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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评价广东省城乡统筹时空演变趋势，利用主成分（PCA）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定量测

度广东省 2000—2012 年及 2010 年广东省各地级市城乡统筹度并分析城乡统筹空间差异。 结果表明，近年来广东省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逐年好转，但城乡统筹空间差异明显，珠三角一带城乡统筹明显高于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形成

了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城乡统筹空间分异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因素、城市化水平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在此

基础上，提出促进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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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time evolvement of Guangdo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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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space-time evolvement angl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from 2000 to 2012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various cities of the Province in 2010 were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i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quick, however, it is imbalanced
between various cities, exitsting an obvious dual-spatial structur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s poor in the
northern and the east and west wing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the highest. It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tion factors, and.
urbanization leve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relevant measures are put forword to promot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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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

容，也是解 决城乡二 元结构、缩小 城 乡 差 别 的 战 略 决

策 [1]。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 的长效机制， 形成城 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一 体 化 新 格

局”，促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

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必须健

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

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

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基

于不同角度对我国城乡统筹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

研究[2-8]，但大多集中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分析、评价

指 标 体 系 的 建 立 以 及 推 进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的 措 施 等 方

面 [9]，缺乏空间视角，无法准确表达城乡空间统筹信息，
而城乡联系更多的时候是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空间

的影响， 尤其是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必须在研究

不同尺度的区域差异问题时加以考虑[10]。以空间自相关

视角研究城乡统筹， 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城乡统筹问

题。 本研究通过探讨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动态演变趋

势和空间差异，揭示其演变进程和空间自相关性，为促

进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地处 109°45'~117°20'E、20°12'~25°31'N，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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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的含义

一级指标

城乡空间统筹

城乡经济统筹

城乡社会生活统筹

城乡生态环境统筹

二级指标

城市建成区面积（X1）
公路网密度（X2）
城乡人均邮电业务量（X3）
广播电视覆盖率（X4）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5）
人均 GDP（X6）
外贸进出口总额（X7）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X8）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X9）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X10）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X11）
城乡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比（X12）
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重（X13）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X14）
非农业人口比重（X15）
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X16）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X17）
城乡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X18）
城乡百户家电拥有数比（X19）
城乡百户拥有移动手机数比（X20）
城乡每万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X21）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X2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23）
工业粉尘去除率（X2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5）
城乡自来水普及率比（X26）
单位 GDP 能耗（X27）

指标含义或计算方法

反映城市发展状况

公路运营里程/土地面积

邮电业务量/总人口数

广播覆盖率×0.4+电视覆盖率×0.6
第三产业就业总人口数/区域就业总人口数

区域生产总值/总人口数

反映区域对外贸易情况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区域生产总值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反映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情况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

反映城乡商品流动情况

反映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

反映农村居民教育程度

非农人口数/总人口数

反映城乡居住环境差异

食品支出/生活支出

医院床位数/人口数（千人）
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三大件数量来计算

反映城乡现代化通讯设施差异

反映城乡社会保障差异

反映区域工业废水治理能力

反映区域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情况

反映区域废气治理能力

绿地面积/建成区总面积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城市自来水普及率

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能耗消耗状况

西相距约 800 km，南北距离约 655 km，地势北高南低，
以山地、丘陵为主。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广东省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增长成效，2012 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达

57 067.928 亿元，占全国的 11%。 三大城市群之一的珠

江三角洲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高，城市

化水平高，2012 年人均 GDP 达到 84 563 元，人均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7 290 元； 而粤北山区和东西

两翼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人均 GDP 只有

25 748 元，人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只有 1 465 元，
分别只有珠三角地区的 30%和 20%，显然，广东省城乡

二元结构依旧明显。

1.2 城乡统筹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多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

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11-13]。 在围绕城乡统筹发展的

内涵、外延，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广东实际

状况，遵循以下原则构建指标体系：（1）科学性：尽量选

取能够真实反映城乡统筹程度的指标；（2） 系统性：指

标涵盖面广，能综合地反映城乡生态、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的各种因素[14]；（3）简约可行性：在全面性基础上指

标选取应尽量简洁，便于人们理解和操作，同时实际容

易获取和计算；（4）动态性：指标能综合地反映不同发

展阶段和发展背景以及未来发展趋势[15]，具体见表 1。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广东省及 21 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空间单

元（由于深圳城市化水平达 100%[16]，故不列入具体计

算过程，但纳入空间分析过程），分析 2000—2012 年广

东省城乡统筹演变趋势和 2010 年各地级市城乡统筹

空间分异情况。 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广东省各

省辖市统计年鉴，由于个别研究区某些指标数据缺失，
对其进行了必要的线性拟合或取前后年份的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2000—2012 年广东省城乡统筹量化分析

利用 SPSS16.0 进行主成分分析， 以特征值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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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广东省各地市城乡统筹度

地市

广州

东莞

珠海

佛山

中山

惠州

江门

汕头

潮州

揭阳

城乡统筹度

3.018
2.445
1.772
1.722
1.183
0.366
0.203
0.161

-0.215
-0.60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市

肇庆

韶关

湛江

阳江

茂名

梅州

云浮

清远

汕尾

河源

城乡统筹度

-0.669
-0.738
-0.747
-0.767
-0.984
-1.049
-1.147
-1.199
-1.319
-1.436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5
4
3
2
1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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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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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省 2000—2012 年城乡统筹度变化趋势

表 2 各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

1
2
3
4

特征值

18.186
3.232
2.033
1.262

贡献率（%）

67.357
11.977
7.531
4.675

累积贡献率（%）

67.357
79.334
86.865
91.540

作为选择主成分的标准，如表 2 所示，前 4 个特征值解

释了变量 X 的标准化方差的 91.540%， 因此选前 4 个

主成分即 X1~X4， 已足够充分描述广东省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

根据各主成分的变量系数， 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并

根据各主成分贡献率构建城乡统筹度模型：
F=0.67357F1+0.11977F2+0.07531F3+0.04675F4

由此计算出广东省 2000—2012 年 各年主成分 得

分 F，即城乡统筹度依次为-4.0715、-3.3357、-3.2073、
-2.5226、-1.8605、-1.0142、-0.1761、1.1160、1.6961、2.4177、
3.1212、3.4389、4.3980，表明近年来广东省城乡统筹呈

逐年上升发展趋势（图 1），其中 2000—2006 年城乡统

筹度为负，其后各年份为正。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将城

乡统筹发展提上日程，开启了广东城乡统筹发展新格

局；2003 年 广 东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全 面 开 展 农 村 税 费 改

革，大 大提高了农 民的生产积 极性，放 活 了 农 村 经 济

社会发展；2005 年广东出台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

村“三 化”建 设 的 5 项 具 体 措 施，推 动 了 全 省 农 村 发

展，直接效应是 2007 年城乡统筹度由负转为正，间接

效应是政策 的滞后效 应 在 较 长 时 间 推 动 了 城 乡 统 筹

发展。 2012 年广东省城乡人均收入比为 2.87∶1、人均

消 费 支 出 比 为 3.0 ∶1、 城 乡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比 为

4.73∶1，可见农村发展与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尽

管近年来城乡统筹度不断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依旧

明显。
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是否合理、体

系构建是否完善、评价方法的选择是否正确、评价结果

是否符合实际，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17]。 由以上分

析可知，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得到的分析结果与广东

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实际基本相符， 表明带动农村

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
2.2 2010 年各地市城乡统筹空间分析

2010 年各地市城乡统筹度计算过程与广东省城乡

统筹度计算过程类似，因深圳已完全城市化，为便于分

析设置其城乡统筹度为研究区中的最大值，其余 20 个

市的城乡统筹度计算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广

东省 2010 年各地 市城乡 统 筹 度 介 于-1.436~3.018 之

间，城乡统筹差异明显，统筹度大于 0 的 8 个市中前 7
名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 从图 2 可以看出，城乡统筹呈

现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 即由珠三角核心区向外围逐

渐递减。 位于第一梯队的深圳、广州、东莞地处珠江口

东岸，由于其靠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形成了带动沿线区

域发展的“穗深港走廊通道”，区内经济发达，交通通信

等基础设施完善，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本、信息、物质

等社会经济要素的流通相比其他区域来说更为便利和

频繁，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优区域；位于第二梯队的珠

海、佛山、中山位于珠江口西岸，因缺乏像香港这样强

大的经济极核的带动作用，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要略低

于珠江口东岸地区；处于第三、第四梯队的东西两翼和

粤北山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无论是区位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还是基础设施等都存在较大差距， 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较差。 这种城乡统筹空间分布格局与广东省区

域经济差异规律基本一致， 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

统筹发展影响较大， 经济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比经

济落后的粤北和东西两翼更有经济实力来推动城乡统

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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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 年广东省各地级市城乡统筹 Moran 散点图

2.3 城乡统筹空间自相关分析

2.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 Anselin 设计的软

件 GeoDa 计算 2010 年广东各地市城乡统筹空间自相

关系数 Moran’s I，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在 0.05 显

著性水平下，2010 年城乡统筹 Global Moran’s I 估计值

为 0.43122， 表明 2010 年广东省各地市城乡统筹呈集

聚分布态势， 即城乡统筹度高水平的区域与高水平的

区域相邻，低水平区域与低水平区域相邻。
2.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 于 全 局 空 间 自 相 关

Moran 指数是一个总体的平均统计指标，只能反映属性

的空间集聚程度，不能确定具体集聚区域，而通常情况

下， 总体空间差异变动情况与局部空间差异变动情况

并不完全一致， 仅以 Moran 指数不足以全面反映研究

单元的空间差异内在特征 [18]。 因此，本研究采用 Moran
散点图和 Local Moran’s I 方法来度量每个研究对象与

其周边地区的空间差异程度， 并将其可视化以反映城

乡统筹空间分布格局。 从图 3 可以看出，85.7%的市域

落入第Ⅰ和第Ⅲ象限， 表明广东省城乡统筹出现了明

显的空间二元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表现

为空间正相关。 其中，位于第Ⅰ象限（HH）的有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 8 个市，这些地

区与周边地区城乡统筹水平均较高， 城乡经济社会联

系紧密，属于高-高集聚的空间联系类型；位于第Ⅲ象

限（LL）的有汕尾、潮州、肇庆、云浮、茂名、湛江、阳江、
河源、梅 州、揭阳 10 个市，这些 地 区 为 全 省 欠 发 达 地

区，市域内部与相邻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联系薄弱，城乡

统筹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其周边各市域城乡统筹发展

水平也相对较低，属于低-低集聚的空间联系类型。 另

外，14.3%的市域位于第Ⅱ、Ⅳ象限内，表现为空间负相

关，其中落入第Ⅱ象限（LH）的区域（韶关、清远）城乡统

筹度较低，这类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联系比周边弱，城乡

统筹较差，属于低-高集聚的空间联系类型；落入第Ⅳ

象限（HL）的汕头，其城乡统筹度明显高于周边区域，属

于高-低集聚的空间联系类型。
LISA 聚类分布图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对于全局

自相关的贡献达到显著水平的区域的空间分布和集聚

状态， 并比较空间单元与相邻单元同质或异质的局部

特征变化。 图 4 揭示了在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广东

省各市域单元城乡统筹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 其中城

乡统筹高聚类中达到显著水平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珠三

角东部地区的东莞、深圳、惠州 3 市（即图 4 中高-高地

区），可认为它们是广东省城乡统筹的热点地区，实际

上珠三角东部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辐射能力已经渗入

到了汕尾、河源等市，这样才能确保惠州城乡统筹 LISA
值显著；而落入“高-高”象限地处珠三角西岸的佛山、
珠海、中山、江门没能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其经济辐射

范围未能很好渗入清远、江门、肇庆等市，致使佛山、珠

海等市城乡统筹高聚类水平不显著， 可见由佛山、珠

海、 中山等组成的珠三角西岸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程度

低于广州、深圳、东莞等组成的珠三角东部地区。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双转移

战略的实施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 珠三角对周

边地区整体辐射带动效应将更强，由此，城乡统筹空间

差异特征将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3 城乡统筹演变动力机制

3.1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城乡统筹存在密切联系，经济

增长推动区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决定着城

乡统筹的演变方向 [19]。 通过对 2010 年广东省各市域

城乡统筹度与人均 GDP 在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做双

变 量 空 间 自 相 关 分 析 ，Global Moran’s I 估 计 值 为

0.40076，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经济发

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城乡统筹度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

图 2 2010 年广东省各地市城乡统筹空间分布

-1.436~-0.800
-0.799~1.180
1.181~20400
2.401~3.1000 50 100 2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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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后地区其城乡统筹度也相对较低。 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区域易带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城镇对农村劳动

力的吸纳能力， 城乡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也就越强，越

有利缩小城乡差距。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以非农业为

主，二三产业非常发达，2010 年东莞、珠海二三产业比

重分别高达 99.6%、97.6%；粤北和东西两翼第一产业比

重较大，城乡之间相互作用较弱，以传统城乡关系为主。
3.2 区位因素

由图 2 可知，2010 年广东省各地级市城乡统筹度为

正的几乎全部位于自然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 城乡统

筹发展相对落后的几乎全部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像

河源、云浮等生态敏感区（东江水源保护区、西江流域片

区）、水土流失严重的梅州生态脆弱区（韩江上游生态脆

弱区）， 它们是广东省的绿色生态屏障和资源保障基地，
环境容量非常有限，导致这些地区农村发展滞后、城乡统

筹水平低下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自然资源条件制约了这些

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经济实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3.3 生态制度优化

清远、云浮、梅州、河源等地区为珠三角发达地区

的生态安全和资源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 但其生态产

品和服务的价值还没有在市场上得到充分体现。 中共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深化资源

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给和资源稀

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这为推动这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

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会，应抓紧

落实。 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才能

切实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和 ESDA 分析法， 对广东省城

乡统筹时空演变趋势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从 2000—2012 年， 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逐 年好

转， 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对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城乡统筹空间差异明显，统筹发展水平较好的基本

上位 于自然条件 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都 较 好 的 珠 三 角 地

区， 统筹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基本上位于生态环境脆

弱和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其

中珠三角东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高于珠三角西部

地区； 珠三角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是以城市不断蚕蚀

农村，最终全部城市化来实现的（像深圳就是一个完全

城市化的地区），而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的大部分区域

作为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生态发展和农产品主产

区是不可能按照珠三角模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让

城乡各自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使农村的生物生产

与城镇的人文发展相互促进， 这个目标首先体现为城

市与乡村的区别对待。 城乡在产业结构、 生产需求特

点、功能形态、空间景观、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

都存在客观差异。 城乡统筹，并不是城市毫无差别地向

农村扩展，也不是将农村变成城市，而是强调城乡资源

的互补与要素流动[20]。目前广东各市的城乡统筹发展主

要是在城市蚕蚀乡村的过程中实现的， 而没有对城乡

二元结构造成根本的触动。 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区域

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很难在粤北山区得到推广， 因为作

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粤北山区根本不

可能像珠三角那样全面推进城市化。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Lesis）提出，“城与乡，

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

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

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21]”。将这一思想用于广

东省，城市对应于珠三角一带，农村对应于粤北和东西

两翼地区，目前珠三角的人文发展功能发挥较好，而粤

北和东西两翼的真正价值（生物生产和生态调节功能）
还未充分体现出来， 广东省应转变发展思路， 把握好

“农村”的效能，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加大对农村的扶

持力度， 充分发挥广大农村的生物生产和生态调节功

能。 基于此，为提高广东省城乡统筹水平，广东省应从

如下 3 个方向进行努力：
（1）广东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地貌类型

复杂多样，各区域自然条件差异大，因此不可能建立统

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将全省陆地划分为优化发展、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和禁

止开发四类功能区域，各区域应根据自己所属类型，选

择适宜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特

长，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形成相互支撑，实现城乡经济

布局更加均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资源利用更加集约

高效，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图 4 2010 年广东省各地级市城乡统筹 LISA 集聚图

不显著
低-低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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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集终端只能通过 PC 机更新程序，今后将通

过 Android 手机联机实现 IAP。 为了便于生成调查范围

内的农业环境数据地理分布图，在后续的研究中，拟在

采集数据中增加 Android 手机 GP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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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的相当一部分区域作为

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生态发展区和农产品主产区

是不可能按照珠三角模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应从

两个方面来推进， 为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提供经济保

障：一是从省级行政层面考虑，在不断增加对生态发展

区财政 转移支 付 的 同 时 加 大 自 然 生 态 保 护 的 投 入 力

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

态产品生产能力； 二是区域和市场层面应深化资源性

产品和生态产品的价格和税费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

求和资源稀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3）推进农村地区人口城市化。 目前广东省农村贫困

人口大部分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区， 当地发展陷入了

一种“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
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 应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这类地区

的人口有序转移，推进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定居，并对进

城务工的农民免费提供就业培训，增加其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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