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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是协调城乡关系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渝东北地区为研究

对象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GIS技术对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区域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 ;评价结果表明 :渝

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显著 ,但总体特征是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 ,又沿江向边远地区扩

散的结构状 ;评价结果具有较大的现实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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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新世纪的战略目标之一。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一体化战略

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 ,而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城乡互动将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 1 ]。城乡互动发展使

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 ,即通过市场机制 ,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

上 ,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 ,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 [ 2 ]。这不仅为“三农 ”问题提供动力与物质

保障 ,而且为盘活城市闲置资产 ,产业结构调整 ,城市产业升级开辟了路径。

渝东北地区幅员 33 904 km
2

,占重庆市总面积的 41. 46% , 2006年常住人口 852. 4万人 ,占重庆市总人

口的 30. 5% ,包括万州、开县、垫江、梁平、云阳、丰都、忠县、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等 11个区县。该区位于

三峡库区腹地 ,面积约占三峡库区总面积的 54%。渝东北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 ,农业人口占绝大多

数 ,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表现明显 ,城乡差距较大。重庆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 ,渝东北地区作为重庆市“一圈两翼 ”区域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

区 ,积极探索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 ,缩小城乡差距 ,建立和谐的城乡互动发展格局对实行集约化、跨越式

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 1　建立原则

要对区域城乡一体化作出科学、准确的评价 ,就必须准确把握城乡关系表现途径和主要影响因素。城

乡一体化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域空间的各种关系的融合 ,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 ,关系十分复

杂。要衡量城乡关系的发展水平 ,只采用一个或者几个指标难以获得全面的评价信息 ,因此 ,必须建立一套

完整的指标体系。同时 ,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建立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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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性和全面性。指标体系应能够全面反映城乡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水平 ,并能够反映出其科

学内涵 ,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指标体系还应具有足够的涵盖面 ,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环境和经济诸方面

及其协调性 ,同时尽量避免指标重叠 ,信息溢出。

(2) 适用性和可行性。建立指标体系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 ,指标使用者对指标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指标的选取要尽量采用在评估期间内可获取的指标 ,同时 ,指标要尽量采用可量化的定量指标。

(3) 区域性和可比性。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不能孤立研究城市或者乡村 ,应从区域角度 ,用

宏观指标反映区域总体发展状况。评价的目的就是要对评价对象加以区分 ,因此指标体系要具有可比性 ,

指标的统计口径要一致。

(4) 以人为本原则。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反映城乡居民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

存在的差距和发展特点 ,以共同促进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要围绕这一核心和目的来反映 [ 3 ]。

1. 2　城乡关系评价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上述原则 ,对城乡关系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设计 ,参照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 429 ] ,再结合渝东北地

区城乡关系的实际情况和相关专家的咨询意见 ,从空间联系和功能联系两个方面来评价要素在城乡之间的

流动情况 (表 1)。其中空间联系又分为自然基础、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等 3个子系统 ;功能联系可分为经济

发展、社会联系、环境条件等 3个子系统 ,具体因子指标见表 1。其中 ,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 ,反映与人

口在地理空间上分布一致性指标 ,公式为 : | Gi - R i |。设 Gi 为第 i个区域 GDP占全区 GDP比重 , R i 为第 i个

区域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二元经济结构系数 [ 9 ]是指区域农业产值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乘积除以非农

业产值比重和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的平方根 ,其值越大 ,说明城乡之间经济结构差距越大 ,二元经济结构特

征突出。

表 1　城乡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功能指标层 因子层 指标性质 权重

城乡互

动水平

空间

联系

(0. 5)

功能

联系

(0. 5)

自然基础

城镇体系

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

社会联系

环境条件

耕地面积比例 X1 正 0. 055 5

山地面积比例 X2 负 0. 111 1

小城镇密度 X3 正 0. 023 8

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 X4 负 0. 142 8

公路网密度 X5 正 0. 015 1

电视覆盖率 X6 正 0. 060 6

在校学生数占人口比例 X7 正 0. 060 6

每千人床位数 X8 正 0. 030 3

人均 GDP X9 正 0. 020 2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X10 正 0. 010 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11 正 0. 020 2

人均财政收入 X12 正 0. 020 2

二元经济结构系数 X13 负 0. 094 8

非农业人口比重 X14 正 0. 081 5

农民人均纯收入 X15 正 0. 031 6

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 X16 负 0. 038 6

人口自然增长率 X17 负 0. 014 8

人口密度 X18 负 0. 023 8

侵蚀土壤占土地面积比值 X19 负 0. 047 6

森林覆盖率 X20 正 0. 0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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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模型

(1) 指标权重的确定。城乡一体化所选择的指标对城乡关系的重要性或者贡献是不一样的 ,因此要合

理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确定权重的方法很多 ,此处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又比较容易操作的层次分析法

(AHP)来确定权重。

(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由于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 ,不具有可比性 ,也就无法进行指标综合。指标数据

的无量纲化是综合评价的重要一步 ,因此 ,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3) 指标数据的综合集成。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 ,并能被量化的

指标因子构成的 ,整个指标因子的有序集成就能够反映出城乡关系发展水平和程度。此处采用城乡关联水

平这一综合指标来评价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 ,即通过加权将所有指标所代表的信息综合成一个指数。城乡

关联水平的高低 ,综合反映了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城乡关联水平采用以下函数计算 ,即 :

P = 6
2

i =1
6

6

h =1

( 6
n

j =1
X ij rj ) ·w i , 　j = 1, 2, ⋯, 22 (1)

式 (1)中 , w i 是第 i个因子的权重 , rj 是第 j个因素的权重 , X ij是第 j个指标的量化指标值 , P为城乡关联

水平。

为了评价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采用公式 : B i = (N j /Nmax ) 3 100进行转换 , B i 为第 i地区的转换值 , N j为评

价值 , Nmax为评价值中的最大值。

2　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结果

2. 1　城乡关联度排序

依照上述方法和公式 ,对渝东北地区 11个区县的城乡关联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见表 2。

表 2　渝东北地区城乡关联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区县 评价值 排序 区县 评价值 排序

垫江县 100 1 开 县 61. 26 7

梁平县 79. 24 2 丰都县 58. 99 8

万州区 77. 94 3 城口县 55. 34 9

忠 　县 72. 10 4 云阳县 55. 31 10

巫山县 68. 07 5 巫溪县 45. 92 11

奉节县 66. 04 6

2. 2　发展水平空间结构

为了更清楚地将各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表示出来 ,对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详细划分 (图 1) ,使区

域的整体状况更加清晰 ,从而使整个区域能够互相协作 ,协调发展。根据评价结果 ,将城乡一体化进程分为

4个阶段。城乡一体化评价标准 :综合评估值 < 55,准备阶段 ; 55～68,起步阶段 ; 69～79,扩散阶段 ; > = 80,

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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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差异空间结构图

3　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现状分析

3. 1　城乡一体化与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关联分析

将城乡一体化与二元结构系数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 ,然后按照集中程度进行排序 ,并画出其关联图 (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 ,二元经济结构系数曲线与城乡一体化水平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渝东北地区二元经

济结构格局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格局。

图 2　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关联图一

3. 2　城乡一体化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关联分析

将城乡一体化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 ,然后按照集中程度进行排序 ,并画出

其关联图 (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 ,除万州、云阳以外 ,二元经济结构系数曲线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

也具有一定的吻合度。这说明渝东北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格局。

图 3　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关联图二

3. 3　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对比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 ,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见图 4。由图可以看出 ,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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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总体上处于吻合状态。

图 4　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对比图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 ,渝东北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靠近主城以及沿江且交通现

状较好的垫江、梁平、万州、忠县得分较高 ,其他区县较低 ,从而揭示出渝东北城乡一体化过程不可能在短期

内同时实现 ,必须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有扶持地分步实施。

由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对比分析知道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水

平。所以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加强各级城镇的核心作用 ,从而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中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

纽带 ,具有接近乡村的区位优势 ,同时也是农村产业集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理想地 ,通过这些城镇对

农村腹地的层层带动作用 ,实现要素的快速流通 ,达到城乡共同繁荣的目的。但是城市化水平并不能代表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只是可以表征城市对乡村的带动能力的大小。如万州的城市化水平高于垫江 ,但是

城乡一体化水平低于垫江。万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垫江 ,而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经济空间分布一

致性指数高于垫江。

评价的结果有较大的现实符合性。垫江、梁平、万州、忠县具有较完善的城镇体系 ,交通网络相对发达。

而城口、云阳、巫溪等区县中心城镇较少 ,农村人口较多 ,城乡一体化驱动力不足 ,所以城乡融合过程就要缓

慢一些。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强中心城镇建设 ,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 ,不断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同时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 ,对其系统定量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处用定量分析方法

得出渝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现状及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也存在一些不足 ,如对城乡关系的分析有待深入 ,评价指

标体系需要进一步改进。此外某个地域的文化传统观念和政策因素明显对该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较大的

影响 ,但在实际的定量计算中难以体现 ,这些不足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予以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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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ssignment model for software project resource based on quality

YUAN Fei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the idea of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general p rocess of software p roject

development, p resents a third2dimensional frame in software p roject development, builds up an op tim ization assign2
ment model for software p roject resource based on quality. The model used lim ited cost and time resource, and as2
signed in each stages of p rocess, which can make sofware quality op tim ization and give stakeholder quantified basis

for p rogram and assign resource. A t last, the paper used actual data to verify the correctness and validity in model.

Key words: methodology in software p roject development; p rojectmanagement; software quality ; op tim iz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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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aisal and analysis on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process of northeast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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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rban2rural interaction and conjunct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effective way of coordinating urban2ru2
ral relationship and p romoting urban2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ing the northeas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 le. It carries out mathematic analysis abou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method of AHP and 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2rural integra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ies in the northeast of Chongqing, b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urban2rural integration is weakened from counties along Yangtze river and the remote counties. The results are

corresponding with the reality.

Key words: urban2rural integration; northeast of Chongqing;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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