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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结合
熵值赋权法、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其
耦合协调阶段，研究结果表明：（１）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略低于农业现代化，仅东部相对持衡，中部、西部与东
北的新型城镇化均滞后于农业现代化；（２）新型城镇化，中国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中部、东北、西部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表现出生态、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经济、人口城镇化较弱的特征，呈“南部高、北部低，东部高、西部低”格

局，高值区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及广东省的串联区域；（３）农业现代化，中国东北、中
部、东部均高于全国均值，仅西部相对较差，表现出农业生产投入远大于农业综合产出的特征，呈“北部高、南部低，东

部高、西部低”格局，高值区分布在东北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串联区并向南延伸至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等
地域；（４）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处于高强度拮抗耦合与中度失调阶段，仅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河
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为轻度失调，其他均为中度失调，总体呈现由东南沿海省域逐渐向内陆延伸拓展的格局。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中国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Ｆ３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８）１４－０３１３－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６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１２Ｃ０５３）；黑龙江省第
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研究项目（编号：ＨＬＮＰ２１）；黑龙江省教育厅课
题（编号：１１５３４１０９）。

作者简介：索志林（１９６０—），男，内蒙古林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ｚｌ１９６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结构性变动进程，
以人为核心，以不牺牲土地与粮食、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为

代价，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构建城乡统筹、生态宜

居、三产互动、集约节约的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共同富

裕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生产向现代具

有高科技农业的演进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管理观

念促进我国农业早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相辅相

成、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引擎，城镇生产

力的发展带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引导农民运用市场经济观念管

理土地、实现精耕细作，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

农民收入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１　研究现状

众多学者对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展开研究。新型城

镇化的研究集中在其内涵阐释［１］、指标体系构建［２］、时空格

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３－４］，协调发展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包

含新型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水平测度［５］、与土地集约利

用［６］、与生态文明［７］、与人的全面发展［８］、与新型工业化［９］等

的耦合协调发展。王新越等总结了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

城镇化，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上增长，更应体现在城镇人口素

质的提升等新型城镇化４个方面的内涵［１］。王建康等认为，

中国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东高西低态势，且不断向内陆扩

展，大城市水平明显高于中小城市［３］。涂建军等研究重庆市

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呈现“一圈”高、“两翼”低的空间格局，

两极分异明显［４］。刘兆军等划分黑龙江省土地集约利用与

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阶段［６］。高志刚等划分新疆新型工

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阶段［９］。夏后学等展开新型城镇化

与人的全面发展间的关联性、协调性实证研究［８］。熊曦等判

别中国中东部地区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优质

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较低［７］。农业现代化的研究重心

包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１０］、指标体系构建［１１］，及其发展思路

与保障体系［１２］、制约因素与现实障碍［１３］、发展水平与效

率［１４］，进而研究其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１５］，探讨其未来绿色

发展模式［１６］。陈春霞从动态论、系统论、过程论、多维论及可

持续发展论５个层面定义农业现代化内涵［１０］。辛岭等从农

业投入、农业产出、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视角构

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１１］。蔡世忠等认

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滞后，粮食生产补偿不足，城乡分离政

策失当和长期金融抑制是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并

提出“全链条、育集群、高定位、强支撑、创品牌、拓功能”的发

展思路及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保障体系［１２－１３］。吴丹等强

调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既是中国农业

现代化绿色转型的历史责任，更是支撑中国现代化绿色发展

的重要任务［１６］。近年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

协调发展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地域视角集中在民族地区［１７］、

传统农区［１８］、东北地区［１９］及省域层面［２０－２１］，但从宏观视角

出发，测度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探讨二

者间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从
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构建中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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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中国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结合客观赋

权法中结果相对精确的熵权法测度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此基础

上构建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划分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的耦合协调阶段，这必将对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

城镇化大力实施背景下，明了各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发展中的“短板”，提供其未来弥补与加大发展的方

向，进而推进农业经营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和谐、健康、稳定

与可持续发展。

２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２．１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在深入理解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含义的基础上，学

习国家政府、国务院等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全
国农业现代化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同时参

考相关文献中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层次性、系统性、综合性、数据获

取性等原则，构建适用于中国大陆３１个省（区、市）的新型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系统（表１）。其中新型城镇化包
含了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４个准则层，农业现代化从投
入－产出的视角设置了农业生产投入、农业综合产出等２个
准则层，其下又分别选取了二、三产业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农

用化肥施用量等表征其上层含义的２０项指标层。各指标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各省（区、市）统
计年鉴等，部分难以寻获的数据来自于各省（区、市）的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１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正负属性
信息熵

（ｅｊ）
冗余度

（ｄｊ）
熵权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二三产业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 正 ０．９１７６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４３８
经济城镇化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正 ０．９２９３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３７６

二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正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社会城镇化 邮电业务收入（万元） 正 ０．８９０５ ０．１０９５ ０．０５８２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万元） 正 ０．８７７３ ０．１２２７ ０．０６５２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正 ０．９５６１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２３４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与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正 ０．８８４５ ０．１１５５ ０．０６１４

生态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ｈｍ２） 正 ０．９２３２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４０８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ｔ） 负 ０．８９９０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５３７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ｔ） 负 ０．９１５２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４５１

农业现代化 农业生产投入 农用化肥施用量（万ｔ） 负 ０．８９６８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５４９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１０３ｈｍ２） 正 ０．９２０７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４２２
农业用电量（万ｋＷ·ｈ） 正 ０．８５４０ ０．１４６０ ０．０７７７
农业用水总量（亿ｍ３） 正 ０．９０４０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５１１
第一产业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 正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８８８ ０．１００４
农业企业数（个） 正 ０．８４３６ ０．１５６４ ０．０８３２

农业综合产出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正 ０．９５４５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２４２
人均粮食产量（ｋｇ） 正 ０．９３１０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３６７
单位农用地面积财政收入（万元／ｋｍ２） 正 ０．９１２５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４６５
规模以上农业企业的固定与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正 ０．８９９３ ０．１００７ ０．０５３６

２．２　指标确权及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构建３１个省（区、市）２０项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

３１×２０原始指标矩阵，由于２０项指标的数量级、单位均不
同，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取极差标准化方法，公式为：

Ｘｉｊ＝
ｘｉｊ－ｘｊｍｉｎ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ｘｉｊ指标属性为正）；

Ｘ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ｘｉｊ指标属性为负）；

式中：ｘｉｊ为第ｉ个省（区、市）第 ｊ项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的指标原始值；Ｘｉｊ为第 ｉ个省（区、市）第 ｊ项指标的标准化
值；ｘｊｍｉｎ是第 ｊ项指标的最小值，ｘｊｍａｘ是第 ｊ项指标的最
大值。

利用客观赋权法中结果相对精确、公正的熵值赋权法计

算２０项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权重，避免专家评价
等主观赋权的偏颇与误差性，并在此基础上测算 ３１个省
（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公式为：

（１）指标同度量化：Ｑｉ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２）指标的信息熵计算：ｅｊ＝－ｋ∑
ｎ

ｉ＝１
ＱｉｊｌｎＱｉｊ（ｋ＝１／ｌｎｎ）；

（３）指标的冗余度计算：ｄｊ＝１－ｅｊ；

（４）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指标的熵权：ｗｊ＝ｄｊ／∑
ｍ

ｊ＝１
ｄｊ；

（５）３１个省（区、市）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Ｗｉ＝∑
ｍ

ｊ＝１
。

式中：ｍ为指标数，ｎ为省（区、市）数，ｋ为调节系数。

２．３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２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新
型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所需的资金、

科学技术、高素质劳动力，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同时为其提供

农产品消费市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载体、

以农业为基础，只有现代农业充分发展才能保障新型城镇化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

相互协调，对于构建新型城乡一体关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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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足进步至关重要。构建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测度３１
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

明了其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公式为：

Ｃ＝［（Ｗ１×Ｗ２）／（Ｗ１＋Ｗ２）
２］１／２；

Ｄ＝ Ｃ·槡 Ｔ；Ｔ＝αＵ１＋βＵ２。
式中：Ｗ１、Ｗ２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Ｃ为
二者间耦合度；Ｄ为二者间协调发展度；Ｔ为二者间综合调和
系数；α和β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贡献系数，研
究认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重要程度相当，处于同等地

位，α＝β＝０．５。耦合度 Ｃ的划分标准为，低水平耦合：Ｃ∈
［０，０．３），拮抗耦合：Ｃ∈［０．３，０．５），磨合耦合：Ｃ∈［０．５，
０８），高水平耦合：Ｃ∈［０．８，１．０）。协调发展度 Ｄ划分标准
为，极度失调：Ｄ∈［０，０．１），高度失调：Ｄ∈［０．１，０．２），中度
失调：Ｄ∈［０．２，０．３），轻度失调：Ｄ∈［０．３，０．４），濒临失调：
Ｄ∈［０．４，０．５），勉强协调：Ｄ∈［０．５，０．６），初级协调：Ｄ∈
［０６，０．７），中级协调：Ｄ∈［０．７，０．８），良好协调：Ｄ∈［０．８，
０．９），优质协调：Ｄ∈［０．９，１．０）。

３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３．１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为０．１４８，其
中东部地区以０．１８７的绝对优势占据首位，高于全国平均发
展水平；中部地区为０．１４４，东北地区为０．１３３，西部地区为
０１２７，与东部地区差距悬殊，且均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
在新型城镇化内部层面，各类型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东、中、

西、东北及全国均表现出生态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

高、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特征。省域

视角，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与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

质量位居中国前５位，均为东部省（市）；位处西部偏远的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

自治区等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相比最为滞后。其中人口

城镇化层面，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位居首位，广东

省、山东省、江苏省、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的经济城

镇化发展优势领先，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的

社会城镇化发展最强，北京市、海南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

市、重庆市、浙江省、上海市的生态城镇化潜力巨大。

　　我国城镇化建设实施以来，由于经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资源环境污染、雾霾加剧等“城市病”，

生态城镇化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打造生

态城市、改善生态环境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必然选

择。近年生态宜居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好的长三角、珠三

角、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的生态健康状况保持较高水平，这些地

域在生态意识教育、法律法规方面普及性高，通过大量的城市

生态建设维护资金的投入，对垃圾无害化处理、城市污水处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倡导绿色消费、循

环利用、清洁生产，实现了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高效率的

经济运行效果，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城镇化

建设之路。西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资源流失问题

严重，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过多关注经济

社会效益提升，城镇生活垃圾无专业化设备的无害化处理，农

药化肥的过度滥用加剧土壤、水资源、空气污染，最终导致人

口、经济、社会、生态等城镇化均难以取得长远的协同效果。

３．２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为０．１８７，其中
东北地区为０．２３２、中部地区为０．１９４、东部地区为０．１８７的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均值，仅西部地区为０．１３６发展
水平相对较差。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及中国的农业生产投入

与综合产出发展不均衡，仍处在农业生产投入远大于农业综合

产出的水平。其中农业生产投入方面，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

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湖南省等省（区）的农业劳动

力、物力、资金、科学技术等投入相对较高，而在农业综合产出

方面，山东省、河南省、辽宁省、河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等省

份的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产值等综合产出水平最高，农业

生产投入与农业综合产出相对最低的省份集中在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等省（区）。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亟需加快步伐，虽然从２００４年以
来，国家一号文件连续１４年聚焦“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
各项农业补贴、农业投入持续增长，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了农业

现代化发展，但是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土

地规模化程度小、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低、农产品竞争能力差、

科技投入与创新有待提升等综合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农业综

合产出水平不高。黑龙江省作为“两大平原”（松嫩、三江平

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地，努力打造成为国家现代

农业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守耕地红线的基础

上，大力开展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等三维

一体化的创新组织形式，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不仅优化农业结

构，还挖掘了农业生态、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山东

省、河南省等省份也先后提出建设高标准粮田工程，农村改革

不断深化、重大水利工程推进、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实施、粮食

主推品种升级、农业机械化程度加强、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农

村土地流转面积增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现代农业持续健

康势头强劲。农业生产投入与农业综合产出相对较低的西藏

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存在着农业生产环

境复杂、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技术推广范围小、农业基

础设施不配套、相关农业生产技术更新缓慢、规模化组织水平

低、耕地流转存在阻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困难、农村新型主

导产业培育困难等问题。

３．３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为０．１４８，略低于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的０．１８７，仅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持衡于
农业现代化，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均滞后

于农业现代化，其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

海南省、陕西省、云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等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超前于农业现代化，其他省

（区、市）均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浙

江省、广东省、海南省等并不适宜推广现代化大规模的大农业

发展，这些省市一直是我国城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人口、

产业、经济、技术等要素最为密集的群域空间，智慧、人文、生

态、宜居的城镇化水平均居于国家前列，城乡统筹、集约高效、

绿色低碳推进城镇化质量稳步提升。陕西省、云南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主要存在着农业生产条件恶

劣，传统小规模家庭经营观念根深蒂固，良种、灌溉、农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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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３１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地区 省（区、市）　　
发展水平

人口

城镇化

经济

城镇化

社会

城镇化

生态

城镇化

新型

城镇化

农业生产

投入

农业综合

产出
农业现代化

东部地区 北京市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３ ０．２３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９ ０．１３４
天津市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３
上海市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１
河北省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０ ０．０８４ ０．２２４
山东省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８ ０．２０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２ ０．２８１
江苏省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８ ０．２３０ ０．１８８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３
浙江省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８
福建省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２
广东省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７ ０．０８２ ０．３４１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７３
海南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６
均值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８７

中部地区 山西省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９２
河南省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９ ０．０９０ ０．２４９
安徽省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８ ０．１８０
湖北省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１８２
江西省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０ ０．１５７
湖南省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７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４
均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９４

西部地区 重庆市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６
陕西省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０
四川省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０
云南省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４
贵州省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６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５３
甘肃省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６
青海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７
西藏自治区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８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９４
均值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６

东北地区 辽宁省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５ ０．２２９
吉林省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５ ０．１６１
黑龙江省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９ ０．２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３０５
均值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４ ０．２３２

中国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７

肥生产要素流通困难，农业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农业社

会化金融、购销、农机等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其农业

现代化发展大大滞后（图１）。新型城镇化呈现“南部高、北部
低，东部高、西部低”空间格局特征，农业现代化呈现“北部

高、南部低，东部高、西部低”格局特征，新型城镇化高值区分

布在东南沿海的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及广东省
的串联区域，而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东北黑龙江省 －
吉林省－辽宁省串联区并向南延伸至河北省－山东省－河南
省等地域，山东省成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双高”省

份，而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是新型城镇化

与农业现代化的“双低”省域。

４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表３可以看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及其３１个
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均介于０．４５～
０．５０之间，隶属于拮抗耦合级别，但不同省（区、市）仍存在细
微的耦合差别，将其进一步划分为：（１）Ｃ∈（０．４９，０．５］为高

强度拮抗耦合；（２）Ｃ∈（０．４８，０．４９］为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３）Ｃ∈（０．４７，０．４８］为中强度拮抗耦合；（４）Ｃ∈（０．４６，
０．４７］为中低强度拮抗耦合；（５）Ｃ∈（０．４５，０．４６］为低强度拮
抗耦合。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均处于高强度拮抗耦合，仅东北地区为中高强度拮抗耦合，其

中，黑龙江省为低强度拮抗耦合，河北省为中低强度拮抗耦

合；北京市、山西省、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

区、辽宁省为中高强度拮抗耦合。其他为高强度拮抗耦合，高

强度拮抗耦合的省（区、市）数量比重相对最高。从图２可以
看出，耦合度的高值区集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贵
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等中西部地域。耦合度高存
在２种情形，高质量新型城镇化与高质量农业现代化为“真
正”的高质量耦合，而低质量新型城镇化与低质量农业现代

化则是“虚假”的高质量耦合，诸如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与宁

夏回族自治区等西部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低”省

域，就存在“虚假”高强度拮抗耦合的现象，因此运用协调发

展度来弥补耦合度的缺陷，进而揭示３１个省（区、市）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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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３１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阶段

地区 省（区、市）　　 耦合度

（Ｃ） 耦合阶段
综合调和系数

（Ｔ）
协调发展度

（Ｄ） 协调发展阶段

东部地区 北京市 ０．４８１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８６ ０．２９９ 中度失调

天津市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２２ ０．２４７ 中度失调

上海市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４９ ０．２７３ 中度失调

河北省 ０．４６４ 中低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３ ０．２７５ 中度失调

山东省 ０．４９４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２４４ ０．３４７ 轻度失调

江苏省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２４６ ０．３５１ 轻度失调

浙江省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９１ ０．３０９ 轻度失调

福建省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５０ ０．２７４ 中度失调

广东省 ０．４９７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３０７ ０．３９１ 轻度失调

海南省 ０．４９４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１３ ０．２３６ 中度失调

均值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８７ ０．３０６ 轻度失调

中部地区 山西省 ０．４８９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５９ ０．２７９ 中度失调

河南省 ０．４８３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９８ ０．３１０ 轻度失调

安徽省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８ ０．２９０ 中度失调

湖北省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７２ ０．２９３ 中度失调

江西省 ０．４９７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４１ ０．２６５ 中度失调

湖南省 ０．４９２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７３ ０．２９２ 中度失调

均值 ０．４９４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９ ０．２８９ 中度失调

西部地区 重庆市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６ ０．２８８ 中度失调

陕西省 ０．４９５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２ 中度失调

四川省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８ ０．２９０ 中度失调

云南省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３ 中度失调

贵州省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１４ ０．２３９ 中度失调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４８ ０．２７２ 中度失调

甘肃省 ０．４９９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２７ ０．２５２ 中度失调

青海省 ０．４９４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０８６ ０．２０６ 中度失调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４ 中度失调

西藏自治区 ０．４９８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０９１ ０．２１３ 中度失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４８８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５３ ０．２７３ 中度失调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４８８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５９ ０．２７９ 中度失调

均值 ０．５００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３２ ０．２５６ 中度失调

东北地区 辽宁省 ０．４８７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８７ ０．３０２ 轻度失调

吉林省 ０．４９６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４３ ０．２６６ 中度失调

黑龙江省 ０．４５７ 低强度拮抗耦合 ０．２１７ ０．３１５ 轻度失调

均值 ０．４８１ 中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８２ ０．２９６ 中度失调

中国 ０．４９７ 高强度拮抗耦合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８ 中度失调

协调发展状况。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状况不容乐

观，尚处于中度失调，相比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同样处于中

度失调，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状况稍好，为轻

度失调，同样各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均

未达到协调发展状况，其中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

河南省、辽宁省与黑龙江省为轻度失调，其他省（区、市）均为

中度失调，轻度、中度失调的省（区、市）数量比重分别为

２２５８％、７７．４２％。从图２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呈现由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等东南沿

海省域逐渐向内陆延伸拓展的格局，其中安徽省、河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重庆市与四川省受其影响波及较大，成为新型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次高值区，低值区分布在西

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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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新型城镇化，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中部、东北、西
部与东部差距悬殊，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生态、社

会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经济、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较弱的特

征，其中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与浙江省的新型城镇

化质量优势领先，而位处西部偏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

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省（区）

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

　　（２）农业现代化，东北、中部、东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均高于全国均值，仅西部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表现出农业生

产投入远大于农业综合产出的特征，其中黑龙江省、山东省、河

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湖南省等省（区）农业生产投

入较高，山东省、河南省、辽宁省、河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等省

份的农业综合产出较高，农业生产投入与农业综合产出最低的省

份集中在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

　　（３）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略低于农业现代化，仅
东部地区相对持衡，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均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其中新型城镇化呈“南部高、北部低，

东部高、西部低”空间格局特征，高值区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山

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及广东省的串联区域；农业
现代化呈“北部高、南部低，东部高、西部低”格局特征，高值

区分布在东北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串联区并向南延伸
至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等地域，山东省为新型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双高”省份，而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与宁夏回族

自治区为“双低”省域。

　　（４）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处于高强度拮抗耦合
与中度失调阶段，东部地区为轻度失调，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处于中度失调，各省（区、市）也均未达到协调发展，仅山东

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河南省、辽宁省与黑龙江省为轻

度失调，其他均为中度失调，总体呈现由江苏省、山东省、浙江

省、广东省等东南沿海省域逐渐向内陆延伸拓展的格局，低值

区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也存在着“虚假”高强度拮抗耦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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