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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Aksu region from 2007 to 2016.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cha-
racteristics of Aksu region, the research indexes are selected, and the coupling model in physics is 
used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ur sub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rom 2007 to 
2016,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in Aksu area was be-
tween 0 and 0.939, and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rom 2007 to 2008, the coupl-
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Aksu region was within the range of (0, 
0.4), indicating tha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was in the stage of low-degree coordination 
and coupling. From 2009 to 201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moderniza-
tions” system was within the range of (0.5, 0.8), indicating that the system was in a highly coordi-
nated and coupled stage. From 2013 to 2016,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was in the interval of (0.8, 1), which was in the stage of extreme coordi-
nation and coupling.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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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依据2007年至2016年期间阿克苏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主体。结合阿克苏地区的区域特征来选取研

究指标，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来研究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经研究发现，2007~2016年间，

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0.939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07~2008
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位于(0, 0.4]区间，表明此时“四化”系统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

在2009至2012年期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5, 0.8]区间，体现出此时期处于高度协调耦合

阶段。2013~2016年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8, 1]区间，该时间段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

为进一步优化协调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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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召开以后，各地区将信息化、工业化互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城镇

化与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促进、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和信息化同步发展是作为经济质量提

升的目标，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快速前进，一

是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向前推进；二是使人们在享受各种改革发展红利之时，对经济发展理念的认

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改变传统观念，创新发展理念，倡导新型的发展方式来促进社会全方位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徐维祥教授等人的专著《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

究》中写到，通过建立与“四化”相关性较强的指标体系，并建立起发展水平测度相关的模型，借助数据

说明了当前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对于格局状态，形成机理、模式选择都给予了较

为系统、条理的阐述[1]；丁任重，邱健新作《“两化”互动、城乡统筹体制机制创新——来自四川省的实

践》，著作以四川省为例，将两化的互动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探究的主体，从中为两化之间的关系、

城乡未来建设提出了新的、基本的理论，为当下时代背景、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参考，提出了体制机制

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创新之作，从中发现了一些西部地区“四化”同步发展的共性

特征，使得今后在我国西部地区“四化”实践的过程中有了更加确切的经验借鉴[2]；洪银兴教授认为，新

时代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和目标要定位到社会主义特色中去，提出的“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视角”、“现代

化的中国道路视角”、“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视角”这三个观点阐述了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为

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立了更高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指标，要把质量的标准提到更高的层次上去[3]。
倪维秋整理了辽宁省及其 14 个地级市的研究数据，从 3D、2D 的研究视角出发，得知该地区的协同发展水

平是呈现“U”型状态，并且在时空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的层次性、差异性[4]；何太蓉则把研究重点转向“新

四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层次系统的研究分析，着重体现在协调“新四化”演进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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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保护性开发的方式发展经济，调整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

关系[5]。目前，很多学者对我国四川、江苏、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份进行了“四化”同步发展研究，但

从新疆南疆来看，并未出现较系统的关于阿克苏地区的“四化”协同发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新疆

阿克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探讨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动态演进和存在问

题的科学研究，对如何促进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措施、建议等方面的相关分析、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物理耦合模型探讨了阿克苏地区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并利用所选取的指标，

对阿克苏地区的“四化”发展水平测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 

2.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 

作为新疆下辖的地级行政区，阿克苏地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其总面积为 13.25 万平方千米，

面积占新疆的 8%。阿克苏地区辖 8 县 1 市，84 个乡镇。2016 年，阿克苏地区总人口 250.83 万(不含阿拉尔

市)；全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581.1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0.0%。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31.30 亿

元，增长 6.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99.22 亿元，增长 10.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50.60 亿元，增长 11.2%。 
目前，阿克苏地区的“四化”总体的发展水平及协调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依据当下形式，阿克苏地

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有了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不断向前推进，作业精准度也大幅度提高。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都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支撑，对该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此外，在阿

克苏地区政府越来越重视城镇化建设的情况下，当地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便有了生产要素的支

持以及更大的销售空间；拓宽了销售渠道和多样化的销售方式。调整工业化结构，将其改造升级，农业现

代化则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精良技术在田间的推广，这些改变来源于信息化为其

提供了动力，逐渐将现代信息化的管理方式，生产效能特别是信息资源的共享融入到工业企业和农村中去。

城镇化升级发展给予了信息化广阔的前进空间和展示平台。专业人才培训、资金支持和技术及时更新并落

实推广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生产，既节约了劳动力又提高了生产

效率，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促进人口集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该地区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来看，“四化”在各自发展的同时有互相作用，彼此促进。因此，

本文通过参考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探讨和分析了阿克苏地区四个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关系。 

3. 阿克苏地区“四化”子系统指标体系与协同发展的耦合模型建立 

3.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为测量出阿克苏地区“四化”四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设定了“四化”子系统的重要

指标，其中指标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科学性、可获取性、相关性以及新疆南疆阿克苏地区的地域特点，

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学者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来探讨研究该地区的四化耦合协调程度，并运用线性组合、

综合得分模型以及在综合得分模型指数的基础上归一化，确定各个子系统中关键指标的权重(见表 1)。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four modernizations” 
表 1. “四化”协同共进指标体系 

子系统 关键指标 指标权重 

工业化 

人均 GDP 0.321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 0.260 

工业化率 0.110 

总资产贡献率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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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城镇化 

城镇化率 0.227 

建成区绿地率 0.264 

燃气普及率 0.232 

卫生机构中每万人拥有床位 0.278 

农业现代化 

粮食单产 0.256 

农业机械总动力 0.250 

农田残膜机械回收作业面积 0.246 

农民人均收入 0.248 

信息化 

人均邮电业务量 0.224 

固定电话普及率 0.273 

移动电话普及率 0.262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0.241 

3.2. 协同发展的耦合模型构建 

3.2.1. “四化”指数 
在现有研究成果和研究案例的基础上，利用 SPSS21.0，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加权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首先，确定指标在不同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然后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初始特征值”的“方

差%”即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计算综合评分模型中所有指标的系数，因为每个子系统中所有指标的权

重之和为 1，因此，有必要根据综合模型中的指标系数对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行归一化，最后得到每个指

标的权重。主成分线性组合、综合得分模型如下： 
线性组合： 

1 11 1 21 2 1 1 1p pF a x a x a x a= + + + + ∈  

2 12 1 22 2 2 1 2p pF a x a x a x a= + + + + ∈  

1 1 1m m pm p mF a x a x a= + + + ∈                                  (1) 

综合得分模型： 

1 1 2 2 1n m pm p mY b x b x b x b= + + + + ∈                                (2) 

3.2.2. 标准化数据 
由于每个子系统中每个指标的测量方法和测量单位不同，数据差异太大，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

有必要消除指标尺寸或指标测量水平与最终结果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子系统中的重要指标

进行无量纲处理，并通过使用每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计算指数的无量纲值。其中，无量纲值

运用的公式如下： 

( ) min
min

max min
ij i

ij ij i
i i

X X
X X

X X
µ

−
= −

−
                              (3) 

公式中 ijµ 代示的是第 i 个指标通过无量纲化处理之后的第 j 个指标； ijX 表示的是第 i 个未经过无量纲化

后的第 j 个指标；max iX 代表的则是第 i 个指标中历年最大的指标值；min iX 则表示的是第 i 个指标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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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小的指标值[6]。 

3.2.3. 水平测度模型构建 
“四化”中的每个子系统，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各不相同却又互相影

响，为此，通常运用线性加权法来计算四个子系统的指数，即发展水平测度。其公式如下： 
工业化水平测度： 

( )
1

n
j j

j
G g gβ

=

= ∑                                        (4) 

城镇化水平测度： 

( )
1

n
i i

i
U u uα

=

= ∑                                        (5) 

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 

( )
1

n
k k

k
A a aγ

=

= ∑                                        (6) 

信息化水平测度： 

( )
1

n
m m

m
I i iδ

=

= ∑                                        (7) 

其中：G、U、A、I 分别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α 、 β 、 γ 、δ 分别为各指标的权重； 
u、g、a、i 分别为各子系统指标。 
总体的协调发展水平测度需要包含“四化”四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测度，其公式如下： 

( ) ( ) ( ) ( )T U u G g A a I iε θ µ= +∈ + +                               (8) 

其中：T 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ε 、∈、θ 、 µ 分别为四化发展指数的权重。 
由于各个子系统对“四化”发展具有相同重要的影响，因此文章选取 1ε θ µ=∈= = =  [7]。 
所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 ) ( ) ( ) ( )
4

U u G g A a I i
T

+ + +
=                                  (9) 

3.2.4. 耦合度模型 
文章运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来建立协调度模型。耦合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存在

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耦合能够反映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同步性，则耦合度用来反映不同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四化”耦合度通常反映“四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来测量各个子系统发展同步性程

度的测度。文章根据容量耦合模型的扩展，得出“四化”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 ) ( ) ( ) ( )
( ) ( ) ( ) ( )

1
4

4

U u G g A a I i
C

U u G g A a I i

 × × × =  
+ + +    

                             (10) 

此模型可得到的耦合度仅仅表明四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大小，并不能体现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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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子系统的函数值为 0 时，则不论其它子系统的函数值为多少，最终得出的耦合度均为

0，而此结果明显与实际不相符。因此，为克服这一缺陷，此次研究借鉴了李裕瑞、王婧(2014)的做法，

采用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异系数，推导出与上述模型大致接近、可避免上述弊端的函数[8]。其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4
2

U u G g A a I i
C

U u G g A a I i

 × + + + = −
+ + +  

                          (11) 

则 C 为四化综合发展的耦合度，其值处于 [ ]0,1 。依据耦合度数值的变化，将耦合度等级划分分为六

种类型(见表 2)。 
 
Table 2. Coupling degre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表 2. 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 

序号 耦合度区间 子系统间的耦合等级 

1 0 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 

2 (0, 0.3) 较低水平耦合度 

3 (0.3, 0.5) 颉颃时期 

4 (0.5, 0.8) 磨合阶段且开始良性耦合 

5 (0.8, 1) 高水平耦合阶段 

6 1 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3.2.5. 协调性模型 
至此可得，“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T 表示“四化”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则 C 表示四化综合发

展的耦合度，即四个子系统的发展同步性。文章主要以“四化”协同发展的程度，因此需将耦合度、协

调发展水平测度相结合，建立“四化”协同发展度模型，如下： 

D C T= ×                                         (12) 

D 为四化协调发展度(也称耦合协调度)，C 为四化综合发展的耦合度，T 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依据“四化”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协调发展度 D 按照协调发展的一致性以及参考了张旺和伍国勇等学者

关于“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阶段划分的标准(见表 3)。 
 
Table 3.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表 3. 系统耦合协调性等级划分标准 

序号 耦合协调性区间 系统的耦合协调等级 

1 (0, 0.4) 低度协调耦合 

2 (0.4, 0.5) 中度协调耦合 

3 (0.5, 0.8) 高度协调耦合 

4 (0.8, 1.0) 极度协调耦合 

4. 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阿克苏地区 2007~2016 年 10 年为研究区间。其中，研究所需的数据均来源于 2007~2016
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利用移动平均的方法进行补充缺失的数据。依据文章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阿克苏

地区“四化”的耦合度、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以及耦合协调发展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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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四化”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根据表 4 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 G、U、A、I 的数值可以看出，

大部分年份的“四化”发展水平测度值均在 0.1 至 0.8 之间，2007~2008 年“四化”发展水平测度数值较

低，特别是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不理想，但其发展趋势是上升的。在 2008~2016 年

间，除 2013 年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测度值有所下降之外，其他均为逐年上升，但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

影响，2008~2010 年间，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增长速度减缓，体现出此两者的脆弱性。同时，根据“四

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折线图(见图 1)可以得知，2008 年， I U A G> > > ，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

响，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值低于其他“三化”。2009 年，G I A U> > > ，与 2008 年相比较，工业化增

速最快，是 2008 年的 4.3 倍，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值上

升最小，几乎与 2008 年的发展测度持平。2010 年，城镇化水平测度值上升最大，是 2009 年的 3.3 倍。

2011~2012 年，G I U A> > > ，G I A U> > > ，工业化均高于其他三化，信息化均高于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这表明在 2011~2012 年间阿克苏地区地方较重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2013、2015 年，

I A G U> > > ，I A U G> > >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均高于城镇化、工业化。2014、2016年，A G I U> > > ，

A I U G> > > ，农业现代化均高于其他“三化”。 
 
Table 4.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and coupling degre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in aksu area 
表 4. 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发展水平测度与耦合协调度 

年份 工业化(G) 城镇化(U) 农业现代化(A) 信息化(I) 耦合度© 协调发展水平测度(T) 耦合协调度(D) 

2007 0.052 0.000 0.000 0.005 0.000 0.014 0.000 

2008 0.111 0.161 0.129 0.204 0.972 0.151 0.384 

2009 0.477 0.163 0.235 0.236 0.904 0.278 0.501 

2010 0.424 0.538 0.337 0.310 0.975 0.402 0.626 

2011 0.695 0.431 0.393 0.569 0.973 0.522 0.713 

2012 0.725 0.515 0.567 0.670 0.991 0.619 0.783 

2013 0.694 0.609 0.756 0.807 0.995 0.716 0.844 

2014 0.723 0.647 0.837 0.709 0.996 0.729 0.852 

2015 0.720 0.763 0.822 0.852 0.998 0.789 0.887 

2016 0.785 0.842 0.976 0.939 0.996 0.886 0.939 

注：1.数据来源于《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2.文章数据不包含第一师阿拉尔市。 
 

另外，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2007 年，虽然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很低，其

三者的发展水平测度均低于工业化，但自 2009 年之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的

增长趋势要优于工业化，特别是在 2013 年之后，阿克苏地区各地方将经济发展重点逐步转向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逐步转变、改善生产方式，调整、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使“四化”

发展水平测度协同共进。 

4.2. “四化”耦合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通过对图 2 中耦合度表示程度和协调发展水平测量的分析，可以看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量呈

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耦合度的发展可以分为快速变化、趋于平缓两个时期。其中，2007~2008 年为快

速变化阶段，增长速度最快。2010~2016 年趋于平缓，增长速度减慢，仅 2009 年较 2008 年有所降低，

但波动也很小。2007 年，子系统的耦合度处于 0 区间，处于无关状态和无序发展阶段。2008~2016 子系

统的耦合度在(0.8, 1.0]区间，处于高水平耦合期。此外，在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阿克苏地区的“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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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velopment trend chart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Aksu area 
图 1. 阿克苏地区“四化”发展水平测度趋势图 

 

耦合度没有经过较低水平的耦合度阶段，颉颃期和磨合阶段，并且良性耦合阶段开始。相反，它直接从

无关状态转变为无序发展到高级耦合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强。 

4.3. “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依据表 4、图 3 进行分析可得出，在 2007~2016 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 0~0.939
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在 2007~2008 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位于(0, 0.4]
区间，表明此时“四化”系统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

度位于(0.5, 0.8]区间，体现出此时期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2013~2016 年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

位于(0.8, 1]区间，根据文章中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标准可得知，该时间段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

段。纵观 2007~2016 时间段，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并未经历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直接由

低度协调耦合阶段上升到高度协调耦合阶段，没有中度协调耦合过渡期。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图 2.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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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rend char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图 3. “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趋势图 

 

结合该地区“四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即 C 值、D 值，综合分析可以看出，2007~2008 年间，

其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低度协调状态，在 2009~2012 年间，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高度协调状态，

2013~2016 年间，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 

5.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5.1. 加强“四化”协同发展的研究与宣传 

要继续提高“四化”协同发展的认识并落实实施，先从理论上理清“四化”协同发展的科学内容，

并结合阿克苏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地域特色，掌握“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四化”系统各个

指标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四化”协同发展的宣传力度，保证阿克苏地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

景下，继续保持“四化”协同发展的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通过理论讲解、政策支持以及积极倡导，在

全阿克苏地区形成普遍的“四化”协同发展共识为促进阿克苏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广泛

的舆论基础。 

5.2. 改变生产方式，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为向着“四化”向着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的方向发展，不仅需要强化认识意识、加强

宣传力度、促进制度体系改革以及完善信息化服务，更需要充分结合阿克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和现实

发展状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目前，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要及时转变生产发展方式，延长生

产、加工产业链，由传统的初级加工方式逐步向精细加工过渡，提高生产效益。 
要积极探索研发和更新农业现代化作业技术，进一步推广机械化采棉，提高机械采棉的质量和水平，

同时也节约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推广农田残膜回收机，减少土地污染，全面保持土地肥力，

逐步落实农业绿色生产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工业园区的现代化、科学化管理，利用当地的自

然资源优势，注重高端产业的发展和其他制造业的精细加工；结合产业和未来发展需求开展投资、招商

业务，扩大经济合作范围。 

5.3. 完善城镇化建设，吸引和留住人才 

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救助体系，切实落实乡镇

医疗卫生院的工作标准制度和乡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修建公路，确保道路通畅，全面普及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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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建成区绿地面积，全方位提高城镇化水平。 
进一步促进城镇化与信息化良性互动、融合发展。要加快城镇互联网宽带的应用，提高通信设备基

站点的建设，形成交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的现代管理体系。 
目前，面对人才流失的现象，根据人才地区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使人才培养方式多样化，加

强人才后备军[9]。充分利用国家、自治区给予的资金、政策上的支持，强有力的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

等，形成优待员工、崇尚科学知识的和谐社会风气。全面加强和完善服务制度的建设，并注重生产发展

方式的调整，完善人才信息体系建设，使南疆阿克苏地区人才市场建设逐步纳入到疆内乃至国内范围的

人才市场信息库。 

5.4. 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 

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要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适当发挥干预作用，使市场经济体制在资

源分配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及各生产要素发挥出最大效率，完善市场机制，拓展市场空间，利

用现代化网络和新闻媒体，把阿克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推出去，创立品牌。在“四化”协同发展的过程

中，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四化”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

现代化城镇、村办企业的开办，缓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建立健全乡

镇、村庄各项基础设施服务体制，完善城乡之间各要素平等的交换机制，促进人口集聚，推动阿克苏地

区“四化”向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发展。 

6. 小结 

文章研究首先从“四化”理论分析开始，并结合阿克苏地区发展现状和区域特色，通过运用定性、

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系统地揭示出阿克苏地区当前“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动态趋势。通

过研究得知，2007~2008 年间，其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低度协调阶段，2009~2012 年间，耦合协调度位

于高强度高度协调阶段，2013 至 2016 年期间，耦合协调度达到了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但并没有达到

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另外，研究中发现，在阿克苏地区“四化”协

同发展的动态演进时期中，没有出现较低水平耦合度阶段、颉颃时期阶段、磨合阶段且开始良性耦合阶

段以及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虽然发展起步低，但发展进度快、发展程度高。为进一步优化该地区“四化”

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其达到最佳协同发展阶段，提出了促进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相关措施和

建议，对该地区今后“四化”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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