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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城乡一体化强调城乡间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交流、融合，但并不排斥差别，相反，这

种差别是城岁之间合作、互通的基本动力，而且在科学合理的配!安排下可以转化为各自特色，促进协调发

展。研究发现，在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庆和四川走在了云南和贵州的前面;处于城乡一体化

的中高等级水平的地区比例，重庆和四川分别占到56.41%和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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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长江上游地区是指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四省市构成的区域。这一地区在西部大开发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东西经济交流、南北经
济互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我国政府在“十一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纳人国

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西部大开发

三大典型区域之一。这一地区面积为113万平方公

里，人口近2亿，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

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三产业还不发达，统

筹城乡发展任重而道远。本文旨在通过对长江上
游地区城乡状况的实证分析，以求对城乡统筹发展

道路的探索有所裨益户
    一、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相对于城乡对立、城乡二元结构
而言的，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层面。

具体而言，城乡一体化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1)体制的一体:打破城乡市场和空间的体制分治

和要素分割的制度障碍，实行经济运行机制的融

合;打破原来户籍制度卞的城乡人口隔离和不流
动，创建一个城乡人口既有自由流动权利、又有合

理调控的人口管理机制。(2)城乡之间无障碍的经

济社会联系:根据城乡特点，在发展农村型产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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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为主)和城市型产业(工商业经营)的基础

上，建立城乡产业关联和链接，破除“重城市、轻农

村，’. “发展城市、掠夺农村”的想法，鼓励城乡生活

方式的趋同，公共物品的公平享受。随着交通通讯

的改善、农业发展及农业劳动形式的变迁，农业工

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人逐步相近。(3)空间

的融合:合理利用城乡空间，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妥

善安排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衔接和配置一体化，在兼顾

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合作、有序竞争、共享
设施。.

    二、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区域性原则: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应从区域范围出发，用宏观指标反映其城镇建设、

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区域基础设施系统、生活服务

设施、文化活动设施等水平，用来体现该区域总体

发展状况。

    可比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中选用的指标要有

稳定的数据来源，同时指标的口径(年份、单位、含

义等)对每个城、区、镇、乡等必须一致。在进行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比较时，要注意避免选取在城乡之

间不具可比性的指标(如人均住房面积等)，力求评

价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理性。

    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够明确地反

映在实际应用中，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可操作
性。目标与指标间的支配关系应有一定的科学性，

避免指标体系过大，指标层次过多，指标过细。

    2.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指标如表1所示。
    为避免因测量单位不一致而不具可比性，需要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变化量为巧二

表1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表

专项分类

  指标
详细指标

城市化进程

非农业人口比重(或者城镇人口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

城镇体系

城市密度’

建制镇密度

50万人口以上区市县个数

经济联系

人均GDP

非农业产值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农民人均纯收人

社会联系

与社会文明

万人教师人数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

电视覆盖率

万人文教社保财政支出

基础设施

公路密度

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邮电业务量

    2.分析方法与过程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采用么刃5年长江上游地区

四省市所辖的82个区、县、市、自治州的数据，运用主

成分分析方法对六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首先，计算

出各指标的特征值、贡献率以及累积贡献率，如表2。
          表2 因子栽荷拒阵的相关数据值

兰二玉 ，

  sj ’、
BZ毛+⋯

=艺二土，其标准化回归模型为:
  3y

+乓毛，

孔二Blzl+

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使2成为无量纲
变量。

    三、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综合判断

    1.指标选取

    在选择指标时由于四个地区的统计口径有很

大的差别，使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的难度，由此，我
们选取了6个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指标:非农业

人口比重XI、人均GDPXZ、非农业产值比乃、农民

人均纯收人X4、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S 和人

均固定资产投资X6。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八

几

乃

F4

乃

几

4.293

0.629

0.496

0.309

0.148

0.124

71.552

10，483

8.27 1

5.149

2.475

2.070

71.552

82.035

9().306

95 .455

97 .930

  1oo

    在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中，一般只提取累积贡献率

大于等于85%的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代表原来多
个指标的绝大多数信息。由表1可知，前3个主成分

的累积贡献率已达到90.3肠%，足以用来评价城乡一

体化水平，故我们选取前三个公因子作为评价各地区
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指标。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矩阵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非农产业产值比和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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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纯收人在第一个主成分上有较大的载荷因子，可
称第一个主成分FI为“经济水平”因子;非农业人口

比重，人均CDP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几上有较大
的载荷因子，可称凡为“城市进程”因子;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在F3上有大的载荷因子称其为“生

活水平”因子。为了综合评价各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

，以旋转后的贡献率为权数求加权平均值得到综合

分值:

    F二

平

得

0.3557lFI+0.34976卢2+0.197 59厂3

      0.如3肠

表3 主成分分析

露一~理竺 主成分

几 兄 乃

非农业人口比重

人均CDP

非农产业产值比

农民纯收人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460

0.625

0.857

0.815

0.224

0.289

0.767

0.研7

0.303

0.339

0.249

0.卯7

0.331

0.275

0.140

0.260

0.939

0.179

    计算出各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并对其进行

排序和聚类如表4、5所示。
表4 长江上游四省市综合评估

长寿区 0.217461 20}城口县 一0.34855 6l

江津市 0.195 49 21}楚雄州 一0.36955 62

铜梁县 0.194 788 22}}云阳县 一0.40149 63

德阳市 0.190 512 23}安顺市 一0.叨847 64

合川市 0.138卯6 24}巫山县 一0.42704 65

万州区 0.128014 25!大理州 一0.43959 66

雅安市 0.108 601 26}1黔南州 一0.46307 67

乐山市 0.106 641 27l1丽江市 一0.48376 68

茶江县 0.089816 25}怒江州 一0.4只 3 69

南川市 0.078378 29}黔西南 一0.503 18 70

绵阳市 0.057236 30}黔东南 一0.52803 71

大足县 0.以4271 31}巴中市 一0.53575 72

眉山市 0.041428 321德宏州 一0.54173 73

荣昌县 0.印，118 33}毕节 一0.555月4 74

宜宾市 ·一0.06 155 34}酉阳县 一0.55792 75

武隆县 ·一0.07638 35}巫溪县 一0.564 86 76

六盘水 ·一0.0067 36}一保山市 一0.625 44 77

垫江县 ·一0.11404 37}思茅 一0，63378 78

渲南县 ·一0.11976 35}铜仁 一0.64 155 79

黔江区 ·一0.12205 39}文山州 一0.65227 80

内江市 一0.12217 40}}1质沧 一0.?叨 1 8l

沪州市 一0.12569 41}昭通市 一1.124 87 82

地区 得分 名次}地区 得分 名次

南岸区 1.751075 1}广安市 一0.174 08 42

江北区 1.727以2 2{梁平县 一0.18128 43

九龙坡区 1.670904 3}遂宁市 一0.22938 44

大渡口区 1.研7546 4}丰都县 一0.23555 45

成都市 1.425599 5}达州市 一0.23976 46

沙坪坝区 1.382993 6{石柱县 一0.2496 47

渝北区 1.039739 7{忠 县 一0.26555 48

攀枝花市 1.013729 81迪 庆 一0.26593 49

双桥区 0.859305 9}南充市 一0.26818 50

贵阳市 0.693535 10{开 县 一0.2685 5l

昆明市 0.620243 111红河州 一0.27139 52

北暗区 0.614714 12}遵义市 一0.28619 53

自贡市 0.543779 13}广元市 一0.294 95 54

巴南区 0.38485 14}彭水县 一0.295 00 55

璧山县 0.364 04 151资阳市 一0.29697 56

永川市 0，354949 16}曲靖市 一0，31404 57

玉溪市 0.304 997 171西双版纳 一0.33983 58

万盛区 0.284103 15}秀山县 一0.34264 59

涪陵区 0.26697 19}奉节县 一0.34845 60

表5 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聚类结果

第一类
南岸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成都市、

沙坪坝区、渝北区、攀枝花市

第二类

双桥区、贵阳、昆明、北暗区、自贡市、巴南区、璧

山县、永川市、玉溪、万盛区、涪陵区、长寿区、江

津市、铜梁县、德阳市、合川市、万州区、雅安市、

乐山市、秦江县、南川市、绵阳市、大足县、眉山

市、荣昌县

第三类

宜宾市、武隆县、六盘水、垫江县、撞南县、黔江

区、内江市、沪州市、广安市、梁平县、遂宁市、丰

都县、达州市、石柱县、忠县、迪庆、南充市、开

县、红河、遵义、广元市、彭水县、资阳市、曲靖、

西双版纳、秀山县、奉节县、城口县、楚雄

第四类

云阳县、安顺、巫山县、大理、黔南、丽江、怒江、

黔西南、黔东南、巴中市、德宏、毕节、酉阳县、巫

溪县、保山、思茅、铜仁、文山、临沧、昭通

为了反映四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我

们将其差异的状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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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表/%

地区 高 中 低 差

四川 9.520 33.33 52.38 4.76

重庆 15.38 41.03 33.33 10.26

云南 0.00 12.50 31.25 56.25

贵州 0.(X) 11.11 22。22 66.67

注:0表示四川省有9.52%的城市处于高等级水平

    3.结果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在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

进程方面，重庆和四川走在云南和贵州的前面，重

庆又优于四川，其城乡一体化进程走在最前列。处

于城乡一体化的中高等级水平的地区比例，重庆和

四川分别占到56.41%和42.85%;而云南与贵州相

应地只占到12.5%和11.11%，不仅远远低于重庆、

四川的水平，而且两省没有一个地区进人城乡一体

化的高级水平，两省的城乡一体化处于差等级的地

区比例均超过了50%。

    表4显示了长江上游地区四省市所辖的82个

区、县、市、自治州在城乡一体化进程方面所处的层

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类为城乡一体

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第二类为城乡一体化水平处于中

级水平地区，第三类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第四类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差的地区。在第一类地

区中，包含了重庆的南岸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大渡
口区、沙坪坝区和渝北区以及四川省的成都市和攀枝

花市。该类地区的综合得分指数都大于1，城乡融

合，经济社会发展位居前茅，具有很强的优势。在第

二类地区中，贵州省只有贵阳一个城市的城乡一体化

水平达到了中级水平。云南省有昆明和玉溪两个城

市，其他地区全部为重庆和四川省的各个区县和城

市。其中，重庆市有16个区县，四川省有6个城市。

该类地区的综合得分指数都大于0，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和发展潜力，可以考虑通过对该类地区的加大投人

来带动城乡一体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城

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在第三类地区中，重

庆市有13个区县，四川省有11个城市，贵州省有两

个城市即六盘水和遵义，云南省有5个城市。该类地

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较低，经济薄弱，城乡差距较大，

需要得到大力扶持，地方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政策措

施，加快该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

乡一体化的发展。在第四类地区中，重庆市有4个区

县包括云阳县、巫山县、酉阳县、巫溪县。四川省只有

巴中市一个城市属于该类地区，云南省有大理等9个

城市，贵州省有安顺等6个城市。该类地区是四个地

区城乡一体化水平最低的一类地区。该类地区的各

个区县和城市的经济水平、社会文化水平、基础设施

建设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缺乏工业基
础，同时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收人增长

也非常缓慢。总的来说，长江上游地区的城乡一体化

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重庆市和四川省，其中，

重庆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要略高于四川省。云南省的

城乡一体化水平属于较低水平。贵州省的城乡一体

化水平最低。从差异比较上，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城乡

一体化水平均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而云南和

贵州省的城乡一体化差异则表现为高轻低重，城乡一

体化水平在中等发展水平以上的地区占有极小的比
例，大部分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都是比较低的。

    三、推进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措施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必须

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
市场手段，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1。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规划

    城乡统筹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消除城乡分割

的局面，政策制定要去除单纯就城市谈城市、就农

村谈农村的城乡两套体系的做法，而是把城市与乡

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城市与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针对城乡关系失调的领域，通过制度创

新和一系列的政策理顺城乡融通渠道，为城乡协调
发展创造条件。这样，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制定才

有可靠依托。

    2.统筹发展基拙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

力转移创造条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主要靠市场竞
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不是政府所能“解决”

的，而是要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与城

市劳动力一起竞争。如果农村基础教育缺乏，不但

农村劳动力参与就业竞争缺乏起点公平，统筹就业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看，

也不利于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民的形成。如果农村

教育薄弱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根本的好转，那么将来

我们的农民不仅在城市做不好工人，在农村也做不

好农民。

    统筹教育的关键是彻底改革当前教育资金运

作机制，统筹安排城乡教育资金。当地方政府无力

提供时，上一级政府和中央政府需要担当起责任，

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投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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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纳人总体教育规划，保证

农村劳动力在用工单位享受平等的培训权利。在

城市，还要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的问题，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保障机制，坚持

同工同酬，建立统一的劳动保障制度，给农民以平
等待遇。

    3.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土地制度，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

    鼓励和引导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量化人股，以股权等

多种形式实行有偿流转，搞活土地存量资产，提高

土地产出率，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

营，为农民离土离乡创造条件。允许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采用以土地人股的方式参与营利性水电、交通

等项目的开发建设，探索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用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

序，积极探索建立土地收益分配新机制，尝试建立

明确土地权属的体制机制，切实解决好土地被征占

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使农民失地不失业，

失地不失利。

    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一大批留得
住、用得上的农村实用人才，造就一大批种养能手、经

营能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和建设家乡。完善农业投

人保障机制，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合理安排

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中间环

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人，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变农业比较收益较低的现

状，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向农业回流，培育农业走向

现代化的机制。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合

作组织，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产前、产中、产后市

场供求信息服务，探索建立农业生产风险防范机制，

提高农业抵御风险能力。加大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力
度，通过政策引导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农业产业化。

    4.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加快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城

乡统筹就业制度;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

立保障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加财政

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人，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资经费应主要用子农业生

产基础设施整治和农村生活环境整治，如农村的道

路、安全饮水、沼气(燃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

等;对农村厕所、中小学校舍和卫生所进行改造;推

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
持;推进农村乡镇改革，合理界定乡镇管理的职能

和权限;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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