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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城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在国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减少相对贫困背景下。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重庆市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使

用ArcGis对其结果进行时空上的可视化分析，并计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重庆市县域城

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整体偏高，逐年上升且各县域之间耦合协调度水平也越加均衡；② 以市

中心为核心及成渝城市群所涵盖的区域呈现出耦合协调度高的先行区；③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

数与是否成渝城市群市对协调度正向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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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seat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urbanization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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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ion with county sea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reducing the reduc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calculate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ongqing, use ArcGis to vi-
sually analyze the results in time and space, and measu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overal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ongqing is high, and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mong counties is 
increasing; ② taking the central area and the areas with high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③ and 
the per capita production in highway mileage and citie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oordi-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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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我国实现全面摆脱贫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县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中的

重要部分，县城不仅连接城市，而且服务乡村，是城市和乡村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上能承接大中城

镇的辐射带动、下能引领和带动乡村振兴[1]。2022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县城是城市和乡村的融合

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促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国的绝对贫困已全面消除。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预防区域性返

贫，扶贫工作重心逐渐从绝对贫困治理转移至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广泛存在于区域间与城乡间，主

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

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建设。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城镇化与城乡

收入差距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聚焦于该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城镇化对城乡收入的影响方面，一是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负面效果，如

穆红梅等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率会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扩大[2]；叶阿

忠等基于 PVAR 模型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3]。二是认为城镇化发展促进了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如王森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4]；周小刚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强效应更

大，以此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5]。三是探讨城镇化发展的内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张晖等基

于我国 19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城镇化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6]；刘赫等依据贵州省

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度等指标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而产业结构、教育差距等指标则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7]。四是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的动态变化，大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 U 型关系[8] [9] [10]，城镇化先增大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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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收入差距，而随着城镇化率增大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城镇化又开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
在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上，第一类观点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如程开明等计量

分析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12]，赵霞等通

过协整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城镇化正相关[13]。第二类观点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城镇化进

程，向书坚等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对本地区与相邻地区城镇化发展[14]；
张耀军等人建立普通多元线性回归、联立方程和空间联立方程计量模型发现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对本地的城镇化会有明显的阻碍作用[15]。 
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基于大量的数据和多种方法来探究城镇化与城乡

收入差距相互的关系。但是，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运用省级或者地市级数据作为支撑来研究忽略了内部的

差异性，县域作为连结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节点，其城镇化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切相关；另一方面，已有

研究大多数将视野聚焦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一方，忽略了对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探讨与研究。 
县域城镇化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县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县域城镇

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是消除相对贫困的重要地区。

重庆市是西南地区发展较好省市，是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鉴于此，本文选择重庆市作为案例地，

首先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地认识重庆市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的时空特

征，再对影响两者协调度水平的因素进行探索，以期为推动两者协调共同发展提供参考。 

2. 指标、方法和数据 

2.1. 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关于县域城镇化的指标，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既县域城镇化率等于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

值。县域城镇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it it itU UP TP=                                       (1)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县域单元和年份， itU 表示县域城镇化率， itUP 表示城镇常住人口数， itTP 表示

县域总人口数。 
根据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质以及便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提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it it itG R C=                                        (2)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县域单元和年份， itG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itR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tC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示城乡

收入差距指数，但其结果往往大于 1，且其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为了便于耦合结果分析，故将其

反过来，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代表城乡收入差距，其结果往

往小于 1，且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2.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耦合度是对这种相

互作相互作用的度量[16]。本文结合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机理，借用耦合的概念和统计学

中离差系数的概论，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度函数，如下式所示： 

( ) 2
it it

it
it it

U G
E

U G
+

=
+

                                     (3) 

式中： itE 是耦合度，其大小在 0~1 间，代表县域城镇化( itU )与城乡收入差距( itG )两个系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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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的强度。耦合度越大，表示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越强。为了一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引入

协调度概念，构建耦合协调度函数，如下式所示： 

it it it it it itD E T T U Gα β= ⋅ + ⋅= + ，                              (4) 

式中： itD 是耦合协调度系数， itD ∈[0, 1]， itD 值越大，两变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 itT 是综

合实力指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与县域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衡量县域城镇化、城

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程度，基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相互作用，认为两者同等重要，设定 α、β
分别为 0.5、0.5。已有文献普遍把耦合协调度分为 10 种类型[17]，本文采用这种标准(表 1)。 

 
Table 1. Coupling of coordination standard 
表 1. 耦合协调度标准 

D 值 协调类型 D 值 协调类型 

0~0.09 极度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1 优质协调 

2.3. 数据来源 

重庆市共有 38 个区县(区、县级市、省直管县市)，因渝中区城镇化率为 100%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

故本文研究测算 2016~2020 年重庆市除渝中区外的 37 个县(区、县级市、省直管县市)县域城镇化与城乡

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涉及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县域城镇化指标，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其中涉及

数据均来自 2017~2021《重庆统计年鉴》。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总体性评价 

Table 2.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2. 耦合协调度的统计性描述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最大值 0.8466  0.8483  0.8493  0.8525  0.8580  

最小值 0.5829  0.5899  0.5972  0.6061  0.6241  

均值 0.7003  0.7061  0.7113  0.7177  0.7302  

标准差 0.0775  0.0758  0.0738  0.0715  0.0663  

 
通过对 2016~2020年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 2)，可以发现：

① 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处于 0.58~0.86 区间，均属于协调范围，各年份均值均

在中级协调区间，说明整体上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处于协同进步的状态。② 2016 年~2018
年有部分城市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而 2019 年以后全部城市均突破初级协调，最小值为中级协调状态，还

未有城市实现优质协调。③ 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不断提高且标准差不断减少，说明重庆市县域城镇化

和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协调度越来越好且各区县发展越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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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2016~2020 年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协调区间，虽上升幅

度不大，但均在提升；各个县域之间差别也在逐渐缩小。 

3.2. 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利用 ArcGIS 软件将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 3 年的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

合协调做空间表达，各协调度由深到浅，以此由不同颜色深浅的色块表示，其中渝中区无数值为空白，

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图 1. 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协调度整体偏高，绝大多数城市处于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水平。

耦合协调度良好协调区域集中在市中心附近，这块区域面积小、产业发达、交通便利能够较好的统筹城

乡协调发展。2018 年良好协调区域面积扩大，其周边的北碚区、渝北区耦合协调度提升，也达到了良好

协调的水平。重庆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的城市大多数围绕在市中心周围，

至 2020 年仅有万州区和石柱县未与其他中级协调区域衔接。同时，耦合协调度良好和中级区域除石柱县

外，都属于成渝城市圈，是重庆市与四川省联合重点打造区域。这部分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

支持，交通、物流、产业等的发展都得到了强化，拥有反哺农村发展的意愿与能力，是重庆市城乡协同

发展的先行区。 
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区域除 2016 年的潼南县外都位于重庆市东部区域，呈“C”状分布，这些城市

远离市中心(包括潼南县)，除梁平县和早期的潼南县外都不在成渝城市群范围内，可能因此受到中心城市

的辐射与城市发展战略带动的作用较弱。尤其是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彭水县和酉阳县这五个 2016
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的城市，他们处于重庆市的边界上、远离中心城市也不与成渝城市群所涉及的城市

毗邻，早期协调度落后于其他城市。此外，这几个城市相对来说面积偏大，城市的发展也难以带动农村

整体发展，因此城乡统筹发展能力较弱。 

4.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为了探究造成各县份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进一步对县域

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展开计量分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前文分析，本文认

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状况、成渝城市群战略等因素是影响城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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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Table 3. Variables related to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vergence coupling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表 3. 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相关变量 

变量 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耦合协调度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 0.714 0.072 0.549 0.858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数值 8.244 1.112 4.741 11.136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产值站总产值的比例 10.008 0.566 8.268 11.014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产值站总产值的比例 10.014 0.558 7.739 11.629 
人口规模 常住人口数量对数值 8.149 0.829 5.024 9.134 

公路里程数 公路里程数对数值 9.583 0.510 8.458 11.102 
教育状况 小学、中学总数对数值 4.609 0.375 3.401 5.313 
卫生状况 医疗机构数量对数值 11.011 1.373 6.731 12.143 

是否成渝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所在县域记为 1，其他县域记为 0 0.711 0.454 0.000 1.000 
 
本文预期总体经济的发展会不仅有利于城市话的进程而且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以此促进县域城镇化

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对省域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农业的三产融

合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8]，以此便能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并为县域城镇化创造条件。因此，二三

产业发展越快，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越高。人口规模代表城镇的集聚效应，人口规模

越大，集聚效应越强，对人们就业增收、城镇化建设均有推动作用，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耦合

协调度也就越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教育、医疗条件越好便越能为提升人口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

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交通的发展使人们交通更加便利，促进资本、人力在城乡间交流，因此，基础设

施的建设能够促进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发展。近年来实施的“成渝城市群”战略，区域

内产业的发展推动人口聚集，同时辐射带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城镇化与农村人口

空心化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此，本文构建 2016~2020 年重庆市 38 个县份面板数据，对县域城镇化和城乡

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计量分析的变量指标及其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3。相关指

标数据来自历年《重庆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4。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第

三产业占比、人口规模、公路里程数、是否成渝城市群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耦合协调度具有

显著影响，其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数、是否成渝城市群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三产业占比在

5%水平上显著，人口规模在 10%水平上显著。 
 

Table 4. Estimated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ur-
ban-rural income gap 
表 4.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调度影响因素随机效应估算结果 

项目 系数 标准误 Z 统计量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0.0210*** 0.004 5.51 
第二产业占比 0.0015 0.021 0.07 
第三产业占比 0.4837** 0.021 2.32 
人口规模 0.2485* 0.013 1.88 
公路里程数 0.0190*** 0.004 4.41 

教育 −0.1500 0.01 −1.5 
卫生机构个数 0.0063 0.006 1.11 
是否成渝城市群 0.1053*** 0.015 6.89 

常数项 0.1537 0.092 1.68 
样本量 N = 37; T = 5; NT = 185 

R² R² = 0.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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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显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耦合协调度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促进城镇发展。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越发达，越容易促进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并

且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而第二产业并不显著，因为第三产业是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就业最主要的渠道

[19]，因此第三产业能够在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第二产业对于技术要求更加严

格，对于农民增收带动作用不大，因此无法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医疗条件和教育

状况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公里里程数则非常显著的促进了两者之间的

耦合协调度，说明公路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连接城市与乡村，增进城乡间要素流动效率，促进城市建设的

同时也带动了农村产业发展与农民进城就业。此外，成渝城市群也显著的促进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之间的耦合协调度。2011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 年 5 月 4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赋予成渝两地的发展定位为：全国

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西部创新驱动先导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美丽中

国的先行区。这部分城市的发展不仅对其城镇化建设推动作用明显，还辐射带动了农村居民就业增收，

战略效果明显，各区域协同合作带来的效果比孤军奋战作用强很多。 

5. 结果与讨论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重庆市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协调度，使用 ArcGis 对其结果

进行时空上的可视化分析，并计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重庆市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

距耦合协调度整体偏高，逐年上升且各县域之间耦合协调度水平也越加均衡；第二，市中心的发展以及

城市发展战略的选择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耦合

协调度高先行区域凸显，以点带面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初具成效；第三，地区人均生产总之、公路里程数

与是否成渝城市群市是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对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启示，第一，耦合协调度高的城区大多为经

济发达的区域，这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产业兴旺、政策支持丰富，应该继续保持优先发展的导

向。首先，其在发展过程中要合理配置资源，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城乡间产业合理分布，尤其是第

三产业的发展，提升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为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城乡协同发展，使城镇

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向优质协调迈进。其次，加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打通与周边

城市的连接，实现“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第二，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城市大多远离中心城市，产业发展

也较为滞后，这部分区域应该聚焦于发展重点，逐步突破。首先，要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增强政策

倾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当地资产，促进各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其次，这些区域呈“C”形带状

连片分布，邻近协调度较好区域，要充分利用协调度高区域的辐射效应，同时探索区域间“抱团”发展

策略，使其成为重庆市城乡协同发展的后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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