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3 期
2007 年 　　3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 26 , No. 3
Mar.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3 - 0032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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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中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片面性 ,不能系统、全面的反映城市化发展

的真实水平。从统一城市化等基本概念入手 ,确立科学的指标选取原则 ,结合安徽省城市化相关数据 ,利用德尔菲

法和层次分析法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代表性的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并结合实例加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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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现状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主

要是以人口规模为依据的 ,而人口本身仅仅是一个

数量标准 ,它并不能反映城市化的质量水平 ,错误地

认识城市化发展水平 ,不仅歪曲了城市化本质内涵 ,

而且会给我们实施城市化战略予以错误导向。片面

追求城市人口的增多 ,城市区域的扩大 ,而忽视了城

市化质量上的提高 ,结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实际上 ,城市化滞后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城

市人口数量过少 ,而在于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的改变 ,在于我们如何去改变城乡地区的

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 ,提供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条件

和居住条件 ,使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因此 ,

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城市化指标体系来体

现城市化的深层次内涵。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者之一斯蒂格利茨就认为新世纪中国将面临三

大挑战 ,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问题 ,中国城市

化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目前尚存在很多问题 ,其中尤

以城市化指标问题较为突出。

目前对于城市化尚无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 ,经

济学家强调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变 ;人口

学家注重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去阐述城市化的内涵 ;

社会学家是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方面观察

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 ;地理学家则注重城市空间结

构的变化。还有一些学者从环境和生态方面阐述城

市化实质。笔者对于城市化比较赞同从古典型、现

代型和后现代型三方面来理解〔1〕 ,其中有代表性的

是周加来教授提出的城市化概念 ,多层次深刻地揭

示了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和城市

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 ,这

里的要素既包括物质要素又包括精神要素 ,农村人

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 ,农村

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等 ,同时伴

随着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过程等 ,最终向城乡一

体化方向发展 ,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

的统一〔2〕。主要表现在非农人口比重、城市区域、就

业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以

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变化。

由于不同学科的专家从自身研究的领域出发 ,

这种自立门户的做法往往无法系统地认识到城市

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概念之间的

区别与联系 ,从而无法对城市化实质形成全面的认

识 ,内涵认识的不统一导致城市化水平测度难度加

大 ,这样城市化指标问题也随之出现。城市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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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工程 ,同时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所以对

城市化某一点上的水平给予准确地测度是比较困难

的 ,当前理论界对城市化指标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归

纳起来主要通过城市度和城市化率来描述 ,尤以城

市化率使用最为普遍。城市化率有单项指标和复合

指标两种测度方法 ,单项指标因为不能较全面地反

映城市化的内涵 ,同时因为不能分化测量过程的误

差问题 ,因而笔者比赞同用复合指标来测量城市化

水平 ,但由于复合指标在应用过程中缺乏合适的理

论依据 ,指标选取的随意性很大 ,搜集数据也比较困

难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公认的复合型城市化指

标体系 ,已有的复合型指标只是通过综合评价而得

出的综合得分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大致

水平 ,主要是用来比较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也就

是排序问题 ,其结果并没有用数据反映出城市化的

实际水平 ,更不用说进一步预测城市化水平 ,所以多

数学者测度城市化水平时仍用单项指标加以衡量 ,

这样就为我们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

究空间。

2 　城市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城市化相关概念的系统概述 ,我们对城

市化内涵与本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笔者从城市化

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入手 ,依据城市化指标选取的

基本原则 :系统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

操作性原则 ,选取较为科学的指标 ,以期更加准确地

测度城市化水平 ,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

人口指标城市化 (B1 ) :城镇人口比重 ( C1 ) 、非

农业人口比重 (C2 ) 、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人口比重

(C3 )

经济指标城市化 (B2 ) :人均 GDP ( C4 ) (元) 、平

均工业总产值 (C5 ) (亿元) 、财政年度总支出额 (C6 )

(亿元) 、非农业产业产值比重 ( C7 ) 、第三产业与第

二产业产值比重 (C8 )

生活指标城市化 (B3 )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C9 ) (元) 、人均生活用电量 (C10 ) (千瓦时) 、城市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 ( C11 ) (平方米) 、每百人电话门数

(C12 ) (部)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 C13 ) (平方米) 、每万

人医院床位数 (C14 ) (个)

空间指标城市化 (B4 ) :平均城市建成区面积

(C15 ) (平方公里) 、城市密度 ( C16 ) (平方公里) 、公路

密度 (C17 ) (公里/ 平方公里)

可持续发展指标城市化 (B5 ) :城镇人均文教娱

乐费 ( C18 ) (元) 、每百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 ( C19 )

(个) 、森林覆盖率 ( C20 ) (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

额 (C21 ) (亿元)

211 　利用德尔菲法建立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通过德尔菲法两两比较得出来的 ,

是层次分析法的核心。具体数值确定如表 1 所示 :

表 1 　判断矩阵中各元素的确定

aij 两目标相比较

1 同样重要

3 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2 ,4 介于以上相邻两种情况之间

以上各数的倒数 两目标反过来比较

　　资料来源 :文献〔3〕

　　笔者选择安徽研究城市经济理论的相关老师为

德尔菲法的实施主体 ,总共发出 40 份调查表。在此

基础上 ,笔者综合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指标体系中各

指标及各目标层之间的权重关系 ,构建了判断矩阵

A、B1 、B2 、B3 、B4 、B5 。

A =

1 1 3 3 3

1 1 2 3 2

1
3

1
2

1 2 3

1
3

1
3

1
2

1 1

1
3

1
2

1
3

1 1

212 　权重的确定方法

1) 将判断矩阵 A 每一列归一化 : aij =
aij

∑
n

k = 1
aij

　

i ,j = 1 ,2 , ⋯,n

2)将每一列经归一化后的矩阵按行相加 : M i =

∑
n

j = 1
aij 　i = 1 ,2 , ⋯,n

3)将向量 M = (1167 , 1143 , 0191 , 0148 , 0151) T

正规化 :

所求特征向量为 W = (0133 , 0129 , 0118 , 0110 ,

0110) T

4) 计算最大特征根 :

A W =

1 1 3 3 3

1 1 2 3 2

1
3

1
2

1 2 3

1
3

1
3

1
2

1 1

1
3

1
2

1
3

1 1

0133

0129

0118

0110

0110

=

1176

1148

0193

0149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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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max = ∑
3

i = 1

( A W) i

nW i

=
1176

5 ×0133
+

1148
5 ×0129

+
0193

5 ×0118
+

0149
5 ×0110

+

0151
5 ×0110

213 　结果检验

一致性指标 CI =
λmax - n

n - 1
=

5115 - 5
4

= 0104

通过查表 n = 5 时 ,RI 平均一致性指标为 1112

检验系数 CR =
CI
R I

=
0104
1112

= 0103 < 011 ,可以判

定判断矩阵 A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而不需要重新调

整矩阵 ,说明该城市化各总指标构建的判断矩阵较

为合理。

表 2 　RI系数表

阶数 3 4 5 6 7 8 9

RI 0158 0190 1112 1124 1132 1141 115

　　资料来源 :文献〔3〕

214 　层次加权

W
(0) = (0133 　0129 　0118 　0110 　0110) T

同理 ,通过构造不同总指标的判断矩阵 ,用同样

的方法求出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判

断矩阵 B1 、B2 、B3 、B4 、B5 通过一致性检验 ,因而最

终得出各指标在城市化水平测度中的权重水平。至

此已构建好一套较为合理的复合型指标体系。

W = W
(1)

W
(0) =

0163 0 0 0 0

0126 0 0 0 0

0111 0 0 0 0

0 0131 0 0 0

0 0116 0 0 0

0 0109 0 0 0

0 0133 0 0 0

0 0111 0 0 0

0 0 0135 0 0

0 0 0112 0 0

0 0 0112 0 0

0 0 0108 0 0

0 0 0123 0 0

0 0 0110 0 0

0 0 0 0163 0

0 0 0 0126 0

0 0 0 0111 0

0
0

0
0

0
0

0
0

0148
0113

0
0

0
0

0
0

0
0

0113
0126

0133

0129

0118

0110

0110

=

0121

0109

0104

0109

0105

0103

0110

0103

0106

0102

0102

0101

0104

0102

0106

0103

0101

0105

0101

0101

0103

3 　城市化水平测度

在利用多项城市化子指标来综合评价城市化水

平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是各指标

权重问题 ,其次是指标的无量纲化问题。权重问题

前面已经详细的给予论述 ,在此笔者简要地论述一

下各指标无量纲化问题及综合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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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化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城
　
市
　
化
　
水
　
平
　
A

城市化指标权重 城市化子指标及其指标内权重 权重

人口指标城市化 B1

权重 (0133)

城镇人口比重 C1 (0163) 0121

非农业人口比 C2 (0126) 0109

二、三产业与一产业人口比 C3 (0111) 0104

经济指标城市化 B2

权重 (0129)

人均 GDP C4 (0131) 0109

平均工业总产值 C5 (0116) 0105

财政年度总支出额 C6 (0109) 0103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C7 (0133) 0110

第三二产业产值比 C8 (0111) 0103

生活指标城市化 B3

权重 (0118)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C9 (0135) 0106

人均生活用电量 C10 (0112) 0102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C11 (0112) 0102

每百人电话门数 C12 (0108) 0101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C13 (0123) 0104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C14 (0110) 0102

空间指标城市化 B4

权重 (0110)

平均城市建成区面积 C15 (0163) 0106

城市密度 C16 (0126) 0103

公路密度 C17 (0111) 0101

可持续发展城市化 B5

权重 (0110)

城镇人均文教娱乐费 C18 (0148) 0105

每百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 C19 (0113) 0101

森林覆盖率 C20 (0113) 0101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C21 (0126) 0103

　　资料来源 :运用层次分析法整理《2004 安徽省统计年鉴》、华通数据中心、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宏数据库相关数据。

311 　数据的标准化

1)对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进

行量化

β1 =
eij - mij

M ij - mij
=

1 eij ≥Mij

eij - mij

M ij - mij
m ij < eij < Mij

0 eij ≤mij

2) 对反向指标采用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进

行量化

β2 =
eij - mij

M ij - mij
=

1 eij ≤Mij

Mij - eij

M ij - mij
m ij < eij < Mij

0 eij ≥mij

其中 :eij代表原始数据 ,Mij 、mij分别表示某指标

的最大值、最小值 ,β1 、β2 为指标隶属度 ,取值范围在

(0 ,1)之间。

根据以上方法 ,本文结合安徽省城市化复合型

指标体系中涉及到的 17 个地级市的 21 个子指标的

原始数据 ,进行无量纲化。

312 　综合评价安徽省城市化水平

我们结合前文所得复合型指标体系 ,运用综合

评价方法 ,来对安徽省城市化水平做出一个总体上

的评价 ,得出安徽省 17 个地级市城市化相对发展水

平 ,所谓相对城市化水平即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的

综合因子得分反映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以此来验证

该指标体系的优势和不足。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模

型为 :

Y i = ∑
21

j = 1
W j X ij 　i = 1 ,2 ,3 ⋯⋯n

其中 : Yi 为反映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因子 , Xij 为

第 i 个地区第 j 个城市化子指标无量纲化过的在 0

- 1 范围内的标准值 ,Wj 为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中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通过这一过程 ,本文测算出反映 2003 年安徽省

17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相对发展的综合因子得分 ,并

对结果加以整理 ,分析结果如下 :

313 　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测度

结合安徽省实际城市化运行数据 ,利用构建好

的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测算安徽省城市化水平 ,

因为现阶段还没有用复合型指标体系来测度绝对城

市化水平 ,关于绝对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 ,复

杂系统中各子指标的详细变动情况尚没有相关论

述 ,譬如城市化水平达到 50 %时 ,人口指标城市化

或经济指标城市化将作如何变动 ,没有也很难加以

表述。鉴于此笔者将 2003 年城镇人口比重 41 %假

定为绝对城市化水平 ,以此为基础来测度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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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各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表 4 　2003 年安徽省各市城镇人口指标与综合评价结果比较

城市 综合得分 排名 城镇人口比重 排名

合肥市 0167 1 0134 6

芜湖市 0153 4 0131 7

蚌埠市 0137 8 0123 13

淮南市 0149 5 0167 1

马鞍山市 0164 2 0146 3

淮北市 0138 6 0141 4

铜陵市 0159 3 0155 2

安庆市 0124 16 0110 17

黄山市 0137 7 0128 9

滁州市 0136 9 0112 16

阜阳市 0125 15 0120 14

宿州市 0127 14 0125 12

巢湖市 0128 13 0119 15

六安市 0134 10 0126 10

亳州市 0122 17 0126 11

池州市 0129 12 0140 5

宣城市 0132 11 0130 8

　　资料来源 :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整理《2004 安徽省统计年鉴》、华通数据中心、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宏数据库相关数据。

　　首先 ,依据安徽省与全国各子指标数据计算其

对应城市化变动趋势 ,在人口指标城市化中 ,安徽城

镇人口比重指标的变动趋势 = (安徽城镇人口比

重) / (全国城镇人口比重) ×41 % = (0130/ 0141) ×

41 % = 30 % ;安徽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的变动趋势

= (安徽非农业人口比重) / (全国非农业人口比重)

×41 % = (0147/ 0151) ×41 % = 38 % ;安徽二、三产

业与第一产业人口比重指标的变动趋势 = (安徽二、

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人口比重) / (全国安徽二、三产业

与第一产业人口比重) ×41 % = ( 0188/ 1110) ×

41 % = 33 % ;在经济指标城市化、生活指标城市化等

指标内部各子指标的城市化变动趋势计算过程与上

述过程相同。

其次 ,利用已有各子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 ,对计

算所得的各子指标的变动趋势加以汇总 ,最后得出

城市化水平 :安徽省城市化水平 = 30 % ×0121 +

38 % ×0109 + 33 % ×0104 + ⋯⋯+ 24 % ×0105 +

26 % ×0101 + 69 % ×0101 + 1 % ×0103 = 32149 %。

再次 ,在计算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时 ,存在一些逆

向或者其他一些特殊数据 ,计算前要加以预处理。

诸如在计算公路密度指标的城市化变动趋势时 ,结

果超过 100 % , 而城市化变动趋势不可能超过

100 % ,因而要提前将其调整为最大值 100 % ,说明

公路密度指标测量的城市化变动趋势最多为

100 % ,对于其他值遇到此类的问题也要加以调整 ,

保证数据能真实地反映城市化变动趋势。

最后 ,我们也可通过逐层求出总指标及其相应

子指标的城市化变动趋势 ,先通过总指标内各子指

标之间的权重及相应城市化变动趋势 ,求出总指标

的城市化变动趋势 ,再通过各总指标之间的权重 ,最

终求出安徽省城市化水平。

4 　指标体系构建问题评议

本文构建的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从城市化

定义和几种比较流行的基本理论出发 ,遵循系统性

原则、动态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可操

作性原则 ,选取人口指标城市化、经济指标城市化、

生活指标城市化、空间指标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城

市化 5 个总指标 ,以及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

重和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等 21 个子指

标 ,根据各指标在衡量城市化水平中的重要性 ,运用

层次分析法加以赋权 ,从整体上很好的概括城市化

总体变动趋势 ,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绝对城市化水平。

结合安徽省实例 ,引用最新可获得的数据 ,计算得出

2003 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为 32149 % ,32149 %是指

安徽省绝对城市化水平 ,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城市化

水平测量只停留在相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这是以

往的复合型指标体系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从一个全

新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化内涵 ,更深刻地介绍了安徽

省城市化发展状况。该指标体系的建立 ,不仅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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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给出城市化水平 ,而且间接揭示了城市化更多的

内涵 ,尤其是各项指标所反映的“城市化趋势”,对完

善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 ,对于各层次上指标水平的城市化度量 ,有利于指

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及

完善 ,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表 5 　2003 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

安

徽

省

城

市

化

水

平

32149 %

总指标 趋势 1 子指标 趋势 2 权重 安徽 全国

人口

指标

城市化

32 %

城镇人口比重 30 % 0121 013 014

非农业人口比重 38 % 0109 015 015

二、三产业人口比重 33 % 0104 019 111

经济

指标

城市化

35 %

人均 GDP 29 % 0109 645510 元 910110 元

平均工业总产值 37 % 0105 178016 元 197616 元

财政年度总支出额 26 % 0103 50714 79512 亿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39 % 0110 018 019

第三二产业产值比 40 % 0103 018 018

生活

指标

城市化

29 %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24 % 0106 208314 元 355810 元

人均生活用电量 24 % 0102 85713 148219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32 % 0102 511 615

每百人电话门数 30 % 0101 1517 2112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36 % 0104 2018 2317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35 % 0102 1716 2013

空间

指标

城市化

41 %

平均城市建成区面积 40 % 0106 89710 91310

城市密度 18 % 0103 633716 14545

公路密度 100 % 0101 499010 188510

可持续

发展

城市化

24 %

城镇人均文教娱乐费 24 % 0105 53612 93414

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 26 % 0101 113 211

森林覆盖率 69 % 0101 2811 1616

工业环境污染 1 % 0103 518 22118

　　资料来源 :整理《2004 安徽省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所得各数据单位各不相同 ,在前文已做说明。

　　该指标体系选择 2003 年各项指标数据为基准 ,

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但笔者认为城市化在全世界没

有一个特定的参考标准 ,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美国城

市化水平达到 41 %时 ,各项指标数据在中国并不能

保证城市化水平能达到相应水平 ,因而选择全国平

均水平下相应指标数据为基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还有该指标体系也同样适应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测度 ,只要选择好基准即可。在分析城市化水平时 ,

往往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的综合得分对某一地区

不同主体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 ,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 ,综合评价方法衡量相对城市化水平趋向于对多

个城市或多个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而不是笔者

所期望地对单个城市或单个区域的城市化实际发展

水平测度 ,本节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测度城市化实际

发展水平 ,克服已有方法的不足。已有关于城市化

的理论基本上是用人口指标来反映城市化水平的 ,

因而该指标体系的建立 ,不仅改进了已有的城市化

水平测量方法 ,而且可能会引起对某些理论相关问

题的新认识 ,如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经

济增长水平预测城市化发展水平即对钱纳里的城市

化水平预测模型进行改良 ,对城市化发展进程的规

律分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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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 h t 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form in China , how to solve problems of Three Rural Issues and protect peasant s’ benefit s wit h t he

aim to improve t he production activity and to keep t he society stable is very important . Rural security system is considerable and community

const ruction promoting China’s rural cooperative security system has it s profound significa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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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ew of t he overwhelming fanaticism and incompleteness in t he present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 t he paper begins wit h t he au2
t hor’s attempt of unifying t he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of urbanization , and t hen to const ruct and evaluate a scientific compound index system ,

employing met hods of DEL P HI and A HP and data of Anhui’s urbaniz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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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Firm’s Innov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Net work Competence

CH EN Xue2guang , XU Jin2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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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ny researches proved t hat t he firm’s innovation network has an positive impact on t he firm’s innovation success. So , for firms ,

how to actively const ruct and use t he innovation network must be considered. We use t he notion of network competence , proposed t he f rame2
work analysis of const ructing innovation network , and discused t 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competence f rom t he two dimensions2firm

’s intern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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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nsumption is an internal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umption t rend reflect s people’s desire and capability of spending.

This paper utlizes statistical series f rom 1990 to 2004 , caculates and analyzes t he development of Fuxin resident s’ consumption t rend and discus2
ses t he actual problems occured in expenditure , In t he end it brings some st rategic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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