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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祝莹，李贻学1 

(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泰安 271018) 

摘要: 通过建立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设施城镇化和城

乡协调度 6 个方面对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研究发现: 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南昌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鹰潭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 南昌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

赣州市、九江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

抚州市、萍乡市和鹰潭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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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新四化建设为我国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作为与工业化保持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保持相互协调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更加注重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1］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2］
。 

近年来，关于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罗璐
［3］

从人口城镇化效率、城镇经济发展效率、城镇建设效率、城镇

社会管理效率、城镇生态优化效率 5 个方面，采用 Malmquist 指数及 DEA 方法，对江西省的城镇化效率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

汪洋
［4］

以江西省 1984 ～ 2012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选取相关指标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VAＲ 模型，采用协调检验、

因果分析等方法，对江西省的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吴义丹
［5］

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城乡统

筹和生态宜居 4 个方面，结合江西省省情选取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协调度模型和改进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法对江西

省 11 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及两者的协调关系进行了测度。姚林香等
［6］

在明确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

础上，构建了以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空间集约、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 7 个方面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体系，综合利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西省 11 个地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研究分析。 

本文通过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设

施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度 6 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每一个子系统中加入评价准则，

使得评价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全面与丰富，也使评价结果更加具有科学性、整体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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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
［7］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8］
以及江西省 11 个地市 2016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1．2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体系构建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层次性、系统性等原则，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

设施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度 6 个方面，结合江西省实际，遵循评价准则，选取了 38 个指标构建得到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水平评价遵循规模扩大、质量提高的准则，社会城镇化水平评价遵循社会安定、

社会和谐的准则，经济城镇化水平评价遵循经济发展、集约高效的准则，环境城镇化水平评价遵循污染治理、环境友好的准则，

设施城镇化水平评价遵循生活便利、功能齐全的准则，城乡协调度评价遵循城乡一体、经济协调的准则。 

1．3 研究方法 

( 1) 熵值法。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权重的测算采用了熵值法。熵值可以体现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

度越大，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其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就越大。熵值法减少和避免了权重确定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及某些客

观局限［9］，使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10］

。 

( 2) 加权平均法。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测算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公式为: 

 

其中: A 代表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j 代表该体系中指标的项数； n 代表指标个数； dj 代表指标的权重； eij 代

表体系中城市 i 第 j 项指标的初始数值。 

( 3) 聚类分析法。也称群分析、点群分析，是研究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该方法直接比较各事物之间的性质，将性质

相近的归为一类，将事物差别较大的归于不同类，它是数据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技术，它的应用极为广泛
［11－14］

。为便于从总体上

把握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使用聚类分析法对 11 个地市进行系统聚类，得到江西省 11 个地市的新型城

镇化质量聚类谱系图。 

2 评价结果 

2．1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状况 

由公式( 1) 求得的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得到该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分布图( 图 1) 。可以看出，

全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最高的是南昌市，为 121． 67，最低的是鹰潭市，为 29．32，两者的极差为 92．35。全省新型城

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水平为 54．32，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

上饶市、抚州市、萍乡市、鹰潭市要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标准差为 24．1，极差和标准差都比较大，

说明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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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分布图 

2．2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根据熵值法和加权平均法，对江西省 2015 年 11 个地市、6 个子系统 38 个指标的数据进行相关处理，计算出江西省各地

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及各子系统指数。其中，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是南昌市、最低的是抚州市，社会城镇化水平最高

的是南昌市、最低的是上饶市，经济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是南昌市、最低的是宜春市，环境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是新余市、最低的

是抚州市，设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是南昌市、最低的是鹰潭市，城乡协调度最高的是南昌市、最低的是上饶市。同时，各地市

在区内 6 个子系统方面的发展水平也是不均衡的，如新余市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环境城镇

化水平、城乡协调度方面均位于全省前列，但设施城镇化水平却排在第六位，吉安市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经

济城镇化水平、环境城镇化水平、城乡协调度方面均处于全省后列，但设施城镇化水平却位居全省第四位。可见，江西省的新

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在地区上存在很大差异，各地市区域内部的发展也存在不协调的现象。 

3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聚类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后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江西省 11 个地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

指数聚类谱系图( 图 2) 。根据聚类谱系图把江西省 11 个城市划分为 4 个类型: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较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和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3．1 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是南昌市。南昌市位于江西省的中北部，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作为江西

省的省会城市，南昌市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设施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协调度均位居全省之首，

环境城镇化水平位居第二，总体而言，该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高。近几年来，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性

区域规划，南昌市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15］

，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叠加凸显。在这一发展契机的影响

下，南昌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快速变化的趋势。2015 年年末，南昌市的城镇人口为 379 万人，农村人口为 151 万人，

相比 2012 年城镇人口增长了 7．5%，农村人口减少了 5．9%。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 4．6 万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 2． 6 万

元，相比 2012 年分别提高了 11．4%和 51．3%。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作为省会城市的模范与引领作用，加强与周边地

市的交流和合作，积极利用交通优势，促进与全国其他省份的联系。同时，伴随《南昌大都市区规划》的实施，要逐步加强赣

北地区之间的地区协作，依靠大都市区的辐射作用，共同利用基础资源，拉动周边地区人口、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加快新

型城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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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聚类谱系图 

3．2 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是赣州市和九江市。赣州市是江西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但由于其经济基础

薄弱、产业集聚效应不强，受行政区划制约和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仍是中央苏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的代表。2012 年，

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 年国家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为赣州新型城镇化指出了鲜明的发展方向
［16］

。近年来，赣州市通过加快农村改造、农村结构的转型以及重点城镇

建设，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来看，赣州市的环境城镇化水平和设施城镇化水平是比较

高的，但社会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协调度相对而言比较低，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进一步促进周边区域的集群发展，发挥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及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安全，促进企业规模经营、集约化生产。同

时，要进一步挖掘自然资源及文化遗产的发展潜力，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做好旅游行业的宣传工作，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而加大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提高全市社会城镇化水平。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开发城市，也是江西省明确的重点开发城市
［17］

。九江市的设施城镇化水平和

城乡协调度比较高，除此以外，其他方面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但全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而言比较协调。作为港口城

市，九江市并不具备便利的交通优势，对于高铁建设来说，九江市只能向南到达南昌，而东西北方向却道路不畅，随着庐山机

场的注销，更是对九江市的交通带来很大影响。一个地区，如果交通不具备优势的话，那么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来说无疑起

到很大的阻碍作用，随着我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九江市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在内可以考虑在鄱阳湖、湖口县马影镇等地

建立机场，在外争取向西安等地连接高铁。在发展过程中，要完善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加强与省会城市南昌的联系，发挥自

身资源与环境优势，打造自身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 较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是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这 5 个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

对来说比较低，但又独具各自的特点和发展优势。吉安市环境优美，文化底蕴厚重，很有资源特色
［18］

，2015 年该市建成区面积

达到 55．05 km2，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达到 76 km2，相比 2012 年分别增长了 21%和 67%，在城镇规划覆盖率方面有了显著提高。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资源进行整合与利用，做好宣传工作，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

依靠品牌效应带动经济增长，完善各项基础设施，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全面发展。 

宜春市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协调度均比较低。该市缺乏发展优势，没有主导产业及旅游业带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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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挖掘自己的优势产业，通过加强与周边地市的交流与合作，带动自

身的发展与壮大。 

新余市的工业基础厚重，且规模较大，与南昌市联系较为密切。作为江西省乃至全国的钢都，新余市的环境城镇化水平竟

然位居江西省第一，而且其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城乡协调度均位居全省前列，只有设施城镇

化水平位于全省第六，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强城市道路建设、有效扩大公园绿地面积、增加城镇医疗场所，逐步

完善各项基础设施，提高设施城镇化水平。 

景德镇市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国的“瓷都”，该市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陶瓷业、旅游业、航空业等二三产业发展都比较迅

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既要推动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设施城镇化的发展，又要对具有旅游特色的古城建

筑与文化加以重视，保护好老城区以及历史街区的风貌
［19］

。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主导产业向高新技术突破，以此带动经济增长，

全面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上饶市自古就有“上乘富饶、生态之都”的美称。江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将上饶建成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和

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区域中心城市，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将上饶列为全省除南昌外的三个特大城市之一
［20］

。伴随

着这些发展机遇，近年来，该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 年，上饶市的城镇人口达到 318万，相比 2012 

年提高了 9．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5 万元，相比 2012 年提高了 29%，但社会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协

调度仍位于全省后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发

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全面发展。 

3．4 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包括抚州市、萍乡市和鹰潭市。抚州市既是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组成城市之一，

也是国务院确定的二十个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城市之一
［21］

，拥有“适宜创业、适宜旅游、适宜居住”的美称。该市环境优美、文

化历史底蕴丰厚，凭借着资源与环境优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水平不高。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

化、设施城镇化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续依靠生态优势，努力打造赣北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绿色

富氧之心，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萍乡市位于江西省的西部，素有江西“西大门”之称
［22］

，该市虽有“江南煤都”的称号，但仍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

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试点城市以及江西省 4 个享受东北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城市之一，近年来，该市新

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方面，位居全省前列，但在环境城镇化和设

施城镇化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强化中心城区，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在促进

新型城镇化全面建设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着重加强环境城镇化和设施城镇化的建设。 

鹰潭市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虽然在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中排名最后，但 2015 年，依靠工业发展优势，已成功

进入国家新型城镇化全国试点城市。该市的社会城镇化水平和环境城镇化水平排名相对靠前，但设施城镇化排名最后。2015 年

年末，该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有 13．91 m2，比 2012 年的 13．76m2 仅提高了 1．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5．86 m2，比 2012 

年提高了 28%。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强对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全面发展。 

4 结论 

( 1)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不能仅仅通过城镇化率表达，评价一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需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本研究选取了涵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等多个方面的指标，构建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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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与准确性。 

( 2)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结果表明，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且区内各子系统发展不

均衡。全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最高的是南昌市，为 121． 67，最低的是鹰潭市，为 29．32。全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

数平均水平为 54．32，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上饶市、抚州市、

萍乡市、鹰潭市要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 3) 通过聚类分析，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划分为 4 个类型: 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南昌市) 、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 赣州市、九江市) 、较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 、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 抚州

市、萍乡市和鹰潭市) 。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应保持发展优势，从环境城镇化方面进一步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较高水平新

型城镇化区应该追赶高水平区，加快社会城镇化、环境城镇化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较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要加强人口

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建设； 低水平新型城镇化区应该全面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与

周边城市的交流与合作，重点突出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建设。各地市要依据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抓住发展战

略机遇，加强合作，提高江西省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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