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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论文在梳理了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分

析了我国城乡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然后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极差法、熵值法等相关研究方法以及所构建的

指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城乡耦合协调度展开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呈现建设水平有待提升但区域差异明

显的趋势，最后针对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空间、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城乡发展的协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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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paper combed throug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
tion construction,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polar deviation method, entropy method,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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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ds and the constructed indexes used in this paper, and analyzed the degree of urban-rural coupl-
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found that China’s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obvious, and fi-
nally,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the synergistic path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ial, spatial, ecological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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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在城乡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

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密不可分的单元，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显而易见，提升城乡发展水

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诸多学者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展开了相关研究，为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城乡融合

的指标构建方面，张宇熊等(2022) [1]、刘衡等(2021) [2]、张海明等(2020) [3]从城乡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生态环境、城乡教育、产业结构、城乡收入等方面衡量了城乡发展水平。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

题，陈景帅等(2022) [4]提出山东省城乡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但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徐雪等(2022) 
[5]研究发现甘肃城乡发展存在区域差异，城乡同步发展的市州较少，乡村发展滞后较为明显。蔡绍洪等(2022) 
[6]发现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西部的内部地区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针对城

乡融合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学者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谢璐等(2022) [7]提出运用数字化技术和

数字经济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赋能。王留鑫等(2022) [8]提出用城乡资源交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式

实现城乡融合。刘合光(2022) [9]从共同角度出发，提出增强改革和创新动力的方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综

上所述，可以发现诸多学者对于城乡的指标构建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城乡融合存在区域

差异的特征，推进城乡建设需要推进城乡要素流动、运用信息化技术等手段，以上学者的研究对论文提

供了参考，但已有研究的指标构建不全面，研究范围局限于某省份或局部地区，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之上，结合国家战略和相关政策，构建了指标体系，选取我国 3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具有更好的推

广和实际意义，并针对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协同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状和问题为论文研究现实基础。在经济方面，农村以第一产业农

业为主，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和农牧业，相比之下，城镇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镇居

民的收入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工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等，且收入水平较高。城镇的生产总值以及

人均 GDP 明显高于乡村。在社会层面，城镇的教育丰富、医疗先进等各个方面非常便利，而农村的生活

设施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在生态方面，城市通过投入资金和人力，具有较高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生活环境较为舒适，而农村原生态的生活环境，虽然与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环境

清新、民风淳朴，适宜居住和休闲。总体来看，城镇的发展比农村要快，但农村和城镇各自具有不同的

资源优势，发挥城乡资源优势有助于促进两者融合。同时，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一

系列挑战，首先是城乡要素配置不平衡，城市由于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居住生活条件以及丰富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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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形成了良好的城市集聚效应，将农村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引入城市，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而农村由于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难以发展，由此逐渐拉开城乡之间的差距。其次是城乡空间布局不恰当，

由于农村大量人员向城市聚集，农村大多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大量的土地未得到有效的种植和开

发，甚至耕种的土地难以高效率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和生产，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同时，耕地被大

量占用作为居住用地等其他用途，不利于农业的生产。最后，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与城市相比，农村

在教育、就业、卫生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城市具有大量优秀的教师人才和教育环境，而农村的教育

资源较为匮乏且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乡村的养老机构和床位数非常稀少，且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与城市

医生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论文结合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 

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生产以农业为主，农村的工业和服务

业发展非常缓慢，而城镇的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因此加快城乡之间的产业融合是十分必要的，从而为城

乡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农村具有绿色、天然的生态环境，便于农业的生产与开发和建设美丽乡，

生产绿色有机食品，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镇提供绿色、原生态的农产品。再次，农村的乡风文明通

过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为农村居民融入城镇提供了便利。淳朴的民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民

俗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再次，农民作为农村自治的主体，农村居民自主参与农村的管理，

实施乡村自治、德治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城乡的均衡发展。最后，农民的收入是生活富裕的一个重要体现，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不仅仅追求物质层面的富有，也追逐步增加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有助于

促进经济的城镇化。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role of new urbanization 
图 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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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首先，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核心，新型城

镇化的不断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城乡资源的交互，城镇化促进了产业融合，进而可以为乡村输送人力、物

力、财力等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完善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新型城镇化所吸

收，由此可见，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加速乡村振兴的进程。其次，生态的城镇化将有助于建设美丽乡

村，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农产品和舒适安逸的休闲场所，同时将城市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引入乡村，

另外，生态城镇化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农村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农村用水普及率。

再次，城镇化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服务体系等吸引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间

接的向农民工普及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有助于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次，城镇

化建设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城镇化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促进了产业变迁。

最后，经济的城镇化建设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良好的经济结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进一步促进了城乡融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者的协调作用关系如图 1

所示。 

2.2. 研究方法 

2.2.1. 极差法 
由于每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本文先对数据采用极差法进行了标准化。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min
max min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

′ =
−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max

max min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

′ =
−

。其中， ijX 表示第 i 个省(市) 

的第 j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max ijX ，min ijX 分别表示 ijX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jX ′则表示对各项指标的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之后的数值，由于标准化之后的数据有负数存在，为了消除负数对测度的影响，能够

有效开展计算和使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本文接着对数据做了平移处理，令 1ij ijY X ′= + ， ijY 为

处理后的指标数值。 

2.2.2. 熵值法 
本文因此设立了两个系统乡村振兴系统 U1 和新型城镇化系统 U2，其中，乡村振兴系统 U1 设有 13

个指标，新型城镇化系统 U2设有 10 个指标，由于单一客观赋权会产生偏差，而主观赋权则会影响准确

性，且系统 U1U2具有综合性，因此，为了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各项指标在综合系统中的重要性，本文采 

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首先，求出第 i 个省(市)的第 j 项指标所占的比重 ijP ，公式为

1

ij
ij m

ij
i

Y
P

Y
=

=
∑

，

其中，i 表示城市的个数， 1,2, ,i m=  ，j 表示指标的个数， 1,2, ,j n=  。其次，求出指标 j 的信息熵 ijE ，

( )
1

ln
m

ij ij ij
i

E k P P
=

= − ∗ ∗∑ ，其中， 1 lnk m= 。最后，求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jW ，

1

j
j n

j
j

G
W

G
=

=
∑

，其中， jG 表

示指标的变异系数， 1j jG E= − 。 

2.2.3. 相对发展度模型 
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 34 个省(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

程度，本文引入了相对发展度模型展开研究。根据熵值法可以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而可以得到系统 

的综合发展指数 ( )if U ， ( )
1

n

i j ij
j

f U W Y
=

= ∗∑ ，因此可以得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指数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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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1

f U
f U

γ = ，其中， ( )1f U ， ( )2f U 分别表示系统 U1和 U2的综合发展指数。当 0 0.8γ< ≤ 时，新型城镇

化滞后；当 0.8 1.0γ< ≤ 时，二者同步发展；当 1.0γ ≥ 时，乡村振兴滞后。 

2.2.4. 耦合协调模型 
首先，计算出乡村振兴系统 U1和新型城镇化系统 U2的综合协调指数 T， ( ) ( )1 1T f U f Uα β= ∗ + ∗ ，

其中α 和 β 分别表示乡村振兴系统U1和新型城镇化系统U2所占的比重，由于二者具有相同的重要程度， 

因此本文取 0.5α β= = 。然后计算出系统 U1和 U2的耦合度 C， ( ) ( )
( ) ( )( )

1 2
2

1 2

*
2*

f U f U
C

f U f U
=

+
。最后，计算 

出系统 U1和系统 U2的耦合协调度 D，D C T= ∗ ，根据 D 取值的大小，依据 ArcGIS 自然断裂点分级法，

结合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对系统 U1和系统 U2的耦合协调度 D 进行划分划分等级，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upling harmonization level 
表 1. 耦合协调度等级 

D 协调等级 

0 0.3D< ≤  低度 

0.3 0.5D< ≤  中度 

0.5 0.8D< ≤  良好 

0.8 1.0D< ≤  高度 

2.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全方位、高效率、准确地反映我国 31 个省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参照了国

家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本着科学性、

实际性、综合性的原则，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城乡建设的指标，如表 2 所示。该指标评

价体系一共包括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两个系统。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表 2. 乡村振兴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含义 方向 熵值权重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总人口 正 0.0575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农业产值/省 GDP 总量(%) 正 0.0361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价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总人口(元/人) 正 0.0323 

生态宜居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正 0.0445 

农村人均太阳能利用面积 太阳能面积/农村人口(m2/人) 正 0.1341 

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个数 农村养老机构数量/农村总人口(个) 正 0.0503 

乡风文明 

乡村中学专任教师数量 乡村中学专任教师数量 正 0.0695 

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人均教文娱支出/人均消费支出(%) 正 0.0156 

农村每万人文化站数量 农村文化站数量/农村总人口(个/万人) 正 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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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治理有效 行政村数量 行政村数量(个) 正 0.0783 

生活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 负 0.0314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人均食物支出/消费支出(%) 负 0.0204 

农村人均纯收入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 正 0.068 

新型城镇化 

人口指标 
城镇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正 0.0267 

城镇人口密度 城市人口/城市面积(人/m2) 正 0.0402 

经济指标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 0.0733 

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正 0.0156 

社会指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城市道路总面积/城镇人口(m2) 正 0.025 

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 0.0454 

生态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0.016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0.0248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正 0.0096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城镇人口(m2/人) 正 0.0373 

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3.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本文以 2012~2021 年为研究时间段，以我国的 3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本文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两个系统所选取的合计 23 个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生态环境公报》，以及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

和统计公报，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补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由于 31 个省市较多，因此

本文对 31 个省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进行分析和处理。 
通过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到 2012~2021 年各省的综合发展指数，由于省份较

多，本文去将 31 个省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取平均，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由 2011 年的 0.214，
增长为 2020 年的 0.223；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由 2012 年的 0.147，增长为 2021 年的 0.164；整体来

看，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数比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高，但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较快，

因此，为进一步探究 2012 年至 2021 年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指数变化，本文将 2012 年和 2021 年的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做出对比。 
2012 年至 2021 年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变化如图 2 所示，通过图示，可以发现，北京、天津、

山西、福建、海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其

中，北京市的较为突出，其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减少了 0.049，其次是山西省，其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

数减少了 0.042。除了以上省份，其余各省份的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均出现了正向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

是宁夏自治区，由 2012 年的 0.141 增长为 2021 年的 0.226，增长值为 0.085，增长速度高达 0.062，其次

是云南省的增长，增长值为 0.061，增长速度达到了 0.382。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全国的乡村振兴综合发

展指数在 2020 年相较于 2012 年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个别省份的乡村振兴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可

见，我国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统筹全局，还需要重点关注部分省份的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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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end chart of changes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2. 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Figure 3. Trend chart of changes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for new urbanization 
图 3. 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2012 年至 2021 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化如图 3 所示，通过图示，可以发现，重庆、安徽、

吉林、上海、四川、天津、福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其中，重庆的负增长最为显

著，由 2012 年的 0.161 降至 2020 年的 0.103，减少了 0.058，出现负增长的其余各个省份的变化值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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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七个省份，我国的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出现了正向的增长，其中，山西、宁夏、

新疆的增长值较高，分别增长了 0.065、0.063、0.060，增长速度分别为 1.052、0.834、0.717，其次是云

南，增长了 0.050，增长速度为 0.364，其余各省份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可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进程相比于乡村振兴发展较快，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对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和加强，但新型城镇

化建设总体的发展指数还有很大上升的空间，同时也表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不同步和

协调，城乡差距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间分析 

本文对 31 个省份的 23 个指标进行数据处理和耦合分析之后，得到近 10 年年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在 2012~2021 年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上逐渐增加，数值偏低，说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仍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31 个省份历年的耦合协调度也存在不同之处。 
2012 年，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 0.3 至 0.5 的范围内，处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其中，山东、浙

江、北京、江苏、上海、海南、河北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 0.45 以上，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498、0.481、
0.479、0.473、0.472、0.453、0.451，表明以上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天津、江西、广东、福建、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新疆、重庆、四川、陕西、辽宁、山西的耦合度

在 0.4 至 0.45 范围内，分别为 0.447、0.445、0.437、0.437、0.430、0.425、0.422、0.421、0.419、0.416、
0.415、0.413、0.42、0.404，表明以上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而内

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宁夏、青海、广西、甘肃、贵州、西藏的耦合协调度在 0.3 左右，分别为

0.399、0.399、0.389、0.374、0.372、0.368、0.340、0.329、0.326，表明以上各省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

化建设需要加强。通过 2012 年的耦合协调度发现，城乡之间总体上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但协调水平存在

一定的区域差异。2016 年，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也在[0.3, 0.5]，同时，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宁夏

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得到了提升并达到了 0.4 以上，分别为 0.444、0.433、0.417、
0.410；除此之外、其余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 0.3 左右，仍有待提升。2021 年，除了吉林、重庆、贵州、

甘肃、青海的耦合协调度在 0.3 左右，我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耦合协调度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且取值范

围在 0.4 至 0.5 范围内，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作用有了明显的提升，但还需加强乡村与城

镇的建设。 
经过分析发现，我国 2012~2021 年，城乡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增加，但仍处于中度协调的阶段，同时，

我国城乡建设存在区域差异，全国的耦合协调度取值在 0.417 至 0.434 之间，东中部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

的耦合协调度之上，说明东部、中部的乡村和城镇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建设，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沿海

开放，贸易渠道通畅，以及中部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之下，主

要是由于东北、西部地区交通欠发达，环境条件较恶劣，自然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使得东北和西部

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发展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我国总体的乡村和城镇建设需要加强，同时要重视

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3.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析 

由于 2012至 2021年我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尚处于中级协调的水平，

因此本文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选取 2012 年、2016 年、2021 年的截面数据，进一步探索我国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对发展状况。在研究时期内，我国大部分的省份相对发展类型主要经历了由同步

发展向乡村振兴滞后发展的过程，表明，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乡村的建设略微滞后，需要加强乡

村的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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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滞后阶段，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刚起步，物质

基础尚不充分，从而城镇化的推进缺少物质基础，导致了新型城镇化的滞后。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城市，

由于交通便利，早期对外开放，具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加之良好的基础条件，城乡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

2016 年，内蒙古、山西城乡协同发展，表明该省的人均收入得到提升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青海、陕

西、重庆则由同步发展类型转变为乡村振兴滞后型，主要是由于青海地区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

施不完善，以及陕西、重庆处于内陆地区，与外界贸易不足所，进而导致了乡村发展的滞后。2021 年，

北京以及沿海地区的天津、福建处于乡村发展滞后的类型，虽然该省份由于沿海的优势城镇得到较快发

展，但并未充分带动农村的发展，表明城乡发展存在显著的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诸多省份由协同发展向乡村滞后发展转变，发展城镇较快的城市，难以

充分带动乡村发展，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城乡的发展同样需要加强。 

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提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提出如下协同路径： 
首先，统筹融合城乡产业发展，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和产品目标市场，注重城乡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推进城镇各类要素向农村流动，为乡村的发展增添活力

和新动能。健全城乡产业发展体系，积极探索乡村产业新型发展模式，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农业用地、

市场建设的机制创新；政府要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激发农村生产潜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推进农业

现代化进程；结合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技术方式和手段，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效率，为农民

增添收入，加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机制建设，提升农村生产总值，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统筹融合城乡空间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中小城镇分散化、发展规模小、区域空间结构

不合理，加上对城市中心地位的重视，间接导致了对乡村发展的忽视，难以形成“以城带乡”发展的局

面，因此，统筹城乡的空间协同布局是十分必要的。便利的交通架起了城乡融合的桥梁，应当加大对交

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合理规划城乡之间的交通布局，实现城乡的互联互通；农民的居住条件是农村

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高低的表现之一，加强乡村地区规划建设，扩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覆盖面积，为农村发

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优化城乡空间，考虑各省份中城乡的资源优势、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城镇以二三

产业为主，着重发展第三产业，乡村则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城乡之间注重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形成城

乡互惠，协调推进的良好局面。 
最后，统筹融合城乡生态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

性发展。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建设，扩大城市公园人均绿地面积，保护农村对林地、牧场、耕地的合法使

用，严禁滥砍滥伐、牺牲环境的生产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生态保障；推动节能减排、污物处理的研发

和创新机制建设，减少城镇废弃物排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加强城乡居民

环保教育，增强城乡居民环保意识，对城乡居民的绿色行为实施税收补贴或物质激励。 

5. 研究结论 

经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较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较快，新型城

镇化比乡村振兴发展更快，表面城乡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在 2012~2021 年，城乡的耦合协调度逐渐增加，

表明城乡融合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通过统筹融合城乡之间的产业发

展、空间发展、生态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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