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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浙江省 11 个地市为例
*1

徐越倩 彭艳

【内容提要】:户籍人口城镇化直接反映着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 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是

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影响城镇化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

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 2007 年以来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

间的关系特征，并发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切相关，城镇化的重难点在于

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

给和均等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

式，建立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

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

【关键词】:户籍人口城镇化 基本公共服务 耦合协调度 浙江省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推行和各地人口

政策一定程度上的松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水平得到了飞速提高，创造了“中国式发展”的奇迹。但是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脱

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病”的出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

无法满足城镇人口发展的需要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要以人为核

心推进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更是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 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的战略目标，首次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加以区分，明确了“以人为本、四化

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思路。可以说，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提供均衡的基本公共服

务，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重要前提。研究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将有助

于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与格局。

一、文献回顾

传统研究中往往将经济的发展水平看作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因素， 甚至认为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存在着正相

关关系， 但是一些学者运用时空序列等分析方法， 通过对比区域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数据， 发现经济的发展对人口城

镇化的即时带动效率并不明显， 两者的发展存在不一致性（王亚力等，2014）。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由经济驱动的

阶段进入到了公共服务推动的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人的发展—城镇发展—供给能力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 的清晰逻辑关系（方茜，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 要让更多的农

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享受有效、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李永红，2014）。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虽然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侧重点不同，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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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张晓杰，2010）。也有学者进一步运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一观点，如皮灿、杨青山等（2014）通

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与通径分析法， 印证了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互促进的逻辑推测。但有趣的是，随着研究

的深入， 人们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单纯地判定为因果关系， 在很多时候两者相互影响，关系显得尤

为“错综复杂”。于是，学界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开始侧重于对人口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协调度的考察上。如蔡秀云、

李雪等（2012）认为中国公共服务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并不同步；崔治文、韩清（2016）通过对我国 8 个区域 2000 年-2012

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的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变动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呈现弱相关关系，两者并不是传统的良性互动关系；尹鹏等（2015）

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脱钩模型， 对该省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测度， 分析人口

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否耦合以及是否协调。

应该说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互相影响的观点， 而且两者呈现较好的耦合协调度也成为

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追求。但是中国不同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仍有着显著差异，政策路径也因

此大为不同。基于此， 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为分析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

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描述， 旨在发现浙江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发展是否协调， 进而为浙江提高新型城镇

化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

（一）研究区域

浙江省作为东部发达地区， 在城镇化进程中吸引了大量本省和外省的农业人口进城就业。2014 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镇

化水平达到 6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32%左右， 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浙江省一些试点地

区取消了农业户口， 但是附着在一纸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 这意味着在城镇常住人

口中有一半的“农民” 无法真正公平地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出，浙江省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将

进入关键时期， 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有助于提升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

（二）耦合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我国对城镇化的统计口径与统计指标尚未形成官方意见， 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我们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

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定义为户籍在某一区域的城镇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并从基本教育服务、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基本文化体育服务和基本市政设施服务 5 个维度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体指标

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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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层次分析法（AHP）。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的萨迪（T.L.Saaty）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了著名的层次分

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该方法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具有较广泛的应用范围。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系统中含有 5 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中又有不同的指标， 这些具体的指标对于相应子系统的重要程度不一

样，5 个子系统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系统的重要程度也各不相同， 因此本文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基本公共服务子系统及其相关指标

进行权重确定。

基本公共服务

式中，X1、X2、X3、X4、X5 分别表示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

服务，k1、k2、k3、k4、k5 分别表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所占的权重（见表 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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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耦合协调度模型。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对彼此产生影响的现象，其强度可以

用耦合度来表示；协调是指系统各个要素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协调一致，其协调一致的程度可以用协调度来表示。本文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彼此作用、互相影响、和谐一致的程度，根据耦合协调参

数，给出如下模型结构：

式中：C 为耦合度，其中 C∈（0，0.3]低水平耦合，C∈（0.3，0.5） 拮抗阶段，C∈（0.5，0.8] 磨合阶段，C∈（0.8，

1）高水平耦合；T 为综合评价指数，反映的是对协调度的贡献，α、β 为待定系数，我们认为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

务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α=β= 0.5；D 为协调度，D 越大，协调度越高，D 越小， 协调度越低， 划分为十种类型：D∈（0，

0.09）极度失调、D∈（0.1，0.19）严重失调、D∈（0.2，0.29） 中度失调、D∈（0.3，0.39） 轻度失调、D∈（0.4，0.49）

濒临失调、D∈（0.5，0.59）勉强协调、D∈（0.6，0.69）初级协调、D∈（0.7，0.79）中级协调、D∈（0.8，0.89）良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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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D∈（0.9，1）优质协调。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为空间基本单元，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均来源于 2008 年和 2016 年浙江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统

计公报，主要包括各市域的户籍城镇人口数、户籍人口总数、基本公共服务各衡量指标数据等。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中

各指标的量纲不一， 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因此本文采用极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来消除数据的量纲。运用层次分析法

计算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5 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权重根据对各个指标所占权重进行算术加总而得， 进而求出各研究对象的

发展指数。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格局特征

根据定义， 计算出 2007 年—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图 1）。

①从时间上来说，2007 年—2015 年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年平均增幅基本保持

在 2%左右。各地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时间稳定性较强，2007—2014 年各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时间波动幅度不大，总体上

处于增长态势，尤其是 2014—2015 年间增幅较明显， 这与浙江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部分地区落户政策放宽有关。
②
从空间特

征来看， 浙江省各地级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 高值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包

括湖州、嘉兴、舟山、宁波、绍兴和杭州， 低值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包括台州、温州、衢州和丽水等地。杭州

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为浙江省历年最高， 平均指数为 0.5476， 这主要与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 嘉兴市和宁波市

次之， 指数均值分别为 0.4418、0.3912， 丽水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始终处于最低水平，指数均值为 0.1889。

（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

结合表 2 中给出的权重，运用公式（a），计算出 2007 年和 2015 年基本公共服务指数， 对这两个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的格局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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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总体格局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处于增长态势， 以杭州市的发展水平最好且增长幅度最大，由 2007 年的 0.3612 增长到

2015 年的 0.8824，宁波市和温州市次之。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的是舟山、丽水、衢州和湖州四地，舟山处于最低水平，

这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图 2）。

2．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分析

①基本教育服务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且极化特征突出。杭州市增长幅度最大，增长指数为 0.2377，宁波市次之，舟山

市增长幅度最小，仅为 0.0161；舟山市、衢州市、丽水市和湖州市基本教育服务水平较低， 舟山市的增长率仅为杭州市的 6%。

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显著相关， 各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均呈现增长态势，这与各地医疗资源分布广泛、

浙江省不断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但是整体水平较低，杭宁地区的医疗水平虽然是最高的，但是 2007 年和 2015 年

的发展指数也仅为 0.1146 和 0.2799，这说明全省各市的医疗卫生水平仍有待加强。
③
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地域差异逐渐明

显， 杭州市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较高， 舟山市则处于最低值， 这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规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④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地域差异不大，具有相似的发展变化特征，且总体来看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图 3）。



7

（三）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公式（b），计算出 2007 年和 2015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对此进行分析。

1.两者耦合度分析

①由表 3 中的数据可知，无论是 2007 年还是 2015 年，这两者的关联程度并未减弱，除舟山市和湖州市之外， 浙江省大

部分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都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耦合度均处于上升状态。这说明户籍人口城镇

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程度在加强。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

也有了较大增长，从 2015 年的数据显示来看，除杭宁温地区之外其余各地综合发展水平仍然不高。②2007 年，浙江省户籍人

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均处于磨合阶段及以下，PX1、P -X2、P -X3、P -X4、P -X5 的均值分

别为 0.7547、0.6511、0.4953、0.3393、0.2991， 整体差别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之间的

耦合水平较高，处于磨合阶段，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处于拮抗阶段， 与市政设施服务之间的

耦合水平则处于低水平耦合区域。③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之间的耦合度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P-X1、P-X2、

P-X3、P-X4、P-X5 的均值分别为 0.8080、0.7274、0.5598、0.3861、0.3408，与 2007 年相比，温州市、台州市两地的户籍人

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耦合度出现下降，平均

下降指数为 0.0495，金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下降 0.0093，其余均有所上升（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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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者协调度分析

①2007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度不高，均值为 0.427，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2015 年情况

有所好转， 达到初级协调的水平。②2007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的协调度较高，均值为 0.3622，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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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协调度次之，均值分别为 0.3207 和 0.2671。从 P-X1 来看，杭州市协调度最高，处于勉

强协调阶段，舟山市协调度最低， 处于严重失调阶段； 从 P-X2 来看，杭州市和宁波市的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绍兴市、

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舟山市的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其余各城市都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从 P-X3 来

看，大部分城市处于严重失调阶段， 只有杭州市的协调度稍好一些，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从 P-X4 来看，地区差异较小，

但总体水平较低；从 P-X5 来看，舟山市的协调度极低，处于极度失调阶段，与其地理位置临近海洋有较大的关系。③2015 年，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都在上升， 这表明在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浙江省的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也在上升。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协调度提升较快。

3.两者增量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

由两者的增量耦合情况（表 6）可知，除舟山跟衢州两地处于磨合阶段之外， 其余各地两者的增量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其中温州市的耦合度最高，而耦合协调度却只有 0.4，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宁波市也仅仅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这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升水平之间并不是“并驾齐驱”的。从耦合度 C 及两者发展综合评价指

数 T 分析可知，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的基本公共服务增长指数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增长指数， 表明这 5 个地方的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呈现出低发展水平上的高度耦合特征， 属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 其他地方则表

现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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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不仅需要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 更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来增强区域人口

的集聚能力。这需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对待，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所有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对落户城镇

的农民， 逐步实现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体现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关系的

准确把握，有利于提升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水平。本文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算数据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 浙江省各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时间上相对较稳定，2007 年-2014 年的时间波动幅度较小，政策因素使得

2014 年-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有了较快增长； 空间特征表现为地区非均衡性， 高值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和中部核心

城市，包括杭州、嘉兴、宁波和绍兴等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近年来放宽落户限制政策的实施以及城市内公共服务的逐渐

完善等因素导致杭州、宁波、嘉兴等地城镇户口的吸引力较大。低值主要分布在浙东南和浙西地区，由于衢州、丽水等城市地

处山区， 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程度有待提高，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因素导致“留不住人”。杭州与丽水两地分别是户籍人

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最低的地区， 这恰恰说明外来人口在选择城镇落户时经济和社会便利程度是其主要考虑因素。

（2） 浙江省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增长态势，杭州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且增幅最为明显。基本教

育服务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最高且极化特征较为突出， 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次之，文化体育服务和市

政设施服务发展水平总体较为落后。

（3） ①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总体耦合情况较好； 从协调度均值来看，2007 年和 2015 年

两个年份均大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结合协调度及两者综合发展水平 T，根据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的类型及其判别

标准， 我们可以对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进行如下描述：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和湖州市均处

于低发展水平和低度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型地区；杭州市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和中度协调、且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地区；

温州市属于低发展水平和中度协调、且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地区；除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余各市均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和低度协

调、且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地区。②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呈现出由基本教育服务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

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市政设施服务依次递减的规律，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

务两者之间均处于低度协调水平。

（4） 浙江省各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之间相互影响关系较强， 但是两者增长水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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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耦合度很高而协调度有待加强， 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的增加无法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之间保持良好协调和呼应。杭宁绍

衢四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均超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加， 这表明上述四地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及其配套改革来提升外来

人口在该地区的落户意愿。其余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均低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加， 这表明未来需要通过提升城市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实现协调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政策启示：

第一， 户籍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制度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

切相关。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化， 构建与户籍人

口城镇化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根据

城镇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以需求为导向，使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均衡配置。

第二，为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调动广大农民落户的积极性，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户籍制

度改革。一是放开城镇户籍管理，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房、稳定职业、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 并自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申请，可获准在城镇落户。二是下放城镇户籍管理权，实行“属地管理”，应以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

非农业人口，也可以以身份证管理取代户籍管理，普遍划分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为统一身份证的一元户籍管理。

三是对进城农民实行集资入户、带资入户办法，积累资金，创造条件，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步伐，并使进城农民在就业、

居住、子女入学、用水用电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 建设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

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农民创造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发展条件。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方式上也要进行创新，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投入， 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形成政府购买服务、

外包和协同治理等多种形态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 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估制度创新，其中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评估主体方面， 应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 使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的评价足以影响

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奖惩任免。在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上，要建立可衡量的公共服务硬性指标，增加公共服务考评结果的影响权重，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更多的资源向公共服务倾斜。在考评对象上， 应不仅对政府部门进行评价还要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评估，

如果实际结果达不到要求，就停止财政预算拨款。此外，还应从法律上认可公共服务评价的地位， 保证公共服务评价成为政府

公共管理中的基本环节， 促使政府有积极性参与公共服务评价工作。在法律上应树立公共服务评价的权威性， 公共服务评价

机构在进行公共服务评价时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扰和影响。

注释：

①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占总系统的权重。层次分析法主要是通过专家讨论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构建两

两比较矩阵，依次计算出权重，并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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