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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龙丁江/文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正式提出，将生态文

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市化建设全过程，走集约、

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强调城市发展

要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人口积聚、

“市民化”和公共服务相协调等，最终实现和谐、可

持续的发展。新型城市化实质上是一种城镇的全面

现代化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城镇文明形成过程。新

型城市化相对于传统城市化而言，重要区别在于“新

型”，主要体现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注重社会和谐、

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优美等新的内涵。因此，

在新型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中应该要体现其

“新型性”。以往传统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当

中，大多数选取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空间及基础

区域生态文明视角下的

新型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设施等规模型指标，主要衡量城市在经济总量、人口

数量、空间形态等外在层面的增加与扩大。而新型城

市化评价研究中除了沿用传统的指标外，则更加突

出对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资源保护及社会保障等质

量型指标，侧重于衡量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的高效

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内在质

量的提升。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与生态文

明建设保持同步，才能避免低水平重复的城市化。无

疑，新型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耦合关系，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城市化的动力和

保障，新型城市化是工具和手段，而区域生态文明才

是最终目标，以生态文明理论为引导的新型城市化

评价指标体系，更能体现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的可持

——以海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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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而

在前人的研究中，无论是传统城市化还是新型城市化

的评价指标研究，都缺少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对城

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因此本文试图从区域生态文明视

角来构建新型城市化评价体系，并以海南省为例进行

实证分析。

一、基于区域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型城

市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普遍认为

生态文明是不同于工业文明“控制自然”“挑战自然”

的发展观。它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是以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

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是在生态系统可持续前

提下的生产观和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

观，其本质是要以生态平衡为基础，促进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

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来实现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等方面的优化。其特征主要表

现为思想观念、生产技术、目标与行为以及伦理价值

观与世界观的大转变，而要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制度

和行为方式真正的转变和落实，生态文明的研究应

该更加微观，与具体地域（城镇）的发展特点和社会

需求紧密结合，走因地制宜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道

路。

结合生态文明的内涵和要求，新型城市化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具有以下启示：首先，无论是生态文明

建设还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最终都是为服务人类社会，

“以人为本”是最基本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新型城

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市化，对城市化的要求开始由

规模的扩大转变为城镇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指标的

选取上除了经济型指标外，还应倾向于社会保障体系

和公共设施等指标。其次，区域生态文明是以环境保

护为首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新型城市化

不仅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还关注人居环境方

面的提升，因此新型城市化评价指标应侧重于空气质

量、绿地面积等指标。再次，生态文明是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优化，鼓励产业转型，发展新型工

业、现代农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最后，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要求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倡导低碳环保、循环

利用等理念，应注重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治理能力等节能减排指标。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导，在关联性、可度

量性、可比性及导向性原则下，以海南省各县市为案

例，选取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及节能减排五类指标类型，总共16项指标（表1）：

表1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类型 指标

社会保障类

保障性住房面积（万平方米）、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地方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参加失业保

险人数、地方财政在住房保障上的支出、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比重。

经济发展类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旅游景区数、接待过夜游客人

数、乡镇企业总产值（万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基础设施类 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天然气普及率。

环境生态类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空气达到优良天数占全年

比重。

节能减排类 污水处理能力。

二、基于区域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型城

市化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2012年海南城市化率达51.6%，虽然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52.57%，但是海南城市化还处在比较低的发

展水平，公共设施匮乏、服务配套缺失、候鸟型旅游

带来的“空城化”及“农民”“候鸟”并未真正转化为

“市民”等问题凸显。这些城市化问题的出现，不仅

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布局不合理、与城市化相关联

的产业结构滞后、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等原因，还要归因海南各县市在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

时，将测量的指标局限于城市空间面积的扩大、城市

人口的增加，甚至是唯GDP论的经济指标竞赛等落

后的城市化发展观，这不仅阻碍海南城镇经济的发

展，也会为城市的脏乱差、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环

境问题埋下伏笔。而海南由于其优越的资源禀赋和

政策条件决定海南必须走一条非工业化主导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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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道路。近几年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推动了各

市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城镇面积日益扩大、人口快

速增多的进程中掩盖了城市化“软”件上的缺陷，容

易造成决策上的误判，基于区域生态文明视角的新

型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测评有利认清和深入

分析海南新型城市化的现状。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是来源于《2013海南统计年鉴》

及海南省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公报，共16个指标、

288个数据。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回归模型测量海南新

型城市化综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城市

化测评中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人为确定指标权

重的主观性及数据缺乏关联性、可信度等问题。因子

分析的数学模型可用矩阵形式表示:X=AF+ε，其中

X=(X1,X2,,,Xp)'为原指标，F=(F1,F2,,,Fm)'为X的

公共因子，A为因子载荷矩阵，ε为特殊因子，本文利

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1.0对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变

量进行因子分析。

（二）因子分析及海南新型城市化水平测算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相关指

标的测度与计算,根据标准化公式: ，i=1、

2···n可得标准化矩阵，其中

Y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

标准化值，然后进行KMO和

Bart let t球形检验，得KMO

值为0.764>0.6，快接近0.8，

说明因子分析适切性适中，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

形检验显著性水平P<0.000，

表明相关系数矩阵R非单位

阵，样本间具有很强的线性关

系，由此进行因子分析能规避

以往研究中各指标间的关联

性差的问题。以最大方差法为

准则进行因子正交旋转，抽取

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

其累计贡献率为88.289%，说明抽取的因子保留大部

分的信息，对变量的可解释性强。得到旋转后的因子

载荷矩阵，在旋转后其总体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

不变，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2）可以得到明

确意义的主公共因子。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阵结构（表3）表明:第一个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32.970%，特征值为5.275，被抽取

的因子在保障性住房面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地方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参加失业保

险人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接待过夜游客

人数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主要体现社会保障方

面的指标，因此将其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第二个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0.781%，特征值为3.325，在乡镇

企业总产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在住房

保障上的支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比重、旅

游景区数五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经

济、收入等要素，因此将其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

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062%，特征值为2.250，

在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天然气普及率两个指标上反

映明显，因此将其命名为基础设施因子。第四个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为11.621%，特征值为1.858，主要在人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Component

1 2 3 4 5

保障性住房面积（万平方米） .956 .000 .126 .014 -.033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932 .210 .176 .154 .042

地方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 .914 .290 .109 -.048 .152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905 .238 .237 .196 .129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814 .360 .232 .262 .203

接待过夜游客人数 .586 .428 .374 .473 .214

乡镇企业总产值（万元） .155 .921 -.096 -.092 -.10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84 .708 .105 .345 .054

地方财政在住房保障上的支出 .540 .706 .174 -.042 .152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比重 .085 .672 .475 .193 -.073

旅游景区数 .134 .638 .415 .460 .140

城市用水普及率 .265 .066 .836 -.032 -.200

城市天然气普及率 .237 .155 .824 .036 .37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069 .038 -.066 .917 -.002

空气达到优良天数占全年比重 .372 .302 .327 .527 -.511

污水处理能力 .279 .030 .070 .035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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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公园绿地面积、空气达到优良天数占全年比重生

态环境方面具有较大载荷，因此命名为生态环境因

子。第五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864%，特征值为

1.418，仅体现在节能减排方面，可命名为可持续发展

因子。

根据社会保障因子、经济发展因子、基础社会因

子、生态环境因子及可持续发展因子5个主因子在旋

转后的方差贡献率，构造出海南各县市基于生态文

明视角下的新型城市化评价模型，计算海南各县市新

型城市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其公式为：

F=0.3734F1+0.2354F2+0.1593F3+0.1315F4+0.1004F5

以此模型为依据，为18个样本单位进行打分与

排序。

（三）海南新型城市化水平聚类分析

为深入对海南省各县市的新型城市化进行研

究，充分地认识海南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差

异，应用SPSS21.0对综合得分进行系统聚类分析，

类间距离采用离差平方和法，样本间距离选用欧氏

距离的平方。通过聚类结果可以将海南18个县市分为

四类:第一类是海口市，第二类是三亚市,第三类是儋

州、文昌、琼海及万宁四个县市，澄迈、五指山及陵水

等其他12个县市为第四类。根据聚类结果可将海南

18个县市分4个等级：特级新型城市化、高级新型城

市化、中级新型城市化及低级新型城市化。在此基础

上，运用ArcGIS软件对海南新型城市化水平进行空

间可视化表达（如图1），通过运行结果可知海南新

型城市化存在的一定空间分异，其主要特征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失衡性大，在整体上呈

现出东部强、西部弱，沿海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这

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地形较平坦，交通线路便

捷，更适应于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在空间布局上，

以海口市和三亚市为南北双核心的模式明显，呈现出

南北两级的趋向性，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重视

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四）海南新型城市化水平综合分析

特级新型城市化：海口在综合得分上分数最高，

得分为1.53。作为海南的首位城市，2012年海口的

GDP为818亿元，遥遥领先于海南其他县市。近些年，

海口积极打造“海南省会经济圈”“琼北1小时经济

圈”以及进行卫星城镇建设等，其城市化水平稳步提

表3  综合评分表与分类结果

城市 名次 社会保障因子 经济发展因子 基础设施因子 生态环境因子 可持续发展因子 综合得分 组别

海口市 1 3.94 0.05 0.33 -0.02 0.02 1.53 1

三亚市 2 -0.18 1.49 1.67 2.51 1.02 0.98 2

儋州市 3 -0.06 2.27 -1.16 -1.79 0.63 0.15 3

万宁市 4 -0.45 0.66 -0.47 0.88 0.48 0.08 3

琼海市 5 -0.32 1.28 0.36 -0.98 -0.47 0.06 3

文昌市 6 -0.01 1.27 -0.69 0.30 -1.71 0.05 3

澄迈县 7 -0.12 -1.10 1.36 -0.70 1.09 -0.07 4

五指山市 8 -0.63 0.24 0.64 0.16 -0.20 -0.08 4

陵水县 9 -0.66 0.08 1.23 -1.05 0.61 -0.11 4

屯昌县 10 -0.20 -0.29 -0.05 0.11 0.15 -0.12 4

定安县 11 -0.21 -0.62 -0.18 0.39 0.15 -0.19 4

琼中县 12 -0.26 -0.85 0.03 0.83 -0.24 -0.21 4

东方县 13 -0.02 -0.99 -0.16 -0.94 1.29 -0.26 4

乐东市 14 -0.16 -0.57 -0.24 -0.48 -0.37 -0.33 4

昌江县 15 -0.17 -0.83 0.01 0.12 -0.91 -0.33 4

临高县 16 -0.05 -0.59 -2.74 1.32 0.72 -0.35 4

白沙县 17 -0.22 -0.86 -0.51 -0.58 0.43 -0.40 4

保亭县 18 -0.21 -0.64 0.56 -0.07 -2.67 -0.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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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截止2012年海口城市化率为74.17%，稳居海南省

第一，将其归为特级新型城市化具有可信度。海口的

大多数因子得分靠前，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因子方面，

海口显现出十分突出的优势，在保障房建设面积、地

方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参加失业保险

人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等指标均为全省第一，

其基础设施完善，天然气普及和城市用水普及率较

高，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实力，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城市

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指标位列全省前茅。但是，在

生态环境方面的因子得分，海口却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口相对于其他市县，其工业发

展久远，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污染。另一方面，主

要归因于海口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忽视对绿地的保

留，绿化程度相对不足，导致其人均绿地面积少。

高级新型城市化：三亚市以综合得分0.98，排在

第二。据官方数据，三亚城市化率为66.21%，2012年

的GDP为330亿元，仅次于海口，将其归为高级新型

城市化具有合理性。三亚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

基础设施三个因子得分都位于全省第一。三亚拥有

与生俱来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2012年全年空气

质量为优的天数比例达100%，三亚市政府重

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技术，集中处

理生活污水等，其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此外，由于近几年由于国家旅游岛的

开发，三亚对房地产开发的准入门槛提高，其

社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都在

不断完善。但是在社会保障因子方面三亚却

相对落后于其他市县，归结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其在保障房建设面积、地方财政对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等指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

符，另一方面，“候鸟”和“农民”并未真正转

化为市民，如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等指标仅占总人口的72.9%，而流动人口达20

万之多。

中级新型城市化：包括儋州市、文昌市、

万宁市和琼海市四个县级市，这四个市都拥有

良好的区位条件，具有相对悠久的文化历史，

在开发上也早于中西部其他县市，且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业发展水平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

因子上得分普遍高，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儋

州市的经济因子得分较高，主要由于大力发展乡镇企

业，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高，其依靠洋浦国家经

济开发区，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仍然

缺少对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万宁市

除了经济发展因子得分较高外，在生态环境因子和可

持续因子得分方面也具有优势，主要是由于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视，如万宁市入选为我国第一批55个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但其在基础设施方面相对不

足，如城市天然气普及率仅为80%，全省最低。琼海

市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具有相对高的得分，

但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缺少重视。文昌市乡镇

企业发展较为迅速，经济因子得分较高，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生态环境良好，但在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

建设处于劣势。

低级新型城市化：澄迈、五指山、陵水、屯昌、定

安、琼中、东方、乐东、昌江、临高、白沙、保亭11个市

图1  海南省各县市新型城市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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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综合得分为负数，新型城镇水平较低，因此将11

个市县归为低级新型城市化。除了陵水外的10个市县

都位于海南的中西部地区，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致

性。陵水县为东部沿海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自国

际旅游岛建设以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商业地产，迅

速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成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市

县，其在经济因子、基础设施方面得分较高。五指山

的各项因子得分相对比较平均，在经济发展因子和基

础设施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方面都具有正向得分，即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五指山也是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

因子中唯一得分有优势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五指山

具有一定的乡镇企业基础，其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相对

高，其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及自然资源使其旅游

业具有相对优势，新型城市化有充分的后续动力。澄

迈的基础设施因子和可持续发展因子得分相对高，

其在低级新型城市化中综合得分最高，但由于经济发

展、生态环境方面的局限未能进入中级新型城市化。

屯昌、定安、琼中、临高及昌江虽然区域经济发展落

后，但由于开发时间晚，工业污染少，生态环境因子

得分高。琼中、昌江、保亭由于近些年加快旅游开发

和特色城镇建设，在基础设施因子得分较好，为新型

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市化之间

的耦合关系，得出基于生态文明理论对构建新型城

市化的评价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采用因子分析的

评价方法，避免了传统测评方法中赋值的主观性强、

各指标间关联性差、缺乏理论支撑等问题，以海南省

为例，测量海南省各县市的新型城市化综合发展水

平，提取出社会保障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基础

设施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及可持续发展因子5个因子，

根据各县市因子综合得分情况，将海口划分为特级

新型城市化水平，三亚划分为高级新型城市化水平，

儋州市、琼海市、文昌市及万宁市划分为中级新型城

市化水平，其余的澄迈、五指山和陵水等划分为低级

新型城市化水平，结合GIS技术分析海南新型城市化

水平空间分异，得出海南新型城市化水平发展格局为

沿海高、中间低，东部强、西部弱的空间分布，形成以

海口和三亚为首的双核心，儋州市、琼海市、文昌市

及万宁市为沿海重要城镇带的基本格局。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型城市化水平评价的

分析可知，为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需要生态文明建

设与新型城市化的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

市化保持同步，但并不是要强求新型城市化与生态文

明建设亦步亦趋，而是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市

化之间的发展差距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生态文明

建设能引导新型城市化，而新型城市化也能带动生态

文明建设，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就东部沿

海地区而言，新型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能促进其生

态文明建设的提高，通过推行高质量的新型城市化，

发展新型产业、优化生产方式、改变消费方式等来实

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而

中西部县市虽然在新型城市化相对落后，但在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

来引导和促进新型城市化建设，避免重复低级城市

化。通过区域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型城市化水平的

实证分析，不仅能根据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市化

的耦合关系来衡量新型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更重

要的是能通过生态文明的思想来分析和指导新型城

市化。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文未能对生态文明与新型

城市化的耦合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所构建的指标

体系上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此外，本文仅从空间维

度的静态进行评价，为了反映海南城市化在时空上的

分布格局，可选择时间序列进行海南新型城市化发展

水平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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