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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度分析 

任秋爽，李孝坤，欧力文,杨乔，杜佳1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农村全面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关注重

点。选择国家级贫困 县重庆市万州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四个方面构建

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评价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动态变化特征，揭示乡村

综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并得出结论。针对万州区乡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乡村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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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贫困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任重道远。在我国，目前约有 1/2的人口生活在

乡村，城市化水平虽然在快速提分.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有数以亿计的人 二在乡村居住生活，农业和乡村发展已成

为我国经济 ：土会发展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当前的贫困状况看，我国大多

数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在 10%以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 8个省区高达 12.1%。西部贫困地区乡村地势复杂、自然灾害频

发、基础设施不完善、少数民族众多，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乡村居民生活贫困、 住房条件差、文化活动少，因此这些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尤为缓慢，贫困问题较突出。为了改善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恶性循环的现状，必须合理、科学、全面地促进乡村综合发

展。乡村综合发展不仅仅是乡村经济发展，同时要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农业发展和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大背景下，建设富裕美丽的乡村显得尤为迫

切，因此我国地理学界逐渐将研究的方向由城市转向乡村。目前，不少学者对乡村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

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不同区域尺度上的乡村空间分析、乡村分类与乡村评价、乡村生态与乡村景观、乡村土地利用等方面。 

我国对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乡村的研究依然非常滞后，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针对贫困地区乡村综合发展 水平的研究不多。

本文主要考虑到生态环境方面的因素，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评价我国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生态环境及

其综合发展水平， 并借鉴“障碍度”模型从整体和局部评价各要素对乡村 综合发展水平的障碍度，同时提出我国乡村进一步

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丰富乡村地理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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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在西部贫困地区乡村扶贫攻坚工作中表现突出，主要是他们找准定位，并结合自身的综合发展优势与缺陷，

采用合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大力攻克贫困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本研究以重庆市万州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提供一些新的

思路尝试对该区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 相似的贫困地区发展与脱贫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改善我国贫

困乡村的人居环境、提高乡村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同时有利于 进一步研究优化模式、推

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万州区是 2012 年我国确定的 592 个国家 扶贫重点县之一，也是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之一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区。重庆

市万州区地处我国长江上游地区 (107。55'22"—108°53'25"E、30°24'00"—31°14'58"N),位 于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

心，幅员面积 3457km
2
，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海拔在 106-1762m 之间，研究区位置图 1。 

 

重庆市万州区户籍总人口为 175.47 万人，常住人口为 100.24 万人，区内居住着以汉族为主的 27 个民 族。万州区是我国

的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但自 2012 年以来，万州区创建了 17 个市级示范村，走出了一条 因地制宜、极具特色的发展建设之

路。 

3 数据与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数据直接来源 于 2006—2016 年的《重庆统计年鉴》、2016 年的《万州区统计年鉴》、

2016 年万州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以及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上 30m 分辨率 的地形数据和重庆市各区县的行

政边界矢量图。另一 类数据为实地调査采集数据。按照分层(分类）随机抽 样的原则，将问卷分为乡村管理者部分和村民家庭

户 部分,在万州区辖的 12个乡、29镇、11街道的 1277个 居委会(村委会）内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210份，收回有 效样本问卷

194 份，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实地调查数据为自来水接通户数和旱厕改建户数。 

3.2乡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并结合万州区实际，从乡 村经济发展、社会

发展、农业发展、生态环境 4个方面 选取 20个指标,构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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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熵权法 

本研究选用评价分析方法中常用的熵权法，客 观地确定出各项指标的权重。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将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

处理。设该地区有 m个年份， n项评价指标（1<=i<=m,1<=j<=n,且 i、j€Z)，yij表示第 i年第 j个指标的指标值，其中逆向指

标需做变换处理。同时，为避免求熵值时对数的无意义，进行以下处理得到标准化值,表达式为： 

 

 

3.4加权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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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障碍度评价法 

在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不仅要建立完整的 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更具有 现实意义的问题在

于探究发现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障碍因子，以便为实现乡村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合理的对策 建议。因此，本文将障碍度模型引入乡

村综合发展障碍度指标评价体系，对乡村综合发展中的各个因素进行评价分析，以探究乡村在综合发展中的主要阻碍因素。 

为了确定影响乡村综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根据式（1)和式(4)可计算出指标层下各单项指标的障碍度得分 V结果可表示

该因子对乡村综合发展的阻碍程度，得分愈高，阻碍程度愈大。其表达式为： 

 

此外，在分析各单项指标障碍度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计算出各目标层的障碍度评价得分。即该目标层下各单项指标障碍度

的得分之和，0表示各目标层对乡村综合发展的阻碍程度。其表达式为： 

 

4 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特征 

对指标标准化后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再用加权和法计算出重庆市万州区 2005—2015 年指标层和目标 层的综合发展水平得

分，得到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层的变化趋势（图 2)和目标层与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图 3)。在乡村经济发展、社会

发展、农业发展、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重庆市万州区乡村综合发 展水平演进呈现以下特征。 



 

 5 

 

4.1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万州区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年际变化 程度有所不同，从 2005 年的 0.0057 上升到 2015 年的 0.2564。在 2013

年之前，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缓慢上升，这是因为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形地貌复 杂、多高山陡坡，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

的制约较大，使 前期乡村经济发展增速较为平缓。2013年以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大幅提升趋势。其中，乡村人均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迅速增长，同时万州区利用政策“洼地”优势使乡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4.2乡村社会发展水平 

重庆市万州区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阶段性差异明显，从 2005 年的 0.0133 上升到 2015 年的 0.3006。

“十一五”时期万州区重点推进了交通发展，同时基础教育以及医疗服务设施也得以快速发展，总体上 2005-2009 年间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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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平稳增长。但是重庆市万州区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并不稳 固，后期虽然开始了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等,社会发展步伐

相对于乡村综合发展的步伐依然逐渐减缓。因此,万州区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在 2010—2012年间快速增长，在 2013年略微下降后

缓慢回升，但后期增长速度下降。 

4.3乡村农业发展水平 

万州区乡村农业发展水平保持持续缓慢上升，从 2005 年的 0.0082 上升到 2015 年的 0.2027。由图 2 可知，万州区该目标

层下的各项指标得分均持续增长，尤 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较大。根据城乡统筹发 展的总体要求，当地政府加大了对

乡村农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改善乡村的生产条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乡村发展。  

4.4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平缓上升。万州区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起点较高，在 2005 年达到 0.0091,仅次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得

分，但是整体增长速度极缓，到 2015 年仅上升到 0.1546。其中，农药使用量虽然水平不高但发展势头足，而植被覆盖率水平

则趋于稳定。 由于很长时期内万州区的乡村整体建设重心依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建设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新农村建设 力度

不够。 

4.5乡村综合发展水平 

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阶梯式上升且增长率加快。由图 3 综合得分折线可见，万州区综合发 展水平由 2005 年的

0.03629 上升到 2015 年的 0.7941。 其中,2005—2009 年 4 年间上升相对缓慢，增长速率为 5.41%, 2010—2012 年增长速率为 

5.67 % ,到 2013-2014 年发展水平以 7.50%的增长速率迅速提高。总体来看,万州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需 要继

续改善农业发展基础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基础建设，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5 乡村综合发展障碍度分析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后，我们运用障碍度评价方法 即式(8)和式（9)计算出重庆市万州区 2005—2015年各目标层和各指标层

的障碍度，得到乡村综合发展指标层障碍度变化趋势图（图 4)和目标层障碍度变化趋势图（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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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指标层障碍度 

各单项指标对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的障碍度差异较大。图 4为不同时期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各指标障碍程度的变化趋势图。

由图 4可见，2013年万州区在 加大经济发展建设后，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障碍度急剧骤减，

以及生态环境目标层下的旱厕改建率在 2014年后对万州区发展的障碍度也明显降低。到 2015年对万州区乡村综合 发展障碍度

较小的因子有农药使用量、旱厕改建率、公路里程、农村居民收人水平、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乡村社会发展目标层

下的医疗水平、农村用电水平、城镇化率，生产发展目标层下的耕地资源禀赋，以及生态环境目标层下的植被覆盖率为影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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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重庆市万州区医疗水平障碍度波动较大，在 2012年降到 0.0468后又开始增大，到 2015年医疗水平

障碍度上升到 0.1230,增长了 7.6%。2012 年以后，万州区发展进程加快，但是卫生机构的建设数目较小，卫生 机构数量仅由

2012 年的 1215 所增加到 2015 年的 1302 所，相当于每万人共用的卫生机构仅增加了 0.43 所， 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医疗

水平成为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万州区农村用电水平障碍度 由 2005 年的 0.0484 持续缓慢增大到 2015 年的

0.0821。 由于万州区对供电设施的建设力度不够，到 2015 年人 均发电量仅为 290kW·h。万州区城镇化率障碍度在初 始时呈

现下降趋势然后开始加速上升，在 2012年降到最小障碍度值的 0.0346，而后开始增大到 2015年的最大障碍度值 0.0832。万州

区耕地资源禀赋的障碍度也是先降后升，在 2010 年时为最小值的 0.0159，到 2015 年大幅增加达到 0.0986。2010—2015 年万

州区虽然常 用耕地面积减少了 5729hm
2
,但农业从业人数仅减少 34000 人，相当于耕地资源禀赋仅增加 0.0048hm

2
/人。 万州区

植被覆盖率障碍度在 2005—2009 年保持在 0.06，2010-2012 年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力度加大，到 2012 年障碍度达到最小值的

0.0361，2013—2015年着重于经济发展建设，因此植被覆盖率障碍度迅速增大，到 2015年障碍度达到最大值的 0.0859。  

5.2目标层障碍度 

万州区乡村经济发展障碍度波动较大，不同年份 有升有降，2005—2012年呈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最 大障碍度0.4601,2005

—2015 年加速下降并在 2015 年 降到最低值 0.1978;社会发展障碍度在 2005—2010 年 维持在 0.20,2011 年下降至最小值

0.1345，相比于乡 村经济的迅猛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增速减缓，障碍度 2012-2015 年呈折线上升并在 2015 年达到最大值的 

0.4175;乡村生产发展障碍度在 2005—2012 年间呈现 下降趋势，在 2012 年下降至最小值 0. 1453,2013-2015 年持续回升至初

始障碍度 0.23。乡村生态环境障碍度在整体上维持在 0.17，仅在 2014 年障碍度达到最大值 0.2724 由图 5可见，目标层障碍度

呈波动变化特征。从整体上看，2010 年以前各大类型变化不明显，2010年以后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业发展障碍度变化

较明显：万州区在 2005—2010年间由于功能定位不明确，投入不足，发展比较缓慢，各目标层障碍度变化不大；2010—2013年

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乡村社会发展、农业发展对万州区的发展制约程度有所降低，乡村经济发展对乡村发展的负面影响升高，

制约着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2014—2015 年开始着力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目标层对万州区的障碍度迅速下降，乡村社

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障碍度大幅回升，但乡村生态环境的障碍程度在 2013年下降后又回复到初始水平的 0.17。 

6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研究以乡村综合发展为背景，构建评价乡村综 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加权和法和障碍度模型对重庆市万

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该方法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客观，揭示的影响乡村综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符合实际。

主要研究结 论为：①2005—2015年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由 2005年的 0.03629上升到 2015年的 0.7941; 其中，

目标层对乡村综合发展的累计贡献程度依次为乡村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农业发展 >生态环境；对乡村综合发展贡献较大的指标

分别为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医疗水平、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②2005—2015

年万 州区乡村综合发展障碍度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 0.26 左右，但后期有升高趋势；对万州区综合发展障碍度较小的因子有

农药使用量、旱厕改建率、公路里程、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万州 区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障

碍因子为医疗水平、农村用电水平、城镇化率、耕地资源禀赋和植被覆盖率。后期乡村经济发展迅速，而乡村社会发展虽然水

平较高但 是发展速度减缓,对乡村综合发展的障碍程度当前最为显著。要提髙重庆市万州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应着力推进乡

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居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加大投资建设电力施设的力度，加快城市 化进程；优化种植业劳动力结

构、提升劳动力人口素质 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单位耕地面积产值，同时发展立体生态农业，改善种植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完

善防灾减灾系统,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植树造林，扩大植被覆盖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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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提升对策 

针对万州区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业发展、 生态环境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乡村综合发展障碍因子的障

碍程度，万州区要在继续加快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乡村社会发展力度，加快农业特 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不断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质量，推 动乡村持续发展。 

着力推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 年后对万州 区乡村发展障碍度较大的因素交替出现在社会发展和 经济发展方面，如

此间断性的发展对乡村整体的可持 续发展不利。因此，乡村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强调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不能使两者分离开来

独立发展，做到将 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同 时建设、共同发展。具体措施包括：①当前万州区乡

村 医疗水平障碍度显著，应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对口帮扶，建设医疗卫生机构解决居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逐步 建立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加快乡村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大力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丰富村民特色文 化生活。②万州区的农村用电水平

对乡村综合发展的障碍度也较大，由于万州区地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 区，是一个乡村面积较大、贫困人口较多、少数民族较 

为集中的区域，所以应完善乡村水、电、气、通讯、交通、 电视带网等基础设施配套，突出乡村民风民俗及生产 生活特色,并

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体现巴渝传统文化的 “大旅游经济”，这是新形势下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科学 发展方向。③有效提高城镇化

率,大力推进惠民工程， 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通过教育移民巩固城镇 化成果；开展适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城镇

化提供 人力资源保障。 

加快乡村农业发展：对乡村的农业发展，要减小耕 地资源禀赋的障碍度。耕地资源禀赋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村民人均拥有

的常用耕地面积，因此要减小耕地资 源禀赋对乡村综合发展的障碍度，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①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效率

可以使乡村居民在有 限的耕地中耕种得到更多的收益。同时，乡村应利用各自的农业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农业， 

因地制宜地发展柑橘、蔬菜、畜牧等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②减少撂荒地。减少撂荒地可以直接增加乡村 的常用耕地面积，

也可以对土地进行集约利用，推进承 包地的有序流转，集中规划、集中经营；积极教育和培训出新型的职业农民，使劳务经济

得到健康发展；改善农业发展条件，促进三个产业的有效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可开工建设一些新的能为村民提

供 直接或间接收入的工程项目，如确立万州区为“电商进农村”示范区，这样就可以给村民增加就业的工作岗位，扩大农民的

消费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万州区 政府应着力于改善乡村现有的金融环境，如加强非公 有制经济的发展，建立面向乡村

规范合法的民营金融 机构，为乡村居民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增大乡村信贷 社的贷款额度，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帮助

村民 拓展市场增加收人；加大力度招商引资并且在建设过 程中加强对投资环境的监管，给乡村的农业发展提供 良好的机会。 

持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万州区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0.67 万 hm
2
，但是乡村森林覆盖率对乡村综合

发展的障碍度依然明显，因此要增加森林种植面积，增加植树造林的范围，力争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乱砍滥伐；养护现有森林，

避免天灾人害。乡村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包括建 设乡村污水处理工程，对乡村环境进行连片整治、治理 养

殖场污染、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等。如创新农村垃圾 污水处理模式，采用村民自治的“联户分片承包模式”， 对生活垃圾进行

粗分类后按照不同的种类分类进行处理；又如甘宁镇楠桥、永胜、永正村引进绿狐尾藻对河流和养殖污水进行生态治理，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可依靠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以独 特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气候为主体，打造极具本土风情 特

色的观光休闲度假村，如万州区太安镇凤凰社区打造的“凤凰茶乡”乡村旅游景区。  

6.3 讨论 

本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时，在乡村经济发展目标层中多体现农业产业指标，对 非农产业指标的体现

力度稍显不足，今后研究中可适当加强体现非农产业的指标，使其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更加全面。贫困地区自然社会环

境差异巨大，本研究涉及区域范围较小，未对其他贫困地区进行 分类和比较研究,在后期的研究中可增大研究地域范围，对贫

困地区的乡村进行分类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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