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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关系历来都是贯穿社会发展的主线。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推动城乡融合是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分治窠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同样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伟大目标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城乡融合发展是依托城市的开放和发展为动

力，从而形成共建共享共荣城乡生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为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依据河北省实际发展情况，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过，在推动其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城乡间生产要素流

动不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依然严峻，严重阻碍了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鉴于此，

本文在通过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河北省 2012—2021 年城乡发展相关的面板数据，

测度了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同时借助地理探测模型对影响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因素进行了分析，厘清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了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的适宜性路径。

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研究的总结基础上，阐述了城市、乡村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

概念与理论，在对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梳理的基础上，科学地、合理地选择评价河北省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测度模型，利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

行了比重赋权，对经济、空间、社会、文化、生态五大维度进行发展水平测度；其次，采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整体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1 年这十

年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整体水平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城乡五大层面的融合发展水平

有着显著差异；其次，在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

子，加之，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及 ArcGis 平台分析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的

空间差异性。最后，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等路径提出进一步推进河北省城乡融

合发展的适宜性对策。

关键词：河北省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发展 耦合协调度模型 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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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thread throughout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aws,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achieving the great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adherence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mooth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adhere to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essenc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driven by the e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so as to form a

co-built, shared and prosperous urban-rural lif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ebei Province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build a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Hebei Province,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problems of the uneven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still serious,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In view of thi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related to urban-rural development from 2012 to 2021.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ion model,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are clarified, and the feasibility path for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proposed.First of all,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of domes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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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research,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urban,

rural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ographic regression weighted model and ArcGis platform.

Finally, the feasibility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from the paths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Keywords：Urban-rural relationship;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Driv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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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选题依据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的有机融合体，具有是不可分割的特性。城乡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是大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必然现象。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

中，城乡关系历来都是贯穿社会发展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加快实

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政府推行优先服务于重工业战略，进而逐步形成城乡分割的体制。以

改革开放为断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原先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

略转变，而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阻隔了城乡之间的交互发展，以此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纵

观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大体经历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破冰、改革调整以及全面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这四个阶段，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二元

结构分治窠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同样也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

标的应有之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全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新阶段。在

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现阶段城乡发展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城乡二

元结构。因此，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

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为城乡融合发展发展的深

入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意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文件，其中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意见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对

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中指出：“在继续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于 2022 年引发《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同年，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2]
。

自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河北省在促进城乡发展质量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取得

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积极推进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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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乡经济、社会、空间、文化、生态等方面融合均有了较大提升，但城乡间生产要

素流动不畅、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依然严峻，构建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仍突出，这些障碍的存在进而影响了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质量进一步提

高。从整体来看，河北省区域内城乡多维融合发展水平不协调、不平衡，特别是北部地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南部区域与北部区域在不同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因此，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河北省政府出台了《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综合试点方

案》，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重塑河北省城

乡新型关系，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是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河北省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的应有之义，也是加快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对

此，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如何探究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如何明确影响河北省

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如何选择贴合促进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适宜性路径？

对提升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质量，化解城乡融合发展的矛盾，驱动河北省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课题。

1.2 研究意义

推动河北省高质量发展必然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而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重要测

量器是探究两者协调状况。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直接关系到京津冀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

两大重大战略的能否顺利推进、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能否顺利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

活需要能否满足以及共同富裕目标能否预期实现。对此，对探究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有着

一定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我国已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

系理论与中国化的城乡关系思想，有益于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第二，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基础，

从多视角选取出全面化与系统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相关测度模型来对河北省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现有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第三，依托地

理探测器模型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素进一步探究，有利于丰富现有影响城乡融合发

展因素的实证研究；最后，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与构建新型城镇化“两个抓手”、促进河北

省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路径方面入手提出适宜性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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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实现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具有理论意义，有利于对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丰富。

（2）现实意义

进入新发展阶段，河北省积极推进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这正是河

北省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三区一基地”的题中之义。第一，本文对河北

省城乡经济、文化、空间、生态、社会等五大维度融合发展现状进行阐述，这利于对河北

省城乡融合发展有着初步了解；第二，通过参考已有文献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

构建，本着科学合理地选取反映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从而对河北省城乡在关

于经济、社会、空间等五个层面发展水平，并接着对河北省城乡整体的融合发展水平进行

了研究与分析，有助于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三，基于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驱动河北省城

乡融合水平的因素，同时，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空

间差异研究，从而更好地提出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适宜性路径，对激发河北省进一步

发展潜力、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3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3.1 国外研究现状

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在学界中掀

起“浪潮”，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社会的不断进步，城乡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学者又将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1）城乡非均衡发展研究

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中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均衡协调发展的，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城乡关系的对立与分离。对此，学者们从重城市或者重乡村单向度

去探究其各自的价值。

其一是对偏向城市理论的研究。以古典主义为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及李嘉图等(1984)

强调城市生产性作用来促进一些大城市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3]
；刘易斯(1954)通过“二

元结构”的维度来阐述了现代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农村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被城

市化虹吸，进而最终导致社会由“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该理论重点关注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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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对农村传统农业的带动的作用，却忽视了农业的基础作用
[4]
；缪尔达尔(1957)在城乡

关系研究中，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凭借自身天然优势来

不断吸引乡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进入城市，待到城市规模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并借助政

府的手段与措施来弥补城乡间发展差距，该理论突出了城市的“回流-扩散效应”
[5]
；赫

希曼(1958)主张“极化-涓滴效应”来叙述城乡关系，认为城市发展对农村产生了极化效

应，同时城市的集聚与规模化对农村又产生了涓滴效应，以此来缩小城乡差距
[6]
。

其二是对偏向农村价值理论的研究。重农学派弗朗斯瓦•魁奈认为从事商业贸易以及

其他劳动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只有通过农业生产才是增加社会财富的途径，重视乡村的

农业生产活动；戴尔•桥根森(1975)指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补充，农

业是工业的基础，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弗里德曼等在审视城乡关系中，提出了

乡村城市发展战略
[7]
；西奥多·W·舒尔茨(2010)认为要坚持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通

过先进技术来推动农业发展
[8]
；Stohr，Walter B(1981)等指出要赋予乡村更多的权力：

如自主权与决策权，以此来保障乡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
。Estrella(2020)认为在二元结

构下，因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投资在城市建设的资源达到临界点后，所回报的经

济效益是低下的；相反，将资源投放到乡村地区中，可以实现高效益
[10]
。

以上理论无论是以城市发展为主，还是对乡村优先发展，其本质都是体现了城乡非均

衡的发展理论。

（2）城乡融合关系研究

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城乡矛盾进一步激化。埃比尼泽·霍

华德(2017)在面对城乡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下提出，城乡之间通婚，有利于新的希望、新

的生活以及新的文明产生
[11]

。刘易斯•芒福德(1989)在对“田园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

“区域城市”理论
[12]
；赖特(2018)提倡人民从城市走向乡村，促进发展一种新型的城市“广

亩城市”
[13]
。进入现代经济社会，城乡融合研究进一步深化。麦基(1998)提出了“desakota”，

即城乡地域类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界限
[14]

；LeGates(2019)基于协调发展理论，尝

试提出了一种要素复杂且关系紧密的城乡融合发展关系
[15]
；Dafang Shi(2019)强调城乡结

合区域的形成有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6]
。

（3）对城乡融合发展实证研究

相对于国内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国外在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

Chenery 等（1988）选取了五个指标构建了“发展型”模型，对城市与农村发展进行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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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析
[17]
；Zane（2014）在对城乡的空间结构、功能联结等方面的梳理，进而建立了城乡

联结阶段的评价指标体系
[18]
；Heetal（2019）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人口、企业的集

聚与扩散模式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情况，进而对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如何运作有了一定了解

[19]
；Maetal（2020）基于已有文献，从绩效分析、信息熵等方面出发，选取了科学并合理

的城乡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程度模型，分析了其空间格局
[20]
。

通过对国外关于城乡关系与城乡融合文献的梳理，进一步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有了

更加全面与深入的了解；同时，国外学者利用各种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数理模型的评价

方法对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不同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

并提出促进融合发展的适宜性路径。总之，国外文献在对于城乡关系理论相对于丰富，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也为国内学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实践基础。

1.3.2 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着我国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推进下，针对国内

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逐渐升温，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关于城乡关系的探讨，特

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学者

基于不同视角对城乡关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基

于马克思主义城乡思想对城乡融合归纳研究、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研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

学理研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1）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思想对城乡融合归纳研究

白雪秋（2018）等在对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背景下，认

为城乡分离之所以分离，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协调，同时指出公有制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

的趋势
[21]
；李红玉（2016）等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思想的起源，并对城乡

融合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
[22]
；盛辉（2018）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梳理时，提

出城乡融合的基础是推动发展生产力，并对生产力发展进行协调布局，注重工农产业的融

合
[23]
；刘国新（2017）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由对立到融合过程的制度探究，

从制度层面上为我国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建议
[24]
；范根平（2023）基于马克思、恩格斯

城乡融合思想，分析了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

合提出实践路径
[25]
。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乡关系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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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勤林（2022）等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时间

线索，将城乡关系分为了三个阶段：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关系曲折阶段、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推动城乡一体化阶段、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26]
；王伯睿（2022）

基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城乡关系探索的历史逻辑，提出认识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性，

并从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启示与展望
[27]
；罗

志刚（2022）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对城乡关系政策的演变进程中，指出我国实施的城乡关系

政策受制于价值取向判断影响，在城乡关系政策运行中存在梗阻，并提出我国关于城乡关

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城乡关系政策的协同性
[28]
；张琳等（2022）

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起点，以改革开放为时间临界点，梳理中国共产党对城乡二者关系认

识变化的时间脉络，指出城乡关系在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尤其

是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推动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城乡关系的构建尤

为重要
[29]
。刘俊杰（2020）对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进程中，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规

律：诸多影响城乡关系的因素中，发展方式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制度安排是其直接的

影响因素。同时，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重要手段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最后对

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展望与思考
[30]
。

（3）城乡融合发展内涵与意义的学理研究

林志鹏（2018）在对乡村振兴战略解读中提出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联动，一是要以城市的资源来对农村进行辐射发展；二是以城市对标来促进农村劣势的改

善，并从产业、人才、组织、文化以及生态五个方面阐述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

体系
[31]
；何红（2018）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出发，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城乡关系的

第三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同时也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进行

了分析，城乡空间的高度融合、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互通以及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是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2]
；陆梦龙（2018）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新理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构建发挥农村潜在比较优势的发展动力机制，是践行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于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关键
[33]
；陈志刚（2022）

等基于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入手，认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将可以推动城乡收入差

距缩小、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平衡城乡发展能力等，这些结果将进一步利于

从物质维度、权利维度、机会维度等层面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4]
；魏后凯（2020）指

出，城乡是一个互促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城市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乡村为城市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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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支撑与依托，揭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以推动城乡开放融合为传导介质，逐步

推动城乡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命运共同体
[35]
。

（4）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及路径研究

张汉霞等（2023）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经济、社会三个

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得出了现阶段城市空间扩张、产业结构转型、网络覆盖率是

对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
[36]
；李人庆（2017）认为破除城乡二元机制是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核心要义，以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乡村在地化发展，并借助新技术革命的手段来

打破城乡产业壁垒与空间限制，破解原有的城乡关系的惯性思维意识
[37]
；穆克瑞（2021）

指出现阶段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要素流动受限制、公共资源配置制度

不合理不完善等，并提出破解这些障碍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38]
；凡炳亮（2022）以安徽省六

安市为研究案例，指出城乡经济发展方式差异明显、城乡基础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

收入差距大是其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从产业融合、空间融合、要素融合以及

收入分配等角度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建议
[39]
；冯奎（2021）指出，推动城乡融合

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就在于城乡各类要素在其之间的流动存在一定的壁垒，对此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首要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40]
；姚毓春等（2023）将数字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积极效应作用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构建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

模型，得出数字经济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

路径
[41]
。

（5）城乡融合发展实证研究

陈海鹏等（2023）以我国 31 个省份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0-2019 年，采用中

介效应模型分型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并对城乡间要素流动对城乡

融合的中介效应，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在空间上推动要素合理的流动，进而

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
[42]
。庞洪伟等（2023）以西藏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法和门槛

模型实证分析方法对西藏城乡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对影响西藏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进

行分析，最终为促进西藏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行的对策与建议
[43]
。邱爽等（2023）基于南

充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对城乡融

合水平测度以及对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等问题是阻碍城乡经济融合的重要因素
[44]
。颜雅英（2018）基于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先行区，选取 7个省份 3个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型，进而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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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价，对于东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存在的障碍提出

合理的对策建议
[45]
。李俊杰等（2022）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从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动

力、结果三个维度，运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对其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动态演变趋势进

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为促进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构建提出建议
[46]
。

1.3.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案例，这为本论文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第一，国外相关学者以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化为主线，从多种视角论述了城市与

乡村发展的独特价值与作用，并对城乡共生发展进行了探究；但是对城乡融合发展概念内

涵与模式的明确定义缺乏，同时对城乡融合表现形式与特征及要素构成研究不足，特别是

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机制的特殊性缺乏探究。第二，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研

究已经形成丰富与系统的研究体系，而对于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的研究

文献较为匮乏。鉴于此，本研究将对厘清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等名词的概念界定，同时

立足于河北省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选取测度指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模型，

并通过地理探测模型，分析影响两者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促进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适宜性路径。

1.4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1.4.1 研究对象与思路

（1）研究对象

城乡融合发展一直是推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共荣的重要目标。加快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必然要求，是打造新型城

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同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尚

未形成，北京、天津两城市对河北省“虹吸效应”明显；同时，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在协

同发展基础上并不平衡，城乡资源差距较大。对此，为推动京津冀协同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本文将聚焦于河北省城乡发展现状，构建河北省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模型，并分析影响两者

融合发展主要驱动因素这一现实问题，紧紧围绕促进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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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内容

本文以对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城乡关系相关理论的梳理与分析为基础，重点论述了河北

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同时，基于已有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构建出河北省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关统计学方法，如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再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分析了驱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的因素；最后对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概述了选题依据与意义，同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城乡关系、城

乡融合发展等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其作出了简要述评；再对本文的研究内容、

方法进行说明，并指出本文的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该部分首先介绍了城市与乡村的各自内涵、城乡融合发展的内

涵以及特征；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立足我国城

乡关系发展基础上所提出的城乡关系思想理论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了

总结与分析，为本文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及指标选取与构建。首先，从经济融合、社会融

合、空间融合、文化融合及生态融合这五个维度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

其次，基于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确立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对指标选取、指标

体系结构及指标含义进行了阐述，从而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开展奠定理论基础与提供数据来

源。

第四部分为河北省城乡发展水平测度。在这一部分中，根据熵权法—TOPSIS 模型测

算了河北省 2012—2021 年期间五大维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对各个维度融合发展水平

进行了评价，建立起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其指标进行赋权比

重处理；利用相关模型对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分析河北省 2012-2021

年城乡各个维度融合状况，并对河北省整体融合发展水平进行阐述。

第五部分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驱动因素分析。在这一部分中，基于第四部分实

证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驱动因子分析法与交互因子对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

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值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因素；同时运用地

理回归加权模型对其进行空间差异性分析。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发展路径分析。本部分将对上述部分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阐述，

同时根据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立足河北省发展现实状况，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10

层建筑等路径提出适宜性的对策建议。

（3）研究框架

本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等相关理论为支撑，旨在通过构建河北省城乡融

合发展测度模型，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出驱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为

河北省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路径提出相关建议。技术路线图（1.1）如下：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梳理法。文献分析研究方法是论文写作的常用方法之一。围绕某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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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展开搜集并梳理相关文献，从而可以达到对该问题有着较为深入了解和认知。本文在

第一章节绪论部分中的文献综述、第二章节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及第三章节我国城乡

关系演进历程中主要是用到了文献梳理法。

（2）数据收集法。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公开统计的相

关数据为基准，其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节中关于河北省城乡发展现状相关数据、测度河北省

城乡融合发展指标数据以及第五章节中2021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所用

指标数据。

（3）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法。在本文第四章节中，据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并

基于定性分析法的研究结果，筛序出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采用熵值法

得到 2012 年至 2021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各分类层中各项指标权重。

（4）实证模型分析法。在第四章节及第五章节中，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河北省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同时基于两者实证分析的结果，结合河

北省具体的情况与特色展开实证分析，提出促进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适宜性性对策与建

议。

1.5 创新点

本研究聚焦“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客观评价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现实情况

的基础上，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协调水平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的因素进行分析，为推动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可

能的创新点如下：

（1）现阶段，针对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关系已有充实的研究。但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的量化研究仍需进一步丰富，采取涵盖经济、社会、空间、文化、生态融合五个维

度共 26 个指标，构建河北省城乡融合评价体系，建立一个融合的有机整体，同时利用数

据正向化和指标无量纲化分析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差异要素。一方面能够增加城乡融合研

究的科学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研究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

据。

（2）引入地理探测模型对驱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素分析，并采用 Arc GIS

中的自然断点法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展示河

北省不同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为定量研究做了一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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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本章旨在阐述城乡融合的相关概念以及城乡融合的相关理论基础，以便对本文的研究

工作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支撑。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介绍城市、乡村等相关概念；第

二，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关系理论；第三，阐述西方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城乡关系

思想理论。

2.1 城市与乡村内涵界定

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一种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具有复

杂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对城市研究角度与目的的不同，产生了

对城市概念的不同理解。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城市是以空间的形式而存在，为人类的有序

发展提供土地等自然资源，通过便利的交通使得人群、房屋聚集的空间载体；从经济学角

度来看，城市是具有相当面积的、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群聚集地，并将空间范围内的社会

资源自然资源相结合在一起的网络系统，一般为该区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从社会

管理学角度来看，城市是人性的产物，具有社会属性，是一定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相结

合的产物。在我国对城市的概念主要是一种行政区划的、具有行政性。概言之，不同学科

背景下对城市的概念有着差异的存在，但总体来说，城市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产物，是有

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既是人口聚集、建筑密集的空间区域，又是生产、交换、消费的集

散地，具有系统性、层次性与动态变化等特征。

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乡村”，从已有的研究中出发，对乡村的理解一般是以城市为参

照物来进行概念的梳理。乡村是一种地理概念，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地理区域，是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活动人群的集聚地；乡村是一种文化概念，既包括着农耕文明与传统习俗的文

化符号的组合，也涵盖着落后、封建、愚昧等文化思想。乡村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社会生产历程的推进，乡村的概念不断丰富且多元化。特别地，我国为更好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首次对“乡村”概念的界

定，指出乡村是除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等特征，并具有生产、生态、

文化等功能的区域综合体。

综上所述，城市与乡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区域，而是存在着一种相互共生的综合

有机体。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城市与乡村两大空间区域的结构交融、要素流通，打破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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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形成功能互补、发展稳定有序的良性循环系统。

2.2 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城乡融合发展是由 2017 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所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相对于统

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所在。统筹城乡发展更侧重于

借助政府的统筹作用来实现，是一种手段；城乡一体化则突出的是一种目标，旨在实现城

乡经济社会全面的、协调的与可持续的发展局面；而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出的更是一种状态

的融合过程，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条件下，以制度变革、技术进步、文化创新等多种

因素共同引致，从而形成的一种城乡水乳交融的良性发展态势。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多领

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涉及经济、社会、空间、文化以及生态融合等多方面的内容。

同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

在“三个化”：其一，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不仅体现在农村居民合法

权益的充分保障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农村居民在机会、要素使用方面的平等；其二，城乡

要素流动自由化。城乡生产要素自由互通壁垒仍存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结构性错配问题

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城乡融合发展在于城与乡是双向互通与开放的，特别是要疏通农民进

入城市后的落户限制，有效梳理并解决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难的问题；其三，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镇偏向”政策影响下，政府常常借助行政手段，优先将教育、

医疗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给城市；相对于城市，乡村社会所涉及的基本公共服务

往往依靠“制度外筹资与供给”，进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

的失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与机制，分阶段

的、梯次的、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此具有长期性、时空异质性、规律性以及互补

性。首先，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就我国而言，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融合发展演进历程依次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与巩固、破冰、改革、

全面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等四个阶段。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并未完成，

仍然处于进行时，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两大抓手来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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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空间异质性。由于不同地域因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或者是

在不同时期内，同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不论是的单个区域，还是

多个区域的，城乡融合系统都存在时空异质性。不仅如此，城乡融合系统内部之间同样也

表现出时空异质性。然后，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城

乡关系理论的梳理中，得出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阶段出发，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乡融合的阶段性差

异。即表现为低度融合、中等融合、高度融合以及深度融合。最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互

补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整合好、利用好城市和农村的优势资源，比如乡村地区可以

向城市提供劳动力、土地、农产品等资源，城市可以将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代入乡村，

以此来推动城乡共同发展。

2.4 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

立足世界整体，各个国家的城乡关系大都呈现出一致的发展脉络：农村发展—孕育城

市—城乡发展分离—城乡发展对立—城乡发展融合。以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为视角切入点，

对观察世界历史全景发展具有独特意义。对城乡关系的科学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

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工农业加速分离，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规

模化生产方式，加速拉大了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的差距，进而造成了城乡

对立结果。在此背景下，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家的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论述了

城乡关系演变原因及未来走向趋势。亚当•斯密基于生产方式来分析了城乡关系分离的原

因，他认为，由于城乡分工程度不同，从而造成交易效率、资本获利等不同，资本、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入，最终造成城乡发展差距
[47]
。同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提

到了城乡关系的发展遵循着农村、工业、国外贸易的自然发展顺序，并将此作为研究城乡

关系的起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后，在尊

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将城乡关系形态的演变置于社

会生产方式的语境下，阐述出城乡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从城乡关系浑然一体到城乡关系

分离与对立再到城乡融合发展
[51]
。立足与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通过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

关系思想理论。在特定历史时代发展条件下，中国城乡关系几经深刻调整变化，但并未根

本上实现城乡关系的协调与互补发展状态。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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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新时代亟需探索并破解的重大课题。因

此，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关系思想，梳理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

系理论，为城乡关系协调互补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2.4.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并批判、借鉴前人思想观点的

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方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城乡关系

思想理论。列宁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相关思想

理论，提出了城乡联盟互动，缩小城乡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城乡关系问题的论述中，多次谈及和引用了欧文、傅里叶等空想

社会主义者围绕城乡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总结已有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阐述。进入 16 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步登上历

史发展舞台。立足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城乡关系发展日益尖锐，以傅里叶、莫尔

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并设计出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城乡关系发展的模式，

为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城乡关系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托马斯•莫尔以其著作《乌托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种种弊端。

莫尔虚构的“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私有制度的岛国，也就是说所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

是公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注重每个公民的全面发展。莫尔在对待城乡关系问题时，

重点关注的是消灭城乡对立。在“乌托邦”中，居民都在城市里居住，考虑到农业生产技

术、生活物质资料的日常周转，岛上所有城市居民需要轮流下乡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受

困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莫尔并未回答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从而莫尔关于城乡关

系思想仅是停留在萌芽阶段。

傅里叶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一种社会制度“和谐制度”。在《新世界》

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和谐制度”，并提出了“法郎吉”。“和谐制度”是基于自愿参加

为原则形成的“法郎吉”。在该制度下，傅里叶将乡村和城市相结合，抹掉城乡之间的差

别，城乡间的对立也将不复存在。同时，傅里叶将农业与工业相结合，人们兼顾工业劳动

与农业劳动。因此“法郎吉”是一种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新型协作社。然而恩格斯对傅里

叶所提出的“法郎吉”进行了批判，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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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1]
。因此，若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他所提出的城乡结合也只是一种社会空想。

欧文所提出的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在公社中，机器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社内人群需求。欧文将教育同生产相结合，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发展。

此外，欧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能单纯地从事工业劳动，农民则局限于农

业生产劳动。对此，欧文注重两种工种的结合，并强调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根据

欧文的构想，建立公社是解决城乡关系对立的途径，公社结合了城市与农村的优点，克服

了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相对于前面两者对于消灭城乡对立的观点，欧文更具有先进性、

更为具体。遗憾的是，欧文并未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对于消灭城乡对立的积极力量，从而

导致了欧文对消灭城乡对立的主张也只停留在空想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梳理上述莫尔、傅里叶等人关于城乡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城乡关系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消灭原有的社会分工是消灭城乡对立的一个基本条件；其二，

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劳动者同时兼顾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到

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城乡矛盾日益尖锐的原因，但是他们所主张的消灭城乡对立的途径

未从广大的无产阶级中出发；加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做法本身就有纯粹的空想性质，

因此并未从根本上寻找出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途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城乡对立”这一概念，他们

认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城乡分离与对立，并在著作中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

社会分工对城乡关系演进作用。乡村聚落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最初形态，社会分工的发展，

城市从乡村独立出来，并随着生产力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规模化与

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关系对立日益突出。

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中对蒲鲁东关于分工的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城乡关系”，

反对蒲鲁东关于社会分工简单化的观点。“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随着改变”。在

马克思看来，城乡关系的分离与对立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一方面来看积

极性，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52]
”。城乡关系分离与对立相比单

一农村聚落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一方面来看消极性，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

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

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52]
”。从这个层面来说，城

乡关系人分离与对立，造成了城乡差距拉大，引发了城市病与乡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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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具有前瞻性实现城乡融合的展望。马克思

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消除城乡对

立的根本途径。城乡关系的分离与对立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自然过程消灭城

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必定建立在相对应的物质基础上。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适

应，私有制的存在致使城乡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因此，从生产关系出发，马克思将私有制

度的废除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制度条件；同时他还指出：“通过消除旧的社会分工，通过

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

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52]
”。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出

了基本路径。首先，在工业化发展背景下，马克思依然重视农业的发展。“食物的生产是

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
[53]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工业与农业两大载

体的结合，“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渐消灭”。科学技术发展将深刻影

响着城乡关系的演进。在谈及电力的应用时，恩格斯认为；“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

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 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

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要想推动工业那样发展

一样，推动农业发展
[53]
”。

（2）列宁城乡关系思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宁在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下，结合马克思、恩格

斯城乡关系相关思想理论，所形成的城乡关系思想主要内容如下：

1.论述城乡关系发展内在逻辑

城乡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空间，所表现出的分离与对立程度存在差异，而

究其城乡关系的本质，始终存在有迹可循的客观规律。列宁在对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俄国

进行了深刻洞悉后，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为指导，分析出社会分工是导致城

乡分离与对立的关键因素。列宁认为：“这种社会分工技术地把工人束缚在一种专业上，

一方面使他不适合于从事农业体力屏弱等，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间断地和长期地从事一种手

艺
[54]
”。社会分工不仅致使城市与农村的分离，而且也使得阶层的转化（市民阶层与农村

阶层）。所以，厘清城乡关系内在演变，需要把握社会分工这一逻辑。

2.促进城乡融合措施

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建立新政权，

面临着国外帝国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在此基础上，列宁肯定了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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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关于工业与农业相结合发展的做法。为促进俄国工业与农业共同发展，列宁提出以利用

合作化与商品交换的经济政策来推动工业与农业产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劳动者劳动积极性，

加快建立苏维埃工农经济联盟，这是城乡联盟的最初表现形态。坚实城乡经济联盟是城乡

政治联盟的基础。当时俄国工业与农业发展极不协调，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考虑到农业在

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发展的。列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与

城市帮扶农村的工作，并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帮助农

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

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很有必要的
[55]
”。

促进城乡联盟互动。借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促进农业发展，利用商品交换促进工农

产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通，商品经济推动分散独立的小市场形成统一性的大市场。列

宁指出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

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

技术互通促进城乡发展。列宁指出：“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在现代化最高技术的基

础上，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

的文化水平
[56]
”。利用科学技术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缩小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有效协

调城乡发展的平衡。

2.4.2 中国化马克思城乡关系思想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以贯之，并植根于我国城市实际和乡村现实的特点，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城乡关系思想理论，拓宽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系思想

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1）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

毛泽东城乡思想关系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发挥了锚定作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生政权

是否稳固、生产秩序恢复是否正常、工业体系是否健全。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建

立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57]
”

重视农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初期处理城乡关系作下了思想铺垫。工业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

“两条腿”，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并不是矛盾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在审

视外部是“冷战”局势，内部特别是重工业基础薄弱，由此他强调：“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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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工农业同时并举，按照比例协调发展这一思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城市与农

村协同发展。在处理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

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59]
”。在针对党内

某些片面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的发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批判，肯定了城市的发

展对于其稳固国民经济的作用，但是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也同样离不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

农民仍然是国家利益最广大的群体，农村仍然是最广泛的核心利益所在区域。毛泽东城乡

思想关系对于之后处理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思想指引作用。

（2）邓小平城乡关系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城乡关系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有利于促

进城乡协调发展。农业、农村、农民这三者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所避不开的话题，

对于处理好“三农”问题关键就是在于对城乡经济关系的正确认识。农业是国家发展稳定

的根基，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推动城乡现代化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迈出

了关键的两个步骤：第一，废除了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

发展集体经济和适度规模化经营。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农业

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60]
。以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发

展，为城乡经济增长提供驱动力。同时，邓小平在剖析我国农业问题时，指出：“计划体

制的过程中，对各种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比例安排失衡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特别在对农、林、

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安排上，也呈现严重的失调”
[61]
。立足于计划经

济对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他提出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将工业与农业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工业应支援农业的发展，并帮助其实现现代化。”农村是否稳定

关系着国家社会的稳定。我国长期是以农耕文明占据主体的国家，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离

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 80%左右。”

正确处理农村问题，直接关系着城乡关系改革的成败。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致使城市与农

村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人为划分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籍制度，从政治制度上直接

撕裂了社会整体性，抑制了城乡资源的流动。打破城乡孤立隔绝状态，促进城市和农村之

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支持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农村支持城市进步，鼓

励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推动农村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步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资源自由流通壁垒，形成城乡优势互补良好互动。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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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支持农村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的思想，为之后新型城乡关

系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3）江泽民城乡关系思想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一系列相关重要的论述，是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从全局与战略的高度上

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整体谋划。他多次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定了，抓住农村这个

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主动权。”对农业发展，江泽民同志始终重视解

放农村生产力，以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业竞争力。同时，江泽民始终

心系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此外，他始终将农村扶贫工作一以贯之，重视并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将维护广大农民利益

贯彻在党工作的始终。在对待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时，江泽民同志指出：“以推进工业

化、信息化历程中，逐步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充分发挥小城镇的作用，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立和完善保护与支持农业发

展的制度体系”
[62]
。江泽民同志关于合理调整工农、城乡利益关系的思想，拓展并丰富了

“三农”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城乡关系的继承与发展。

（4）胡锦涛城乡关系思想

胡锦涛同志任职期间，坚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乡

发展的新特点，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来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期加快实现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002 年党的十六大，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战略。同时，在 200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将统筹城乡发展分为了近期目

标与远目标。近期目标，即促进形成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局面；胡锦涛同志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将“城乡一体化”看作为远期目标。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市与工业的支持，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自觉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2006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强调：“统

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同时，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指出：“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 把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胡锦涛同志创造性提出了“城乡一体

化”思想，系统地回答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举措。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增强城市

与乡村的联系，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局面，以此消灭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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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城乡关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把握现阶段我国城乡关

系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引领性的城乡融合发展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63]
”。城乡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

的，是生产力、社会劳动分工等因素促成的。城乡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与对立的，因此，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64]
”。同时，城乡不是二者选一的选择关系，而是相互依靠，共

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客观要求。处理城乡发

展关系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进行了回答，“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65]
”。城乡融合发展应该是多

层次、全方位、相互协调的发展，从而形成城乡共同繁荣的共同体。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根

本与驱动力是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

成果。”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统筹规划城乡发展的同时，更加向农

村、特别是贫困群众倾斜，促使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全体人民。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城乡

关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立足于新发展时代背景，坚持以人

民利益为根本，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4.3 西方经济学家城乡关系理论

（1）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荷兰社会学家伯克在对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时，最先提出“二元结构”，

相关经济学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伯克所提出的“二元结构”，此后对于二元结构的理论

层出不穷。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对二

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提出基于两个前提假设：其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

现代工业部门；其二，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两个部门因其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其劳动

生产率有所差异，相比于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且劳动工资水平也

较高；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加之受边际生产效率递减规律的作

用，致使传统农业部门生产者收入不断降低；而现代工业部门便能吸引充足且廉价的劳动

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一定程度上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刘易斯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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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该阶

段正是符合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如果当劳动力供给大于资本供给，社会发展的获得的资

本积累都会进入资本家的口袋中；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的供给并非是无限的，此时劳动力

的供给小于了资本的供给量，则此时工资的水平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提升，该阶段并

不符合古典经济学阶段。刘易斯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可以通过城市工业部门发展拉动

经济增长，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一元结构均衡发展。然而，不少经济学家却反

对刘易斯模式，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城市工业

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是无限的；此外，刘易斯模式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对社会起到一

定作用的问题。总之，刘易斯为破解二元结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为之后的城乡

二元结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刘易斯模式所带有的弊端。

拉尼斯与费景汉在刘易斯原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形成了“拉

—费模式”。该模式在继承了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具有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并对其进行

了补充：认为对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持。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发

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刘易斯所认为的具有相同之处，即该区域所能提供的劳动

力是无限的，是不受供给限制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入到城市工

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是大于零的，并且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不会高于制度工资的；第三个

阶段是，农业的商业化，如果工业部门想进一步发展，则就需要从农业部门吸引更多的劳

动到工业部门，这就要求工业部门不断提高工资水平，进而使得这两个部门工资市场化；

第四个阶段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同样的，拉—费模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

极方面。第一，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也为其提供了

原料；第二，他们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人口变化对劳动

力的转移具有影响，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概念。但是，拉—费模式的建立基础是农业部门

一定存在剩余产品且工业部门不会存在失业，这两个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相比刘易斯

模式，前者更重视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对之后破解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理论指引作用。

经济学家乔根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拓

展，提出了新的模式“乔根森模式”。乔根森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者农、工这两

个部门，并由此提出了农业、工业的生产只需要土地、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假设条件，且

两部门的生产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同时乔纳森认为“农业的剩余”和人口规模决定了

工业的发展，“农业剩余”趋近于零，“农业剩余”将不再流向工业部门。反之，存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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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剩余”时，其将会向工业部门转移，注意农业和工业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乔纳森认为

农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农村剩余”；此

外，他强调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注重农业的长远发展，并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

（2）核心—边缘理论

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把经济空间系统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分别

具有不同属性，且两者是一种依附关系。他认为核心区域是整个空间系统的中心，对该系

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核心区域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向外围区域传递新成果，以此带动整

个系统的发展。边缘区域通常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核心区域的外围一般是上过

渡区，同时核心区域与上过渡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具有良好作用，而下过渡区就相对来说，

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下过渡区缺乏和核心区域进行有效的要素流动。工业化初期

低水平均衡阶段，工业发展水平低于农业，城镇化率水平低，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少，整个

社会系统发展不完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水平高于农业，核心区域经济实

力逐渐增强，边缘区域呈现弱化现象；工业化步入成熟时期，核心区域的要素开始向边缘

区域流动，以此带动边缘区域各部门产业的发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伴随核心区域

的要素大量流入边缘区域，核心区域的规模不断扩大，两个区域开始有关联的协调发展。

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为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壁垒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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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及指标选取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矛盾且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城乡融合发展一直是推动中国

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共荣的重要目标。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出构建中国式

现代化河北场景的应有之义，同样亦是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

3.1 河北省融合发展现状概述

3.1.1 经济融合发展现状

经济发展水平是某个区域对其他层面发展水平最直观的反映，本文在呈现河北省经济

发展状况时，主要选取了生产总值、总人口、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

业增加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方面的指标来进行展示，具体见下表 3.1 所示。

表 3.1 2021 年河北省各地级市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

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

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

值（亿元）

石家庄市（含辛集市） 1120.47 6490.3055 2501.2429 504.7818 2107.1336 3878.3901

承德市 333.63 1697.034 500.9374 373.6495 577.0839 746.2806

张家口市 409.93 1727.8118 640.7441 278.304 478.6638 970.8439

秦皇岛市 313.43 1843.7555 592.4647 239.5088 657.0906 947.156

唐山市 769.7 8230.6346 2143.2318 606.5337 4546.7665 3077.3343

廊坊市 553.82 3553.0572 1403.0788 216.2904 1193.642 2143.1247

保定市（含定州市） 1152.45 4401.6825 1700.3408 517.6987 1615.1672 2268.8165

沧州市 730.4 4163.3928 1114.6791 332.826 1728.4186 2102.1482

衡水市 418.69 1703.1009 611.3137 237.9262 583.6545 881.5202

邢台市 708.79 2427.0918 1025.8752 331.2995 958.8856 1136.9067

邯郸市 936.69 4114.8208 1275.965 391.5072 1911.4337 1811.8798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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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河北省全省生产总值实现 40391.3 亿元，同比增长 6.5%，整体经济实力水

平进一步提升。从河北省各个区域的生产总值来看，唐山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等区域经

济实力表现强劲，而承德市、张家口市、衡水市等生产总值不足 2000 亿元，各个区域之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大、不平衡问题；产业增加值方面，唐山市在三个产业增加值

层面都位列第一，特别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整体来看财政收支方面，各个区域的财政收入

不足财政支出，石家庄市财政收支差距最为明显。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社会、空间、生态以及文化不同要素组合搭配形成整体的重

要基础。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均 GDP、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城乡居民收支水

平。城镇化率等多个方面。首先，从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支水平来分析，在 2013 年

至 2020 年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2013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为22226.7元，2020年为37285.7元，增长率约为67.7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9187.7

元，2020 年增长为 16467 元，增长近 2 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需要

注意的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仍存在差距大的现象。其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城乡产业结构的发展平衡是否可以通过三次产业增加值和

三次产业占比体现出来。从下面图（3.1）可以得出：

图 3.1 2012—2021 年河北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2012—2021 近十年来，第一产业增加值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相较于 2012 年，第一

产业增加值增长近 1000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最为明显，由2011年的8483.1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8729.5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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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从观察三次产业占 GDP 比值横向角度来看，全国三次产业占比为：7.3：39.9：

52.8，河北省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0.4：40.2：49.4，第一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全国，说

明河北省农业发展水平向高，这为城乡产业发展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从纵向时间

维度看，2013 年河北省三大产业占比为：11.9：52.0：36.1,2022 年三次比重为：

10.4：:40.2:49.4，实现了三次产业格局的“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概括之，河北

省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优化，但是三次产业比重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进而为城乡经济融合

发展提供夯实的经济基础。图 4.2 为河北省“三次产业占比”，如下图（3.2）所示：

图 3.2 河北省 2012—2021 年“三次产业产值占比”

3.1.2.社会融合发展现状

城乡社会融合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上，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社会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促进城乡之间的人才、资金要素流

动与合理配置具有显著作用。相比于城市的医疗、教育公共服务以及交通、住房等基础设

施建设，导致农村地区的人才流失，进而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从社会保障水平来看，

河北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收入之比由 2012 年的 74.33 上升至 2021 年的 82.38，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之比的提高为促进城乡区域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稳定

作用，而与全国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比 83.63 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河北省

医疗卫生统计显示结果，2021 年，河北省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为 49.3 张，而城市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为 69.7 张，与 2021 年河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1.14%，这表

明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缺口。总体来说，农村医疗设施、社会保障等方

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对于真正实现城乡社会融合仍需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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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空间融合发展现状

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空间融合就是将城市与农村融为一个整体空间，

从而为城乡实现协调发展奠定空间基础，逐步实现城乡空间结构的一元化过程。从下面图

（3.3）可以得出，城市空间扩张总体呈现出上涨趋势，城市空间扩张引来了城市的“虹

吸”效应，利于推动城乡之间的资源、技术、资本的流动，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虹

吸”效应远远强于“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城市面临着环境、人口承、交通承载力压力加

剧，农村地区发展受限；数字经济是当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手，从农村宽带接入

用户数量来看，仍然落后于城市。推动河北省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经济赋能

产业发展，为农村地区发展找准定位，推动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打破城乡地理空间

壁垒，协调城乡空间融合发展。

图 3.3 河北省空间扩张及建成区面积变化

3.1.4 文化融合发展现状

城市与农村自由地参与文化生活、平等地享用文化资源，对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也是提高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文化事业

与文化产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艺创作中，形成了一批制作技术精湛、思想底蕴深厚

的作品，《李保国》《天下父亲》《村官三把手》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城乡公共文化设施

基本在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区域实现全面覆盖；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利用富有成效，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 163 项，位居全国第五位。然而，河北

省城乡文化之间的发展程度水平存在差距。根据 2022 年河北社会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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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低，设施建设存在“重建轻管”现象严重；加之财政

投入较为匮乏，多数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吸引力不足，农村文化活动依然停留在无序、散

乱、自发的状态，同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并未与农村传统“年会”“庙会”等活

动形成良好的衔接，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流失。此外，相比于城市居民文化活动，大部分农

村居民将娱乐休闲时间放在刷短视频、打牌等上面，休闲文化娱乐活动种类少。如下表（3.2）

表 3.2 2012—2021 年河北省文化融合发展

年份

公共图书馆

业机构数(个)

财政教育支出

（亿元）

电视节目综合覆

盖率（%）

公共图书馆书

藏量（万册）

数字电视用

户数(万户)

2021 177 1628.81 99.9 3983.6 599.02

2020 176 1596.26 99.8 3432.3 594.81

2019 173 1537.09 99.7 3063.5 570.8

2018 173 1385.59 99.3 2876.6 653.2

2017 173 1276.55 99.3 2546.8 628.42

2016 172 1134.9 99.3 2339.9 755.59

2015 172 1041.16 99.3 2199.8 821.95

2014 172 868.87 99.3 2104.7 750.29

2013 173 837.63 99.3 1937.4 687.29

2012 172 865.54 99.3 1934.5 582.93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

3.1.5 生态融合发展状况

以生态融合发展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十三五”

期间以来，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空气质量方面，全省的 PM2.5平均浓度

同比下降 10.8%，2020 年全年优良天数比例为 69.9%,高于 2017 年 9 个百分点；在水环境

治理方面，2020 年，全省水质监测结果显示，达到或者优于三类水质断面比列为 65.2%,

四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26.2%，同比分别提高 6.6 个百分点、3.6 个百分点，农村生活污水

无害化处理设施覆盖面达 2.8 万村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农村的生态环境默默承受着城市发展所带来冲击。一方面，农村面临着城市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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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废气、废水、废物等“三废”的外来污染源，另一方面，农村在传统农业生产方面，

对化学肥料、农药等的滥用，造成水源、土壤的污染。除此之外，城市的过度扩张，也造

成了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两者

间物质循环过程的畅通无阻，城乡生态融合有益于城乡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效益的优化

协调。概言之，实现城乡生态融合需要本着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实际，做好统筹规划。

3.2 城乡融合发展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原则

3.2.1 指标选取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准确反映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也是分析城乡融

合发展程度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指标体系建立之前，梳理了学者关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

筹、城乡融合等相关文献资料，借鉴前者研究指标基础，并遵循以下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综合性原则。城乡融合发展的涵盖面广泛，为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城

乡融合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对前文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阐释。指标的选取越完

整且丰富，就越能够全面可靠地反映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因此，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从不同角度对城市与乡村相关的指标进行甄别和筛选。

（2）代表性原则。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多方面内容，指标体系的

构建也要根据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展开分析。所以指标的选取，一方面既要可以反映城乡差

距水平，又有对城乡发展融合发展动力指标的体现；同时，考虑到城乡融合发展是个多层

次的体系，在选取指标要理清各个指标的层次结构，选取指标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确保指

标的代表性，尽量避免指标的重复使用，防止冗余出现。

（3）可比性原则。城乡融合发展是时间与空间同步进行的一个发展历程。为保证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不同年份的可比性，尽量选取平均指标和相对性指标；同时，各项指标

数据的统计口径尽可能保持一致。

（4）实用性原则。本文针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量，而在数据搜集过程中，

可能出现理论中的指标数据并未在现实情况中公布；此外，在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的研究时，可能由于受主观因素而导致数据难以量化。对此，在对指标的选取时，既要注

重理论数据分析的完整性，又要充分借助政府和权威媒体公布的相关数据，保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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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以确保城乡融合水平评价结果的可靠与有效。

3.2.2 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所采取的较为常用模型之一，它的构建原理

是：通过构建城乡发展综合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同时兼顾城乡两个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与相互交融和发展的特性。鉴于此，本文以围绕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结合河

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情况，并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结合河北省的现实情况，构建经

济融合、空间综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与文化融合为五大板块的指标体系，具体构建思

路如下：

从“城乡浑然一体到城乡分离与对立再到城乡联系最后到城乡融合”的城乡关系演变

规律出发，城乡互动与融合蕴含了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城乡间互动与相互依存的必然诉求。

首先，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本、信息、技术与人

才等资源优势，能够对周边乡村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以城乡资源融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同样，农村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等天然禀赋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其次，空间融合为

城乡融合提供基本载体。空间融合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与空间功能，促使城乡社会形成功

能互补与互惠共生的发展格局。城乡资源、能量、人口与资本的双向互动使得城市与乡村

以“城市发展生态化”与“农村空间综合化”耦合协调生产、生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再次，社会融合的层次与水平是衡量城乡融合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社会融合发展利于打

破城乡制度上和观念上的二元结构，致力于形成乡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新格局，最终实现

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融合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主要抓手。

然后，生态融合一来利于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二来有助于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最

后，文化融合为城乡融合提供精神支持。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乡

村文化的挖掘以及赋予新时代内涵，增强农民群众对乡村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和强烈归属感、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变革意识、

创新意识能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新动能，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也离不开传承与借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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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基于上文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思路，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确定与

选择，主要采用了文献梳理法。第一，对近年来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的

相关核心文献进行梳理，从已有学者的研究观点与研究分析出发来构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架构。周佳宁等（2019）从多维视角对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

测度
[66]
；吕丹等（2018）在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研究时，基于经

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城乡基础设施基础、公共服务及生态环境五个层面展开探究
[67]
；

刘融融等（2019）通过人口、资本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

价与分析
[68]
；魏后凯（2020）指出：“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融合，而是包括要素、

居民、社会、生态以及产业在内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
[69]
”。谢守红（2020）基于城乡

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生活融合这三个层面来构建指标体系；施建刚（2022）在对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的研究时，从经济、社会、空间、人口及生态融合五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70]
；

马志飞（2022）认为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可以从经济、社会、生活与空间四个维

度融合指标来展开实证研究
[71]
。其次，在相关文献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指标选择所

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并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数据，

确定了从经济、空间、社会、生态与文化融合五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最后，对所选取

指标的涵义进行解析，进而出构建出衡量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见下

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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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指标有关说明

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

城乡经济融合

（A1）

经济总量（B1）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X1）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城乡居民收入（B2）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X2） 城镇总收入/农村总收入（%）

城乡居民消费（B3）

非农产业占比（X3）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

城乡人均 GDP（X4） 生产总值/城乡总人口

城乡产业结构（B4） 城镇化率（X5） 城镇人口/总人口（%）

城乡人口结构（B5） 泰尔指数（X6）

城乡空间融合

（A2）

城乡往来（B6）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X7） （万辆）

城市空间空间扩张（X8）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

旅客周转量（X9） （亿人公里）

建成区面积 （X10） （平方公里）

电话普及率（X11） （部/百人）

城乡社会融合

（A3）

城乡社会保障（B7）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收比（X12） （%）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X13） (万人)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 X14） （亿元)

城乡卫生院床位数之比（X15） （%）

城乡文化融合

（A4）

城乡文化差异 （B8）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X16） (个)

财政教育支出（X17） （亿元）

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X18） （%）

城乡文教娱乐支出比（X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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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以下是对该指标体系的各项说明，以便更好地理解：

（1）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相关指标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X1）、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X2）、泰尔指数（X6）等经济指标反映出城乡之间收入、消费等差异

程度；城乡人均 GDP（X4）代表某区域的经济实力与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城

乡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分别以农业与非农业为主，因此选用非农产业

占比（X3）指标。

（2）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相关指标

推动城乡空间融合发展能够为构建良好的城乡空间结构奠定条件，促进城乡间要素相

互流动。城市空间扩张（X8）、建成区面积（X1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区域发展活力，

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度与变化；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X7）、旅客周转量（X9）、电话

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X11）等指标反映出城乡之间要素、信息等因素的相互往来程度。

（3）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相关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指标有关说明

城乡生态融合

（A5）

城 乡 绿 化 及 环 境

（B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0）

绿化覆盖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

（%）

森林覆盖率（X21）

森林覆盖面积/土地面积

（%）

工业污染治理 （X22）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万元）

工农业用水量之比 （X23）

工业用水总量/农业用水量

（%）

二氧化硫排放量（X24） (万吨)

氮氧化物排放量（X25） （万吨）

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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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会融合利于推动城乡关系和谐发展，利于经济发展成果由城乡居民共享。主要

选取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收入之比（X12）、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X13）、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X14）、城乡卫生院床位数之比（X15）等指标。主要集中

在城乡医疗方面差距水平。

（4）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相关指标

城乡文化融合利于推动城乡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精神的富裕以及文化活动的多样性。

主要采用了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X16）、财政教育支出（X17）、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X18）。

（5）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态相关指标

生态环境是城乡区域其他功能有序发展和运转的重要基础，反映出城乡区域之间是否

可持续发展。主要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0）、森林覆盖率（X21）、工业完成治理情况

（X22）、工农业用水之比（X23）、二氧化硫排放量（X24）、氮氧化物排放量（X25）、治理

废气项目完成投资等指标（X26），前二者主要反映出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后几者反映出

污染治理程度。

综述，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选取及体系设计，主要是从城乡经济、空间、文

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考虑，从而以此来反映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程度，进而为河北省

城乡融合发展量化分析提供一定的基础。

3.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3.3.1 评价方法选择

根据已有学者针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评，首先要对所选取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赋

值。其中部分学者在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时，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评判法等主观赋权法，

该类评价方法难以避免受主观因素影响，进而导致评价结果不稳定；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因

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客观赋权法，相对主观赋权法，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评价结果。基于

此，本文在研究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将采用熵值法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最

大程度保持各项指标权重的客观性。

3.3.2 熵值法基本思想与主要步骤

（1）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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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本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所创造的一个热力学概念。在系统信息论中，熵是对不

确定性的一种度量。熵值越大，所代表的系统越混乱且携带的信息越少；反之，熵值越小，

所代表的系统越有序且携带的信息越多。同时，依据熵的特性，可以以熵值来判断某个事

件的随机性与无序程度，也可以通过计算熵值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作为一种客观赋

权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值，以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来判断该项指标对整个系统的影

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

（2）主要步骤

1.数据标准化处理

假设评价体系中包含 n个评价对象、m个指标，将所收集到的数据，作成一个 nxm 的

原始数据矩阵 X，X=（Xij）nxm，则χij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i=1,2,3…，n；

j=1,2,3…m）

在计算指标前，首先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并不是统

一的），将指标的的绝对值转为相对值，从而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

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 = ���−��� ( ��)
��� ( ��)−��� ( ��)

（正向型指标） （3-1）

�'�� = ��� ( ��)−���

��� ( ��)−��� ( ��)
（负向型指标） （3-2）

其中，�'��代表第�个年度第�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为第�个年度第�项指标原始数值，

��� ( ��)、��� ( ��)分别代表第�项指标所有年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本次指标体系均为正

向型指标。

对于第�个年度第�项指标所占的比重 P值的计算：

��� = �'��
�'���

（3-3）

对于第�项指标的信息熵的确定：

�� =− � � ��� �� ( ���)� ,其中� = 1
�� ( �)

,且� > 0，使得�� ≥ 0，�为评价年度个数，这里

为 10。

第�项指标信息熵的冗余度：

�� = 1 − �� （3-4）

第�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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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5）

五大维度各年度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水平结果：

� = �=1
� �� ∗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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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实证研究

4.1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4.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取指标数据的时间确定为 2012-2021 年，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1 年的《河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公开出版物。针对数据缺失方面，则采用了均值替换法、平滑法等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根据公式（3-1）、（3-2）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与计算，所得的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如下表

（4.1）；再次，根据模型公式确定指标正向或者负向属性，并根据熵值法对指标进行权

重计算。如下表（4.2）所示。

表 4.1 河北省 2012-2021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X1 1.0000 0.8036 0.6965 0.6786 0.6786 0.6964 0.6607 0.5893 0.4943 0.0000

X2 0.0000 0.01528 0.4488 0.4583 0.4488 0.4457 0.5055 0.5795 0.7591 1.0000

X3 0.0441 0.0000 0.1152 1.0000 0.5613 0.7451 0.8137 0.7132 0.6397 0.7402

X4 0.0000 0.6700 0.1205 0.1875 0.3080 0.4330 0.5357 0.6786 0.7367 1.0000

X5 0.0000 0.1166 0.1986 0.3349 0.4698 0.5837 0.6807 0.7614 0.9275 1.0000

X6 1.0000 0.8206 0.5382 0.4735 0.4206 0.3676 0.2765 0.1853 0.0647 0.0000

X7 0.0000 0.0898 0.1984 0.3336 0.4890 0.6166 0.7409 0.8419 0.9243 1.0000

X8 0.0000 0.0723 0.1446 0.2892 0.4578 0.6627 0.7952 0.8434 0.9398 1.0000

X9 1.0000 0.7316 0.8791 0.7963 0.8288 0.8871 0.8955 0.9241 0.0000 0.1026

X10 0.0000 0.0889 0.1741 0.3796 0.587 0.7056 0.7852 0.8204 0.9204 1.0000

X11 0.0000 0.1497 0.194 0.0933 0.4315 0.5639 0.7719 0.8066 0.8577 1.0000

X12 0.0000 0.3749 0.2624 0.2343 0.889 0.5696 1.0000 0.7711 0.9156 0.5804

X13 0.0000 0.0898 0.3199 0.4844 0.5105 0.6393 0.8112 0.8685 0.9693 1.0000

X14 0.0000 0.093 0.1238 0.3997 0.4409 0.5793 0.7880 0.8434 0.9150 1.0000

X15 0.0099 0.0111 0.0000 0.157 0.2583 0.434 0.6306 0.8903 0.951 1.0000

X16 0.0000 0.097 0.1455 0.2303 0.3212 0.6424 0.8909 0.9272 0.9578 1.0000

X17 0.0952 0.1905 0.5238 0.1905 0.0000 0.4762 0.381 0.7143 1.0000 1.0000

X18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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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河北省 2012-2021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表 4.2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五个方面指标权重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信息熵 冗余度 权重 属性

经济融合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 0.9459 0.0541 0.0841 正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 0.9159 0.0841 0.1308 正

非农产业占比（%） 0.8795 0.1205 0.1874 正

城乡人均 GDP（万元） 0.8546 0.1454 0.2260 正

城镇化率（%） 0.8890 0.1110 0.1726 正

泰尔指数 0.8719 0.1281 0.1992 正

空间融合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万辆） 0.8841 0.1159 0.2030 正

城市空间空间扩张（%） 0.8702 0.1298 0.2274 正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0.9213 0.0787 0.1379 正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0.8864 0.1136 0.1990 正

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部/百人） 0.8671 0.1329 0.2328 正

社会融合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收入之比（%） 0.9095 0.0905 0.1364 正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0.8991 0.1009 0.1521 正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亿元) 0.8768 0.1232 0.1856 正

城乡卫生院床位数之比（%） 0.7917 0.2083 0.3139 正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X19 0.1578 0.4666 0.8901 0.5001 0.1714 0.2771 1.0000 0.312 0.0379 0.0000

X20 0.7323 1.0000 0.7205 0.3386 0.5276 0.1299 0.0000 0.2638 0.4409 0.9646

X21 1.0000 0.9521 0.8717 0.8026 0.3307 0.2301 0.1539 0.1061 0.0000 0.0076

X22 1.0000 0.8905 0.7492 0.5861 0.5029 0.4622 0.3886 0.2489 0.0000 0.0532

X23 0.1231 0.4403 0.8565 0.4058 0.1829 0.2223 1.0000 0.2342 0.0241 0.0000

X2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667 0.8333 1.0000

X25 0.0353 0.0000 0.0395 0.2572 0.3758 0.5548 0.6926 0.8841 0.9589 1.0000

X2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525 0.3662 0.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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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五个方面指标权重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信息熵 冗余度 权重 属性

生态融合

文化融合

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0.8594 0.1406 0.2119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8648 0.1352 0.1358 正

森林覆盖率

（%）
0.9031 0.0969 0.0974 正

工业完成治理情况

（万元）
0.8367 0.1633 0.1641 正

工农业用水之比

（%)
0.8942 0.1058 0.1063 正

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0.8058 0.1942 0.1951 正

氮氧化物排放量

(万吨)
0.8847 0.1153 0.1159 正

治理废气项目完成

投资（万元）
0.8156 0.1844 0.1853 正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

(个)
0.6599 0.3401 0.2405 正

财政教育支出

（亿元）
0.8343 0.1657 0.1172 正

电视节目总覆盖率

（%）
0.4713 0.5287 0.3739 正

4.1.2 评价结果及分析

（1）评价结果

根据上文熵值法测得各指标的相关权重，由熵值法的原理及过程，可以计算 得到河

北省 2012-2021 年这 10 年期间有关经济、空间、社会、生态、文化五个方面的城乡融合

度的综合评价得分及变化趋势，具体如下表（4.3），为更清晰直观了解城乡各个维度融

合趋势，由该数据制作成折线图（4.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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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12—2021 年河北省城乡各个维度融合发展水平结果

图 4.1 2012—2021 年河北省城乡各个维度融合发展水平趋势折线图

（2）城乡融合发展多维度融合评价

城乡社会融合在 2012—2014 年发展较为缓慢，2014—2018 年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在 2018 年后，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再次进入缓慢阶段，2020—2021 年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呈

年份 经济融合 空间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文化融合

2012 0.2916 0.1379 0.0031 0.4505 0.0102

2013 0.2863 0.1881 0.1061 0.5794 0.1070

2014 0.3076 0.2742 0.1383 0.8069 0.1069

2015 0.4988 0.3405 0.2779 0.5411 0.1751

2016 0.4554 0.5349 0.4299 0.3383 0.1652

2017 0.5283 0.6698 0.5549 0.3610 0.1845

2018 0.5677 0.7906 0.7929 0.5736 0.2360

2019 0.5806 0.8411 0.8696 0.3666 0.4791

2020 0.5976 0.7841 0.9437 0.2908 0.7321

2021 0.6680 0.8763 0.9427 0.3434 0.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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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稍稍下降趋势。

在城乡经济融合方面，城乡人均 GDP、泰尔指数、非农产业占比这三项指标的权重较

高，说明河北省城乡方面在这些方面改善明显。城乡人均 GDP 方面，2012 年河北省城乡

人均 GDP 为 3.18 万元，2021 年城乡人均 GDP 增长至 5.42 万元，河北省城乡人均生产总

值呈现连续增长，与城乡人均 GDP 变化趋势一致；泰尔指数衡量的是某一区域内或者个人

的收入差距，2012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泰尔指数为0.1014，而2021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0674，

河北省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非农产业方面，2012 年河北省非农产业占比为 87.01%，

2021 年非农产业占比为 89.95%，非农产业比重变化并未十分显著。从整体上看河北省城

乡经济融合，2014 年为一个较为显著的拐点，2012—2014 年，经济融合水平处于发展缓

慢阶段，2014—2021 年期间，特别是 2014—2015 年，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水平有着十分明

显的上升，之后上升速度放缓，但是总体为上升趋势。

在城乡空间融合方面，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城市空间空间扩张、城乡居民

私人汽车拥有量这三项指标权重较大。河北省城乡电话普及率由 2012 年的 92.8%增长到

2021 年的 125.06%，电话普及率的提高，城乡之间通信往来日益密切；2012 年河北省城

市空间扩张为 1.98%，2021 年城市空间为 2.81%，增加近 1个百分点，城市空间扩张上升，

河北省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建设强度加强，城市空间扩张得益于河北省各市区支持撤县设

区等举措，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加快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在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

量方面，2012 年数量为 624.04 万辆，2021 年数量为 1686.89 万辆，增长数量约为 3倍，

城乡居民往来互通日益加紧。从城乡空间融合变化整体趋势来看，2012—2021 年空间融

合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 2015 年之后，城乡空间融合改善较为明显。

在城乡社会融合方面，城乡卫生院床位数之比、光缆线路长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三者指标的变化相对明显。2012 年河北省城乡卫生院床位数之比为 34.81%，

2021 年该比重升至为 74.99%，说明乡村卫生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不断缩小；光缆线路长度由 2012 年的 65 万公里增长到 2021 年的 230 万公里，增长率约

为 4倍；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方面，基金支出不断增加，从 2012 年的 49.1

亿元增加至 2021 年 172.7 亿元，这表明一方面河北省城乡居民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城乡

居民生活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河北省城乡人口老龄化日益上升，养老压力不断

加重。

在城乡生态融合方面，森林覆盖率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升幅度较小，在工业完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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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与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这两个方面变化相对明显。从生态融合发展整体上看，整

体变化趋势相对曲折。2012—2014 年，河北省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水平上升迅速，由 2012

年的 0.4505 上升至 2014 年的 0.8069；而在 2014 年之后，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到 2016

年下降到最低点；2016 年—2018 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水平趋于上升阶段，在 2018 年到

2020 年，生态融合发展又处于下降趋势，2021 年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河北省城乡

生态融合发展水平总体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曲折蜿蜒变化。

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公共图书馆书藏

量等指标权重相对较大。2021 年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为 99.9%，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几乎

涵盖河北省城乡区域；在财政教育支出方面，2021 年河北省城乡财政教育支出为 1628.81

亿元，约为 2012 年财政教育支出的 2倍。从城乡文化融合整体变化水平可以得出，2012

—2018 年，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水平较为缓慢，自 2018 年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水平呈现

快速上升趋势。

4.2 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测度

4.2.1 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原理

为了进一步测算出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计算五个方

面的整体融合水平，具体如下:

（1）计算耦合度�：

� =
5 �1∗�2∗�3∗�4∗�5

(�1+�2+�3+�4+�5) 5
（4-1）

其中，�1、�2、�3、�4、�5分别表示同一年度河北省经济、空间、社会、生态及文

化融合发展水平。

（2）计算综合发展指数�：

� = � ∗ �1 + � ∗ �2+� ∗ �3 + � ∗ �4 + � ∗ �5 （4-2）

其中� + � + � + � + � = 1，�、�、�、�、�分别表示五个融合维度的重要程度，这

里认为同等重要，即分别取 0.2。

（3）计算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耦合协调度�:

� = � ∗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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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4.2.2 实证结论与分析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计算河北省城乡整体融合水平，结果如下表（4.5）与图（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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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耦合协调度

图 4.2 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耦合协调度

2012—2021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衡到良好协调，总体呈现良

好发展趋势。2012 年（0.2376）至 2013 年（0.4518），河北省城乡整体融合发展耦合协

调度上升趋势明显，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决议，同时，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加快实现城乡

年份 耦合度 C 综合指数 T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程度

2012 0.3161 0.1787 0.2376 中度失衡

2013 0.8056 0.2534 0.4518 濒临失衡

2014 0.7696 0.3268 0.5015 勉强协调

2015 0.9243 0.3667 0.5822 勉强协调

2016 0.9296 0.3848 0.5981 勉强协调

2017 0.9138 0.4597 0.6481 初级协调

2018 0.9207 0.5922 0.7384 中级协调

2019 0.9484 0.6274 0.7714 中级协调

2020 0.9309 0.6697 0.7895 中级协调

2021 0.9415 0.7436 0.8367 良好协调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45

发展一体化进程，为此河北省政府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战略举措，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使得改革开发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如 2013 年 3 月河

北省住建厅所发布的《2013 年全省村镇规划建设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求加强小城镇

建设，加快推进村镇两长（场）建设。”

2014—2017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这一段时

期河北省整体城乡融合发展较为平缓，由 2014 年的 0.5015 上升到 2017 年的 0.6481。该

段时期河北省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样的，也是正处于城镇化和城乡一

体化加速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牢牢一步一步地夯实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提高，2016 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实施了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师范区建设规划，明

确了河北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发展路径和战略任务，提出

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关键举措。同时，河北省政府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将保

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为重点；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基础，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

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2017—2021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为良好协调阶段。2017 年河北省城乡

整体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度为 0.6481，而到了 2021 年就上升为 0.8367。这一成就的取得离

不开河北省政府的相关政策颁布。《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规划

（2016-2020）》提出，构筑“两翼、四区、五带、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并以 2017 年

党的十九大召开，坚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为依托

背景。集中力量来将省会城市石家庄建设为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现代化城市，促进省会中

心城市功能性的扩容；培育发展新生中小城市，加大对县级市市区、县城支持力度，推动

公共资源向县级市市区、县城倾斜配置。有重点地培育特色小城镇，加大对经济发达镇的

支持力度，推动 23 个省级经济发达试点镇加快向现代新型小城市迈进。这些举措是推动

河北省整体城乡融合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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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本小节内容建立在上文中的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首先是对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以及计算方法的概述；其次

是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主导因子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探究河北省各

个区域之间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差异性。

5.1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5.1.1 地理探测器模型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系统，影响其融合发展水平也是由多种因子驱动决定。地

理探测器模型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驱动因子与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空间统计方法。相比

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即使样本数量小于 30，也可以来判断因变

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利用自变量的类型量属性，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样本的代表性。总之，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对样本数量少于 30 的情况下，

对于回归结果更为准确，因此，也被广泛运用于土地利用变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层面

的研究中，地理探测器模型一般包括因子、交互、生态、风险探测等四大类型。本文以河

北省为研究对象，收集数据样本为基准，采用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的主导因子、各因子交互作用进行分析。

（1）模型构建原理

本文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因子探测器及交互探测器对影响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各个因子进行分析，从而探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子探测。因子探测器的主要思想是将某一个区域空间根据 X值划分为若干个小分区，

比较小分区内方差总和与整个区域空间方差的关系，进而得出空间分异情况。因此，通过

因子探测器探测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情况，并对各个因子对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分异情况进行解释。其计算公式为：

� = 1 − ℎ−1
� �

ℎ
σ

ℎ
2�

�σ2 =1 − SSW
SST

（5-1）

SSW = h=1
L Nhσh

2� ,SST=N�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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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h=1,2,...,L：自变量 X和因变量 Y的分类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代表

分类或者分区；Nh代表的是第 h 层的样本数量，N 表示的是采取样本的总数量；�2、σh
2

分别代表：整个区域 Y值的方差、第 h层中的 Y的方差值；SSW 是自变量所有分类的方差

之和，SST 整个区域内的总方差。通过公式可以得出，SSW/SST 与 q 的取值范围为[0,1]，

显然地，SSW/SST 越大，空间分异越小，此时 q越小；SSW/SST 越小，空间分异越大，此

时 q越大，而 q值越大表明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

反之亦然。若某一个因子的 q值越大，进而可以表明该因子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

水平越强，反之亦然。

5.1.2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子选取与数据来源

（1）驱动因子选取说明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主要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因子进行分析与分类，主要涉

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信息水平与生态环境等五个方面构建驱动因子指标体

系，从中选取了 14 个指标作为原始数据，并依据上文的熵值法对其所选取指标进行分析

与计算。同时，将本论文中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所得的融合总

分作为因变量，14 个指标作为模型的自变量，利用 Arc GIS 平台中的自然断点法将因变

量的数值型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从而转为类型变量。其中表（5.1）为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信息水平与生态环境等五个方面所选取

的驱动因子指标名称及性质；表（5.2）为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各维度融合及整体

融合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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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表 5.2 2021 年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各维度融合及整体融合得分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经济发展

城乡人均 GDP（X1） 正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X2） 正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X3） 正

空间发展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X4） 正

建成区面积（X5） 正

互联网用户（X6） 正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数（X7） 正

城镇化率（X8） 正

文化水平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X9） 正

电视综合覆盖率（X10） 正

教育一般财政预算支出（X11） 正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X12） 正

建成区绿地面积（X13） 正

人均绿地面积（X14） 正

名称 年份 经济融合 空间融合 社会融合 文化融合 生态融合 融合总分

邯郸市 2021 0.0290 0.1323 0.0818 0.0837 0.1071 0.4340

石家庄市 2021 0.1112 0.2628 0.1067 0.1483 0.1639 0.7931

唐山市 2021 0.1085 0.1785 0.1301 0.0994 0.1554 0.6720

廊坊市 2021 0.0939 0.0457 0.0586 0.0644 0.0385 0.3012

承德市 2021 0.1471 0.0153 0.0316 0.0193 0.0936 0.3070

张家口市 2021 0.1174 0.0299 0.0431 0.0630 0.0466 0.3002

衡水市 2021 0.0233 0.0177 0.0097 0.0429 0.0389 0.1325

保定市 2021 0.0353 0.1822 0.0724 0.1245 0.0976 0.5120

沧州市 2021 0.1334 0.0808 0.0451 0.0963 0.0204 0.3759

秦皇岛市 2021 0.1162 0.0331 0.0450 0.0210 0.0636 0.2788

邢台市 2021 0.0264 0.0899 0.0533 0.0822 0.1128 0.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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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探测结果分析

（1）主导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鉴于 q 值的取值范围为[0,1]，并且数值越大，则代表该因素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越强，反之亦然。对所选择的 14 个指标进行显著性检验，均通过检验。下表（5.3）

为因子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的探测结果。

表 5.3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由上表（5.3）可得出，从整体上看，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X4）、建成区面积

（X5）、教育一般财政预算支出（X11）、建成区绿地面积（X13）这 5个因子的 q值均大于

0.8；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X2）、人均绿地面积（X14）这 2个因子的 q值均小于 0.1，因

此，在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建成区面积、教育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建成区绿地面积

是影响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人均绿地面积在驱动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弱。从各个维度上看，在经济融合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X3）

q的值大于城乡人均 GDP（X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X2），说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X3）对河北省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较为明显；在空间融合中，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

有量（X4）因子的 q值最大，其次是建成区面积（X5）因子的 q 值，代表这两个因素在促

进河北省空间融合发展作用明显；在社会融合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X6）因子

的 q值 0.697 大于城镇化率（X7），则说明在推动河北省社会融合发展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人数的驱动作用较强；在文化融合中，教育一般财政预算支出（X11）在推动河北省

影响因子 q值 影响因子 q 值

X1 0.243878 X8 0.243983

X2 0.099213 X9 0.602019

X3 0.313237 X10 0.143462

X4 0.819748 X11 0.807504

X5 0.806169 X12 0.146867

X6 0.697397 X13 0.806169

X7 0.541089 X14 0.07101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50

城乡文化融合中为主导因子；在生态融合中，建成区绿地面积（X13）的因子的 q值较大，

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导因子。

（2）驱动因子交互作用分析

根据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只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单个驱动因子进行驱动效应

分析，并不能直接得出两个驱动因子共同作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作用情况，从而

有必要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器对各个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城乡融合发展进

行进一步分析。下表（5.4）为地域分异的交互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表 5.4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的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由地理交互探测器知，双因素交互效应类型有:非线性减弱、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双

因子增强、独立、非线性增强。通过上述交互因子探测结果不难得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地域分异的交互因子主要是以双因子增强，其余为非线性增强。城乡人均 GDP 与公

共图书馆业机构数（X1∩X9）、城乡人均 GDP 与人均绿地面积（X1∩X14）、城乡居民人均

消费比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X2∩X7）、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与电视综合覆盖

率（X3∩X10）、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与森林覆盖率（X3∩X1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与人均绿地面积（X3∩X1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与城镇化率（X7∩X8）等因子表

现出非线性增强；而其他因子则表现为双因子增强。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表明出河北

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并不仅仅是单个因子所主导的，而是呈现出多个因子协同驱动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 0.243878

X2 0.438632 0.099213

X3 0.486359 0.515258 0.313237

X4 0.957086 0.892987 0.930306 0.819748

X5 0.927918 0.915965 0.947240 0.920032 0.806169

X6 0.928594 0.811524 0.919037 0.908900 0915685 0.697397

X7 0.714795 0.767163 0.703450 0.855311 0.918069 0.801311 0.541089

X8 0.361200 0.438632 0.488279 0.953505 0.892443 0.926079 0.964680 0.243983

X9 0.976149 0.759877 0.883672 0.840943 0.936732 0.798596 0.741825 0.953680 0.602019

X10 0.457561 0.319064 0.673108 0.862294 0.874880 0.776175 0.645002 0.503576 0.709428 0.143462

X11 0.950107 0.893620 0.961313 0.840534 0.918615 0.893371 0.855426 0.953736 0.848195 0.890328 0.807504

X12 0.477036 0.315275 0.840162 0.856867 0.917625 0.790243 0.687526 0.489002 0.731686 0.238228 0.876693 0.146867

X13 0.927918 0.915965 0.947240 0.920032 0.823790 0.915685 0.918069 0.892443 0.936732 0.874880 0.918615 0.917625 0.806169

X14 0.471099 0.312479 0.570514 0.872607 0.959874 0.842881 0.698414 0.446747 0.793398 0.273054 0.8965514 0.319765 0.95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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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综上所述，通过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结果可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人均绿地面积等单因子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较小，但是当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比与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建成区面积、互联网用户等单因子交互作用时，城乡居民

人均消费比的交互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城乡人均 GDP、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化

率、电视综合覆盖率、森林覆盖率等单因子的驱动作用相对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人均

绿地面积单因子要强；在其他方面的单因子或者单因子交互作用均较为显著。

5.2 河北省城乡各维度融合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地理回归加权模型是是由 Brunsdon 首次提出，该模型是对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拓展。

其作用是可以利用将回归参数嵌入地理位置数据，进而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域之间的空间异

质性，从而更好地分析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各个维度空间之间的差异，其计算公式为：

��=�0(��, ��)+ �=1
� ��� (��, ��)���+�� （5-3）

式中： ��为观测值，（��, ��）为第 i 个观测点的时空坐标， �0(��, ��）为回归的常

数项， ��(��, ��）为第 i 个观测点第 k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P为变量总数， ���为第 k 个

自变量在第 i个观测点的值，��为第 i个观测点的随机误差。

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对不同变量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加明晰化。首先，本文

对 2021 年河北省各地级市的五大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分进行了回归分析，拟合度

R
2
结果为 0.9964，其次，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进行拟合，拟合度 R

2
为 0.9987，再次，

运用 Arc GIS 平台，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分为 5类，使得经济、空间、社会等五大维度对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更为清晰直观了解；最后，绘画出影响因素空间差

异矢量图，并加以说明。以下分别为经济、空间、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五大维度空间分

布特征。

5.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维度空间分布特征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社会、空间、生态以及文化不同要素组合搭配形成整体的重

要基础。如图（5.1）所示，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对经济融合的回归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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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基于地理回归加权模型的经济融合发展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从整体上看，城乡经济融合维度对河北省城乡融合的影响程度较弱，并呈现出自北向

南逐渐递增的趋势。具体来看，在河北省南部城市中，邢台市、邯郸市两个城市的经济融

合值最大，说明城乡经济融合因素发展差异对该两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大；在

河北省北部城市中，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的经济融合值为低值区域，城乡经济融

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三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小，代表城乡经济融合并不是

驱动这三个城市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河北省中部城市中，如保定市、石家

庄市、沧州市、衡水市等地区的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程

度的影响居中。

5.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维度空间分布特征

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空间融合就是将城市与农村融为一个整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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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城乡实现协调发展奠定空间基础，逐步实现城乡空间结构的一元化过程。如图（5.2）

所示，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对空间融合的回归结果表明：

图 5.2 基于地理回归加权模型的空间融合发展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从整体上看，城乡空间融合维度对河北省城乡融合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作用，并呈现

出自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趋势。具体来看，在河北省南部城市中，邢台市、邯郸市两个

城市的空间融合值最大，说明城乡空间融合因素发展差异对该两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影

响程度大；在河北省北部城市中，张家口市、承德市的空间融合值为低值区域，城乡空间

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两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小，代表城乡空间融合并不

是驱动这三个城市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河北省中部城市中，如保定市、石

家庄市、沧州市、衡水市等地区的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程度的影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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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维度空间分布特征

城乡社会融合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上，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社会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促进城乡之间的人才、资金要素流

动与合理配置具有显著作用。如图（5.3）所示，利用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对社会融合的回

归结果表明：

图 5.3 基于地理回归加权模型的社会融合发展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从整体上看，城乡社会融合维度对河北省城乡融合的影响程度较为明显，并呈现出自

北向南逐渐递增的大体趋势。具体来看，在河北省南部城市中，邢台市、邯郸市两个城市

的社会融合值最大，说明城乡社会融合因素发展差异对该两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

度大；在河北省北部城市中，承德市的社会融合值为最低值区域，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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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对该两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小，代表城乡社会融合对于承德市的城乡

融合发展的作用小，而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以及廊坊市的城乡社会融合数值大于

承德市；在河北省中部城市中，如保定市、石家庄市、沧州市、衡水市等地区的城乡社会

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程度的影响居中，推动这些市区的社会融合

发展对于促进城乡整体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作用。

5.2.4 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维度空间分布特征

城市与农村自由地参与文化生活、平等地享用文化资源，对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也是提高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如图（5.4）所示，利用地理回归

加权模型对文化融合的回归结果表明：

图 5.4 基于地理回归加权模型的文化融合发展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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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对河北省整体城乡融合的作用较为明显，并呈现

出自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趋势。具体来看，在河北省南部城市中，邢台市、邯郸市、石

家庄市这三个城市区域为文化融合的高值区域，说明城乡文化融合因素发展差异对该三个

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大；在河北省北部城市中，秦皇岛市的文化融合值为最低值

区域，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秦皇岛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小，代表城乡

文化融合对于秦皇岛市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小，承德市、唐山市的城乡文化融合数值大

体相当，而张家口市的文化融合值为河北省北部城市最高，说明促进城乡文化融合有助于

推动张家口市城乡融合发展；在河北省中部城市中，如保定市、石家庄市、沧州市、衡水

市等地区的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差异程度对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程度的影响程度较为

明显，推动这些市区的文化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城乡整体融合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5.2.5 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态维度空间分布特征

以生态融合发展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城乡融合

发展离不开两者间物质循环过程的畅通无阻，城乡生态融合有益于城乡经济、社会、生态

三者效益的优化协调。如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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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基于地理回归加权模型的生态融合发展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从整体上看，河北省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总体水平的影响较为显著，从图（5.5）显示

出，河北省城乡生态融合表现为自北向南递减。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河北省的北部地区，

其中包括张家口市、承德市；生态融合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地区，包括邢台市和

邯郸市；河北省东北部地区的生态融合值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包括唐山市、秦皇岛市与廊

坊市；中部地区的生态融合值处于中分水平，主要包括沧州市、保定市。总之，生态融合

对河北省北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影响程度较高，可以将生态融合发展作为该区域城

乡融合发展总体水平作为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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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有关城乡关系的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河北省 2012—2021 年这十年间

的相关样本数据，论述了河北省城乡该十年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空间的发展现

状，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河北省整体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

模型中的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分析了 2021 年河北省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

素，然后借助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及 ArcGis 平台绘制出河北省城乡融合水平图，揭示了河

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特征。

（1）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利用熵值法测得各指标的相关权重，由熵值法的原理及过程，得到河北省

2012-2021 年这 10 年期间有关经济、空间、社会、生态、文化五个方面的城乡融合度均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021 年中，社会融合度值（0.9427）>文化融合度值（0.8877）>

空间融合度值（0.8763）>经济融合度值（0.6680）>生态融合度值（0.3434）。具体看各

个维度的变化情况：第一，经济融合维度。2012—2014 年，经济融合水平处于发展缓慢

阶段，2014—2021 年期间，特别是 2014—2015 年，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水平有着十分明显

的上升，之后上升速度放缓，但是总体为上升趋势；第二，空间融合维度。2012—2021

年空间融合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 2015 年之后，城乡空间融合度上升趋势明显，城乡空

间融合发展改善明显；第三，社会融合维度。城乡社会融合在 2012—2014 年发展较为缓

慢，2014—2018 年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在 2018 年后，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再次进入缓慢

阶段，2020—2021 年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呈现出稍稍下降趋势；第四，生态融合维度。河

北省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大致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曲折蜿蜒变化；

第五，文化融合维度。城乡文化融合整体变化呈现出：2012—2018 年，城乡文化融合发

展水平较为缓慢，自 2018 年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2.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整体做出测算，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呈

现出整体稳中向好的良好趋势。2012 年至 2013 年，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

显，2014—2017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2017—2021

年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为良好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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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驱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因素分析中，通过地理探测器中的

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结果可知，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地域主要是以双因子增强，其余

类型为非线性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人均绿地面积等单因子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的驱动作用较小，但是当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与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建成区面积、

互联网用户等单因子交互作用时，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的交互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城乡

人均 GDP、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化率、电视综合覆盖率、森林覆盖率等单因子的

驱动作用相对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人均绿地面积单因子要强；在其他方面的单因子或

者单因子交互作用均较为显著。

4.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及 Arc GIS 平台，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

经济、空间、社会、文化、生态融合在河北省区域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经济

融合、空间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这四个维度在空间上均体现出自北向南递增趋势，

生态融合则呈现出自北向南递减趋势；空间融合对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最为显

著，提升城乡空间融合是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2）城乡融合发展面临阻碍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程度日益向好，特别是在 2021 年间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居于

首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收入之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提高，拉动了城乡社会

融合发展，而从河北省整体城乡社会融合空间角度来看，南部与北部差距较为明显，也说

明了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社会动力不平衡、不协调，对此应该在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进一步深究；同时，在五大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中，生态融合度值

（0.3434）居于末尾，森林覆盖率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升幅度较小，并且农村也面临着

城市发展所生产的废气、废水、废物等“三废”的外来污染源，另一方面，农村在传统农

业生产方面，对化学肥料、农药等的滥用，造成水源、土壤的污染。除此之外，城市的过

度扩张，也造成了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对此，为提

升生态融合发展，既要重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为产业升级转型奠定人才基础，又要强

化科技作用，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城乡产业融合新业态。

6.2 路径分析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中国现实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进一步创新与发

展，是我国城乡关系演变新的阶段。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河北省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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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进程和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凸显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河北省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省建设，本文基于生产力路径与生产关系路径、思

想文化路径及新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方面着手，来探讨推动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

6.2.1 生产力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对立的根本因素所在，要实现城乡

融合发展，先要在城市与乡村两个区域合理布局生产力，特别是要重点解决农村农业发展

生产力。“三农”问题始终是阻碍我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好“三农”

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1）重视人力资本作用

解放农村生产力，着力提升农业生产的竞争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生产

要素，不断优化人力资本供给层次与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以人力资本为依托，推动农村生

产力发展。河北省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乡村发展，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途径：第一，政府可以设置专项资金，并规范引导专项资金向乡村

地区涌入，不断缩小城乡间人力资本投入的差距；第二，对于人力资本开发较为薄弱的乡

村地区，政府可以加强九年义务教育的发展，设立乡村技能培训学校，厚植乡村人才土壤。

并结合河北省乡村地域特色与资源禀赋，推动科研机构与乡村人才培训相结合，提高人才

聚集程度。特别是对人力资本开发薄弱环节，重点扶持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农业现代化

人才素质；第三，建立健全灵活的人才制度，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人才引进政策，运用“乡

愁”“乡情”吸引技术人员或者年轻人返乡创业，重视本地人才教育与培训，积极引导农

民参与乡村建设。

（2）重视农村土地要素的盘活与高效利用

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土地作为支撑，农村土地不仅仅为人民生存发展提供立足

之地，也为其他生产活动提供物质条件。在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结合

审视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

农业现代化问题”。从土地要素上面看，河北省政府可以积极深化承包地改革，始终在保

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基础上，充分支持各类市场经营主体，通过流转方式来取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深化探索闲置宅基地的盘活与利用机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采取自营、

入股、合作等方式将闲置农村宅基地充分盘活与利用，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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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化流转手续流程；同时，借助数字技术，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为抓手，金融赋能建

立农村土地产权融资机制，提高农村土地这一要素使用率。

（3）重视发挥科技创新推动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推动城乡融合与发展，持续推进乡村产业的动力变革、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关于以科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与新举措。河北省政府在促进城乡融合中，应当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立

足于河北省实际，加强科技培育与创新。其一，强化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加快农

业现代化体系建设。打造农业产业产学研合作平台，逐渐推动科技成果与农业发展相脱节

问题，鼓励试点区域开设具有地域特色的科技农业产业园，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加快农业现代化形成。其二，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

城乡产业融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力，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升级和优化乡村产

业，培育和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方面，河北省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城乡数字产业，利

用“互联网+农业”打造智慧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现代城乡产业集成，培

育城乡产业融合新业态；另一方面，颁布相关措施，建立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

基地，发挥城乡产业资源禀赋，重点突破科技创造延伸产业链阻断问题，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提升规模经济效应。概言之，通过发挥人力、土地、科技等生产要素带动生产力发

展的作用，为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4）重视新基建的建立和完善

新基础设施建设是助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新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城

乡分工的深化，有利于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和优化配置，新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直接制约河

北省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第一，以数字化、网络化等新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传统

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升级。充分发挥城市区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乡村地区的传统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传统基础设施的边际报酬，进而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河北省政府在结

合本省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明确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范围，破除对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隐性障碍，降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资门槛，以此来为城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

分发挥数字经济潜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医

疗、金融、制造业等领域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环节的融合发展。第三，以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优化。河北省应当充分发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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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促进城

乡设施联动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促进节能

减排与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并举，打造绿色乡村。同时，逐步提升新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形成串连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绿色交通网络，全面提升城乡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

定性及可持续性。

6.2.2 生产关系路径

国家战略和政策取向对城乡关系演化路径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府实施

“五年计划”，特别是在 1953 年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城乡关系发生变化：

即平等向不平等转变，加之，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城乡关系形成“分割”局面。实

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以来, 农村开始开展市场化，农村经济由此获得迅猛发展，城乡关系

得到缓和，从之前的“分割”局面开始趋向于“融合”；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发展，尤其是在 1992 年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促成了“发展型”地方

政府的出现, 城乡关系再次走向失衡；政府站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上，实施废止农业税

的政策, 目的就在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由此城乡关系严重失衡的形势得以扭转；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后, 城乡关系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城乡关系带入融

合发展的新时代。综述，不同时期国家所实施的战略对城乡关系未来发展仍然会产生重要

影响，也就是说，未来的城乡关系演变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会呈现出“路径依赖”。

同时，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分工是导致城乡分离的根本原因，而城乡分离的关系又进一

步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除了倚靠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而且也需要

生产关系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期阶段以来，为推动我国城乡关系不断向和谐方

向发展，党和国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

河北省应当紧跟党和中央对于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举措的方向，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借助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来打破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藩篱。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基础上，深化承包土地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探索农村集体产权有效实现形式，稳妥推进农村集体经

营性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同时，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引领并

支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等新产业，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第

二，逐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畅通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互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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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现城乡要素融合。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人口有序流动迁移制度，不

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实现卫生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

务全面覆盖。鼓励城市人才入乡机制，完善优秀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第三，河北省政府可

以建立健全要素流动机制，要素的平等流动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快构建城

乡一体化要素市场，优化生产要素的资源合理配置，促提升城乡生产要素平等双向流动能

力。利用数字要素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信息化建设。总体来说，从生产关系

路径分析，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实现人的自由迁徙与社会融合、工农部门“效

率收敛”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

6.2.3 上层建筑路径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思想

恩格斯指出：“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路径，确保改革成果惠及更多更广泛人民群众，

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价值之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打破以往的重城轻乡的思想观

念，加大对乡村地区的关注力度。河北省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时，结合区域发展

实际情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逐渐有序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居民权

利享受差别，将增加农村的福祉作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促进共建、共享、共治的

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的良性发展。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已经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与技能培训，培育农民

“主体意识”，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思想动力支持。

（2）落实农民权利保障制度

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因此，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国家就

多次强调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赋予农民主体地位, 这不仅仅有利于凸显出农民这一

主体在实施国家战略中的影响和地位，而且也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农民的重视和尊重。农民

在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程度。政府需要不断认识城

乡关系演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既要从经济上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地位，又要在国家权利

结构中给农民足够的发言权。从历史经验中我们发现, 满足农民的权利需求并给予制度和

组织保证,是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动纠偏机

制。鉴于此，作为城乡关系的主体, 广大农民群众会主动选择有利于实现自身权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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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

（3）发挥“乡贤”文化思想

城乡文化融合既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的内在表现，又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的精神

支持。河北省乡村地区承载着多种类、多层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各个乡村地域特

色文化，加大对古代文物、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培育和发展具有乡

村特色的旅游产业。同时，注重乡贤文化作用的发挥，组建“乡贤参事会”、“乡贤工作

室”等乡村自治组织，引导乡村形成社会见贤思齐、见德思义的良好氛围，激发“在土乡

贤”和“离土乡贤”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热情的“润滑剂”，以乡贤文化作为连接城乡

文化、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精神“黏合剂”，为城乡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传统文化给养

和时代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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