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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发展理念里程碑式的重大转变和人口的全面发展,“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巨系统协调发展的状况成为了

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本研究从系统解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入手,构建由人口系统因子、人口-经济因子、人口-社会

因子以及人口-环境因子共4个方面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针对重庆市进行案例研究。结

果表明,1)人口要素是“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巨系统中的重要基础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中应当给予充

分重视;2)人口发展状况的优劣与城镇化水平高度相关;3)重庆市工业企业的“环保搬迁”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社

会、经济、环境的综合效益显著。本文深化了人口发展内涵的理论认识,并为重庆市人口发展状况的动态评估,促进相关

部门的科学考核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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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被视为党和国家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新时期,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

及随后十八大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这些都标志着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里程碑

式的重大转变。人口的发展状况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因此,对人口发展状况进行科学、及时的

系统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目前,学术界涉及到人口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分为3种类型:1)人口系统的专项评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有:漆莉莉[1]选取了城市人口、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初中毕业生人数、国内生产总值4个指标来考核中国的人

口发展水平;许燕等人[2]以江苏省为例开展了人口素质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用11个指标综合评价了江

苏省各地区人口素质状况。2)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两两耦合性评价。其中,人口与经济系统的空间耦

合是研究重点。钟业喜等人[3]利用人口和GDP数据,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周艳等人[4]利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直

辖以来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孙平军等人[5]提出基于“人口-经济-空间”的城市化

发展模式,并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性评价方面,人口与地理环境的空间匹

配程度评价成为研究热点。余瑞林等人[6]揭示了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段学军等人[7]以无锡市区

为例探讨了经济-生态导向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刘训美等人[8]运用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和二

者的耦合指数探讨了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分布的状况。3)多系统综合评价。朱庆芳[9]于2001
年曾提出小康及现代化社会指标体系。她针对城乡的发展实际,提出两套实现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在对城市小

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中包括社会结构、经济与科技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与环保、法制与治安等5个一级指标

和30项二级指标。而对乡村小康社会的评价中则包括了社会结构与生产条件、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

等4个一级指标和27项二级指标。李孝坤[10]曾经构建了PRED系统指数模型,并构建了由12项指标组成的指

标体系。王军平[11-12]曾进行过相对综合的中国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研究,设计了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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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5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牛文元[13]提出了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经济质量、社会质

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等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其中,在生活质量这一指标下设置了

人均收入、预期寿命、农民生活水平等3个二级指标。
纵观当前研究,与人口相关的评价研究已由单一的专项评价为主向多系统综合评价为主转变。在多系统评

价研究方面,人口与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评价受到普遍重视。而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评价普遍

对于人口要素评价的重视程度不足,指标覆盖面较窄,不能反映人口系统的基础和能动作用。此外,评价指标过

分宏观,如衡量收入结构时仅采用人均GDP指标。显然不能反映收入的公平程度以及城乡收入差别等方面的

问题,未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本研究受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拟在系统阐述人口发

展内涵的基础上,解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系统架构,构建科学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案例区

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图1 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的

人口发展状况内涵解构

Fig.1Thedeconstructionofpopulationdevelopmentstatus
basingonthesystematicalcoordinationof
“Population-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1人口发展的内涵及系统解构

“发展”原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

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具体到人口发

展领域,本研究认为,人口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

题,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

而不断变化的。首先,从宏观理论层面来看,人口发展

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
的耦合协调程度。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发展状

况的好坏,不能简单地与收入提高、人口结构合理等狭

义的发展指标划等号。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基本诉求是

否得到满足、人口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等指标也

应被涵盖。因此,在新形势下,更为科学的人口发展的

内涵至少包含如下4个方面(图1):

1)人口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状况。人口数量是否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人口生活质量、健康程度、受教

育程度、人口性别比是否失衡、社会抚养比是否合理、人
口年龄结构是否合理都应是被考察的重要方面。

2)人口的经济生活状况。如整个社会的投入结构、
就业结构等。

3)人口的生存环境状况。主要体现在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否与资源环境分布相协调。人口的基本资源环境

诉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4)人口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括宏观的总体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又包括微观的社会群体间的公平性问题,
如收入公平性问题。

2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2.1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因子分析法,它是指从研究指标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信息重叠、
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可以避免综合

评价中因信息量过大而导致的重复评价,克服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可以较好地解决指标体系全面性与独立性的矛

盾[14-15]。因此,比较适合涉及复杂系统的评价。因子分析法可以借助SPSS17.0的因子分析模块来实现。

2.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主要来自于重庆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重庆市统计年鉴》[16]、《重庆市主体功

能区规划》、《重庆市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的相关统计及计算数据。
数据采集年份主要为2010年。中小学毛入学率及人均适宜土地面积两项指标因为可获性的原因,分别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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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2011年及2008年的数据。

2.3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上述人口发展内涵的4个方面构建由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

系(表1)。

表1 人口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assessmentindicatorsystemofpopulationdevelopmentstatu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人口自身发展状况

数量评价

质量评价

结构评价

分布评价

自然增长率X1

平均预期寿命X2

初中毛入学率X3

平均受教育年限X4

总人口性别比X5

适婚人口性别比(年龄区间为25~35岁的男性与20~30岁的女性)X6

年龄中位数X7

社会抚养比X8

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X9

人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X10

人口经济生活状况

收入状况评价

消费结构评价

就业状况评价

投入结构评价

产出结构评价

城乡人均收入X11

农民恩格尔系数X12

城镇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X13

全员劳动生产率X14

万元GDP能耗X15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6

人口生存环境状况
土地质量评价 粮食产量X17

景观生态效益评价 人均地形适宜区林草覆盖面积X18

人口社会生活状况

收入差距评价 城镇可自由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X19

贫困发生率 每万人申领低保人数X20

住房供给水平 人均存款X21

医疗服务水平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X22

文化服务水平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数X23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人均1年利用公路出行的次数X24

3实证研究

3.1主要计算过程

3.1.1检验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计算原有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统计检验,发现各变量相关性较强。

KMO 值为0.761,大于0.7,结果说明这些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1.2因子提取 本研究在进行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主成分分析法中,特征值和累积方差贡

献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表示主成分影响力大小的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2),从24个指标的相关

系数矩阵得到的特征值主要有6个特征根,即9.476、2.771、2.344、1.790、1.346、1.116,它们共同解释了评价指

标X 标准化方差的78.511%。因此,这6个主成分可以提供原始指标所要表达的足够信息量。定义6个主因子

为D1、D2、D3、D4、D5、D6。

3.1.3因子命名 表3结果显示,因子D1 支配的指标有X4、X8、X9、X11、X21、X22、X13、X23、X24;D2 支配的指标

有X5、X7、X10、X17;D3 支配的指标有X12、X16;D4 支配的指标有X15、X18。因此,可以判断因子1基本包含了人

口社会生活方面的指标(包括收入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交通服务水平、文化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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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社会生活因子;因子2基本包含了人口自身发展状况的指标(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分布与资

源的匹配程度等),可称之为人口自身发展因子;因子3基本包含了人口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包括消费结构、收
入结构、就业与产业结构等),可称之为经济生活因子;因子4基本包括了资源环境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源消耗与

产出结构、地形适宜区林草覆盖率等),可称之为生存环境因子;因子5与因子6没有明显解释某个人口发展水

平的要素,但它们对整体产生了一定的方差贡献,故将它们分别定义为补充因子A与补充因子B。

表2 主要因子方差贡献率

Tab.2 Themainvariancecontributionrateofeachfactor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1 9.476 39.483 39.483 9.476 39.483 7.167 29.863

2 2.771 11.544 51.027 2.771 11.544 4.335 18.062

3 2.344 9.766 60.793 2.344 9.766 2.377 9.902

4 1.790 7.456 68.249 1.790 7.456 1.687 7.027

5 1.346 5.610 73.860 1.346 5.610 1.674 6.974

6 1.116 4.652 78.511 1.116 4.652 1.604 6.683

表3 原始因子载荷矩阵

Tab.3 Theinitialloadingmatrixofeachfactor

变量
主因子

D1 D2 D3 D4 D5 D6

变量
主因子

D1 D2 D3 D4 D5 D6

X1 -0.513 0.126 -0.004 -0.434 0.350 0.262 X13 0.760 -0.320 0.213 0.287 0.068 -0.144

X2 0.852-0.090 0.252 0.140 0.071 -0.104 X14 0.268 0.061 0.332 -0.416 0.646 0.201

X3 0.451-0.202 0.123 -0.219-0.035 0.298 X15 -0.141 -0.100 0.440 0.556 -0.055 0.206

X4 0.940-0.064 0.110 -0.133 0.062 -0.224 X16 0.524 0.127-0.744 -0.029 -0.013 0.108

X5 -0.237-0.586 -0.021 -0.286 0.177 -0.160 X17 -0.372 0.711-0.142 0.169 0.205 -0.054

X6 -0.081-0.519 0.139 0.232 0.120 0.674 X18 -0.208 0.041-0.209 0.602 0.503 -0.222

X7 0.151 0.609 0.385 0.361-0.240 0.268 X19 -0.792 -0.409 0.201 -0.107 0.096 -0.148

X8 -0.908 0.090 -0.226 -0.003 0.055 0.191 X20 0.287 -0.438-0.313 0.454 0.290 0.049

X9 -0.943 0.145 -0.169 0.064 0.004 0.104 X21 0.948 0.007-0.158 -0.115 -0.004 -0.003

X10 -0.416 0.629 0.478 -0.096 0.140 -0.074 X22 0.877 0.113-0.264 0.009 0.063 0.257

X11 0.897 0.323 0.072 -0.142-0.039 0.073 X23 0.517 -0.102 0.452 -0.121 -0.226 0.043

X12 -0.714-0.328 0.499 0.032-0.079 -0.133 X24 0.584 0.244 0.344 0.118 0.460 -0.101

3.1.4计算重庆市各区县的因子得分 重庆市各区县人口发展水平评价的得分情况按照下式计算

Di=D1ib1+D2ib2+D3ib3+D4ib4+D5ib5+D6ib6 (1)
其中,i=1,2,3,…,40。D1i,D2i,D3i,D4i,D5i,D6i 分别代表第i个区县在6个因子上的得分,该数值由SPSS
软件计算得出;b1,b2,b3,b4,b5,b6 分别代表6个因子的信息贡献率(即各因子权重),它们的计算公式如下

bj=因子i的方差贡献率/6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j=1,2,3,4,5,6) (2)

3.2评价结果与分析

将重庆市各区县依据人口发展状况评价得分划分为5个等级(表4、封三彩图2)。

3.2.1总体评价结果与分析 1)总体评价结果见表4。2)等级划分与分析。将重庆市各区县依据人口发展状况

评价得分划分为5个等级:人口发展状况最优区、人口发展状况次优区、人口发展状况中等区、人口发展状况较

差区、人口发展状况最差区。各等级所包含区县列于表5。
从结果来看,人口发展状况最优的区域分布于重庆主城中的渝中区、江北区、万盛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九

龙坡区以及万州区;人口发展状况次优区域均是紧邻上述人口发展状况最优区的外围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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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各区县人口发展状况评价因子得分总表

Tab.4 ThepopulationdevelopmentstatustotalscoreofdistrictsandcountiesinChongqing

区县
社会生活

因子得分

人口自身

因子得分

经济生活

因子得分

生存环境

因子得分

补充因子

A得分

补充因子

B得分
加权总得分 排序

渝中区 0.34538 5.59768 1.17615 0.32493 -0.24377 0.00174 1.57507 1

江北区 1.85675 0.8866 -0.84968 0.63689 0.33477 0.45279 0.92833 2

万州区 0.6821 0.00126 0.4026 0.08288 3.21024 1.07526 0.69462 3

万盛区 1.24447 -0.5504 0.9475 2.11847 1.79394 -1.62703 0.6767 4

南岸区 2.02386 0.17354 -1.15132 -0.71022 0.24036 0.34568 0.65174 5

九龙坡区 1.40818 0.64403 -0.94897 0.2871 0.56894 -0.00703 0.63974 6

大渡口区 1.67059 -0.40415 0.19048 1.71447 -1.11447 -1.00799 0.53514 7

沙坪坝区 1.957 0.29119 -1.58166 -1.89367 -0.53406 -0.57095 0.34636 8

长寿区 0.593 -1.27064 1.85796 1.61154 -0.2103 0.33798 0.3219 9

双桥区 1.23503 -0.95488 -0.42521 1.39583 -1.18259 0.92899 0.29542 10

江津区 0.01734 -0.59567 1.72155 0.1592 1.34369 0.80941 0.28919 11

涪陵区 0.47496 -0.69975 0.49852 -0.27713 0.40968 1.74405 0.2426 12

北碚区 1.65947 -0.72768 0.26243 -1.03169 -1.66591 -1.05324 0.16692 13

渝北区 1.10553 -0.45273 -0.55741 -0.6777 -1.16495 0.75067 0.14581 14

巴南区 0.35782 -0.16099 0.11874 -0.52594 -0.45719 0.58143 0.07585 15

南川区 -0.55475 -0.04246 1.02395 1.03478 0.1343 0.44888 0.05112 16

永川区 0.27664 -0.18458 0.17874 -2.33405 1.14424 0.5536 0.02516 17

荣昌县 -0.03014 -0.59723 1.6213 -0.46721 0.24328 -0.49609 -0.00681 18

璧山县 -0.01452 -0.30942 0.58927 -0.23107 -0.86158 0.56725 -0.05132 19

綦江区 -0.52502 0.11324 0.81428 0.21247 -0.25838 -0.6802 -0.13278 20

丰都县 -0.93083 0.19546 -0.08098 0.37929 0.4996 0.91634 -0.16298 21

合川区 -0.30624 -0.08871 1.42663 -1.49707 -0.54004 -0.34134 -0.16798 22

铜梁县 -0.70587 0.01512 1.85281 -0.4486 -1.59244 0.06887 -0.20707 23

黔江区 -0.68612 0.101 -1.77058 0.57105 -0.2392 2.45733 -0.22202 24

大足县 -0.48871 -0.19916 0.45803 -0.96893 -0.64272 0.88531 -0.24239 25

垫江县 -1.32182 0.45612 -0.05042 0.59735 -0.5741 1.845 -0.24468 26

忠县 -0.74209 0.04236 0.05066 0.94387 -0.90308 -0.13915 -0.27372 27

巫山县 -0.50176 -0.22585 -1.3638 1.1259 1.28533 -1.01228 -0.28604 28

开县 -0.66733 -0.14945 0.16665 -0.46684 1.04913 -0.8939 -0.29188 29

云阳县 -0.74084 0.25773 -0.07879 -0.42601 1.13936 -1.69171 -0.31336 30

梁平县 -0.67395 -0.09582 0.2805 -1.13935 0.15292 0.04942 -0.3272 31

潼南县 -0.62882 -0.30597 0.71932 -1.3766 0.22524 -0.50819 -0.36531 32

武隆县 -0.77574 0.14969 -0.67405 0.78526 -0.73023 -0.50225 -0.38298 33

彭水县 -0.82342 -0.17992 -1.51982 0.01429 1.29004 0.04429 -0.42664 34

石柱县 -1.04697 0.28715 -0.53527 0.38804 -0.98635 -1.05444 -0.54232 35

奉节县 -0.73051 0.10799 -0.94226 -0.04474 -0.34848 -1.77703 -0.55808 36

城口县 -1.16424 -0.23833 -1.02747 1.46985 -1.06792 0.34648 -0.56107 37

秀山县 -0.65172 -0.68051 -0.76917 -0.62928 -0.09651 -0.39164 -0.59969 38

巫溪县 -0.79219 -0.18395 -0.74235 -0.17565 -0.07316 -2.01187 -0.63074 39

酉阳县 -1.40452 -0.02194 -1.28887 -0.53173 0.42236 0.55553 -0.66462 40

  注:因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统计年鉴的口径未做调整,故已进行了行政区划变更的双桥区、万盛区仍作为独立样本来计算。

27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1卷



及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主要包括主城区中的沙坪坝区、北碚区、渝北区,重庆主要工业区中的长寿区、双桥区以

及区域性中心城市江津区和涪陵区;人口发展状况中等区包括主城区中发展水平较低的巴南区以及主城周边南

川区、綦江区、璧山县,紧邻区域性中心城市涪陵的丰都县,还包括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永川区、合川区等;人
口状况较差和最差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渝东南、渝东北一些既远离主城又远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区县,此外

还包含渝西部分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区县。

表5 重庆人口发展状况评价等级一览表

Tab.5 EvaluationgradeofdistrictsandcountiesinChongqing

等级 得分区间 区县

人口发展状况最优区 0.578415~1.156599 渝中区、江北区、万盛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万州区

人口发展状况次优区 0.122882~0.578414 沙坪坝区、双桥区、长寿区、北碚区、渝北区、涪陵区、江津区

人口发展状况中等区 -0.274594~0.122881 巴南区、荣昌县、永川区、南川区、璧山县、綦江县、合川区、铜梁县

人口发展状况较差区 -0.533439~-0.274595
大足县、巫山县、丰都县、忠县、开县、黔江区、云阳县、梁平县、潼南县、武
隆县、垫江县

人口发展状况最差区 -0.857279~-0.533440 彭水县、奉节县、秀山县、石柱县、巫溪县、城口县、酉阳县

  以上现象说明人口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围绕城镇化水平较

高区域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布。此外,在城镇化水平相当的主城区中,商业与工业分布集中区县的人口发展水平

相比教育产业比较发达的区县得分却较高。

3.2.2人口自身因子评价结果 封三彩图3显示,人口自身因子得分大致呈现为按主城区、渝东北、渝东南、渝西

依次降低的总体格局。人口系统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正相关,反而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如垫江

县、石柱县、云阳县、丰都县、武隆县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分值相对靠前,人口结构相对发展较为合理。主

城区中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分值较为靠前,而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的

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则排名靠后。主城周边万盛经开区、长寿区等工业企业集聚的区县得分明显偏低;渝
东北地区中经济欠发达的云阳县、石柱县、丰都县排名却靠前;渝东南地区中武隆县分值居首,黔江区、酉阳县、
彭水县次之,而秀山县分值最低;渝西地区中合川区、永川区、大足区、铜梁县排名靠前,而经济较发达的璧山县、
江津区、双桥区却排名靠后。这说明工业经济发达区域的人口系统发展状况堪忧。

3.2.3人口-经济因子评价结果 人口-经济因子分值总体呈现按1小时经济圈、渝东北、渝东南依次降低的格局

(封三彩图3)。由于主城“退二进三”政策的影响,主城区得分相对较低,相反承接主城产业转移较多的长寿区、
合川区、江津区、璧山县得分比较高;渝东北地区万州区、梁平县位居榜首,开县、忠县、垫江县、云阳县等次之,巫
山最低;渝东南地区武隆县、秀山县居前列,而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黔江区竟位列倒数。秀山县经济地位的提

升应该与渝湘合作力度加大以及武陵山区域性开发有关。

3.2.4人口-社会因子评价结果 人口-社会因子评价分值总体呈现按主城、渝西、渝东北、渝东南依次降低的格

局(封三彩图3)。主城区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仍是得分比较高的区域,但内部排序情况却发生了较大变化。主城

区得分明显超过万州区;教育事业、商贸服务业等公共服务业较发达的沙坪坝区、南岸区、江北区、北碚区名列前

茅,渝中区则排名稍后;紧邻主城并作为主城重要的产业转移区的长寿区、涪陵区得分较高;万盛经开区排名也

相对靠前。渝西地区中永川分值居首,这与该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而带动社会服务水平提高有关;合川区、江
津区、荣昌县的分值次之;而作为成渝经济区中间地带的铜梁县、潼南县、大足区则分值相对较低。渝东北地区

万州区得分仍然居首,作为三峡库区直接腹地的区县如巫山县、开县、梁平县、奉节县、云阳县、忠县等分值次之;
而处于渝东南、渝东北夹缝地带的石柱县以及临近陕西南部、深处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则分值相对较低。渝东

南地区中秀山县、黔江区分值最高;黔江周边、紧邻主城的武隆县、彭水县次之;秀山县与黔江县之间的酉阳县得

分最低。

3.2.5人口-环境因子评价结果 封三彩图3还显示,人口-环境因子分值总体呈现按渝东北、渝东南、渝西、主城

依次降低的格局。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经济欠发达的城口县、巫山县排名靠前;
但值得关注的是工业化程度较高、承接较多产业转移的长寿区竟位列第三,说明工业企业在主城“退二进三”产
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了环保升级、节能减排,对所在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主城区排名普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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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城区中的渝北区、南岸区、北碚区、沙坪坝区均位列倒数后10名序列中。此外,万盛区生态环境环境因

子排名居首位,说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4结论与展望

4.1结论

1)人口要素是“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巨系统中的重要基础性要素,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中应

给予充分重视。在大规模城镇化、国内经济社会逐渐转型调整以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人口系统

将进一步凸显自身对经济社会系统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因此,在涉及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评价中,应将人口系统

作为重要评价对象。此外,在评价指标的设计方面,不能单纯强调“经济性评价”,还要将“社会性评价”(如收入

公平性等指标)考虑进去。当然,这也有赖于国内统计制度与体系方面的完善与改进。

2)城镇化水平与人口发展状况的优劣显著相关。因此,从近中期来看,城镇化仍然是提高人口发展水平的

必要途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人口系统本身的发展状况与经济系统的相关性并不明显,甚至出现负相关。在

实证研究中,工业经济较发达的大渡口区、长寿区、渝北区、巴南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

过程中,人口工作应被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来抓。人口要素是社会、经济、环境等各项事业最基础、最能动的要

素。若长期忽视人口工作,不仅影响城镇化质量和效果,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将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工业企业“环保搬迁”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效益明显。实证研究表明,在一

些工业迁入区以及进行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地区,通过必要的监管与干预,完全可以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实现

科学发展、全面发展。

4.2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为初步研究,因此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由于一些数据的不可获,导致评价指标体系并未完全体

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综合评价的全部内涵。其次,由于中国人口普查的时间周期为10年,因此,导致

指标体系的数据更新周期过长,从而大大影响研究成果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性和实效性。最后,在实证研究中,
本研究未能进一步根据重庆市内部各区域(渝东南、渝东北、渝西以及主城区)的具体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评

价标准。上述不足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弥补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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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hePopulationDevelopmentStatusEvaluationofChongqingBasingon
“Population-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Quaternity:TakeChongqingasanExample

GAOXin1,2,DONGQing3,LIYuechen1,2,WANGYang1,2

(1.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2.KeyLaboratoryofGISApplication;

3.International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Alongwiththesignificantchangeofdevelopmentconcep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thatistheharmoni-
ousdevelopmentof"Population-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macrosystem,becomesthecentreofqualitydevelopmentmeasure-
ment.Thisarticlestartsfromthesystemicallydeconstructionof"PESE",andthenbuil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system
whichiscomposedbypopulationsystemfactor,population-economysystemfactor,population-societysystemfactorandpopulation-
environmentsystemfactor.Andonthisbasis,thisarticledoesacasestudyinChongqingusingthefactoranalysis.Thisarticleisof
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andpracticalvalue.Theresultsshowthat:1)population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PESE"sys-
tem.Itisworthtopaymuchattentiontoitincomprehensiveassessments.2)Thepopulationdevelopmentstatusishighlycorrela-
tedwithurbanizationlevel.3)Thesocial-economical-environmentalcomprehensivebenefitsoftheremovalofindustrialenterprises
anddevelopmenttransitionofresource-exhaustedcityareremarkable.Thisarticledeepensth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ofthecon-
notationofpopulationdevelopment,setsanexamplefordynamicassessmentfortheChongqing'spopulationdevelopment,andpro-
motesthescientificassessmentforrelevant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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