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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research area. In this paper,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2006 to 2017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dex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dex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are at a 
low level, but the overall trend is on the ri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
tion index is gradually narrowing.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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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协调发展是当前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城市化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以云南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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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定量分析了西部生态脆弱地区2006~2017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间的协调发展情况，结论表明，

十年间云南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发展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但总体发展水平呈好转趋势。人口与土

地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缩小，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针对此现状对云南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

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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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属于西部生态脆弱区，全省国土面积约 39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

的 4.1%。在全国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也全面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城市化

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是衡量地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人口城市化水平影响着城市用地面积的增减和城

市用地格局的变化。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关系显得十分密切。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

人地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地区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需求量不断

增加[1]，而与其对应的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这种时空不协调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经

济问题，如房屋的空置率极高等问题。因此，把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指标体系结合扩展城市化的内涵和

深度，探究二者的时空动态关系，对云南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对合理评价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协调水平十分重要。参考已有评价指标体系，依据

云南省人口构成、居民生活水平、土地利用现状、产业结构状况等情况，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

评价指标体系[1] (表 1)。 
 
Table 1. The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表 1.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子层 指标层 权重 

人口城市化综合指标 

人口构成 

非农业人口比重 a1 

二三劳动比重 a2 

人口密度 a3 

生活水平 

第二、三产值占 GDP 比重 a4 

恩格尔系数 a5 

人均可支配收入 a6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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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土地城市化综合指标 

土地利用投入水平 

建成区面积 b1 

固定资产投资额 b2 

房地产投资额 b3 

建成区绿化率 b4 

土地利用产出水平 
二三产业产值 b5 

财政收入 b6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获取主要源于历年《云南城市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方便统

一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1]，消除不同纲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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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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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为原始指标值， ijX ′为标准化后指标值。i 为指标个数，j 为年份。M 和 m 分别表示指标原始数

据中最大和最小值。本文选取的指标，其中恩格尔系数表示负向指标，其余为正向指标。 

2.3. 主成分分析及权重确定 

对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后，采用 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评价指标中特征根大于 1 且

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 80%的主成分因子[2] (表 2、表 3)。根据权重计算公式(2)计算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各

指标权重系数，利用指数公式(3)计算得出人口城市化 ( )P x 与土地城市化 ( )L y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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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a 表示人口城市化指标权重系数； iA 表示人口城市化指标因子载荷； jb 表示土地城市化指标权重

系数； jB 表示土地城市化指标因子载荷；i 表示人口城市化指标的个数，j 表示土地城市化指数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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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P x 表示人口城市化指数， ( )L y 表示土地城市化指数； ix 表示人口城市化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jb
土地城市化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Table 2. Principal component variance load 
表 2. 主成分方差载荷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计贡献率(%) 

人口城市化指标 5.819 83.127 83.127 

土地城市化指标 5.660 94.340 9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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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loading matrix 
表 3. 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人口城市化主成分 土地城市化主成分 

A1 0.745 B1 0.999 

A2 0.974 B2 0.865 

A3 0.988 B3 0.987 

A4 0.698 B4 0.978 

A5 0.956 B5 0.997 

A6 0.993 B6 0.996 

A7 0.976 - - 

2.4. 协调度指数的计算 

指数计算采用之前学者[3]研究成果，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评价函数，计算城市化协调

度、发展度和协调发展水平，公式为： 

( ) ( )
( ) ( ) 2

2

k

P x L y
C

P x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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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T P x L yα β= +                                    (5) 

D C T= ∗                                        (6) 

式中， ( )P x 为人口城市化指数， ( )L y 为土地城市化指数；C 表示协调度指数，范围为 0~1，C 越大表示

发展越协调；k 为调整系数，本研究将地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视为同等重要，k 本文取值为 2；T
为发展度指数；α 和 β 分别为人口与土地城市化指数权数，本研究将地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视为

同等重要，故 α、β取值 0.5；D 为协调发展水平指数。 

2.5. 协调类型的判定 

根据协调发展度 D，综合相关研究结果，确定云南城市化协调类型划分标准[1] (表 4)。 
 
Table 4. Coordinate typ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表 4. 协调类型划分标准 

协调分类 协调发展度 D 发展协调类型 

协调类 

0.9~1.0 优质协调 

0.8~0.89 良好协调 

0.7~0.79 中度协调 

0.6~0.69 初级协调 

过渡类 
0.5~0.59 勉强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失调类 
0.3~0.39 轻度失调 

0.2~0.29 中度失调 

0.1~0.19 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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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南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现状评价 

基于上述计算模型与方法，计算 2006~2017 年云南省人口城市化指数 ( )P x 、土地城市化指数 ( )L y 、

发展度 T、协调度 C、协调发展度 D 结果如下(表 5)，其变化趋势如图 1 和图 2。 
 
Table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表 5. 云南省城市化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P x  0.046 0.107 0.118 0.231 0.386 0.456 0.56 0.701 0.815 0.916 0.926 0.943 

( )L y  0.007 0.071 0.165 0.285 0.392 0.54 0.668 0.792 0.927 0.924 0.986 0.992 

C 0.204 0.824 0.946 0.978 1.000 0.989 0.988 0.993 0.992 1.000 0.992 1.000 

T 0.027 0.09 0.142 0.259 0.389 0.493 0.619 0.747 0.87 0.926 0.965 0.998 

D 0.22 0.29 0.37 0.5 0.62 0.7 0.78 0.86 0.93 0.97 0.98 1.000 

 

 
Figure 1.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city index change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7 
图 1. 云南省 2006~2017 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指数变化 

 

 
Figure 2. Change curve of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in Yunnan from 2006 to 2017 
图 2. 云南省 2006~2017 年城市化协调发展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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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化协调发展模型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7 年，云南省人口与土地城市化指数总体呈

上升趋势。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水平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6~2007 年，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土

地城市化，2008~2017 年土地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该阶段土地城市化水平高于人口城市化，其中 2010
年与 2015 年云南省人口与土地城市化指数水平相等(小数点保留两位)，表明该年份地区人口城市化与土

地城市化发展基本相协调。根据计算结果以及协调类型划分标准(表 4)，2006~2017 年云南省人口与土地

城市化协调发展状况大致分为： 
1) 2006~2008 年云南省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发展属于失调类型。人口城市化水平比土地城市化水平发

展慢，但该阶段云南人口城市化规模大于土地城市化规模，因此属于土地城市化质量滞后型。2006~2008
年云南人口城市化发展度与土地城市化发展度 T 均低于协调度 C，整体协调发展度水平较低，因此判定

2006~2008 年期间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属于失调发展。 
2) 2009 年云南省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发展属于过渡类型。2009 年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度

指数 0.978，发展度指数 0.259，发展度低于协调度，协调发展度 D 为 0.5，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协调

类型划分标准，该阶段处于过渡阶段；与 2006~2008 年相比，本阶段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指数

都有增长，且土地城市化指数大于人口城市化指数，但整体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尤其是这一阶段人口

城市化发展程度较低，属于人口城市化滞后型。 
3) 2010~2017 年云南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发展属于协调型。本阶段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

度 C 相对稳定，波动范围小且最大值为 1，发展度 T 从 2010 年的 0.389 增长到 2015 年 0.975，发展度增

长快，协调发展度D从2010年的0.62 (初级协调)增长到2017年的0.99 (优质协调)，此结果表明，2010~2017
年期间，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程度稳步提升且协调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图 1
可以看出该阶段土地城市化指数大于人口城市化指数，此阶段云南省土地城市化类型属于土地城市化超

前发展型。 

4. 总结与讨论 

随着西部脆弱生态地区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很多地区土地城市化水平发

展超前。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均衡十分严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往往高于人口城市化。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自 2010 年以来，云南省土地城市化指数大于人口城市化指数，但与协调发展程度稳步提升，不均衡不协

调问题正逐步缓解。 
1) 整体来看，云南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水平低，政府应推动加快云南省城市化进程。合理控

制昆明城市规模，重点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积极促进怒江、迪庆、西双版纳等边疆民族地区的

城市化水平，这也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的总方针要求。 
2) 依据协调发展现状，云南省应合理控制土地城市化的进程，适当减慢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

加快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首先，合理规划城市用地规模，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大限制郊区乡村土地向城

镇土地的转变。其次，加快清理土地权属与使用状况，对空闲的城市建设用地及时进行检查与整改。依

靠市场的作用，将土地利用方式向规模经营转变。 
3) 针对云南省当前人口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在今后城市发展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户籍制度的改

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弊端，重点解决城市化中居民的社会生活保障问题，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其次，纠正城市化的传统理念，以人口城市化为核心，努力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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