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指标层（单位） 类型 指标层（单位）

人口

X1 城镇人口比重（%）

社会文化

X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 人）

X2 市区人口密度（人 / 平方千米） X10 百人拥有电话数（部 / 百人）

X3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X11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数（册 / 万人）

X4 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人 / 万人） X12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

X13 人均生活用电量（度 / 人）

经济

X5 人均 GDP（元 / 人）

环境

X14 建成区占市区面积比重（%）

X6 人均财政收入（元 / 人） X15 市区园林绿地面积覆盖率（%）

X7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X16 市区人均铺设道路面积（m2/ 人）

X8 第二、三产业产值密度（万元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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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 1981—1995 年的稳步发展阶

段和 1996—2006 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其动力因子主要有市

场力、外向力、行政力和内源力，其中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1]，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和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在测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大多

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经济

转型的过程，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综合环境等各方面的因

素，单一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衡量出城市化的各方面内

涵。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全面、更真实的反映城市化水平

的测评指标体系。为进一步全面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制定

城市发展战略提供有效依据。

一、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变量，遵

循全面性、客观性、层次性、可行性等原则，在基础上进行

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全面且真实的反映目标区域的情

况。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1~3]并结合数据获取的可

行性，从人口、经济、社会、综合环境四个方面构建综合评

价体系对四川省的区域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指标体

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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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川省 18个地级市为研究地域单元，参考传统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人口、经济、社
会文化和环境为代表的四大类 16项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四川省区域城市化水
平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表明四川省城市发展状况为四种类型，并据此分析各城市发展的优劣势和问题，提出加速四
川区域城市化发展的途径和发展方向，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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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模型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 2011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4]，

部分数据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获得。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

性，避免指标量纲的不一致影响评价结果，在进行分析前，先对

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子分析能把错综复杂的诸多变量

综合起来为少数几个公因子，并在初始变量和公因子之间建立

某种联系，根据变异的累计贡献率提取一定个数的公因子，对

载荷矩阵实施因子旋转，通过计算公因子得分可以对评价指标

进行比较分析[5]。将前文所述的指标，采用 SPSS17.0 分别进行

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然后根据各个公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计算出所要评价目标层的综合得分。
计 算 公 因 子 得 分 的 方 程 为 ：Fj=Bj1X1+Bj2X2+… +BjpXp

（1）

其中 Fj 为第 j 个因子得分，j 为因子个数，j=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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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公因子 1 公因子 2 公因子 3 综合评分 排名

成都市 0.58856 3.83316 - 0.11145 1.536156 1

自贡市 - 0.37416 0.17745 0.27931 - 0.05945 9

攀枝花市 1.82708 - 0.54685 1.38641 0.662592 2

泸州市 0.06261 - 0.21225 0.36387 - 0.0135 8

德阳市 0.59849 0.21649 0.20057 0.328608 4

绵阳市 1.13441 - 0.23137 - 0.43406 0.324882 5

广元市 0.09136 - 0.91871 0.2163 - 0.25875 13

遂宁市 - 0.89495 - 0.07477 0.2025 - 0.35797 14

内江市 - 0.92154 0.06791 - 0.42585 - 0.37944 15

乐山市 0.39234 - 0.48155 0.87327 0.07227 7

南充市 - 0.37049 - 0.2229 - 0.02218 - 0.22419 12

眉山市 - 0.30242 - 0.24942 0.02753 - 0.2018 11

宜宾市 1.04569 - 0.33485 0.49636 0.343344 3

广安市 - 1.16188 - 0.30196 0.39762 - 0.52219 17

达州市 0.56374 - 0.19705 0.29561 0.182102 6

雅安市 0.97161 - 0.60548 - 3.5757 - 0.16744 10

巴中市 - 2.12383 0.14295 - 0.47331 - 0.83063 18

资阳市 - 1.12663 - 0.06081 0.3032 - 0.4346 16

年份数据 基于 2010 年数据

公因子 第一主因子（F1） 第二主因子（F2） 第三主因子（F3）

特征根 6.287 5.491 1.528

方差贡献率% 39.292 34.320 9.548

累计方差贡献率% 39.292 73.612 83.160

X1，X2，…，Xp 为变量，p 为变量个数，Bjp 为第 j 个因子所对应

的第 p 个变量的因子成分得分。
计算目标层综合得分的方程为：zF=A1F1+A2F2+…+AjFj（2）

其中 Aj 为第 j 个公因子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

二、四川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为克服多变量间信息重叠及认为确定指标的主观性，运

用因子分析测算四川省城市化水平。因子分析是一种把原来

多个变量划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并尽可能保留原来较多变

量所反映的信息的一种非统计分析方法[5]。对上述指标数据

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根据因子分析中的 KMO 值和 Bartlett

显著性水平检验可知进行因子分析是可行的。以累计方差贡

献率大于 83%为原则，提取公因子（见表 2）。
表 2 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表

根据表 2，第一主因子的贡献率 39.292%，第二主因子

的贡献率 34.320% 第二个主因子的贡献率 9.548%，累计

方差贡献率 83.160%，说明这 3 个公因子可以解释 83%以

上原有变量所包含绝大部分信息。观察公因子旋转成分

矩阵表（限于篇幅，省略），第一主因子在市区人口密度、
第二三产业产值密度、建成区占市区面积比重、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等方面有较高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区域人

口和经济的城市化。第二个主因子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

员比重、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等方面有较高载荷，这些指标反映

区域社会的城市化。第三个主因子在市区人均铺设道路

面积、人均生活用电量、建成区占市区面积比重、人均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方面载荷较高，这些主要反映区域

环境的城市化。
利用方程（1）和（2），根据表 2 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

重，分别计算公因子得分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得分，

合得分。即: Fi= 39.292%F1+34.32% F2+9.548% F3。其中，Fi 为

各城市综合得分（ i = 1，2，3…18），F1，F2，F3 分别为各因子得

分，系数分别为各因子权重。据此计算出四川省区域城市化

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排位，结果（见表 3）。
表 3 2010 年广东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

由于因子分析是在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故表 3 中综

合得分为正，表明城市化综合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反之

则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城市化等级水平的划分

根据研究得出的综合评分基本反映了 18 个城市的

城市化水平，为使得因子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明确，对综合

评分采用聚类分析，步骤为：（1）在因子分析的基础选取

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得分作为进行聚类分析的聚类指标。
（2）采用欧氏距离测速 18 个城市之间的样本距离。（3）

选取组平均法计算类间的距离，并对样本进行归类（聚类

结果图表略）。
表 3 中 21 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得分排位只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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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类型 城市（基于 2010 年数据）

高城市化 成都市

较高城市化 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

中等城市化 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眉山市、广安市、雅安市、资阳市

低城市化 巴中市

映了各个城市在全省范围内的位置，而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

化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通过分层聚类的方法对各个城

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并按等级分为四种类别：高

城市化城市、较高城市化城市、中等城市化城市和低城市化

城市[2]。利用欧氏距离法对上页表 2 中的各个城市综合得分

数据进行分类，绘制聚类谱系图，然后根据距离进行分类合

并四种类别。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全省 18 个城市化水平可以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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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6 年和 2008 年广东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类型

第一类城市为高城市化地区。其特点是地区地理位置

优越，经济和社会地位高，是全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经济

发展快，城市建设起步早于省内其他城市。成都作为省会

城市和西南的特大中心城市，科教文卫水平高，经济实力

雄厚，城市建设基础好。具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势，生产、
加工和贸易企业发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地区城市

化的进程。
第二类城市为较高城市地区。基本特点是城市发展具有

较好的基础和优势，邻近第一类城市，受第一类城市的辐射

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投资环境比第三、四类城市具

有明显优势，在经济、人口和社会的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

这些地区都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因而其环境城市化水平

相对第一类城市而言偏低。
第三类城市为中等城市化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

中，城市发展具有一定优势，但限制性因素亦较突出，受地理

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制约，其经济发展水平逊于同省的其

他高城市化城市，同时经济基础不如珠三角中心城市，但高

于第四类城市，因而其城市化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四类城市为低城市化地区。其特点是城市地处全省核

心发展地区以外，受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文环境等制约，

经济发展起步晚，大部分城市化水平指标处于远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城市经济职能比较薄弱。

三、结论与讨论

采用复合指标法对四川省 18 个城市的综合评分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结果全面，包涵的信息丰富客观，体现了城市化

发展应遵循的质与量的统一。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四川省区域

城市化水平是极其不平衡的，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城

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差距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发达地区

集中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到外围的近十个城市群。经济落后

地区集中在山区边缘这种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区域，这说明四

川省协调区域城市化水平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对城市化进

行动态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较为稳定；

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潜力很大，城市化相对发展速度较快。这

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是相一致的，反映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各

个阶段的特点和不同。区位优势是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框

架，加快程度及绵羊等较高城市化以外的那些城市化水平还

较低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以缩小区域间差距，为其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载体环境，这也是四川区域发展的目

标和方向，分析结果显示四川省城市化发展水平可以分为四

种类型，其城市化发展特征各异，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也

不尽相同。需要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

制定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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