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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县域城镇化 

时空格局及其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彭翀 常黎丽 

摘 要：现阶段，在我国中部地区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县域城镇化空间发展往往与经济空间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利用

湖南省 2001－2010 年城镇化率数据，运用传统统计方法和 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 ArcGIS 和 GeoDA 统

计分析软件的支持下，探索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0 年间，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空间差异在总体上

呈现先缩小后增大的趋势，地区空间分异比较明显；在演进的时空格局上，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差距稳中有降，长株潭高值区逐

渐形成。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对比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格局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达区

域，经济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在经济后发地区则不然。最后提出湖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带动策略，以期对快速城

镇化发展时期的中部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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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部崛起”、“两型社会建设”、“城镇化战略”等区域发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

速，成为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城镇人口的第二大空间载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部省份在县域城镇化发展上呈现出典型的非

均衡特征。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探讨了城镇化空间特征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城镇化空间分异[1]、城镇化与经济

发展的宏观关系[2]、城镇化滞后的经济因素[3]、城镇化经济支持模型[4]等。研究表明，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时期，城镇化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5－6]。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分析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的差异性特征，并通过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

析，提出带动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策略。 

  1 研究方法 

  1.1 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 

  城镇化水平差距可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标准差指数（S）和变异系数（V）可以同时从相对和绝

对意义上测度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差距[7]。标准差指数与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Yi为第 i 个区域的城镇化率；n 为区域个数；Y0为 n 个区域平均城镇化率。S 值越大，表明相对差距越大；V 值越大，表

明绝对差距越大。 

  1.2 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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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空间特征的描述，可以衡量区域之间整体上的空间关联与

空间差异程度，其中，最常用的是 Moran’s I[8]，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n 为样本数，S2为城镇化率的方差值，即 ；xi和 xj分别为 i 区域和 i 区域

单元的城镇化率；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要素；本文采用的是邻接标准，即区域 i 和区域 j 具有公共边界，则空间权重 wij取 1，

否则取 0。 

  1.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关联性指标用于进一步度量每个地域单元与其临近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值之间的相似性

或相关性。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为观测值的标准化形

式；n为研究单元个数，本文 n=102； （x1＋x2＋.....＋xn）；xi和 xj分别为 i县（市区）和 j县（市区）的城镇化率；

Wij是按照邻接标准求得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值。 

  1.3 Getis－Ord Gi
*指数 

  利用 Getis－0rd [9]测度局域关联特征，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高值簇与低值簇即热点区（hot spots）与冷点区（co1d 

spots）的空间分布。Getis－Ord 表达式为：   

 

  对 （d）进行标准化处理：   



 

 3 

 

式中：E（ ）和 Var（ ）分别为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Wij是空间权重。如果 Z（ ）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 i 周边

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于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 Z（ ）为负值、且显著，则表明位置 i 周围的值较

低（低于均值），属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时间序列自 2001－2010 年，空间以湖南省的行政区划范围为准，从 1：400 万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提取以县域

为基本尺度的行政边界，并将各城市中心城区进行合并，最终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102 个县（市、区），以城镇化率建立属性数

据库。统计数据来源为 2002－2011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 

  2 湖南省城镇化时空格局差异性分析 

  2.1 城镇化时空格局的差异性特征 

  2.1.1 全局空间自相关不显著。利用 GeoDA095i软件计算出湖南省 2001年以来的县域城镇化率的全局 Moran's I值。图 1

显示，自 2001 年以来，湖南省城镇化率的全局 Moran’S I计算值在－0.04－0.04之间，即：从 2002－2010年，湖南省城镇化

率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性，线性趋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整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01－2005年，城镇化

水平的线性趋势逐渐趋于不相关，空间关联度下降，空间极化作用不明显；第二阶段自 2005－2010年，城镇化水平的线性趋势

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区域内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总体上，2001 年以来，湖南省的县域城镇化率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

空间关联，但并不显著。这表明湖南省的城镇化空间极化作用较弱，各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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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地区空间分异较明显。湖南省内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比较明显①（图 2）：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长株潭，

环洞庭湖、泛湘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比较接近，大湘西城镇化水平最低。从城镇化水平的增速看，近 10年来长株潭地区城镇化

水平增长最快，由 2001 年的 41%增长到 2010 年的 61%，年均增长约 2%；泛湘南城镇化发展速度次之，年均增长约 1.5%；环洞

庭湖城镇化发展相对较缓，年均增长约 1.2%；大湘西城镇化发展最慢，年均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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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城镇化时空格局演进的特征 

  2.2.1 县域时空差距稳中有降。根据公式（1）、（2）计算得到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图 3）。从图 3 可以看出，2001

－2010 年两指数表现为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湖南省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绝对和相对差距均稳中有降。究其原因，湖南各地政

府抓住了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以此来带动农民工回乡就业，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园区迅速增加，为农民带来就业机会，

使得县域内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县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也逐渐减小。   

 

  2.2.2 县域城镇化水平朝均衡方向发展。为了进一步分析县域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变化，选取间隔大致相当的 2001、

2005、2010 年 3 个年份，参照世界银行的区域经济分类方法和标准，按湖南省城镇化率的 50%、100%、150%，依次将县域城镇

化水平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四个等级（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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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县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分异性特征较突出，高水平发展区和低水平发展区约占全省 44%的比重；2005 年，这一比例

减少到 22%，即近 8成的县域处于中等水平，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为均衡；到 2010年，区域城镇化水平更为均衡，85%的县域处于

中高、中低水平。2001、2005和 2010年，全省分别有 16、13、12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150%，全省分别有

30、10、4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50%，城镇化高水平区和低水平区数量依次减少，说明湖南省县域城镇化水

平走向高值不高，低值不低，逐渐均衡。总体而言，2001－2010年，湖南省绝大多数县域城镇化率低于全省城镇化的平均水平，

居于主导地位，另有少数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且处于中等水平的数量逐渐增多，表明

湖南省的县域城镇化正逐步迈向均衡化。 

  2.2.3 长株潭高值区逐渐形成。借助 GeoDA 软件，计算得到 2001、2005、2010 年湖南省 102 个县（市、区）的城镇化水

平分布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Local Mo－ran’s I系数，然后利用 GIS软件，将 102个研究单元根据空间自相关系数分成正、负相

关，以平均城镇化水平为界点分为高值区和低值区，两项综合得到 4 类分区（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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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显示，2001 与 2005 年，湖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数量相当，集聚性不强；2005－2010 年，湖南省县域城镇化

水平的高值区数量明显增多，且形成了高值密集区——长株潭地区，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望城县、长沙县、汩罗市、

益阳市、宁乡县、浏阳市、醴陵市，这说明城镇化发展核心和带动区域正在形成。在形成的长株潭高值区中，长沙市、株洲市、

湘潭市、望城县、长沙县、汨罗市为高值正相关区，此 6个县、市城镇化水平较高，并且空间极化作用强，对周边的带动性强。 

  2006 年，湖南启动了以长株潭为中心的“3＋5”城市群建设规划。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全面启动，长株潭三市正逐步向全

省大型核心经济增长极方向发展。2007年 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标志着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从湖南省城镇

化空间关联格局中得到反映。 

  3 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相关性 

  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是在自然条件与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政策制度、人口流动与迁移等诸多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下形

成的[10]，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强相关性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基本规律[11－13]。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主

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城镇化严重滞后论、基本协调论、隐性超城镇化[14]，普遍看法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15]。本

文从影响城镇化发展格局的经济因素出发，重点探讨湖南省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格局的相关性。 

  3.1 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针对湖南省各县域的城镇化率和人均 GDP的相关分析表明，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率与人均 GDP的相关系数 2001

年为 0.705，2010年为 0.722。可见，城镇化率与人均 GDP之间为显著相关，即经济越发达、生产总值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

高；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带动性影响。但城镇化增长率与人均 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仅为 0.193，二者之间为低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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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县域城镇化与经济空间增长的相关性 

  以各县 2001－2010年的城镇化增长率及人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为基础，利用 ArcGIS的 Spatial Stat i sti c模块计算各

县城镇化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的 Getis－Ord 值以及的 Z（ ）值②。从计算结果来看，城镇化增长的热点区仅有茶陵

县和安仁县，冷点区为湘潭县、醴陵市、洞口县、武冈市、绥宁县；经济增长的热点区主要集中于长株潭地区，冷点区则分布

在怀化、娄底、邵阳的部分县（市）；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差别较大，即城镇化的冷热点区与经济增长的冷热点

区在空间上重合较少（图 6）。表明，自 2001 年以来，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并不一定是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的地区，城镇化发

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城镇化加速效应往往不能立显。   

 

  3.3 县域城镇化与经济空间格局的相关性 

  从 2010年的县域城镇化率及人均 GDP 的 Get－is－Ord 计算结果来看，城镇化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及衡阳部分地

区，冷点区位于溆浦县；人均 GDP 水平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及岳阳部分地区，冷点区则位于邵阳市的洞口县、隆回县、

绥宁县三县。将城镇化热点地图与人均 GDP 水平的热点地图相对照，可发现热点分布的格局大体一致，而城镇化的冷点区与人

均 GDP的冷点区在空间上对应性不强（图 7）。可以认为，城镇化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方，城镇化率提升较快。历史积累所形成的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相比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拉动更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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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带动策略 

  前文的分析已经体现了近年来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在日益增强，尤其是在以长株潭为代表的经济

发达地区；而在经济后发地区，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仍不明显。未来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以经济发达地区为重点，做大做强

地区级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县（市），应通过经济带动策略实现区域相对均衡及经济与城镇

化协调发展。 

  4.1 核心区发展指引 

  长株潭城市群是在湖南省中城镇化水平最高、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显著的城市群，应统一规划跨区域的资源开发、产

业布局、设施配套等重大问题；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人口聚集；大力推进城际铁路、机场、

长株潭组合港和岳阳港等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大力推动人口、产业、技术、资本和市场的聚集和融合，放大同城效应。加快长

沙、株洲、湘潭、衡阳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城镇密集区和现代化生态城市群。 

  4.2 地区级中心城市发展指引 

  地区级中心城市发展是湖南省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城镇体系中，地区级中心城市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大城市需要地区级中心城市的支撑，小城镇同时需要中心城市的带动。现阶段，需要提高现有中心城市的质量，大力发展地区

级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城市的综合经济带动能力，提高城市的集聚和辐

射能力。 

  4.3 一般县（市）发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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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加大扶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力度，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增

加县域经济设施投入，改善县域基础条件；支持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县城和中心城镇聚集，发展县域特色产业，提

升县域产业支撑能力；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构建以工业园区为重点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4.4 经济空间发展时序 

  现阶段继续推进空间非均衡发展战略，首先提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做强长株潭城市群；其次，加快各区域中

心城市对周边县、市的极化带动作用，实现中、小城市优化发展；第三，通过城镇密集区的率先发展推动区域整体城镇化进程，

进而辐射周边地区，实现区域城镇和人口空间格局的合理协调发展。 

  注释： 

①根据自然地理和经济空间特征，将湖南省划分为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环洞庭湖（岳阳、益阳、常德）、泛湘

南（衡阳、郴州、永州）和大湘西（湘西、怀化、张家界、邵阳、娄底）等四大片区。 

  ②对于 z（ ），大于 1.96 表示显著的高值集聚，1.65－1.96 表示较显著的高值集聚；此二者属于高增长集聚区，即城

镇化/经济发展热点区 0－1.65表示弱的高值集聚，－1.65－0表示弱的低值集聚；此二者属于空间集聚不显著。－1.96—－1.65

表示较显著的低值集聚，小于－1.96表示显著的低值集聚；此二者属于低增长集聚区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冷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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