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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与
驱动机制研究
!

%%%基于九大城市群
/""$e/"!3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传清
!

万
!

庆

摘
!

要!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逐年提升&且呈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

上游的梯度分布格局&其空间差异在峰谷波动中有所扩大)四大城镇化子系统发展具有显

著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特征&九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口'空

间城镇化方面)经济'社会城镇化方面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下游发达地区与中'上游欠发达

地区之间的差距)市场机制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机制'内源机制和外

部机制的影响相对微弱(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均衡发展的着力点在人口城镇化&关键

在于更好地发挥政府机制作用(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时空格局)驱动机制

引
!

言

长江经济带历来为我国城镇密集带&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快速发展(据

统计资料!显示&

!21%e/"!3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

省市的城市总数从
1"

个增至
/$3

个&增长
/#$1

倍)城镇人口从
"#&!1

亿增至
3#"%3

亿&增长近
$

倍&年均增加
1""

多万)人

口城镇化率由
!$#"%d

增至
03#"!d

&年均提高
!#!!

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0/

平方公里&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3%#0&d

(#沿江*长江+通道$是全国#两横三纵$城镇

化战略格局的重要发展横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e/"/"

年+.将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列为国家层面重点发展的城市群&,国务院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

年
2

月
/0

日发布+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列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重要主战场(因此&探讨长江沿线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机制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测度
*曹

广忠'边雪'刘涛&

/"!!

!

/!324/!$2

)曾志伟'汤放华'易纯等&

/"!/

!

!/04!/%

+

'城镇化时空格局
*吕飞艳'

余斌'刘大均&

/"!3

!

!/014!/&3

+

'城镇化模式类型
*边雪'陈昊宇'曹广忠&

/"!3

!

//%!4//2!

+

'城镇化

影响因素
*赵玉碧'汤茂林&

/"!3

!

!"!4!"&

)高永祥&

/"!3

!

!0!4!0&

+

'城镇化质量
*徐素'于涛'巫强&

/"!!

!

0340%

+

'城镇化效率评价
*孙东琪'张京祥'张明斗等&

/"!3

!

!"&"4!"1!

+

'城镇化路径选择

!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
!222

年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年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

编.'

/"!$

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计划出版社
/"!$

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相关数

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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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成'黄征学&

/"!0

!

04!"

+

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或以流域内某一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或以省域或城

市为研究尺度&基于长江全流域层面的定量研究成果尚属空白(

笔者以长江经济带沿线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四维城镇化水平

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利用

面板数据模型探究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内源机制和外部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理(

一'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测度

*一+指标体系设计

笔者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等&

/""2

!

3%1432%

)孙平军'丁四保&

/"!!

!

!"2$4!!""

)陈文

峰&

/"!/

!

&!4&&

)王洋'方创琳'王振波等&

/"!/

!

!3"04!3!&

)臧锐'张鹏'杨青山等&

/"!3

!

!/3!4!/31

+

&遵循科学性'全面

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四个层面&选取
/"

项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城镇

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的过程&选取城镇人口比

重*

I

!!

+&城镇人口规模*

I

!/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I

!3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I

!$

+&市辖区

人口密度*

I

!0

+等指标)经济城镇化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的过程&选取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I

/!

+&人均工业总产值*

I

//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I

/3

+&经济密度*

I

/$

+等指标)社会城镇

化是指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涵盖消费习惯改变'基本公共服务改善'文化教育层

次提升等多方面内容&选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I

3!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I

3/

+'人均邮电业务量

*

I

33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I

3$

+'万人拥有医生数*

I

30

+'万人中大学生数*

I

3&

+等指标)空间城镇化则

指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变的过程&选取建成区面积*

I

$!

+'建成区面积占市辖区

面积比重*

I

$/

+'市辖区人均绿地面积*

I

$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I

$$

+'市辖区路网密度*

I

$0

+等指标(

*二+测度方法选择

因涉及多地域'多年度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经济带九大城市群不

同年份的城镇化水平(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是在主成分分析法*

P<W

+的基础上&用一个集合变量代替全

局变量来描绘系统随时间变化的方法&实现主成分分析法和时序分析法的有机结合(这种方法能消除

各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避免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保证评价结果的整体性和可比性(全局主成分分析的实

质是将单年份数据表按时间顺序纵向展开形成全局数据表&然后对全局数据表实施经典主成分分析(

因主成分分析方法应用广泛&受篇幅所限&笔者对此不展开详细叙述(

*三+数据来源说明

笔者研究时段选取
/""$e/"!3

年(城镇人口比重系根据,

/"""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
/"!"

年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的相关数据采用联合国法推算&城镇人口规模根据城镇人口比重和相关年份,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推算出的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其余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长江经济带
!!

省市和主要城市的统计年鉴(

*四+测度结果与分析

基于全局数据表&笔者利用
RPRR//

统计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
a@b

*

a:+.=9@=

F

=9

4

b;*+)

+取样

适当性度量和
V:96;=66

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适合全局主成分分析(遵循特征根大于
!

且累计方差

贡献率达到
%"d

以上的原则&共提取
$

个主成分(

$

个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
2"#2%/d

(

测度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九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和空间差异!

!#

从时序变化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整体水平和城镇化四大子系统发展水平均

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演变特征差异明显(从表
!

可知&

/""$e/"!3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

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均值连年增长&由
/""$

年的
e$#$!

逐年递增至
/"!3

年的
0#!3

&增幅为
2#0$

(从城

-

0$

-

!

九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宜荆荆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

群和滇中城市群(其中宜荆荆城市群的范围&包括湖北省内的宜昌'荆州和荆门
3

个城市)其余
%

个城市群的地域范围&参见张学

良主编!,

/"!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
/"!3

年&第
!"04!"1

页+(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镇化发展的四大子系统来看*见图
!

+&同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变动总体趋势一致&人口'经济'社会'空

间城镇化四大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演变特征具有显著差异(

表
&

!

$%%1S$%&N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城市群
/""$ /""0 /""& /""1 /""% /""2 /"!" /"!! /"!/ /"!3

长三角城市群
!#/0 /#$0 3#20 0#"$ 1#"" 2#"% 2#3" !"#/$ !!#01 !3#!1

江淮城市群
e$#$0 e3#%1 e/#$0 e"#%1 "#!/ !#%0 3#"% $#&% 0#!$ &#2$

鄱阳湖城市群
e0#!% e$#/1 e3#%! e/#02 e!#2" "#"3 !#/1 /#&2 3#2% $#01

武汉城市圈
e0#"0 e$#02 e$#/! e$#"3 e/#$& e!#$0 e"#$1 !#!! /#!& 3#!%

环长株潭城市群
e$#02 e3#%0 e3#!1 e/#$/ e!#3& e"#/0 "#&$ !#$0 /#&3 3#00

宜荆荆城市群
e$#$& e$#3" e3#22 e3#"3 e/#0& e!#10 e"#// "#&3 /#!0 3#&&

成渝城市群
e1#!2 e&#&2 e0#0/ e$#/1 e/#2! e"#2% "#$" !#$1 3#!/ $#//

黔中城市群
e$#&! e3#%1 e3#&$ e/#%& e/#$% e/#!3 e"#01 "#!! "#/0 !#%/

滇中城市群
e0#$/ e0#3% e$#$2 e/#$3 e!#33 "#!/ !#/! 3#// $#%3 0#"/

平均值
e$#$! e3#%/ e3#"$ e!#2$ e"#%% "#0" !#&3 /#%$ 3#2% 0#!3

变异系数
"#$2 "#&/ "#%0 !#3& 3#33 &#$$ !#12 !#"3 "#1& "#&!

对比发现&

/""$e/"!3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水平平均增幅存在社会城镇化*

0#"$

+

'

经济

城镇化*

/#3$

+

'

空间城镇化*

/#"!

+

'

人口城镇化*

"#!$

+的演变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是一个

由社会城镇化主导经济'空间'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过程(空间城镇化平均水平增幅高于人口城镇化&则意

味着城市群地区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协调&产业发展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纳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

图
&

!

$%%1S$%&N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

城镇化子系统发展动态变化

图
!

显示&

/""$e/""&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

区城镇化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它对区域城

镇化的贡献最大&经济城镇化的贡献次之&社会城镇

化的贡献最小)

/""1e/"!"

年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

缓慢&对区域城镇化的贡献减弱&而空间城镇化快速

推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e/"!3

年社会城镇化

加速推进&逐步超过空间城镇化而占据主导地位&经

济城镇化发展也十分迅速&至末期已超越空间城镇

化成为次主导力量&人口城镇化发展仍十分缓慢&处

于从属地位(

/#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水平均逐年

提升&但空间差异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I

$型变化

趋势(由表
!

可知&

/""$e/"!3

年长江经济带九大城市群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均逐年递增&而变异系数

先逐年递增&在
/""2

年达到最大&然后逐年下降&但末期略高于基期(表明长江经济带九大城市群的城

镇化虽都有较大发展&但城市群之间在城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各城市群

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均大幅增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增幅*

!!#2/

+最大&成渝城市群*

!!#$/

+次之&黔

中城市群*

&#$3

+最小(

3#

从空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明显呈现下游优于中游'中游优于上游的梯度差异

格局(就近期来看&上'中'下游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于地区内部差距(从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来看&

/""$e/"!3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梯度格局基本稳定&但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差异

略有扩大&主要表现为三大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均值的变异系数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I

$型变化

趋势&拐点出现在
/""%

年&且末期略大于基期(由表
/

可以看出&上游三个城市群之间城镇化发展差异

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
/""$

年到
/""1

年&其变异系数呈现出#上升
e

下降
e

再上升$的#

X

$形波

动趋势)从
/""1

年到
/"!"

年&其变异系数不断攀升)

/"!"

年以后&其变异系数则逐渐下降&但末期远高

于基期(这些变化表明&

/""$e/"!3

年长江上游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差距在波动震荡中扩大(中游

四个城市群之间的变异系数先逐年递增&在
/"!"

年达到最大&然后逐年下降&但末期数倍于基期&表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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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年长江中游四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I

$型变化趋势&且它们

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下游江淮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I

$

型变化趋势&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

表
$

!

$%%1S$%&N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动态变化

城市群 指标
/""$ /""0 /""& /""1 /""% /""2 /"!" /"!! /"!/ /"!3

长江上游
城市群

平均值
e0#1$ e0#3! e$#00 e3#!2 e/#/$ e!#"" "#3$ !#&" /#13 3#&2

变异系数
"#!2 "#// "#!1 "#/0 "#3" "#2/ /#!! "#%" "#&2 "#31

长江中游
城市群

平均值
e$#%/ e$#/0 e3#12 e3#"/ e/#"1 e"#%0 "#3! !#$1 /#13 3#1$

变异系数
"#"& "#"& "#!" "#/! "#/3 "#%2 /#/& "#0/ "#/1 "#!$

长江下游
城市群

平均值
e!#&" e"#1! "#10 /#"2 3#0& 0#$1 &#!2 1#$& %#3& !"#"&

变异系数
!#1% $#$$ $#/1 !#$/ "#21 "#&& "#0" "#31 "#3% "#3!

上中下游
之间

平均值
e$#"0 e3#$3 e/#03 e!#31 e"#/0 !#/! /#/% 3#0! $#&! 0#%3

变异系数
"#$$ "#01 "#2/ !#1% !"#1% /#0" !#/! "#%" "#0% "#0!

!!

注!根据表
$

整理计算所得&其中将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划入长江上游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

潭城市群和宜荆荆城市群划入长江中游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划入长江下游城市群(

图
$

!

人口城镇化子系统动态变化 图
N

!

经济城镇化子系统动态变化

图
1

!

社会城镇化子系统动态变化 图
#

!

空间城镇化子系统动态变化

!!

$#

从各地区城镇化子系统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四大子系统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

差异和动态演变特征(由表
3

可以看出&

/""$e/"!3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经济'社会城镇化子系

统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

I

$型变化趋势&人口'空间城镇化子系统的变异系数呈

波浪形变动(除社会城镇化子系统外&人口'经济和空间三大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末期变异系数大于基

期&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在人口'经济和空间城镇化等方面的差距有所扩大&在社会城镇化方

面的差距略有缩小(对比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口和空间

城镇化方面&社会城镇化方面差距最小(根据图
3

和图
$

&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外的其余八大城市群在

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上的差距较小&且变动趋势大体一致(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在经济'社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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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镇化发展上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下游发达地区与其他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除长三角城市群外的

%

个城市群在经济'社会城镇化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

表
N

!

$%%1S$%&N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子系统的变异系数

城镇化子系统
/""$ /""0 /""& /""1 /""% /""2 /"!" /"!! /"!/ /"!3

人口城镇化
3#10 $#"! !&#0& !0#33 /2#/1 /"#&1 &/#%3 !&#11 %#$2 3#%$

经济城镇化
"#10 "#2% !#$$ /#3! 0#"$ $/#2& $#"1 !#2" !#$0 !#!&

社会城镇化
"#$1 "#0% "#1% !#!" /#$! /$#$0 /#!3 "#2/ "#&! "#$3

空间城镇化
"#22 !#/% !#0/ 3#!3 !"#&! /#0& !#&! !#&/ !#0/ !#13

0#

从各地区城镇化主导类型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主导类型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和时序变动(从表
$

可以看出&

/""$e/""&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大多以人口城镇化主

导&仅长三角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分别以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主导)

/""1e/""%

年&空间城镇化开始

与人口城镇化并驾齐驱&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两大主导类型&但人口城镇化的贡献稍大&长三角城市

群仍以经济城镇化为主导)

/""2e/"!!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开始进入多元主导的相对

稳定期&如长三角城市群由经济'社会城镇化共同主导&江淮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多由空

间城镇化主导&而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多以社会城镇化主导)至

/"!/

年&社会城镇化开始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占绝对优势的主导类型(这些时空演变特征表明

城镇化四大子系统的发展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城镇化发展此消彼长&城镇化的

主导类型也随之发生演变更替(

表
1

!

$%%1S$%&N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主导类型

城市群
/""$ /""0 /""& /""1 /""% /""2 /"!" /"!! /"!/ /"!3

长三角城市群
, , , , ,

4

- ,

4

- ,

4

- ,

4

- ,

4

- ,

4

-

江淮城市群
. . . / / / / / -

4

/ -

4

/

鄱阳湖城市群
. . . / / / / / / /

武汉城市圈
. . . . ,

4

. , -

4

, - - -

环长株潭城市群
. . . . . - - - - -

宜荆荆城市群
. . . . . . . . - -

成渝城市群
. . . . . -

4

. - - - -

黔中城市群
/ / / / / / / /

4

- - -

滇中城市群
. . . . . .

4

- - - - -

!!

注!根据各城市群四大城镇化子系统评价结果整理&其中
.

代表人口城镇化主导&

,

代表经济城镇化主导&

-

代表社会城镇化主导&

/

代表空间城镇化主导&

,

4

-

代表经济'社会城镇化共同主导&其他符号以此类推(

二'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分析

通过综合测度得出长江经济带九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及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发现不同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然而&这种城镇化发展空间分异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

么0 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各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的动态演化0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深究(事实上&中

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多种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的影响
*

7-Y

&

/"!3

!

!0&4!%"

+

&前者如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

步和知识外溢等&后者如政府集权和市场化等(并且&不同发展阶段各个因素对推动城镇化的作用大小

又各不一样
*欧向军'甄峰'秦永东等&

/""%

!

2234!""/

+

(总体上看&这些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政府机制'市场

机制'外部机制和内在机制等四个方面
*赵永平'徐盈之&

/"!$

!

!!&4!/$

+

(其中&政府机制对区域城镇化的作

用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空间城镇化方面)市场机制'外部机制和内源机制更多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城镇化方

面&它们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区域城镇化发展(

*一+变量选取

!#

政府机制(政府掌握财政'物质'信息'权力等行政资源&可对区域城镇化发展进行直接或间接干

预(如通过财政政策对城镇建设的资金投入和工程项目进行统筹安排&间接影响城镇化格局)依靠权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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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采用行政设置调整的方式将乡村地域转变为城镇地域&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
*欧向军'甄峰'秦永东

等&

/""%

!

2234!""/

+

(笔者采用各城市群公共财政支出总额*

BbU

+表示政府机制(

/#

市场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在城镇化进程中&市场机制引导资

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向优势区域'城镇和产业集聚&直接影响区域人口城镇化进程'经济城镇化效

率和空间城镇化格局(笔者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WY

+表示市场机制(

3#

内源机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城镇化发展离不开企业&尤其是本土企业的推动(本土企

业不仅是推动工业化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经济城镇化效率的动力源泉&还能释放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巨

大潜力&对人口城镇化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笔者采用内资企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RQW

+表示内源

机制(

$#

外部机制(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发展不仅受内资企业的驱动&还得到外资企业的推动(自

/""!

年加入
GQb

以来&我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

外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效应不断彰显&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7=<#

&

G=+

K#E#S +̂=^#

&

/""%

!

2/342$0

)

7=<#S H̀-K#

&

/"!"

!

3&"43%$

)

H̀=)

A

R#

&

a:H)@#T#SZ+-7#

&

/"!"

!

!4!"

+

(笔者采

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

]E5

+表示外部机制(

*二+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假设&以前文测度的各城市群的城镇化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外部机制

和内源机制的代理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为保持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异方差&对自变量取

对数(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因变量和
$

个自变量均为
!

阶单整序列&且它们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形式设定检验和影响效应检验表明&可以设立以下形式的面板回归模型!

Q:*

',

R!

'

S

"

!'

;)ILT

',

S

"

/'

;)<G:

',

S

"

3'

;)H8G

',

S

"

$'

;)1DK

',

S

#

',

式中&

'

代表城市群&

'

R

!

&

/

&/&

2

)

,

代表年份&

,

R

/""$

&

/""0

&/&

/"!3

)

Q:*

',

为因变量&代表第
'

个城

市群第
,

年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

ILT

',

'

<G:

',

'

H8G

',

'

1DK

',

分别表示第
'

个城市群第
,

年的财

政支出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内资企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

#

',

为随

机误差项(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利用
TJ+=,.%#"

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发现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调整后的
Y

/值为
"#222

&模型总体

较为显著&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详细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0

(

表
#

!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城市群 截距 ;)BbU ;)@WY ;)RQW ;)]E5

系数
6

值 系数
6

值 系数
6

值 系数
6

值
长三角城市群

e!!#30

e$#$1

(((

e3#$2

!0#/1

(((

!"#0$

e2#"/

(((

e1#0$

2#2$

(((

!$#"0

江淮城市群
e3#&2 e3#3!

(((

e3#3% 1#%2

(((

$#1$ !#1$

(

!#1! !#/2

((

/#31

鄱阳湖城市群
!$#03

1#&$

(((

3#%! 3#&! !#&&

e0#"1

(((

e1#/! "#1" "#0"

武汉城市圈
e3"#$/ e3#1& e!#&& !0#1/

(((

$#"& e!#1" e!#"" e!#%! e!#3&

环长株潭城市群
!$#$"

1#$/

(((

0#$$

$#$3

((

/#0/

e0#!/

(((

e$#!$ e"#2% e"#%$

宜荆荆城市群
!1#$0 !#"2 "#3" $#&& !#0! e"#%% e"#/1 !#0! "#0%

成渝城市群
e!&#2% !#21

(((

/#2/ 2#$!

(((

!&#"" e3#3!

(((

e&#%3 "#/" "#&!

黔中城市群
$#13

e%#!!

(((

e$#2"

!"#$1

(((

$#0/

3#$1

(((

0#&0

"#$!

(

!#%$

滇中城市群
!!#33 !"#!$

(((

2#"! e!#!"

(

e!#%! e!#1" e!#&& e"#2%

(((

e0#&1

!!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
!d

'

0d

和
!"d

的水平下显著)四大机制代理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

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历年统计年鉴(

!#

四大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从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城市群的截距项'自变量标准化系数及其
6

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具有明显的

差异&这说明四大机制对各城市群城镇化的影响在作用方式'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上具有较大差异(如

市场机制对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系数高达
!0#/1

&外部机制次之&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城市群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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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外开发条件较好&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大&通过市场力量和吸引外资

来推动经济城镇化&这也从侧面验证了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属于经济城镇化主导类型(而对于鄱阳湖

城市群&一方面&由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市场发育不完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吸引力不强&外商直

接投资规模偏小&导致市场机制和外部机制对城镇化的拉动乏力)另一方面&尽管有色金属'航空'光电'

新能源'生物等制造业发展较快&但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内资企业对区域经济'人口

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相对而言&政府力量对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影响较大&政府通过城市

国有土地开发'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来强有力地推动空间城镇化&这也就解释了鄱阳湖城市群属于空

间城镇化主导类型的原因(

/#

市场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市场机制对

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较大且十分显著&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活力得到极大释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

经济城镇化的正面作用十分突出&市场机制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尽管政府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但对各城市群的影响方向和程

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具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而对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政府力量并非必然导致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同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比&内源机制和外部机制对城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甚微(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e/"!3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

逐年提升&且呈现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梯度格局&其空间差异在峰谷波动中有所扩大(第二&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四大子系统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特征&人口和空间城

镇化子系统发展差距是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上的差距主要表现

为下游发达地区与其他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城镇化主导类型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且总体上历经

一元*人口城镇化+主导'二元*人口'空间城镇化+主导和多元主导三个阶段(第三&四大机制对长江经

济带各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市场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机制'内源

机制和外部机制的积极影响相对微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均衡发展的着力点在

人口城镇化(要大力提高上'中游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能级&强化非中心城市产业支撑&

增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和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以促进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同时还应破除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缩小人口城镇化发展差距(第二&推

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政府机制作用(要逐步加大对上'中游城市群地

区城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引导下游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上'中游城市群地区有序转移&以

缩小下游发达地区城市群与上'中游欠发达地区城市群在经济城镇化方面的差距)应大幅增加上'中游

欠发达城市群地区民生投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政府机制在缩小城市群社会城镇化方面

差距上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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