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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型城镇化”助力襄阳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徐利姗 *　贾馨月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湖北襄阳　441025

摘　要：本文以襄阳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体系，采用熵值法分析 2016-2022 年数据。结果显示，教育、

城乡统筹和公共建设对城镇化质量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权重较低。襄阳市城镇化质量总体提升，但增速不稳定。未来应重

点推进教育、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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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 , 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要平台，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

要抓手。“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

和生态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湖北省积极响应，发布了《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

2035 年）》及“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 65%-67%，并力争提升中部地区的城市功能

和竞争力。2023 年底，湖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5.47%，

但发展不平衡，襄阳（64.15%）与武汉（84.79%）差距较

大。襄阳面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县域发展不协调和资源

环境压力等问题，亟需提高城镇化质量。根据诺瑟姆曲线，

襄阳市已进入城镇化减速阶段，发展重点应从速度转向质量

提升。

1. 襄阳市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

襄阳市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但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

城区，中心城区人口超过 100 万，而老河口、谷城、枣阳、

宜城等地的城区人口约 50 万。保康县城区人口仅为 10-50

万，导致人口分布不均。县域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

较低，存在异地城镇化现象，大部分人口流向襄阳，但由于

户籍制度不完善，这些迁入人口未能真正稳定居住。中心城

市承载力有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未能跟上人口迁移的步

伐，导致整体建设质量较低，城镇化发展未能惠及全体市民
[1]。同时，襄阳市与其他地级市如十堰存在产业同化现象，

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缺乏特色产业，产业融合度不足。

2. 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界定

城镇化概念由西班牙工程师 A. Serda 提出，描述从农业

乡村社会向非农业城市社会的转变。早期，城镇化被理解为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随着研究深入，其定义不断

丰富。美国学者 John Friedman 认为城镇化包括人口迁移、

生产活动转变、生活方式更新和文化传播。日本学者山田浩

之将其分为狭义（城市规模扩张）和广义（生活方式转变、

产业聚集、文化扩散）。意大利学者 Rossi 进一步将广义城

镇化归纳为影响传播、文化认同、规模扩张和人口比例变化。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

调统筹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并逐步纳入工业化、市场化、

国际化和科学发展观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

核心理念，标志着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指出，新型城镇化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需全局把控，

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以五大发展理念

为引领，提升发展质量，助力中国梦实现。与此同时，众多

学者也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例

如，刘立峰的研究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并非单向的人口流

动，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城市居民到农村就业、居住

的双向互动过程。新型城镇化不应仅关注人口迁移和环境变

化，而应以民生改善为核心目标，追求高质量发展。这种高

质量的城镇化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提升城市群的整体质

量，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将“以人为本”和民生改善

作为关键着力点 [2]。总体而言，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

基础上的升级与拓展，更加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强调城

乡统筹、格局优化。它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业化与城镇

化协同推进、文化传承的城镇化，更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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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3. 建立襄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体系

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在评估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

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尚未

完全消解、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对新型城

镇化发展水平的研究需要综合考量人口、经济等关键因素，

并充分结合地方特色。同时，还需重点关注城乡融合的深度、

环境保护的力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教育、文化、

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多维度

的指标体系，以全面、科学地评估襄阳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质量。

3.1 指标选取原则

①以人为本原则：新型城镇化建设聚焦人的发展需求，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②可获得性原则：型城镇化是动态发展

的复杂过程，涉及领域广泛，常面临数据缺失或统计口径变

化等问题。因此，指标选择需遵循可获得性原则，确保数据

的可获取性和处理的可行性。③系统性与全面性原则：指标

选择应综合考虑襄阳市的地域特点，并涵盖城镇化内涵等多

方面因素，实现系统全面的评价。④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需

基于科学方法和统计学原理，客观反映各因素对新型城镇化

的影响。同时，所选指标应具有代表性，能准确体现新型城

镇化发展的核心特征。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以及对相关研究的分析，

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生态资源、城乡统筹以及城市建

设五个方面，共选取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具体如下：

表 1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分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指向
型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
质
量
指
标
体
系

人口城
镇化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百分率 正向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百分率 正向

经济发
展

第三产业比重 百分率 正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正向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正向

生态资
源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百分率 正向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百分率 正向

水资源总量 万立方米 正向

城乡统
筹

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无 负向
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

比重之比 无 负向

城市建
设

专任教师数量 人 正向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万册 正向

卫生机构床位数 百万张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 百分率 负向

年末城市实有道路面积 万平方米 正向

4. 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的构建

4.1 指标赋权

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时，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是关键环节。熵值法通过指标观测值所蕴含的信息量

来确定权重，能够有效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具有较高的客

观性和可信度。因此，选择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数据处

理过程中，为保证结果有效，对数据进行了平移处理。本文

指标的数据来源于 2016-2022 年《襄阳市统计年鉴》、《襄

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北省襄阳市水

资源统计公报》，由于统计年鉴具有滞后性，2024 年 3 月

发布的统计年鉴及公报为 2022 年数据，故以襄阳市 2016-

2022 年指标数据为样本进行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图。

图 1  襄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体系各指标权重

4.2 建立综合测度模型

在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对

各指标进行综合处理，进而计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得

分，以全面评估其发展质量。

（1）计算单项指标的评价得分，记为

ij ij jQ Y W= ∗  ( 1, 2,3,..., ; 1, 2,3,..., )i m j n= =    （1）

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 为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并平移

后 1 后数据。

（2）计算每一准则层得分

 ( )1,2,3, , ; 1, 2, ,i m j n= ⋅⋅⋅ = ⋅⋅⋅        (2)

     ( )1, 2,3, , ; 1, 2, ,i m j n= ⋅⋅⋅ = ⋅⋅⋅            (3)

    ( )1,2,3, , ; 1, 2, ,i m j n= ⋅⋅⋅ = ⋅⋅⋅         (4)

    ( )1,2,3, , ; 1, 2, ,i m j n= ⋅⋅⋅ = ⋅⋅⋅         (5)

    ( )1, 2,3, , ; 1, 2, ,i m j n= ⋅⋅⋅ = ⋅⋅⋅             (6)

式中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生态资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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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统筹、城市建设五个准则层的综合得分。

（3） 计算各年份襄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综合得分，记为 

i ui ui ui ui uiS A B C D E= + + + +         （7）

越大，说明襄阳市第 i 年新型城镇化质量越好

襄阳市 2016-2022 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结果如

下图所示。

图 2  襄阳市 2016 年 -2022 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得分

5. 研究分析

指标权重分析：由图 1 可知，专任教师数量对 2016-

2022 年襄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最大，其次是城

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比重之比，权重达到

11.85%，接着是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权重为 8.06%。而与经

济发展有关的两项指标权重分别为 6.36% 和 4.64%。这说明

经济不应再是襄阳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抓手，城镇化发展质

量要想提高，必须注重全面性，稳抓教育、城乡统筹以及公

共建设。2. 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得分分析 : 由图 2 可知，襄

阳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在 2016-2022 年得到提升，但各年发展

情况不一，质量提升速率不一，这说明襄阳市城镇化发展质

量提升不稳定。根据 2016-2022 年襄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变

化可知未来襄阳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会持续提升，但提升速率

不高且不稳定。

6.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襄阳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虽有所提升，但增

速不稳定，发展不均衡。为提高城镇化质量，襄阳市应将重

点放在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上，以教育为抓手，推动文化建

设和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新型城镇化需注重人的主体

需求，改进户籍制度，确保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同时，

加强教育发展，提升居民素质和精神追求。城乡统筹不仅是

缩小经济差距，更应关注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大乡

村教育、文化和娱乐事业建设力度，推动襄阳市新型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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