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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揭示中国西部城镇化格局发展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中国新型城镇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数据，利 用 地 理

探测器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对策。结果表

明：１０年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成渝区变化较大，青藏高原

区变化最小；就影响因素而言，经济发展要素趋于主导地位，政策、自然要素处于领

先地位，人口素质及空间要素影响相对较少。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及影

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应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

局差异问题，应在政府指导下走科学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并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

化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实现 “三化”协调发展。合理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

格局和影响因素能够引导城镇化发展，从而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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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城镇化 是 随 着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发 展，包 括 人 口、

地域格局、产业结构及 生 活 方 式 等 多 方 面 向 具 有 城

市特点变 迁 的 系 统 过 程［１］。当 前，中 国 已 开 始 由 不

完全城市化逐渐向完 全 城 市 化 过 渡，是 新 型 城 镇 化

深入发展的关键节点，同 时 也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决定性阶段［２］。据相关数据统计，２０３０年中国城

镇化率将高达６５％，快速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一系

列诸如社会 格 局 变 动、社 会 利 益 分 配、产 业 结 构 转

型及政治体制更新等 问 题。如 何 运 用 科 学 方 法 分 析

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 影 响 因 素，对 于 提 升 城 镇 化 质

量及加速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

城镇化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尤

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使得研究再

度升温，成为近年来各界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外

学者对于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探索主要为理论研究，包

括马克思［３］、赫希曼［４］、盖迪斯［５］等理论家，他们不

断更新城市化发展内涵，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国内

学者主要从城镇化测度、格局分析、时空变化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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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特征４方面进行分析，如胡守庚等以湖北省８０
个县为例测算城镇化水平［６］；杨彬等以吉林省为例，

测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

得出吉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粗放式和外延式发展［７］；

杨振等以新疆为例，分析其县域空间格局，认为新疆

城镇化水平层随机态势发展［８］；马孝先等从多方面分

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分析其效应特点，认

为城镇化发展是内生动力的发展［９］。总体来看，国外

研究多以区域理论分析为主，国内研究趋向于实证分

析，但多为微观尺度的统计分析，缺少宏观尺度上地

理学视角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研究。

２０１６年中国城镇化率为５３％，而西部地区平均

城镇化率仅为４７％，虽然中国已经实行西部大开发

等一系列振兴西部计划，但西部地区仍依靠低成本、

廉价劳动力等发展城 镇 化，走 的 是 一 条 低 效 低 质 的

城镇化发展 道 路，而 且 由 于 地 理 环 境、交 通 条 件 等

多方面因素，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困难重重。

基于此，本文以西部１２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

研究区，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城

镇化发展格局及影响 因 素，为 西 部 地 区 未 来 发 展 新

型城镇化提供政策依据。

２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根据 《中国统计年 鉴》对 中 国 的 经 济 区 域 的 划

分，中国共分为 东 中 西３部 地 区，西 部 地 区 主 要 包

括 陕 西、四 川、云 南、贵 州、广 西、甘 肃、青 海、

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重庆等１２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１０］。其可以划分为青藏高原区 （西藏）、

黄土高原区 （陕 西）、青 新 区 （青 海、新 疆）、云 贵

高原区 （云 南、贵 州）、甘 宁 区 （甘 肃、宁 夏）、成

渝区 （四 川、重 庆）６大 区 域，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地 域

辽阔，但受地形 和 气 候 及 历 史 因 素 影 响 较 深，经 济

欠发达，需 要 加 强 开 发。但 其 地 处 资 源 富 集 区，具

有较大的开 发 利 用 潜 力，因 此，研 究 其 城 镇 化 格 局

及影响因素十分必要。

２．２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最 开 始 用 作 解 决 地 方 疾 病 风 险 和 其

地理位置相关影响因 素 的 研 究，但 之 前 处 理 这 类 问

题的多采用具体的模型和软件［１１］，但其假设性条件

太多，因此其模 型 效 果 不 显 著，但 地 理 探 测 器 模 型

所受制约较少，尤其因 子 探 测 器 处 理 影 响 因 素 十 分

便捷，主要思想 是 事 物 总 是 处 于 特 定 位 置 上，其 影

响因素具有差异性，但 若 某 环 境 因 素 和 地 理 事 物 的

变化在空间上有显著 的 一 致 性，则 说 明 其 对 该 事 物

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 根 据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

展特点选取影响因子如表１所示，主要从要素投入、

消费需 求、空 间 集 聚、人 口 素 质、政 府 作 用、经 济

发展及自然条件７个方面分析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展影响因素［１２］。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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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ａ，ｂ是探 测 因 子ａ 的 探 测 力 值；ｍ 是 二

级区域个数，ｎ是一级区域个数，ｎａ，ｉ是二级区域内

地理事物 的 个 数，Ｐａ，ｂ值 越 大，说 明 其 因 素 对 地 理

事物的影响度越高。

表１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指标 内容 编号

要素投入
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ｆ１

城镇居民家庭每户就业人口 （人） ｆ２

消费需求

影剧院机构数 （个） ｆ３

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 （万户） ｆ４

城镇居民国内旅游率 ｆ５

空间集聚

每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密度 （人） ｆ６

绿地面积 （ｈｍ２） ｆ７

人均道路面积 （ｍ２） ｆ８

人口素质
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 ｆ９

教育业增加值 （亿元） ｆ１０

政府作用
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ｆ１１

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ｆ１２

经济发展
ＧＤＰ （亿元） ｆ１３

人均ＧＤＰ （元） ｆ１４

自然条件

高程 ｆ１５

气温 ｆ１６

降水 ｆ１７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变化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 析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 展 的 空

间差 异，选 取２００５年 及２０１５年２个 年 份，基 于

ＧＩＳ　１０．２平 台 运 用 自 然 断 裂 法 划 分 城 镇 化 发 展 水

平，分别为 低 水 平、中 低 水 平、中 高 水 平 和 高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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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等级。２００５及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城

镇化率持续处于 低 水 平 状 态，而 青 新 区 （青 海、新

疆）及云贵地 区 （云 南、贵 州）无 明 显 变 化。原 因

是该区域处于中国青藏高原及 山 脉 与 盆 地 相 间 排 列

地带，长期受制 于 自 然 地 理 条 件 的 限 制，不 利 于 人

类的生活发 展。同 时 由 于 特 殊 的 历 史 原 因，该 区 域

少数民族 众 多，由 于 交 通 不 便，教 育 水 平 不 高，文

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很 低，城 镇 意 识 和 商 品 经 济 意 识

不强，难以适应 城 镇 的 生 活。导 致 该 区 域 城 镇 化 发

展缓慢，经济基 础 较 为 薄 弱。发 生 主 要 变 化 的 地 区

集中在 成 渝 区 （四 川、重 庆）及 黄 土 高 原 区 （陕

西），其城镇化率由中高水平上升至高水平阶段。党

的十八大以 来，中 央 根 据 国 内 国 际 形 势 的 变 化，拓

展了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 的 空 间 感 和 层 次 性，立 足 于

大的区域 空 间 尺 度 重 新 审 视 中 国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

成渝区及黄土高原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

是中国新 型 城 市 化 发 展 战 略 西 倾 的 重 要 战 略 一 环。

但整体来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地区省份城镇

化率 均 有 所 上 升，多 数 省 份 城 镇 化 率 提 升 幅 度 在

２０％～５０％。

３．２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影响因素

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

要素为一体的地理空间过程，其本质反映了社会经济

发展的变 革。本 文 从 要 素 投 入、消 费 需 求、空 间 集

聚、人口素质、政府作用、经济发展及自然条件等７
个方面 选 取１７个 指 标 作 为 影 响 因 素，如 表１所 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地理探

测要素变量，并将各指标变量分成５级，通过地理探

测器研究方法，分 别 计 算 出 各 要 素 变 量 的 决 定 力Ｐ
值。其中，自然条件类指标直接在ＡｒｃＧＩＳ中进行聚

类分级 为５级，而 对 于 其 他 类 如 要 素 投 入、消 费 需

求、空间集聚等则根据统计数据获得 （表２）。

表２　各影响因素对中国西部城镇化布局的决定力地理探测结果

指标 ｆ　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ｆ８ ｆ９ ｆ１０ ｆ１１ ｆ１２ ｆ１３ ｆ１４ ｆ１５ ｆ１６ ｆ　１７

一级区 ＜４．５ ＜１ ＜４ ＜２ ＜２ ＜１ ＜４．５ ＜４．５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２ ＜３ ＜２

二级区 ４．５～５．５　１～２　４～４．５　２～４　２～４　１～２　４．５～５．５　４．５～５．５　４～４．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５～６　５～６　２～４　 ３～８　 ２～４

三级区 ５．５～６．５　２～３　４．５～５　４～６　４～６　２～３　５．５～６．５　５．５～６．５　４．５～５　６～７　６～７　６～７　６～７　６～７　４～６　８～１５　 ４～６

四级区 ６．５～８　 ３～４　５～５．５　６～８　６～８　３～４　 ６．５～８　 ６．５～８　５～５．５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６～８　１５～２５　６～８

五级区 ＞８ ＞４ ＞５．５ ＞８ ＞８ ＞４ ＞８ ＞８ ＞５．５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２５ ＞８

Ｐ 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根据模型计算结 果 可 知，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展 格 局 变 化 影 响 因 素 重 要 度 排 序 为 经 济 发 展

（０．２６６）、政 府 作 用 （０．１９６）、自 然 条 件 （０．１７７）、

消费需求 （０．１２６）、人 口 素 质 （０．０９８）、空 间 集 聚

（０．０８６）、要素投入 （０．０５１）。①经济发展对中国西

部城镇化发展格局具 有 主 导 作 用，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两者互相具有促进作 用。随 着 中 国 西 部 城 镇 化 进 程

的不断推进，西部各省 份 经 济 发 展 逐 渐 呈 现 较 大 差

异，经济发展缓 慢 制 约 了 城 镇 化 的 发 展，故 而 导 致

西部各省份所处城镇 化 阶 段 的 不 同。青 藏 高 原 地 区

由于经济发 展 较 为 落 后，产 业 结 构 不 合 理，缺 乏 足

够资金进行城镇建设，而 成 渝 地 区 作 为 国 家 深 化 西

部大开发、国家 重 点 开 发、国 家 统 筹 城 乡 综 合 配 套

改革的重要 区 域，其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增 速 显 著。故 经

济发展决定力 最 大。②政 府 作 用、自 然 条 件 及 消 费

需求对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格 局 影 响 决 定 力 较 强。

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 区 域 战 略 政 策 方 面，青 藏 高 原

及云贵高原地区由于城镇化发 展 的 战 略 政 策 明 显 不

足，其综合交通 网 络 及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明 显 滞 后，故

城镇化发展水平缓慢；而 成 渝 地 区 作 为 中 国 城 镇 化

区域战略政策的叠加 高 地，对 于 城 镇 化 的 全 面 建 立

及人口城镇化的不断 推 进 打 下 坚 实 基 础。自 然 条 件

对中国西部城镇化布 局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坡 度、高

程及降水等方面，由于 各 省 域 所 处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存

在较大差异，其 中 西 藏、云 南 及 贵 州 等 地 地 处 高 原

地带，气候及自 然 条 件 较 不 利 于 人 类 居 住，故 城 镇

化发展水 平 缓 慢。消 费 水 平 主 要 由 经 济 发 展 决 定，

其对于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的 格 局 影 响 较 为 重 要。

③人口素质、空间集聚 及 要 素 投 入 对 于 中 国 西 部 地

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影 响 决 定 力 较 小，该 类 影 响 因 素

主要取决于城镇化及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高 低，故 决 定

力较小。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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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划分

鉴于上文对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 展 格 局 及 影

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 进 一 步 讨 论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化发展类型区域划分 （表３）。本研究将中国西部

地区划分为６大类型，共１０个省份，不同类型未来

城镇化发展导向如表３所 示：①青 藏 高 原 区 主 要 指

西藏，地形 以 高 原 为 主，城 镇 化 发 展 较 为 缓 慢，未

来发展方向在改善城镇基础设 施 及 交 通 条 件 方 面 有

所投入，促进小 型 城 镇 的 发 展。②黄 土 高 原 区 为 陕

西，该区域自然 条 件 较 差 且 水 资 源 紧 缺，社 会 经 济

差异较大，下一步应致 力 于 改 善 地 区 水 资 源 利 用 效

率，稳定农业粮 食 生 产，增 强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承 载 能

力。③青新区主 要 包 括 青 海 及 新 疆，该 区 域 城 镇 化

水平较低，主要 从 事 农 业 生 产，未 来 应 进 一 步 发 展

培育特色产业，加 强 生 态 建 设。④云 贵 高 原 区 主 要

包括云南及 贵 州，该 区 域 地 处 高 原 地 区，自 然 环 境

条件较差，应进 一 步 挥 发 其 旅 游 资 源 优 势，加 强 区

域环境可 承 载 力。⑤甘 宁 区 主 要 包 括 甘 肃 及 宁 夏，

该区域城镇化发展较 高，未 来 应 致 力 于 发 展 特 色 产

业，不断加强城 镇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能 力，促 进 中 小 城

镇的发展。⑥成 渝 区 包 括 四 川 及 重 庆，该 区 域 发 展

较为迅速，作为 中 国 西 部 大 开 发 的 重 点 区 域，未 来

应发展 二 三 产 业，调 整 产 业 结 构，优 化 产 业 布 局，

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及国际影响力。

表３　中国西部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

名称 包含省份 基本特征 发展导向

青藏高原区 西藏 　以高原为主，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率低 　改善区域基础设施及交通条件，促进中小型城镇的发展

黄土高原区 陕西 　以高原、山地为主，第一产业比重较高
　增强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改善交通条 件，稳 定 农 业 粮

食生产

青新区 青海、新疆 　人口密度较小，总量较少，城镇化率较低
　培育特色产业，协调农业及二三产业之 间 发 展，提 高 水

资源利用效率

云贵高原区 云南、贵州
　以高原为主，城镇化率水平一般，人口流

动活力一般

　发展旅游业，加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促 进 区 域 城 镇 可

持续化发展

甘宁区 甘肃、宁夏 　城镇化率较低，人均ＧＤＰ较低
　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城镇资源环境承载 能 力，强 调 节 约

集约发展

成渝区 　四川、重庆
　人口流量大、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城镇化

率较高

　发展二三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产 业 布 局，推 进 城

镇综合发展能力

４　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协调发展对策探讨

本文 基 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水 平，
从宏观角度运用ＧＩＳ手段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在此基础上，选取多个 因 素 运 用 地 理 探 测 器 探 索 其

影响因素，得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地区整体城

镇化率呈 上 升 趋 势，但 均 低 于 中 国 平 均 城 镇 化 率，
其中，青藏高原 区 城 镇 化 率 普 遍 较 低，青 新 区 及 云

贵区相对较 高；对 比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５年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水平，四 川、陕 西、重 庆 变 化 较 大，其 他 地 区 无

较大明显变化，主要由 于 其 区 域 发 展 总 体 战 略 的 空

间感和层次性的提升导致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发展，

但青藏高原区则无明 显 变 化，主 要 受 历 史 及 地 势 影

响较深；由 于 城 镇 化 水 平 受 多 种 因 素 影 响，其 中，

经济发展对中国西部城镇化发展格局具有主导作用，

政府作用、自然条件及 消 费 需 求 对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化格局影 响 决 定 力 较 强，人 口 素 质、空 间 集 聚 及

要素投入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城 镇 化 发 展 格 局 影 响 决

定力较小。在此 基 础 上，我 们 提 出 相 应 的 对 策 和 建

议。
（１）发展城镇化的 同 时 应 高 度 重 视 西 部 地 区 城

镇化空间格局差异问 题。在 充 分 把 握 各 省 资 源 优 势

的前提下，因 地 制 宜，科 学 布 局，制 定 有 效 的 产 业

政策和基础 设 施 建 设 等 方 针，实 施 差 异 性 管 理，从

而促进多样城镇化发 展。如 青 藏 高 原 区 和 甘 宁 区 及

云贵高原区应在把握自身旅游 资 源 的 优 势 下 发 展 城

镇化，而黄土高原区应 通 过 提 高 自 身 生 态 环 境 承 载

力发展城镇 化。同 时，西 部 地 区 在 发 展 自 身 城 镇 化

同时应加强与东中部 地 区 的 联 系，做 到 与 东 中 部 地

区同时发展城镇化，并大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２）以新型工业 化、农 业 现 代 化 推 进 城 镇 化 发

展，实现 “三化”协调发展。中国现在处于 “三化”
发展的关键节点，一方 面 要 以 新 型 工 业 化 带 动 城 镇

化高质发展；另一方面 要 在 推 动 农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０３２—



同时发展城镇化。西部 地 区 要 抓 好 国 家 西 部 大 开 发

这个优势，在利 用 国 家 政 策 的 优 势 下，积 极 主 动 学

习贯彻东部沿海信息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成 功 经 验，学 会

以信息化改进传统产 业，从 而 带 动 “三 化”共 同 发

展。
（３）在政府 指 导 下 走 科 学 的 城 镇 化 发 展 之 路。

政府站在区域社会经济协调有 序 发 展 的 基 础 上 来 指

导城镇化格局空间结 构，为 西 部 地 区 发 展 城 镇 化 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西 部 地 区 发 展 缓 慢 是 由 于 自 身

地域缺陷，而加大城镇 现 代 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与 生 态

环保投资是发展城镇 化 的 先 决 条 件，尤 其 青 藏 高 原

区、甘宁区、青新 区 等 应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加 大 基 础

设施投资，优化城镇人 居 环 境 与 社 会 服 务 水 平 从 而

提升地区吸引力。

西部地区城镇 化 水 平 明 显 低 于 中 国 城 镇 化 平 均

水平，但城镇化水平是 一 个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重

要标志，如何提升城镇 化 发 展 水 平 是 推 进 城 市 发 展

的重中之重。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西部地区城镇化水

平，从宏观角度运用ＧＩＳ手段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化

特征，在此基础 上，选 取 多 个 因 素 运 用 地 理 探 测 器

探索其影响因素，并针 对 西 部 地 区 城 镇 化 发 展 特 点

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和 建 议，能 够 较 准 确 地 揭 示 中 国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 平，正 确 导 向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城

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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