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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社会和经济全面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转型及转型各因素之间的协调性是乡村城镇化和乡村研究的热点

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对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方法】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3个区县的403个乡

镇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土地、农业技术等3个方面提取得到乡村转型度、乡村转型耦合度和乡村转型协调度的指标,综合

系统研究三峡库区重庆段403个乡镇乡村转型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结果】三峡库区重庆段大多数乡镇呈转型低

度耦合协调状态,较好的协调耦合状态主要位于在万州、长寿、涪陵、江津等重要区县的街道及城郊镇。双因子耦合协调

中,人口与土地的耦合协调优于人口与技术、土地与技术的耦合协调。【结论】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在乡村转型发

展中呈不同步的发展,库区的乡村转型和发展需要通过政策调控、合理的城镇化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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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乡村和城市都处在一个快速转型、区域要素重组、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2]。在稳步推进第二、第
三产业和城镇发展的同时,各地区也逐步加强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3],乡村转型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经

济发展的主题[4-6],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乡村转型过程中出现土地非农化与人口非农化不协调现象[7-8];乡村

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地域主体老弱化,耕地抛荒现象严重,耕地利用集约度下降[9-10];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但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依然呈扩大趋势[11];农业增产却难增收[12];等等。同时各地区存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历史、
区位条件、社会文化、政策环境等条件的差异,乡村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也各有差异[3,13]。

乡村转型可实现农村传统产业、就业方式与消费结构的转变,同时使过去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转向构建和

谐社会过程的统一,其中实质是推进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6]。目前国外学者相继提出了Desako-ta
模型[14]、城乡相互作用理论[15-16]、区域网络[17]等理论;国内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集中于城乡关系和

发展[18-19]、乡村转型发展理论和实证研究[6-7,20-24]等方面。就现阶段而言,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乡村转型理

论,沿海区域的实证分析等,在特殊生态脆弱区和贫困地区研究相对较少,空间尺度上一般到县级及其以上,未
到实用性更高的乡镇行政单位。本文选择三峡库区重庆段13个区县的403个乡镇,从乡村人口、土地、农业技

术等3个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三峡库区各乡镇在乡村转型方面上的空间格局特征,旨在为乡村转型、城乡协

调与新农村建设发展及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通常指三峡工程建成后受长江水位影响的区域,其中三峡库区重庆段位于长江上游下端,向东延

伸至巫山县,向西到达江津区,南北连接武隆区和开州区,地理坐标范围在北纬28°31′~31°44′、东经105°49′~
110°12′的一个狭长地带[25]。三峡库区重庆段一共涉及22个区县,593个乡镇。考虑到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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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功能定位为都市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属于重庆市城市高水平发展区域,发展定位与本文乡村转型研究目

的有较大差异,所以未列入研究区域。研究区中13个区县有部分街道已全部实现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故本文研

究主要针对三峡库区重庆段不包含主城九区和已全部人口土地城镇化的街道,共计13个区县403个乡镇街道

(图1)。

图1 研究范围区位图

Fig.1 Thelocationofthestudyingarea

1.2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忠县、石柱、武隆、丰都、涪陵、长
寿、江津等13个重庆市区县的统计年鉴和重庆市2012年各乡镇街道的土地利用变更统计数据。论文的乡镇行

政区划的空间数据是从13个相关区县的二调数据中提取而得。

2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选择

根据国内相关研究[19,22-24]和结合研究区各乡镇实际统计数据,选择人口非农化、土地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3
个指标反映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农业技术转型。人口转型主要反映乡村人口就业结构的改变,用非农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表示[19,22];土地转型用城镇建设用地占总建设用地的比重表示[23];农业技术转型是农产业发展在技

术方面革新的体现,主要采用乡镇农业机械化与全区县农业机械化的比重表示[24],具体见表1,在研究区3个指

标的空间格局见封二彩图2。

表1 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indexsystemofcountrytransition

准则层 指标层 解释说明

人口转型 人口城镇化率 (总人口-乡村人口)/总人口(单位:%)

土地转型 土地城镇化率 (城市+建制镇+工矿用地+旅游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单位:%)[24]

农业技术转型 农业机械动力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单位:kw·hm-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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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乡村转型协调度指标的确定

乡村转型协调度可通过乡村转型度、乡村转型耦合度和乡村转型协调度进行系统综合评价。乡村转型度是

根据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3个要素对乡村转型的贡献程度而得;乡村转型耦合度是由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三

者之间的耦合值来评定,取值范围在0~1之间,值越大,三者的耦合状态越高,反之耦合状态越低;乡村转型协

调度则是综合乡村“转型度”与“耦合”的协调发展,用以评判乡村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了消除指标数据量

纲影响,需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7],并采用均方差决策法[19,22]计算乡村转型发展度的权重系数。公式如下:

T=α×μ1+β×μ2+λ×μ3, (1)

C=
n(μ1×μ2×…×μm)/∏(μi+μj), (2)

D= T×C。 (3)

表2 乡村转型指标统计表

Tab.2 Thestatisticofcountrytransitionindexes

乡村转型度 乡村转型耦合度 乡村转型协调度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0,0.1] 202 [0,0.3] 48 [0,0.4] 330
(0.1,0.15] 79 (0.3,0.5] 354 (0.4,0.5] 35
(0.15,0.25] 69 (0.5,0.8] 1 (0.5,0.8] 36
(0.25,0.5] 29 (0.8,0.1] 0 (0.8,0.1] 2
(0.5,1] 24

表3乡村转型双因子耦合协调统计表

Tab.3 Thestatisticofcountrytransitiondoubleindexes

土地-农业技术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0,0.05] 156 [0,0.3] 78 [0,0.4] 391
(0.05,0.15] 154 (0.3,0.5] 325 (0.4,0.5] 10
(0.15,0.30] 44 (0.5,0.8] 0 (0.5,0.8] 2
(0.30,0.5] 27 (0.8,0.1] 0 (0.8,0.1] 0
(0.5,1] 22 - - - -

人口-农业技术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0,0.1] 185 [0,0.3] 38 [0,0.4] 396
(0.1,0.15] 78 (0.3,0.5] 365 (0.4,0.5] 5
(0.15,0.30] 104 (0.5,0.8] 0 (0.5,0.8] 2
(0.30,0.5] 16 (0.8,0.1] 0 (0.8,0.1] 0
(0.5,1] 20 - - - -

人口-土地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区间 数量

[0,0.1] 190 [0,0.3] 52 [0,0.4] 359
(0.1,0.15] 75 (0.3,0.5] 351 (0.4,0.5] 16
(0.15,0.30] 86 (0.5,0.8] 0 (0.5,0.8] 28
(0.30,0.60] 30 (0.8,0.1] 0 (0.8,0.1] 0
(0.60,1] 22 - - - -

(1)~(3)式中:α,β,λ分别代表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及农业技术转型的权重系数,μ1,μ2,μ3 分别为人口转型、土地

转型和农业技术转型指标,T,C,D 分别代表乡村转型度、乡村转型耦合度和乡村转型协调度。其中,C 按照0,

0.3,0.5,0.8,1进行耦合阶段的确定:当0.8<C≤
1时,要素之间处于高水平的耦合阶段,乡村转型趋

向新的有序结构;当0.5<C≤0.8时,要素之间处

于磨合阶段;当0.3<C≤0.5时,要素之间处于颉

颃阶段;当0≤C≤0.3时,要素之间处于较低水平

的耦合阶段,乡村转型将向无序发展。乡村转型协

调度D 按照0,0.4,0.5,0.8,1来确定协调阶段:当

0≤D≤0.4时,为低度协调耦合;当0.4<D≤0.5
时,为中度协调耦合;当0.5<D≤0.8时,为高度协

调耦合;0.8<D≤1时,为极度协调耦合。

3结果与分析

根据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的计算,得到三峡库

区重庆段13个区县的403个乡镇的在人口-土地-
农业技术方面共同表征的乡村转型度、乡村转型耦

合度和乡村转型协调度。乡村转型和双因子转型

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分别见封三彩图3和封三彩图

4,其中具体分类数据见表2、表3。

3.1乡村转型空间格局分析

3.1.1乡村转型度呈“大零散、中分散、小集聚”的空

间分布特征 乡村转型度是对乡村在人口、土地、
农业技术等3个方面转型的综合度量,是对乡村地

域系统转型状态进行测度和评价。该指标的值按

照自然断点法分为5类,从封三彩图3a可以看出,
乡村转型度的空间格局上整体呈现出“大零散、中
分散、小集聚”的格局特征。最大值为万州区的牌

楼、周家坝街道、百安坝街道和涪陵区的崇义街道,
转型度为0.782以上,分布少且集中在万州、涪陵

两区。在各区县中心周边即城乡过渡镇因受城镇

化和工业化影响,乡村转型值也较高,空间分布呈

分散特征。而渝东北大部分乡镇尤其是偏远乡镇

的乡村转型度值较低,属于低值大量集聚分布。乡

村转型度的空间格局特征表明库区大部分乡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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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传统乡村发展阶段,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转型的整体表现较为落后,转型任务艰巨。

3.1.2乡村转型耦合度整体处于颉颃阶段特征 乡村转型耦合度是对乡村地区中人口-土地-农业技术转型是否

同步的分析。当三要素转型程度同步时,它们的耦合度值高,相反则耦合度值低。即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

处在高值或低值区,它们的耦合度值会出现高值;相反三要素数据处在高低交错,耦合度就会出现低值。封三彩

图3b显示,库区乡村转型耦合度总体处于颉颃阶段,有354个乡镇其乡村转型耦合度值在>0.3~0.5之间,即
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处于“颉颃”状态的镇乡占了2/3;48个乡镇在0~0.3之间,为较低水平的耦合阶段;
仅有1个乡镇即万州的牌楼街道为磨合阶段。这充分说明三峡库区各区县大部分表现为三要素没处在同一发

展水平上,要更清楚地辨明乡村转型目前的协调耦合水平,须综合考虑乡村转型度与耦合度即乡村转型协调度

的空间格局特征。

3.1.3乡村转型协调度总体呈低协调耦合特征 乡村转型协调度是对乡村转型度和耦合度进行综合评价的指

标,乡村转型协调度高代表乡镇转型度高、人口-土地-农业技术转型的耦合性好;反之低值区代表该区域乡村转

型度低、人口-土地-农业技术耦合度差,或该区域在乡村转型度和耦合度同时为低值状态。研究结果如封三彩图

3c所示:整个研究范围只有万州区的牌楼和周家坝街道属于极度协调耦合区,乡村转型协调度值在0.8以上,说
明在这两个街道中,人口-土地-农业技术3个指标的转型度和协调度都处在高值状态,有利于该镇乡的可持续转

型发展。江津、长寿、涪陵、武隆和万州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街道附近的镇乡处于高度协调耦合,乡村转型协调

度值在>0.5~0.8之间,同时石柱、忠县、巫溪等部分街道也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区,但范围没有前者大,整个高度

协调耦合区仅有36个镇乡。处于中度协调耦合区的镇乡仅有35个,主要在高度协调耦合区周边,整个三峡库

区大部分镇乡处在低度协调耦合区即值在0.3以下,为330个镇乡,说明这些区域的3个指标的转型和协调都比

较低,不利于乡村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从乡村转型三因子耦合协调来看,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者协调发展缓慢,三者之间有可能

是其中一类或两类因子发展过慢,也有可能是三者发展都慢导致转型协调度不高,如何识别三类因子谁发展滞

后,需要进行双因子耦合协调分析。

3.2乡村转型双因子耦合协调空间格局评价

人口、土地、农业技术转型三者共同作用的发展度、耦合度和协调度可反映整体的协同作用水平,而人口、土
地、农业技术中两两的协同耦合作用更进一步揭示3个系统之间的转型发展协同程度。三峡库区13个区县的

403个乡镇在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转型方面的空间格局特征和数量特征见封三彩图4和表3。

3.2.1双因子在转型度方面空间格局分布较一致 无论是人口-土地、土地-农业技术还是人口-农业技术,双因子

在转型度方面的空间格局分布比较一致,大致是涪陵、万州、长寿、江津等靠城区的街道或乡镇呈现高值但数量

较少,在渝东北和偏远山区则呈现大片低值区。从行政上来说,涪陵、万州、长寿、江津等区县在转型度数值分布

上比较均衡,即从低值到高值都有一定分布,高值集中于城区附近,而中高值主要位于城郊和发展较好的集镇;
而渝东北大部分县城因离主城区较远,并且地形复杂、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转型发展水平都不高,该区域转型

度大部分为低值区域,且广泛分布。

3.2.2双因子在耦合度方面整体处于“颉颃”特征 土地-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人口-农业技术双因子耦合度值为

>0.3~0.5的乡镇数量分别为351,325,365个,即整个三峡库区重庆段在此方面表现为“颉颃”特征。同时双因

子耦合度中没有一个乡镇其值超过0.5以上,说明双因子耦合度中,两个因子的发展并没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

3.2.3双因子耦合协调度方面整体呈现为低度协调 整体而言,无论是人口-农业技术、土地-农业技术还是人口-
土地双因子在耦合协调度上,大部分乡镇的3个指标值表现为0.4以下,对应乡镇数量分别为396,391,356个,
即三峡库区重庆段整体在双因子耦合协调度方面目前为低度协调阶段。

空间分布上,人口-土地协调度要好于其他两要素的协调度。有28个乡镇人口-土地耦合协调度为>0.5~
0.8,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主要分布在万州、江津、长寿、涪陵、丰都、石柱、忠县、奉节、开州、巫山、巫溪等区县

的街道和城郊镇;而土地-农业技术、人口-农业技术的耦合协调值显示仅有2个乡镇即万州牌楼、周家坝街道处

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

3.3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的综合评价可综合反映区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可实现农村地区在传统产业、消费方式与城

乡关系的持续转变。作为集中了脆弱生态环境、多发地质灾害、密集人口与移民集中安置区交织重叠等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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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三峡库区,系统科学地认识库区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并进行优化调控,对建设山川秀美、和谐稳定新库区

的国家战略目标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随着三峡工程建设和完成,后续政策调控工作为库区协调发展创造了扶持和倾斜的重大机遇。国

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突出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指导思路;三峡后续工作的全面启动,全国各

地加大了对口支援力度,为三峡库区建设创造了强有力的助推力;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实施,为三峡库区在优

化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创造良好发展机遇;《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

意见》的出台,允许在重要领域或关键环节就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进行改革先行先试,为三峡库区开展城乡建设注

入了强劲驱动力;《重庆五大功能区划》战略决策的提出,对改善三峡库区的人居环境,提高森林覆盖率,促进全

民更健康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的调控因素对乡村地区在人口、土地和农业技术等因素转型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乡村地区转型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城镇化是否协同持续发展是库区乡村转型质量高低的又一关键因素。因在城镇化理论上存在一

定认识误区,如将城镇化作为拉动区域需求,激活经济发展的动力,片面针对人口、产业等要素进行数量上的提

高,未注重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和农业技术转型等合力协同发展,导致库区内城镇土地低效

利用、农村地区土地撂荒浪费问题、农业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不高。
此外,地形、道路等因素也是三峡库区乡村转型空间异质性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转型协调程度

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高速公路延伸区域和地势平坦区域(图1、封二彩图2、封三彩图3和封三彩图4)。同时,
地形也成为库区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开展的限制因素,库区地形破碎、山地多,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开展有一定

条件局限性,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工作开展难度大,库区农户文化水平不高,对农业技术投入不够,导致

农业机械化投入方面总体较低并且与人口、土地之间联动较弱。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从人口、土地、农业技术等3个要素出发,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3个区县403个乡镇为评价单元,从乡村

转型度、转型耦合度、转型协调度三维评价指标综合评价库区乡村转型发展程度,结果表明:

1)通过考察乡村转型度、乡村耦合度和协调度3个指标发现:在库区乡村转型发展中,乡村转型度在空间格

局上呈“大零散、中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库区大部分乡镇仍处于传统乡村发展阶段,人口、土地和技术转型

的整体表现为发展落后;乡村转型耦合度整体处于颉颃阶段特征,有354个乡镇的乡村转型耦合度值在>0.3~
0.5之间,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处于“颉颃”状态的镇乡占了2/3,即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的乡村转型中

三要素大部分没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乡村转型协调度总体呈低协调耦合水平特征,长寿、涪陵、江津、万州等区

县的36个镇乡尤其是城郊镇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要素协调发展是有利于城乡可持续发

展;长寿、江津、涪陵、武隆、万州等区县的部分镇乡转型发展是处于中等发展状态;库区大部分镇乡则整体处于

低协调耦合发展状态。

2)从人口-土地-农业技术三者两两协调程度来看,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口-土地、土地-农业技

术还是人口-农业技术,在转型度空间格局分布比较一致,涪陵、万州、长寿、江津靠城区的街道或乡镇呈现高值但

数量少,在渝东北和偏远山区呈现大片低值区;双因子在耦合度方面整体处于“颉颃”特征,即双因子在耦合度方

面没有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双因子耦合协调度方面整体呈现为低度协调,但相比较而言,人口与土地发展的协

调耦合性最好,有28个乡镇的人口-土地耦合协调度为>0.5~0.8,其次是人口与农业技术的协调耦合性,最不

协调就是土地与农业技术的发展。

4.2讨论

1)在快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农村和城市之间联系愈加紧密,乡村地区人口、土地、农业技术等

转型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重构的重要内容。影响库区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城镇化、政策利好引导

以及区域的地形、交通等。在各类因素引导下,库区乡村转型空间格局分异明显,整体协调耦合状态较低,在乡

村转型和城乡统筹工作过程中,应充分注意政策调控、城镇化的正确引导以及区域的自然社会发展基本条件。

2)本文试图以乡镇为乡村转型研究的工作单元,空间尺度的选择导致了论文在指标搜集、研究方法上面临

资料不完整、多个时间节点数据难以获取等困难,完善表征乡村转型指标,通过统计资料、内插外推等方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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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在人口-土地-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指标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由此可进一步挖掘库区乡村地区人口-土地-农
业技术之间的协同机理,识别和调控乡村转型中人口-土地-农业技术耦合发展失调模式,探索符合现状的本地城

镇化路径,促进与当地人地系统匹配的乡村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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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PatternofRuralTransition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of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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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ntheprocessofeconomicdevelopment,ruralurbanizationandruraltransformationhasbecomeahotresearch
topic.Thecoordinationofruraltransformationbecomesruralresearchimportantcontent,whichhasaveryimportantsignificance
forthenewurbanizationconstruction.[Methods]Tak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ofChongqingwhichincludes403villagesin13
districts/countiesastheresearchscope.Fromthedemographictransition,landtransformation,technologicaltransformationofthe
threefactorsfurtherextractedruraltransformationindex,RuralTransformationincouplingdegreeandcoordinationdegree.The

papercomprehensivelystudiesThreeGorgesreservoirareaofChongqingthevariousvillagesofruraltransformationandcouplingco-
ordinatedtypesofthetownshipbetweenruraltransformation.[Results]Mainresultsforthisstudyareasfollows:1)thestudying
areaexistedtheseriouslackofcoordination,Wanzhou,Changshou,Fulin,andJiangjinareshowinghighdegreeofregionalconcen-
trationinthelibrarypartofthecityandstreets.2)Couplingbetweenpopulationandlandisbetterthanthecouplingofpopulation
andtechnology,landandtechnology.[Conclusions]Population-land-technologythreeelementsinthedevelopmentofruralareaswas
thestateofnon-synchronousdevelopment.Theoverallruraltransformationinthereservoirareaneedstobedevelopedthroughpoli-
cyregulationandrationalurbanizationorientation.
Keywords:ruraltransformation;demographictransition;landtransformation;technologicaltransformation;coordination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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