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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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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熵权法及耦合协调模型ꎬ探究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协调发展的时空

分布格局及其发展情况. 结果表明:(１)时间尺度上ꎬ江苏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ꎬ整体呈现波动式增长ꎬ社
会城镇化为主导力量. 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产业结构演进ꎬ２０１３ 年之后超过了产业结构演进ꎻ(２)空间分布

上ꎬ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特征ꎬ各地区间发展差距在缩小ꎬ苏北地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ꎻ
(３)发展阶段上ꎬ两者由低度协调转变为极度协调ꎬ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互作用趋于均

衡ꎬ两者不断磨合ꎬ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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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包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ꎬ其综合性与复合性体现在产业的转型和新

产业的支撑等多个方面ꎬ目前ꎬ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研究课题[１－２] . 库兹涅兹在大量实

证研究后得出ꎬ产业结构的转移对推动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３] . Ｒａｎｉｓ 和 Ｆｅｉ 指出ꎬ第一产业对经济转

型和城镇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ꎬ促进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的重新分配[４] . 中国关于城镇化

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ꎬＷａｎｇ 等对中国 ３１ 个省(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ꎬ发现城

市化是通过影响就业比重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的[５] . 曹宗平等通过建模分析ꎬ证实了第三产业促进城镇化

的可持续发展[６] . 新型城镇化对促进中国城镇化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当前已上升至国家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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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２]ꎬ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７] . 孙叶飞等提出新型城镇化通过“选择性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合理

化与高级化ꎬ提高企业生产率ꎬ并实现其经济增长[８] . 现阶段中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快慢不

一ꎬ受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ꎬ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与方向各不相同ꎬ两者之间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失衡现

象频频出现. 开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ꎬ尤其是基于省域内部各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状况研究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ꎬ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ꎬ运用熵权法和耦

合协调模型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间两大系统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ꎬ剖析江苏省区域协调

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ꎬ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区域均衡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思路

首先ꎬ综合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内涵ꎬ在此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ꎬ运用熵权法测算

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演进及其子系统的综合指数ꎬ对比分析两大系统的发展状

况ꎬ并以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为节点测算出各地市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ꎬ揭示其空间上的发展水平与差

异. 其次ꎬ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衡量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ꎬ剖析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协调发展

的阶段及变化特征ꎻ测算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及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程度. 最后ꎬ剖析江苏省内部新型城镇

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发展状况、变化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ꎬ为江苏省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２　 数据来源

省域尺度上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数据ꎬ市域尺度上选取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 ２ 个时间

节点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数据ꎬ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９－１３]ꎬ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 ４ 个层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人口城镇化反

映城镇对人口的接纳能力与程度ꎬ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每万人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人口密度 ３ 个指标值衡

量城镇人口规模、城市教育水平、城市范围内人口的稀疏程度ꎻ社会城镇化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ꎬ反映生活

方式的变化ꎬ采用城镇失业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 ４ 个指标值ꎬ分别从城

镇居民就业、交通设施、居民生活基础设施 ３ 个方面反映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程度ꎻ经济城镇化反映地区经

济发展的程度与差异ꎬ采用人均 ＧＤＰ、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 个指标值衡

量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居民经济水平的差距ꎻ环境城镇化反映城镇化绿色健康发展的程度ꎬ采用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 ３ 个指标值衡量城市居民共享绿化区域程度、环境绿化及环境

保护状况. 产业结构演进从产值比重、就业比重、效益比重 ３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各措施层包含的指标

及其关系如表 １.
表 １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目标层 措施层 指标层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环境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重ꎻ每万人本专科在校学生数ꎻ人口密度

　 城镇失业率ꎻ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ꎻ用水普及率ꎻ燃气普及率

　 人均 ＧＤＰꎻ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ꎻ建成区绿化覆盖率ꎻ污水处理率

产业结构演进

产值比重

就业比重

效益比重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ꎻ第二产业产值比重ꎻ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ꎻ第二产业就业比重ꎻ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ꎻ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ꎻ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２９—





张潇晗ꎬ等: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分析

２.２　 评价方法

２.２.１　 熵权法

熵权法运用数据提供信息的有效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大小ꎬ能够有效避免由于主观因素确定权重产

生的偏差ꎬ利用其熵权值可以评价各项指标对综合测算结果的作用程度[１４] . 本文借鉴刘淑茹等[９]的测算

方法ꎬ计算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演进两系统的综合得分及其内部子系统中综合得分的变化情况.

具体步骤如下:①对原始数据进行去量纲化处理得到 Ｕｉｊꎻ②计算各指标的比重:Ｘ ｉｊ ＝Ｕｉｊ ∑
ｍ

ｉ ＝ １
Ｕｉｊ ꎻ③计

算各指标的熵值:Ｅ ｊ ＝ －∑
ｍ

ｉ ＝ １
Ｘ ｉｊ ｌｎ(Ｘ ｉｊ) ｌｎ ｍꎻ④计算各指标的权重:Ｗ ｊ ＝ １－Ｅ ｊ ∑

ｎ

ｊ ＝ １
(１ － Ｅ ｊ) ꎻ⑤计算各系

统的综合效用值:Ｕｉ ＝ ∑
ｎ

ｊ ＝ １
ＵｉｊＷ ｊꎬ其中ꎬｍ为评价对象的个数ꎬｎ为各指标的数目.

２.２.２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在物理学中被解释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通过某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ꎬ实现互促共进、协同发展

的现象[１５] .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１６]ꎬ采用以下步骤建立模型:首先ꎬ计算两者的耦合度:Ｃ ＝ ２ Ｕ１×Ｕ２ / (Ｕ１＋
Ｕ２)ꎬ０≤Ｃ≤１ꎻ由于当两个系统的水平都较低时也可能产生较高的耦合度ꎬ为了更好地反映要素发展的整

体水平及两者的协调性ꎬ引入协调度并建立模型[１７－１８]:Ｔ＝ａＵ１＋ｂＵ２ꎬＤ＝ ＣＴ ꎬ式中 Ｔ、Ｄ分别为两系统的调

和指数、协调度ꎬ本文认为两者的重要程度相同ꎬ因此权重 ａ、ｂ 的值均为 ０.５. 借鉴相关研究[１９－２０]ꎬ将协调

度分为以下 ５ 个阶段:失调阶段(０<Ｄ≤０.５)、低度协调阶段(０.５<Ｄ≤０.６)、中度协调阶段(０.６<Ｄ≤０.７)、
高度协调阶段(０.７<Ｄ≤０.８)和极度协调阶段(０.８<Ｄ≤１) .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８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分析

省域尺度上ꎬ由图 １ 可以看出ꎬ研究期内ꎬ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正向发展ꎬ２００９ 年之

前有短暂的减缓趋势.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以 ２０１３ 年为节点ꎬ波动趋势逐渐减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ꎬ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逐年减缓ꎬ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呈先加快后减小趋势ꎬ社会城镇化呈“Ｗ”型增

长趋势ꎬ环境城镇化的增长率呈波动式变化. 江苏省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断降低ꎬ大量农村土

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ꎬ导致绿色生态空间减少、环境承载力下降[１１]ꎬ环境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有所减缓ꎻ随
着创建卫生城市政策的不断深入ꎬ江苏省进行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活动ꎬ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逐渐完善ꎬ也
更加注重对社会福利、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建设ꎬ生产、生活环境和居民健康卫生水平得到明显提高ꎬ生态环

境的美化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ꎬ居民的环保意识与文明程度不断提高ꎬ环境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加

快. ２０１３ 年之后ꎬ各项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均呈现波动式变化ꎬ除人口城镇化外ꎬ总体发展速度放缓. 随着城

镇建设的不断加快ꎬ吸引了大量高质量人才涌入ꎬ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 ２０１７ 年之后ꎬ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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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均衡ꎬ社会城镇化、环境城镇化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与新型城镇

化注重“以人为本”的本质是相吻合的ꎬ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市域尺度上ꎬ以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为节点ꎬ计算江苏省 １３ 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及其子系统评价

值(见图 ２、３) .

图 ２　 ２００８ 年江苏省 １３ 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Ｆｉｇ 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图 ３　 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 １３ 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Ｆｉｇ 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８

２００８ 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上极不均衡ꎬ子系统发展差距较大. 苏南地区新型城镇

化发展水平居全省最高ꎬ南京市位于全省各地市之首ꎻ苏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慢ꎬ其中宿迁

市各项城镇化发展水平均为全省各地市最低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２０１８ 年ꎬ江苏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

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ꎬ相较于 ２００８ 年ꎬ三大区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 新型城镇化

整体呈上升趋势的地市有 ８ 个(苏南的无锡、镇江和南京 ３ 市、苏中 ３ 市和苏北的淮安、宿迁 ２ 市)ꎬ占整体

的 ６１.５４％ꎬ其中宿迁市为全省最快ꎬ年均增速约为 ５.６４％ꎻ扬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慢ꎬ年均增速

约为 ０.２４％. 苏州、常州、徐州、连云港、盐城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呈下降趋势ꎬ占整体的 ３８.４６％ꎬ其中盐城

市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的程度最大ꎬ年均负增长率约为 ０.９４％. 分析新型城镇化各项子系统城镇化评

价值可以发现ꎬ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加协调ꎬ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研究期内人口和经济城镇

化的发展速度较快ꎬ环境与社会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ꎬ逐渐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主导因素ꎬ其中苏南地区的变动幅度最大. 因此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ꎬ应更加注重社会福利设施

的建设与落实ꎬ提高人居生活环境质量.
３.２　 产业结构演进结果分析

省域尺度上ꎬ由图 ４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江苏省产业结构演进整体表现为波动式下降的趋势ꎬ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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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演进综合发展指数由 ０.５９６ ３ 降为 ０.５３６ ０ꎻ子系统中就业比重子系统呈上升式发展ꎬ效益和产值比

重子系统的发展进程有所减缓. ２０１５ 年之后产值比重、就业比重成为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性力

量. ２０１５ 年之后江苏省产业结构完成了由“二三一”式向“三二一”式的转变ꎬ虽然第三产业对劳动人口的

虹吸作用日益增大ꎬ但就业结构仍为“二三一”式ꎬ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就业结构转变的关联性仍较

弱.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差距在减小ꎬ第三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逐年增强. 效益比重子系统

发展速度最慢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ꎬ三大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是决定产业结构演进的关键

因素.

图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产业结构演进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８

市域尺度上ꎬ由图 ５、６ 可以看出ꎬ研究期内ꎬ三大子系统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有所增强ꎬ相互之

间更加协调ꎬ共同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ꎬ其中效益比重的贡献率逐渐增加ꎬ各地市之间产业结构演进水平

的差距有所减小. 全省产业结构演进速度分为两种趋势:南京、镇江、徐州 ３ 地市发展水平降低ꎬ徐州市发

展速度最慢ꎬ年均负增长率约为 ０.９％ꎻ其余 １０ 地市产业结构演进速度逐渐加快ꎬ宿迁市发展速度最快ꎬ年
均增长率接近 ４.２％. 研究期内ꎬ江苏省产业结构为“二三一”式的地市由 １２ 个减少为 ４ 个ꎬ产业结构为

“三二一”式的地市由 １ 个增加为 ９ 个ꎬ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变为“三二一”式结构的地市由 ４ 个变为

５ 个. 旅游业逐渐成为拉动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ꎬ但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仍较大ꎬ第三产业对

劳动力的整体吸纳能力不足ꎬ苏南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快于就业结构的转变ꎬ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失

调问题制约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苏北地区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ꎬ第一产业发达ꎬ集聚了较多的劳动力ꎬ第
三产业相对落后ꎬ产业结构演进水平低ꎬ未来应在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专业化的同时ꎬ培养高素质人才ꎬ
加快推进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等二、三产业转移.

图 ５　 ２００８ 年江苏省 １３ 市产业结构演进情况

Ｆｉｇ 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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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 １３ 市产业结构演进情况

Ｆｉｇ 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８

３.３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３.３.１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状况

利用熵权法分别测算出新型城镇化系统与产业结构演进系统的综合发展情况ꎬ运用前述方法对两系

统建立耦合协调模型ꎬ分别测算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省域尺度上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耦合

度、调和指数及协调度并划分等级(见表 ２) . 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研究期内ꎬ两大系统间的协调发展阶段总体

由低度协调进入极度协调ꎬ除 ２００９ 年协调发展水平略有降低外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大致处于中度协调阶段ꎬ
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水平高于新型城镇化. 由于第二产业始终占据江苏省产业结构中的绝对地位ꎬ第三

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以 ２０１３ 年为转折点ꎬ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超过了产业

结构演进ꎬ其综合指数约为产业结构演进的 １.１３ 倍ꎬ两者发展速度基本持平ꎬ进入高度协调阶段. 随着新

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 ２０１５ 年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式ꎬ但由于

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服务能力、文化水平等方面存在较高要求ꎬ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
技术能力普遍较低ꎬ进城后的就业方向仍倾向于第二产业ꎬ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包容和接纳能力

仍有待提升ꎬ产业结构的演进受限. ２０１７ 年之后进入极度协调阶段ꎬ产业结构演进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差

距逐渐缩小ꎬ两者不断磨合、共同发展.
表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综合效用值及协调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耦合度　 ０.８９７ ０ ０.８６４ ３ ０.９４３ ０ ０.９７５ ９ ０.９９９ ０ ０.９９７ ９ ０.９８５ １ ０.９５８ ８ ０.９４５ ７ ０.９５８ ２ ０.９５５ ３
调和指数 ０.４１３ ５ ０.３７４ １ ０.４２２ ０ ０.４１７ ９ ０.４３８ ８ ０.５２０ ８ ０.５８２ ５ ０.５９４ ５ ０.６３８ ５ ０.７２８ ６ ０.７６０ ８
协调度　 ０.６０９ ０ ０.５６８ ６ ０.６３０ ８ ０.６３８ ６ ０.６６２ １ ０.７２０ ９ ０.７５７ ５ ０.７５５ ０ ０.７７７ １ ０.８３５ ５ ０.８５２ ５
协调等级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极度协调 极度协调

３.３.２　 江苏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状况

收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 １３ 个地市的相关数据ꎬ运用熵权法及耦合协调模型进行测算ꎬ得到各

地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发展水平ꎬ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 ７)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间ꎬ苏
州、徐州、连云港 ３ 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出现减小趋势ꎬ其中徐州市的变化幅度最大ꎬ年均减少率约为

０.２７％. 其余 １０ 个地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度均呈现增加趋势ꎬ其中ꎬ宿迁市新型城镇化与

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度的涨幅最大ꎬ年均增长率约为 ２.４３％ꎻ泰州市次之ꎬ其年均增长率约为 １.０１％ꎻ无锡

市年均增长率最小ꎬ约为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苏南的无锡、苏州、南京 ３ 市进入极度协调阶段ꎬ镇江、常州 ２ 地市进入高度协调阶段ꎻ苏中地

区扬州市进入高度协调阶段ꎬ泰州、南通 ２ 地市进入中度协调阶段ꎻ苏北地区仅有徐州进入中度协调阶段ꎬ
淮安、盐城、连云港 ３ 地市处于低度协调阶段ꎬ宿迁市处于失调阶段. ２０１８ 年各地市全部进入协调阶段ꎬ进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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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入极度协调阶段的地市较之前没有变化ꎬ其中苏州市的协调发展水平略有降低ꎻ进入高度协调阶段的地市

由 ３ 个增加为 ４ 个(增加南通市)ꎻ徐州、泰州 ２ 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ꎻ处于低度协调的地市由淮安、盐城、
连云港 ３ 地市增加为 ４ 个(增加宿迁市) .

从空间格局看ꎬ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均衡ꎬ苏南地区发展水平

始终处在全省最高水平ꎬ发展速度有放缓趋势ꎻ苏中地区发展水平仅次于苏南地区ꎬ发展速度为全省最快ꎻ
苏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ꎬ发展速度有加快趋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间ꎬ全省协调度名列前茅的始终是南京、无
锡、苏州 ３ 市. ２０１８ 年苏州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水平超过了无锡市ꎬ成为继南京市之后协调

度第二的地市. 苏南地区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后期ꎬ城镇化水平增长趋缓ꎬ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就

业结构转型ꎬ同时提升了从业人员的质量ꎬ城镇化率的提高加速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苏中地区协调发展

的速度为全省最快. 苏北地区各地市的协调度除徐州、连云港 ２ 市呈下降趋势外ꎬ其余 ３ 地市均有所增

加. 由于苏北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ꎬ第三产业发展受到限制ꎬ尚未形成产业结构演进的持续推

动力. 当前ꎬ第一产业仍为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ꎬ由于第一产业的附加值低于其他产业ꎬ对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弱ꎬ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速度慢ꎬ使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处于较低水

平. 未来要加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开发力度ꎬ提高第三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４　 结论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标体系ꎬ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江苏

省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及协调发展水平ꎬ进而分析其时空分布格局及其演化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ꎬ协
调度的评价是一个动态的综合过程ꎬ本文所得结论也是基于当前获取的经济社会数据得出的参考性评价

结果ꎬ反应了当前的发展状况ꎬ结论如下:
(１)江苏省新型城镇化总体呈波动式发展ꎬ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以 ２０１３ 年为节点ꎬ呈现先增后减的趋

势. 社会城镇化、环境城镇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逐年增加ꎬ２０１８ 年两者已成为主导性因素.
(２)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江苏省产业结构演进呈波动发展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全省产业结构演进速度有

３ 地市发展速度减缓ꎬ１０ 地市产业结构演进速度逐渐加快ꎬ宿迁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增速为全省最快ꎬ年均

增长率接近 ４.２％. 就业结构的转变速度慢于产业结构的演变ꎬ第三产业对二、三产业析出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有待提升.
(３)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经历了由低度协调向极度协调的转变ꎬ以 ２０１３ 年为节

点ꎬ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２０１３ 年之后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起到的拉动、支撑

作用大于其反向推动作用ꎬ２０１７ 年之后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程度减小ꎬ两者逐渐磨合并趋

向于协调发展. 研究期内ꎬ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发展水平空间上趋于均衡ꎬ整体上呈现由苏

南向苏北递减的趋势ꎬ苏中地区协调发展的速度最快ꎬ苏北地区发展潜力较大. 苏南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

比大ꎬ但当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型尚未同步ꎬ未来应稳步提升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ꎬ重视

生态环境的美化与防护ꎬ加大监管力度ꎬ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提升. 苏北地区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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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ꎬ走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 第二产业仍是苏中地区经济发展及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支柱与动力ꎬ应大力发

展第二产业ꎬ创新生产技术ꎬ实现第二产业向创新型新兴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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