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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实施与国家整体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分析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现状特征的基础
上 , 以广西为例 ,引入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开展了民族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特征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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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of urbanization of minorities area in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harmony development become more i mpor-
tant .Based onthe analysis of present character of urbanizationin minorities areas ,inthis paper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level of
Guangxi was analyzed withthe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 firstly one was that six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rbanization of Guangxi ,including population,economy ,landscape ,living mode and livi ng quality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Second one was that the compre-
hensive urbanization of Guangxi Province was divi ded into four levels ,which were ranked fromhighto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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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是我国区域现代化的战略主体, 没有西部民族地区的协调发

展, 也就没有国家整体战略的协调发展[ 1 - 2] 。因此, 研究民

族地区城市化问题 , 对于推进我国城市化战略实施与国家整

体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3 - 4] 。现有研究大

多针对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相应

的对策或解决途径 , 并未总结出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城市化

规律, 还存在大量未经触及和深入的领域有待深入探索[ 5] 。

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也是全国少数民族

人口最多的省( 区) , 属于典型民族地区。2005 年广西城市化

水平仅为33 .62 % , 比全国43 .9 % 的平均水平落后近10 个百

分点, 城市化水平滞后一直都是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

要制约因素[ 6] , 因此, 以广西为案例开展民族地区城市化综

合水平差异研究具有典型性和借鉴性。

1  民族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指标的构建

如何科学测度城市化水平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众

多学者以全国或部分省域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化水平的计算

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7] , 但这些研究大都采用

人口城市化水平来测度城市化水平, 该方法虽然简单易行 ,

但仅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数量过程, 难以反映城市

化过程中经济、文化、地域景观等诸多方面的内涵, 因此有必

要构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全面、真实地反映城市化发展水

平。笔者在综合考虑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 依据全面性、主

导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 从人口、经济、地域景观、生

活方式、环境质量5 个方面构建了民族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对相关指标进行

转换获得原始数据源 , 并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

子分析[ 8] , 根据特征值大于1 .0 的原则提取了6 个城市化水

平因子, 作为城市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评价指标, 分别是: ①

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发展水平因子, 衡量城市

化综合水平中的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发展水

平。②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因子, 衡量城市化综合水平中的

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③非农产业聚集城市化因子, 衡量城

市化综合水平中的非农化水平。④景观城市化因子, 衡量城

市化综合水平中的景观城市化水平。⑤外资推动城市化因

子, 衡量城市化综合水平中的动力水平。⑥环境质量城市化

因子, 衡量城市化综合水平中的环境质量保护水平。在此基

础上, 根据因子载荷矩阵把城市化综合水平六因子表达为变

量表达式 , 将原始标准化数据矩阵代入各因子表达式, 计算

出广西14 个地级市6 个城市化水平因子得分数据矩阵, 以此

为依据来分析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区域差异。

2  民族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特征

2 .1 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特征 由图1 可知, 广西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

发展水平得分空间差异明显: 沿湘桂铁路通道沿线城市人

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发展水平较高 , 桂西和桂东

区域水平较低。湘桂铁路南北纵贯全广西, 是广西最主要的

南北交通主干路网, 沿线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开发历史

悠久, 是广西城市人口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 也是广西经济

发达区, 因此该指标得分最高。位于湘桂走廊沿线区域的来

宾、防城港和钦州等市该指标的得分也较高。而桂西和桂东

地区的崇左、贵港、玉林和河池等城市该指标得分较低。

2 .2 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特征  由图2 可知 , 广

西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因子得分空间差异不大, 仅有4 个城

市得分在0 以上 , 表明广西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够理

想。其中北海、柳州和玉林该指标的得分较高, 北海商贸旅

游发达, 柳州是广西最为发达的工业城市, 玉林也具有一定

的工业基础。而地处桂西地区的百色、崇左、河池等城市是

广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该指标的得分均较低。

2.3  非农产业聚集水平区域差异特征  由图3 可知, 广西

非农产业聚集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特征也较为明显: 桂南地

区水平较高, 桂北、桂西、桂东地区一般 , 桂中地区较低。其

中南宁、贵港得分较高, 南宁商贸、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交通

运输、物流输送、专业服务、房地产、咨询与中介以及旅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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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

Fig .1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ecnomy and lifestyle at ur-

banizationlevel

图2 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

Fig.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ifestyleat urbanizationlevel

图3 非农产业聚集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

Fig .3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ssembly at

urbanizationlevel

图4 景观城市化区域差异特征

Fig .4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ndscapes at urbanizationlevel ization

level

图5 外资推动城市化区域差异特征

Fig .5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capital at urbanizationlevel iza-

tionlevel

展产业等第三产业比较发达; 贵港是广西重要的水陆转运枢

纽,西江、黎湛铁路及南梧公路贯穿该区域 , 也是广西接受

粤、港、澳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 ,故两市此指标

的得分较高; 桂北、桂东和桂西地区的城市得分一般 ,桂中地

区的来宾和柳州该指标的得分较低。

2 .4 景观城市化区域差异特征  由图4 可知, 景观城市化

区域差异较大, 其中桂林、百色和梧州得分较高。梧州建筑

业发达, 基础设施较好; 桂林是国际性旅游和历史文化名城 ,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景观环境优美; 百色南昆铁路中段及滇、

黔、桂三省区交界区域是物质集散中心 , 近来也进行了大量

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而得分较高。而贵港、贺州、防城港等均

是新设立的城市, 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因而这

三个城市该指标的得分均较低。

图6 环境质量城市化区域差异

Fig .6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urbanization

level izationlevel

图7 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总体空间差异

Fig .7 Total spatial disparity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level in

Guangxi Province

2.5  外资推动城市化水平差异特征  由图5 可知, 在外资

推动城市化水平得分上 , 沿边沿江的城市得分较高, 中部城

市得分较低。其中防城港、梧州、桂林得分较高。防城港是

综合性港口城市; 梧州市是广西的水上交通门户、桂东地区

水陆交通枢纽和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城市; 桂林是国际性旅游

名城, 它们对外资都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因此得分都较高。

其他地区的该指标得分水平均一般。

2 .6 环境质量城市水平差异特征  由图6 可知, 在环境质

量城市化指标得分上, 河池、柳州、玉林得分较高 , 南宁、崇

左、来宾较低, 其余城市中等。整体而言 ,14 个城市指标得分

均不高, 表明广西环境质量城市化发展不够理想, 对资源环

境有待予以更好的保护。

3  民族地区综合城市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特征

在分析区域差异的基础上, 引入聚类分析方法中的“离

差平方和法( WARD)”[ 8] 对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得分进行系

统聚类 , 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城市化综合水平总体空间差异特

征。分析结果表明 , 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差异明显 : 桂

东北、桂南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较高, 桂东南城市化综合水

平其次, 桂西北和桂西南较低。并依据系统聚类树状图可将

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从高到低划分为相对高度城市化地区、

( 下转第38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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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不少问题出现, 一些村民又开始怀疑基层政府的初衷。

本来新农村建设是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推进的, 大多数地方都

是采取先示范、再推广的模式。可是, 地方政府在选择示范

村时, 通常选择能产生短期效应的, 能给自己更多的利益好

处的[ 3] 。造成了示范村与跟进村、老贫困区的差距越来越明

显, 也造成贫困农民的心灵贫富悬殊。这种心灵贫富悬殊体

现为贫穷地区的村民一方面对富裕地区的嫉妒, 对自己身处

贫穷的自卑; 另一方面对本地政府与周边政府的能力进行反

思, 以及对本地政府的无能产生愤怒的情绪。如果不及时调

整, 新农村建设又会给农村稳定带来新的不安全因素。因

此, 新农村建设后续发展更能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1 .4  基层政府财政开始出现危机 随着农村税费的不断减

免, 基层政府财政颓势已现, 入不敷出者众多, 新一轮的“政

府主导危机”显现。基层政府在中央取消种种税种之后, 中

央地方税制改革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地方政府税源减

少, 在这样的机遇下本应该加快改革政府机构 , 转变政府职

能, 精简政府机构, 但是在这样的重大转轨时期 , 人员分流 ,

机构精简还无法完成。这样既造成了乡镇基层政府基本处

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处境, 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

“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的职能怎么得到实现”。新农村建

设重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提供。面对着

自身多年的财务困境 , 基层政府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主导力度

无疑是纸上谈兵。然而 , 基层政府是新农村建设后续发展中

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区别就在于 , 政府能为

全社会提供更大的公平和效率。只有解决好中国8 亿农民

的贫困问题才算解决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公平问题。不争

的事实是: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 配套

资金怎么去落实, 最后不是作假, 就是无为。

2  结语

环境在变 , 管理也要跟着变, 要在分析环境的特点以及

变化的基础上, 探讨如何进一步发展新农村问题, 并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 扎实稳固地执行 , 只有这样, 新农村建设才能

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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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城市化水平中等地区和城市化水平较

低地区4 个梯度类型区( 图7) 。其中, 第一梯度类型区包括

南宁、柳州、北海、桂林4 个城市; 第二梯度类型区包括梧州、

防城港2 个城市; 第三梯度类型区包括玉林、百色、钦州3 个

城市; 第四梯度类型区包括贵港、崇左、河池、来宾、贺州5 个

城市。

4  结论

笔者引入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广西为案例开展

了民族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的定量实证研究, 首

先,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将影响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关

键因子归纳为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协同发展水平因

子、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因子、非农产业聚集城市化因子、景

观城市化因子、外资推动城市化因子、环境质量城市化因子6

个因子 , 从各因子的得分可看出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因子的

空间差异特征明显; 其次, 引入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广西城

市化综合水平的总体空间差异特征, 表明广西城市化综合水

平的空间格局差异明显 , 在地域上可划分为四种梯度类型。

结果表明, 定量分析结果与广西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这对于

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调控和管理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

义, 针对城市化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当调控可促进其城市

化进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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