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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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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经济、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空间、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抚州市城乡融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

TOPSIS 方法对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揭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并提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

展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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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之间经济往来日趋密切,要素流动持续增强,我国在统筹城乡方面取得显著性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二元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

等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完善城乡发展体制是建设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石。随后在 2017年底

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方针,并强调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是要重塑城乡

关系。2019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

了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整体架构,强调要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战略部署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系列方针政策

既是国家的针对城乡融合问题采取的解决措施,更是推动城乡融合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战略,对于指导和协调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工作有巨大作用。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西方学者起步较早,在城乡协调发展相关的概念与模式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探索,早

在 19 世纪末霍华德就提出了建设一种兼并城和乡优点的“田园城市”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需要历经城市依附于乡村阶段、城乡分离阶段和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我国国内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关于

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这几个阶段。 

综上,本文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多维视角构建抚州市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 TOPSIS 方法对 2013-2017 年抚州市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路径,以期为抚

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2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 

2.1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随着城乡要素高度流变性突破了城乡地域性的阻碍,城乡发展趋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和地区的经济有着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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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越好,城乡发展水平越高。以往二元结构中的单一尺度并不能完全表征城乡融合的发展水平,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与社

会紧密结合,关键是从复杂的综合性体系中筛选出影响城乡融合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

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五个维度建立了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抚州市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

表 1。 

表 1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具体指标 指标性质 权重 

城乡融合 

经济融合 

人均 GDP 正 0.199994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正 0.20002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负 0.199994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负 0.199994 

城乡村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之比 负 0.199994 

人口融合 

城镇化率 正 0.500020 

城市人口密度 正 0.499980 

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的床位数 正 0.249713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 0.250189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 0.250206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 正 0.249892 

空间融合 

建成区面积比例 正 0.188647 

公路路网密度 正 0.403152 

建成市镇密度 正 0.408201 

生态环境融合 

环保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正 0.251698 

 
人均绿地面积 正 0.24947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0.24951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0.249310 

 

2.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2014-2018)、《抚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2017)以及江西

省统计局网站,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方法予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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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方法及计算步骤 

城乡融合指数并不是单因素指数,而是包含一系列影响因素的综合性指数。因此本文首先分别对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中所含的 18个具体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再分别计算得出各个测度指标的权重及各年度融合指标的权重,得出各个指标权重

与其指标数值的乘积值为 Cj,最后将各年的乘积 Cj加总从而得出每年城乡融合指标总指数值。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测度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式中:i 表示年份;j 表示测度指标;Xij和 Yij分别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对应指标值;max(Xij)和 min(Xij)分别为 Xij

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第二步,利用经过(1)式处理后的测度指标值 Yij,计算各年的信息熵 Ei以及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Ej 

 

第三步,计算测度体系中各测度指标值 Yij的权重 Wj及各年的权重 Wi: 

 

第四步,计算测度指标值 Xij的融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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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城乡融合发展特征 

根据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2013-2017 年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指数值整体呈直线式增长。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和推动

城乡融合的政策下,抚州市城乡融合水平总指数值逐年保持 6%左右的增速,其中经济融合和人口融合两个指数值增长速度明显,

而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维度、生态环境融合维度指数值呈现缓慢平稳增长,但空间融合维度指数值先在 2014 年-2015 年下降,在

2016年呈现突增发展又于 2017年呈现小幅度下降。具体来看: 

表 2 2013-2017年抚州市城乡融合总指数值及五个分维度指数值 

年份 经济融合 人口融合 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空间融合 生态环境融合 总融合指数 

2013年 4.7577 2.9711 0.0624 0.00018 0.0387 7.8301 

2014年 5.2252 3.0321 0.0629 0.00017 0.0383 8.3586 

2015年 5.5486 3.1601 0.0630 0.00017 0.0381 8.8100 

2016年 6.0778 3.2391 0.0638 0.00018 0.0379 9.4188 

2017年 6.7391 3.4381 0.0393 0.00018 0.0275 10.2442 

 

第一,2013-2017年的城乡经济融合指数值逐年上升,经济融合程度逐年提高,但其融合权重在 2016年有所下降。城乡融合发

展与城乡经济水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具体分析,2013-2017 年抚州市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人均

收入逐年增加,但收入水平仍偏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逐年下降,城乡收入、消费差距有所

缩小,而城乡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之比却在 2015 年显著上升,表明当年的城乡零售消费差距有所扩大,不利于城乡经济融合发

展。并且经济融合维度指标权重是在五个融合维度指标中唯一一个在 2013-2017年中出现过下降现象的指标。由此本文得出,虽

然政府加大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支出,但对提高经济融合效率作用有限。 

第二,人口融合指数值逐年上升,于 2016 年增速显著;空间融合指数值先在 2014-2015 年下降后于 2016 年呈现上升发展,又

于 2017 年下降,总体呈现“倒 N 型”变化发展。具体来看,城镇化率和城市人口密度两者融合程度均逐年呈规律性上升,其中抚

州市城镇化率从 2013年 42%上升至 2017年 48%,每年上升近一个百分点。此外,虽然建成区面积比例和公路路网密度每年都在上

升且增速大于建成市镇密度下降的速度,但由于建成市镇密度指标权重为 0.408 所占比重较大,所以建成市镇密度指标对空间融

合发展的阻碍作用比建成区面积比例与公路路网密度指标的促进作用更大,空间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第三,基础公共服务融合指数值逐年增加。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的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指标值均逐年上

升,城市燃气普及率保持较高水平而每年略有下降,城市用水普及率保持较高水平但以 2014年为转折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发展。

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在这样人口规模的镇区建立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维护成本较为低廉。所以推进基础公共

服务建设,既有利于经济效益又进一步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生态环境融合指数值以 2017 年为拐点呈先下降后上升发展,但总水平仍偏低。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分析,环保支出占

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最大,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逐年下降但下降幅度逐渐趋于平稳。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每年保持 100%,

人均绿地面积在 2013-2016年围绕 6.3m3/人上下略有波动,但于 2017年突增至 10.35m3/人,表明城乡生态环境状况近年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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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4 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 

4.1借助发展较好的城区,以产业融合创新为切入点,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 

发展较好的抚州城区对周边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推动产业融合创新,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关键要因地制宜,将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资源进行空间上的集中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通过政策、科技、

管理创新等手段将抚州城区的比较优势与农村特色优势充分对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走产业结构融合道路,创新农村产业经营

发展新模式,创建以旅游观光、乡村电商,农宿共享等新兴产业为带头产业的特色发展新模式,推动周围产业发展,结合各产业优

势,进一步实现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创新,通过较快发展的城区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4.2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加快城乡要素流动 

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仍然是影响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阻碍。因此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抚州

市城乡要素流动,将城市充足、发达的资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引入乡村,弥补乡村因地理位置等产生的公共资源发展

不足的现状;二是建立完善的城乡网络服务系统及农村信息人才服务队伍,加快推进城乡信息共享,拓宽信息传播途径,提高信息

传播效率,解决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滞后性问题,使地处偏远的乡村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政策信息,并解决农村在信息传输过程

中的“最后一公里”瓶颈。 

4.3优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保障城乡平等发展 

当前抚州市所存在的“重城轻乡、城强乡弱”二元体制机制依旧是阻碍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近几年抚州市在破除二元

体制机制工作上取得较大成效,但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总体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发展机会平等是城乡融合发展所强调的重

点,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具体提升路径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健全现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二是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秉承“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结合抚州市城乡发展现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平衡城乡公共服务投入比例,推动抚

州市城乡格局从“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

村发展关系,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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