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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的城镇化已从数量型、物质型向质量型、内涵型转变，实现以包容为宗旨的

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也逐渐深入，在推进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必要对两者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探讨。

文章首先整理汇总了有关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科研成果，并对两者之间

的耦合协同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从规模水平、渗透水平、保障水

平、增长水平、结构水平五个维度选择指标，构建商业保险系统指标评价体系；

建立基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五个维度的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系

统指标评价体系，并对 2008-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不含西藏）的商业保险和

新型城镇化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二者综合发展指数。依据于此，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深入讨论，得到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上升趋势,通过 Stata 空间可视化方法继续探索，发现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

“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高耦合协调度的地区集中于东部大型城市周边区

域，中西部地区十年来持续归属于低耦合协调度地区。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政策建议，以优化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加速新型城镇化

的建设，推动商业保险发展模式转变，以此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提

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商业保险 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 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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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changed from a quantitative and material type to

a qualitative and connotation type, and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realize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with inclusiveness as its purpos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n China is gradually

deepen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m. On this

basis, th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scale level, penetration level,

guarantee level, growth level and structure level.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economy, land, society and ecology, the system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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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30 provinces

(excluding Tibet) from 2008 to 2019 were processe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two. Based on this, the

construc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e two system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s on the rise, by Stata visualization methods continue to explore

space, found that the two system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with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west high low,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ocused on major eastern citie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belonging to the region with low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ality to optimi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t provides useful

supplement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Keywords:Commercial insurance;New urbanization;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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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截止 2020 年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破百万亿元人

民币。随着经济的日渐繁荣，我国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

第二、第三产业占比也有明显增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着世界范围内最大型

的城镇化步伐,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率仅有 17.92%，

然而在 2020 年底，城镇化率已提高至 63.89%，城镇化率翻了接近 4倍。与此同

时，近年来我国商业保险也进入了飞速增长期，2020 年的原保费收入、保险密

度、保险深度比 2007 年分别上涨了 5.4 倍、5倍、0.7 倍，商业保险的发展速度

也稳步上升。

2014 年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方式，目的在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并于

2014 年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十九大报告曾明确，

中国城镇化将向质量型、内涵型转变，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已经

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 65%。过去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

2019 年把农村劳动力纳入城市，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 2020 年发

挥中心城市、都市群的综合带动效应，促进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再到今年提出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每一年“城镇化”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

化”是我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现代化的关

键举措，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商业保险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因为城镇化所提供的良好环境与愈发

扩大的市场规模，商业保险的发展速度也逐日升高，两者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为商业保险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环境，商业保险得到了更优

良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在管控风险、稳定民生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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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结构的优化。两大系统具有宏观层面的一致性：第一，

核心宗旨一致，二者都是为了提升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与保障居民的生活，新型

城镇化关注的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着重于提高他们对城市

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而商业保险强调通过引入保险模式来实现风险管控，

对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进行分散风险与损失补偿。第二，中心思想一致，二者均

强调“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和农村的人民都能享有发展的成果，

而商业保险旨在应对风险层面，期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让居民面对意外时都能

有生活方面的最低保障。

总而言之，我国商业保险的快速发展给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新型城镇化成为了商业保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居

民的幸福感，对于深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商业保险，发挥二者作用

并实现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发展特点背景下，文章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我

国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体系各自特点和耦合协调发展特征，以期加深对两者的

认识，从而推动两个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快速发展。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将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相分离，或者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发展的理论机理，而目前有关两者之间的量化研究大多侧重于单向分析、耦合协

调度的计算和简单的讨论，很少涉及到时空特性和空间分布。所以，从量化的视

角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协调发展，就成为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

视化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时序、时空分布特点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空白，为二者的协调发展奠定了科学的

基础。

（2）现实意义

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都是为保障居民生活，提升居民生活水平而设计的产

品和提出的发展理念，二者本身是相辅而行的：商业保险中的人身保险有助于对

居民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关怀，财产保险有助于对城市发展面临的巨灾风险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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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新型城镇化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持，并为我国商业保险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试图通过量化研析方法，对两者的协同发展程度测定评

析，探索两者的时空分布特点及空间规律，从而为我国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统

筹发展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优化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演进发展。

1.2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商业保险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对这两大体系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文章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回溯与整理，并

指明了后续的研究方向。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商业保险内在与推动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新型城镇化主要内容与拉动商业保险发展的研究、商业保

险和新型城镇化双向关系的研究等。

1.2.1 关于商业保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

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金融工具，商业保险能够有效增强城

镇治理效率，为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提供保障资金，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总要求。

国外学者对此议题提出了见解并深入研究，此类见解对分析商业保险对推动新型

城镇化方面的运行机理有重要启示。

Berry（1970）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判断城镇化、经济发展两者的相互作

用较大。Ray.M.Northam （1975）建立了一个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定量化

的数学模型，得到了人均国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相互关系，即不同的城镇化率，

影响人均国民收入有所差异。Henderson（2003）提出国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较为密切，相关系数基本达到 0.85 上下。Liang J，Cheng K（2016）认定

经济增长显著的影响了保险需求，各阶段的城镇化历程中显示出经济增长对财产

保险的需求方面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因此促进不同地区保险业的均衡发展，

要综合考量经济增长和新型城镇发展，此外研究还发现差别化的新型城镇化历程

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也对商业保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作出相关研究：韩卒梅（2014）

提出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供给金融相关产品与服务，深化缓解进城人员的工作、

居住、基本保障、教育和“三农”保险等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商业性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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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秦立建、陈波（2014）指出伴随农民工在城市中逐步获

得教育、医疗等资源，农民工融入城市逐渐依赖城乡居民健康保障体系，商业保

险良性发展有助城镇化建设。王涛（2014）通过理论机理的探讨，从系统的角度

出发，概括了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理论、金融体系构建的原理，从理论方面

阐述了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其中商业保险也是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

环节。王振坡、游斌、王丽艳（2014）表述农业保险的收益率低，相关政策文件

少，通常不被保险公司推广，提高了市郊乡镇农业融资的门槛。吴昊和杨济时

（2015）从全国角度出发，结合 35 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回

归发现保险行业与城镇化水平相关，保险的发展对城镇化水平及质量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周宗安（2015）收集山东省地级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得出在多类型

的金融支持中，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作用最大的是保险。

近年来，关于商业保险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资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郭丹

丹和李政（2016）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保险业可以通过注入资金加大

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保体系，辅助于社会管理，更好的助力城镇化建设。

武冬铃（2019）提出保险为实现经济增长、助力民生，保险资金注入经济发展各

环节中，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实体经济环境贡献了接连不断的资金。王紫红

（2020）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回归模型，对江苏省 2010 年至 2017 年共计 13

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在新型城镇化基础上建立江苏金融支持体系，最终得到结论：

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保费收入的提升，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面影响。陈璐、孔

蕴文、刘昭君（2020）为了计算莫兰指数，通过使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最

终数据分析得到结论：若整体保险发展水平提高 1%，相应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

0.185%，保险对于推动城镇化发展有正向作用。

1.2.2 关于新型城镇化促进商业保险发展的研究

从理论内容角度，国内外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介绍、特征内涵、战略目

标、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H Yang，S Jiang（2014）通过模型测

算出城镇化率每提高 1%，保险普及率增加 0.6114%，保险密度增加 5.26465%。

Liu S 和 Xu T（2015）通过研究我国 1997 年到 2013 年逐年数据，测度城市化和

人寿保险行业的发展水平，探索出城镇化的路径和机制促进了保险业发展，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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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城镇化为寿险业后续发展究竟是带来了机遇还是困境。Singh& Wang &

Mendoza（2015）指出改善城市贫民的电力供应情况需要资金支持，可通过股权、

贷款、保险、捐赠、补贴及担保等渠道获取资金，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显

现。Kumar V（2017）对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发现日渐增多的城市化机

遇可以为保险产品产生与销售提供积极的影响，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表明城市

化是正向影响寿险需求的主要变量，数据结论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 1%，寿险

普及率就提高 0.44%。

国内学者石晓军、郭金龙（2013）观察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业产

业化、土地流转、人力资本意识觉醒提高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唐鑛、杨欣然（2013）

预测城镇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可能出现劳动力供需不匹配、失业率升高等，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保障进一步完善，如此促进了保险业进一步发展。徐志

峰、温剑波（2013）讨论城镇化重新定义了保障关系，打破了传统社会通过血缘、

土地形成互助共保体的模式，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数量上升，城镇化发展显著增加

了群众的收入，随之而来居民对商业保险的种类、数量、保障范围等也就提出了

新的要求。孙武军和祁晶（2014）认为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上来讲，依托于新型城

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中，农民收入增多，农民参保

的意愿较之前强烈，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空间得到拓展，这种变动对农村商业养老

保险发展更加有利。杨汇潮、江生忠（2014）使用 ECM 模型方法，得到城镇化率

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如果城镇化率增加 1%，保险

深度随之提高 0.6114%，保险密度随之增加 5.26465%。石晓军和闫竹（2017）梳

理了 151 个国家的 1990-2012 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只有促进人的发展的Ⅰ型城镇

化才能促进寿险需求的核心假设，验证了在全球水平上城镇化对寿险深度的促进

作用为 2.3％。张冲、万新月（2019）实证研究得出城镇化率每上升 1%，人均保

费会增长 0.59%，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汇聚，激发了更加广泛的保险需求，城镇

化同时促进经济环境更好发展，影响保险业趋向良性发展。

近年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较多的结合了空间分布规律研究：陈虹旭

（2020）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得出城镇化演进过程中，保险业得到了宽广的机遇与

发展空间，人身险和财产险的业务种类和规模都出现显著提高，观察空间溢出效

应的结果，本地人身保险更受空间效应影响，对周边区域的城镇化更加敏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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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险业务受周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较小。邓洁文（2020）通过省际面板数据梳

理，最终得出结论：无论东、中、西部地区，空间城镇化率都对财险需求有正向

作用。江维国和李立清（2020）对广东、广西、湖南三地的多个村镇向 18 周岁

以上被征地农民发放调查问卷，旨在调查目标人群的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意向，

询问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发现新型城镇化影响下对此类人群的购买行为有

促进作用。鲁东晓和侯天惠（2020）采用空间计量偏微分方法，对山东省 17 个

地市的数据加以研究，研究出 2006 年到 2017 年城镇化发展和财产保险密度负相

关。徐敬惠和李鹏（2020）提出未来我国还将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目前

60%的城镇化率离发达国家 80%的城镇化率还显不足，预计约有 3 亿人将从农村

涌入城市，带来更多风险因素，影响更多人群购买商业保险。张宗军、令涛（2020）

收集了 16 个发达国家、28 个发展中国家、亚太和欧洲地区发达国家、亚洲、美

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1990 年到 2017 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显示各类型和区域的

国家，由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质量和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导致保险需求有所不同。

刘特（2021）认为城镇化对健康险有正向影响关系，但如果只是引起人口向城市

聚集，对健康险的影响较小，只有当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经济更优质发展，才会引

起城镇化对健康险的促进作用。赵雪婕、丁少群（2021）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处理 2013 年到 2019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最终实证研究总结城镇化影响提高人均

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又加大保险需求。

1.2.3 关于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

多年来国外学者对于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集中于单向作用关系，对

二者的双向影响关系理论较少。国内学者李珊珊（2014）从保险行业和新型城镇

化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保险行业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并通过对我国保险行业

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保险对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大体了解，后续梳理了

30 个省（市）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数据和城镇化率的对应关系并采用定量方法

深入分析，进而利用 286 个地市的保险数据和城镇化质量指数进行回归，得到两

者的相关性呈正向结论。卓志和孙正成（2014）认为保险业向现代转型是推动新

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孕育和促进保险业发展，我国社会保

障仍不健全，城乡差距较大，扩大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面能够对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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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方案，保险业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可筹措资金。臧志谊、景鹏、李正（2015）

通过建立保险业和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构建城镇化和保险业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对我国 30 省份 2001 年到 2012 年的数据进行熵值法处理，从时序、时空角度多

方面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判断二者的耦合协调度逐渐增高。许闲、丁墨

海和王丹阳(2016)对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 2001 年到 2013 年的数据梳理后，运用

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了保险业发展和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证明二者具有明显的正向

影响关系：保险业向好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又能反向拉动保险需求。

许莉、尹智伶和袁曙（2019）对城镇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与保险业发展运用实

证方法对互相影响关系和影响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龙华平和金霞(2020)考察了

贵州省近年的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重点关注其中的城乡差

异，最终发现城镇化和保险业相互影响。

1.2.4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

多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商业保险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降低城乡要素市场壁垒，保障群众生活水平，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中对人的保障

目标。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商业保险又有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引导

全民参与各类型、各规模的商业保险，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机会实现平等，

这丰富和拓展了关于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方面都认为二者相辅而行，

在理论分析、定量分析、整合发展策略三个层面上，都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成果。然而，过去的新型城镇化内涵研究较少考虑生态层面，没有关注到新型城

镇化中绿色生态与绿色保险的重要性，另外有关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内部

逻辑或交互关系，或者对耦合度进行简单的计算，而且多数测度结果都采用了简

单的表格方法，并没有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因此不能很好地体现耦合协调度的

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别。在这一背景下，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如下：（1）运用熵权

法对 2008-2019 年中国 30 个省市的商业保险、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简要计算。

(2)构建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模型结果分析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并将其与各区域的关系进行了比较。(3)运用 Stata 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对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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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探索，为两个系统的协同发展寻找

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向。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借助纸质资料，结合期刊、数据库等电子资料，对现有的资料

进行分析，对过往研究方法及成果概括，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通

过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分析，从而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以研究对象为

基础，通过文献调研、整理，为论文中两大体系的协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是从定性的角度观察现象，继而从定量的角度深入分

析，定量的分析可以更客观、更深刻地讨论有关的问题。本文起先选择运用定性

的方法，对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理逐条表述，后续对两大体系的综合

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定量研究，对我国 2008-2019 年 30 个省份的

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评价与分析。

1.3.2 研究思路

在新常态下，我国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厘清新型城镇化与

商业保险的关系，寻找最佳的发展途径，以此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

本文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耦合度测算，探讨了它们之

间的时序、时空差异，旨在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一章为引言。本章的内容聚焦于研究背景和意义，主要从商业保险、新型

城镇化的单向性和互动性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归纳，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厘清

论文的结构和思路，并对论文的创新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本章阐明本文依赖的相关理论主要

包括协同效应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耦合协调理论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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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本章探讨了两个子系统的耦合机制，运用国内现状对二者耦合的现实

基础加以分析，为后面的研究分析作准备。

第四章是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本章基于现有的研究和指

标构建原则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 2008-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宏观数据，

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到二者综合发展指数，简要剖析了计算结果。随后测算二者之

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将数量特征与 Stata 可视化软件相结合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

计算得到的最终值与时序、时空分布结果加以分析,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着重描述

了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区域特征、省际特征和空间

分异情况。

第五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总结了前文的研究成果，得出了本文的结论，

并就如何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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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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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1.4.1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的角度是创新的。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讨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

化的内涵、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目前关于商业保险和新

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布研究很少，且很少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中生态角度和绿色保险

的结合，因此，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以期为两者的协调发展

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二，研究方法的革新。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空间可视化方

式，使新型城镇化与商业保险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1.4.2 不足之处

一是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从二者涵义入手，

对指标的选择可能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选择指标时本文遵循全面的原则，

为了能够客观为各指标确定权重，之后确定指标权重时使用熵值法。另外在数据

获取上，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进行的，从而使得研究的结果在更细化的

区域中可能代表性不足。

二是我国现行的有关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和政策规定较少，由

于这方面的研究少，所以在选择变量和建立模型时，所做的一些客观分析只是基

于现有的研究而进行的一次大胆的试验，不一定能够将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到

位，从而导致实证分析结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可能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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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理论基础

2.1 商业保险相关概念

2.1.1 商业保险内涵

商业保险的目的是盈利，是由专业保险公司经营的保险形式。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保险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生活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

工具，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商业保险关系，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的一

类合同关系，投保人按期履约，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保护被保险人或其相关财

产及其利益，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对损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1.2 商业保险特征

商业保险的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反映了保险合同关系,商业保险的对象是

人与物(有形和无形),将生命和身体等视为具体的保障对象,商业保险有关财产

及相关的利益和生命等，为了创造利润为目标,被保险人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经

济稳定,是风险管理的有效方式。

2.2 新型城镇化相关概念

2.2.1 新型城镇化涵义

新型城镇化不只代表大城镇和大型村镇的共促发展，也包含小城镇、中小城

市、新型农村社区的协同发展。自 2009 年起，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工作开始

起步阶段，2014 年起全国各地陆续推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域，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议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

动各种类型城镇协调发展，这对优化我国城镇化结构和形式，进而推动新型城镇

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正面意义。李克强总理发表的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努力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以满足农村居民越

来越多的进城就业安家需求。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群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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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效应，促进产业发展，缓解就业难问题。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差异化

实施城市策略，稳健房地产产业发展，完善便民服务，使都市更加适宜居住。

2.2.2 新型城镇化特征

新型城镇化需要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内涵，而与传统的城镇相比，它更加

强调整体的内在品质，即要把城镇化从单一提升城镇数量的思想转变为重视城镇

质量发展中来。在此之前，我国在用地、用能方面存在着粗放的问题，曾经我们

主要凭借大型城镇为中心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后更应该发挥不同

规模城市群协调配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特点主要有：（1）筹划出发点高。城镇建设要做到科学的规

划、合理的布局，城镇规划中筹划方案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只有当筹划在城镇建

设过程中具有引领地位，才能有效地解决大城镇出现城市病、小城镇管理落后、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系列问题。

（2）种类多样化。中国幅员辽阔，情况错综复杂，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

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种类应当多种多样。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

发展空间不同，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地区的需求和特点也不同，因此，要处理好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同步与否要按具体的地域情况具

体分析。

（3）集中效应强。城镇具有典型的集拢性，能够产生城市群的规模效应，

因此要在扩充城镇基数、适宜扩张城镇规模的基础上，将城镇的集中效应带来的

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程度，这是新型城镇化得到全面发展的保证。

（4）区域效应强。城镇依托于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医疗教育资源，可以带

动影响周边地区的发展，农村乡镇都能共同受益获得发展，这种辐射力能够更均

衡的分配资源，杜绝出现单一城镇亮眼而周边区域却表现不佳的情形，也为经济

带、经济圈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5）特征多元化。我国城镇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发展空间、历史背

景、文化氛围的差异，各地区城镇都具有不同特征，也显示出多元化。各地城镇

彰显不同生机，在经济、文化、环境多方面显示出差异化的风格，城镇作为多方

综合的产物，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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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持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与单纯扩张城镇面积的区别在于秉持以人

为本的理念，摒弃城镇叠加的发展方式，城镇的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树立重视

人的中心思想，营造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氛围，构建重视人本身的城镇化模式，最

终在于人在城镇中能够实现个人价值。

（7）整体视角强。新型城镇化不是单纯的城市化，它的内在要求是防止产

生大城镇、小城镇二选一的问题，全国六百多座城市、一千多个县区关联性的连

结在一起，要用整体视角看待城镇化问题，整体性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8）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出现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树立

了城镇化的理念，着重渲染了整个新型城镇化要带动城与乡共同行动，冲破了城

与乡绝对的界限，构成城与乡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同舟共命、良性循环的局面。

由于乡村对城市发展有支撑作用，城市是乡镇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新型城镇化的

出发点自然就是城乡一体化，不能将乡村发展滞后作为城镇发展的代价。

2.3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理论

2.3.1 协同效应理论

协同效应理论原用来描述一种物理化学现象，它反映了环境中各个体系的相

互作用，此原理由物理学者赫尔曼·哈肯提出，并在此之后逐步被有需求人士加

入到市场环境中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的管理法则。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Ansoff

（1965）把它描述为：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独立产生的效用总和要比各个部门之间

的协同作用要小得多。之所以会有这种协同效应，最重要的缘由是各个部门的功

能在不同的方面展现不同特点，但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生成更大的效用，最

终出现部门协作比独立运行更加高效的情形。

协同作用应该和组成部分的各个要素的关联度极高，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

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这使得二者协同发展成为了可能。这主

要是因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作用对象相关、具有共同受用居民群体、资源相

辅而行，尤其在资金层面具有相当大的互补空间。一是城市建设资金，包括公共

基础建设资金和遭遇巨灾后的保险金赔付，资金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必须资金，另一方面是新型城镇化遭遇风险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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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所赔付的资金。除了资金以外，商业保险中人身保险主要对参保人员做出保

障，而新型城镇化也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一种追求更加凸显对人的关怀的城

镇化，这让两者的追求目标、发展理念基本一致，还有其他环境相关例如绿色保

险在服务能源结构调整、护航绿色交通发展等方面的保额保障，与新型城镇化的

生态环境建设目标都具有统一性。总而言之，在一定的条件下，商业保险和新型

城镇化可以通过资金的融通互惠互利，转而优化资源配置，并在一定条件下表现

互惠发展情形。

2.3.2 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理论第一次被印证和出现在 19 世纪，因被维佛雷多·帕累托应

用在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而得名，后来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帕累托最优理论是

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指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优状态，

常应用于博弈论分析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要进行帕累托改进，指在不

损害任何一方的前提下，对现有的资源分配情况作出调整，从而使至少一个人境

况改善。在没有帕累托改善空间的情况下，此时帕累托改进后的社会资源分配是

最优的。

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的现代社会，风险的种类逐渐丰富化，新型城镇化带来

的物质风险和人力风险增大了商业保险公司的规模，但问题仍存在。一方面商业

保险业务中承保风险种类多，所收保费来自各个群体，形成资金积聚的巨额资金

池，这类资金如何能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于哪些方面会使两个系统更加

平衡高效，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并没有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由于风险环境的多元性，商业保险公司只能片面的承保于局部业务，无法

对城镇化建设整体具有相应的把握。当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实现耦合

发展，商业保险作用于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以减少新型城镇化风险，新型城镇化

也得到了资金支持和相应保障，因此二者的耦合发展模式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

帕累托改进策略。

2.3.3 耦合协调理论

耦合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物理学，指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促交流，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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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更多的系统或运动形式相互关联、制约的情形。关联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在

互动时，各自的能力得到加强或扩大；制约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的固有属性的减

弱或消逝。无论系统还是运动，因为组合下发生的变化，最后会产生正面或负面

的影响，随之产生比单个系统更加强大的效应，最终形成一个总体。唐未兵（2017)、

赵传松（2018)、周德田和冯超彩（2020）等学者在耦合相关研究中认为耦合度

和耦合协调度这两个指标是用来衡量系统之间耦合程度，前者是指系统中各个子

系统或要素之间的联动程度的强弱，映射了系统内部的序参量之间的协同效应；

后者用来衡量系统内部还有相互之间各个元素之间的和谐程度，这既是系统与系

统之间的良性循环，也是系统要件从混杂紊乱到融合共处的过程。耦合度映射两

个系统的互动关系强弱，但很难对互动的良性关系进行评估，耦合协调度则是基

于耦合度下的互动关系的反映，能够显示出协调状态的优劣与否。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目的在于发挥二者结合的最大效用，通过两

个系统的互相促进、互相作用，旨在达到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优质融合，这

一结合既能为解决系统间发展失调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又能促进系统之间或者

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在二者的耦合发展过程中，微观层面，商业保险和新型城

镇化内部会相互产生影响，宏观层面，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会对外部环境造成

影响，所以二者的耦合度能够反映特定时段内两个系统的耦合强度，耦合协调度

可以呈现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状况，折射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总体水平。

2.3.4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指出从长远来看，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基本要素，可

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由流动，基于这种特性使得资本和劳动力总是自发的寻

找供求平衡状态。因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各地区之

间的发展不均衡仅仅是短期的，而在较长时期内，各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调

节与配置，资本和劳动力会持续自由流动，使资源禀赋差距不断缩小，最终出现

协调发展的经济状况。

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过程中，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通过各

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能实现两个系统的平衡状态。但是区域非均衡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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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各区域自然资源、原始条件的差异性，依托此类天然条件

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不能短期得到改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必然

现象，必须采取一些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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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现实基础

3.1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必要性

新型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人口和产业的汇拢，农村剩余劳动力批量向城镇流动，

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商业保险需求逐渐增多。这些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聚集，

为商业保险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同时还降低了人力和营销成本。同时，商业保险

的产业集中度较高，一方面缩短了企业间的信息传递距离，使得保险公司在竞标、

引资、选择投标项目等快速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在保险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产

业自身的聚集加剧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竞争。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商业

保险公司自主优化组织结构、创新保险产品、提升服务质量等，逐渐淘汰落后产

能，保障商业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使得我国整个保险行业

更加完备、健全，好的商业保险产品提升了顾客信任度，再次刺激了商业保险需

求，同时保险经纪公司、保险代理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及律师服务机构等市场主

体都将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提高自身服务品质，使得商业保险市场与新型城镇

化发展互相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实现二者的协调循环发展十分必

要。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作为全球自然灾害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中国在 2020 年遭遇众多气象灾害，受灾等级各有不同，通过国家

减灾委成员单位的最终商定，整年度各类型自然灾害影响 1.38 亿人，造成 591

人死亡失踪，上万间房屋倒塌破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701.5 亿元，造成高额

损失
1
。

早期处理自然灾害的方式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救济以及社会捐赠，这使得国家

财政压力较大，不利于统筹协调。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十四五”初期，

商业保险介入巨灾风险管理的建立尤为重要，并且在我国多个省市已经开始试点，

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也逐渐走入快车道，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互联互

通也将形成良好循环，助力巨灾风险管控。综上所述，二者协调发展具有必要性。

1
根据应急管理部官网 https://www.mem.gov.cn/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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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机理分析

耦合描述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它的基础是系统及其组成要素

间的相互关联，因此分析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机理是必然。商业保

险是一种城乡居民广泛采用的风险管理方式，和城镇化的互动关联存在必然性，

商业保险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也为商业保险

发展保障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如图 3.1 所示。

该机理以商业保险子系统、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及传输路径

等五大内容组成。其中，商业保险通过对人的生命、健康、养老以及资产、工程、

设施、信用、责任、环境等七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通过

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和生态等五方面表现形式为商业保险创造保险需求，二

者相辅相成，创立了从内到外两条传导路径的耦合机制。

图 3.1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机制

3.2.1 商业保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机制

第一，在人身保障方面，新型城镇化的突出特点是以人为本，商业保险突出

风险管理效用，对人民生命、健康、养老等风险进行全方位保障，提升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抵御人身风险的能力。商业保险是基础社会保障的增补和完善，对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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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中的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加强多层次保障提供新的方案，商业保险与

社会保障的多种形式相结合，引入市场主体对政府责任进行分担，提高政府治理

效率，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二，在财产保险方面，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时代由此启航，传

统的自然、生态、环境等各种风险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

巨量新的人为风险(洪梅，2014)。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很难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全

面的风险管控，商业保险通过建立全流程的风险管理系统，覆盖事前的风险识别

与评估、事中的定损补偿、事后的监测防损整个步骤，对资产、工程、设施、信

用、责任、环境多方面标的提供相应种类的保险产品，保护了群众的财产及其相

关利益。

第三，商业保险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商业保险的保费

规模巨大，保费来源稳固，同时又兼具较长的时间价值，与城镇化建设中的融资

难问题恰好匹配。城镇化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作为保障，每增加一座城市的人口，

就需要至少 100000 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城镇化率每增长 1%，就需要增

加 5.9%的政府部门公共投资（臧志谊，2015)。综上所述，商业保险通过对居民

人身财产方面的保障和对新型城镇化资产、设施、工程等发挥保障功能，同时又

将稳定的保险资金投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说明商业保险对社会管理有一定正向

影响，同时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未来发展。

3.2.2 新型城镇化推动商业保险发展耦合机制

第一，新型城镇化通常带来群众收入增长，城镇人口占比同时逐渐提高，城

镇居民风险偏好、消费场景、理财需求发生变化，对商业保险购买欲增强。经济

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增加居民财富、优化生活环境、提高风险意识，既关注人身

财产风险保障又有经济基础的的居民增多，此类居民往往购买商业保险保障自身

生活水平，推动了商业保险发展。

第二，土地城镇化对城镇的国土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在公共交通、城市绿

地、居住环境等方面有了更多服务于人的建设与工业设施，这些工程的产生加速

了财产保险的发展，同时要求财险产品种类更多、财险业务覆盖面更广，进一步

推动了商业保险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布研究

21

第三，社会城镇化中从居民享有的医疗养老保障中看，大量乡镇人口移居至

城镇，购买保险人群发生变化，传统劳动力如进城务工人士并未享受相应城市服

务，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士也开始享有城镇保障，享有的社会保障

也逐渐统筹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保障，此类人的保险购买场景趋近城镇人口，这些

流动人口新购买商业保险的动力增强(王祖继，2014)。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使

我国的商业保险资金投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保障了保险资金的持续稳定获利，

险资投资渠道的增多，丰富了商业保险资金的投融资方式，为保险资金获得稳定

收益提供良好环境。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财力投入，其资金需求要求风险低、

长期性、获益稳健，保险资金具有此类特点，正好为保险资金增添投资领域，保

障资金安全。另外，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治理中，因为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涌入，也

带来了“城市病”问题，产生众多疫情传播加快、交通拥堵、公共安全事件等难

题，商业保险公司随之推出的新冠保障医疗险、车辆保险、公共场所责任险等为

缓解社会问题提出了保险方案，延展商业保险的服务范畴，促进创新保险产品种

类。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养老、医疗、农业、汽车、巨灾、传染病等保险产品的不

断涌现，开拓更多保险应用场景，保险服务的质量、水平、效率不断提升。

第四，生态城镇化的发展为绿色保险产品提供了保险需求，在绿色低碳环境

要求下新型绿色保险应运而生，主要类型有支持绿色低碳、促进环境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等多种保险产品，在健全风险管理系统、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协助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中，绿色保险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态城

镇化对商业保险的产品设计和险种拓展有了良好助力。

3.3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的现实基础

3.3.1 商业保险有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

商业保险公司在城镇化的投资由来已久，早年在发达国家中最先尝试，英国

在 1680 年成立了第一家保险公司，其全部资本都投入到了伦敦的城镇化进程中，

但后续商业保险投资城镇化过程遭遇困难，先有火灾保险的创始人选择房地产项

目，影响保险公司被迫离职，后有英美政府担忧保险企业过多垄断房产而出台限

制措施，同时保险公司的房地产投资有损失且经营混乱，造成商业保险公司对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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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项目投资减少。时至今日，美国部分地区仍对保险公司投资于不动产有交易

限制，造成保险公司投资于不动产的比例居低现状。

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失地农民保障问题、地方财政规模收紧等问题

迫在眉睫，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极具影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我国势必

把商业保险作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保障手段，将商业保险融入新型城镇化下

的居民风险管理，将保险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需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数据，截止 2021 年 9 月底，保险资金向基础设施范畴累计投资达 3.31 万亿元，

基础设施分布在能源、交通、水利、老城改造等多个领域，缓解了基建项目前期

资金投入问题，为商业保险介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开拓了路径，截止到 2021 年末，

保险资金参与新型城镇化项目举例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部分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项目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保险公司官网新闻整理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投资公共建设项目涉及水利、交通、老城改造等项目的

收益率高，政府公信力背书也保证了收益的稳定性，而保险资金寻求此特点项目

投资，投资需求和项目特点恰好匹配，商业保险聚集的巨额资金恰好为公共建设

项目前期资金周转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众所周知商业保险公司投资基建工程有

所偏好，在银保监会的大力引导下，保险公司和基建项目始终处于良性互利关系。

中国银保监会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了引起广泛讨论的《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保险投资领域有了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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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增加了直接融资数量。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基础设施作

为硬性保障，基建基金以基础设施工程为础石，其运作时间较长，强制发放红利，

可以更好地满足保险资金的长期投资需要，成为了保险资金介入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新投资模式。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规定了

部分事由，例如有关人士要严格按照房地产监管规定要求，保险投资过程要保有

审慎态度，定期对基金项目研判风险状况，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严控险资风险。

在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银保监会将着力结合保险资金的

长期特点，重点向公共建设项目投资，使用股票、基金、债券等多元化方式，使

商业保险在此类基础设施领域和重大民生工程中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3.3.2 新型城镇化促进商业保险发展

2008 年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逐年加快，由下图 3.2 可以看出我国城

镇人口占比从 2008 年的 45.68%提升到 2019 年的 60.6%，新型城镇化的逐渐发展

使居民购买保险的能力和兴趣逐渐增强。首先，居民的收入增加是有效扩大保险

需求的直接动因，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逐年上涨，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013 年的 26467 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43834 元，翻了 1.65 倍；人均可支配

支出从 2013 年的 18488 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27007 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有足

够的经济条件消费更多的商业保险产品。

图 3.2 2008-2019 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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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3-2020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其次，新型城镇化还促进了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此类固定资

产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需要购买商业保险对大额资产进行风险管理。尤其是汽

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较大，除了强制保险以外，购买相匹

配的商业保险可以规避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使得

汽车的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城镇交通不畅，车辆拥堵导致发生事故概率提升，

倒逼车主认识到购买保险来分散风险的重要性。2001 年到 2020 年期间，我国机

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由 422 亿元上升到了 8244 亿元，增加了 18.54 倍，赔付支

出也同步增长，由 218 亿元赔付上涨到了 4725.5 亿元，上涨了 20.6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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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01-2020 年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保费与赔款给付（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最后，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居民的疾病意识得到提高，越来越

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健康险与寿险的保险作用，我国人寿保险和短期健康险保费

收入都增长迅速。另外，根据欧美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不难发现居

民保险意识和风险意识的增强,都能转为对保险消费的有效需求。而我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正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口素质的提高，教育经费的

持续投入，居民的人口素质也得到明显的提升，逐渐认识到保险以及风险管理的

重要性，从而激发了商业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

图 3.5 2008-2019 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经费（单位：元/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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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构建

4.1 数据选取及来源

为了从宏观层面了解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有必要从省域维

度数据考察二者。鉴于少量地区数据难以披露公示，本研究最终选取全国 30 个

行政省域（排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因为有地区差异的存在，为

了使研究更贴近现实经济生活，本文依据我国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定东中西以及

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为了保持原始数据研究区间的一致性，本文的研究年份限定

在 2008 年到 2019 年，研究对象是 12 年间 30 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指标相关数据

源自《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以及国

家统计局官网和各省地方性统计年鉴披露数据，部分来自于 wind、国泰安数据

库。少量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采用插值法和线性回归法进行预处理。

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逐步健全，商业保险

的规模与层次也逐渐多元，作为遍布城镇的制度体系和服务产业，二者的综合发

展程度难以直观量度，更不能使用某一单一指标代为测度。为合宜、精确的将商

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程度加以描述，结合新型城镇化多样性的内涵，本

文从商业保险的多元化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细化二者内涵并逐一选取

代表性、典型性指标，综合每一层面指标加以归类，分别构建出商业保险和新型

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数据处理采用较客观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计

算二者发展指数和综合发展指数，旨在尽量客观全面衡量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

在我国的发展状态。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根据前文对于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两者耦合必要性、发展现状和耦

合机制的分析，本文在实证研究中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如下：

（1）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传统上认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建设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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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且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也就是说，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

化是根据其内涵进行分类的，但严格按照定性层面梳理指标，部分定性概念无法

找到指标衡量，因此，可以将两个子系统的内涵定义为不同的、可比较的级别，

然后寻找与每个级别相关的定量指标，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准确程度

筛选最合理的指标。

（2）动态性原则。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

联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不断产生变化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过程

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耦合不是静止的，因为这种动态性存在导致不能选择

一套固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耦合程度，固定指标也不能对二者将来的发展水平进

行评估。在研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过程中，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构建的指标体

系里的个别指标有可能发生变动，对定量指标及时修整，保证最终结果的可信度。

4.2.2 商业保险评价指标体系

商业保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既有的定量研究中大同小异，大多研究中通常选

取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衡量商业保险发展程度。本文依据商业保险的多维度数据

以及逐年发展情况，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参考过去研究成果，并创新性增加考量范

围，从商业保险规模水平、渗透水平、保障水平、增长水平以及结构水平来衡量

我国商业保险发展水平，并将如上五个二级指标根据商业保险发展的内涵逐层拆

分，寻找典型指标，将定性论述转化为定量指标。

表 4.1 商业保险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

性

商
业
保
险
子
系
统
（U

）

规模水平

(UA)

保费收入

(U1)
当年的保险保费收入

百万

元
+

赔付支出

(U2)
保险公司的赔付总额

百万

元
+

渗透水平

(UB)

保险深度

(U3)
保费收入/GDP % +

保险密度

(U4)
保费收入/人口数量

元/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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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

性

商
业
保
险
子
系
统
（U

）

保障水平

(UC)

保险保障

程度(U5)
当年保险金额/GDP % +

赔付率

(U6)
当年赔付支出/保费收入 % +

增长水平

(UD)

保费收入

增长率

(U7)
当年的保费收入增加值/上年保费收入 % +

赔付支出

增长率

(U8)

当年的赔付支出增加值/上年赔付支出 % +

结构水平

(UE)

产寿险比

率(U9)
财险保费收入/人身险保费收入 % -

财险市场

集中度

(U10)

每省保费收入最高的 4 家财险公司的保费

收入/整省财险保费收入
% -

寿险市场

集中度

(U11)

每省保费收入最高的 4 家寿险公司的保费

收入/整省寿险保费收入
% -

规模水平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商业保险整体向上发展，使用保费收入衡量整体

商业保险保障规模的程度，使用赔付支出反映商业保险的赔付水平与规模，共同

反映商业保险的整体发展水平。

渗透水平主要是商业保险除了保费规模的绝对值，结合地区人口数量以及经

济发展水平，运用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对商业保险的渗透率加以描述，保险深度

等于保费收入除以当地 GDP，保险密度等于保费收入除以当地人口数量。

保障水平使用保险保障程度与赔付率进行描述，从保障前到损失发生以后两

个角度描述保障水平，保险保障程度用当年保险金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赔付率等于当年赔付支出除以保费收入。

增长水平用保费收入增长率和赔付支出增长率共同衡量，通过收入与赔付两

方面的增长综合反映出商业保险发展的增长水平，保费收入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是

当年的保费收入增加值与上年保费收入的比值，赔付支出增长率用当年的赔付支

出增加值与上年赔付支出的比值衡量。

结构水平用财险市场集中度、寿险市场集中度、产寿险比率组合反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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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市场集中度用每省保费收入最高的 4 家财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整省财险保

费收入的比值衡量，反映地区商业财产保险的集中垄断程度。寿险市场集中度用

每省保费收入最高的 4家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整省寿险保费收入的比值衡量，

反映地区商业寿险的集中垄断程度。产寿险比率使用财险保费收入与人身险保费

收入的比值计算，反映地区产险和寿险的发展结构。

4.2.3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时，出发点不同而导致构建的指标体系出现多种分

别，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内涵与特征，参考前人研究，从人口、经济、土地、社

会和生态五大维度出发，每一维度寻找细化指标分类梳理，逐一选取适宜指标用

以量化评价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

表 4.2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

性

新
型
城
镇
化
子
系
统(

R
)

人口城镇

化(RA)

城镇人口占比

(R1)
城镇人口/总人口 % +

人口密度(R2) 城镇人口 /区域面积
人/平方

公里
+

就业状况(R3)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教育水平(R4)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

数
人 +

经济城镇

化(RB)

人均 GDP(R5) GDP/人口 元/人 +

第三产业产值比

重(R6)
第三产业产值/GDP % +

民用汽车拥有量

(R7)
人均民用汽车拥有量 辆/人 +

科技经济水平

(R8)
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 元/人 +

居民消费水平

(R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

土地城镇

化(RC)

人均建成区面积

(R10)
人均建成区面积

平方米/

人
+

人均城市绿地面

积(R11)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

人均城市道路面

积(R1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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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

性

新
型
城
镇
化
子
系
统(

R
)

土地城镇

化(RC)

人均铁路里程

(R13)
人均铁路里程 公里/人 +

人均公路里程

(R14)
人均公路里程 公里/人 +

社会城镇

化(RD)

医疗环境(R15)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

医疗设施(R16)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人 +

公共交通(R17)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辆 +

通信水平(R18)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户 +

财政教育支出

(R19)
人均地方财政教育支出 元/人 +

医疗保障收入

(R20)

人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
元/人 +

医疗保障支出

(R21)

人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

出
元/人 +

养老保障收入

(R22)

人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
元/人 +

养老保障支出

(R23)

人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元/人 +

生态城镇

化(RE)

城镇绿化(R2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城市垃圾处理

(R2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污水处理(R26)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

人口城镇化的内涵是推进乡镇中前往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发展，通

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单一城镇化水平，也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移

动程度。采用人口密度衡量计划转向城镇的农业人口比例，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衡量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采用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规模衡量城镇受教

育人口比重。

经济城镇化的内涵是城镇居民经济水平和整体经济规模，采用人均 GDP 评价

经济的涨幅。因为第三产业有效的推动了城镇整体经济水平，所以采用第三产业

与 GDP 的比值评估城镇业态发展经济水平。采用人均民用汽车拥有量评估所处城

镇居民支出水平，采用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评估城镇科技经济水平，采用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评估城镇的居民普遍消费水平。

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主要指城镇土地使用效率，分别用人均建成区面积、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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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铁路里程和人均公路里程衡量城镇在土

地使用方面的结构和效用水平。

社会城镇化的内涵囊括医疗、交通、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等施惠于民的公

共服务的完善。采用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评估城镇医疗环境，采用人均卫

生机构床位数评估城镇医疗硬件水平，使用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衡量城镇就公共

交通设施水平，使用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衡量城镇通信设施水平，使用人均地方

财政教育支出评估城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使用人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和人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评估城镇医疗投入水平，使用人均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和人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评估城镇养老保障水平。

生态城镇化的内涵是保护和治理城镇环境，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评估城镇

整体绿化程度，采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评估城镇垃圾处理水平，采用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指标评估城镇污水处理能力。

4.3 指标权重确定

准确衡量商业保险系统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因此，本文

采用熵权法计算其指标权重。熵权法通过各指标所反映的数据信息来计算权重，

进而得出熵值，根据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具有客观性，避免主观赋

权所产生的偏差,具体步骤如下。

（1）指标无量纲化。设有 h个年份， n个省市，m个指标，则 ijx 为第个

年份第 i个省份的第 j项指标的指标值。

对于正向指标，变换公式为：

)(
)(

minmax

min

xx
xx

Z ij
ij 


 

 ①

对于逆向指标，变换公式为：

)(
)(

minmax

max

xx
xx

Z ij
ij 


 

 ②

（2）指标的归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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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ij

m

i
ij

h

j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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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l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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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4）计算各指标熵值的冗余度：

jj ED 1 ⑤

（5）计算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




 m

1j
j

j
j

D

D
W ⑥

本文以 2019 年数据和累计值为基准，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具体指标权重见

表 4.3。

表 4.3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子系统指标权重

商业保险指标权重 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U1 0.1263 R1 0.0156 R14 0.0295

U2 0.1279 R2 0.1241 R15 0.0171

U3 0.0580 R3 0.0182 R16 0.0175

U4 0.1116 R4 0.0198 R17 0.0226

U5 0.4242 R5 0.0450 R18 0.0331

U6 0.0252 R6 0.0217 R19 0.0284

U7 0.0260 R7 0.0493 R20 0.0501

U8 0.0260 R8 0.2026 R21 0.0437

U9 0.0161 R9 0.0356 R22 0.0400

U10 0.0249 R10 0.0219 R23 0.0407

U11 0.0338 R11 0.0366 R24 0.0074

R12 0.0164 R25 0.0061

R13 0.0512 R26 0.0057

4.4 综合指数的计算

以表 4.3 中各指标的值为基准计算出子系统综合指数，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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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U 和 jR 为两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R1 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

指数。 jU 、 jR (j=1,2…,n)为标准化值， j 为各个指标的权重。

4.4.1 商业保险综合指数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全国商业保险综合发展指数，将商业保险综合指数和各个

二级指标综合指数制图，得到 2008 年至 2019 年全国商业保险综合发展水平及二

级指标综合指数如图 4.1 所示。商业保险水平从 2008 年至 2019 年 12 年间波动

上升，整体趋势向好，从 2008 年的 0.24 上涨至 2019 年的 0.81，2019 年综合指

数是 2008 年的 3.4 倍，说明商业保险发展质量十年间持续进步，稳步提升。

除了增长水平以外各二级指标指数均在波动向上，2008 年至 2017 年结构水

平指数持续上升，在 2013 年与 2017 年之间走势相似，此期间内结构水平对商业

保险的影响较大。从 2017 年至 2019 年渗透水平指数较高，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近三年较 2008 年都有着明显提升，从而带动商业保险渗透水平上升。保障水平

指数在 2016 年之前都较低，2018 年和 2019 年增速迅猛，说明商业保险保障水

平和赔付率都有明显增强，更有利于居民的日常投保。规模水平指数波动幅度小，

十余年间稳步上升，我国商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稳步增加，在五个二级

指标里呈现出最大稳定性。最为特殊的是增长水平指数，走势总体向下，2008

年、2013 年和 2016 年出现峰值，原因可能在于增长水平中的赔付支出增长率受

外部环境影响，波动性强，在出现灾害较多、程度较深的年份商业保险赔付支出

就会明显增多，如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事件、2013 年芦山大地震事件、2016 年长

江中下游地区暴雨洪涝灾害事件等，都对当年的赔付支出增长率有着显著影响。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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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08-2019 年商业保险综合指数与二级指标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4.4.2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将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和

各个二级指标综合指数制图，得到 2008 年至 2019 年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及

二级指标指数如图 4.2 所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从 2008 年至 2019 年 12 年间

稳定上升，从 2008 年的 0.01 上涨至 2019 年的 0.99，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在 12

年的时间范围内发展态势较好，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提升也代表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持续提升。

各二级指标综合指数均在稳定增长，生态城镇化指数曲线整体向上凸起，说

明近几年生态城镇化增速放缓，这一转折点的发生出现在 2014 年。土地城镇化

指数在 2010 年较低，随后持续稳定增长，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曲线形状和走

势的拟合程度趋于一致。人口城镇化指数在 2008 年增速较低，2009 年增速提高

并在 2010 年达到较高值，2010 年以后人口城镇化指数增速比综合指数小，人口

城镇化的作用影响降低。社会城镇化指数水平和综合水平走势最为接近，十年来

和综合指数增速相当，社会医疗、养老、交通等资源得到了良好改善。经济城镇

化指数在 2017 年出现了特殊值，主要是当年的工业品价格上升，带动了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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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之前年份的上升态势出现了特殊的下降情况，随后

又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恢复了增势，经济城镇化水平在总体 12 年间仍旧呈现向

上发展状态。

图 4.2 2008-2019 年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二级指标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4.5 耦合协调模型

4.5.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协调关系体现了两系统之间相互依托，彼此共促的程度。为了更好测度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本文借鉴臧志谊、景鹏和李正

（2015）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

2)(
2

RU
RUC





⑩

其中：U和 R分别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Ｃ为商业保险和新

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其取值介于０和１之间，Ｃ的取值越接近 1，说

明两系统的耦合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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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测算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用以说明子系统或要素间的配合与否。比较前文中的耦合度，协调度模型可以合

理避免当子系统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时，最终却产生了高度协调的假象，另外耦合

协调度区别程度明显，易于比较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差异。具体模型表达式如下：

RUT   ⑪

TCD  ⑫

T表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两子系统的发展水平；U 、R分别代表商

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经熵值法测算后的结果； 、  为待定权重系数，且

1  ，在此本文中将商业保险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视为具有同等地位的系

统，即视为二者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故赋值 5.0  ；C为

耦合度，D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协调度越接近 1，则耦合协调程度越高，

协调度靠近 0，则耦合协调程度越低，目前耦合协调度还未拟定统一标准进行归

类统计，本文参考华坚和胡金昕（2019）的研究，参照现实测度结果，分类判断

标准，如表 4.4 所示为耦合协调度的区分和等级。

表 4.4 耦合协调度的判别标准

耦合值 耦合阶段 协调等级

0.00～0.09 最小耦合 极度失调

0.10～0.19 低水平耦合 严重失调

0.20～0.29 低水平耦合 中度失调

0.30～0.39 拮抗耦合 轻度失调

0.40～0.49 拮抗耦合 濒临失调

0.50～0.59 磨合耦合 勉强协调

0.60～0.69 磨合耦合 初级协调

0.70～0.79 磨合耦合 中级协调

0.80～0.89 高水平耦合 良好协调

0.90～0.99 最大耦合 优质协调

根据表 4.3 的划分情况，不同区间所代表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

态有着此类趋势：当 D∈[0，0.29）时，两大系统处于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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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失调阶段，此阶段两大系统相互影响较小，独立发展；但当 D∈[0.3，0.49）

时，两大系统发展速度不一致，且系统间互相抗衡，发展较慢的一方牵制发展较

快的一方，此时，两者并未达到相互促进、协调一致向前发展；当 D∈[0.50，

0.79）时，两大系统相互间存在积极的作用关系，慢慢进入良性发展状态；当 D

∈[0.8，0.99]时，两大系统处于高级协调阶段，此阶段不管是商业保险的发展

还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两大系统能够相互促进、协

调一致地向前发展。

4.6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节综合评估我国 30 个省市（剔除西藏）2008-2019 年的商业保险与新型

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测算的结果包括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各自的综合发展水

平、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对所得数据结果分析得出

研究结论。

4.6.1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序变化

根据前述研究的熵值法计算，接着综合指数计算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可以

统计得到全国范围内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平均发展水平、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

度，结果如表 4.5 所示；我国整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曲

线，如图 4.3 所示。

表 4.5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综合情况表

年份 U R C T D 耦合阶段 协调等级

2008 0.2388 0.0123 0.4311 0.1255 0.2326 低水平耦合 中度失调

2009 0.1640 0.0893 0.9554 0.1267 0.3479 拮抗耦合 轻度失调

2010 0.2053 0.1563 0.9908 0.1808 0.4233 拮抗耦合 濒临失调

2011 0.1714 0.2422 0.9852 0.2068 0.4514 拮抗耦合 濒临失调

2012 0.1988 0.3285 0.9693 0.2637 0.5055 磨合耦合 勉强协调

2013 0.2801 0.4102 0.9821 0.3451 0.5822 磨合耦合 勉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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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年份 U R C T D 耦合阶段 协调等级

2014 0.3100 0.4877 0.9749 0.3989 0.6236 磨合耦合 初级协调

2015 0.4289 0.5728 0.9896 0.5008 0.7040 磨合耦合 中级协调

2016 0.6054 0.6606 0.9990 0.6330 0.7952 磨合耦合 中级协调

2017 0.6946 0.7110 0.9999 0.7028 0.8383 高水平耦合 良好协调

2018 0.8048 0.8682 0.9993 0.8365 0.9143 最大耦合 优质协调

2019 0.8068 0.9929 0.9946 0.8998 0.9460 最大耦合 优质协调

注：U、R 分别代表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经熵值法测算后的结果，C 为耦合度，T

为两子系统的发展水平，D 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以 D 为最终衡量标准。

从表 4.5 可以看出，2008-2019 年以来，我国商业保险综合发展水平、新型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都出现了明

显上升的变化规律：商业保险综合发展水平在 0.16-0.81 内变动，新型城镇化综

合发展水平介于 0.01-0.99 之间，近几年二者的发展水平维持在高位，相对商业

保险发展慢一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快一些。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全国范围内

的耦合度在 0.43-0.99 内变化，这是低水平之间耦合成高水平的状况，商业保险

与新型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耦合协调度介于 0.23-0.94，从中度失调阶段逐步

变为优质协调阶段。

图 4.3 2008-2019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曲线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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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期间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人口的增长拉动商业保险购买规模、

商业保险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等多项原因，商业保险综合指数呈现总体向上、偶

尔几年向下的趋势，新型城镇化整体水平也持续向好发展。在商业保险和新型城

镇化发展的关系上，以 2010 年作为分界线，之前年份商业保险发展水平居高，

之后年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居高，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

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在 2008 年至 2019 年波动增长，但整体区分

度不明显，二者的协调度呈现显著增长形态，0.23 增长到 0.94，从 2008 年的低

水平耦合发展到 2019 年的最大耦合，证明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逐渐

良性发展，最终达成优质协调。这样的耦合度、协调度走势说明，全国的商业保

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加深，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近十几年中，

城镇经济增势迅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居民的保险理念得到转变，已经由过

去的不认可商业保险逐渐认知到商业保险的必要性，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商业

保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二者在时序变化维度中表现出良好的互动关系，随着时

间的推移，二者协同发展的关系逐渐加深。

4.6.2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

有必要根据区域发展差异性的现状，分析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

耦合协调关系。本文根据区域划分，分为东、中、西、东北
1
四个区域计算二者

耦合度和协调度，并从区域维度结合区域特性考察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

耦合协调关系，如表 4.6 和图 4.4 所示。

平均来看，东部地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能力明显强于东

北部，接下来的排序是东北、中部、西部，四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走势都是

向上，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居于高位，2018 年后达到了勉强协调，东北

地区于 2013 年由轻度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2009 年开始西部和中部地区由中度

1
根据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东部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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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四大区域的耦合协调度说明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

协调发展并没有达到最优，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仍存在于比东部更严峻的二者

失衡问题。对于出现以上现象，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区域发展规划存在区别，影响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因素有

差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优势和资源的倾斜，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由

东部地区主导，而中西部地区直到 20 世纪末才开始逐步实现快速发展。东北地

区一开始借助于政策优势起步快，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快，后因经

济增速放缓和人口不断流失，商业保险发展速度放缓。由于经济基础和起步时点

的差异，以及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在各地区重要性不同，地区间的二者发展是

不一样的，这体现在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差异上，产生这种异化的主要原因是

影响这两个子系统的发展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从商业保险发展子系统来看，中

西部地区商业保险的规模水平影响作用较大，而东北、东部地区更为注重发展结

构的合理性。因为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商业保险的发展更有利，而商业保

险的结构是其服务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东部地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要好于中西部地区。从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的子系统来看，中西部和东北

部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城镇化贡献较大，而东部地区地区则更多地依赖于

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

二是区域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不平衡，两者发展存在

区域差异。研究期间，东部地区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一直处于错位

的边缘，略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低水平的耦合。四大地区的二者耦合水平都与

最优状态存在距离，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不同。2008 年至 2017 年期间，东部地区

商业保险发展水平小于新型城镇化水平，说明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程度不高的主

要原因是商业保险发展还未跟上城镇化步伐，2018 年开始发生变化，新型城镇

化发展水平高于商业保险发展水平，二者的耦合程度也得到提高。中部地区商业

保险发展水平一直高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对

保险业的拉动作用不够。西部和东北地区从 2009 年起一直到 2019 年，商业保险

发展水平始终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说明西部和东北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对于商

业保险的推动力度不足，商业保险的高速发展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对二者耦合状态的区域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区域内省份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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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从四大区域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来看，中部地区

地区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区别程度较小，西部地区的青海省最低，其他省份集

中在 0.1 以内的差别，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 0.3 以上。研究表明东、

西两个部分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

距逐渐增大，因此对不同省份，尤其是东部地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耦合关系采用区域均值进行衡量是不合理的，有必要对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

更细致的分析。

表 4.6 分区域 2008-2013 年平均耦合度和协调度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东部地区

U 0.14 0.14 0.14 0.15 0.16 0.20

R 0.15 0.17 0.18 0.20 0.22 0.23

C 0.99 0.99 0.99 0.99 0.98 0.99

D 0.38 0.38 0.39 0.41 0.43 0.46

中部地区

U 0.13 0.10 0.11 0.12 0.13 0.15

R 0.07 0.08 0.09 0.10 0.12 0.13

C 0.95 0.99 0.99 1.00 1.00 0.99

D 0.31 0.30 0.32 0.33 0.35 0.38

西部地区

U 0.10 0.09 0.09 0.09 0.11 0.12

R 0.08 0.09 0.10 0.12 0.14 0.15

C 0.96 0.98 0.97 0.97 0.98 0.98

D 0.29 0.29 0.30 0.32 0.34 0.36

东北地区

U 0.11 0.11 0.10 0.10 0.11 0.16

R 0.10 0.11 0.12 0.14 0.15 0.16

C 0.99 1.00 0.99 0.99 0.98 1.00

D 0.32 0.33 0.33 0.34 0.36 0.40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表 4.7 分区域 2015-2019 年平均耦合度和协调度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东部地区

U 0.23 0.28 0.31 0.35 0.34

R 0.26 0.28 0.31 0.33 0.36

C 0.99 0.99 0.99 0.99 0.99

D 0.49 0.52 0.54 0.57 0.58

中部地区
U 0.18 0.21 0.22 0.23 0.23

R 0.16 0.17 0.19 0.21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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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部地区
C 1.00 0.99 1.00 1.00 1.00

D 0.41 0.43 0.45 0.46 0.48

西部地区

U 0.14 0.16 0.17 0.18 0.19

R 0.18 0.19 0.21 0.22 0.24

C 0.98 0.98 0.99 0.98 0.98

D 0.39 0.42 0.43 0.44 0.46

东北地区

U 0.16 0.19 0.19 0.19 0.22

R 0.19 0.20 0.22 0.24 0.25

C 1.00 1.00 1.00 0.99 0.99

D 0.42 0.44 0.45 0.46 0.48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图 4.4 2008-2019 年分区域平均耦合协调度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4.6.3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省际分布规律

由于区域维度的耦合协调分析掩盖了地区内省份之间的差异，不能精准反映

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具体情况，因此，有必要分省份进

行研究并细究原因。本部分将具体分析各省之间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从省际维

度探讨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根据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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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函数公式，能够得到我国 30 个省市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

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北京 0.50 0.52 0.53 0.53 0.56 0.58 0.62 0.65 0.69 0.74 0.77 0.74

天津 0.37 0.37 0.36 0.38 0.39 0.42 0.42 0.45 0.48 0.47 0.49 0.51

河北 0.32 0.32 0.34 0.36 0.38 0.40 0.42 0.44 0.47 0.48 0.49 0.51

山西 0.31 0.31 0.32 0.34 0.35 0.38 0.38 0.41 0.43 0.44 0.44 0.46

内蒙

古
0.30 0.32 0.32 0.33 0.36 0.37 0.38 0.41 0.43 0.46 0.46 0.47

辽宁 0.34 0.35 0.35 0.37 0.38 0.44 0.42 0.45 0.45 0.46 0.47 0.48

吉林 0.30 0.31 0.31 0.32 0.34 0.37 0.37 0.39 0.42 0.43 0.45 0.47

黑龙

江
0.32 0.33 0.32 0.34 0.35 0.40 0.39 0.41 0.44 0.46 0.46 0.50

上海 0.49 0.50 0.52 0.53 0.53 0.55 0.57 0.60 0.63 0.70 0.77 0.75

江苏 0.39 0.39 0.40 0.43 0.45 0.48 0.49 0.52 0.56 0.59 0.60 0.62

浙江 0.36 0.36 0.37 0.39 0.42 0.47 0.45 0.48 0.51 0.53 0.57 0.59

安徽 0.30 0.30 0.32 0.33 0.36 0.39 0.38 0.40 0.43 0.44 0.46 0.46

福建 0.30 0.30 0.31 0.33 0.34 0.38 0.36 0.39 0.41 0.42 0.43 0.44

江西 0.31 0.27 0.30 0.31 0.32 0.34 0.35 0.37 0.39 0.41 0.42 0.43

山东 0.35 0.37 0.37 0.40 0.42 0.47 0.46 0.49 0.52 0.53 0.55 0.56

河南 0.31 0.32 0.33 0.35 0.36 0.39 0.41 0.44 0.46 0.49 0.50 0.52

湖北 0.31 0.31 0.32 0.34 0.36 0.39 0.41 0.43 0.46 0.48 0.50 0.52

湖南 0.29 0.29 0.30 0.33 0.34 0.36 0.37 0.39 0.42 0.44 0.46 0.47

广东 0.38 0.39 0.40 0.43 0.44 0.50 0.48 0.52 0.55 0.57 0.61 0.63

广西 0.25 0.26 0.27 0.29 0.31 0.32 0.34 0.36 0.38 0.40 0.42 0.43

海南 0.29 0.29 0.29 0.33 0.32 0.32 0.36 0.35 0.37 0.38 0.40 0.41

重庆 0.31 0.32 0.32 0.34 0.36 0.38 0.39 0.43 0.43 0.45 0.46 0.47

四川 0.31 0.33 0.35 0.37 0.39 0.41 0.43 0.45 0.49 0.50 0.52 0.52

贵州 0.26 0.24 0.26 0.28 0.31 0.32 0.33 0.35 0.37 0.39 0.40 0.41

云南 0.28 0.28 0.29 0.31 0.33 0.34 0.35 0.37 0.39 0.41 0.42 0.42

陕西 0.30 0.31 0.33 0.35 0.36 0.39 0.40 0.41 0.44 0.45 0.46 0.48

甘肃 0.27 0.28 0.28 0.30 0.32 0.35 0.36 0.37 0.40 0.41 0.42 0.43

青海 0.28 0.26 0.27 0.28 0.31 0.33 0.33 0.34 0.40 0.41 0.40 0.40

宁夏 0.29 0.29 0.31 0.32 0.34 0.35 0.36 0.38 0.41 0.42 0.44 0.48

新疆 0.32 0.33 0.33 0.35 0.38 0.40 0.40 0.42 0.45 0.46 0.47 0.49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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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08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地域结构图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图 4.6 2014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展耦合协调度地域结构图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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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2019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地域结构图

数据来源：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

从时间维度观察，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时序

规律。本文利用 Stata 软件分别于 2008 年、2014 年、2019 年对商业保险与新型

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可视化处理，以便于直接观察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

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演进规律。借助软件内的分割方法将每年度研究出的耦合协调

度划分四类，并使用颜色的深浅分别表示耦合协调度水平的优势、较高、一般、

较低区域，白色部分因无数据而特殊标识。

从各省平均值来看，2008-2019 年中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融合程度不断提

升，在这 12 年间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

东部和东北部省份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安徽、江西、山西等中部省份的耦合协

调程度较低，除四川外，西部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分布程度普遍较低，

整体表现为西部弱、东部强的耦合协调态势。从省际层面看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

化互动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有 10 个省份协调度较低，北京、江苏、广东

省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1/3 的省份没有呈现出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带动发

展的态势。12 年间全国多数省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濒临失调和勉强

协调之间，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与此同时，

广西、福建、海南、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仍处于低度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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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演变的耦合协调度来看，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具有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性，但在动态变化中，总体空间分布趋于稳定，只有少数

省份协调度增长较快。2008 至 2014 年，四川省耦合协调度水平较周边省份提高

较快，河北、山东两省的耦合协调度增速与周边高水平地区趋于一致，除此以外

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与整体水平同步提高。随着城市群区位的发展，国家商业

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横向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从整体上看，大多数研

究领域的耦合协调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具体来看，四川省、河北省对空间

分布变化影响较大，这两个省份分别处在成渝城市群和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区

域中，依托于附近优势资源，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成渝城市群已经成为附近经

济增长的重要活力地区，迅速成为了带动附近地区商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四川省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从濒临失调发展到勉强协调，河北省的发展借助于京

津冀一体化的经济快车，实现了耦合协调度水平的提升。另外，中部地区的山西

省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耦合协调度水平 12 年间增速放缓，剩余

地区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中趋于平稳。2014 年至 2019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耦合协调度程度仍呈现东部地区发展最快，接下来中部地区发展较好，最

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发展较慢的特点。以自身优势产业建设为引领，以周边优

势区域为辐射，湖南省、河南省耦合协调度增长较快，位居勉强协调区域，整体

耦合协调都向好发展。

对比三幅图的具体情况，十几年来，从省份内部观察到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

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表明由沿海省份和沿江省份形成的东

部耦合协调强势状态已经转变为更加均衡的空间分布，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

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状态变化的关键区域，另外，随着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发

展水平分别随时间得以提高，二者耦合协调度也随之提高。

4.6.4 探索性数据空间分析

系统性误差往往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前文中对 30 个省份商业保险与新型

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年份进行了空间格局分析，初步推断二者的耦合可能

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用合理办法探索空间数据分析，探究指标变量间的空间关

系，从而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才能将系统性误差带来的偏差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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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指数用来检验研究对象是否有空间自相关性，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

算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从而验证系统耦合度是

否受到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各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关联，以及人类的行为活

动的相互影响及其性质（如人口流动、土地变动等），是产生空间依赖的主要因

素。这种空间依赖体现在 Moran 指数的取值上，其范围介于区间[-1,1]：如果两

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Moran 指数取值为正，即耦合协调

度呈现相同水平的地区聚集在一起；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负相关关

系，Moran 指数取值为负，即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水平的地区聚集在一起 。0

作为特殊取值，表示并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因此两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

关性越弱，Moran 指数越接近零。根据 Moran 指数取值与空间自相关性的关系，

制作省际空间 01 矩阵，得到 2008-2019 年耦合度（D）的全局 Moran 指数结果如

表 4.9 所示。

表 4.9 2008-2019 年两系统耦合度全局 Moran 指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统计量

年份 全局 Moran 指数 预期指数 方差 Z 得分 P值

2008 0.330 -0.034 0.112 3.261 0.001

2009 0.263 -0.034 0.112 2.648 0.004

2010 0.227 -0.034 0.111 2.351 0.009

2011 0.260 -0.034 0.113 2.602 0.005

2012 0.239 -0.034 0.113 2.423 0.008

2013 0.229 -0.034 0.117 2.245 0.012

2014 0.209 -0.034 0.113 2.158 0.015

2015 0.230 -0.034 0.115 2.298 0.011

2016 0.232 -0.034 0.115 2.330 0.010

2017 0.191 -0.034 0.113 2.003 0.023

2018 0.196 -0.034 0.112 2.060 0.020

2019 0.202 -0.034 0.115 2.052 0.020

数据来源：根据 Moran 指数公式计算

由表 4.9 可知，2008 年-2019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 指数均为正值，并且均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两者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空间分布有聚集表现，但其 Moran 指数始终保持在 0.19-0.33 之间，即存

在较弱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高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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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间彼此临近，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低的区域集聚。

图 4.8 2008-2019 年两系统耦合度全局 Moran 指数及 Z 值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 Moran 指数公式计算

图 4.8 显示,2008-2019 年间，全国 30 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

发展水平的全局 Moran 指数呈平稳波动，且波动程度逐渐降低，总体呈递减态势，

有少量年份出现轻微上升趋势。其中 2008-2010 年、2016-2017 年呈明显下降趋

势，其中原因可能是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均在

不断提高，但是在各个省份中的增长速度并不完全一致，导致一些发展更为迅速

的省份已经进入更高等级的耦合协调水平，而发展水平较慢的省份则需要更长的

时间才能进入。这种发展速度的不一致，致使 30 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减弱，到期全局 Moran 指数水平不断降低。其中

2010-2011 年、2014-2016 年、2017-2019 年全局 Moran 指数呈轻微上涨趋势，

其中原因可能为早先进入更高水平的省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水平进入了瓶颈期，短时间内无法到达下一水平；同时一些省份通过长时间的发

展，最终进入了和发展较快省份相同的水平。更多地区处于相同的耦合协调水平，

致使 30 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升高。

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从整体的层面上可以初步判断空间集聚性是

存在于全国 30 省市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之中的。因此本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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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Stata 软件得到 Moran 散点图，对全国 30 省市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下图 4.9 所示。

图 4.9 2008、2014、2019 年两系统耦合度 Moran 指数散点图

数据来源：根据 Moran 指数公式计算

由图 4.9 可知，2008、2014、2019 年全国 30 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

合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三象限中，表现为高高集聚水平与

低低集聚水平，这与上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论相一致。2008、2014、2019

年全国 30 省市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地区

分别有 22、22、23 个，分别占比 73%、73%、76%，全国 30 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表现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地区数量缓慢

上升，局部空间正相关性逐步增强。

根据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 Moran 散点图与其行

政区图，本文得到 2008、2014 和 2019 年中国 30 个省市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其邻近地区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之间

的空间集聚模式，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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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集聚模式

年份 第一象限

（HH 聚集）

第二象限

（LH 聚集）

第三象限

（LL 聚集）

第四象限

（HL 聚集）

2008 北京市、天津市、

浙江省、江苏省、

上海市、山东省

（6个省市）

河北省、吉林省、

福建省、安徽省、

江西省、海南省

（6个省市）

山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黑龙江

省、河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

区、四川省、重

庆市、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

族自治区（16 个

省市）

辽宁省、广东省

（2 个省市）

2014 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浙江省、

山东省、河南省

（6个省市）

山西省、江西省、

海南省、安徽省、

福建省（5个省

市）

内蒙古自治区、

吉林省、黑龙江

省、上海市、江

苏省、湖北省、

湖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庆

市、贵州省、云

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16 个省

市）

辽宁省、广东省、

四川省（3个省

市）

2019 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浙江省、

上海市、江苏省、

山东省、河南省、

（8个省市）

安徽省、福建省、

江西省、海南省

（4个省市）

山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

省、湖南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

重庆市、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15 个省

市）

四川省、湖北省、

广东省（3个省

市）

根据表 4.10 显示,2008 年、2014 年以及 2019 年,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布研究

51

合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始终位于第一象限的地区分别为北京、天津、山东和浙江。

这种高高集聚的表现,说明了这 4 个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都处于高水平阶段；与此相反的,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耦合

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始终位于第三象限的地区包括了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广

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1 个地区,这种低低集聚的

表现说明了这些地区与其邻近地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都处于低层

次水平。不同于位于一、三象限的地区,处于二、四象限的地区,其 Moran 指数不

再与其邻近地区处于相同的水平阶段,而是呈现相反的表现。商业保险与新型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的 Moran 指数始终位于第二象限的地区分别为安徽、福建、江西、

海南,呈现低高集聚,表示该地区的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处于较低的水

平,但是其临近地区的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却处于较高的水平；与

第二象限这种自身低周围高的“盆地”表现相反的是第四象限,处于这一区域的

地区只有广东，其自身两大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非常高，但是邻近地区仍

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表现如同“山峦”一般，呈现了高低集聚的区域特征。

通过该表可以得出结论,即空间聚集现象是中国大陆区域商业保险与新型城

镇化的耦合度的主要特征,在本文分析的三个年份中,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呈现

“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的区域均超过了 70%。2008 年商业保险

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以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为中心形

成显著低耦合聚集区是我国各个省份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特征。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已经逐步进入“蜜月期”,根据 2019 年的数据显示,

已经形成了以京津冀首都经济圈,上海、江苏、浙江等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

显著高耦合聚集区，低耦合聚集区的范围以较为缓慢的速度减少，总体来说程度

并不明显,因此需更加注重各省市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商业保险发展与新

型城镇化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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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系统分析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领域的最新

成果，理论分析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双向互动影响。然后，利用 2008 至 2019

年中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来衡量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的协同效应，利用空间向量自相关模型计算

莫兰指数，从而通过实证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效果与空间互动关系。

一是从全国层面，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在上升，两者

的耦合接近优质耦合阶段，二者的协调关系已经从低度协调向优质协调转变，过

去的协同发展经验值得继续实践。为了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一方面，

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条件，提升居民的理财观念和

风险意识。另一方面，要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保险服务体系，提高城镇化抵御风

险能力，共享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成果，将商业保险引入城镇建设中，为城镇

建设带来稳定资金来源。

二是从区域层面，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较大的区

域差异。平均来看，东部协调度略强于东北，东北部地区耦合协调略强于中部地

区，中部地区耦合协调略强于西部。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商业

保险和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指标具有不同的主次效应，二是中西部地区商业保险和

新型城镇化没有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商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东部地区发展不

平衡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滞后。因此，因地制宜地调整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着力促进相对滞后的地区，可以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

在下一步发展中，东部地区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西部和东北地区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商业发展路径安排。

三是从省际层面，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时

间规律和空间扩散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两者均呈现显着的上升趋势；而在空

间层面上，二者又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较中部和西部更倾向于协同性增长，

中部地区则相反。从 2008 至 2014 年、2014 至 2019 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分布来

看，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呈规律性发展，总体上看，由沿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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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沿江省份组成的东部强势格局向更加均衡的空间格局转化。也就是说省际维

度出发，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态势，原有

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5.2 政策建议

5.2.1 深化改革提高商业保险发展质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风险表现为长期性、复杂化、多样化，为强化新型

城镇化发展中的风险管理，提升我国商业保险发展质量，要支持区域商业性保险

公司发展，结合此类型保险公司熟悉区域特性的特点，将地域性特色服务融合于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创新商业保险特色险种与产品，增强特色型商业保险竞争力，

灵活适应保险市场需求变化，利用互联网平台结合新冠肺炎下的新增城镇化风险，

多渠道、多样化的完善新型城镇化风险保障，设立典型商业保险试点地区，要发

挥保险人才优势，集中资源，寻找商业保险辅助社会保障新方案，进一步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结合新型城镇化动态变化的保险需求，要加大资金投入发展医疗、

养老、健康、宠物、农业等特色型商业保险公司，探索多元市场主体。增速商业

保险市场化进程，完善监管机制，建设商业保险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激励机制，

深化商业保险改革，构建合规管理、偿付充足、运营有效、险种特色、口碑良好

的商业保险市场。

5.2.2 推动商业保险高效发展促进二者协同发展

要结合商业保险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关注商业保险增长水平，稳步提升保费

规模，并建立与之配套的赔付储备，保证商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2015 年以后，

商业保险结构水平趋于更加合理，要降低财险、寿险市场集中程度，防范保险行

业垄断现象，力争中小保险公司也能拥有规模性业务，敦促商业保险市场出现百

花齐放局面。商业保险规模水平 12 年间持续提高，未来要创新新险种，开拓保

险市场，继续提升行业规模水平。商业保险渗透水平在 2013 年后有了显著提升，

在下一步商业保险发展过程中，要继续提升保险深度和密度，借助于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优势，凸显保险业重要性。商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在 2016 年后有了飞跃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布研究

54

升，要进一步提升保险保障程度，提升参保人的幸福感。

商业保险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商业保险的稳定发展，才能

使城镇化建设的风险保障和资金融通功能更加明显，才能保持新型城镇化的长效

发展。因此要转变商业保险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步伐一致，

实现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高效耦合协调发展。

5.2.3 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要结合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在生态城镇化增速趋于放缓的现状下，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好经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下保护生态环境。在土地城镇化发展平稳状态下，要完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

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在人口城镇化 2010 年以后增速放缓现状

下，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质量，决不以牺牲质量

换取数量。

在不同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要注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非农产业占

GDP 比重、人均进出口总额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城镇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区总人口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之间的

关系，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商业保险发展才能稳固。只有有效地解

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实现保险消费的有效需求，

实现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互动发展。

5.2.4 根据区域发展现状设立发展目标

通过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的探讨，可以发现由于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耦

合协调度的表现不同，耦合协调发展的任务也不一样。因此，在我国经济新常态

下，各区域间应当采取差异化策略促进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同发展。

未来，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商业保险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

城乡商业保险的共同发展，其他地区要提高商业保险发展的整体水平，鼓励继续

发展商业保险，缩短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差距。

5.2.5 发挥典型地区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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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典型的空间集聚效应，经过对 12 年间商业保险

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的研究，发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具有区域带动发展趋势，要

结合商业保险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制订区域特性方案，对高耦合协调度地区选

取代表性发展方案，建立试点地区，选取适用于低耦合协调度地区的方案，将行

之有效的方法推广至更多低耦合地区，用以增强整体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耦合

协调度。

对于 2008 年至 2019 年的“HH”（高高）聚集省份，政府要鼓励当地商业性

保险公司继续发挥优良带动作用，加强资金投入扩大良好协调地区，发挥典型地

区示范效应，带动临近区域耦合协调度上升。针对“LH”（低高）聚集和“HL”

（高低）聚集地区，以广东省为代表的此类省份要出台加强示范效应的政策，增

强对临近地区影响力，激励区域互相影响协调二者发展。对于“LL”（低低）聚

集地区，要转变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结合目前发展缺陷解决问题，

优化二者发展结构，借鉴高高聚集省份发展经验，促进商业保险和新型城镇化耦

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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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前，我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来到了学校，此刻提笔时，窗外微风阵阵，我

也思绪万千，这一路感谢有良师挚友相伴，我才能度过重重困难，完成学位论文

的写作。

首先要感谢张宗军教授，三年前我还懵懵懂懂，初期的学术探索异常辛苦，

我的导师张老师开始教会我如何选取文献、怎样撰写格式规范的论文，张老师不

仅关心我们的科研进度，也对我们的生活、思想上常常教导，鼓励我们多元化发

展，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三年中，是张老师的鼓励与支持让我在兰州

财经大学这个平台学习、成长，是张老师对待科研的严谨认真、热情专注，让我

学会了静心沉淀，体会到了钻研保险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的快乐与满足。

感谢父母家人，从蹒跚学步到即将迈入社会，我的父母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

盾，他们的爱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他们永远鼓励我勇敢的追求理想，他们知识改

变命运的经历永远影响着我，父母是我最珍贵的老师与朋友。

还要感谢马茹娜老师的帮助，学生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总有马老师耐心开导，

还有陶秋月学姐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从入校开始，学姐就像我的领路人，她的

优秀时时激励着我，从学习到生活，从平衡科研到学生工作，每每遇到困难，我

总会第一时间找到学姐，学姐也会给我最无私的帮助，学姐的温和与善良，以及

对待科研问题的探究精神和对党务工作的仔细认真，时刻影响着我。也要感谢相

处融洽的室友潘菊霞、刘蕊、杨海司，在我生病时全程陪我去医院，生日时总是

偷偷为我准备惊喜，她们的乐观 时常感染着我，三年中宿舍就像我的另一个家，

为我带来了温暖。感谢保险专硕班的同学们，我们共同完整了一个大家庭。还要

感谢师门的同学，我们同级七人，每次组会时他们的严谨以及旺盛的求知欲都影

响着我，三年中的组会时光是我记忆中最特别的存在，还要感谢师弟师妹们，一

路互相帮助，师门间的情谊我永远难忘。还有研究生党支部的巩欣蕊、孟浩然、

王欣颖、王春阳、李博石、胡凯文，尽管学生工作繁杂又辛苦，但是拥有你们，

和你们度过的美好时光，我会一直记得，谢谢你们的包容与支持。还要谢谢魏志

鹏六年来的陪伴，他的乐观幽默、热情自信，对我无限的肯定与帮助，都塑造着

我成为了今天的我，正是一路上的互相帮助与扶持，能让我们克服重重难关牵手

六年，我期待着与他共同探索更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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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风吹来，再次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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