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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 将城市系统 看作是由经济 、 人 口 、 资源和环境四个子系统瑪含而成的开

放型的耗散结构系统 ， 构建了基于瑪合协调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 ， 并运用 数据包络分析法

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客观賦权 。 以殊三角城市群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 分析了研究区 2 0 0 3
－

2 0 1 2

年间瑪含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 然后以瑪合协调度 为基准 ， 对研究区城镇化质量的分布特征及空

间 演变规律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质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 ， 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初步形成了 良性瑪含关系 ； 人 □ 与资源 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其

它子系统的发展 ，
成为阻碍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不利因素 ； 在空 间分布上 ， 珠三角

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分布呈现中部高于两翼的特征 ， 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空间上呈现出由 中部向

两翼扩展的态势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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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现代城市研究

Ｉ

2 0 1 5 ． 0 6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0 引言选取经济绩效指标 、 社 会发展 指标 、 居城镇化质量进行分类 ， 分析城镇化质量的

改革开放 以 来 ， 我 国正经历着城镇民生活指标 、 生态环境指标 、 基础设施空间演变规律 。

化 的迅速 发展 ， 城镇化率从 1 9 8 0 年的指标 、 空 间集约指标 、 统筹城 乡指标 7

1 9 ． 5 ％ 增 长 到 2 0 1 2 年 的 5 2 ． 5 7 ％ 。 然 而 ， 个方面 ， 釆用燏值法对我国东部 1 0 省的 1 城市系统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 也付出 了高 昂的 城镇化质量作 出 了 差异化评价
［ 6 ］

。 陈明 、 1 ． 1 耦合协调度的 内涵

代价 ，
用 地失控 ， 资源匮乏 ，

环境恶化
⑴

。 张云峰等结含国 际通用 的城镇化指标评耦合是指不同系统之 间或系统要素

对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相关研究表明 ， 价体系 ， 釆 用人 文发展 指数 ， 通过专家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 而彼此影响 以至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 引起城市及其 固边 评分法对我国 各省 、 各市的城镇化质量协 同 的现象 ， 是各子系统之间 相互依赖 、

地 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 这种 变化在城市 进行了评价
［

7
］

。相互协 调、 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
［

9
］

。

化发展初期体现 为生 态环境的退化 ， 在综观现有研究成果
，
对城镇化质量系统序参量之 间的相互协同作 用左右着

城市化发展的 中后期 则表现为 生态环境的评价方法进行 了 有益的探索 ， 但仍有 系统 相变的特征 与规律 ， 是系 统由无序

的改善 ； 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少 问题需要进
一

步探 讨。 首先 ，
在对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

［
1 （）

］

。 耦合度正是对

城市化水平的变化
，
这 种变 化表现 为 当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的认识上

， 现有研究 这 种协 同作用的度量 ，
可 用于描述系统

生态环境改善 时可促 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大多将城镇化质 量看作 是城市化发展各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
［

1 1
］

。 由于系统或

高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 快 ， 当生态环境退项指标的融合 ， 因而非 常注重指标选取要素间具有交错 、 动态和不平衡性等特

化时则限制或遏制城市化发展进程
［ 2 ］

。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 却 忽视了 指标之间性 ， 耦含度 在某些情况下难 以反映 出系

可见 ， 在城镇 化发展初期 ， 城市 发的内 在联系 ， 亦 即指标之 间的动态耦含 统或要素间协 同作用 的整体
＂

功效
＂

和
＂

协

展会导致生态环境退化 ， 这种 退化反过关系 ； 其次 ， 在指标的 赋权方法 上 ， 尽同
”

效应 。 协调度能反映系统之间 或系

来 又会抑制 城市发展 ， 可能形成
一

种恶 管熵值法、 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 、 聚 统 内部各要素之 间的 良性互动 关系 ， 揭

性循 环 ；

而在 城镇化 发展的中后期 ， 城 类分析等客观的赋权方法已经逐渐成为示系统或要素间 总体协调发展程度或水

市环境质量 的提升能 够在多 大程度上推主流 ， 但 在二级 指标的 赋权上仍较多釆 平的高低 ， 可用 于评 判系统或要素间 交

动 城市发展 ， 则取决于城镇化过程中 生用 直接赋权、 德 尔菲法 、
层 次分析法等 互 Ｉ禹含的协调程度

［
1 2 ］

。

态环境改善的速度 与强度 。 因此 ，
正确主观赋权方法 ， 使得 最终的评价结果仍 1 ． 2 城市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而 客观地认识和判断城市发展所处的阶带有
一定的主观性 ； 第三 ， 在研究尺度上 ，从系统论 的角度 看 ， 城市是

一

个开

段 ， 了解城市发展 中经济及生态环境等目 前 以省级层 面的研究最多 ， 其次是国放系统 ， 由 诸多 子系统构成 ， 其中 起关

关键因 素的发展状 况 ， 有利于针对性地家层面和市
一

级层面 ， 对城市群的研究 键作用 的子系统为 人 口子系统 、 经济子

釆 取揞施规避城市发展中 带来的种种 问则较 少 。 城市群因地缘关 系而形成 ，
具 系统 、 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 统。 城市

题
，
形成有利 于城镇化 良性 发展的外部有良好的 区位优势 ， 在 城市发展政策上系统可看作是 由经济 、

人 口
、 资源和环

环境 。 为此 ， 有必要建 立
一

套科学含理也具 有较好 的同 质性 ， 形成 了城市群独 境四个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开放型的耗散

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
3
］

。特的 发展模 式
［

8
］

，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 结构系统。

近年来 ，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 角度构单独研究 。城市系统 四个子系统的动态相互作

建了 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体系 ， 并在国家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 出发 ， 将城市 用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人口 、

省及 区域层面进行了研究 。 王家庭等通 作为
一

个开放系统 ， 通过分析系统内各子 经 济 、 资源 、 环境四个子系统之间 不断

过选取经济指标 、 社 会指标及环境指标 ， 系统 之间 的耦含协调度进行城镇化质量 协 调 ， 协 同 共进 ， 共 同推动城市发展 ；

构建了 城市化质 量测评体系 ， 运用主成 评价 。 综合运用 数据包络分析法和主成 另
一

方面 ， 某 个或某几 个子系统与其它

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 对我国 3 0 个分分析法对评价体系进行客 观赋权 ， 构 子系统 出现系统相悖 ， 影 响到其它子系

大中型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测度与分建了 城市系统耦含协调度评价体 系。 以 统 及整个城市系统的发展 ， 最终可能导

析
⑷
。 袁晓玲等通过选取物质 文明、 精 我国珠三角城市群 为例 ， 釆用 2 0 0 3

－

2 0 1 2致城市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被破坏
［

1 3
］

。

神文明 、 生态文明等指标 ， 通过聚类分析、 年的统计 数据 ， 对殊三角 城市群的城镇 例 如 ， 在
一

些大中 城市 ，
经济 的发展带

相关分析、 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其陕西 化质量进 行评 价
，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中 动 了科技的发展及环境意识的提升 ， 促

省城市化质量进行了研究
［

5
］

。 郝华勇 通过的 自 然断点分 类法对区 域内 不同城市的 进 了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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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 ： 以殊三角城市群为例
丨

李国敏 匡耀求 黄宁生 常向阳 姚三军

现 为城市绿化面积的扩大以 及能源效率，
．实现。 根据特征值大于 1 和 累计方 差贡

＿ 4 ｘ
（
￡

＇

ｌ 

ｘ￡， 
ｘ￡ ，

ｘ ￡ ）
4

的提升等方面 ； 然而 ，
人 口在这些城市

￣

Ｙｅ
，



献率大于 7 5 ％ 的原则确定主成分 ， 同时

过度聚集和扩张 ，
增 加了 环境和 资源的（

3
）可 以得到毎个指标的因子载荷。 每个指

负 荷 ，
与其它子系统旳发展形成系统相该函数实质上就是 4 种效应的几何 标的权重 ｏｔ

ｕ 的计算公式如下 ：

悖 ， 在
一

定程度 上抑制甚至抵消 了 城市 平均值与算术平均值之比 。 公式 （
3 ） 中

，ｉ＼

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改善 ， 最终 抑制了 城Ｃ代表四 个子系统之间的親合度 。 只有当
°

＇ 

＝

｜
卜 ，

丨

’

？
＝

岛ｆ Ｊ／＾ 4 5 ）

市系统的 良性发展 。 基于 以上认识 ， 本即四个子系统实现同步
‘“

文将城镇化质量的内 涵界定为 城市 系统 发展 时 ，
耦含度 Ｃ 才达到最大值 ， 这时在公式 （

5
）
中

，
Ａｗ ，ｐ ｉ

ｊ
ｋ
和

ｑＵ ｋ
分

的四 个子系统之间 的耦合协调程度 。 高四 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含关系最好 ，
系统别代表了第 彳 个子系统中第 ｊ 个指标的第

质量的城镇化应当 是四 个子系统协 调发 达到 了最优化的发展状 态。 反之 ，
如果ｋ 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

方差和特征值。

展的状态 。任何
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过于超前或滞后 ， 2 ． 2 ． 2 耦合协调度函数中的待定权数 7 ，

的

親合度值就会下降。确定 。

2 研究方法 2 ． 1 ． 3 耦含协调度函数。ｙ  ，
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获得的 。 数

2 ． 1 耦合协调度模型尽管親合度系数能够表达四个子系 据包络分析法的主要原则是将每 个评价

耦合协调度 模型 包 含 了 效应 函 数 、 统之 间的关 系 ， 但它不能反映整个系统 对象看作一个决策单元 （ Ｄｅｃ ｉ
ｓ

ｉ
ｏｎ
－ｍａ ｋ

ｉ
ｎ
ｇ

親含度函数和稱合协调度 函数 。的发展程度。 因此 ， 融人协 调度的耦含Ｕ ｎ
ｉ ｔ ， 简称 Ｄ Ｍ Ｕ ） ， 保持每个决策单元的

2 ． 1 ． 1 效应函数协调度 函数非常必要 。 其公式如下 ：输入或输 出不变 ， 从而得出输人输出的最

城市系统 发展 的效应函数可 以表示优比例 。 该方法首先运用线性规划技术确

如下 ：（ 4 ）定相对高效的生产边界 ， 然后将每个 Ｄ ＮＩ Ｕ

＾
Ｅ

？在公ｋ （ 4  ） 中 ， Ｔ 是 4 个子系统综 逐个 指向 有效边界 ， 最 后根据毎 个 Ｄ Ｍ Ｕ
‘

Ｅ
＇

合效应 的加权平均值 ， 它反映系统的整 偏离有效边界的距 离来确定每个 Ｄ Ｍ Ｕ 的

（ 1 ）体发展水平。 Ｄ代表耦含协调度 。 7 ，
为 相对效率

［
1 5

］

。 本研究选取数据包络分析

在公式 （ 1 ） 中 ， Ｅ
，
（ ｉ

＝

ｌ ， 2 ， 3 ， 4 ） 被 待定权数。 耦合协调度函数整合了 系统 方法的原因在 于 ， 该方法不需要主观确

定义 为城市系 统四 个子系统的效应或参 的耦含度和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 ， 能够 定权重 ，从而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

1 6
〕

。

数。 为第 ｉ 个参 数的第 ｊ 个指标 。 每 更全面地评价系统的发展状况 。在本研究 中 ， 每个 Ｄ Ｍ Ｕ 包含了 4 个

个指标均有
一个值 ｘ

ｙ
（ｊ

＝

 1 ， 2 ，

…

， ｍ ） 0 2 ． 2 权重的确定指标 Ｅ 2 ，Ｅｊ Ｄ Ｅ 4 ， 将它们作为每 个

ｍａｘｘ
ｕ
和 ｍ ｉ ｎｘ

？
分别表示指标 ｊ 的最考虑到评价的客观性 ， 本研究运用Ｄ ＭＵ 的产出 项 ， 将所有 Ｗ ＩＵ 的投人项假设

大值和最小值。 每 个指标的效应 由其具 主成分分析法和数据 包络分析法确定耦为 1 ， 即可得到数据包络分析的输人输出

体的定义决定 ， 例如 ，

＂

农村居民人均纯 含协调度模型中的待定系数 ， 即权重。矩阵 ， 如表 1 所示 。

收入
”

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正效应指标 ，
2 ． 2 ． 1 效应函数中权重系数 ｏｔ

ｙ
的确定数据包络分析的过程通过 Ｄ Ｅ Ａ Ｐ 2 ．

1

而
“

城市居民恩格 尔系 数
”

则是经济子ａ
”
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的 。 来实现 ， 公式 （ 6 ） 绾出 了 数据 包络分析

系统发展水平的负效应指标 。 各子系统 主成分分析法的核心思 想是将原始指标的函数表达 ：

的综合效应可 以通过如下的方法获得 ：根据方差最 大化的原则转换成
一

个新的 （ ＴｒｃｒｃｍａｘＴ
ｊ

＝

ｙ （Ｊ

ｘ Ｅ
ｌ

｝
ｘ ￡

2 ／

＋ ＾
3 ｊ 

ｘ Ｅｖ ＋ ｙ4
／

ｘ￡ｉ

；

？．每个原始指＿方差对新变量方

｜
ａ

＇

＝ 1


（

2
）差的相对贡献即为该指标的权重

［
1 4

］

。

在公式 （ 2 ） 中 ， 是子系统的各主成分分析的过程通过 Ｓ Ｐ Ｓ Ｓ 1 9
． 0 来 （

6  ）

Ｉ 樹示

：
又重 。



表 1数据包络分析的输入输出矩阵


2 － 1 ． 2 耦 口 度函数Ｄ ＭＵＯｕｔｐ
ｕ ｔ 1Ｏｕｔ ｐ

ｕｔ 2Ｏｕ ｔｐ
ｕｔ 3 Ｏｕ ｔｐ

ｕｔ 4 Ｉ
ｎ
ｐ
ｕｔ （
假设 ）

根据 系统理论 ’ 系统间的耦合度越Ｍｉ

；Ｅ； 1

高 ， 差异 系数就越 小。 瑪合度函 数的公Ｄ Ｍ Ｕ
2Ｅ

ｌ 2Ｅ

： ． ．
Ｅｓ Ｅ？ 1

式如下 ：

ＤＭＵ
．，Ｅ ，，ｈ Ｅ，，Ｅａ

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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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研究
Ｉ

8 ｂ
Ｊ

＾ 2 0 1 5 ． 0 6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根据公式 （
6

）
， 可 以得到各 Ｄ Ｍ Ｕ 获到 2 0 1 2 年的 8 3 ． 8 4 ％ 。 在中国的三大城市 从废 水 、 废气 、 烟尘、 粉尘和固废五个

得 最大产 出 的效率得分 ， 即为对应各评 群中 ， 殊三角的城镇化率遥遥领先 （ 图 2 ）。 方面衡量环境子 系统 的发展 水平 ， 最终

价单元的杈重 ｙ ｉ 的值。然而 ， 快速的城镇化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建立的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

环境和社会问题 ， 本研究通过对殊三 角表 2 中 各指 标 的原 始 数 据来 自 于

3 珠三角城市群实证研究城镇 化质量的评价 ， 揭示其快速城镇化 2 0 0 3
－

2 0 1 2 年的 （ ａ ） 殊三角各市统计年鉴 、

3 ．

1 研究区概况过程 中 存在的问题 ， 为其后续发展提供 （ ｂ ）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 （
ｃ

） 广 东省统计

珠江三 角洲位于广东省南部 （ 图 1 ） ， 决策支持 。年鉴 、 和 （ｄ ）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面临南海 ，
毗邻港澳。 包 括广 州 、 深圳 、 3 ． 2 评价指标的选取釆用 2 0 0 3

－

2 0 1 2 年殊三 角城市群各

殊海 、 佛山 、 江门 、 中 山 、 东 莞 、 惠州构建科学含理的指标体系是进行耦 市的统计数据 ，根据式 （ 1）对各指标 （ Ｘ
ｆ

）

和肇庆 9 个省辖市 ，
土地面积为 4 ． 1 7 万 含协调分析的前提 。 根据 比 例适当 、 重 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
依据式 （ 5 ） 的主成

ｋ ｍ
2

。 2 0 1 2 年 的 人 口 占 广东 省 的 5 3 ． 7 8 ％点突 出 、 总 量指 标 与 人 均 指标 相结含、 分分析法获得各指标的权重 （
ｏｃ

ｉ
ｄ

） ， 然

左右 ，
而创造的 Ｇ Ｄ Ｐ 则占到 了广东省的数据可获性 与可 比性等原则 ， 本文从人后根据式 （ 2  ） 计 算各市各个年份各子系

7 9 ． 0 7 ％ 。口的数量 、 质量 、 分布和结构四 个方面统的效应值 （ ＥＪ ，
在此基础 上根据公式

改革开放 以来 ， 珠三 角
一 直处于城 衡量殊三角 城市群的人 口子系统的发展（ 6 ） 的数据 包络分析得到各子系统的权

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 根据国 家统计局水平 ， 从生产和消费两 个方面衡量经济 重
（ ｙ ｉ ） ， 再由式 （ 4 ） 和式 （

5  ） 计算出

的统计 数据 ， 珠三角 的城镇人 口 占 常住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 从 耕地、 林地和能 殊三角 城市群各市 2 0 0 3
－

2 0 1 2 年的耦合

人口 的比例已经从 2 0 0 0 年的 7 1 ． 5 9 ％ 上升源三个方面衝量资源子系统 的发展 水平 ， 协调度 （
Ｄ

）
。



表 2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的指标及其权重


稱含系统 准则层指标层


数据来源 性质权重 （ ａｊ

人口数量人口密度 ／（人／ｋｍ
2

）ｘ？ａ负 0 ． 1 6

子系统人口 自然增长率／ 尨ｘ
1 2ａ负 0 ． 0 5

Ｅ
！
质量平均每万人 口中专业技术人员数 ／

（
人 人

）
ｘ

1 3ａ正 0 ． 0 9

分布城镇 人□ 比重／％ ｘ
1 4ａ正 0 ． 2 4

第
一

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 比重／％ ｘ
1 5ｂ负 0 ． 2 4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 比重 ／％ ｘ
1 6
ｂ正 0 ． 1 8



结构人口性别比／％


ｘ
1 7ａ


ｆｔ


0 ． 0 3

＾ｍｍ农民人均纯收入／元％ａＥ． 0 ． 1 3

子系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ｘ
2 2 ａ正 0 ． 1 3

Ｅ
2
人均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額／元ｘ

2 3
 ａ正 0 ． 1 7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ｘ
2 4 ａ负 0 ． 0 6

生产人均粮食占有量／
（
ｋｇ ／人

）ｘ
25 ａ正 0 ． 0 6

人均猪牛羊肉占有量／
（

ｋｇ／人 ）ａ正 0 ． 1 0

人均ＧＤ Ｐ／元ｘ
27 ａ正 0 ． 1 7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Ｘ
ｚｓ ｂ


Ｉ


0 ． 1 8

ＰＳ耕地面积／千公顷 ｃＳ 0 ． 1 6

子系统人均耕地面积／
（
亩／人

） Ｘ
32 ｃ正 0 ． 1 5

Ｅ
3
粮食单产水平／

（
ｋｇ ／亩

）ｘ
3 3 ｃ正 0 ． 2 9

林地森林覆盖率／％Ｘ
3 4 ａ正 0 ． 2 1



能源万元产值能源消费量／
（
ｔ标准煤／万元

） Ｘ
3ｓ ｄ


负 0 ． 1 9

ｍｉＳｔＫ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强度／ （
ｔ／万元

） ａＳ 0 0 9

^

子系统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ｘ
4 2 ａ正 0 ． 1 5

Ｅ
4废气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强度／

（ 标立方米历元 ）
ｃ负 0 ． 1 0

烟尘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强度／
（ ｋｇｍ元 ）ｘ

4 4ａ负 0 ． 0 9

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ｘ
．，

5
 ａ正 0 ． 1 4

粉尘万元工业增加值粉尘排放强度／ （  ｋｇ
／亿元 ）、 ａ负 0 ． 0 7

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Ｘ 4 7 ａ正 0 ． 1 7

固废万元工业增加值固废排放强度／
（ 
ｋｇ／万元 ）ａ负 0 ． 1 5



工业固体废物综含利用率／％


ｘ
4 9ｂ


Ｅ


0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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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親含协调 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 ： 以珠三角城市群 为例 Ｉ 李国敏 匡耀求 黄宁生 常向阳 姚三军

讀：無
图 1 珠三 角城市群位置示意图

3 ． 3 效应值结果及分析车开始 ， 两个 市的人 口 自 然增 长率迅速 东莞市 2 0 0 6 年的得分也 明显下降 ， 原因

效应值是反映 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 上升
， 第

一

产 业从业 人 员 比重上升 ，
而 在 于当 年东莞市肉 类产量 下降明显 ， 影

指标 ，

一

个子系统的效 应值越高 ， 表 明第三产业从 业人 员 比重 迅速 下降。 此外 响 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得分 。

该子系统的发展状况越好 。 图 3 给出 了肇庆市的人 口性别 比率也有明 显的上 升在 资源利 用 方面 ，
9 个市 的变化 并

珠三角 城市群各子系统 1 0 年间的效应值 趋 势 。 这些指 标表明 ，
尽管肇庆和东 莞 没有表现出 明显 的规律 。 具体来说 ，

肇

得分变化趋 势线形 图 。 图 中线 条的斜率 两个市的城 镇人 口 比重在上 升 ， 但城镇 庆 、 江 门 和惠州 3 个市的得分较高 ， 这

越大 ， 表明其所代表的子系统在 1 0 年间化的质量却没有同步跟进 。得益于其相对较为 丰富的耕地和 木地资

的变化速度越快 。在经济子系统方面 ，
9 个市的经济指 源 。 而佛 山市 由 于林地缺 乏和能源消耗

就人 □子系统来说 ，
尽管广 州 、 深 标得分均处 于上升趋 势 ， 但上升的速度相 对较高 ， 使其 资源 子系统的综含得分

圳和珠海的人 口 密度较大 ， 但它们 的人各 不相同 ， 从图 3 中经 济子系统对应的 在整个殊三角最低 。

口子系统效应值并不低 ， 这得益于其较 趋势线的斜率可以看出 ，
9 个市的经济 发在环境子 系 统方 面 ， 珠三 角 城市

低的人 口 自 然增长率 ， 较高 的专业技术展速度从左至右依次下 降 ， 各市经济 发 群 的发展态势 良好。 其 中 ， 深圳 、 殊 海 、

人 口 比重和城镇人 □ 比重 。 肇庆和东莞展水平的 差距也越来越大。 深圳市的得 惠 州和中 山 的得分较高且 在稳步上升
；

的人 口子系统综含得分 出现 了先 上升后 分在 2 0 0 8 年出现了 下降 ， 原因在于当年 广 州和肇庆的得分上升最快 ； 佛 山 和东

下降 的趋 势 ，
这主要 因 为 从 2 0 0 6

－

2 0 0 8的城镇居 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有明显下 降 。 莞 在 2 0 0 3
－

2 0 0 5 年 间 的得分 快 速提 升 ，

麥
扣 0

 1 8 2  7 8 3 ． 8 8 6 ． 08 9 3Ｗ卫
＋人 口—经济

＋
资源 —

￣环境

ｎｉ ｉ ｉ ｎ Ｈ＃纖職0 －

Ｉ
— ■ ，

——＾——“——
‘ 0  ‘

删 丨圓 丨誦 丨誦 丨 丨 丨 丨 丨腿 丨 丨議 丨 丨圓 丨圓 丨圓 丨 丨 丨 丨 丨圓圓―
ＹＲＤＢ

－

Ｔ
－

ＴＰＲＤ广州北京ｈ海＿ ｜！ ！ 

‘


1 1 ｜ 1 ＾ ！ ！ 1 1  ＾ ！ ｜

 1 

 ｌ ＾ ！ ｇＭ
地＾ Ｉ 广州深圳 珠海佛 ｉ ｌ

ｌ ｜州东克 中山
｜ｆ丨：门 Ｉ 萊庆

地市

图 2 中国三 大城市群 2 0 1 0年城镇人 口 占常住人 口的比例图 3 珠三角城市群 2 0 0 3年到 2 0 1 2年 4 个子系统的效应值变化趋势

注
： 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京津唐城市群 （

Ｂｅ ｉｊ ｉｎ ｇ
－

Ｔ ｉａ ｎｊ ｉ
ｎ
－

Ｔａ ｎｇ ｓｈａ ｎ

ｒｅ
ｇ ｉ
ｏｎ

， 简称Ｂ
－

Ｔ
－

Ｔ
）

， 珠三 角城市群 （
ＰＲＤ ） 和长三角城市群 （

Ｙ ａｎ
ｇ
ｔｚｅ

Ｒｉ
ｖｅ ｒＤｅ ｌｔａｒｅｇ ｉｏｎ

， 简称Ｙ ＲＤ
） 。 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是京津唐地区和长

三角地区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 ， 深圳市和广州市是珠三角 地区城镇化率最

高的两个城市。 图中数据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 普査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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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稳步发展 ； 江 门市的得分则 相对较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有的耦合协调度值分 为三类 （
图 5 ）

： 耦

低
，
且增速缓慢 。 总体来说 ，

1 0 年间殊具体来看 ，
上升幅 度较大的两个市 合协调度低值区 ， 耦合协 调度 中值 区和

三 角 城市群在环境治理方面都做出 了 很 是江门 市和惠州市 ， 且 惠州市旳上升相 耦合协调度高值区 ； 最后 ， 在分 类结果

大的努力 ， 多数地市 2 0 1 2 年各项污染物对平稳 。 结含图 3 进行分析 ， 不 难发现 ，
的基础上 ， 运用 如下程序确定殊三 角 城

排放达标 率都在 9 0％ 以上
，
这些指标的 江门市的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波 市群 9 个市各年度的Ｉ禹合协调度等级 ：

提升为整个地区的协调 发展起到至关重动要 比惠州市剧烈 。 因此 ， 保持各子系… 为 1 0 年间 9 个市属于Ｉ禹含协调度

要的作用 。统发展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对于区域的协各等级的数量 ， 1

＝

1 （ 錦含协调度低值区 ） ，

总 体来说 ， 珠三 角 城 市群 在经 济调发展至关重要。 珠海市 1 0 年间羅含协 2 （ 耦合协调度中值 区 ） ，
3  （ 耦合协调度

和环境 两 个子系统 的得分均呈增 长趋势 ， 调度稳定增 长 ， 不论发展水平还是内在高值 区 ） ； Ｍａｘ Ｎ
ｉ
为 … 最大值的个数。

为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协调性均呈上升趋势。若 Ｍ ａｘ Ｎ＾ ｌ 且 … 达到最大值 ， 则该

用 。 然而 ， 部分城市人 □子系统和资源 9 个市中 肇庆的Ｉ禹含协调度增长最为城市的等级被确定为 1 。

子系统的得分 增长相对迟缓 ， 并伴有波缓慢 ， 在 2 0 0 9 年 和 2 0 1 0 年还出现 了 下图 5
（
ａ

）

－

5
（
ｃ

） 分别反映了  2 0 0 3 年、

动 。 尤其是资源子系统的波动尤 为剧烈。 降趋势 。 正 如 图 3 所示 ， 这
一

时期耦含 2 0 0 7 年和 2 0 1 2 年 3 个年度珠三 角城市群

这 种波动必然会导致系统协调性的波动 协调 度的下降应 归咎于 人 口子系统发展Ｉ禹合协调度的等级分布情况 。

或下降 ， 不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的相对滞后 。从图 5 可知 ， 珠三角 城市群耦含协

3 ． 4 耦合协调度结果及分析3
． 4 ． 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分析。调度 的提升在空 间上呈现出 由 中部向 两

耦含协调 度是对所评价系统的综含为 了 揭 示珠三 角 城市 群耦含协调翼扩展的态 势 。 2 0 0 3 年殊三角 城市群耦

发展水平的度 量 。 表 3 给出 了 殊三 角城 度的空间 变化趋势 ， 运用地理信 息系 统 合协调度的低值区主要位于珠三 角的两

市群 2 0 0 3
－

2 0 1 2 年的耦含协调度值 。 （ Ｇ Ｉ Ｓ ） 中的 自然断点分类法 （ Ｊｅ ｎｋｓ
） 来翼 ， 包栝惠州 、 东莞 、 中山 、 佛山和江 门 。

如表 3 所示 ， 1 0 年间跦三角城市群实现耦含协调度的分级 。 作 为
一

种数据高值区则位干珠三 角 的中心地区 ， 包括

的耦含协调度 值介 于 0 ． 8
？

1 之间 。 最低 分类方法 ， 自 然断点分 类法能够最小 化广州和深圳 。 2 0 0 3 年到 2 0 0 7 年 ， 珠三 角

值是 2 0 0 3 年 江门 的耦含协调度值 0 ． 8 1 3
， 组内均方差而最大化组 间均方差 。 因此的耦含协 调度低值 区在不断缩 小 ， 耦合

最 高值 是 2 0 1 2 年跦 海 市 的 0 ． 9 9 1 。 这该方法能够使同类 别个体 间差别最小而协调度中值区的范围不断扩大 。 到 2 0 0 7

意味着 1 0 年 间殊三 角 城市群 中珠海市 使不同类别个体间 的差距最大
［

1 7
＇

1 8
］

。年 ， 仅江 门 市处 于耦合协 调度低值 区 ，

2 0 1 2 年的城镇 化质量 最高 ， 而江 门 市该方法在 Ａ ｒｃ Ｇ Ｉ Ｓ ｌ Ｏ ．Ｏ 环境 下运行 ， 耦合协 调度 中值 区 几乎布满殊三 角两翼 。

2 0 0 3 年的城市镇质量最低 。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 首先 ， 准备好包含 2 0 0 7 年至 2 0 1 2 年
，
瑪合协调度高值区扩

3 ． 4 ． 1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分析。所有预分类个体的矢量 图 ， 然后将每个 展至两翼地 区 ， 到 2 0 1 2 年
，
整 个殊三 角

图 4 绾出 了殊三 角城市群耦合协调耦含协调度值分配到相应个体的属性中 ；除肇庆市外均属于鍋合协调度高值区 。

度 随时 间变化的线性 图 。 总体来看 ， 各第二步 ， 调用 Ａ ｒ ｃ Ｇ Ｉ Ｓ 中的 自然断点分类将 1 0 年作为
一

个整体进行分析 ， 得

市均表现 出 了上升的趋势 ，
且 9 个市之 法程序对耦合协调度值进行分 类 ， 将所出 的结果如图 5  （

ｄ
） 所示 。 殊三 角城市



表 3 珠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ｒＳ 0 9 5 3 0＾ 5 7 0 9 6 2 0 9 4 5 0 9 4 3 0 9 4 3 0 9 5 2 0 9 6 9 0 9 8 7 0 9 9 0

深圳 0 ． 9 6 3 0 ． 9 6 2 0 ． 9 7 2 0 ． 9 3 2 0 ． 9 6 0 0 ． 9 6 2 0 ． 9 7 6 0 ． 9 8 1 0 ． 9 8 6 0 ． 9 8 8

殊海 0 ． 9 2 1 0 ． 9 2 3 0 ． 9 3 4 0 ． 9 4 1 0 ． 9 6 1 0 ． 9 6 1 0 ． 9 6 6 0 ． 9 7 6 0 ． 9 8 40 ． 9 9 1

佛山 0 ． 8 4 1 0 ． 8 3 8 0 ． 8 9 5 0 ． 9 2 1 0 ． 9 0 7 0 ． 9 1 5 0 ． 9 2 5 0 ． 9 3 6 0 ． 9 3 8 0 ． 9 4 6

惠州 0 ． 8 5 8 0 ． 8 7 8 0 ． 8 9 3 0 ． 8 9 6 0 ． 9 1 3 0 ． 9 3 0 0 ． 9 3 3 0 ． 9 5 7 0 ． 9 6 2 0 ． 9 7 5

东莞 0 ． 8 3 7 0 ． 8 7 0 0 ． 9 0 9 0 ． 8 9 8 0 ． 9 1 5 0 ． 9 2 5 0 ． 9 2 1 0 ． 9 3 2 0 ． 9 4 0 0 ． 9 5 1

中山 0 ． 8 6 0 0 ． 8 8 1 0 ． 8 9 7 0 ． 9 1 00 ． 9 2 1 0 ． 9 2 5 0 ． 9 4 4 0 ． 9 5 8 0 ． 9 5 2 0 ． 9 6 5

江 门 0 ． 8 1 3 0 ． 8 4 7 0 ． 8 6 30 ． 9 1 1 0 ． 8 4 6 0 ． 9 0 2 0 ． 9 0 0 0 ． 8 9 8 0 ． 9 3 1 0 ． 9 6 5

肇庆 0 ． 8 9 5 0 ． 9 0 4 0 ． 9 2 1 0 ． 9 2 8 0 ． 9 1 0 0 ． 9 2 8 0 ． 8 9 6 0 ． 8 8 7 0 ． 9 2 7 0 ． 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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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親含协调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 ： 以珠三 角城市群为例 丨 李国敏 匡耀求 黄宁生 常向阳 姚三军

—

＾．ＡＨ Ｐ 法和 Ｄｅ ｌ
ｐ
ｈ ｉ 法等主观赋权法的人 为

主观因素影响 ， 提 升了评价结果的客观

。柳 性和科学性。

讓 ＝
＊一

（
3

） 选择珠三 角 城市群 为 实证研

Ｉｏ＾ｏ／究对象 ， 釆用 2 0 0 3
－

2 0 1 2 年的统计 数据 ，

： Ｖ^ ｒＶ＿ｒｗ对其城镇化质量进行 了定 ：■评价。 结果

0？ 0 1
／ｒ：

？

ｎ
— ＊？表明 ，

珠三角 城市群 在整体上 已初步形
1
1

挪 挪 挪 脚 咖 咖 棚 删 咖 咖成了经济发展 与环境改善 之间的良性耦
＾
合关系 ， 整 个城市群 在城镇化过程 中非

图 4 珠三角城市群稱合协调度的时 间序列分析常＾主重生 ；＾环 ：！竟的 ｆ呆护 与 改善 ， 1

■

足进 7



整个 区域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 然而 ，
人

口 与资源两 个子系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
▲（ ａ ）  2 0 0 3 （

ｂ ） 2 0 0 7

｜
｜

Ａ 1
｜
Ａ一其它子系统 的发展 ， 成 为 阻碍跦三 角城

市群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不利因素。

＾

Ｔ＾．


，

Ｔ
＾
ＴＶ点分綠 （

Ｊ ｅ ｎ ｋｓ ）辦价親进行分类 ，

探索大城市群 城镇化质量的空 间 演变规

議卿

、 ■ 丨

隨講律 。 结果表明 ， 殊三 角 城市群城镇化质
‘

量 分布 呈现 出 中部高 于两翼的分布 特征 ，

协调 度 ？ 供 丨

＜糲 介办 调 ／ａ ｆｆｉ ｔａＫ＿
？

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 空
？

间上呈现出 由 中

（
Ｏ 2 0 Ｉ 2

＜
ｄ

） 
2 0 0 3 － 2 0 1 2部 向 两翼扩展的态势 。 中部地区 如广 州 、

Ｊ
ｊ＾

Ｌ？

；Ｍ職时雜減關翻带动 下 ，

环境和资源状况得到改善 ， 促进了城镇

酬難刚含协调度

ｊＥＶＩＲＥ
＇觀较低的原因则不 尽相同 。 肇庆市的

城镇化质量较低主要 归咎于其人 口系 统

7＾＾的发展滞后 ， 而江 门 市则主要在于其环

 （
5

） 在未 来 的发 展 中 ， 殊三 角 城
图 5 珠三 角城市群瑪含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 一
． 、

－

帀群应 更加汪重人 □ 数量和结构的调控 ，

加 大人才的培 育和 引 进 力度 ， 改善人 口

产 业分布状况 ； 注重优化资源 利用方式 ，

提高资源利用 率。 在政 策上和财政投 入

群的耦含协调度可分 为 两 个部分 ： 中 部 量的内涵 ， 将城市系统看作是城市 发展上向城镇化质量相对较低的区域倾斜 ，
同

的耦含协 调度高值区和两翼的耦含协调 各子系统之间Ｉ禹含而成的开放型的耗敔时各地区 应根 据 自 身的产业 特点 、 地理

度 中值区 。 这
一

结果表明 ， 在过去的 1 0结构系统 ， 从人 口 、 经济 、 资源 、 环境 4优势 、 资源优势确定 不同的发展模式。

年里 ， 殊三角 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在 分个子系统的层 面分 别选取
一

些考察指标 ，

布上表现出中 部高两翼低的特点。构建了 基于耦含协调度的城镇化质量评参考文献
：

价模型 。［ 1 ］ 姚士谋 ， 陆大道 ． 王聪 ． 等 ． 中国城镇

4 结论与建议 （
Ｚ） 将数据包络分析 （

Ｄ Ｅ Ａ ） 方法化需要 综含性的科 学思维 ：
探索适应 中国国

（
1  ） 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城镇化质用 于城镇化质 量综含评价 ， 有效避免 了情的城镇化方式 ［ Ｊ ］ ． 地理研究 ，

2 0 1 1
（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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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5 5 ．
ａ ｎｄＰｅｒｕ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 ｎｇ ｓｏｆｔｈｅ 2 0 0 6 Ａｎｎ ｕａ ｌ

［ 2 ］ 方创琳 ，
杨玉梅 ？ 城市化与 生态环境交Ｍｅｅｔ ｉ ｎｇ ，Ａｕｇｕｓｔ 1 2

－

1 8， 2 0 0 6 ，Ｑｕｅｅ ｎｓ
ｌ
ａ ｎｄ ．

互耦含 系统的 基本定 律 ［Ｊ ］ ． 干旱区 地理 ，
Ａｕ ｓｔｒａ ｌｉ ａ，Ｆ， 2 0 0 6 ［Ｃ ］ ．

2 0 0 6 （
1

）
： 1

－

8 ． ［
1 5 ］ ＳＡＡ Ｔ ＩＳ ，ＨＡＴ Ａ Ｍ ＩＭＡ

，ＡＧ Ｒ Ｅ Ｌ ＬＰＪ ，

［ 3 ］ 王 德利 ， 方创琳 ． 城市化发展质量研 究ｅｔａｌ ．
Ａｃｏｍｍ ｏｎｓｅｔｏｆｗｅ ｉ ｇ ｈｔａ

ｐｐ
ｒｏａ ｃｈ

进展 及展望 ［ Ｊ ］ ． 现代城市研 究 ， 2 0 1 2 （ 7 ） ：
ｕ ｓ

ｉ
ｎ ｇａ ｎｉｄ ｅ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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