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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传统工业型城市——株洲市为例，引入“城乡统筹发展度”概念，构建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利用方差法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定量测定了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基于评价结果，利用

灰色关联法，对制约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经济因

素是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社会因素与人口因素次之，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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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ty of Zhuzhou as an examp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urban-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degree" and sets up the urban-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means
of the variance method gives each index objective weighting and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s the urban-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uses the grey correlation to analyze the affecting factors
that restrain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economic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limiting factor, th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 takes the second pla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has the leas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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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乡统筹发展是消除我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

有效途径，是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

系统协调发展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把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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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以统筹城乡发展

为首的“五个统筹”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则提出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伟大战略目标；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建设和工

作举措做出了全面部署。

当前，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

设，不仅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国内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1）从研
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城乡统筹的概念[1]、内涵[2]、

影响因素[3]、评价指标体系[4]等方面。2）从研究区域
来看，大多以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以省辖市区为

评价单元，如吴永生[ 5 ]以江苏省市域城乡为例分析

了江苏省城乡统筹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杨海

涛[6]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采用“城乡统筹度”概念

对河南省域内各城市进行了定量测度；吴永生等[7 ]

在系统梳理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苏省城乡

统筹的空间格局。

综合分析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由于城乡

统筹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相关学者对其内涵

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评价城乡统筹发展的指标体系

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研究地域较少深入拓展到地

级市层面，而地级市一般都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是

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级之一，也是未来中国

城市群发展的主体支撑单元。本文即以此为切入

点，选择传统工业型城市——株洲市作为研究区

域，结合株洲市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

的现实背景，在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分析的基

础上，构建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

定了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旨在

为株洲市制定合理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也为其他地区或城市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提供借

鉴和指导。

1 研究区域概况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东与江西省

接壤，南连衡阳市与郴州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

沙市毗邻。株洲市是传统工业型城市，中部老工业

基地，湖南省工业重镇。目前，株洲市辖炎陵县、茶

陵县、攸县、醴陵市、株洲县 5县市和芦淞、石峰、
荷塘、天元、云龙 5区以及 1个高新科技开发区。株
洲市行政区划图见图 1。2007年底，包括株洲市在内
的长株潭城市群获批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

好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后，株

洲市经济快速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已取得初步成

效，株洲市已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

试验区的重要一级。截至 2008年底，株洲市共有人
口 381.15万人，GDP总量达 909.57亿元。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2005—

2009）、《株洲市统计年鉴》（2005— 2009）和《株洲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2008）；部
分数据来自《湖南省环境统计公报》（2005— 2009）
和《湖南省土地利用变更数据》（2005— 2009）；此
外，少量数据来自株洲市统计信息网以及株洲各县

市历年统计年鉴。

2.2 研究方法

2.2.1 数据标准化

对于指标原始数据，为了消除所选指标因量纲

不同而对评价结果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如下公式：

对于效益型指标，采用公式

                       ；                             （1）

对于成本型指标，采用公式

                         。                                     （2）

在式（1），（2）中，x ij
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个指

标数值，x ijmax
与 x ijmin

为相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2 指标赋权

由于城乡统筹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影

响因素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子系统。

准确评价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前提就是在构建指标

体系后，对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而主观赋权法

会对评价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基于此，本文选用

图1 株洲市行政区划图

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Zh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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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赋权法——方差法进行指标赋权，其计算步骤

如下：

1）计算各指标的均值

                         。                               （3）

2）计算各指标的均方差

             。                          
（4）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                           （5）

2.2.3 城乡统筹发展度计算

引入“城乡统筹发展度”概念，用于准确衡量株

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并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对

株洲市各子系统统筹发展度及城乡统筹发展度进行

定量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0＜Fi
＜1。                    （6）

Fi
越接近 1，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越低。

2.2.4 相关性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并根据

因素之间的相异程度来分析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重要

分析方法，一般用关联度来表征系统发展过程中因

素的影响程度，其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

1）求各序列的初值象，其计算公式为

                                。                                       （7）

2）求差序列，计算各子序列与初值象的差值绝
对值，其计算公式为

，i=1,2,3,4 ；k=1,2,…,6。            （8）

3）求两极差，计算差序列中的最大值及最小值，
其计算公式为

                                          （9）

式中，M为最大值，m为最小值。

4）求关联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                         （10）

式中，p为分辨系数，本文取 0.5。

5）计算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                                （11）

式中， 为关联系数， 为关联度。

3 实证分析

3.1 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分析

2003— 2008年，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变化趋
势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总量差距加大、城乡人均收

入差距缩小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变化复杂 3 个
方面。

3.1.1 城乡经济总量差距加大

“十五”及“十一五”以来，株洲市城乡经济均

获得快速发展，但相对于城市经济总量的突飞猛进，

农村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导致城乡经济总

量差距加大。2003年以来，株洲市城乡GDP比均在

3.50以上，2008年达 4.30，且株洲市城乡经济总量差
距仍有加大的趋势（见表 1）。

3.1.2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缩小

与城乡经济总量差距呈现加大的趋势相比，株

洲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见表

2），特别是 2007年以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减小较
为明显。从现实背景来看，自 2007年底株洲市成为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以来，以“两型”社会建设

为契机，株洲市加大了城乡统筹力度，并将“两型”

村镇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这对城乡人均收入差

距减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1 株洲市城乡经济总量差距

Table 1 Total economic gap of Zhuzhou urban
and rural area

注：农业 G D P 总量数据为农林牧渔业产值，非农业 G D P=

经济总量 - 农业 GD P总量。

表2 株洲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Table 2 Per income gap of Zhuzhou urban and rural area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总量 /
亿元

383.09
452.48
524.67
605.27
751.26
909.57

农业 GDP/
亿元

非农业 GDP/
亿元

345.95
406.40
474.70
552.39
689.75
838.51

城乡

GDP比

3.92
3.58
3.81
4.17
3.97
4.30

77.90
98.71

109.00
117.05
151.12
171.75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城乡

收入比

2.90
2.85
2.84
2.85
2.88
2.81
2.68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 元

3 029
3 536
3 958
4 366
5 044
5 837
6 502

8 786
10 061
11 230
12 455
14 503
16 403
17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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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变化复杂

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可用恩格尔系数来表征。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的比重。

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居民生活水平

越低，生活越不富裕，反之，则说明居民生活水平越

高，生活越富裕。2003年以来，株洲市城市居民恩格
尔系数先降后升，即以2007年为拐点，2004—2006年
逐年降低，2007— 2009年逐年升高。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从整体上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即2004—

2007年逐年降低，2008年增加到 46.8%，2009年又下
降至 45.1%。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方面，2003—

2006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年下降；2007年，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之比达0.77，为2003—2009年的最
高值；2008年降低到0.73；2009年又升高到0.76。

3.2 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统筹的内涵，是将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视

为一个整体，通过制定相对均衡、高效的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从而逐步消除传统的城乡二

元结构，实现城乡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各层

面的协调发展，最终塑造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

乡联动、城乡共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统筹主要

包括环境统筹、人口统筹、经济统筹与社会统筹等

子系统。其中，环境统筹是基础和保障，人口统筹

是核心，经济统筹是关键和重点，社会统筹是支撑

和目的。

本文引入“城乡统筹发展度”概念，以准确评

价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度主要包括城乡人口统筹发展度、

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度、城乡社会统筹发展度与城乡

环境统筹发展度。此外，城乡统筹发展能力既包括

现有的城乡统筹发展能力，也包括未来的城乡统筹

发展能力。基于此，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4-11]的基础

上，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及易

获取性等原则，结合株洲市实际情况，构建了包括

人口统筹、经济统筹、社会统筹与环境统筹 4 个准
则层以及城乡人口比、城乡从业人员比等 16个具体
指标在内的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4）。

表3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Table 3 Living standards ga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城市居民

恩格尔系数 / %
34.8
35.6
34.3
30.4
32.9
34.0
34.2

城乡

恩格尔系数比

0.75
0.74
0.72
0.70
0.77
0.73
0.76

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 / %
46.4
48.3
47.8
43.6
42.8
46.8
45.1

注：所选指标除 X 3 ,X14 ,X 15 ,X 16
为效益型指标外，其他均为成本型指标。

表4 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4 Urban-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3.3 研究结果

为消除所选用指标因量纲不同而对计算结果带

来的影响，采用公式（1）和（2）对指标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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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层

城乡人口比（X 1
）

城乡从业人员比（X 2
）

城乡人均 GD P（X 3
）

城乡产业增加值比（X 4
）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X 5
）

城乡经济总量比（X 6
）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X 7
）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X 8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X 9
）

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X 1 0
）

城乡居民每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比（X 1 1
）

城乡居民电话用户比（X 1 2
）

城乡每万人拥有中小学专任教师数（X 1 3
）

绿化覆盖率（X 1 4
）

污水处理率（X 1 5
）

森林覆盖率（X 1 6
）

指  标  含  义

农业人口 / 非农业人口
非农业从业人员 / 农业从业人员

GDP/总人口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总产值 - 农林牧渔产值） / 农林牧渔产值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 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农村居民每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城市居民电话用户数 / 农村居民电话用户数
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 总人口数

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率

森林覆盖率

权重

0.074
0.049

0.102
0.062
0.107
0.063

0.028
0.046
0.096
0.050
0.009
0.090
0.045

0.062
0.073
0.044

准则层

人口统筹

经济统筹

社会统筹

环境统筹

目标层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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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3）~（5）对标准化数据进行方差法
赋权，得到各指标权重（见表 4）。16个指标中，权
重系数超过 0.1的只有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与城乡人
均GDP比，由此可见，当前造成株洲市城乡统筹发
展差距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反映

城乡医疗保健水平的指标，即城乡居民每万人拥有

卫生床位数比，其权重却仅为 0.009，这说明当前城
乡医疗卫生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城乡统筹

发展水平的提升。

根据公式（6），计算出株洲市人口统筹发展度、
经济统筹发展度、社会统筹发展度、环境统筹发展

度及城乡统筹发展度（见图 2）。

3.4 结果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2003—2008年，株洲市人口统
筹发展度基本持平稳状态，经济统筹发展度、社会

统筹发展度与城乡统筹发展度曲折上升，环境统筹

发展度略有上升。

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获批成为国家“两型”
社会试验区。在此推动下，株洲市城市经济进入了

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株洲市非农业GDP达838.51
亿元，创 6年（2003— 2008年，下同）来新高；同
时，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发

展，2008年，农业GDP达171.75亿元。此时，城乡经

表5 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指标标准化数值

Table 5 Standardized values of Zhuzhou urban-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index

图2 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度评价值

Fig. 2 Evaluation value of Zhuzhou urban-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degree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X1

0.81
0.97
0.93
1.00
0.76
0.72

X2

1.00
0.98
0.90
0.93
0.92
0.94

X3

0.44
0.51
0.59
0.67
0.82
1.00

X4

0.92
1.00
0.94
0.86
0.90
0.83

X5

0.56
0.25
1.00
0.91
0.50
0.25

X6

0.91
1.00
0.94
0.86
0.90
0.83

X7

0.97
0.99
0.99
0.99
0.98
1.00

X8

0.93
0.95
0.97
1.00
0.91
0.96

X9

0.63
0.62
1.00
0.64
0.67
0.83

X10

1.00
0.97
0.91
0.90
0.94
0.93

X11

0.99
1.00
1.00
1.00
1.00
1.00

X12

1.00
0.87
0.70
0.52
0.67
0.93

X13

1.00
0.98
0.95
0.93
0.93
0.94

X14

0.75
0.91
0.92
0.93
0.95
1.00

X15

1.00
0.75
0.84
0.79
0.92
0.93

X16

0.93
0.93
0.94
0.97
0.97
1.00

济总量差距扩大到 4.30:1，也达到 6年来最高值，从
而造成了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度并没有随城乡经济总

量的增加而提高的状况。

2008年，株洲市城市化水平为 48.8，城乡人口比
为 0.954 3，均达到 6年来最高值。越来越多的农村人
口涌入城市，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

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等诸多问

题，这对 2006年之后株洲市人口统筹发展度的逐年
下降有一定影响。

伴随着株洲市经济总量的增加，株洲市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消费水平都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逐年增加，如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由2003年的17.63 m2增加到2008
年的 21.10 m2，而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由2003年
的 50.25 m2增加到 2008年的 56.10 m2。但城乡居民医

疗卫生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2008年，城乡居民每
万人拥有的卫生床位数之比高达 4.50，这说明了农村
居民医疗条件与城市居民医疗条件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另外，株洲市教育条件也未得到较大提升，2008
年，城乡居民每万人拥有中小学专任教师数约为 67
人，少于2003年的71人和2004年的70人。从一定程
度上而言，以上因素制约了株洲市社会统筹发展度

的大幅度提升。

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城市，株洲市一直以来环境

污染都较为严重。但是近年来，株洲市通过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环境卫生城市”等举措，投入了

大量环保资金，城市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并相继获

得“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等称号，目前正在

努力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和低碳城市”。有学者在探讨株洲市环境与经济系统

协调发展问题时，指出株洲市属于环境与经济勉强

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城市[12- 13]，这与本文结论基

本相类似，体现为 2006年后，株洲市城乡经济统筹
发展度连续下降，而城乡环境统筹发展度持续上升。

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低碳理念的兴起，株洲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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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城乡环境统筹发

展度也将不断提高。

2005年，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度达到 6年来的最
高值，这主要归因于 2005年株洲市城乡固定资产投
资比（2.0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1.83）等影响城
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指标都处于 6年来的最小值。2008
年，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度达 0.839，仅次于 2005年
城乡统筹发展度的最高值（0.886）。

4 影响因素分析

为定量测定影响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制

约因素，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法，定量测定人口统筹

子系统、经济统筹子系统、社会统筹子系统及环境

统筹子系统对城乡统筹发展度的影响程度。

将株洲市 2003— 2008年城乡统筹发展度及各子
系统统筹发展度的评价值作为原始数据，以株洲市

城乡统筹发展度（x0
）作为母序列，以人口统筹发展

度（x1
）、经济统筹发展度（x2

）、社会统筹发展度（x3
）

与环境统筹发展度（x4
）为子系列，采用灰色关联法

分析上述 4 个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关联水平。
4.1 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7）~（11），计算出株洲市城乡统筹
发展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见表 6）。

从表 6可以看出，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度影响因
素的关联度中，经济统筹关联度＞社会统筹关联度＞

人口统筹关联度＞环境统筹关联度，从而验证了经

济因素是制约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最主要因

素，社会因素次之，环境因素对株洲市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的影响最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当前株洲

市城乡统筹发展度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图 2也表明，
株洲市经济统筹发展度与城乡统筹发展度具有较高

的相关性，绝大多数年份表现出经济统筹发展度越

高，其相应的城乡统筹发展度也越高的趋势。因此，

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提升株洲市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最重要的因素。社会因素对株洲市城乡统筹

发展度的影响仅次于经济因素，这说明株洲市在教

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科教文卫水平等方面还有

表6 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

Table 6 The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of influence factors for
Zhuzhou urban-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赵先超，等 传统工业型城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以株洲市为例

待进一步提高。人口统筹与环境统筹对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的影响位列第三和第四，这表明当前人口因

素和环境因素不是制约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

因素。

5 结论

本文在深入分析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基

础上，通过引入“城乡统筹发展度”概念，构建了

包括人口统筹、经济统筹、社会统筹和环境统筹 4个
子系统在内的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方差法赋权，定量测定了株洲市人口统筹发

展度、经济统筹发展度、社会统筹发展度、环境统

筹发展度和城乡统筹发展度。研究结果表明，2003—

2008年，株洲市人口统筹发展度基本持平稳状态，经
济统筹发展度、社会统筹发展度与城乡统筹发展度

曲折上升，环境统筹发展度略有上升。

采用灰色关联法，对制约株洲市城乡统筹发展

度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当前影响株洲

市城乡统筹发展度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社会

因素次之，环境因素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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