62%，同期中国平均城镇化率由 42.99% 上升至

58.52%，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由 5.99% 缩

小至 3.90%。与中部六省相比，2017 年，湖南省

城镇化率仅次于湖北（59.30%）、山西（57.34%），

居第三位，但比居于第四位的江西（54.60%）领

先仅仅 0.02%。由此可以看出，湖南省城镇化进程

在中部六省中仅处于中等水平，与相邻的湖北还

有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南城乡统筹与

新型城镇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 2017 年湖南省各市州的城镇化率情况看，

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明显。城镇化率排名最

前的三个城市分别为长沙（77.59%）、株洲（65.57%）

和湘潭（62.00%），城镇化率排名最后的三个城

市分别为怀化（46.15%）、邵阳（45.89%）、湘

西（44.97%），极差达 32.62%。可见，长株潭城

市群城镇化率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而湘西和湘南

地区城镇化率处于劣势地位。自 2005 年以来，湖

南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长期停滞不前，居住在城

镇不能落户的人口高达 800 万人。农民工参加职

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很低，公共卫生和

教育资源等服务未能覆盖农业转移人口。随着人

地矛盾的紧张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湖南省以前依

靠土地资源的粗放开发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方式已

经不能持续。要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就必

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 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评价模型构建

（一）构建指标体系

本文在参照已有研究 [2, 18, 23, 25-26] 的基础上，特

别是参照了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课题组 2005
年的研究成果 [27]，按照层次性、可操作性、数据

可获取性等原则，同时考虑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

求和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实际，结合《湖南省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 年）》中关于新型

城镇化的指标，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

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城乡统筹等 5
个方面，选取 29 个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二）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指标体系计算的数据主要根据《湖

南统计年鉴 2018》、《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8》、《14 个市州统计年鉴 2018》、14 个市

州的 2017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整理得来。

依据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建立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三）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

1981 年，Hwang 等人最早提出 TOPSIS 方法，

又称优劣解距离法，常被用来解决多目标决策等

复杂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对评价对象与最优解、

最劣解的距离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同时满足离

最优解最近、同时离最劣解最远，则为最优，否

则为非最优。该模型的优点是利用各方案与正负

理想解加权距离平方和来确定优劣顺序，最优值

为 1，最差值为 0；并且将熵权法引入TOPSIS模型，

避免了权重的主观性，提高了模型的客观有效性，

具体计算步骤参照文献 [2] 和文献 [28]。

四 评价结果分析

在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应用基于熵权

法的 TOPSIS 模型，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综合状况以及 5 个方面的分项指标

分别进行评价，具体评价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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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新型城镇化

发展综合水平

准则层

经济城镇化

生活城镇化

社会发展城镇化

生态环境城镇化

城乡统筹

指    标
人均 GDP

第三产业比例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例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居住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市区人口密度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

百人图书馆藏书数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教育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城乡居民消费品零售额之比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之比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比例

单位

元

%
%

万元

元

亿元

%
万元

m2

%
m2

人 /km2

%

个

册

人

辆

%

%
%
m2

万 t
t
d

%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49 2
0.038 3
0.021 6
0.063 1
0.045 1
0.070 6

0.028 1
0.058 2
0.030 2
0.036 2
0.013 8
0.020 2
0.032 4

0.023 2
0.076 1
0.106 6
0.040 3
0.022 3

0.026 6
0.017 5
0.022 3
0.011 1
0.012 2
0.026 4

0.024 0
0.008 9
0.008 6
0.043 7
0.023 2

表 2 湖南省 14 个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结果

市州

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邵阳

岳阳

常德

张家界

益阳

郴州

永州

怀化

娄底

湘西州

得分

0.849 2
0.257 1
0.241 1
0.177 8
0.112 5
0.131 5
0.129 6
0.108 3
0.120 4
0.147 5
0.094 2
0.101 2
0.097 6
0.175 5

名次

01
02
03
04
10
07
08
11
09
06
14
12
13
05

得分

0.933 6
0.292 4
0.240 0
0.163 9
0.105 2
0.157 1
0.169 7
0.091 9
0.076 3
0.150 7
0.091 5
0.073 2
0.075 6
0.060 4

名次

01
02
03
05
08
06
04
09
11
07
10
13
12
14

得分

0.684 8
0.327 6
0.345 7
0.211 7
0.242 0
0.267 3
0.205 5
0.194 8
0.212 5
0.214 4
0.208 6
0.245 4
0.257 3
0.346 1

名次

01
04
03
11
08
05
13
14
10
09
12
07
06
02

得分

0.989 4
0.227 8
0.224 1
0.167 7
0.054 2
0.064 1
0.069 4
0.060 5
0.119 8
0.135 1
0.054 0
0.062 7
0.033 1
0.080 3

名次

01
02
03
04
12
09
08
11
06
05
13
10
14
07

得分

0.342 7
0.530 3
0.596 4
0.578 4
0.326 9
0.619 6
0.408 9
0.157 6
0.340 7
0.423 9
0.223 9
0.246 2
0.375 4
0.336 3

名次

08
04
02
03
11
01
06
14
09
05
13
12
07
10

得分

0.199 4
0.162 0
0.043 6
0.290 2
0.302 2
0.116 6
0.274 5
0.471 9
0.133 9
0.081 6
0.192 9
0.191 0
0.229 8
0.753 9

名次

07
10
14
04
03
12
05
02
11
13
08
09
06
01

综合评价 经济城镇化 生活城填化 社会发展城镇化 生态环境城镇化 城乡统筹

（一）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 2 中的综合评价排名可以看出，长沙、株

洲、湘潭、衡阳和湘西分列前五位，说明其新型

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较高，而其余城市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均处在较低水平。为更直观地了解湖

南省不同区域之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差

异，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将 14 个市州分为 3 类：

第一类为长沙，省会长沙在综合排名中具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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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第二类包括株洲和湘潭，其为长株潭城市

群的核心城市；第三类包括岳阳、常德、邵阳、

张家界、益阳、永州、娄底、怀化、衡阳、湘西

和郴州等 11 个市州。

图 1 所示为湖南省 14 个市州新型城镇化综合

评价结果聚类谱系图。

 

根据分类结果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在湖南

省 14 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中位

居前列，较其余城市优势明显，这反映出湖南省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差异显著。第一类城市

长沙市，得分为 0.849 2，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

合评价最优。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是湖南省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活城镇化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发展水平明显高

于省内其他市州，只有在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两

个方面处于劣势。这说明经济发达程度、居民生

活富裕程度和社会发展程度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发

展综合评价的关键因素。第二类城市包括株洲市

和湘潭市，其得分分别为 0.257 1, 0.241 1，两个城

市的综合得分较为接近，但与第一类城市长沙市

差距十分明显。株洲市和湘潭市作为长株潭城市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生活、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城镇化方面的评价结果紧随长沙市之

后，但两个城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全省 14 个市

州中排位靠后，这一指标影响了这两个城市的综

合评价排名。因此，株洲和湘潭需要在城乡统筹

方面多做工作。第三类城市包括岳阳、常德、邵阳、

张家界、益阳、永州、娄底、怀化、衡阳、湘西

和郴州等 11 个市州，其综合评价得分均较低。第

三类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城镇化方面处于劣势，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造成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不

足。其余评价指标 11 个市州各有千秋，其中，湘

西州在生活城镇化和城乡统筹 2 个方面优势明显，

但经济实力最为薄弱；娄底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城镇化方面排名靠后，而生活城镇化、城乡统筹

和社会发展城镇化方面处于中等水平；怀化和永

州两个城市的情况较为接近，5 个方面的评价得分

均处在全省中等水平；岳阳、郴州和益阳在城乡统

筹方面劣势明显，其余方面处在中等水平；张家界

和常德在生活城镇化方面评价结果得分较低，张家

界在城乡统筹方面优势明显；邵阳市在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城镇化方面处于劣势，其他方面处在中等

水平；衡阳市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四位，受生活城

镇化指标影响较大，其余评价结果均靠前。

（二）分项评价结果分析

为了掌握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具体因素，对湖

南省 14 个市州的分项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1. 经济城镇化评价结果

由表 2 可知，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经济城镇化

评价中，经济城镇化排名依次为长沙、株洲、湘潭、

常德、衡阳、岳阳、郴州、邵阳、张家界、永州、

益阳、娄底、怀化、湘西。分析经济城镇化的具

体指标可以看出，2017 年，长沙市人均 GDP 达到

131 207 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10 107.8 元，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 948 元，年末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 17 141.83 亿元。这些经济指标显著高于其

他市州，其经济城镇化发展优势明显；但其第三

产业比例指标明显较湘西、张家界、怀化、衡阳

等市州要低。另外，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

例为 41.99%，低于全省除张家界（38.27%）之外

的所有城市。从人均 GDP 指标看，湘潭、株洲、

岳阳、常德、郴州、衡阳等城市的人均 GDP 仅次

于长沙，分别达到 70 481, 62 953, 54 663, 53 038, 
46 134, 40 321 元，其余城市均低于 40 000 元，最

低的是湘西，仅为 21 824 元。第三产业比例超过

50% 的城市依次为张家界、湘西、怀化、长沙、

常德和衡阳，其余城市位于 50% 以下。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例指标，位于前五位的城

市为郴州、邵阳、湘潭、株洲、娄底，最低的是

张家界（38.27%）。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是

长沙，达 10 107.80 元，株洲和湘潭次之，分别

为 5 572.37 元和 4 438.43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指

标达到 30 000 元及以上的城市包括长沙、株洲、

湘潭、衡阳、岳阳和郴州，其余城市均在 30 000

图 1 湖南省 14 个市州新型城镇化

综合评价结果聚类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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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最多的城市是长

沙，达 17 141.83 亿元，其次是株洲、衡阳、常德，

最少的是张家界，仅为 785.76 亿元。

2. 生活城镇化评价结果

从表 2 湖南省 14 个市州生活城镇化评价结果

可以看出，生活城镇化排名依次为长沙、湘西、

湘潭、株洲、岳阳、娄底、怀化、邵阳、郴州、

益阳、衡阳、永州、常德和张家界。从负向指标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的城市包括长沙（2.67%）、常德（3.10%）、株

洲（3.28%）、郴州（3.47%）、岳阳（3.48%）等；

而永州、娄底、怀化、湘西、邵阳和湘潭失业率

较高，均在 4.0% 以上。负向指标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长沙、张家界、株洲、

益阳、岳阳，均在 30% 以下；恩格尔系数最高的

城市为邵阳和怀化，均为 33.2%。负向指标市区人

口密度较小的城市有郴州、株洲、常德、张家界等，

其人口密度均在 5 000 人 /km2 以下；人口密度较

高的城市包括永州、邵阳、娄底，分别达到 9 747, 
8 188, 8 042 人 /km2。中性指标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较大，人均住房面积较大

的城市有永州、常德、邵阳、张家界等，分别为

61.0, 60.0, 56.0, 53.9 m2；人均住房面积最小的城市

为怀化，仅为 33.5 m2。其余均为正向指标，从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看，人均零售额最大的城

市为长沙，达 57 433.92 元；最小的城市为湘西，

仅为 10617.48 元，极差达 46 816.44 元。人均拥有

道路面积指标区域差异悬殊，面积最大的前五个

市州分别为湘西、湘潭、娄底、株洲、永州；面

积最小的城市为郴州，仅为 6.22 m2。居住面积比

例指标最大的为湘西，达 64.52%；第二位的是怀

化，为 46.30%；最小的是永州，仅 24.24%。

3. 社会发展城镇化评价结果

由表 2 分析可知，社会发展城镇化评价结果排

名依次为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益阳、

湘西、常德、岳阳、怀化、张家界、邵阳、永州、

娄底。从得分情况看，长沙得分最高，达 0.989 4，
株洲和湘潭紧随其后，分别为 0.227 8 和 0.224 1，
差距较大，得分最低的是娄底，仅为 0.033 1，这

充分说明湖南省 14 个市州社会发展差异显著，长

沙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从万人拥有卫

生机构数看，长沙遥遥领先，湘潭和湘西分列第

二位和第三位，最少的是邵阳、衡阳和娄底。教

育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指标差异较小，比例

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为郴州、娄底、永州，分别为

18.03%, 17.78%, 17.71%，比例较小的城市为株洲

和湘潭，说明这两个城市在教育投入方面与社会

发展水平不匹配，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万人

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指标，长沙、郴州、益阳分

列前三位，排名后三位的城市分别为常德、怀化

和娄底。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指标，长沙达

610 379 人，说明长沙在集聚高素质人才方面具有

绝对优势；其次是湘潭和衡阳，在校生人数分别

达 133 231 和 117 418 人。百人图书馆藏书数指标，

依然是长沙处于优势地位，藏书达到 121.93 万册，

排名第二位的是株洲，藏书 76.67 万册，第三位是

湘潭，藏书 52.22 万册。

4. 生态环境城镇化评价结果

由表 2 生态环境城镇化评价结果排名可知，

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岳阳、湘潭、衡阳、

株洲和郴州，排名靠后的城市分别是怀化、永

州和张家界。从影响生态环境城镇化结果的指

标来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排名前五位的城市

分别是郴州（46.30%）、湘潭（45.81%）、常

德（44.38%）、株洲（42.08%）和岳阳（42.0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低的城市是怀化、益阳和

永州。城市污水处理率在 96% 以上的城市有常

德、长沙、娄底、株洲和湘潭，邵阳污水处理率

最低，仅为 89.33%。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看，

株洲最高，达到 14.10 m2，位于第二至第五位的

分别是常德（13.70 m2）、衡阳（12.88 m2）、

邵阳（12.80 m2）、郴州（12.55 m2），长沙最

低，仅为 7.58 m2。从空气优良天数看，优良天

数达到 320 d 以上的城市有郴州、湘西、张家

界，优良天数在 280 d 以下的城市有常德、株

洲、湘潭和长沙，可见，全省经济较发达的长

株潭城市群空气质量不是很乐观，较其他城市

要差。其余两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工业废水排放

量较大的城市为岳阳、长沙、衡阳和益阳，分别

为 6 742, 4 066, 3 566, 3 271 万 t，排放量较小

的城市是张家界（60 万 t）和永州（682 万 t）。

工业 SO2 排放量最大的城市是湘潭，达 29 202 t，
其次是株洲和衡阳，分别为 19 966 t 和 18 317 t，
排放量最小的城市是张家界，仅 2 14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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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乡统筹评价结果

由表 2 城乡统筹评价结果可知，湖南省 14 个

市州城乡统筹排名依次为湘西、张家界、邵阳、

衡阳、常德、娄底、长沙、永州、怀化、株洲、

益阳、岳阳、郴州和湘潭。很明显，城乡统筹的

排名情况与其他几个分项指标有很大差异，城乡

统筹的得分高低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

境治理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根据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指标，怀化和湘西的城乡收入差距

较大，分别达 2.77 和 2.75；其次是张家界、娄底、

邵阳，分别为 2.64, 2.43, 2.33；城乡收入差距最小

的城市是长沙，仅为 1.72。全省 14 个市州的城乡

收入差距超过 2 的有 10 个城市，只有长沙、益阳、

湘潭和衡阳在2以下，可见全省城乡收入差距悬殊。

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来看，只有怀化的城

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超过 2，达 2.50，其余城市

介于 1.52至 1.88之间，最小的城市是永州，为 1.52。
城乡居民消费品零售额之比指标差距较大，最大

的是邵阳，达 31.26；其次是株洲（13.25）和长沙

（9.98）；较小的是郴州（2.11）和湘西（2.97）。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之比指标（该指标为

农村 / 城镇的比值），比例最大的是湘西（4.09），

最小的是湘潭，仅为 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比例指标，比例较大的是张家界、岳阳和长沙，

分别为 73.50%, 73.43%, 73.38%；最低是的永州，

为 62.82%。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综合

评价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

表明：省会长沙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方面具有

绝对优势，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

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城市之间的区域

差异显著。鉴于模型构建过程中指标体系的选取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该评价结果可以真实反映湖

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相对优势与劣

势，但不能全面体现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各

方面的真实水平，而且评价指标是根据湖南省各

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不一定适

用于其他区域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研究。从研

究结果看出，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和湘西分

列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前五位，说明其新型城

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较高，而其余城市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均处在较低水平。采用聚类分析方法，

将湖南省 14 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

第二类包括株洲和湘潭，第三类包括岳阳、常德、

邵阳、张家界、益阳、永州、娄底、怀化、衡阳、

湘西和郴州等 11 个市州。

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与分

项分析情况，提出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建议：

（1）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影响新型城

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总量水平的高低。湖

南省未来的发展应跳出湖南看湖南，紧抓国家重

大空间战略发展总体部署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

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沿岸经济带共舞，寻求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这是湖南当下重要的战

略选择。因此，应大力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

竭力打造创新新高地，主动对接高质量发展需求，

持续把经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增强区域经济竞

争力。

具体来说，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大局，

应该按照有序推进、梯次开发、有层次性进行。

首先，洞庭湖区与长株潭城市群应优先对接长江

中游城市群，其中，应将岳阳作为湖南省扩大与

外省交流合作的桥头堡和全省的口岸门户城市；

然后，通过发展节点和轴线，带动湖南省整体融

入长江经济带开发。湖南省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

具有很好的优势条件，比如 107 国道、京珠高速、

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等均经过湖南省，湖南

的大部分区域可通过交通大动脉接入长江黄金岸

线，为湖南整体融入长江经济带、参与长江经济

带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先天资源优势。另外，湖南

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航道开发建设也可以通过对

接湖北连通长江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中去，如

澧水流域的开发，可以通过与湖北荆州等港口城

市对接，扩大对省外的开放，重点要做好航道的

整治和疏浚工作。对于湖南省纵深腹地的开发，

重点要解决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的建设，开

发水陆联运，尽早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战略

中去。

（2）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兼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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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促进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各区域应找准

自身优势和产业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区

域的目标和战略方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龙头，

带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西地区和湘南地区的

协同发展。按照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的空间布局，

将主体功能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全省各市州

合理分工，重点打破行政区划的制度藩篱，跨区

域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我国现阶段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就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推动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湖南省需将城镇化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

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向更高

层次发展。首先，应建立层次分明、城镇布局优

化的规划体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调整

优化《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适时启动

大湘西、环洞庭湖和大湘南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

编制工作；同时，进一步壮大中心城市，重点发

展长沙及长株潭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湖南省的中小城市

比例约为 80%，比例较高，因此必须将提升中心

城市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其次，应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城镇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引导物流、仓储等服务

业发展，促进服务业集聚，逐步形成布局优化的

现代服务业体系。在长株潭城市群重点布局高新

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岳阳、衡阳、常德、益阳、

娄底应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

和新能源产业，湘南湘西加快建成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

（3）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解

决好城乡贫富差距过大的难题。湖南省各市州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

差距依然在扩大，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湖南省应借助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

遇，结合各市州的产业特色和优势资源，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提高内生动力，发展本地特色产业

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促进农村

医疗、卫生、教育等事业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均

衡发展。

湖南省在解决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上，首先，

应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镇化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城乡

统筹发展。其次，应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国民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湖南省是人口大

省，第三产业具有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优势，应大

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增加农村劳

动力的收入。最后，应完善政策机制，减少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障碍。让农民充分享受

到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消除户籍

制度障碍，加快推进城乡居民一体化建设。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

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

权利。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促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加快农村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发展，建立起

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4）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实现人与自然协调

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增加绿化面积、

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减少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

放量、加大空气污染治理等手段，防止环境污染

持续恶化。应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这

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要求。

湖南省应继续按照绿色、生态、精准治污等原

则，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首先，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全面推动企业

治污管理，调整能源结构，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

的排放量。其次，实施精准治污战略，着重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强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推进长江岸线专项整治工程，做好湘资沅澧四水

保护和治理工作，加强洞庭湖流域环境综合整治

力度，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推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最后，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树立红线意识，科学划定三区三线，严格规定生

态保护红线，贯彻落实湖南省“三线一单”政策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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