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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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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云南省 16 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应的测度指标，基于面板分析及空间分析方法，对 2014 年云

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从空间上看，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不

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非均衡性较显著，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特征；②从城镇化指

数对比来看，除省会昆明外，其他市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城镇化，以丽江、迪庆、德宏地区最为明显；③从各市州

耦合协调度来看，除昆明为高度耦合时期外，其他大部分为一般耦合时期，少部分地区正处于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

时期过渡。针对存在的问题，云南省各市州应坚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并结合各市州的区位、资源、

经济和发展水平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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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止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6．1%，城镇化过程中引发的诸多问题也

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早期关于城镇化研究主要通过数理方法
［1－4］

，从多维度建立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
［5］

，测算不同

尺度的城镇化水平
［6，7］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质量，倾向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转型与土地利用
［8］
、

经济发展
［9］

、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发展问题。近年来，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重

点，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人口、土地、产业等耦合度进行时空分析
［10］

，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2015 年云南省城镇化率达到了

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1%，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10－13］

，更多是把旅游业、民族化和城镇化相结合
［14］

，

针对云南“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的空间分析还略显薄弱。

本文以云南省 16 个市州为研究区域，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分析法研究了云南省各市州“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

调度及空间布局关系，探讨了该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问题。

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特点分析

1．1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是城镇化的核心，其内

涵还包括非农人口市民化后享有的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水平提高
［7，11，12］

。此外，由于城市建设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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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失地进城也是导致人口城镇化的原因之一。2014 年，云南省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40．4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27．2%。

1．2土地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强调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
［13］

。土地作为城镇化的载体，实质是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增大和内部结构调整的过程。云南省 94%的土地面积为山区，6%为坝区，能用于城镇建设用地的土地资源十分紧缺。

近年来云南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主要以丽江、迪庆、西双版纳等旅游城市发展较快为主，形成了以第二、三产业发展较快的

城市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产业支撑较弱城市的格局。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人口和土地作为城镇化的两个因素，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14］

，土地城镇化

是人口城镇化的基础，而人口城镇化必然会带动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城镇人口增多会导致城市居住地、公共绿地等基础设施的

增加；同时，土地城镇化推动了人口城镇化速度，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人就业和居住。在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达到同

步发展。

2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选取

本文在界定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遵循可比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借鉴已有的评价指标
［15］

，选取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的测度指标
［16］

。人口城镇化指标主要包括城镇人口数量、城市人口密度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土地城镇化指标主要包

括建成区面积、人均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2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对云南省各市州 2014 年指标数据统一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的指标均具有正向作用，由此数据标准变化可采用正则化

公式: 。式中，Yij为标准化后的值；Xij为第 i年第 j项指标原始值；Ximax、Ximin分别为

相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3研究方法

熵权法———指标权重的确定:熵是对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熵值越小，表示某项指标值变异的程度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

息量越大，其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
［17］

。熵值法可根据客观原始数据和各项指标提供的信息来确定权重，能有效减少多指

标变量之间信息的重叠性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来客观确定指标权重
［19］

。

计算第 j 项指标权重的过程如下: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年指标值的比重 P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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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j:

本文运用上述研究方法进行计算，得到 2014 年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项指标的权重值(表 1)。从表 1可见，“人

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指标的权重以及各指标对两者耦合协调度贡献率的大小。人口城镇化各指标中作用相对较高的

是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0．1520)，在衡量人口城镇化的指标中，三者的权重差异较小(非农人口 0．1441、城市人口密度

0．1399)，说明三者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差异不大。土地城镇化各子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均建成区面积(0．1538)，建设用

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0．1525)、建成区面积(0．1420)与之相差不大，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相对较小(0．112)。在衡量土地城

镇化各指标中，三者的权重相差不大，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权重较小。

耦合协调分析法:耦合协调分析法包括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发展度函数，其中耦合度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13］

:

式中，C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函数；Ui和 Si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

且α+β=1；k 为调节系数，参考前人研究的成果，本文取值 2。基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文中α和β

分别选定为 0．5［13］。C∈［0，1］，C趋于 0，则表示两个系统趋于协调，失配性趋大；C 趋于 1，表示两个系统趋于协调，

适配性趋大。耦合度函数虽然可以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度，但不能区别低于水平耦合和高水平耦合，所以引入耦合发展度函数，

公式为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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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函数，D∈［0，1］。D越大，表明两个系统协调性越好；反之，其失调性

越大，系统趋于退化。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19］

的基础上，将耦合发展度划分为四个阶段:拮抗时期(0≤D＜0．4)、一般耦

合时期(0．4≤D＜0．5)、高度耦合时期(0．5≤D＜0．8)、系统优化时期(0．8≤D≤1)。

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性分析

3．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差异分析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对云南省 2014 年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从选取的各指标中算出各指标

权重(表 1)、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数(ui)、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数(Si)、耦合度(C)和耦合发展度(D)，见表 2。

人口滞后型城镇化指数差异分析:分析表明，除昆明的人口城镇化指数高于土地城镇化指数外，其他 15 个市州人口城镇化

指数都略低于土地城镇化指数，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城镇化。在人口滞后型的曲靖、红河、西双版纳、普洱、临沧、怒江、昭通、

玉溪、保山 9个市州中，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相差较小，基本都保持在 0．7以内。其中，玉溪的人口城镇化指数

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差异最小，为 0．005。丽江、文山、楚雄、德宏、大理、迪庆两者的指数差异相对较大，其中迪庆州两者间

的指数差异最大，为 0．1968。

从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指数空间分异来看(图 1a)，各地区空间差异性显著。人口城镇化指数最高的是昆明，曲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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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次之，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较好，昆明属云南省会，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综合实力较强，而曲靖、红河主要是

以煤矿、有色金属发展为主，离昆明较近、区位条件好、市场广阔，容易吸引更多人口集聚。迪庆的人口指数最低，主要是因

为该区域地势较高、资源相对匮乏、区位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落后、发展缓慢，再加上少数民族集聚，因此造成人口城镇化指

数较低。云南省人口城镇化指数总体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表明各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除了与各地区经济基础有着密切关系外，

还与各地区的区位、资源、产业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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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滞后型城镇化指数的分布特征:云南省土地滞后型城镇化城市只有昆明，呈现出昆明独高的特点，其他 15 个市州都属

于人口滞后型。表 2对比类型显示，只有昆明土地城镇化指数高于人口城镇化指数，城镇化类型属于土地滞后型，其他 15 个市

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

图 1b 反映了土地城镇化相对较高的是丽江、曲靖、迪庆，最低的是玉溪、保山、临沧、昭通等地。丽江、曲靖、迪庆等地

土地城镇化指数较高，主要是因为丽江、迪庆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产业发展助推了当地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城市用

地不断扩张致使土地城镇化发展加快。然而，人口城镇化与之并无密切联系，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会导致该地区土地城镇化偏高，

人口城镇化偏低。而昆明土地滞后型城镇化会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

从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综合来看，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土地城镇化特别典型。除昆明人口城镇化(0．3292)

快于土地城镇化(0．2425)外，其他市州都是土地城镇化优先，特别以丽江、迪庆、德宏最为典型，它们的土地城镇化水平远远

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从而导致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两者发展不协调。从全省看来，土地城镇化指数与人口城镇化指数相差

较大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地方，说明在土地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云

南省整体城镇化水平偏低，除省会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呈现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状态，这是由于近年

来云南省经济发展迅速，城镇空间扩展加快。但现实表明，目前城镇用地的效率偏低，造成城市建设虚大，城镇空间扩展需要

和城镇人口增长协调，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应防止城镇空间的无序扩张，提高城镇用地的利用率。

3．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差异分析

采用 2014 年云南省 16 个市州作为研究区域，按照耦合系统模型计算出云南省 2014 年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

指数和耦合发展度(表 2)。根据计算结果和划分标准，结合 ArcGIS10．1 软件，将云南省各市州的耦合发展度划分成以下 3种类

型:拮抗时期、一般耦合时期、高度耦合时期(图 2)。从图 2 可见，云南省城镇化质量不高，内部城镇化差异较大，出现昆明独

占鳌头的状况，离高度耦合阶段且有序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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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拮抗时期的有迪庆、保山、大理、昭通、玉溪 5个市州(图 2)。玉溪的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数(0．1365)与土地城镇化指

数(0．1415)相差最小，两者的耦合度(0．9997)在 16 个市州中最高，但耦合发展度相对较低，还处于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时期

过渡。从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来看，两者的耦合度非常高，说明玉溪在城镇化发展中两者高度匹配，但耦合发展

度较低，这与玉溪产业经济发展、少数民族集聚有着密切的关系。迪庆是云南省 16 个市州中人口城镇化(0．0798)和土地城镇

化(0．2766)最低的地方，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迪庆位于云南省最北的横断山区，少数民族在此聚居，地形、

交通、资源都阻碍了迪庆的发展，从而造成人口城镇化指数较低。近年来，由于迪庆旅游业逐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

地经济发展，开始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因此土地城镇化指数较人口城镇化指数有了一定增加。

处于一般耦合时期的有曲靖、红河、丽江、文山、西双版纳 5个市州，空间上主要分布在沿边地区。处于一般耦合时期各

市州中，曲靖耦合协调发展度最高(0．4961)，正在向高度耦合时期过渡，表明曲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除昆明

外最高，其他各市州的耦合发展度分别达到了 0．4756、0．4597、0．4166、0．4132，处于一般耦合向高度耦合的过渡时期。

此外，处于拮抗时期的各市州在空间属于沿边地区，各自具备独特的第二、三产业资源优势，主要以发展工业、旅游业为主，

其中曲靖、红河、文山等地以发展矿业为主，丽江、西双版纳等地以发展旅游业为主。各地区在充分发挥第二、三产业优势的

同时，应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各自的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的增多、城

镇用地的扩展，这些都加快了云南省各市州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

处于高度耦合阶段的有昆明，耦合发展度整体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向其他地区递减的趋势。昆明的耦合发展度达到了 0．5285，

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分别达到了 0．3292 和 0．2425，两者耦合度达到 0．9770。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是

云南省最发达的核心城市，不论是从经济、政治、产业、文化、交通还是其他基础设施来看都具有绝对优势。独具优势的市场

吸引着更多的人进入昆明，这也是造成昆明人口城镇化加快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土地城镇化的进程，

目前昆明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也是云南省唯一一个土地城镇化滞后型的城市。

总体而言，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绝大部分属于一般耦合时期。目前两者耦合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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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度耦合时期的只有昆明，表明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差异明显，两者的耦合发展度一定程度上与当

地经济、产业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人口、土地等众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

是推进城镇化是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在对云南省城镇化质量研究时选取了多重评价指标。

本文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法对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行了耦合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条结论:①云南省

“人口、土地”城镇化指数及耦合协调发展度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各市州具备的资源、区位和基础条件是造成各差异的重要原

因。②从云南省人口城镇化指数、土地城镇化指数和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除昆明市属于高度耦合外，其他市州仍然处

于一般耦合时期，甚至少部分还处在也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时期过渡阶段，城镇化水平偏低。③云南省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

以昆明市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特点。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对比来看，除昆明市，其他市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其中以丽

江、迪庆、德宏最为突出。

4．2讨论

基于云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特点，不论是人口滞后型还是土地滞后型，都不能正确引导城镇

化的协调发展。当土地城镇化过快时，会出现土地资源浪费、利用效益率低，甚至出现“空城、鬼城”等现象，造成城镇化失

调；而当人口城镇化发展过快时，城镇发展空间不足又会限制城市的发展，造成人口膨胀、城市拥挤、房价飙升、环境恶化等

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云南省应该针对各市州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并结合各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区位条件以及资源状况来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坚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在保持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各州的城镇化质量。

本文从“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对云南省各市州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目前还属于城镇化研究的初步阶段，之后将进

一步完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随着基础数据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应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对尺度

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并对基于耦合协调性的云南省城镇化空间优化发展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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