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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叶波 魏后凯

提 要 进入 世纪以来 , 中国城镇化以年均提 高 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

进 , 但中国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不匹配 , 各种城镇化问题和矛盾 日渐凸显出来 , 城

镇化质量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 自叶裕民 年开启城镇化质量定量评价研究以

来 , 特别是 年以来 , 有关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文献明显增多。不少学者构建了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 , 采用层次分析法 、 因子分析法 、 墒值法等多种方法 , 分别时全国 、 省

域 、 地级市 、 县级市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 并取得 了丰富的成

果 。但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尚未形成共识 , 指标体系尚不完善 , 当前亚需加强评价

标准的适用性 、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 。为此 , 必须在基础理论和评价方法上进一

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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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

特别是自 年以来 , 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平均

提高 。截至 年底 , 中国城镇人口达

到 亿 , 城镇常住人 口首次超过常住农村人

口, 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 。从城镇人

口 、空间形态标准来看 , 中国整体上已进人到初

级城市型社会 但从生活方式 、社会文化和城乡

协调标准看 , 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

有较大的差距 , 并面临十大挑战 魏后凯 、袁晓

勋 、郭叶波等 , 。①也就是说 , 中国城镇化

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 , 城镇化速度

与质量不匹配 。在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

应该更重视城镇化质量 周一星 , 魏后凯 ,

。②③当前 , 中国正处在城市型社会战略转型

的关键时期 , 函需从理论 阐明城镇化质量的本

质内涵 , 明确城镇化发展的差距所在和改进方向 。

一 、 评价对象与空间尺度

从现有文献来看 , 大多数研究以地级及以

上城市 、 省域为空间尺度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

见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研究 ” 项 目号 月 和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 目 “̀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 ” 项 目号

。匕 卿 的阶段性成果 。

魏后凯 、 袁晓励 、 郭叶波等 《中国迈向城市时代的绿色繁

荣之路 》, 潘家 华 、 魏 后凯 主编 《中国城 市发展报 告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周一星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 《城市规划 》

年第 期 。

魏后凯 《中国城市化转型与质量提升战略 》, 公上海城市规

划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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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对中国城镇化质 定且评价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文献出处

叶裕民 ①

靳刘蕊 ②

欧名豪等 ③

常阿平 ④

孔凡文 ⑤

李成群 ⑥

朱洪祥 ⑦

王忠诚 ⑧

袁晓玲等 ⑨

韩增林等

何文举等

刘春燕

王家庭 、唐袁

王志燕 。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

周艳妮等 ⑩

年城市人口超过 万的 个超大城市 , 类 个指标

年 个主要城市 , 个指标 , 因子分析法

江苏省 个地级市 , 个指标 , 德尔菲法 、层次分析法

年 个省会城市 未含拉萨 , 个指标 , 因子分析法

年 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 个指标

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 个指标

山东省 市, 个指标 , 聚类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

年 个直辖市 , 个指标

年陕西省 个地级市 , 精简后 个指标, 型聚类分析法 、 因子分析法

。。 年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嫡值法

湖南省 个地级市 , 精简后 个指标 , 型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法

。。 年乌鲁木齐 、北京 、上海 、南京 、重庆 、 西安 , 个指标 , 层次分析法

年 个直辖市和 个省会城市 不含拉萨 , 个指标, 主成分分析法 改进

年 年山东省 个设区市 , 个指标 , 层次分析法

年东营 、青岛 、威海 、潍坊 、烟台 、北京 、 天津 、大连 、青岛 、秦皇岛 , 层次分析法 、

区位商比较法

城地级及上市以

马林靖等
年 年北京 、天津 、上海 ,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 、产业结构偏离

度 个指标

陈晓毅 一

王德利等

年广西 个城市 , 个指标 , 嫡值法

。。 年首都经济圈 个市, 类 个合成指标 , 阿特金森分度测度模型 、动态判断标准

① 叶裕民

② 靳刘蕊

③ 欧名豪 、

④ 常阿平

⑤ 孔凡文

⑥ 李成群

⑦ 朱洪祥

⑧ 王忠诚

⑨ 袁晓玲 、

⑩ 韩增林 、

何文举 、

刘春燕

王家庭 、

⑧ 王志燕

周艳妮 、

⑩ 马林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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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利 、

《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 》, 《中国软科学 》 年第 期 。

《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因子分析》, 《山西统计 》 年第 期。

李武艳 、刘向南等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 年第 期。

《我国城市化质量现状的实证分析 》, 《统计与决策 》 。。 年第 期 。

“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研究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年博士后论文。

《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城市化质量分析 》, 《改革与战略 》 年第 期。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 《城市发展研究 》 年第 期 。

《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以我国直辖市为例》, 《特区经济 》 年第 期 。

王霄 、何维炜等 《对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 》, 《城市发展研究 》 年第 期。

刘天宝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 《地理研究 》 。。 年第 期 。

邓柏盛 、阳志梅 《基于 “两型社会 ” 视角的城市化质量研究— 以湖南为例 》, 《财经理论与实践 》 年第 期。

《乌鲁木齐城市化质量评价 》, 《新疆社科论坛 》 。。 年第 期 。

唐袁 《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 》, 《财经问题研究 》 年第 期 。

《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 》, 《山东经济 》 年第 期。

尹海伟 《东营市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年第 期 。

周立群 , 决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化质量研究— 浅谈高城市化率背后的质量危机 》,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 年第

《广西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嫡值法的实证研究 》,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

赵弘 、孙莉等 《首都经济圈城市化质量测度 》, 《城市问题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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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尺尺度度 文献出处处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法

地地地 刘蓉等 ①① 。。 年一 。。 年泛长株潭城市群 个城市, 个指标 , 主成分分析法 、 聚类分析法法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及及及 王钮 ②② 年长三角 个城市 , 个指标 , 因子分析法法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上上上 朱洪祥等 ③③ 年山东省 个市 个预警指标标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市市市 张春梅等 ④④ 。。。年一 。年江苏省 个地级市 , 个指标 , 墒值法法

县县县 白先春等 ⑤⑤ 。。。年 。。 年江苏省 个县级市 , 个指标 基于以 算子构建指标体系系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城城城 余晖 ⑥⑥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个新兴城区区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徐徐徐素等 ⑦⑦ 年长三角 个县级市 , 个指标 , 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法

鲍鲍鲍悦华等 ⑧⑧ 年 个省份的 个地级市和县级市, 个指标 , 因子分析法法

省省域域 郑梓祯 ⑨⑨ 。年 年广东省, 单一指标 城镇养老覆盖面覆盖度

赵赵赵雪雁 。。 ⑩⑩ 年西北 省, 个指标标

国国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调 年华东区 省, 个指标 , 层次分析法法

队队队课题组 ⑧⑧⑧

赵赵赵海燕等 ⑩⑩ 年黑龙江省, 个指标标

李李李林 ` 了 年一 。。 年 个省份 不含西藏 , 嫡值法 、乘法模型型

孙孙孙静等 ⑩⑩ 。。 年河南省 个指标标

李李李爽等 ⑩⑩ 年 年河北省 , 个指标, 嫡值法法

王王王家庭 、赵亮 ⑩⑩ 年 年 个省份 , 个投人指标 、 个产出指标, 数据包络分析 仪 模型型

许许许宏等 ⑥⑥ 年 、 年 、 年 、 年云南省 , 个指标标

王王王德利等 ⑩⑩ 年一 。。 年 个省份 个指标 , 嫡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析

刘蓉 、宋杰 《泛长株潭地区健康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 《企业家天地 理论版 》 年第 期 。

王钮 《城市化质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 以长三角为例》, 《中国城市经济 》 年第 期 。

朱洪祥 、宙刚 、吴先华等 《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 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 》, 《城市发展研究》

年第 期。

张春梅、 张小林 、吴启焰等 《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 以江苏省为例 》, 哎经济地理》 年第 期。

白先春 、 凌亢 、朱龙杰等 《我国县级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以江苏省县级市为例 》, 《统计研究 》 年第 期 。

余晖 《我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反思 》, 《开放导报 》 。年第 期 。

徐素 、于涛 、巫强 《区域视角下中国县级市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国际城市规划 》 年第

期。

鲍悦华 、 陈强 《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 《同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年第 期 。

郑梓祯 《社会保险覆盖面人口基数测算与城市化质量评估 》, 《广东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

赵雪雁 《西北地区城市化质量评价 》, 《干早区资源与环境 》 年第 期。

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 《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 》, 《统计研究 》 年第 期 。

赵海燕 、王吉恒 、王品 《黑龙江省城市化质量问题研究 》, 《商业研究 》 年第 期 。

李林 “中国城市化质量差异与其影响因素研究 ”, 中国农业大学 。。 年博士论文。

孙静 、 苗洁 《河南省城市化质量问题研究 》, 《消费导刊 》 年第 期。

李爽 、 贾士靖 塔河北省城市化质量评价及其障碍度诊断 》, 《网络财富 》 年第 期。

王家庭 、赵亮 《我国区域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 》, 《软科学 》 年第 期 。

许宏 、周应恒 《云南城市化质量动态评价 》, 《云南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

王德利 、方创琳 、杨青山等 《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 》 《地理科学 》 。年第 期 。

①②③

①⑤⑥⑦

⑩⑩⑥⑩⑧⑨⑩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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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

省
域

全国

文献出处

方创琳等 ①

郝华勇 ②

周丽萍 ③

靳美娟 ④

王德利等

方创琳等

续表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

。年一 。。 年 个省份 , 个合成指标 , 阿特金森分段测度模型 、动态判断标准

年 个省份 , 个指标 , 主成分分析法

年 个省份 , 个指标 , 因子分析法, 比 、 比等

年陕西省 , 类 个指标

年一 年全国, 个指标 , 墒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

。年一 年全国, 个合成指标, 阿特金森分段测度模型、动态判断标准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对于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对象的选择 , 有学

者认为国家大尺度或县域 、乡镇等小尺度就不宜

作为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对象 陈明, ,⑤这

似乎有些草率 。理论上讲 , 只要有城镇化 , 就要

重视城镇化质量 。当前中国整体进人了初级城市

型社会的阶段 , 加强全国尺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 ,

明确宏观层面的差距所在和进一步改进的大方向 ,

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县城和小城镇也是城镇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断提升县域和乡镇等

小尺度的城镇化质量 , 就能筑牢全国城镇化质量

的微观基础 。当然 , 必须注意不同空间范围城镇

化质量评价的适用性和差异性 。在全国主体功能

区划中, 承担重要生态功能的地区由于不存在城

镇化的前提 , 也就无所谓城镇化质量评价 而人

口净迁人量较大的城镇化核心区域则是城镇化质

量评价的重点对象 。

二 、 评价方法和指标赋权

性加法模型 , 即按一定方法对多个指标赋权后

再线性相加合成一个综合指数 , 其使用规则是

各个指标存在线性可替代性 李林 , 。

无论乘法模型还是加法模型 , 都会面临一个

重要难题 — 指标赋权 。从表 可看出 , 现有对

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 存在多种指标赋权方法 ,

但大体可归纳为主观赋权 、 客观赋权两类 。其中

主观赋权方法包括作者直接赋权 、 德尔菲法 、 层

次分析法 , 其赋权原理是基于专家对不同指标之

间的相对重要性的主观判断 李林 , 。客观

赋权方法包括嫡值法 、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

法 、聚类分析法等 , 其赋权原理是基于指标本身的

信息量或者样本差异驱动 例如方差 。主观赋权

法和客观赋权法各有优劣, 前者主要凭借专家经

验 , 但由于各自知识背景不同 , 难免存在主观随意

性 而后者回避了主观随意性, 但仅凭借样本差异

驱动赋权有时又无法反映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

对城镇化质量评价 , 有定性和定量研究两

大类 , 当前的研究以定量评价研究为主 。在定

量评价方法上 , 有单一指标评价和多指标综合

评价两种类型 。

从表 可看出 , 只有极少学者采用单一指

标评价 郑梓祯 , , 而绝大多数学者采用

多指标评价 。对于多指标评价 , 有些学者仅对

各个指标进行分别评价 , 有些学者则采用一定

的方法将多个指标综合成一个城镇化质量指数 。

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的方法 , 又可分为乘

法模型和加法模型 。只有少数学者采用乘法模

型 李林 , , 即将多个指标以乘法的形式

合成一个综合指数 , 其使用规则是各个指标缺

一不可 吴殿廷 , ⑥而大多数学者采用线

三 、 评价结果与主要争论

从定性评价的结果来看 , 中国城镇化质量总

① 方创琳 、王德利 《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

路径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

② 郝华勇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差异研究,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③ 周丽萍 “中国人口城市化质量研究 ” 浙江大学 年博

士论文 。

① 靳美娟 《陕西省城市化质量评价 》, 《河南科学 》 年

第 期 。

⑤ 陈明 《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评述 》, 《规划师 》 枪

年第 期 。

⑥ 昊殿廷 《区域经济学 》, 科学出版社 帕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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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水平不高 。归纳起来 , 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

一是人口城镇化质量不高 。近年来中国人 口城
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 但面临 “不完全城镇化 ”

和 “被城镇化 ” 的问题 。大量农村人 口在土地

被征用之后未能举家迁人城市和城镇 也有大

量农民工长期进城工作却未能定居城镇并享受

应有的市民待遇 周一星 , 。受 “一城两

制 ” 政策歧视 , 农民工成为城市里的二等公民 、

边缘人 陆学艺 , 。①二是空间城镇化质

量不高 。中国土地城市化快于人 口城市化 ,

。。。年一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

设用地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 ,

远远高于城镇人口 的年均增速 。但中国

城镇化的空间资源浪费严重 , 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 , 城市规划建设缺乏特色 , 城镇基础设施薄

弱 魏后凯 、袁晓勋 、 郭叶波等 , 。三是

经济城镇化质量不高 。中国城市和城镇的产业

发展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 城市间低水平同

质竞争突出 ,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 , 发

展成果共享机制尚不完善 魏后凯 、袁晓勋 、

郭叶波等 , 。四是社会城镇化质量不高 。

小城镇的农村生活方式没有真正改变 , 城市的

就业 、 医疗 、 养老 、 教育等社会问题突出 孔

凡文 、许世卫 , 。②近年来 , 城乡差距仍在

不断扩大 , 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 , 又可能产生

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周一星 , 。 。。 年

以来 , 我国城市不同阶层的收人差异和消费差异

仍在持续扩大 , 并且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

魏后凯 、袁晓勋 、郭叶波等 , 。

从定量评价的结果来看 , 中国城镇化整体质

量不高 , 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差异显著 。第一 ,

在全国尺度 , 年中国城镇化质量处于中等水

平 , 但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 王

德利等 , , 并且经济城镇化质量 社会城镇

化质量 空间城镇化质量 方创琳等 , 。第

二 , 在省域尺度 , 近 年来分省城镇化质量沿着

“内陆 沿海 内陆 沿海 整体提高 ” 的路径不

断提升 方创琳等 , , 但中国分省城镇化质

量并不高 。由于技术变动的无效性 , 各省市城市

化效率不断降低 , 处于 〕 无效状态的省市的投

入要素非集约度很高 王家庭 、 赵亮等 ,

并且各省城镇化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 大

致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逐次下降 方创琳等 ,

郝华勇 , 周丽萍 , 。第三 , 在

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 , 我国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 ,

空间差异显著 。当前 个直辖市的城镇化质量还

比较低 王忠诚 , 王家庭 、 唐袁 , 。

人口超过 万的 个大城市大多数处于初步实

现现代化阶段 , 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 叶裕民 ,

。省会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从东部向西部递减

王家庭 、 唐袁 , 。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 , 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

呈 “群 ” 状分布 , 城镇化质量从东部沿海向中 、

西部地区依次降低 韩增林等 , 。第四 , 在

县级城市尺度 , 多数长三角和珠三角新兴城区城

镇化正从 “数量 ” 型向 “质量 ” 型转变 , 离更高

标准的城镇化尚有一段距离 余晖 , 。 。。。

年一 年江苏省 个县级市大部分城市发展

质量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 白先春等 ,

但江苏省县级市的城镇化质量略低于浙江省平均

水平 , 并且内部质量差异更为明显 , 整个长三角

县级市的城镇化质量以环太湖经济带为中心 , 向

内陆地区圈层式递减 徐素等 , 。

现有文献对城市规模 、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

镇化率 与城镇化质量的关系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

一般认为 , 在省域和地级市尺度 , 城镇化质量与
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 , 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 ,

城镇化质量就越高 韩增林等 , 方创琳等 ,

。关于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 , 不

同学者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有学者认为 , 在理论

上 , 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 、 时

为城镇化质量及速度相对应的 个重要转折点

方创琳等 , 。但在实证研究中 , 有学者认

为随着人口城镇化率下降 , 城镇化质量降低 周

丽萍 ,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口城镇化率

并不能反映城镇化质量的高低 , 两者没有显著的

正相关性 余晖 , 方创琳等 , , 即城

① 陆学艺 《当前社会阶层分析与探讨 》, 《民主 》 年第

期 。

② 孔凡文 、 许世卫 《论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 》 《城市

问题 》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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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的观点

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 徐素等 , 。

四 、 研究不足及改进 方向

现有文献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研究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

首先 , 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多数研究只热

衷于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和开展实证评价

分析 周丽萍 , , 而对城镇 化质量的内

涵 、空间载体 、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机制缺乏必

要的理论分析 。个别学者将城镇化质量错误地

理解为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的吸引力和网络张力

郑亚平 , 。。 , ①没有抓住城镇化质量的本质

内涵 。少数学者将城镇化质量过于宽泛地理解为

城市综合实力 、城市竞争力等 , 没有突显城镇化

质量评价的特色内容 。不少学者将城镇化质量过

于狭隘地理解为城市发展质量 , 忽视了城乡区域

一体化等重要内容 。大多数学者未能抓住城镇化
推进效率的这一关键内容 , 片面地强调了城镇化

建设的成果而忽略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必须付

出的资源 、环境 、劳动力等成本代价 。

其次 , 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

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 , 多数研究的评价指标

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 。所选择的评价指标 , 或

者过 于简 约 例如 郑梓 祯 , 王忠诚 ,

, 不能反映城镇化质量的全部内涵 或者

过于庞杂 , 不能突出城镇化质量评价的主要 内

容 或者与城镇化质量关联不大 , 甚至混杂了

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标 。在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
时 , 有学者人选了地 区生产总值 、 社会消费零

售总额等总量性指标 袁晓玲等 , 王钮 ,

, 显然混淆了城市综合实力与城镇化质量

的区别 也有学者人选了食物 自给率 ,

、②能源保障指数 方创琳等 , 等

指标 , 其适用性尚需进一步斟酌 。

再次 , 评价标准的适用性巫需改进 。大多

数文献 , 在设置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的 目标值

或者在进行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时 , 将该指标的

样本最值视为满分 。这样处理固然省事 , 但据

此设定的评价标准却未必具有普适性 。对此有

学者进行了反思 , 认为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长期

的动态过程 , 描述其质量的指标应具有时代特

征 , 兼具先进性和阶段性 白先春 , ③

因此要设置 “动态移动靶 ”, 即不同时期应设置

不同的达标标准 陈鸿彬 , 。④

一般说来 ,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大致可以
归为三类 , 即发展型指标 含正向指标和逆向

指标 、约束型指标和适中型指标 。对于约束性

指标 , 根据现行相关法规或实际需要设定阑值

即可 , 相对容易处理 。对于适中型指标 , 则需

要根据经验常识或者实证研究 , 确定 目标值的

合理区间。对于发展型指标 , 则 比较难处理 。

其中反映城镇化发展成果的发展型指标 , 其目

标值设置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取最值 但对

于反映城镇化结构性变化的发展型指标 , 其 目

标值设置必须要考虑城镇化的阶段性差异以及

空间尺度差异 。例如 , 许多学者将第三产业比

重列为评价城镇化质量的指标 , 并将其评价标

准设置为样本最高值 。这初看起来 , 似乎有些

道理 , 但深究起来 , 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 。必

须注意 , 这是一个反映城镇化经济结构变化的

指标 , 不同城市 、不同发展阶段 的评价标准应

有所差别 。具体来说 , 城镇化水平高的地 区,

第三产业比重的评价标准应设置得高一些 在

全国城镇体系中承担综合功能的大城市 , 其标

准应设置得高一些 , 而承担专业化功能的工业

小城市 , 其标准应设置得低一些 。事实上 , 不

管第三产业比重有多高 , 只要有产业效率就行 。

最后 , 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巫需加

强 。由于不同学者所选取的研究方法 、 评价指

标体系 、评价标准等不一致 , 不同学者的评价

结果往往不具有横向比较性或者纵向可比性 。

郑亚平 《我国省域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测评 》, 《西部论坛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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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春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计量分析与实证研究 ” 河海

大学 。。 年博士论文。

陈鸿彬 《农村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经济经

纬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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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不少文献的评价结果只具有排名意义 ,

而不具有监控预警功能 。例如 , 根据公式 二。

了。一` , 二 、,一二 。, 对原始数据进行正

规化处理 时 , 就会损失大量有价

值的信息 。简单举例如下 , 不妨设某指标采用百

分制 , 组四个城市该指标的实际值为 、

· 、 、 , 组四个城市该指标的实际

值为 、 、 、 。根据上述公式

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正规化 , 算出 组四个城市

得分为 、 、 、 , 组四个城市得分

也为 、 、 、 。尽管 、 两组四个

城市正规化得分和排序相同, 但按原来百分制标

准进行比较时 , 显然 组四个城市与 组四个城

市不属于同一档次 。经过正规化后 , 组第四个

城市似乎得了 “满分 ” 分 , 但实际离真正的满

分还有 的差距 。从组内差距来看 , 经正规化

处理后 、 两组城市差距被人为地夸大 。

鉴于上述研究存在不足之处 , 今后的城镇

化质量评价研究必须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改进 。

一是要大力加强城镇化质量的基础理论研究 。
必须要明确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厘清与相

关概念的区别 , 明确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载体和

构成要素及其联系 , 并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城

镇化质量评价理论框架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指

标体系 。既要有反映城镇化质量本质内涵和共

性特征的共性指标 , 也要适当增加反映城镇化

质量个性化发展的特性指标 既要有反映城镇

化发展质量的客观实物指标 , 也要适当增加群

众满意度的主观感受指标 。三是进一步完善评

价标准 。对于发展型指标 , 可以尝试按城镇化

的不同发展阶段 , 对不同城市规模分别设置差

异化的适用性更好的评价标准 。对于适中型指

标 , 要加强实证研究 , 确定合理区间 。四是要

进一步强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预警功能 、考核功

能和指导功能 而不仅仅是位序排名功能 。特别

是要从评价指标体系中遴选出具有监控预警价值

的指标 。只有这样 , 才能为动态监测城镇化质量 ,

有效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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