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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构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5~2019年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云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

1) 2015~2019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位居前三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2) 滇中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滇

东北和滇西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各州市应该强化政策引导作用，根据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情况分类

制定政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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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i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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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is appli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and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
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15~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bu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varies widely among 
states and cities, with Kunming, Yuxi and Qujing cities ranking in the top three, and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high. 2)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higher in Central Yunnan, and lower in Northeast Yunnan and Southwest Yunnan. The states and 
c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policy guidance and formulate policies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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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是指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是指农村发展不充分。长期

以来城市从农村汲取人才、土地、农副产品等资源，却限制农村人口享有和城镇人口同样待遇，低价征

收农村集体土地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以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站在新高度，从快速

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农

村发展红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

的省份，截至 2019 年末，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238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902
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说明云南省城乡融合问题较为突出，研究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的时空演变情况可对加快促进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2. 相关文献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概括起来可分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均取得了丰富

成果。1) 理论分析主要从城乡融合演进脉络、影响因素、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如：周凯[1]等从生产力因

素、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历史发展因素等方面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阿布都瓦力[2]等通过

总结中国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基于我国发展国情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反思，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以

及发展趋势；杨培源[3]认为拓展多元农业功能可促进城乡融合；张合林[4]等实证证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

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又反过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者之间正向相互作用关系明

显。魏后凯[5]认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土地、就业、社保、公共服务体系来补齐农村发展短板，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吴杨等[6]认为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加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良性互动可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2) 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来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如：赵德

起[7]等从城乡融合发展前提、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城乡融合发展结果三个方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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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果表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发达地区城乡融合水平要高于欠发达地区；刘荣增

[8]等运用熵值法，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生态承载能力、交通信息网络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交通信息网络对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最大；谢守红等[9]运用全局主成分分

析法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人民生活融合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洲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演化发现长江三角洲城乡融合度以东部为核心，向西、南、北递减。 
综上，学术界对城乡融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做出大量贡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存在

一些不足：1) 研究尺度上大多基于全国的宏观层面，对省级，县级层面的研究较少。2) 在测算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时基于某一年份的数据，缺少时间序列上的分析。3) 发展水平测度以单一的表格形式列出，缺

少空间上的直观表现。因此本文基于 2015~2019 年统计数据，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

融合四个方面构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和 ArcGIS 软件分析云南省

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3. 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选取 

3.1. 评价指标选取 

城乡融合是指城乡一体化发展，囊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方面融合，在选

择城乡融合指标时需要考虑实地情况，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0] [11] [12]，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构

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1 个目标层指标、4 个准则层指标、17 个要素指标体系(见表

1)，所选数据来源于 2016~2020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表 1. 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云 
南 
省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经济融合 

人均 GDP (元) 正向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正向 

乡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 正向 

非农产业产值比 正向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负向 

社会融合 

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正向 

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 正向 

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城乡就业率之比 负向 

空间融合 

土地城镇化水平 正向 

城市空间扩张 正向 

地均汽车拥有量 正向 

地均 GDP 正向 

生态融合 

森林覆盖率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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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价方法 

客观赋权的评价方法常用的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由于本文评价指标体系含

有正负向指标，主成分分析法由于正负向指标会导致意义不太明确，而因子分析法采用最小二乘法时可

能会失效[13]，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信息量越大，代表不确

定性越小，熵值越小，信息量越小，则不确定性越大，熵值越大，利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

离散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减少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将采用熵值法

综合评价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将 2015~2019 年统计数据整合成面板数据借助 Excel 软件按照以下

步骤完成指标权重以及综合得分计算： 
1) 由于所选指标存在不同量纲差异，要保证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因此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无

量纲处理： 
正向指标： 

{ }( ) { } { }( )min max minij ij j j jX X X X X′ = − −  

负向指标： 

{ }( ) { } { }( )max minij j ij j jX max X X X X′ = − −  

式中： 1,2,3, ,j n=  ； 1,2,3, ,i n=  ；max{Xj}与 min{Xj}分别代表指标中最大值与最小值。 

2)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 P 评价对象指标值的比重(Pij)：
1

ij
ij m

iji

X
P

X
=

=
∑

 

式中：Xij为标准化后的第 i 个对象的第 j 个指标值。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ej)： 

( )
1

ln ln
m

j ij ij
i

e P P m
=

= −∑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Wj)： 

( ) ( )
1

1 1
n

j j j
j

W e e
=

= − −∑  

5) 计算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综合评价得分(Si)： 

( )
1

n

i j ij
j

S W X
=

= ×∑  

其中，Si的值越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 

4. 云南省城乡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分析 

4.1. 城乡融合发展水时序演变分析 

通过熵值法综合计算出各准则层与指标层的权重(表 2)以及云南省及 16 个州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表 3)。由表 2 可知，经济融合权重为 0.236，社会融合权重为 0.178，空间融合权重为 0.5，生态融

合权重为 0.087，说明空间融合在影响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由表 3 可知，云南省总体

及各州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宏观层面来看，2015~2019 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提升了 23%，但各地州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2015~2019 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排名

前 5 名较为稳定，依次为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德宏州、西双版纳州，其中，前 3 名昆明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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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市、曲靖市位于滇中城市群内，近年来云南省致力将滇中城市群培育成领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领

头羊，形成以昆明为主，曲靖、玉溪、楚雄、蒙自为副的一主四副，轴向对接空间格局，政策规划的

偏向以及自身经济力量雄厚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而迪庆、怒江、丽江、文山、昭通、普洱等州市则

居于末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2016 年排名第一的昆明市综合得分 0.69，排名最低的普洱市为 0.16，
二者相差 4.3 倍，到 2019 年排名第一的昆明市综合得分 0.88，排名最低的普洱市综合得分 0.21 分，虽

然普洱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近年来不断提升，但与各州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从城乡融合平均发展水

平来看，2015 年得分均值为 0.25，有 6 个州市达标；2016~2019 年，得分平均值依次为 0.27、0.3、0.31、
0.32，但四年间达到城乡融合平均发展水平的州市只有昆明、曲靖、玉溪、德宏四个州市，平均水平达

标率仅为 25%。 
以 2019 年各准则层得分情况(表 4)分析各州市之间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原因，昆明市经济、社会、

空间三方面融合度位列第一，虽然生态融合仅排名第 7，但由于生态融合所占权重较低，影响小，所以

昆明市综合排名第一。空间融合所占权重大，曲靖市和玉溪市分别排名第 2 和第 3，加之经济、社会融

合排名靠前，所以综合排名也较高。昭通市虽然空间融合排名第 4 位，但是经济、社会、生态融合三方

面排名靠后，所以综合排名第 15 位，而普洱市生态融合虽然排名第 5，但所占权重较大的经济、社会、

空间三方面融合度排名均靠后，所以综合排名第 16 位。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weigh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表 2. 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云 
南 
省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经济融合 0.236 

人均 GDP (元) 0.061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64 

乡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 0.033 

非农产业产值比 0.05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0.023 

社会融合 0.178 

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0.071 

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 0.044 

人口城镇化率 0.046 

城乡就业率之比 0.017 

空间融合 0.5 

土地城镇化水平 0.147 

城市空间扩张 0.033 

地均汽车拥有量 0.158 

地均 GDP 0.162 

生态融合 0.087 

森林覆盖率 0.03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2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16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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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rehensive scor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2015~2019 
表 3. 2015~2019 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综合得分 

州市 2015 年 排名 2016 年 排名 2017 年 排名 2018 年 排名 2019 年 排名 

云南省 0.26  0.28  0.30  0.32  0.34  

昆明市 0.69 1 0.74 1 0.79 1 0.81 1 0.88 1 

曲靖市 0.28 3 0.30 3 0.32 3 0.33 3 0.35 3 

玉溪市 0.33 2 0.35 2 0.37 2 0.38 2 0.40 2 

保山市 0.21 10 0.23 9 0.26 9 0.27 7 0.28 7 

昭通市 0.163 15 0.18 15 0.20 15 0.22 15 0.23 15 

丽江市 0.21 9 0.23 10 0.23 13 0.24 14 0.25 12 

普洱市 0.16 16 0.18 16 0.20 16 0.21 16 0.21 16 

临沧市 0.18 14 0.20 14 0.29 5 0.24 13 0.25 10 

楚雄州 0.23 7 0.25 7 0.26 8 0.27 8 0.28 8 

红河州 0.24 6 0.26 6 0.27 7 0.29 6 0.30 5 

文山州 0.20 12 0.21 13 0.24 12 0.25 10 0.25 13 

版纳州 0.25 5 0.26 5 0.28 6 0.29 5 0.29 6 

大理州 0.21 8 0.24 8 0.26 10 0.27 9 0.27 9 

德宏州 0.26 4 0.28 4 0.31 4 0.32 4 0.32 4 

怒江州 0.20 13 0.215 12 0.23 14 0.24 12 0.24 14 

迪庆州 0.20 11 0.22 11 0.25 11 0.24 11 0.25 11 

 
Table 4. 2019 Yunnan Provi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guidelines layer score 
表 4. 2019 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准则层得分 

 经济融合 排名 社会融合 排名 空间融合 排名 生态融合 排名 

昆明市 0.211 1 0.120 1 0.487 1 0.06 7 

曲靖市 0.097 8 0.066 3 0.134 2 0.05 13 

玉溪市 0.137 3 0.060 7 0.136 3 0.06 8 

保山市 0.085 11 0.052 11 0.075 7 0.07 4 

昭通市 0.055 16 0.053 10 0.088 4 0.03 16 

丽江市 0.093 9 0.036 14 0.038 13 0.08 1 

普洱市 0.062 15 0.042 13 0.038 12 0.07 5 

临沧市 0.068 14 0.062 6 0.059 11 0.08 2 

楚雄州 0.101 7 0.048 12 0.060 10 0.07 6 

红河州 0.090 10 0.067 2 0.084 5 0.06 9 

文山州 0.081 13 0.054 9 0.070 9 0.04 14 

版纳州 0.107 6 0.062 5 0.037 14 0.08 3 

大理州 0.083 12 0.060 8 0.070 8 0.04 1 

德宏州 0.110 5 0.063 4 0.082 6 0.06 10 
怒江州 0.126 4 0.030 15 0.025 15 0.06 11 

迪庆州 0.161 2 0.018 16 0.009 16 0.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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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演变分析 

为了直观分析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演变情况，运用 ArcGIS 软件中自然断裂法将各州市城乡融合

发展分为低融合发展、中融合发展、较高融合发展和高融合发展四个阶段。由图 1 可知 2015 年低融合发

展得分范围处在 0.15~0.18 之间，到 2019 年低融合发展得分范围处在 0.20~0.25 之间，2015~2019 年云南

省总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提升状态。 
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看：昆明市以核心城市领跑了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唯一处于高融合发

展阶段的城市，曲靖市、玉溪市、德宏州则紧随其后位于较高融合发展阶段。2015 年处于低融合发展阶

段的有昭通、临沧、普洱 3 个州市，2017 年处于低融合发展阶段的有怒江州、丽江市、昭通市、普洱市

4 个州市，到了 2019 年低融合发展阶段则有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昭通市、临沧市、普洱市、文山

州共 7 各州市，其中昭通市与普洱市的城乡融合水平虽然有提升，但是在各年份与其他州市相比则一直

处于低融合发展阶段。近年来低融合发展阶段的州市一直在增加，主要原因是以昆明为主、曲靖玉溪为

辅的滇中城市群快速发展，拉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其他州市远追不上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的融

合发展速度。从空间分布看：滇中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最高，滇西北地区次之，而滇东北与滇西南

地区融合发展水平低。 
 

 
Figure 1.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rom 2015~2019 
图 1. 2015~2019 年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演变情况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四个方面分析 2015~2019 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云

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各州市的发展差异显著。针对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情

况，提出以下建议，为促进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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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建立城乡互动双循环机制，解决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流动的单向输送过

程。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挖掘自身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布局产业，引导二三产业与农村发展相结合，即

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又为农村地区输送人力与物力资源，对于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多样的乡村可

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产业资源独特村庄则可发展自身优势产业，提供更多就业

的岗位，吸引外流劳动力返乡，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解决了农村“空心化”问题，让劳动力要素在城乡

之间双向流动。逐步提高乡村二、三产业比重，促进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2) 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发展短板，提升村民生活水平，为每个村庄解决基本的饮水、用电、通讯、出行等问题，建

立医疗、教育、休闲科普娱乐场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在解决村民看病难、读书难等问题的同时，

还促进村民思想进步，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异。 
3) 促进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一是合理制定农村发展规划，科学布局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做到生

产空间绿色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二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让农村土地

市场化，改善政府低价征收高价出让而损伤农民利益的局面，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直接吸引城市资

金到农村，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4) 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城市发展的模式造成了很多经验教训，目前农村环

境整治刚起步，脏乱差等问题较为凸显，应该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生态环境纳入一个系统中，宏

观统筹，加强对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知识宣传，改变村民理念，以及为村民配备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必

要设施，让农村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提供高质量休闲娱乐绿色空间。 
总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引导是关键，各地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分类制定发展政策，只

有在政策的合理引领之下，才能缩小各州市之间发展差异，确保云南省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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