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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现状探析 

李志敏 郭颖梅
1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期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云南省

红河州 2007～2016年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了居民收入-消费融合状况、经济整体发展融合状况、

政府投资融合状况、居民生活融合状况这四大公因子为解释对象,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云南省红河州在

这 10年间,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融合发展状况与国家相关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该地区在集中发展城市经济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对此,该地区政府应该统筹地方财政支出,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积极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总产值;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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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及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

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云南省红河州 2007～2016年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探析云南省红河

州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对该地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城乡关系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

展”这几大主题上。近几年开始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主题。这也与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性特征相一致。我国学

者对我国城乡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为实证研究,且主要关注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杨荣南(1997)是我国最

早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学者,他根据量化评价可行性及可理解性,提出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

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这五大评价城乡一体化程度指标,并具体到 35 个领域。这一评价指标体系

的建立基本奠定了我国评价城乡发展状况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此后的学者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一框架内。李志杰(2009)在杨荣南

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上了“动态发展”这一指标,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分别对我国各地区 1991 年到

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赵明、方辰昊等(2018)认为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

括城市经济和城市功能、城乡关系、乡村地域的主体功能这三大领域,并选取了我国若干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曾雯等(2018)则

探寻了我国县域尺度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认为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充分发挥县域作为“城头乡

尾”的衔接作用。 

从这些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情况,缺少对某一特定地区的针对性研

究。本文则综合运用相关学者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云南省红河州的城乡融合状况进行探究,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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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分析 

2.1指标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连续性,本文针对可获取的资料,选择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城乡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比值、

城乡常住人口比值、城乡人均社会消费零售额比值、第一产业占总产值比值、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值、城乡人均卫生技术

人员比值、农村用电增长率这 8大指标作为初始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2.2分析过程 

2.2.1判断分析方法适用性。 

本文数据均来自 2008～2017年《红河州统计年鉴》。下面运用 SPSS23进行分析。KMO=0.670,大于 0.6,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

验显著性等于 0.001,远远小于 0.05,说明原始变量适合用因子分析法。 

2.2.2分析过程。 

对已统计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一般情况下,选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但对总方差解释结果分析,第 3、

4个变量对变量的解释均达到 10%以上,且前 4个因子对总体变量的解释达到 94.47%。结合碎石图,前四个公因子特征值明显大于

第 5个公因子。考虑到对总体变量解释的完整性,所以选取前 4个因子为公因子。 

运用最大方差法对初始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由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得知,第一公因子对 X1、X2、X3、X8均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将这些指标定义为“收入-消费”融合因素;第二公因子对 X4、X6 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将这些指标定义为“政府投资”融合因素;

第三公因子对 X7这一指标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将这一指标定义为“经济发展”融合因素;第四个公因子对 X5这一指标有较强解释

能力,将这一指标定义为“发展动态”融合因素。 

2.2.3综合得分。 

运用 SPSS23 回归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将各公因子得分标记为 F1、F2、F3、F4,计算后得到各公因子得分,

将各公因子得分与其相应的方差贡献率相乘,然后进行求和,得到红河州各年份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评分: 

 

其中 F值计算的最终结果为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F值越高,说明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越好。 

3 云南省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分析 

3.1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处于不断波动中 

2007～2016 年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是基本处于下降的状态,这说明该地区城乡融合状况与之前许多学者的预测

不同,城乡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综合得分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得到小幅上升,之后又处于下降,说明红河州城

乡融合发展的状况,并未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直处于波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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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城乡融合发展状况与国家财政投入密切相关 

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在 2010年增长了 58%,由各因子得分可知,主要是第一、二公因子得分显著提高,尤其是第一

公因子得分增长了将近 142%,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贡献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零售品消费支出增加,以及政府加

大对农村卫生、交通、住房等固定资产的投入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2014年综合得分增长了近 52%,主要是第三、四公因子贡献明显,第三、四公因子得分分别相比较上一年增长了 340%、113%,

这说明 2014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贡献显著。这也有利于缩小该地区城乡差距。 

3.3单纯追求城市经济发展,忽略农村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2007～2012年期间,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均大于 0,且前期得分都较高,这说明这时段期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小,

城乡融合情况较好。根据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应该是这一时期红河州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

不明显,最终城乡融合发展的得分较高。2013年至今,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一直为负值,且一直在下降。这是由于红河

州在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发展。在加大对城镇建设投入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

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较低。 

4 建议 

4.1地方政府统筹财政支出,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以发展工业为主要任务,导致工农业之间巨大的“剪刀差”,农民承担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量成本。由

于政策倾斜导致的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生活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短时间的经济

自然发展无法改变的,必须同样借助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政策支持才能得以解决。资料显示,2007～2016年,红河州城乡人均最低生

活保障的支出一直有两倍以上的差距,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最大时有近 35倍。这说明,红河州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尽管有

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有限,与对城市投资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此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地方的财政支出,按照地区的实际情

况对农村经济发展给予支持,对于收入水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予以更多的财政支持。 

4.2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城乡要素流动逐渐从单向转向双向,这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所要求的城乡间要素的双向流动的条件逐渐具备。在红河

州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并不要求城乡同步发展,而是要各自发挥自身特色,通过各自优势的互补,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农村能

够提供安全、健康、新鲜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城市为乡村提供了高质量的工业品和服务等。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为城市发展提

供了劳动力,也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城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才向农村流动,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需求。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可以使得城乡居民之间有公平的获得资源的机会。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 

4.3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总产值 

新型经营主体在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总产值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鉴于红河州独特的气候环境,反季节水

果、蔬菜等产品具有明显优势。如果农村继续采取粗放的散户经营方式,就会出现一系列劣势,如无法形成品牌效应、农产品加

工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缺乏价格谈判优势等。通过引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使得农业中的“土地、人才、

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提高农业总产值。最终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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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消费差距可以有效促进城乡居民享受质量同值的生活。随着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一些针对农村的金融信贷不断崛起。但主要是生产性信贷数额不断加大,即针对化肥、农药、种子等与农业

生产相关的信贷,相反,针对消费的信贷增长缓慢。地方金融机构应积极扩大对农村消费信贷的有效供给,发挥地方金融机构对农

村消费的拉动作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生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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