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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市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比较研究
———基于综合发展水平与速度特征的视角

刘　 宁ꎬ温　 涛ꎬ孔凡文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总结了国内外文献的研究进展与不足ꎬ考虑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ꎬ
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ꎬ应用贴近度排序法ꎬ综合运用城镇化发展水平与速度这两个

维度对辽宁省 １４ 个地级市进行了城镇化发展聚类分析ꎬ建立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聚

类分析模型ꎮ 研究表明ꎬ辽宁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与速度表现为负相关关系ꎬ为辽宁

省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与支持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ꎻ贴近度排序法ꎻ发展特征ꎻ发展类型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 １　 　 　 文献标志码:Ａ

　 　 辽宁省“十三五”规划中强调了要以提

高质量为重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基础、以改

革的创新发展为动力、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为

保障ꎬ遵循经济与市场的发展规律ꎬ积极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ꎮ 因此ꎬ根据市域间城镇化

发展差异特征ꎬ制定分类指导政策ꎬ对全面完

成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ꎮ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特征等领域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ꎬ贾兴梅等[１] 对安徽省各

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水平进行了测度ꎬ
从时空、地理分布等多个角度对新型城镇化

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ꎮ 李娟等[２] 以河北省

市域为基本研究单元ꎬ对其各个地级市的新

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及现状诊断ꎬ
将其划分为高、中、中低及低水平 ４ 大城镇化

水平类型区ꎬ并因地制宜地指出了具有地域

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ꎮ 郑大川

等[３]等针对我国各地不同的城镇化水平和

发展特征ꎬ运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制定了

差异化的发展策略ꎬ以此对我国城镇化水平

进行了聚类分析ꎮ 贾兴梅等[４] 运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中国整体和各省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水平

进行了测算ꎬ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协调

度进行了比较ꎮ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新

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层面ꎬ而没有考虑到发

展速度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ꎮ 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ꎬ综合考虑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来界

定城镇化发展程度ꎬ可以进一步完善城镇化

理论框架体系ꎬ同时为城镇化规划政策提供

决策依据ꎮ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分析模型构建

１.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１)构建指标体系ꎮ 构建城镇化发展状

态指标体系须充分考虑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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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各指标发挥的客观作用ꎬ还应保证这些

指标能反映城镇化发展的成果ꎬ可以代表城

镇化的发展情况ꎮ 笔者以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辽宁省 １４ 个地级市的指标数据为样本进行

分析ꎬ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６ꎬ
２０１１)»、辽宁省及各市统计局各年度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ꎮ (涉及的 ２０１５ 年数

据ꎬ除了人均 ＧＤＰ 指标采用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修订的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其他指标采用 ２０１５ 年

数据)ꎮ 在确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ꎬ尽量选

取用电量、存款余额等中央直属部门指标ꎬ以

减少地方统计指标误差的影响ꎬ具体指标体

系如表 １ 所示ꎮ
(２)确定指标权重ꎮ 新型城镇化发展聚

类分析指标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确定[５]ꎮ ＡＨＰ 法在确定指标权重过程中ꎬ采
取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ꎬ同时将指标进

行了层次化与数量化的分解ꎬ在应用过程中

主要通过经验判断来衡量各目标的相对重要

程度ꎬ最后合理地计算出每个方案的权重数ꎬ
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ｗｉ 指标解释

新型城镇化 Ｙ

经济城镇化 Ｅ１

人均 ＧＤＰ Ｇ１１ ０. ０８７ Ａ
人均工业用电 Ｇ１２ ０. ０８２ Ａ

人均年末存款余额 Ｇ１３ ０. ０８３ Ａ
房地收入比 Ｇ１４ ０. ０６１ Ｃ

人口城镇化 Ｅ２

城镇化率 Ｇ２１ ０. １０８ Ａ
城市人口密度 Ｇ２２ ０. ０８４ Ｂ

从业人员期末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Ｇ２３ ０. ０８９ Ａ
城镇登记失业率 Ｇ２４ ０. ０３６ Ｃ

人均常住人口可支配收入 Ｇ２５ ０. ０９６ Ａ

公共城镇化 Ｅ３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Ｇ３１ ０. ０２８ Ａ
每千人执业医师数 Ｇ３２ ０. ０２７ Ａ

每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Ｇ３３ ０. ０３８ Ａ
每万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Ｇ３４ ０. ０３１ Ａ

人均住房面积 Ｇ３５ ０. ０３８ Ａ

基础设施城镇化 Ｅ４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Ｇ４１ ０. ０３４ Ｂ
人均绿地面积 Ｇ４２ ０. ０３７ Ｂ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Ｇ４３ ０. ０１４ Ｂ
城乡居民人均用电量 Ｇ４４ ０. ０２７ Ａ

　 　 注:Ａ 表示越大越优型指标ꎻＢ 表示适中型指标ꎻＣ 表示越小越优型指标ꎮ

２.城镇化聚类模型

目前ꎬ聚类分析方法在土地财政分区方

面已经有所应用[６]ꎮ 城镇化在发展进程中ꎬ
极易受到地域经济、人口、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ꎬ使得各个城市的城

镇化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趋势ꎮ 可以利用不同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与发展速度指标研究城镇化发展时空的差

异ꎬ以此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加快城镇化

发展速度ꎮ 按照测算的贴近度数值ꎬ将城镇

化发展类型分为 ４ 类(见图 １)ꎮ

图 １　 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图

３.测算方法及原理

贴近度排序法通过构造多属性问题的肯

定解与否定解ꎬ并以接近肯定解和远离否定

解作为评价可行方案的依据ꎮ 多指标属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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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纲与数量级上大多存在差异ꎬ往往会带来

不便ꎬ通过测算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ꎮ 方

法步骤如下所示[７]ꎮ
(１)根据各个城市的评价指标建立初始

决策矩阵 Ｘꎬ其中 ｘｉｊ表示第 ｉ 个城市的第 ｊ 个
指标的属性值ꎮ

Ｘ ＝ ｘｉｊ{ } ＝

ｘ１１ 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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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算规范决策矩阵 Ｒ ＝ ｒｉｊ{ }ꎮ
对于越大越优型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ｒｉｊ ＝
ｘｉｊ －ｍｉｎ(ｘｊ)

ｍａｘ(ｘｊ) －ｍｉｎ(ｘｊ)
对于越小越优型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ｒｉｊ ＝
ｍａｘ(ｘｊ) －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ｊ) －ｍｉｎ(ｘｊ)
对于适中型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ｒｉｊ ＝ ｘｉｊ

式中:ｒｉｊ为 ｘｉｊ的标准化值ꎮ
(３)计算加权规范矩阵 Ｖ ＝ {ｖｉｊ}ꎮ
ｖｉｊ ＝ ｗｊｒｉｊ

式中:ｗｊ 为 ｘｊ指标的权重值ꎮ
(４)确定肯定解与否定解ꎮ 肯定解与否

定解的计算方式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肯定解与否定解计算方法表

解的形式 计算方法

越大越优型的肯定解 ｖ∗ｊ ＝ ｍａｘ{ｖｉｊ} ｉ

越大越优型的否定解 ｖ０ｊ ＝ ｍｉｎ{ｖｉｊ} ｉ

适中型的肯定解 ｖ∗ｊ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ｉｊ} ｉ

适中型的否定解 ｖ０ｊ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ｉｊ} ｉ

越小越优型的肯定解 ｖ∗ｊ ＝ ｍｉｎ{ｖｉｊ} ｉ

越小越优型的否定解 ｖ０ｊ ＝ ｍａｘ{ｖｉｊ} ｉ

　 　 (５)计算各方案到肯定解与否定解的距离ꎮ
到肯定解的距离:

ｄ∗
ｉ ＝ ∑

ｍ

ｊ ＝１
(ｒｉｊ － ｒ∗ｊ ) ２

到否定解的距离:

ｄ０
ｉ ＝ ∑

ｍ

ｊ ＝１
(ｒｉｊ － ｒ０ｊ ) ２

(６)计算相对贴近度ꎮ

Ｃ∗
ｉ ＝

ｄ０
ｉ

ｄ０
ｉ ＋ ｄ∗

ｉ

(７)根据计算的贴近度绘制成散点图ꎮ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分析

１.城市现状分析

分别对辽宁省城镇化一级指标经济城镇

化、人口城镇化和公共城镇化以及基础设施

城镇化进行贴近度测算ꎬ将测算结果绘制成

散点图(见图 ２ ~ 图 ５) [８ － １０]ꎬ以此分析辽宁

省市域间 １４ 市城镇化的各项指标对城镇化

进程的贡献程度ꎮ

图 ２　 辽宁省市域间经济城镇化聚类分析图

图 ３　 辽宁省市域间人口镇化聚类分析图

图 ４　 辽宁省市域间公共城镇聚类分析图

图 ５　 辽宁省市域间基础设施城镇化聚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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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经济城镇化ꎮ 由图 ２ 可知ꎬ在增长

型区域中ꎬ大连、本溪等市在经济城镇化发展

水平方面较其他城市高ꎬ这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沈阳经济区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立带动

了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ꎮ 在发展速度上ꎬ鞍
山、铁岭较其他城市而言比较缓慢ꎬ而这些城

市的工业用电数值较 ２０１０ 年出现了明显的

负增长ꎬ也间接反映出稳定型和迟缓型区域

的城市在近几年工业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

象ꎮ
(２)人口城镇化ꎮ 由图 ３ 可知ꎬ在稳定

型区域中ꎬ就业人口数量与城市人口密度方

面都要优于提升型区域ꎮ 在人口结构中ꎬ城
市容纳人口占 ４８ ４％ ꎬ小城镇占 １２ ８％ ꎬ农
村占 ３８ ８％ ꎬ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

理结构ꎮ 沈阳、大连等市的人口基数大ꎬ所要

解决的人口问题比较繁琐ꎬ所以出现了发展

速度缓慢的现象ꎮ
(３)公共城镇化ꎮ 由图 ４ 可知ꎬ辽宁省

内大部分城市的公共服务并不完善ꎬ大部分

集中在中等发展水平ꎬ其中ꎬ葫芦岛、铁岭等

市发展水平最低ꎬ沈阳发展水平最高ꎻ在发

展速度方面ꎬ也呈现出部分城市“居中”的现

象ꎬ直接影响了整体的发展速度ꎬ其中ꎬ锦州、
本溪等市在医疗与生活垃圾清运量等方面

发展速度慢ꎬ极大地影响了整体态势ꎮ 而小

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

差距ꎮ
(４)基础设施城镇化ꎮ 由图 ５ 可知ꎬ大

部分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ꎬ其中大连、沈阳

发展水平最高ꎮ 在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形成了

具有一定城镇化水平的区域经济ꎬ但由于行

政区划的制约ꎬ小城镇不能共享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ꎬ在同一经济区域内处于不利地位ꎬ
其中ꎬ葫芦岛市人均道路面积与人均生活垃

圾清运量等方面比较落后ꎬ在未来发展过程

中应该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政策ꎬ实现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ꎮ
２.城镇化聚类综合分析

依据贴近度排序法ꎬ以所选指标数据为

基础ꎬ计算综合贴近度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辽宁省市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贴近度

城市
发展聚类贴近度

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

沈阳 ０. ６２３ ０. ４３７
大连 ０. ６４７ ０. ４５７
鞍山 ０. ５０３ ０. ４５５
抚顺 ０. ４６４ ０. ４３４
本溪 ０. ５６０ ０. ３７９
丹东 ０. ３５５ ０. ５６５
锦州 ０. ３０４ ０. ５６１
营口 ０. ４９２ ０. ６２３
阜新 ０. ２５１ ０. ５５５
辽阳 ０. ４１２ ０. ４７１
盘锦 ０. ６１１ ０. ４４８
铁岭 ０. １７７ ０. ５１３
朝阳 ０. １４５ ０. ６１６

葫芦岛 ０. ２２０ ０. ５０９

　 　 将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的贴近度数据绘

制成 ＸＹ 散点图:以发展水平为 Ｘ 轴ꎬ发展速

度为 Ｙ 轴ꎬ图像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辽宁省市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分析图

　 　 由图 ６ 可知市域间新型城镇化的聚类特

点:首先ꎬ发展水平和速度总体表现为负相关

关系ꎬ即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总体发展速度慢ꎬ
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总体发展速度快ꎮ 其次ꎬ
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情况较为明

显ꎬ总体表现为稳定型和提升型ꎮ 提升型城

镇化各市中ꎬ朝阳、阜新、铁岭的发展与辽西

北地区的政策实施是分不开的ꎬ除此之外ꎬ葫
芦岛、锦州、大连、营口、盘锦、丹东等 ６ 市作

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规划城市ꎬ实行区域经

济共同发展ꎬ也起了很大作用ꎮ 最后ꎬ没有城

镇化聚类为迟缓型ꎬ表明辽宁省各市城镇化

没有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慢的情况ꎮ

四、结　 语

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ꎬ首先ꎬ
应注重坚持以人为核心ꎬ同时坚持全面协调



第 １ 期 刘　 宁等:辽宁省市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聚类比较研究 ３５　　　

可持续的发展ꎻ其次ꎬ要注重统筹发展ꎬ从整

体来看ꎬ不同城市内部之间也表现出不均衡

状态ꎬ要依托相对贴近度排序法与聚类模型

对城市进行分类划分ꎬ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

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ꎬ兼顾各市平

衡ꎬ达到因域施策ꎻ最后ꎬ要建立城市群ꎬ大力

发展区域经济ꎬ利用辐射效应促进新型城镇

化以高水平、高速度、高质量的标准发展ꎮ
任何一种城镇化发展类型都会随着日后

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ꎬ在考虑城

镇化发展水平与速度关联的研究中ꎬ可以继续

选用面板数据分析法、结构方程分析法和仿真

模拟研究等研究方法ꎬ具体发展策略有待于日

后进行进一步更加深入的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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