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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的背景下，为了加深对重庆农村发展状况的认识，对重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评

价。结合重庆自身实际状况，初步构建了一套重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标评价体系，并通过因子分析和灰色关

联分析验证，得出了各区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排名，以及影响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综合得

分进行聚类分析以及将其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公路密度、经济密度等要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划分了农村发展 % 个

等级水平的行政范围，结果显示：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布局，可以较好地提高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速度。分析结果表明：万州区正成长为渝东北翼的区域增长极，黔江区则具备成为渝东南翼区域增长极的潜

力，同时也表明就重庆农村发展现状而言，一小时经济圈优于渝东北翼，渝东北翼又整体优于渝东南翼。最后对发

展较优的一小时经济圈、万州区和发展较差的渝东北翼、渝东南翼、渝西边缘的潼南县的农村总体发展思路进行了

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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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区域内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量化横向

比较时，因为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与自然生态环境

的差异，以及相对城市来说农村发展的紧迫性，因

此，设定的指标体系主要选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指

标［$］。

重庆位于 $#JM$$N O $$#M$$NP、$*M$#N O %"M$%N
6，地处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较丰富的西

部地区的结合部，同时也是一个大城市和大农村的

结合体［"］，面积约为 *) "I 万 Q7"，"##G 年底户籍总

人口 % "%J) %"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 " %J*) %J 万，

占人口总数的 G") DR。总体来说，重庆农村面积

广、农业人口多，同时地貌类型复杂、山地丘陵多，平

坝地少，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农村的发展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

在关于重庆农村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学者针对

农村贫困和生态问题，专门探讨了扶贫开发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对策［IHE］，有的学者针对农村居民收入较

低的问题，提出开发农村市场及人力资源等的建

议［GH$#］，而对各区县农村发展状况的量化和空间比

较研究存在空白。作为中央明确提出建成城乡统筹

发展、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直辖市，对现阶段重

庆各区县农村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横向比较，

并提出指导性和可实施性建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通过科学设定指标体系，运用 >S>> 和 L(?TC> 软件，

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比较，得出评价得

分及其空间显示，以达到认识重庆农村发展空间差

异的目的。

$ 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 $ 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众多的因素影响，如何从

大量的因素中选取表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

标以及选用合适的评价方法非常关键。比较成熟的

评价方法主要有灰色关联分析法、逐步回归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等，本文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指

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对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的研究目的出发；

"）指标的设定应既能描述农村发展状况又能对其

横向对比，并且能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

预测；%）定性描述和定量衡量相结合的原则；I）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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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详实和简明科学相结合的原则；!）系统整体性及

数据可得到性相结合的原则。在遵循以上原则、参

考以往关于农村发展评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指标选取。选取的指标尽量用人均水平或比例形

式；对暂定的指标体系利用 %&%% 输入数据后进行定

量检验。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 #’’(》［)］，

部分缺失数据参考《 重庆统计年鉴 #’’*》［"+］，难以

得到数据的指标则进行同等意义的替代。对数据集

进行 ,-. 和 /0123422 球度检验，检验它是否可用于

因子分析［"*］。最终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选出 "+ 个指

标，将它们确定为重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标

评价体系。

表 "5 重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标评价体系

6078 "5 9:;<=02>1? ?@?24A >B 4C03D02<>: B>1 EF>:GH<:G 1D103
4=>:>A<= 0:; ?>=<03 ;4C43>IA4:2

评价指标 编号及注释

经济状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 J 元 !"

人均农业生产值 " 元 !#

人均 KL& J 元 !)

农业商品率 " # !M

土地生产率 J（万元·FA N #） !!（农业商品总产值 J 耕地面积）

非农业产值比重 J O !+

单位耕地面积服务业产值 J（万元·FA N #） !*（农林牧渔业服务产值 J 耕地面积）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量 J（ 2·FA N #） !(

社会状况

人口自然增长率 J O !P

乡村从业人员比率 J O !"’（乡村从业人员 J 农村人口数量）

非农业人口比重 J O !""

农村社会公平度 J O !"#（农民人均纯收入 J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业重视程度 J O !")（农林水等财政支出 J 总财政支出）

农民人均年生活用电量（QRF J 人） !"M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千人所具有专任教师数量）

每千人医生数 J 人 !"+（千人所具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8 # 评价方法

因子分析法是将多个错综复杂的指标转化为少

数几个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

子分析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同时，它还可以根据

不同主成分因子对变量进行分类，是多元分析中处

理降维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少数几个综合指

标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

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准确，且操

作方便。因子分析的一般步骤是［"($"P］："）设定指

标，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建立指标变量的相关系

数矩阵 $；)）求 $ 的特征根及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

根据累计贡献率要求，取前 % 个特征根及相应的特

征向量，写出因子载荷矩阵 &；M）对 & 施行因子旋

转；!）计算因子得分。

# 各区县农村发展状况综合评价分析

操作过程中，因为渝中区城镇化率达到 "’’O ，

农村特征基本消失，所以对该区缺失指标数据进行

最优替代，以达到横向比较的目的。如人均农业生

产值用城镇居民收入代替，农村社会公平度用 " 表

示。分析时，利用 &1<:=<I03 =>AI>:4:2 选择公因子，

对变量进行 E>114302<>: A021<S 分析，因子旋转采用

T01<A0S，利用 U4G14??<>: 计算因子得分。

#8 " 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与公因子提取

,-. 检验值为 ’8 (’#，大于通常 ’8 + 的标准；

/0123422 球度检验概率值为 ’8 ’’’，小 于 显 著 水 平

’V ’!，拒绝 /0123422 球度检验的零假设。两个检验结

果均表明所用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输出的主

成分列表，结合特征值大于 " 的提取条件，正交旋转

后得到 ) 个公因子（’"，’#，’)），并且 ) 者显著不相

关。) 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 P8 (M(，"8 P#M，"8 "+"，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8 !!O，"#8 ’#!O，*8 #!+O，累

积贡献率达 (’8 ()"O，说明 ) 个公因子能够反映 "+
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而且 ’" 包含的信息量最

大。

#8 # 公因子的解释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 ’" 主要综

合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生产值、农业商品率、

土地生产率、单位耕地面积服务业产值、单位耕地面

积化肥施量、农村社会公平度、每千人医生数等信

息，可将 ’" 定义为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因子。

该公因子方差贡献率显著，说明它对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贡献最大。’# 主要综合人均 KL&、非农业产

值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农业人口比重、农业重

视程度、农民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

年限等信息，可将 ’# 定义为非农业发展和农民教

育状况因子。该公因子指明了非农业和教育状况在

农村发展中所起的效应。’) 主要综合乡村从业人

员比率的信息，可将 ’) 定义为农民就业因子。该

公因子说明农民就业对农村发展所起的效应。

#8 ) 计算综合得分

在计算各个主成分得分时，可以利用林海明的

公式法［#’］，比较简便地得出 ) 个公因子的得分及排

序。主要操作步骤有：4S210=2 栏设为 :DA741 >B B0=$
2>1? )；勾选 ?0C4 0? C01<0734?，-42F>; 栏中选择 14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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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在对话框中输入 !" + #$%",-!
&’(（!"），其中 " 值为 - . /，表示 / 个主成分，!" 分

别代表相应的特征值，执行操作，分别得出各个主成

分得分。根据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将其归一

化处理，作为权重，然后加权综合，最后得出综合得

分及排序（见表 0）。

表 01 重庆农村发展状况因子得分及排序

2345 01 6#&&#$ 3$7 %#&’#!")* 83%)#9! 3$7 !#9) 8#9 6:#$;<"$; 9(93= 7*>*=#’&*$)

区县 )- 得分 * 分 )- 名次 )0 得分 * 分 )0 名次 )/ 得分 * 分 )/ 名次 综合得分 ? 分 综合名次

渝中区 -/5 @/ - A5 BB - C D5 0A -@ --5 /-@ -

大渡口区 E5 @0 0 C -5 D- // D5 /E -- A5 DFA 0

沙坪坝区 B5 FE / C 05 EG BD /5 -- - /5 ADB /

九龙坡区 /5 @F B C 05 DE /@ C D5 -E -E 05 E0E B

江北区 /5 B0 A C -5 B@ /E C D5 0@ -G 05 /AG A

南岸区 05 @@ E C 05 -B /G D5 F0 G -5 G/G E

北碚区 -5 B/ F C -5 BF /A D5 G@ @ D5 GA@ F

万盛区 D5 FA G C D5 EF 0@ C D5 -A -B D5 BA@ @

渝北区 D5 @B @ C -5 EF /F C D5 0 -F D5 /F/ G

璧山县 D5 AB -D C D5 G@ /0 C D5 @ /B D5 -GB -D

双桥区 D5 BE -- C -5 BB /B D5 /F -D D5 -EG --

巴南区 D5 /@ -0 C D5 F- /D C D5 AG 0@ D5 -/- -0

永川区 D5 DG -B C D5 -A 0A C D5 /F 0D D5 D-/ -/

涪陵区 D5 -B -/ C D5 EF 0G C D5 -A -A C D5 DDF -B

江津区 C D5 D0 -A C D5 -0 0/ C -5 0E BD C D5 -BE -A

铜梁县 C D5 -@ -E D5 D0 0D C -5 DB /@ C D5 00F -E

长寿区 C D5 /@ -@ C D5 -/ 0B C D5 F- /- C D5 /F0 -F

万州区 C D5 /A -F C D5 @A /- C D5 A@ 0F C D5 BBA -@

大足县 C D5 B@ -G C D5 DA 0- C D5 G- /E C D5 BAA -G

荣昌县 C D5 A/ 0D D5 -F -@ C D5 GG /F C D5 BEF 0D

南川区 C D5 EB 0- D5 /0 -A C D5 A/ 0A C D5 B@F 0-

綦江县 C D5 F0 00 C D5 // 0F C D5 F- /0 C D5 EE- 00

合川区 C D5 FG 0/ C D5 0F 0E C -5 DA /G C D5 F/E 0/

黔江区 C -5 BE 0A D5 00 -F -5 -F E C D5 GFB 0B

忠县 C -5 /G 0B D5 AF -- C D5 F@ // C -5 DBB 0A

垫江县 C -5 AG 0@ -5 B- A C D5 A0 0B C -5 DB@ 0E

丰都县 C -5 AB 0E D5 E/ G C D5 A0 0/ C -5 -0E 0F

潼南县 C -5 AA 0F D5 EB @ C D5 @G /A C -5 -EA 0@

开县 C -5 F0 0G D5 B@ -/ C D5 B@ 00 C -5 0@- 0G

秀山县 C 05 DF // D5 E@ F -5 -G A C -5 /E@ /D

石柱县 C 05 DD /0 D5 0E -E -5 -- F C -5 /@A /-

奉节县 C -5 F@ /D C D5 D@ 00 C D5 E/ /D C -5 B0B /0

梁平县 C -5 @0 /- D5 DA -G C D5 E- 0G C -5 B// //

武隆县 C 05 B@ /A -5 00 E -5 A/ B C -5 AFD /B

酉阳县 C 05 G- /G -5 E- B 05 FB / C -5 F/D /A

巫山县 C 05 /E /B D5 B0 -B C D5 /G 0- C -5 FFD /E

巫溪县 C 05 A@ /F D5 A- -0 D5 DD -0 C -5 @@G /F

云阳县 C 05 AF /E D5 E- -D C D5 AB 0E C -5 G-A /@

城口县 C 05 G /@ -5 @A / C D5 D/ -/ C -5 G/E /G

彭水县 C /5 B BD -5 @F 0 05 @B 0 C 05 DAE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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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灰色关联分析检验

地理系统中，很多因素间的关系是灰色的。灰

色关联分析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对系统发展变化

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

几何形 状 的 相 似 程 度 来 判 断 各 点 联 系 的 紧 密 程

度［!$%!!］。关联度值介于 & 和 $ 之间，若两者在发展

过程中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关联度则趋向于 $，反之

则趋向于 &。可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因子分析结果

进行验证。关联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以得到的评价结果为研究对象，设定综合得

分 !"# 为母系列，各因子得分 !$# 为子系列，其中 # 为

$ % #&，表示重庆各个区县；$为$ % ’，表示’ 个公因

子。在计算关联度之前，对所有序列的数据都用母序

列去除，从而消除量纲差别，得到标准化处理的数据

集。

!）其次，求差数列 &$#，&$# ’ !"# ( !$# 。差值

绝对值越小，表示该对象离母序列越近。

’）求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关联系数用于表征序

列曲线间几何形状的差别，以 !"$# 表示子序列与母序

列的关联系数，!"$# ’（!()*$# ) "!(+,$#）*（&$# )
"!(+,$#）。其中 !()*$#、!(+,$# 分别为各点差值绝对

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为分辨系数，在最少信息

原理下，取值&+ -，子序列和母序列的关联度#"$ 用各

点关联系数的平均值表示，即 #"$ ’ $
,"

,

# ’ $
!"#$，, 取

值为 #&。

执行以上过程，得到 !$、!!、!’ 与母序列的灰

色关联度值分别为 &+ ./!、&+ -!’、&+ 0./。说明 ’ 个公

因子与重庆农村发展水平的关联度都比较大，并且

贡献率大小排序为 !$、!’、!!。!’ 农民就业因子的

贡献率大于 !! 非农业发展和农民教育状况因子的

贡献率，这和因子分析时 ’ 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大小排列不符，原因是灰色关联分析时将 !$、!!、!’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因子分析时 !! 包括人均

123 等 / 个指标要素，另外在公因子解释时也添加

了人为因素的主观性。!’ 农民就业因子与农村发展

水平关联度较大，也进一步说明了党中央提出促进

劳动力转移、加强对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意

义。

’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相关性分析

农村的发展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基础。在参考以

往关于城乡统筹发展对策研究的基础上［!’%!-］，可知

国家宏观政策对加快农村发展起着显要性和先行性

作用。在实践中，应该首先加大对农村的固定资产投

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经济合理布局的目的。

因此，可以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密度、公路密

度 ’ 个因素与农村发展现状综合评价得分进行相关

性检验，对其相关性进行量化和比较［$4］。其中经济

密度用单位面积的 123 表示，公路密度用单位面积

的公路长度表示。

在对综合得分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密度、

公路密度相关分析之前，首先做出综合得分与 ’ 个

因素的散点图（图略），得知综合得分与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经济密度、公路密度呈现明显的线性相关

性，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综合得分的相关性为

例，35+678* 相关系数为 &" -0$，9:5+6(+* 相关系数

为 &" /#-，-#.+ 值为 &" &&&，小于 &" &$，说明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与综合得分之间明显呈正相关关系，并且

其相关性高度显著。其中，经济密度与综合得分的相

关性最高。

表 ’; 35+678* 和 9:5+6(+* 相关系数

<+=" ’; 35+678* >8665?+@)8* +*A 7:5+6(+* >8665?+@)8*

指标
相关性系数及显著性检验值

35+678* 9:5+6(+*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0$!! &" /#-!! &" &&&

经济密度 &" 4&0!! &" 40/!! &" &&&

公路密度 &" /!-!! &" -04!! &" &&&

; ; 注释：!!表示相关性高度显著

由得到的相关结果可知，重庆农村的发展与人

均固定资产投资、公路密度、经济密度高度相关，且

与经济密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努力发展经济、

促使经济合理布局，对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农村面积广、农村人口多为重庆城乡统筹发

展增加了难度，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基础设施、促使

经济合理布局对重庆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空间格局差异分析

对综合得分执行 B)56+6>C)>+? >?D7@56 分析，聚类

显示渝中区独自为一类，这和渝中区城镇化率达到

$&&E 、农村特征减弱有关。由表 ! 所示，从大渡口

区到合川区的 !! 个区县为农村发展的次优区域。

这一类基本上为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和万州区，万州

区正成长为渝东北翼的区域增长极。从黔江区到彭

水县的 $/ 个区县，为农村发展较差区域。这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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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除万州以外的渝东北翼、渝东南翼以及渝西

边缘的潼南县，黔江区则具备成为渝东南翼区域增

长极的潜力。

为表现空间差异，可以利用 !"#$%& 空间可视化

功能［’(］，对综合得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公路密

度、经济密度进行分等显示，如图 ) * + 所示。

图 ), 综合得分分等

-./0 ), 123"455 6#7"3 /"48.9/

图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分等

-./0 ’, :3" #4;.<4 .9236<=39< .9 >.?38 4663<6 /"48.9/

)）图 ) 和图 ’ 比较，差别明显、具有代表性的

有：城口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较高，但因远离强有力

的经济中心，显著的边缘化效应限制了力量薄弱的

农村的发展。万州区的投资力度和发展状况决定了

它在渝东北翼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应注重增长极效

应的培养。渝东南翼的武隆和彭水县等人均投资较

高，但因为对农村投资不足，所以导致城乡差距较

大。由此可知，一小时经济圈农村在高投资及都市

区的带动下，发展较优；渝东北翼应注重万州区增长

极的培育；渝东南翼的投资应注意向农村倾斜。

图 @, 公路密度分等

-./0 @, A748 8396.<B /"48.9/

图 +, 经济密度分等

-./0 +, C#797=.# 8396.<B /"48.9/

’）图 ) 和图 @ 比较，公路设施方面，渝东南及

渝东北的城口、巫溪最差，主要原因是渝东南喀斯特

面积较大、渝东北边缘海拔较高。重庆西部地形平

坦，交通设施完善，同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较好的地

区。两翼地区在建设交通设施时，应注意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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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条件较好的线路重点铺设，适当增大等级公路

的比率。边缘区县应注意与周边省市份共同规划、

共同建设。

!）图 " 和图 # 比较，图 # 表示重庆经济密度分

等布局，与图 " 相似，证明了相关分析结果中经济的

合理布局与发展状况相关性最强。整体而言，一小

时经济圈发展状况优于渝东北翼，渝东北翼又整体

优于渝东南翼。农村的发展状况基本上和单位面积

的经济产量一致。广大农村的发展，将有力促进区

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

由上面综合分析知，重庆农村发展的“瓶颈”在

两翼地区；渝东南翼基础设施较优于渝东北翼，而渝

东北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大于渝东南翼，表明现阶

段政策的合理性；渝东北、渝东南翼接受都市圈的辐

射较难，制定发展政策时应注重自身增长极的培育

及与周边省份的合作开发。农村发展次优的区县，

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发展定位水准；两翼区域应将生

态环境保护、特色经济开发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作

为重点。

!$ ! 发展思路探讨

农村发展较优区域，受益于都市圈的辐射，在今

后的发展中，应充分利用都市圈交通便利及经济、社

会较发达的优势，积极推进农村发展进程；充分利用

区位优势及其带来的其他优势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

进程。就整体而言，自然方面应立足于保障城区用

水、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值；

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应

向更高层次发展，推进各类人才继续教育，提升整体

素质，促进科技向实践生产的转化［%&］；发挥制度优

势和经济优势，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积极开发优势

和特色资源，着重将发展机遇放在农村，通过本区农

村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将重庆农村发展较优区域

建设为主城区的后花园，努力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

新局面［%’］。

农村发展较差区域，同时也是库区最脆弱、问题

最严重的地区，成为重庆农村问题的焦点。渝东北

翼农业人口众多，人口迁移安置和生态环境保护压

力大，应把握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

遇，积极推进移民新村建设。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

统农耕区种植业、发挥本区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引

进新技术、改变产业基础薄弱的劣势。渝东南翼应

加快黔江区增长极的培育；对喀斯特地区通过适宜

物种生物改造、工程改造以及旅游开发来改变该地

区的发展劣势；加快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和旅

游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聚集、周边旅游资源丰富的优

势，从空间结构、政府协作、产业合作方面开展跨区

旅游合作［%(］。从发展教育、改善医疗、控制人口、开

发产业、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思路对本

区进行建设。

# 结论

基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对现阶段重庆农村发展

水平进行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设定

重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标评价体系及因子分

析，得出各区县农村发展综合得分和排序，以及影响

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经灰色关联分析验证，因子

分析结果基本合理。因此，构建了较合理的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其次，对综合得分聚类

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可划分农村发展 ! 个等级水平

的行政范围；综合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证明了加大

投资力度、建设基础设施、合理布局经济的正确性；

空间分等显示及差异分析对制定农村进一步的发展

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最后，在对重庆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时，只做了静态评价和内部横向

比较，而未作特定时间段内的综合评价和对比；仅确

定了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而未作深入分

析，导致提出的发展建议和思路停留在指导性层面。

在今后研究时，要立足于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充分

考虑时间尺度以及深入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积极效应

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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