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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人口问题，我国在

人口问题上，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目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由人

口数量向人口结构转变，少子化严重、劳动力缺乏、老龄化逐渐严重、性别比失

调等多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严重阻碍。随着人口结构问题

的日益严重，社会经济结构也逐渐的扭曲，并使得经济发展动力逐渐缺失。而人

口结构的均衡，则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健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因此，有必

要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

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本文的分析中，以甘肃省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口总量，人口年龄、

性别、文化以及城乡和产业结构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探究甘肃省人口结构变化

特征，同时，依据甘肃省特有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构建人口结构系统与

区域经济系统，建立耦合协调模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区域经济与人口

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来看，这两个要素表现出较高的关联

关系，但是，不合理的内部结构，导致耦合协调程度较低，随着国家和当地政府

对甘肃省发展的关注与投入，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逐渐从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

另外，在发展指数方面，人口结构要比经济发展指数低，这就导致了经济的综合

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发展不稳定。  

鉴于此，甘肃省要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快建

设基础医疗体系，提高居民生育意愿；建立合理的老年人口保障制度；增加投资，

实现人口文化结构的改善；调整产业布局，转换增长动力；因地制宜，促进经济

均衡发展。 

 

关键词: 人口结构 经济发展 经济灰色关联度 耦合协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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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Over the years,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mplemented in my countr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The 

main contradicyion i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begun to shift from 

population to demographic structure,with serious declining birthrate,lack 

of labor,and gender ratio.Many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 and 

increasing aging have restricted my countryˊs  economic development.A 

distorted population structure will not be conductive to the rational layou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and will also reduce th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On the contrary,a 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help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Therefore,it isnecessa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otal population,population gender 

structure,population age structure,and population cultural structure,and 

population culutural structure in Gansu Provi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in Gansu Province.At 

the same time,based on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are constructed,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Gansu Province show '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g,but due to the irrationality of its internal structure,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s low.With the national and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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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atten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has begun to transition 

from the past maladjustment and decline to Reluctantiy couple the 

coordination phase.In addition,in recent years,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ex has been lower tha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o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is low, 

In view of this,if Gansu Province want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under the Silk Road New 

Economic Belt,it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sic medical 

system and increase residents ' willingness to bear children;establish a 

reasonable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elderly;increase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Adjust the industrial 

layout and transform the growth momentum;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Population structure；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gray 

correl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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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经济都出现了较快程度的成长，经济面

貌出现大繁荣的景象，经济格局变化明显，而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结构也出现

了非常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地理学还是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相关人士，

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经济和人口结构的相关性上。人口结构不仅影响着人口总量

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这两个要素放在地区层面上，所表现出来

的关联性更加密切。地区人口结构的改变，会使得当地的需求产生变化，从而影

响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布也可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做出调整，进而满足人

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经济总量有所提高。所以，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就

要寻找适合人口结构的产业结构，及时做出有效的调整，以确保两者的协调。近

十年，我国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产业从业结构也发生了巨

大改变，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大幅度增加，产值大大提升，这些变化加速了中国的

城市化进程。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相关问题。例如，人口老

龄化问题，产业布局不合理，存在着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的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为了使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放缓经济发展的脚步，多加思考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认清当下人

口结构，从而调整产业布局与当下的人口结构相适应，使一、二、三产业协调高

效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 

1.1.2 研究意义 

多年来，在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都是

从宏观层面开展研究，其中，也有不少研究是以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的，但

多数都是从单一人口结构着手，从基于空间研究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则不多。人口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2 

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社会经济

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改变。例如，年龄结构失衡会对经济发展和社

会福利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会影响就业和婚姻，从而引起老

龄化，劳动力缺乏等现象。如果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人口结构的优化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问题，合理的人口结构对于甘肃省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之，经济发展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人口结构。在本文中，从人口结构和经济

发展两方面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出两者的定量关系，从而确定对甘肃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而根据人口结构与产业布局，就业形势和

资源配置等关系，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希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源

配置，转变人口结构，以改善经济发展现状，使甘肃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1.2 文献综述  

1.2.1单一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的改变，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成长。

但由于建国初期人口数量剧增致使我国不得已实行计划生育，21 世纪以来，我

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已超过 10%，这就表明当前我国老龄化不断严重，老龄社会明

显，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不少学者

就经济发展与年龄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开展了相关研究。汪伟（2015）在对产业结

构升级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研究中，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相互作用影响的机制：

一，消费需求效应；二，人力各项资本积累效应；三，劳动力禀赋效应；四，劳

动力生产效应；五，老龄负担效应。前三方面所带来的效应均为正面效应，能够

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而最后两方面所带来的的则是负面效应，阻碍了产业结构的

升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不同区域所产生的效果进行

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区域而言，老龄化对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影像效

果是不同的，也就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张秀武，刘成坤，赵昕东（2018）

以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介变量为切入点，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到在人力资本方面老

龄化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是不确定的，少龄化则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分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3 

人口结构、老龄化结构以及少龄化结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的影响效果分析中得

出，不论是人口老龄化还是少龄化，在搁置中介效应的作用下，都会阻碍经济的

发展。邓敏，曹希广（2019）在开展研究时，加入了工资水平这一变量，宏观分

析了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像。结果显示，抚养比越高，则经济发展受

到的阻碍越大。不过，通过工资的上调，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这一负作用。

进一步把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考察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显示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不同区域而言，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当地的经

济所带来的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不同人口结构以及不同区域经济发展，

要根据特定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才能够准确分析出人口结构给经济带

来的影响并制定对应的对策。在人口红利与经济的作用关系上，不少学者开展了

相应的研究。蔡昉（2010）通过联系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从人口转变的

角度分析研究了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影响，检测了刘易斯转折的出现，紧接着

阐述“未富先老”缺口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填平和消除，最后说明了经济可持续发

展可以利用刘易斯转折带来的人口红利实现。田伟（2018）采用“柯布—道格拉

斯”这一生产函数，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在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贡献率，通过分析总结指出，人口红利对经济的

影响已经不存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才能够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王悦，马树才（2016）并没有仅仅考虑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带来

的影响，而是通过引入莫兰指数检验了各个经济因素在空间相关性上呈现紧密联

系。另外，他们构建了两个模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PDM)和空间误差面板模

型(SEPDM)，通过两个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后者在进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

研究方面更加适用。在选择指标方面，也突破传统指标，选择了从业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这一指标。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主要有三个，分别

是人均教育人力资本、人均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铁瑛（2019）

等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机理，不同以往文献的是文章涵

盖了新的人口结构指标：人口流动信，从“城市维度”和“行业维度”两个侧面

分析了人口结构对于出口“成本机制”与“人力资本机制”的影响，也就顺理成

章的过渡到“人口红利”的概念。最后实证佐证结果显示，劳动力要素是人口结

构影响出口的关键点，，那么“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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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这个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嵌入人口年

龄结构这一变动指标，指标的选取和模型构建均有差异，但是结果都指明人口红

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影响。尽管本世纪开始人口红利在逐步衰退，但探究顺

应人口结构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脚步未曾停歇。 

1.2.2 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是不可缺少的关键，而富足的劳动力，极快

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结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改变，这也使得更多的学者将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个重点研究

题目。于婷婷，宋玉祥等（2016）选取六个人口结构指标，分别是年龄、城乡、

文化、性别、产业以及失业结构，并收集整理了东北三省地级市 2003-2014 年的

经济数据，通过空间效应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存在的空间

依赖性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人口

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力。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对于东北三省地级市而言，各

地区在空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二，在检验指标中，

人口性别和产业结构两个结构没有通过，而其余四个指标，均显著影响着地区的

经济发展；三，在影响指标中，年龄人口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效果最为明显。王晓

凤，李宗尧（2017）在分析中，选择了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结构和人均

产出增长率为主要研究方向，收集整理了该地域 1990～2014 年的相关数据，选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相较于单一人口结构，虽然充分考虑了人口结构的

变化，但是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没有做解释，另外，传统回归在统计相

关性的表现方面也不明显。李建强，王世杰（2017）则选择了甘肃省各县（市）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选择时空演变作为变量，从城乡结构、性别结构和人口年龄

结构等方面开展研究，研究分析了区域经济受到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发

现二者的关联度有一定的波动性，并且人口结构凸显出失衡的趋势。从文章可以

看出，人口结构指标选取较片面不具代表性，也没有识别变量间的相关性。张宇，

杨彩萍等（2018）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了 2000-2010年间黄河金三角地区人口

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联系，主要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了耦合协调模型，

从空间耦合特征方面开展了分析。结果显示，关联性最强的是人口城乡结构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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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指标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要素所产生的的影响，对经

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大。在对经济影响方面，文化结构这一要素产生的作用最小。

这这研究选择的 10 年时间内，从耦合程度来看，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性不

大，而且两者所产生的协调程度也比较的低。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数据的单

一致使时间序列分析上不够全面。吴连霞，赵媛等（2018）在研究中，不仅采用

空间回归模型(SRM)从全局角度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而且以 2010年为例进行静

态分析，研究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之后，则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WR)

模型，整理了 1990-2010 年的影响要素相关的数据，通过动态变化的演化过程，

从机制的形成角度着手开展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水平的促进效用最大，

老年抚养比对耦合度的阻碍力最大，在空间层面上不同机制显示非均衡性，不同

地区以及地区所处的不同阶段，在同一机制的作用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赵

春燕（2019）则是基于我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把中国划分成东、东

北、中、西部四个区域，在指标方面则选择了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教育

结构等几个变量，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国内各区域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当

地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从协同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这三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效

果。论证结果显示，各变量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对不同区域经济的效果存在着较

为明显的差异。虽说不同其他学者综合分析了人口结构变量对区域发展的协同影

响，但提取的变量无法包含人口结构的大部分信息，一定程度上有遗落重要信息

的可能性。因此，再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时，需要将甘肃省人

口结构作为整体来开展研究，尽可能使指标变量具有代表性与全面性，以此能够

更精准量化变量间的统计相关性。本文通过整理当前已有的研究文献显示，虽然

当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得到的结论却相差较大，这就表明人口结构

与经济发展两者所存在的关联关系比较的复杂，并且不同的研究地区，也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另外，关于甘肃省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 

1.2.3 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普遍赞同人口文化结构、城

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对劳动生产率，从而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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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储蓄，从而为未来的

经济增长提供资本。目前，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本是采用定量分析，

为本文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研究对象，

大多数学者都是以全国为研究对象，部分学者以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为研究对象，

而对于西部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二是研究视

角，大多数学者都是以人口老龄化为研究视角，而基于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很少，而且经济系统指标比较单一，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

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将增加经济系统指

标，并从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研究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对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加以阐述，并对有关文献综述加

以整理。简要分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并提出本研究存

在着意义。并对相关研究文献加以梳理，更加深入的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下

文的深入分析做铺垫。 

第二部分，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这一部分重点分析界定了本文

讨论要素的概念特点。立足人口结构，探讨甘肃省人口结构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

界定与基本理论。 

第三部分，甘肃省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以不同时期为宏观分析路

线，对甘肃省人口特点进行了分析。从人口结构方面，主要划分为自然、地域和

社会结构三大类，然后对三大类人口结构进行分析，并深入分析了各个人口结构

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首先从总体经济

上做出了评价，然后则评价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结构特征，并分析研究了其优化程

度，重点从一二三产业方面开展了分析，最后则从发展效率方面，对区域经济做

出了全面的分析。 

第四部分，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首先运用甘肃省经济发展

与人口结构这一系统中各因素不同的发展态势，选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关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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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动态特征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开展了分析。其次则为了分析

时空间方面的一致性，利用空间及时序耦合协调度开展了相关分析。 

第五部分，相关结论和启示。对文章的研究结果形成结论，根据结论对如何

优化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带来可持续发展进行简单描述。 

1.3.2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通过整理搜集国内外的一些经典著作如人口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

经济学理论、人口结构理论、学习人口学理论等等，本文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参考

诸多关于人口与经济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也是本论文研究课题的基础。 

（2）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甘肃的经济发展现状和人口结构的分析使用描述性系统分析法进行

相关描述分析，并且针对本省人口结构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耦合

协调性的情况做细致的探究。 

（3）灰色关联分析法 

关联度指系统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对于两个系统指标而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时间或对象的变化引起因素的改变。衡量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同步变化程度使

用关联程度来进行分析，一般来讲，两个因素变化趋势相一致时，两者之间的同

步程度也就越高，关联度也就越高；反之，关联度较低。简单来讲，灰色关联分

析方法，也被称之为“灰色关联度”，该分析法是衡量系统内各个指标发展趋势

的相异程度和相似程度。本文用颜色代表信息的掌握程度，其中已知信息用白色

表示、未知信息用黑色表示，一部分未知信息和一部分已知信息用灰色来表示。 

已知掌握信息对未知掌握信息的内部关系使用灰色系统进行研究。灰色矩阵

和理论涵盖灰色代数系统是灰色系统的主要内容；灰色系统的创新融合是构建灰

色模型的基础，该模型包含：灰色聚类评估、灰色投入产出、灰色预测、灰色规

划、灰色关联分析等等，其中灰色关联分析覆盖面比较广，主要有三维灰色关联

度、绝对关联度、综合关联度、相对关联度等等。灰色系统理论应用的研究领域

集中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在社会、经济、生物、环境、医疗、能源、

建筑等系统中，从而深入研究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情况下，在数据较大的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0%E8%89%B2%E5%85%B3%E8%81%94%E5%BA%A6/683585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8 

统中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深入研究多种抽象因素共同作用

的系统，除此之外，该模型能够有效的弥补传统统计学对数据信息分析不足的缺

点，该模型还能解决传统分析法研究不到的相关问题。 

（4）耦合协调分析 

“耦合”的最初含义来自于物理学，是指要素在变化过程中，由于要素之间

存在内在联系，两个要素之间彼此影响是由于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现象，学者们对

这一现象不断的深入研究，发现了耦合度这一概念，以两个系统之间彼此影响的

这一现象为例，耦合度表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因此，从耦合度的表现情

况可以看出两个指标协调发展的动态关系，从而充分的说明了两个系统之间彼此

影响的状况，然而，该状况不能有效区分利弊；两个系统中耦合相互作用的良性

耦合程度的大小是协调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两个系统之间协调情况，

因此，协调度不仅能够体现出两个系统之间彼此影响中相互促进的情况，而且也

可以反映是否在低水平上相互制约。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之间彼此影响，为了准

确的分析事物发展的协同程度，可以构建完善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实现。  

本文采用耦合度分析人口结构的内在变化和经济不断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但

是耦合度仅仅可以反映某些情况下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却很难体现出人口

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状态。从哪方面来讲，最终的目标都是追求人与经济共

同可持续发展，那么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和经济系统的发展状况，仅通过耦

合度来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同时具有动态、交错以及不

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特点。所以，构建两个系统的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全面

分析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能够有效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情况

和人口结构，另一方面可以对两个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清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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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2.1 人口结构的概念界定 

众所周知，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构成，人口结构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

人口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划分从而反映出人口数量在总体内的比例情况，而且这些

数量比例在规定上可以有质的不同。人口结构可以对人口数量关系充分的表达，

还能够从侧面表达出经济水平的强弱。一般情况下可以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地

域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自然结构等等。 

人口自然结构指的是根据人口进行再生产的基本情况，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是人口生物学的主要特征。人口自然结构对人口发展规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在研究经济发展中综合考虑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人

口自然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口自然结构的

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人口社会结构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人口社会特征来进行划分的，在人口结构中

人口社会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口社会结构主要包含：宗教结构、家庭结

构、民族结构、部门结构、职业结构、婚姻结构、语言结构、文化结构、阶级结

构等等，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的变化严重影响到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该

结构和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性。人口在生产是人口自然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产生

关联的介质，比如，人口的平均寿命、自然生长率、出生率等等受到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人口居住地是划分人口地域结构的基础，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变动、自然资

源、地理环境、市县的布局、迁移结构、城乡结构等等，所以，根据人口地域结

构可以合理的使用自然资源以及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的发展。人

口地域结构和人口自然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地域结构和人口的平均寿命、

死亡率、出生率都有很大的关系。 

从总体来看，人口结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口结构是人类自身

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

交互影响作用下，人口的各种结构逐渐表现出自身独特的特性和变动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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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非常重要，能够根据相关变化预测人口增长

规律，从而有效的帮助政府根据预测数据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促使社会和经济

不断发展。 

本文对甘肃省人口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根据该省人口的信仰、宗教、阶级、

职业、文化程度、婚姻情况、居住地、性别、年龄等等基本信息。按照人口结构

的性质来区分，人口结构的状况是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人口再生产是否能够顺

利进行，还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人口结构中

的年龄结构对其影响非常大。其中人口年龄结构中的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即老龄化

严重会使社会负担大大增加，进而增加财政支出，社会活力减弱，在国际上的竞

争力也随着降低；和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劳动力年龄人口的适度增加，会为社会

提供更多的劳动力，科技创新力也随之提升，整个社会的竞争力提升，当然这只

是在适度的情下，如果劳动力年龄人口过快增长的话，产出供给会大于社会需求，

社会的就业压力就会急剧增大，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发展中人口性别结

构对其影响非常大，现如今，个别地区男女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很多适龄

青年没在恰当的年龄结婚，这样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影响人口再生产，使

社会生产力也不断降低，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由人口城乡结构、人口产业结构、人口社会结

构等等。人口产业结构指的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整个社会人口

的就业人数，假如，第一产业人口数量过多，将会造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的减少，从而使农民的生产效益减少。对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布局，

能够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能够不断的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人口的地域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口迁移。如果人口从环境恶劣的

地方流向环境好的地方，一些外市的人口向本市流动，或者国外人口向国内迁移，

都会为本市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增加整个地区的生产活力，人口规模

的逐渐扩大也会也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的市场需求，所以，经济在不断发展中

将会出现更多的创业机会以及就业机会。以上所说的只是限制在外来人口数量合

理的范围内，如果这一数量持续增多的话，会增加整个城市的压力，社会管理成

本和政府的财政支出都会随之增加，所以合理的引导人口的流动，不仅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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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能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市场活力。综上所述，影响人口结

构的因素非常复杂多变，研究经济发展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课题，

合理布局人口结构能够促使经济不断发展。在研究经济发展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选取人口结构的变量非常重要，选取的变量必须具备可控性、可调性等等。

因此本文选取的人口结构变量是：人口的社会结构情况用人口文化结构来表示，

人口地域结构情况用人口城乡结构来表示，但文中在选取指标的时候我们用失业

率代表文化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代表人口的自然结构情况。 

人口按性别进行分类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内容，该结构能够从分反映出不

同性别的人口占总数的比例；从业人员在各个产业的分布情况是人口产业结构的

主要内容，该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出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不同年龄段的

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内容，该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出人

口年龄的组成情况。本文以辽宁省的人口性别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该结构用人

口性别来进行表示。乡村人口数量和城镇人口数量的比例状况是人口城乡结构的

主要内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人口城镇率的主要内容。。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人口文化结构的主要内容。对人口

文化结构进行评价的指标是不同教育阶段学生人数、文盲率、每万人中不同文化

水平的人口数或者比例等等。而这些数据的获取较困难，所以用失业率来代替。 

2.2 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体可分为两种含义，其中经济增长可以这样被定义：

一个国度或地域中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是一个量度的概念,但经济发展

是关于质的复杂的宏观问题。具体来说，一国或一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货币形式上用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表示，通常衡量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一段时期的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第二，GDP的均匀分布的上升速度。简

言之，经济增长是用增长率的方法表示的。另一方面根据衡量方式可以看出经济

增长即是产品产量的增加，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经济总产量或人均产量的

增加。每个人额外报酬的提升也归于经济增长，不同之处在于，是要将人的数量

增加和价钱更改等原因囊括在里面。 

从全世界范围跟单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描绘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有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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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源获得的程度决定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物质中占绝大多数的是石油、甲烷、

金属、煤炭、植物等构成，能源里面则含有水能、电能、机械能、化学能、核能、

风能、潮汐能等。获取有用物质和能源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制约：一、资源约束；

二、 技术约束；三、体制约束。资源约束涉及到自然条件、劳动力质量、资本

数额等，技术约束是直接通过技术水平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都会受到新的技

术和方法的制约。顾名思义体制约束是指限定人们的经济行为，约束人们在制度

范围内进行商品的生产流通、收入分配等，并规定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及劳动组织

符合体制范围，换言之体制约束给人们的经济行为边界提供了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 S·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有这样一个被奉为经典的理论，他的

解释是这样的：“一个国度或地域的经济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可以给居民

提供不同样式、商品数目很多的经济产品提供的建立在有能力，同时这种能力在

不断上升，不过这种能力日渐上升的根本在于，通过不断提高核心技术的能力还

包括改变所需要的制度和一部分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人口增长的定义为基

准，S·库兹涅茨结合有关文献及资料归纳出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1、将人的数

量做为根本，运用数学的方法推算出高增长率人的数量和制造出来的数量。经济

增长这个定义中含有叁个增长率，称为高的制造出来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个人

产量增长率，这 3 个是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特点。2、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是很高

的。技术的突破和生产率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成正比，同样的一个成熟的生产

也可以表现出技术的突破。3、经济结构以较高速度发生变革；4、社会结构与意

识形态的结构改革速度加快；5、提升在整个世界来看也是快速增加的；6、世界

增长是不平衡的。 

从经济发展的范畴来思考，经济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国家公民的生活幸福

度，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社会秩序、国家的政治格局，都可以用经济发

展来概括。我们就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充分不必要条件，

而经济发展则是充分必要条件。通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产业结

构的改变又影响到家庭规模及生活物质结构的调整，如果放到实际来看就是劳动

生产力水平的增加、每个公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方式是人均产量增长率的

提高为人均收入增加奠定了基础，消费结构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又反过来刺激生

产结构的改变。由以上分析可以明白，生产结构会让社会中各个方面产生一种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9E%E9%95%BF%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BB%93%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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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变化。 

2.3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人的构成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得出多种理论。阿弗里德·马歇尔明

确提出，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结果。亚当·斯密也曾指出相同

理论，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处。除此之外，亚当·斯

密着重提出增加国民财富还需要依靠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不过人口的数量是社会

分工保障，只有人口具有一定数量社会分工才能顺利开展，通过社会分工能提高

劳动者自身的技术水平，利用机械高效率的工作减少劳动者的手工劳动的时间，

一人可以身兼数职，逐渐从单一的工作模式脱离出来，并且节约了工作转移的时

间，从而很大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国民财富也随之提高。朱利安·林肯·西

蒙从技术的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人数量的增长和经济是否增长之间的关系，

总结出当人的数量源源不断的扩大时，技术的水平也会日益的提高。具体内容是

“随着人口教育文化程度及知识储备量的增加，推动人们运用新知识和技术去发

展生产力，进一步满足日益剧增的消费需求。” 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

萨斯经过研究认为，影响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复杂的原因有多种，但生产资料与

人口间的关系是其主要因素，人数的增长当中起决定因素的是食物的增长速度与

人数量增长速度的比拼。如果要实现摆脱“人口陷阱”这一问题，寄希望于社会

体制的改良。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早年间这样说过，想致富，先

要有人。其次需要增加人口社会价值，换句话讲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提高人们

的综合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从另一侧面看，人口增长不仅会带来人口红利等积

极影响，也可能形成对经济资源的压力，例如投资者会减少投资，从而降低劳动

生产率，这将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作用。此外，大卫·李嘉图的知名著作：《政

治经济及赋税原理》这本书中有着不约而同的观点：人数量的增长处于收益递减

法则可以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在正面促进经济发展，任何事物都有度的限制与约束，

当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时，人均资源的分配会逐渐减少可能导致无法满足人们需求，

最终致使报酬也逐渐减少。例如，固定的土地资源无法适应过快的人口增长，资

本不得不进行投入但会导致生产率的降低，人口压力的问题也会伴随产生。综上

而言，人口增长可能会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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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劳动分工提供条件实现于技术水平和知识技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人的数

量的递增会使得资源分配和报酬大幅度下降。 

人的构成改变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的构成的变化改变着社会发展和资

源环境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改变，唇亡齿寒的关系反之，经济的增长也

会给人口结构带来相应的改变，例如，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及教

育观，使人口结构更加趋于平衡。具体来说，经济不断增长，相应的人口的文化

程度也随之提高，传统的产业结构已无法满足进步的时代要求，因为这个原因产

业结构的不同变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改变，同时也归队人的构成产生一种逆运算，

人口城镇化的路途中，教育水平、文化程度的提高都能让对经济发展出现一种乐

观的方面。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就是因为人口城镇化，人的构成会因为社会再生

产而进行一些微妙的不同。人口结构变化为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例如，人口红

利、婚姻挤压、城镇化、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因为一些尖锐的不同于社会的

问题都必须和计划生育政策相辅相成，也就是因为这样人的构成也会产生一当的

不同。总之，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地区的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增长又同样对人口结构带来各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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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人口结构的现状分析 

3.1.人口自然特征 

3.1.1人口总量 

甘肃省地处黄河上游，位于西北地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受地貌、气候、

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对人口的增长也有极大影响。人口数量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人

口进行描述的一个指标，是人口的基础特征为人口结构分析提供基础。新中国成

立初期，由于整个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动荡，人口数量偏低，结合人口普查数

据来看，在 1953 年甘肃省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 1266.23万人，10年期

间人口基数没有大的变化，其中不免有下降的趋势，1964 年甘肃省做第二次人

口普查人口就变为 1263.05 万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78 年可谓是个分

水岭，人口总量达到了 1870.05 万人，甘肃省人口数量总体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1982 年人口总量突破 1900 万人变为 1956.92 万人和前两次人口普查进行对比

增长了 690.69万人，到了 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普查人口总量到达 2237.11万人，

到了 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总量为 2515.31 万人，到了 2010 年进

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人口总量是 2557.53万人，由于计划生育政

策的相应调整，人口增量较平稳。截止 2018年末，甘肃省总人口达 2637.62 万

人。 

 

 

图 3.1 1978-2018年甘肃人口总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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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1 可以看出，从 1978 年开始，在甘肃省中总人口数量保持着一个增

加的趋势，当到达 2000 年以前的时候增幅较大，在经过了 200年到达 2001 年之

后的时候人口的总量虽然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总体趋势下降了。在 1978 年至

2000年之间增加了 645.26 万人，每年平均增加了 29.33万人，在 2000年至 2018

年末增加了 122.31万人，每年平均增加了 15.29 万人，可以将 2000年做为分界

点得出这样的结论，2000 年之前的增长率是 2000 年以后增长率的一倍。男性与

女性人口总量与人口总量变化趋势呈现一致，增幅均是由大到小，男性人口总量

与女性人口总量在 1999 年基本达到相同，但总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 1978

年到 2018 年末中，甘肃省男性的增长趋势一直高过女性的增长趋势。 

 

 

图 3-2  1978-2018年甘肃人口三大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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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推进，甘肃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显著回落，达到 14.38‰，出生率下

降也比较明显，但人口死亡率在 1995年达到 6.49‰之后逐渐趋于平稳。进入本

世纪以来，2009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6.61‰达到最大，总体呈下降趋势，医疗

的发达致使死亡率走势一直较低，因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在 2011 年

国内全面开启二胎的政策。但政策调整的并未使得人口增长有显著回升，甚至有

降低的趋势，死亡率也较为稳定。通过上述分析，1978 年以来人口出生率与自

然增长率波动大整体在下降，相反死亡率上升后在 6.5‰左右波动。 

3.1.2人口性别结构 

男性和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有本质区别，行为方面也存在显著不同，比如经济

行为,具体表现为储蓄、消费、投资和风险偏好等方面。然而宏观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恰好就是消费、投资等，男人和女人因为在消费观念的问题上不同，进而

导致男女双方不同的理财方式。因此，分析性别差异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当

今社会性别失衡带来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一大批“光棍”的出现，简言之出现婚

姻挤压的严重后果。尽管这几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总的来看还是高于正

常水平。归根结底，合理的性别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性别

结构的变动，不仅能够对地区产业布局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也会导致内部的消

费需求框架结构发生变化，致使消费需求结构从而达到影响经济发展的效果,主

要原因是不同行业男女比例悬殊，职工需求的数量差异性较大，而这都是性别自

身因素决定的，例如土木、计算机和重工业等行业需要更多的男性职工，女性职

工从事服务业的偏多。并且对于不同的产品，男性与女性的需求程度也有本质区

别。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性别结构息息相关，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下，

有些行业发展及其消费结构均会受到影响甚至发生变动，直接对产品的再生产环

节产生连带效应，最终给地区经济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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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甘肃地区及全国人口性别比 

 

如图 3.3所示，相对于甘肃省的人口性别率来说，从图形的变化趋势来看已

经近似与平稳状态，但是相较于全国人口性别比例其波动还是很大。这就能后明

显的看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偏远地区仍未盛行。1978-1989年，这十年内甘肃省

和全国人口性别比一致同步增长，并且本省要高于国家人口性别比例，1990-2000

年期间，是人口性别比波动幅度最大的十年，可能人民还未适应刚起步的计划生

育策略，甚至 2000 年甘肃性别比高达 107.6，但之后一直持续下降，从在 2005

年开始甘肃省低于全国水平人口性别比。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除

了个别县市性别比较特殊外，大部分县市均是正常水平，处于 96%-106%之间，

嘉峪关人口性别最高为 114.59 %，庄浪县是低为 94.71%，相差 19.88%。总的来

看，甘肃省不但内部各县市人口比例存在一定差异。 

3.1.3人口年龄结构 

价值的创造源于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创造价值，只有具有劳动力才能实

现价值的转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当适龄劳动力规模庞大，在生产过程中大量

产品的产生依赖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的投入，人口优势被很好的发挥，相对应的

也会消费更多产品。地区生产总值通过产品在经济体中良好的循环流通而提高，

进而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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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甘肃地区及全国抚养比 

图 3.4，可以看出 1995-2018年甘肃省的老年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以及甘肃

和全国的总抚养比的变化。此图可以清晰的显示出,老年抚养比的变化一直在呈

现增长的势头, 老年人口的比重在持续增加。2010 年，达到了最大值 17.92，主

要是由于国内医疗水平的显著提升，国民的平均寿命显著增长。由于计划生育及

80、90 后的育儿思想的改变，少儿人口数量一直减少，少儿抚养比随之降低并

且有持续走低的趋势。甘肃省的总抚养比大体趋势与国内各省基本保持一致，在

老年抚养比上升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的二者影响下总的抚养比是在减少的，说明

老龄化加重的速度低于少儿人口递减的速度。由表 3.1 可知，1990 年少儿占比

27.97%，到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 年是 27.00%，老年（人口）占比从 4.06%增加

了 0.94%上升到 5.00%，在此期间，人口比例变动较为稳定，2000-2018 年，甘

肃省 0-14岁人口总量降低到 462.16万，人口占比下降了 9.51%，65岁以上人口

总量从 128.1万人增加到 296.95万，占比上升了 6.26%，15-65岁人口占比下降

了 2.36%。计划生育策略在 2010 年左右发生了变化，2000-2010 年这十年期间，

零至十四岁的少儿人口占比同期下降 8.84%，15-64岁及 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

上升了 6.61%和 3.23%，2010-2018 年，0-14 岁的少儿人口和 15-64 岁成年人口

在数量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二者分别减少了 0.67%、2.36%，而 65 岁以上人

口占比却增长了 3.03%。综上所述，甘肃省适龄劳动力趋势在增长，劳动力资源

相对充足，但增长幅度明显在降低，二胎政策的实施致使少儿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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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2000 年至 2010 年降幅达到 9.16%，2010 到 2018年降幅为 1.76%。进一步

分析表明：甘肃省在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少儿人口的下降趋

势颇为显著，国内人口红利的优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二胎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

果，人口发展趋势呈倒金字塔。 

 

表 3.1 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变化对比表 

 

年份 

人口比例（%） 抚养比（%）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总 少儿 老年 

1990 

2000 

2010 

2018 

27.97     67.97    4.06 

27.00     67.00    5.00 

18.16     73.61    8.23  

17.49     71.25    11.26 

47.65   41.75   5.90 

47.07   39.72   7.35 

44.08   26.16   17.92 

40.35   24.55   15.80 

 

3.2 人口地域结构特征及变化 

3.2.1人口城乡结构 

一般来说衡量人口城乡结构是用一个区域内城镇人口数占全体人口的比重

计算的，人口的城乡结构不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品，而且可以表现出一个地

区的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来，是用来判断一个城镇化水平的主要依据。影响城镇化

水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村人口的迁移、二是城镇人口再生产。人口城镇化

水平越是集中的区域，它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及优化就会越快。举例来说，农村大

量的劳动力不断来到城镇，致使城镇人口数量的上升，城镇就业结构主要由第二、

三产业组成，意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将会缩减，转向非农业生产即二、三

产业，直接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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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1990-2018年城镇人口比重 

 

如图 3.5，国内的城镇化水平发展趋势迅猛，甘肃省以及全国范围为城镇人

口比重均在显著上升，但是 1995 年成为了分水岭，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和国内同

期的差距越发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甘肃省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起步较晚，在 1990

年时，甘肃省城镇人口比重为的 22.04，到了 2000 年的时候人口比重达到 24.01,

增长了 1.97个百分点，同时可以看出甘肃省这 10年间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慢且

水平低。从 21 世纪开始的最初十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比重增长了 12.11，甘

肃省在十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态势颇为明显，直至 2018 年城镇人口比重 

47.69，2010到 2018 增长了 11.56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可以判断出在这 20年

期间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的速度趋于平稳。2018 年甘肃省人口城镇化比重是

47.67，同期相较于全国低 11.91。更加说明了，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的比重也在加速上升时期，可是从总体来说还是低于全国人口

城镇平均值的水平，这一点不但和甘肃省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有着紧密的关系，

而且还受到人口城镇化区域性差异的影响。 

3.2.2人口市州结构 

甘肃省分为 14 个地州市，地区划分为东部、西部、南部、中部，陇东地区

划分为平凉和庆阳，陇南和甘南共同组成了陇南地区，兰州、白银、定西、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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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等统称陇中地区，酒泉、张掖、金昌和嘉峪关这四座城市统称为陇西地区，

受地形地貌等原因各地人口数量差异性较大且分布不均衡。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

代，嘉峪关人口仅仅 10.99 万人，而兰州市人口数量高达 262.43 万人。从各地

州市人口统计分布图可以看出， 由于天水市、兰州市、陇南和定西区域环境气

候比较适宜，这几个区域人口数量均在 280-350 万人之间；庆阳、临夏、平凉、

白银、武威这五座城市的人口数量也达到 180-230 万人左右，张掖、酒泉、甘南、

金昌和嘉峪关这四座城市由于环境等因素影响，与甘肃省其他人口数量相比较少，

人口数量仅为 20-120 万人之间，这四座城市也是甘肃省人口最少的地州市区域 

 

图 3.6 甘肃地州市人口占比数量 

 

如图 3.6，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地州市人口占比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各市

内人口的波动性但对来说较低，从中、东、西、南四个部大体人口分布数量上，

甘肃省人口数量的分布较为集中，甘肃省四分之三的土地仅仅容纳了 30%的人口。

即近 1/4 的土地面积容纳了 70%的人口数量，陇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占比 18%以上,

土地的占有率仅为整个甘肃省的 8.42%，在全省当中陇中地区的人口数量是最大

的，其数值大约在 51%左右,不过占地面积仅占 16.65%。恰恰相反的是，河西区

域的面积在省内的最大的，占地大约是全省的 60%左右，其人口数量仅仅只有

18%。甘肃省的南部地区人口数量在 13%以上，占地面积是全省的 14.62%，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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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地区的人口分布大约占比 11%。就兰州市而言，人口比重波动最明显，从

1990-2018年人口占比上升了 2.5个百分比，天水、白银、金昌人口发展较为稳

定，其他各地州市人口分布不稳定，变动幅度有增有减。在 2000-2010期间，三

座城市（兰州市、酒泉、嘉峪关）人口数量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其中分别增长

了 1.63、0.39、0.27；定西人口数量下降迅速，占比下降了 1.17；平凉、金昌

等地区比重基本维持稳定。2010-2018年，定西人口明显回升，兰州市依然保持

递增趋势，相反，庆阳、白银、武威地区人口数量略有下降。由此可见，兰州市

得益于省会的优势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其他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有增有减。 

 

图 3.7  甘肃省各地州市人口密度变化图 

 

通常利用人口密集度反映地区间人口分布差异性,如图 3.7 所示，可以清晰

地看出,甘肃省各地州市的人口密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陇东、陇中、陇南的人

口密度大，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甘南和河西地区人口密度较小，兰州市作为

甘肃的省会城市人口密度也在增加，在 2018 年是全省密度最高的，达到最高值

为 282.84 人/km2，而武威市人口密度一直较低，以 2010年最低为 5.13人/km2，

四个市州人口密度较为一致的是庆阳、平凉、嘉峪关、白银，其数值都在 70-90

人/km2区间，相对来说波动的幅度也不是很大，而且均大于全省人口密度。就波

动程度而言，兰州、天水、嘉峪关的人口密度近几年浮动较大，尤其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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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 年间增加了 50.82人/km2。在 2000年我国开展了第五次人口普查，从

数据上来看，人口密度均超过全国人口密度的城市为天水、定西、兰州、临夏四

个地州市，人口密度过于集中。张掖、甘南、武威这三座地州市地广人稀，数量

值分别在 5-30 人/km2区间，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其他城市平均水平。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甘肃省人口密度分布存在不均匀的现象，人口流动性较大、迁移相对频

繁。 

3.3 人口社会结构特征 

3.3.1人口文化结构 

  一个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体显出了人口文化的结构,能够彰显人口文化的

水平，主要表现在当某个地区人口文化素质较高时，一方面会带动各产业的科研

水平显著提高,而科研水平关系到一个地区是否可以研发出多类型的新型产品，

另一方面,制造工艺上有能力采用新型的科研技术，因此这个行业的劳动的生产

效率就可以得到显著的增长和加强, 也会伴随着经济质量的水涨船高。与此同时

地区的消费结构依据人口文化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当人口文化素质提高时,人们

也会越来越注重文化生活资料的消费，就会起到调整消费结构的效果，从而进一

步拉动该区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增长是作用。 

 

图 3.8  甘肃省人口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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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甘肃省教育水平相对于全国

来说较为落后，所以致使省内人口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近年来随着政府各项政

策的扶持，人口接受教育范围扩，显著提高了本省人口文化程度，自然而然人口

的文化结构因为经济增长发生了一系列变动，人口结构的调整会反作用到整个的

经济发展当中，同时也为经济的增长增添了新的助推剂。由图 3.8 知，1982 年

人口文化结构较低，大专及以上人口仅为 55.1 人/万人，到 2010 年末，大专及

以上受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 752.0 人/万人，和 1982 年相比增长了 696.9 人/万

人。小学人口 1982 年为 2767.9 人/万人，到 2010 年则是 3250.4 人/万人，增

长了 482.5 人/万人。在 2000年时，小学生是 3690.7 人/万人，初中生是 2392.5/

人万人，高中生及中专生数量在 986.3 人/万人，大专及以上为 266.5 人/万人，

相较于 1990年，高中及中专人数增加了 203.8 人/万人，大专及以上人数增加了

156.1人/万人。2010 年高中及中专人数为 1268.6 人/万人，相比 2000年增加了

282.3 人/万人，大专生及以上学历，和 2000 年相比增加 485.5 人/万人，增长

的幅度颇为明显。1990 与 2000 年及 2000年与 2010年相比，人口受教育程度变

化较大，主要表现在高中及中专及大专及以上，尤其大专及以上显著提升了。另

外，1990 年文盲人口为 63.02，2010 年文盲人口 22.22 人/万人，降低至 40.8

人/万人，甘肃省文盲人口的数量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习总书记指出:青年

一代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年轻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知识的武

装是青年人最有力的武器。近几年来，甘肃省施行大力改善人口文化结构基础措

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在对人口教育方面，大规模的资

金投入已经到位，甘肃省在人口教育文化水平改善方面下了很大的决心。仅仅在

“十二五”的五年期间，甘肃省财政花费达 1927.77 亿元用在全力支持本省教育

发展。同时甘肃省注重高等人才的培养,重视高技术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全省高等教育全面可持续发展,所以甘肃省政府对职业教育和高等院

校的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政府针对贫困地区人才短缺问题集中

解决，构建了合理的人才文化结构布局，为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为区

域经济发展打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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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人口产业结构 

人口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产

业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人口产业结构的良性变化又会促进着区域经

济长期发展。从 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其产业结构以从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三产业靠拢，随着而来的是在经济增长

的大环境下，人口产业结构也发生着进行调整。 

图 3.9 1983-2018年甘肃省从业变化趋势图 

 

1983 年改革开放发展还未成熟，甘肃省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也

主要由第一产业构成，产业结构薄弱，多数劳动力也集中于从事农业生产。我们

可以从 3-9图中得到信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事第一产业人数达到 797.1

万人，然而从事第二、三产业人数仅为 108.1万人及 88.6万人，在 1987 年，从

事第一产业人数是 753.7万人，较 1983年统计量减少了 43.4万人，而从事第二、

三产业人数总计是 386 万人，较 1983年增长了 189.3万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

在 1983 到 1987年期间，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动，第一产业人口呈现缓步下

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人口显著增加。但 1987 年之后，第一产业人员又逐步

在回升，到 1993年到达峰值之后趋于稳定，第二、三产业则一直趋于稳步上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总比来说波动相对较小，但呈现出了

逐年递交的趋势。在 2004年时，从事第二产业人数总量为 284.63万人，以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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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统计量的峰值，和 1983年相比增长人数为 176.53万人，此后从业人数增长

缓慢并且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在 2004 年-2005 年时间内，虽然从事第三产业

人数较少，但在之后的数年内增长势头强劲。从 2005 年至 2018 年的十三年内，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增长速度较快，其从业人数在 2018年末以及达到了 475.94

万人，是自 1979年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人数的最大值。和 2005年相比增加人数

为 174.09 万人；在 2018 年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为 241.16万人，和 2005 年相比

增加了 37.2万人。总体来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自 1999年起虽呈递减趋势但

波动较小，第二从业人员一直呈递增趋势但没有第三产业增长趋势明显，在 1998

年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增幅明显大于第二产业人数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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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4.1 基于 GDP 的评价 

甘肃省的经济发展一直受限于地理环境等相关自然因素的制约。伴随着改革

开放号角吹响，甘肃省也紧跟改革步伐，经济发展明显好转，尤其是在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之后，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了扶持力度，为西部地区注入了新

的活力，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速、稳定、全面的发展。目前，甘肃省一方

面凭借建设丝绸之路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处于全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全省经

济迎来发展的大好机会，与此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图 4.1 1978-2018甘肃省经济增长趋势 

 

如图 4.1 所示，整体来看，无论是 GDP 总量还是人均 GDP 一直呈现递增趋

势，发展势态较好。1978 年甘肃省 GDP 总量为 63.73 亿元， 2018 年 GDP 总量

为 8264.07 亿元，增长了 8200.34亿元。增长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1.56%；1978

年人均 GDP 为 348 元，2018 年达到了 31336 元，增长了 30988 元。1978-2000

年 GDP 总量增加了 981.15 亿元，数值为 1052.88 亿元，人均 GDP 增加了 3781

元，数值为 4129 元，GDP 总量在 2000-2018 年增加了 7211.19 亿元，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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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27207元。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将甘肃省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

一个阶段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起点，在 1978 年到 2000 年 22 年范围内，经济增长

以每年 7.4%的增长速度在缓慢的上升；由于收到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以及逐

渐走向成熟的改革开放，甘肃省的经济增长迈入第二阶段，这段时期，增长速度

可观，增长率达到了 12.3%而且高出全国水平 2.7%。尽管甘肃省经济发展迅速，

但总体经济实力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偏低，跟沿海发达城市也有一定的距离。

陕西省作为一个重要省份，在整个西北地区中经济发展比较良好，在 2018 年陕

西省的 GDP总量就已经是甘肃省 2.96倍，达到了 24438.32亿元，由此可见，甘

肃的经济总量相比于经济较好的省份来说仍然较为落后。同年，北京和上海等重

要城市 GDP 总量达到了 30319.88 亿元和 32679.8 亿元，与当年甘肃省的经济总

量对比，分别是其 3.67 倍和 3.95倍。相比于全国其他省份，甘肃省的 GDP 总量

排在了倒数第五位，只高于西藏、海南、宁夏、青海四个省份的。根据以上城市

对比以及数据，可以得出，经济增速在不断上升的甘肃省，依然低于全国整体平

均水平。 

4.2 基于第一二三产业的经济发展结构评价 

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就是产业结构。换言之，一旦社会中存在

一般分工或是特殊分工，那么就意味着会形成生产的产业结构或部门结构。 

从公式角度来看，是指某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研究产业结构的基础，分析产业结构，就是对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从部门角度看，部门内部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重

点，但是农业、轻工业、建筑业、重工业、服务业之间的联系也是不能忽视的。 

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来讲可以为某些行业带来良好的市场机

遇，不好的一面在于会对其他行业带来生存的挑战甚至威胁，总体来看利大于弊，

尤其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致

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也在逐步扩大，带给服务业从业者更多的市场

机会。产业结构高度化也被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它是指某个国家经济发展或产

业结构重心转移的过程，其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移动，它能够体

现一个国家或者产业的发展所处在的阶段，以及未来的方向，并且能够表示某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330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2547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E4%B8%9A/27803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330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BB%E5%B7%A5%E4%B8%9A/9021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7%AD%91%E4%B8%9A/5239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7%A5%E4%B8%9A/9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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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能够表示部门之间、地区就业人员、国

民收入比例等变动的过程及趋势。 

 

 

图 4.2 1978-2018年甘肃地区产业结构总值演变 

 

根据图 4.2所示，甘肃省的产业结构随着其经济发展不断变动，使得综合方

面的产业实力有了明显提升，而且在产业结构配置方面，也比之前更加优化。根

据图、示的数据走向，可以看出甘肃产业结构是由第二、三产业组成，因此地区

第二、三产业最大程度的促进了甘肃的经济发展。第一、二产业一直在递减，而

第三产业一直持续上升，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占比在 1983 年达到最大值

30.22%，之后一直到 1996 年这段时间虽说呈现递减，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1996

年之后就开始持续递减。1978 年，第二产业结构为 60.31%，1992年为 40.49%，

下降幅度明显；第三产业 1978 年 19.28%，截止到 1992 年为 36.17%，与第二产

业基本相同，1992-1996 年这期间稍微有点下降，之后就一直稳步上升。到 2018

年，第一产业占比由 1978年的 20.42%下降到 11.17%，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33.89%、54.94%，整体看来差距还是比较大。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甘

肃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该地区第二、三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但

是，与全国产业结构发展平均水平而言，甘肃省只有第一产业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第二、三产业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且距离平均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再

确认一下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情况）。从这方面看，还需优化甘肃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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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 

4.3 基于市州及县区发展效率评价 

甘肃省地貌复杂，导致经济发展多元化及其空间差异性较大，究其原因可分

为三部分：一、地域条件多样性；二、人口结构的差异；三、产业结构的差异性。

归根结底主要原因是地貌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甘肃省地形呈狭条状，不同区域气

候类型也有各自特征，这种地域条件的多样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区域经济

的发展，而且基于地域结构的多样性促成了人口结构的差异。由于地域、环境、

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各州市空间上的人口年龄、文化、产业、城乡等

结构具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也是影响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不由分说产业结

构的差异性也跟地理位置有紧密关联，一般包括自然环境、降水及地形等诸多要

素，比如中部及陇东地区发展较落后，以传统第一产业为主；河西经济发展良好，

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综上所述，甘肃省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很大程度

上受到这些影响因素的制约，也从根本上造成了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 

4.3.1市州发展空间格局变化 

通过 14 个市州经济时空演变可以更好的评估经济发展效率。因此主要选取

选取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8 年这四个时间断面，以人均 GDP 作为

经济研究指标，通过对比分析各地州市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进一步揭示全省经济

发展效率。数据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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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00年人均 GDP分布               图 4.4 2005 年人均 GDP 分布 

 

图 4.5  2010年人均 GDP分布                图 4.6 2018 年人均 GDP 分布 

根据各州市人均 GDP的研究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可以将人均 GDP 指标划

分为 5 个等级。根据图 4.3-4.6 四年人均 GDP 分布图所示，首先从整体上来说，

在这四年范围内，各州市地区人均收入始终在以一个很大的涨幅持续增加；从人

均收入各地区分布来看，在不同的区域，人均收入会出现一个较大差异，整体上

西北地区的人均收入要高；最后具体到每一个城市来看，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是

嘉峪关，其次兰州、酒泉、金昌等城市的人均收入也处在前几位，属于高值区域，

只有兰州位于中部地区，其余三个都位于陇西地区。而处在甘肃省东南地区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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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南、临夏三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且这种空间格局

一直以来未被打破。将嘉峪关与临夏市进行对比，嘉峪关的人均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11750 元到 2018 年的 119418 元，在十八年的时间内增加了 107668 元，而

临夏州的人均生产总值则从 2000 年的 1435 元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12447 元，十

八年的时间增加了 11015，通过数据间的比较可以发现，2000年人均 GDP 嘉峪关

约是临夏州的 8.2 倍，2018 年则约是 9.6 倍。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尽管

不同区域的人均生产总值在随着时间不断增加，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均生产总

值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缩小，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根据以上对各州市的人均生产总值的研究，可以发现，自然环境、人口空间

结构，产业结构等直接作用在各州市发展之上，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加速和限制的

影响，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持续位于全省经济的前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州市

虽然数值也在增长，但依然处于经济后位，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外延趋势。表明

了地域、人口及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并且按照原来的发展路

径维持不变。 

依靠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布局甘肃省经济区建设：大兰州、河西

走廊、陇东南，以兰州新区的创新发展为经济引领，重点打造新型产业、高新技

术，通过建立循环经济试验区，以达到兰白经济区对陇中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

河西走廊经济区则主要负责工业、新能源、有色金属材料的建设；陇东南经济区

的自然环境决定了适合特色产业的加工，具体是以天水为中心，发挥辐射拉动作

用，着力发展石油化工、绿色农产品。最终以完成“中心带动两翼”的经济发展

战略为基础，实现甘肃省经济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4.3.2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分析 

在分析研究空间分析数据，关于整体空间自相关 Moran值 I是根据分析结果

对总体的度量，不能确定区域空间内是否具有自相关或者积聚的特征。我们需要

进行局部分析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那些区

域。 

空间自相关是根据空间统计分析，计算相邻空间单元之间某些现象或属性的

空间自相关程度，分析它们之间空间分布格局的特征。以探究各个县市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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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间的空间联系为目的，需要使用空间自相关来分析空间数据，并将甘肃省

各个县市区域的人均生产总值通过空间数据直接展示出来，以表现区域空间的相

关性。我们摘选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8年等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通过 Moran 散点图对其进行探析 

1.空间权重矩阵  

可以得出，上述矩阵表示区域 i与 j的位置相互邻接，i与 j之间会发生相

互影响，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呢的距离和相邻关系。本论文在运用这个公式

的时候是根据二进制相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简单的二进制相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如

下： 

w = [

𝑤11 𝑤12 ⋯ 𝑤1𝑛

𝑤21 𝑤22 … 𝑤2𝑛

𝑤𝑛1 𝑤𝑛2 ⋯ 𝑤𝑛𝑛

] 

自相关的核心点是如何建立空间权重矩阵。第一步，给空间单元之间的邻接

关系下一个定义，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可以进一步的查阅事物的本来属性由此可

以得出空间权重矩阵的确定其目的是对空间数据分析是否准确的基础和前提。 

矩阵的形式如下式所示: 

𝑊 =  {
 1  ， i 与 j 相邻时

0  ，      其他         
   

2. Moran 值计算公式： 

𝐼𝑖 =
(𝑥𝑖 − �̅�)

𝑠2
∑ 𝑤𝑖𝑗(𝑥𝑗 − �̅�)

𝑛

𝑗=1
 

该公式所得的每一个数值，就是其与周围单元统计值的一个误差检验值，如

果该数值为正数，则说明相似程度高，程聚集状；如果为负数，则说明相似程度

底，不程聚集状；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 值的验证公式 

如下: 

Z(𝐼𝑖) =
𝐼 − 𝐸(𝐼𝑖)

√𝑉𝐴𝑅(𝐼𝑖)
 

Moran 散点图与局部 Moran 值对比看出，Moran 散点图的优点为可以更形

象的区分出研究区域与邻近区域，Moran 散点图由四个象限组成，在第一象限中

数值大的被数值高的单元包围；第二象限中数值低的被数值高的单元包围；第三

象限中数值低的被数值低的单元包围；第四象限数值低的被数值高的单元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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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摘选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以及2018年的甘肃省非农村人均 GDP，

更直接反映出甘肃省非农村人均 GDP 在局部空间上的联系，通过 Moran 散点图

对其进行探析。 

 

2000 年                            2005年 

 

2010 年                          2018年 

图 4.7 甘肃省非农村人均 GDP Moran 散点图 

 

如图 4.7，第一象限表示高－高聚集，第二象限表示低－高聚集，第三象限

表示低－低聚集，第四象限表示高－低聚集。根据这四个年份的散点图，我们大

致可以看出，各个象限都有散点分布，而第一、三象限分布略微多一些，特别是

低—低聚集模式，由此可知非农村经济发展空间性聚集占比较大。 

通过观察 Moran 指数散点图可以看出：一，甘肃省非农村经济逐渐向空间

聚集变化的过程；二，反映出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对区域的高度依赖性。此外，

由表可知，在步入 21 世纪的前 20年时间内，甘肃省非农村经济空间格局改变明

显，各种集聚模式的县域都不算稳定，时强时弱，低值和低值集聚的县域数量较

多，由此可以看出，甘肃省内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将对整个甘肃省

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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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5.1 模型构建 

5.1.1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的建立依据科学性、目的性、执行性，考虑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并采用基础理论与统计相协调的方式。 

（1）人口结构指标的选取 

通过判断指标的真实性以及甘肃省人口组成情况，并根据人口学基本理论，

遴选最优人口组成指标。本文选取了人口结构系统的 10 个人口结构指标，分别

是总抚养比（X1）、老少比（X2）性别比（X3）、中学人口（X4）、高中及中专（X5）、

大专及以上（X6）、非农村人口占比（X7）、农业人口比重（X8）、工业人口占行业

人口比重（X9）、服务业人口占行业人口比重（X10），并以此建立甘肃省人口组成

系统指标。 

（2）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 

经济学理论以及区域经济特征是选取经济指标的重要依据，此外由于甘肃省

地处西北，经济发展明显不同于江浙地区，极具特殊性。这里从经济体量、发展

水平、基础经济三个维度建立经济发展体系，摘选 10个指标：人均经济总值（Y1）

农业增加值（Y2）、工业增加值（Y3）、服务业增加值（Y4）、非退休人员平均工资

（Y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6）、预算总收入（Y7）、投资额度（Y8）、零

售总额（Y9）、进出口额度（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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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人口组成与经济水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人口结构 

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 

文化结构 

 

城乡结构 

产业结构 

 

总抚养比（X1）、老少比（X2） 

性别比（X3） 

中学人口（X4）、高中及中专（X5）、大专及以上（X6） 

城镇人口占比（X7） 

农业人口比重（X8）、工业人口比重（X9）、服务业人         

口比重（X10） 

经济发展 经济状况 

 

经济水平 

 

基础经济 

人均经济总值（Y1）、农业增加值（Y2）、工业增加值（Y3）、

服务业增加值（Y4） 

非退休人员平均工资（Y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Y6） 

预算总收入（Y7）、投资额度（Y8）、零售总额（Y9）、进

出口额度（Y10） 

5.1.2 灰色关联分析法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详细研究分析了甘肃省人口组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

响程度。 

（1）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大致分为两步：第一，选取人口组成体系数据(Xi) 以及经济体系

数据(Yj)，分别作为研究序列；第二，对人口以及经济体系定量分析，确定自变

对原始数据量 Xi ，因变量 Yj。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以及数量级存在差异，此处

采用极值标准差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而得到标准值 

则： 

Xi

＇
= (Xi − minXi)/(maxXi − minXi) 

Yj

＇
= (Yj − minYj)/(maxYj − minYj) 

（2）计算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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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𝑖𝑗(t) =
min

i
min

j
|Xi

´
(t) − Yj

＇
(t)| + ρ max

i
max

j
|Xi

´
(t) − Yj

＇
(t)|

|X
i

´
(t) − Y

j

＇
(t)| + ρ max

i
max

j
|X

i

´
(t) − Y

j

＇
(t)|

 

其中:𝑅𝑖𝑗表示为甘肃省非乡镇城市，t指时间，i 指人口结构指标，j 指经济

指标间的关联系数； 

𝑋𝑖

＇
、𝑌𝑗

＇
分别为甘肃省县级以上城市人口结构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标准化值；

ρ为分辨率，一般取值是 0.5，用来反映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3)计算关联度 

𝛾𝑖𝑗 =
1

𝑘
∑ 𝑅𝑖𝑗(𝑡)

𝑘

𝑖,𝑗=1

 

 其中：𝑟𝑖𝑗取值区间为 0～1，数值大小反映着人口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关联程

度；k 为样本数据。关联度一般划分标准如下表： 

表 5.2 关联度划分标准 

关联度 0 0～0.35 0.3～0.65 0.6～0.85 0.85～1 1 

关联 

程度 

完全不

关联 
低关联 中等关联 较高关联 高关联 完全

关联 

5.1.3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能够评价人口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影响程度，反映人口对经

济的发展程度。 

⒈对相关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指数的计算： 

𝑑𝑖𝑗 = (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𝑚𝑖𝑛)/(𝑋𝑖𝑗𝑚𝑎𝑥 − 𝑋𝑖𝑗𝑚𝑖𝑛) 

负指数的计算： 

𝑑𝑖𝑗 = (𝑋𝑖𝑗𝑚𝑎𝑥 − 𝑋𝑖𝑗)/(𝑋𝑖𝑗𝑚𝑎𝑥 − 𝑋𝑖𝑗𝑚𝑖𝑛) 

式中:𝑑𝑖𝑗为 i 系统 j 指标的极差标准化值;𝑋𝑖𝑗𝑚𝑎𝑥为 i 系统 j 指标的最大

值; 𝑋𝑖𝑗𝑚𝑖𝑛为 i系统 j 指标的最小值。 

⒉熵值法确定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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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指标的综合测评的一个首要条件为指标数值的明确，即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的确定对测评的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为了减小人为因素对评价结果

的影响，此处采用指标的信息熵来计算相关指标数值，并根据其变化程度对体系

的影响程度来确定，信息熵数值越大则指标变化越显著。 

其主要计算步骤如下： 

依据初始指标的数值，来确定第 i年第 j项指标数值所占比例��� 

𝑝𝑖𝑗 = 𝑑𝑖𝑗 ∑ 𝑑𝑖𝑗

𝑚

𝑖=1
⁄ （1 ≤ i ≤ m, 1 ≤ j ≤ n） 

其中：m代表年份,n代表系统指标数，i的取值为 1到 m,j的取值为 1到 n 

⑵确定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数值𝑒𝑗 

𝑒𝑗 = −𝑘 ∑ 𝑝𝑖𝑗 ln 𝑝𝑖𝑗

𝑚

𝑖=1
 

k = 1/ ln 𝑚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权 

一般来说，确定任一指标信息效用价值，需要确定一项信息熵数值和一两者

间的差来表示，当对评价影响程度越明显就说明信息效用数值越大，此时对其赋

值的重要程度就越大。 

𝑑𝑗 = 1 − 𝑒𝑗 

𝑤𝑗 = 𝑑𝑗/ ∑ 𝑑𝑗

𝑚

𝑖−1
 

⒊综合指数计算 

耦合度通过指标权重与指标权重进行标准化计算后的数值而确定，其次利用

线性综合测评模型对人口组成体系和经济体系的综合测评数值进行计算，利用指

数数值的大小来评价人口组成以及经济发展的好坏，数值越大说明体系的发展水

平越优异。 

f(x) = ∑ 𝑑𝑖𝑗

𝑛1

𝑗=1
𝑎𝑗 

g(y) = ∑ 𝑑𝑖𝑗

𝑛2

𝑗=1
𝑏𝑗 

 f(x)- 人口组成评价函数；g(y)- 经济体系评价函数；𝑎𝑗- 权重值；𝑏𝑗- 权

重值；𝑛1- 𝑎𝑗指标数目；𝑛2- 𝑏𝑗指标数目。 

⒋计算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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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计算耦合度的方式为测量系统体系之间的相距远近，也就是两者

之间的距离，同时，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同样是根据系统与系统两者间的

相距远近，即距离的大小决定的。一般认为，人口组成体系以及经济体系两者之

间互相联系耦合的水平，使用离差系数判断，也就是说两组数据之间的离散大小

和变异的程度可用离差系数来表示，离差系数的大小决定着耦合程度，系数越大

耦合越不明显，反之耦合越明显。多个体系彼此影响的耦合程度的数学模型为： 

C = (
𝑈1 × 𝑈2 × ⋯ 𝑈𝑝

∏(𝑈𝑖 + 𝑈𝑗)
)

1
𝑝⁄

 

当只有 2 个系统时，即 p=2时，它们的耦合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C = (
f(𝑥) × g(y)

∏ f(x) × g(y)
)

1
2⁄

 

⒌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T = αf(x) + βg(y)  

这里一般认定人口组成以及经济体系要无差异重视,因而次处令α、β取值

为 0.5。 

T = 0.5f(x) + 0.5g(y) 

D = √𝐶 ∗ 𝑇 

其中：D -协调耦合数值，C -耦合数值，T -性别比例、年龄区间以及地区

经济的综合测评数值。性别比例、年龄区间以及结合 GDP发展水平协调数值的一

般区分标准如下所示： 

表 5.3 耦合协调度的分类 

协调类型 濒临失调类 轻度失调类 勉强协调类 

耦合协调度 0.30-0.39 0.40-0.0.49 0.5-0.59 

 

5.2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相关资料以及历年来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中甘肃省县域人口结构与经济

发展数据为主要依据，笔者发现，数据主要是从 2019 年的甘肃省年鉴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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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主要人口结构的系统指标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参考序列则选择了区域性的经

济系统指标，并则以灰色关联这种科学性的计算方法，结合以上种种，笔者计算

出了 2018 年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区域之间的关系，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做出了

以下 5.4的关联矩阵图表。 

 

表 5.4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矩阵 

指标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dj 综合 

X1 0.713 0.795 0.811 0.836 0.695 0.853 0.797 0.736 0.793 0.815 0.784  

X2 0.804 0.866 0.728 0.821 0.809 0.831 0.718 0.862 0.601 0.749 0.779 0.782 

X3 0.778 0.841 0.769 0.754 0.823 0.724 0.805 0.617 0.699 0.729 0.754 0.754 

X4 0.812 0.753 0.734 0.807 0.745 0.679 0.683 0.738 0.845 0.800 0.760  

X5 0.859 0.765 0.807 0.715 0.721 0.703 0.851 0.883 0.798 0.871 0.797 0.797 

X6 0.737 0.834 0.782 0.833 0.890 0.846 0.917 0.759 0.840 0.901 0.834  

X7 0.820 0.788 0.795 0.816 0.798 0.901 0.684 0.755 0.672 0.665 0.769 0.769 

X8 0.903 0.714 0.855 0.798 0.805 0.728 0.790 0.671 0.769 0.784 0.782  

X9 0.694 0.709 0.845 0.813 0.794 0.860 0.659 0.677 0.836 0.849 0.774 0.786 

X10 0.789 0.792 0.809 0.825 0.846 0.794 0.797 0.841 0.708 0.838 0.804  

di 0.791 0.786 0.794 0.802 0.793 0.792 0.770 0.754 0.756 0.800   

综合  0.793   0.792    0.770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的数据整理而来 

 

根据上表 5.4，笔者分析得出，甘肃省的总体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联度为 0.75 左右，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并且人口结构一定程

度上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呈现负相关性的，二者存在紧密的关系。因此，通过两个

系统的互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人口结构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的耦合性相当的

高，并且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出他们之间的互相

影响机制。 

5.2.1在人口文化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第一，从表中，笔者分析得出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之间的关联度还是比

例较高的，达到了 0.782，所以根据这一数字，笔者也可以看出人口的年龄结构

对于甘肃省的经济发展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中总抚养比（X1）与经济系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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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度为 0.784，老少比（X2）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度略低于总抚养比，数值

为 0.779，均偏较高关联。甘肃省的人口结构的总抚养度的比值和第二产业的总

产值（Y3）、第三产业的总增加产值（Y4）、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数值（Y6）、

进出口商品的总数值（Y10）的关联度分别是 0.811、0.836、0.853、0.815；与

地区的人均生产的平均水平（Y1）、第一产业的宗增加的数量（Y2）、农民收入的

平均数值（Y5）、一般的预算收入数量（Y7）、人民投资的固定收入的数量（Y8）、

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的总数量（Y9）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后得出如下

几组数字 0.713、0.795、0.695、0.797、0.736、0.793、0.784；可以看出每个

经济指标与总抚养比都呈现较高关联。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比例（X2）和第一

产业的总收入的增产值之间（Y2）以及农民平均收入的数值、固定资产投资额（Y8）

间的关联度分别为 0.866、0.809、0.862，均属于偏高关联。尽管经济水平与以

往不日而语，但随着幼儿出生率的降低、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及老年人口大幅度

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经济发展。所以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

甘肃省的老年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而出生率又显著降低，使得甘肃省的就业率下

降，劳动力逐年降低，对经济的增长是呈现消极的影响的。 

从甘肃省近几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来看，2010 少儿人口（0-14 岁）总数

为 464.45 万人，劳动力人口（15-64 岁）1882.60 万人，老年人口为 210.48 万

人；2018 年，甘肃省老年人口为 296.95万人，少儿及劳动力人口都在急剧递减，

只有老年人口在递增，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基于目

前来讲，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对经济系统并未显示出严重的阻碍作用，可以满足经

济发展要求。但是人口结构的失衡势必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

情况已然凸显，并且从长远角度看，人口的优势渐渐的消失，而老年的年龄结构

逐渐偏多，老年人的年龄和寿命也越来越长，但是年轻人的总体比例结构却越来

越倾斜，使得甘肃省需要出台更多的制度去赡养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但是

社会上的劳动力也是呈现逐年降低的事态，这就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的税收也在

逐年降低，社会税收的降低，政府无法向劳动者扣去更多的税金，但是同时政府

为了赡养社会上的老人又要拿钱出来，这样就会不断的削弱甘肃省的经济，对于

老年人的赡养也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不利于甘肃省的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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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下，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时代不断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理念

也就越发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文化都在显著上升着，而不断上升的

文化水平对于当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作用和价值。根据相关数据，笔

者分析当前甘肃省的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的数值为 0.797，这一数值在我国

总比例中占中上水平，其中中学关联度为 0.760，大专（X6）的关联度为 0.834，

这也是在人口指标体系中占据首位的，影响程度最为明显，与一般预算收入（Y7）、

进出口总额（Y10）的关联度达到了 0.917、0,901，属于高关联；与第一产业增

加值（Y2）、第三产业增加值（Y4）、农民人均纯收入（Y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Y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9）的关联度分别是 0.834、 0.833 、0.890 、

0.846、 0.840，属于高等较高关联。高中及中专人口（X5）与经济系统的关联

度为 0.797，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Y1）、一般预算收入（Y7）、固定资产投资额

（Y8）、进出口总额（Y10）的关联度分别为 0.851 、0.883、 0.871 、0.859，属

于高关联，而且与其他经济指标的关联度也在 0.75 左右。从甘肃省的历年数据

中，笔者分析可以知道，当前的文化结构和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起着积

极的作用的，并且随着文化水平和文化层次的提高，也可以一定意义上的促进甘

肃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笔者可以发现，当前甘肃省人口的文化水平对于经济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具有更强的创新能

力，又能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并且如果能对各种科技都能够做到灵活的使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层次的不断的升高，进而推动甘肃省经济的额发展，

为甘肃省经济尽到自己的一份贡献和力量，并且如果经济的不断提高，也给甘肃

省的总体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较大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在更大的程度上

吸引人才的引入，这就呈现出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3）人口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的发展，也带动了城乡经济迈

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如果反之，就会使得经济走向下坡路，所以要使经济可

以发展的越来越好，呈现发展、人口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城镇人口的增

加对城镇化及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城镇人口比例进行研究，当

前为了分析城镇人口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上表 5.4中，我们可以看出，经

济的发展出了和人口年龄结构和文化水平有着强相关的因素外，还和城镇人口有

着较大的关系，并且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Y5）等都有着较大的关系、一般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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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Y7）、固定资产投资额（Y8）的关联度为 0.798、0.755、0.788、0.795，

均属于较高关联，由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农业收入下降，第一产业的

增加值也会受到影响；与第二产业增加值（Y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9）、进

出口总额（Y10）的关联度分别是 0. 684、0.672 、0.665，属于较高关联，关联

性较强。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可以发现，当前甘肃省的人口比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密切，且具有决定行的作用，虽然城镇人口目前仍然在不断的增长，但与全

国平均城镇化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仍需不断努力，进一步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城镇化水平跟人口结构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人口抚养比及

文化结构等都对城镇化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甚至文盲来说，

他们只能从事第一产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影响力较弱，提高人口文化水平就尤

为重要，其次，抚养比的上升也对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人口的不断增

多和比例的加重，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城市化的进度减慢。人口结构的系统与经

济系统之间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并且人口流动的不稳定性会一定程度上造成

城市城镇化的减弱。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所以为了尽早的实现城

乡一体化的建设，必须要尽早的打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 

（3）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带动人口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动,相应的人口产业结构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在改变。甘肃省人口产业结构，整体对于经济之间的关联度

呈现为 1.786，并且在人工人口结构，对于经济排名中也是占据第二的，有较高

的关联度，第二产业人口占行业人口比重（X9）与第二产业增加值（Y3）、第三产

业增加值（Y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9）、进

出口总额（Y10）的关联度分别为 0.845 、0.860、0.849 、0.836、0.849，均大

于 0.8，属于较高关联，表明第二产业人口结构与经济关系密切；第三产业人口

占行业人口比重（X10）与第二产业增加值（Y3）、第三产业增加值（Y4）、农民人

均纯收入（Y5）固定资产投资额（Y8）、进出口总额（Y10）的关联度是 0.809 、

0.825 、0.846 、0.841、0.838，其余的也都在 0.76 左右，属于较高关联，反

映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综上可以看出第二、三产业的人口占比对地

区经济有显著影响，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2018 年，甘

肃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总产值的 11.17 %，第二产业占比 33.89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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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54.94 %，第二产业占比三分之一，第三产业占一半以上，足以可见第二、

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并且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变，第三产业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因此人口产业比例及规模都将会为经济发展带来

机遇和挑战。 

5.2.2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影响分析 

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呈现较大影响的，并且经济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会反作用于用于人口结构的改变，所以从广义上来看甘肃省的经济指

标和人口结构的关联度，应该呈现在 0.78 左右，这属于较高的关联度，并且这

种关联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

如果从基础指标，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联度，分别呈现为 0.793、0.792、

0.770，经济总量和人口结构的综合关联度最高，其中人口结构与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Y1）、第一产业增加值（Y2）、第二产业增加值（Y3）、第三产业增加值（Y4）

的关联度为 0.791、0.786 、0.794、0.802，所以经济总量和人口结构之间的综

合关联度是非常高的，并且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最高。由此，我们可以发

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促使第三产业的就业率增加。而造成第一产业的教育力

降低。二者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力差别不大，都有较高关联，经济水平的变化会促

使人口生育观念转变、医疗水平等的提高，关联度数值分别是 0.770、0.754、

0.756 、0.800 ，跟其他指标相比，固定资产投资额与人口结构指标的关联度最

弱，进出口总额较高，经济的发展会引起人口流动，从而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生活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年轻

一代晚育及少育的思想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人

口逐渐流向城镇，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了更多人口资源，人口资源得到较好利

用。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自身的修养更加重视，因此通过源源不

断的汲取知识，达到充实自己和拓宽文化领域及见解的目的，人们文化程度随之

提高，文盲率逐步降低，这些改变都使得人口文化结构更加完善。经济发展不仅

仅促使人口结构朝着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从侧面促使经济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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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主要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耦合度发生着变化，甘肃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耦

合度不断地发生变化，两者的耦合度的演变过程被表现出来。由于资料是有限的，

本文主要是从 2000 年开始，数据来源主要是 2000-2018 年的数据，对于权重的

计算主要是采用熵值法，对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运用，经济发展对人口结构的耦

合度、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发展指数的变化。 

 

表 5.5 2000-2018 年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及评价 

年份 
人口结

构指数 

经济发

展指数 

综合指

数 
耦合度 

耦合协

调度 
耦合协调类型 

2000 0.1568 0.0800 0.1184 0.9237 0.3307 濒临失调 

2001 0.1543 0.0997 0.1270 0.8614 0.3308 濒临失调 

2002 0.1712 0.1206 0.1459 0.9718 0.3765 濒临失调 

2003 0.1890 0.0896 0.1393 0.6539 0.3018 濒临失调 

2004 0.1848 0.1316 0.1582 0.9919 0.3634 濒临失调 

2005 0.2057 0.1159 0.1608 0.8214 0.4226 轻度失调 

2006 0.1953 0.1815 0.1884 0.9480 0.4211 轻度失调 

2007 0.2148 0.1502 0.1825 0.9716 0.4623 轻度失调 

2008 0.2217 0.2101 0.2159 0.9897 0.4553 轻度失调 

2009 0.2069 0.2221 0.2145 0.9664 0.4521 轻度失调 

2011 0.1960 0.3310 0.2635 0.9045 0.4674 轻度失调 

2012 0.1748 0.3603 0.2689 0.8124 0.4715 轻度失调 

2013 0.1839 0.3563 0.2701 0.9317 0.5016 勉强协调 

2014 0.1776 0.3832 0.2804 0.8860 0.4984 轻度失调 

2015 0.1982 0.4168 0.3075 0.8734 0.5182 勉强协调 

2016 0.2054 0.4280 0.3167 0.8992 0.5336 勉强协调 

2017 0.1991 0.4709 0.3350 0.9144 0.5335 勉强协调 

2018 0.2168 0.5176 0.3672 0.9091 0.5778 勉强协调 

数据来源：甘肃统计年鉴 

 

（1） 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对甘肃省人口结构评价和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研究，根据所得到的结果制定了

折线图，这个折线图是以年份作为横坐标，把指数值作为纵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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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000-2018人口-经济系统指数评价时序变化 

 

针对人口结构评价指数时序进行分析，结合图 5.1 的趋势可以看出甘肃省人

口结构指数波动幅度较小，整体看人口结构指数的水平也比较低。2000 年人口

结构发展指数是 0.1568，截止 2010 年增长了 0.0307 达到 0.1875，在此期间一

直呈现小幅上升；而 2010年的综合发展指数为 0.2374，较 2000年上升了 0.119，

尽管这二者的发展指数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但增长速度缓慢。2010 年出现了转

折，本省的综合发展指数依旧呈小幅上升趋势，而此时人口结构发展指数开始下

滑，并伴有一定的波动，维持在 0.2 左右波动。根据以上所得，人口结构的变化

并没有规律性，从根本上看，主要是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近些年来，由于计划

生育的更改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地区晚婚率较高、自然增长率较低、少子化

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断凸显，这些因素都无疑给劳动力人口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讲都有害而无益。不仅如此，还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比如外

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随之而

来，高层次人才分配不均导致地区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发展，这些原因势必会对甘

肃省的人口结构发展指数造成不利影响，人口结构的优化也会经受阻碍。 

关于经济发展评价指数时序分析，由折线图的走势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指数

一直在缓慢上升，2000-2010 年，经济发展指数在 0.15 上下浮动，并且低于人

口结构发展指数和综合发展指数，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原因可能是甘肃省地

处偏远导致经济发展较慢，产业结构单一，并且有些地区靠天吃饭，遇到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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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农作物就大面积遭殃，人民收入较低。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甘肃省经济发展

的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深化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变，能够使

得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到 2018年，甘肃省的经济发展指数达到了 0.5176，相较

于 2000 增加了 0.4376，远高于人口结构发展指数和综合发展指数。说明相关经

济政策对于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化了产业结构，

促使劳动力人口向第三产业逐步转移。此外，全省要不断摸索地区经济发展优势，

创新产业链，发展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产业经济，从而提高本省的整体经济水平。 

（2）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看，对甘肃省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能够有一定的关联性，

对人口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之间的变化进行研究，因为受到时效性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对 2000-2018 年的人口和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 

 

图 5.2 2000-2018年甘肃省人口-经济耦合时序变化 

 

从图 5.2可以看出，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这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

变化进行表示，曲线整体呈小幅上下波动，耦合度分布在 0.9左右，属于较高关

联，可以看出两者是关系密切的，但是这种关联度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的结果不

同。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较大，

2000年的两者之间的耦合度为 0.9237，而耦合协调度为 0.3307，差距为 0.593，

低于耦合度。表明整体上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间有较高耦合度，但是系统内部结

构可能不太完善，导致耦合协调度的水平较低。2000-2012年之间，二大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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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耦合协调度 0.4 左右，属于轻度失调类，2012 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过

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状态。从 2014 年到现在，耦合协调度的增长不大，主要是在

0.55-0.59 之间。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候，人口结构已经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

求，但是之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不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当机立断实

施“全面二孩”，延缓退休年龄等举措，进一步促进人口结构跟经济发展的良性

互动，要能够从多方面对经济进行发展，使非公有制充分发挥出活力，让年轻人

能够积极创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一步步实现。从耦合性来看，在时间序列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 2006 年，耦合度是在不断上升的，在前期

由于人口红利的影响，人口结构能够对经济产生关键性的作用，经济发展也对人

口结构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要能保证人才的质量。2006-2012年耦合度呈递减趋

势，2012 年之后又逐渐开始回升，但总体都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表明经济发展

与人口结构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劳动力人口不足，

抚养比增加、城镇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人口产业比重不断变化等问题接踵而来。

因此，我们要对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足够重视，要通过对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经济

共同发展，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进行协调，这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

非常重要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2000 年以来，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两者

之间的耦合度是上升的趋势。能够看出两者之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某

个地区没有实现耦合协调度。并且，为了能追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要让经济更好

地发展，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根据区域的差异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耦合

度进行研究。一方面是甘肃省的地区差异，另一方面是耦合性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度研究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能对甘肃省各个地区的差异进

行研究，对甘肃省 14 个地区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进行计算。 

 

表 5.6 2010 年甘肃省区域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数值及评价 

地区 人口结构指数 经济发展指数 耦合协调度 评价 

兰州市 0.6174 0.9536 0.8097 良好协调 

嘉峪关市 0.4846 0.4782 0.6251 初级协调 

金昌市 0.4951 0.5317 0.7308 中级协调 

白银市 0.4673 0.5293 0.6835 初级协调 

天水市 0.4822 0.6038 0.7219 中级协调 

武威市 0.4059 0.5429 0.6437 初级协调 

张掖市 0.4008 0.4987 0.6988 初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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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2010 年甘肃省区域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数值及评价 

平凉市 0.3902 0.4538 0.6529 初级协调 

酒泉市 0.4180 0.4760 0.7018 中级协调 

庆阳市 0.3667 0.5012 0.5439 勉强协调 

定西市 0.5253 0.4937 0.5981 勉强协调 

陇南市 0.4106 0.3824 0.4766 濒临协调 

临夏州 0.3793 0.4670 0.5097 勉强协调 

甘南州 0.3217 0.4208 0.4905 濒临协调 

 

表 5.7 2018 年甘肃省区域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数值及评价 

地区 人口结构指数 经济发展指数 耦合协调度 评价 

兰州市 0.7932 0.9728 0.9158 优质协调 

嘉峪关市 0.5147 0.6109 0.7106 中级协调 

金昌市 0.5089 0.5984 0.7927 中级协调 

白银市 0.4930 0.5901 0.7355 中级协调 

天水市 0.5275 0.6027 0.8142 良好协调 

武威市 0.4839 0.5342 0.7093 中级协调 

张掖市 0.4716 0.4988 0.7246 中级协调 

平凉市 0.4342 0.4732 0.6983 初级协调 

酒泉市 0.4503 0.5904 0.7635 中级协调 

庆阳市 0.4094 0.6318 0.6397 初级协调 

定西市 0.5789 0.5470 0.6248 初级协调 

陇南市 0.4862 0.4938 0.5981 勉强协调 

临夏州 0.4010 0.5103 0.5734 勉强协调 

甘南州 0.3897 0.5236 0.5819 勉强协调 

数据来源：甘肃省 2019年各地州市发展年鉴 

 

图 5.3 2010、2018年 14个市州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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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5.6和 5.7进行对比能够看出，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系统指数

进行分析，和 2010 年进行比较，2018 年的 14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

发展都是提高的，对比来看，人口结构的发展速度较快，经济也在逐渐的增长，

但是其上升速度较慢。从耦合协调度能够看出，2018 年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

的耦合协调度一直是处于上升状态，不断的发展，但是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仔细分析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耦合度，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也是甘肃省第一

个实现优质发展的城市，耦合协调度达到了 0.9158；天水市也是实现了良好的

协调发展；对于嘉峪关、白银这些地区来说，实现了中级协调阶段；定西从原来

的勉强协调进入了初级协调阶段；陇南和甘南州也是达到了勉强协调的阶段；对

于平凉地区来说，一直停留在中级协调阶段。从以上可以看出，甘肃省 14 个地

区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兰州市的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

远远高于其他的地区；但是对于临夏、陇南这些地区来说，还需要较大的努力。

在过程中需要处理较多的问题，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这样能够对

人口结构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也能够使得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人口结构和

经济发展能够达到协调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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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甘肃省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建立了关于

两者的系统，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也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甘肃省的人口增长率和性别的比例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年龄结构也向老

龄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致使甘肃省的人口数量直

线下降，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政策与人为意愿不谋而

合，从而使得人口规模陷入到政策、意愿与流失三重共同作用的境地，使得人口

自然增长率不断的降低尽管近些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放开生育及鼓励生育的政

策，但由于人们思想观念及育儿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提高人

们的生育意愿，甘肃省也积极响应政策，但效果不太明显，人口出生率依然比较

低。人口文化程度较之前有很大改善，但高层次学历人才流失严重，仍需要提高

全体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及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虽然人口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

但依然属于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人口还集中在第一产业，与

全国中、东部地区差距悬殊。城镇的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的水平也不断提高，

也对人口城镇化进行优化。虽然各市、州的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所调整，

但是地区间的差别依然突出。 

2.甘肃的经济水平不断地发展，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比还是较低的。产

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第二、第三产业对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带动较大，产业结构

也得到优化，但是与沿海城市比较，第三产业的水平还是较低。不仅如此，从全

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来看，虽然甘肃省的第一、第二产业发展较好，但是第三产业

的水平较低。从这方面看，还需优化甘肃省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侧面说明了甘肃省产业结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甘肃省的人均 GDP发展水平

来看，在全省经济前列的是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排名一直处

于后面，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外延趋势，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对比来

看，是远远高于的，表明了地域、人口及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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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肃省的人口结构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属于关联度较高的

状态，两个系统的各种指标的关联度在 0.75 左右，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

响比较大，相反，经济发展对于人口结构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因此经济发展

对人口结构是促进作用，人口结构合理也对经济发展是促进的。尽管甘肃省人口

结构和经济发展两大系统耦合度较高，但内部结构还存在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耦

合协调程度较低。并且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历经了一波三折，从最初的轻度失

调衰退，紧接着濒临失调衰退，最后基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转变为

勉强耦合协调的，从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甘肃省人口结构与

经济发展一直属于失调衰退类型，直到近几年，人们开始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相

处，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优化人口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两大

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合理部分，来确保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伴随着人口和

经济之间的关系逐渐地被政府所重视，耦合协调度从衰败到勉强的阶段过渡。此

外，经济发展指数和人口结构发展指数差异在扩大，说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互动效应在减弱，长期进行下去将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6.2 建议 

 现在甘肃省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是存在问题的，为了能够使得人口结构

和经济发展能够协调发展，有以下建议： 

（1）消除性别歧视，促进人口性别的均衡发展。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

性别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农村。

为了解决人口结构均衡化发展，必须转变性别歧视的观念，要从人口性别入手，

自然生育有助于形成正常的人口性别比。首先，注重加强文化教育，普及性别知

识，给大众灌输男女平等的重要性，通过社会宣传等方式转变人们根植于骨子里

性别歧视的思想，提升人们对性别观念的正确认识；其次，建立完善的性别保护

制度，保护女性的社会地位，通过法律强制性手段保护女性尽可能避免社会造成

的性别歧视伤害；最后，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有些岗位对女性的限制条件较高，

女性无法在工作中被公平对待，所以，必须要对女性就业问题加强重视，促进岗

位多元化。 

 （2）要对老年人口建立保障，发展老年服务业。甘肃省老龄化现象已经显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54 

现，老年人口增速较快，养老压力大等问题随之而来，人口结构面临新挑战。为

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完善养老设施建设，增加对养老院和养老活动场所

的投资，加大对农村人口养老的扶持力度，能够最大的解决因为老龄化所造成的

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第二是能够使城乡居民都能被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进行建

档立卡的服务，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断的完善；第三、建立综合养老服务体系，政

府应支持发展有关老年多方面服务，具体有保险、医疗服务、休闲娱乐；第四、

鼓励企业投资老龄化产业，积极引导老龄化产业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养老产业的

经济潜力，并加大对养老的补贴和扶持力度，从而吸引更多的私企对养老救助领

域的投资。  

（3）均衡投资教育资源，改善人口文化结构。现在教育存在一个严重的问

题：教育资源不均衡，城镇的学校师资力量足、设备齐全，农村基础设施较差，

导致农村孩子扎堆进城读书，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资源影响也较大，甚至会出现一

种教师多学生少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要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资，

要对教育情况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消除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其次应该用政策对

农村师资教育情况加强引导，从而能够提高农村教师的质量，缩小城乡对于教育

水平的差异，从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对甘肃省重点高校提供更丰厚的财政

支持，包括加大研究机构的投入、培养创新型高科技人才。当前人才流失也较为

严重，为了能够有效的吸引并留住人才，制定优厚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公平的

人  

（4）对城乡的发展规划，对城乡人口结构进行优化。受地理位置及地貌的

原因，甘肃省城镇化发展起步比较晚，加上地势呈狭条状，人口分散，城镇化进

程不仅缓慢，而且质量低下。本世纪以来，甘肃省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状

况较上世纪明显好转，说明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比，人口城

镇化的水平还较低，这些都是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城

镇化水平来说，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城镇化的水平较低，就表明这个地区的

经济发展较差。因此，优化人口城乡结构是重中之重，提高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对

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为了能够使得城乡的公共资源不断均衡，对贫困地区的

教育情况、医疗健康、就业等重点关注，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包括教育、

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差距，能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并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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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能适合甘肃省城镇化发展的体系；坚持执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市

民化，加速人口流动，为人口迁移作保障，进一步消除城乡人口迁移障碍。完善

城乡一体化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建设美丽宜居的生态家园，

带动人口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 

（5）优化产业布局，转换增长动力。适当调整已有的产业结构，促使产业

分布更加合理化，不仅可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还可以有效地引导人力的流动，

能够促进理想的分布格局形成，能够为经济和人口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首先，

利用政策导向引领中心区的第二产业向发展落后的人口聚集区的产业迁移，这不

仅能够对发展较弱地区的进行减轻，并且对人口较多的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减轻；

其次，对于政府来说，应该能够不断统筹规划，对资源消耗较多的企业、劳动力

密集型的企业进行合理迁移，逐渐形成科学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但这并不是政

府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利用产业转移加强地区间人口资源自由进行有序的流动，

也可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最后，进一步完善承接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协助调整

产业布局，加快公共设施建设，从交通、教育、医疗、通信等方面入手，促进人

口迁移和产业转移有条不紊地进行，打开经济发展新局面，实现“以点带面”的

正面效果。  

（6）因地制宜，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因此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化的，使得经

济能够对人口结构优化不断地促进，也能够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完善。以人口

结构的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平台。把丝绸之路的经济作为重点，通过自身的优

势，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多元化的经济产业格局，

推动传统产业向集群化、新型化发展；迅速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给小企业提供创业机会，增强创新创业活力，实现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

交互作用；甘肃省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为了要促进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对

农业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并且还要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进行优化升级，不断

地促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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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落笔至此，意味着三年的硕士生涯一晃而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

七年的兰财人即将告别母校，但美好的日子却永远停留在兰州财经大学。翻看相

册，讲台上仅有几面之缘却倍感亲切的老师、图书馆陌生又熟悉的面庞、校园里

五颜六色的风景及食堂阿姨的独家抖勺手艺…哭哭笑笑的翻完了整个相册，一幕

幕在心底重演，没错，兰财是我青春最深的记忆。 

踏入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选导师，我在导师名单看到从未谋面的梁亚民老师，

果断选择为我的导师，梁老师不仅在学业上严谨务实，在生活上更如慈父般的循

循善诱，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使我终生受益，同时非常感谢梁老师三年来

的教诲，感谢老师对于论文的指导。再者也感谢梁门可爱的伙伴们，一起在师门

学习成长，能成为梁门弟子是我的骄傲。 

感谢统计学院的老师这三年里不吝赐教，传授给我扎实及专业的理论知识，

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感谢统计学的同学们，在同一个教室互相学习，课下留下

的欢声笑语。感谢我老乡三年对我的帮助，让我感受到来自家乡的亲切：感谢舍

友，完美演绎群居生活的喜怒哀乐。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陪在我身旁的朋友，你

们见证并参与童年的我到已有鱼尾纹不断成长的我。 

感谢我亲爱的家人，我最爱的奶奶陪伴了我 25 年，在这一年永远跟我分开

了…但您永在我心，我会努力做您骄傲的孙女，我爱您！感谢爸爸妈妈的生养之

恩，您们无私、宽容的爱让我生活的无忧无虑，勇敢前行。我乖巧好学的妹妹及

调皮帅气的弟弟，在家里相爱相杀的我们，其实最手足情深。谢谢家人让我拥有

这么温暖有爱的港湾。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感谢自己 20 年来的不断坚持筑梦

及自己的小幸运，挥手告别的是学生时代，重新启程的是更远的风景。 

再见，学生；遇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