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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走好“共同”之路，而城乡融合是重要发力点。文章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对城乡融
合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并借助探索性数据空间分析法考察空间格局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
东部地区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且整体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就空间分布而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关
系；东部地区表现为高—高集聚现象，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低—低集聚现象。未来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以生态—经济融
合为驱动、因地制宜盘活要素资源，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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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lies in taking the road of "comm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Guided by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statistically measure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uses
exploratory data spati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patter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ranking of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overall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The eastern region shows the phenomenon of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nd the cen-
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w the phenomenon of low-low agglomeration.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take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goal
orientation, take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economic integr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revitalize factor resou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
tions,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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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评价研究

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发力期。持续增进

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任务和主要目标之一，到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值此新历史方位之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缓解城乡发
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亦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应
有之义[1]。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要以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着力推动城乡融合，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支撑。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

国人大代表也提出，要以城镇化方式为手段加快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事实上，中国于 2019年 12月就已设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
11个国家级试验区，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经济日报
报道，2011—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3.13
下降至 2.50。尤其是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2021年城
乡居民收入比已经下降至 1.94。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进展。可以预见，
城乡融合作为城乡关系的全新描述，将成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攻坚环节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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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点。
作为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定位的前沿交叉问题，

城乡融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从城乡融合的理论
逻辑层面展开研究，如何仁伟(2018)通过基础理论分析对城乡
融合与乡村振兴关系进行剖析，认为城乡融合主要借助空间动
态变化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撑 [2]。
张海鹏(2019)就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城乡关系演变历程进行总
结与分析，提出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
化进程等促进城乡融合的建议[3]；部分学者对城乡融合水平进
行实证测度，施建刚等(2022)采用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长三角
地区 27座中心区城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城乡融合水平总体
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4]。周佳宁等(2019)基于多维视角构建城乡
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整体水平较
低，但正由“量变”转变为“质变”，整体呈现向好趋势[5]。此
外，梁向东、阙启越(2021)基于要素配置视角，利用空间杜宾
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城乡融合发展情况，发现生产性服务
业中要素投入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6]。崔树强
等(2022)对现有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加以梳理，发现现有研究
多集中于城乡融合效应及驱动效应等方面[7]。

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已经相对
成熟，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理论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探究尚缺。并且，城乡融合是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达成全民共同富裕的关
键路径。然而目前来看，少有学者从共同富裕视角审视城乡融
合的发展现状。因此，文章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运用基于熵
权法的灰色关联模型，结合城乡关系特征与共同富裕内涵，刻
画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法探究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为推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
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指标体系设计的核心原理与基本原则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阶状态，是推动城乡和谐共

荣的目标，也是加快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共同富
裕视角下，构建城乡融合指标体系需综合考量城乡互动、城乡
差别的动力及对比性指标，以全面展示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进
程和融合状态。依据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内涵机理，研究认
为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融合是城乡地域的要素—经济—空
间—社会—生态的深度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反映城乡间以
“人、地、钱”为主的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通水平，为城乡
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实现共同
富裕注入新活力；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必然产物，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乡空间融合主要刻画城乡资本、权利及
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关系；城乡生态融合旨在改变原有将城
市作为中心的条块分割治理模式，借助城乡生态环境良性互动
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城乡社会融合主要刻画城乡社会民生方
面的融合程度与城乡之间各项社会福祉均等化水平。

具体指标选取需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合理性。所选指标
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合理性，能够准确衡量城乡融合的某一特征。
第二，数据可得性。即所选指标在观测期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
数据，将缺失数据较多的指标进行剔除处理。第三，细化性。
即所选指标能够从细化微观层面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

2. 最终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框架、理论与原则，同时结合已有研究[8-14]，遴选

相关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简要说明如下：
城乡要素融合：从劳动力成本、助农资本占比及城乡科技

发展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测度。
城乡经济融合：主要反映以城市经济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选取城乡经济总水平、城乡产业结构水平
及城乡就业水平 3个指标测算。

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反映共同富裕视角下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支撑与生活依托。选取城市空间扩张、城
乡公路路网密度和城乡人口密度占比 3个细分指标，对城乡空
间融合水平加以衡量。

城乡生态融合：指的是加强城乡间有机联系，实现城镇与
农村环境互补。研究选取工业碳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绿
色治理投入资本、完成绿化覆盖率和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效率衡
量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城乡社会融合：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社会民生保障差距
主要体现在物价调整后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财富差距等方
面。研究选取物价调整后城乡基本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城
乡人均用电量、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差距、城乡居
民消费水平、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城乡交通通讯系数对比 6个
指标衡量城乡社会融合水平。

最终指标评价体系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
具体见表 1。

中
国
城
乡
融
合
水
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含义 单位

城乡要素
融合

劳动力成本 人口城镇化所占比例 %
助农资本占比 政府助农拨款占所有资金比例 %
城乡科技发展水平 发展科技金融领域资金占有量 %

城乡经济
融合

城乡经济总水平 城镇经济收入/乡村经济收入 %
城乡产业结构水平 城镇第三产业收入/乡村第三产业收入 %

城乡就业水平 城镇户籍就业人口数量/乡村户籍就
业人口数量 %

城乡空间
融合

城市空间扩张 建筑物间距面积/土地总面积 %
城乡公路路网密度 公路营运公里数/土地总面积 %
城乡人口密度占比 城镇人口密度/乡村人口密度 %

城乡生态
融合

工业碳排放量 每年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
工业粉尘排放量 每年工业企业粉尘排放量 吨
绿色治理投入资本 环境保护投入资金/总支出资金占比 %
完成绿化覆盖率 与前一年相比植被绿化面积所占比例 %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效率经处理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率/乡村
生活垃圾无害率 %

城乡社会
融合

物价调整后城乡基本人
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

城镇人均公共服务支出金额/乡村人
均公共服务支出金额 %

城乡人均用电量 城乡居民总人口量/总用电量 %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人均财富差距

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所及其
差距所占比值 %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城镇人均消费所占比例与乡村人均消
费所占比例 %

城乡人均住房面积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乡村人均住房面积 %

城乡交通通讯系数对比城镇居民人均通讯费用支出/乡村居
民人均通讯费用 %

表 1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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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
1. 研究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用于研究贫信息、少数据等非确定问题的

新方法，可有效解决部分特殊领域里的未知因素问题。但灰色
关联模型评价精度较低，无法达到本研究的精度要求。而熵权
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有效弥补灰色关联模型低精度的缺
陷，且能有效避免人为赋权的主观因素干扰。故文章采用基于
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对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更公
平、客观地展现研究区域在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城乡融合现状。
（1） 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
文章借鉴已有研究[15]，依托标准化方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

变换，减小极值对评价过程的影响，同时利用坐标平移达到消
除负值目的。公式如下：

xab′ =(xab-xb)/sb，a=1，2，3，…，m；b=1，2，3，…，n (1)
zab=xab′ +T (2)
其中，xab′和 zab分别代表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值及平移后

的指标值；xb代表第 b个指标均值；sb代表第 b个指标的标准
差；T表示平移幅度，可为任一正实数。

进一步计算第 b项指标的第 a个方案指标值的比重 pab，进
而对评价指标的熵 eb加以确定。公式如下：

pab=zab
m

a=1
Σzab (3)

eb=-1/lnm
m

a=1
Σpablnpab (4)

计算第 b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db，可以将熵权的评价指标
定义为 δb，公式如下：

db=1-eb (5)

δb=db

m

a=1
Σdb (6)

（2） 灰色关联模型计算指标得分
借助式(1)和式(2)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确定数列最优向

量。同时借鉴已有研究[16，17]，得出最优向量 G，公式如下：
G=(g1，g2，…，gb)
=(z11∨z12…∨z1b，z21∨z22…∨z2b，za1∨za2…∨zab) (7)
其中，gb代表第 b项指标的最优向量；∨代表最大运算符。
进一步计算最优序列 G和第 b项评价指标 zb之间的关联系

数 ζa(zb，G)，得到最优序列 G和第 b项评价指标 zb之间的关联
度 R，公式如下：

ζa(zb，G)=
min

a
min

b
zab-ga +ρmax

a
max

b
zab-ga

zab-ga +ρmax
a
max

b
zab-ga

(8)

R=
n

b=1
Σδb ζa(zb，G) (9)

其中，ρ代表的是分辨系数，一般取值为 0.5。
2. 数据来源
2012年党的十八大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

裕道路，并将城乡一体化发展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故文
章选取 2012—2020 年为样本观测期，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探究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同时，考虑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可得性及
准确性，将中国 30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与西
藏)。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根据
统计理论与各地区城乡历史发展状况，进行订正和差值修补。

3. 结果比较与分析
依据前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

模型，对 30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算（表 2）。

表 2 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融合水平的测算结果

（1） 省份排名比较
分析表 2可以发现，中国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差距较大。

从城乡融合水平变化来看，研究期内，北京、上海、江苏、天
津、浙江、江西等省份排名次序基本保持稳定，其余省份排名
次序则变化较大。如四川下降 8位，河北、河南均下降 7位。
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较大，即区
域内富裕程度对城乡融合水平具有一定影响。从城乡融合水平
均值来看，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的城乡融合水平较
高，位于 30个省份的前五名。这些省份经济基础雄厚、区位
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较高，能够有效辐射带
动周边乡村。就上海来说，为贯彻共同富裕理念、推动城乡深
度融合，上海推出“五个新城”建设，形成城乡融合新模式。
该模式下，松江区小昆山镇基本实现了农业与工业高质量发
展、城乡空间的高水平融合。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和甘肃
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落后，位于 30个省份的后五名。其中，新
疆、青海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种植或养殖等传统农业，产业结
构单一，城乡富裕程度不高，城乡融合处于较低水平。甘肃、

省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排名
北京 0.648 0.665 0.670 0.671 0.675 0.678 0.688 0.706 0.743 0.683 2
天津 0.564 0.575 0.590 0.590 0.599 0.603 0.606 0.637 0.674 0.604 4
河北 0.490 0.494 0.497 0.506 0.508 0.519 0.521 0.525 0.562 0.514 18
山西 0.477 0.482 0.486 0.495 0.495 0.511 0.527 0.529 0.566 0.508 22
内蒙古 0.502 0.504 0.505 0.508 0.508 0.513 0.528 0.529 0.566 0.518 16
辽宁 0.504 0.511 0.523 0.535 0.538 0.538 0.541 0.550 0.587 0.536 11
吉林 0.504 0.514 0.534 0.534 0.537 0.538 0.559 0.562 0.599 0.542 10
黑龙江 0.490 0.499 0.512 0.534 0.543 0.551 0.563 0.586 0.623 0.545 9
上海 0.665 0.677 0.694 0.697 0.709 0.710 0.714 0.736 0.773 0.708 1
江苏 0.563 0.580 0.582 0.586 0.596 0.600 0.617 0.639 0.676 0.604 5
浙江 0.613 0.619 0.621 0.623 0.629 0.631 0.633 0.661 0.698 0.636 3
安徽 0.503 0.510 0.511 0.516 0.518 0.525 0.531 0.530 0.533 0.520 15
福建 0.516 0.532 0.536 0.539 0.541 0.551 0.565 0.567 0.604 0.550 8
江西 0.502 0.512 0.513 0.516 0.520 0.533 0.545 0.551 0.588 0.531 12
山东 0.493 0.500 0.506 0.509 0.519 0.524 0.543 0.553 0.590 0.526 13
河南 0.492 0.496 0.499 0.508 0.513 0.522 0.526 0.526 0.563 0.516 17
湖北 0.570 0.574 0.574 0.575 0.578 0.591 0.602 0.606 0.643 0.590 6
湖南 0.482 0.484 0.496 0.501 0.501 0.506 0.519 0.529 0.566 0.509 20
广东 0.530 0.531 0.537 0.542 0.561 0.567 0.571 0.574 0.611 0.558 7
广西 0.448 0.449 0.481 0.482 0.491 0.495 0.498 0.547 0.584 0.497 24
海南 0.486 0.489 0.489 0.494 0.512 0.513 0.520 0.532 0.569 0.512 19
重庆 0.492 0.503 0.514 0.516 0.524 0.527 0.531 0.532 0.569 0.523 14
四川 0.486 0.489 0.498 0.500 0.503 0.507 0.512 0.522 0.559 0.508 21
贵州 0.450 0.452 0.467 0.467 0.486 0.503 0.506 0.514 0.551 0.488 29
云南 0.432 0.437 0.498 0.484 0.486 0.492 0.513 0.538 0.575 0.495 26
陕西 0.436 0.441 0.498 0.496 0.498 0.499 0.513 0.528 0.565 0.497 25
甘肃 0.448 0.450 0.468 0.470 0.471 0.483 0.497 0.525 0.562 0.486 30
青海 0.435 0.443 0.498 0.487 0.495 0.502 0.508 0.526 0.563 0.495 27
宁夏 0.480 0.484 0.491 0.496 0.497 0.507 0.513 0.523 0.560 0.506 23
新疆 0.431 0.434 0.498 0.501 0.501 0.506 0.519 0.529 0.566 0.495 28
全国 0.504 0.511 0.528 0.529 0.535 0.542 0.551 0.564 0.600 0.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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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云南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外资利用率较低、贸易便利
化总体水平不高。海南虽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但其经济基础薄弱，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
富裕程度远低于其他东部沿海省份。
（2） 区域得分变化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标准，文章将 30个省份划分为

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并利用表 2将各地区所属省份的得分
进行加总后求算数平均值，得出各区域城乡融合水平的变动趋
势如图 1所示。

图 1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得分变化趋势

由图 1可以看出，2012—2020年中国全国整体和东部地区
城乡融合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呈
下降态势，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有显著差异。就绝对差距而
言，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
部地区较为接近。就相对差距而言，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与
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显著扩大趋势。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凭借
其地理区位优势，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早一步实现了对
外开放，在营商环境、经济基础、外贸规模等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得益于此，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富裕程度不断提升，城乡融
合水平亦大幅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属于内陆地区，前
期对外开放的基础较弱。虽然国家逐步推出并落实产业梯度转
移政策，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中、西部地区开放平
台及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核心城市或省会城市，“虹吸效应”过
大。由此导致区域内、城乡间生产要素与社会公共资源无法实
现均等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

四、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1. 空间分位分析
据前文可知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为验证

这一结论，依托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文章描绘中国 2012
年和 2020年 30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并借助自
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结果显示：2012年位于
第四等分的省份有广东和上海；位于第三等分的省份有辽宁、
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2020 年位于第四等分的省份有北
京、广东和上海；位于第三等分的省份为江苏、浙江和天津。
对比来看，虽然 2012年和 2020年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发生
细微变化，但位于第三、四等分的省份依旧同属于东部地区。

这表明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相对稳定，且明显高于中、西部
地区。此结果与前文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间城乡发展会产生相互作用，即存在

空间相关性。故有必要考察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是否同样存在空间相关性。借鉴已有研究[18，19]的通常做法，文
章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邻近省份的空间负相关与空间正相关
关系。公式如下：

I=

n

a=1
Σ

n

b=q
ΣWab(Ra-R�)(Rb-R�)

S2
n

a=1
Σ

n

b=q
ΣWab

(10)

S2= 1n

n

a=1
Σ(Ra-R�)2 (11)

R�= 1n

n

a=1
ΣRa (12)

其中，Ra代表省份 a的城乡融合水平，n代表省份总数。I
代表莫兰指数，即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其取值范围为
[-1，1]。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公式如下：

Wab=
1，a与 b相邻
0，a=b或 a与 b不相{ 邻

(13)

对中国 2012—2020年 30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的全局莫兰
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见表 3。观测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
0，且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中国城乡融合存在显
著空间正相关性，即对于一个富裕程度较高、城乡融合水平较
高的省份，会有一个或多个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省份与之相邻；
对于一个富裕程度较低、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省份，亦会有一个
或多个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省份与之相邻。就全局莫兰指数变化
趋势而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展现出相对稳定的空间集聚态势。

表 3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自相关能够展现城乡融合在空间上的整体分布情况，

但无法具体描绘出集聚位置和区域相关集聚程度。故文章借鉴
现有研究[20]，运用局部莫兰指数判断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刻画
城乡融合过程中部分地区空间相关性。公式如下：

Ia= (Ra-R�)
S2

n

a=1
ΣWab(Ra-R�) (14)

其中，Ia代表局部莫兰指数，反映各相邻省份间的空间相
关性。参照已有研究，将各空间标准化属性值作为莫兰散点图
X轴，邻近空间标准化属性值作为 Y轴，绘制 2012年和 2020
年散点图。

结果显示，2012年和 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象限分布
无明显变化，波动较小，即考察期间内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各区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莫兰指数 0.195 0.255 0.247 0.279 0.219 0.245 0.232 0.269 0.275

P值 0.042 0.014 0.016 0.030 0.026 0.022 0.026 0.021 0.017
Z值 2.023 2.550 2.511 2.690 2.263 2.484 2.316 2.217 2.617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0.7

0.6

0.5

0.4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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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分布变化不明显。就高—高集聚类型而言，2012年包括福
建、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及江苏。到 2020年，该类型省
份新增了安徽、江西、山东 3 省。这些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较
高，各类要素高效流动，产生较强经济效益与带动作用。就
低—高集聚类型而言，2012年包括河北、吉林、安徽、江西、
海南，2020年处于该类型的省份数量有所增加，新增省份为湖
北、湖南、四川、黑龙江、辽宁，安徽与江西 2 省则转变为
高—高集聚类型。该类型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相邻省份城
乡融合水平较高。就低—低集聚类型而言，2012年包含新疆、
陕西、甘肃、宁夏、云南、青海、河南、四川、黑龙江、贵
州、内蒙古、湖南、广西、山西、湖北 15个省份。2020年则
变为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河南、贵州、甘肃、云南、
广西、陕西、新疆 11个省份，数量有所减少。这些省份大部
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且相邻省份城乡
融合水平也较低，故表现为低—低集聚现象。就高—低集聚类
型而言，2012年该类型所属省份包括重庆、广东、辽宁、山
东，2020年则变为广东和重庆。其中，广东和重庆的城乡融合
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而贵州和广西则为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省
份，因此呈现高—低集聚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立足共同富裕视角，选取 2012—2020 年省级面板数

据，借助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城乡融合水
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中国
30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相关性，得到如下
结论：第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在考察期内呈现上升态势，且
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明显
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出中国城乡一体化政策实施效果，
亦体现出城乡融合的不平衡特点。第二，东部地区各省份排名
较为稳定，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城乡融合排名变动较大。各地
区省份城乡融合尚处于不平衡状态，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
平上升空间较大。第三，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现出显著空间正
相关性，且不同区域类型表现不同。东部地区主要表现出高—
高集聚现象，中、西部地区主要呈现出低—低集聚现象。

第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推动城乡社会—空间联动
融合。具言之，政府部门在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时，需增强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与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的匹配性，探索构建城
乡融合先行示范区、高标准引领重点培育区以及集中攻坚区，
以城乡融合为着力点推进共同富裕。

第二，以生态—经济融合为驱动，撬动全民共富。坚持
“以产养景、以景育产”为核心，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优化
城乡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城乡生态经济融合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借助现代流通体系，强化农产品供需合作，拓
宽农业产业链，提振农村经济。同时，明确都市生态农业定
位，培育一批生态型农业龙头企业，打造乡村休闲产业集群，
绘制好“一镇一风光、一村一幅画”美丽乡村图景，以生态产
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因地制宜盘活要素资源，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就东
部地区而言，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空间辐射带动作用，积极
引导区域内高端技术、优质资本等要素向中、西部低水平地区
传递，加快推动区域共同富裕进程。就中、西部地区而言，要
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打造优质的商业运营与创新环境，促进城
乡要素自由流动，有效缓解要素配置不均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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