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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人口规模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动态空间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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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2015-2022年全国930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从时空视角出发，

研究县城人口规模变动对新型城镇化的动态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县城人口规模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时空特征。

具体表现为，县城人口规模扩张在研究期内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总体呈下降趋势。此外，县城人口规模对县域新

型城镇化估计系数空间分布的异质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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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共富

的根本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1]。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新

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新型城镇化在新发展阶段的战

略新举措[2]。而人口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长

期以来都位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位置。在此背景下，

研究人口规模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动态空间效应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1  文献评述

1.1 新型城镇化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到新型城镇化体系中人口、社会、经

济、社会与空间城镇化五大方面。赵杨等[3]基于新型城镇化

指标体系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网络特征明显，其

中地理位置邻近，经济特征相似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

关联强度都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揭示了区域间新型城镇化

建设具有空间相关性。蔡翼飞等[4]在对市域城镇化进程研究

的基础上，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各 子系统之间发展的不协调

性。最后，Ma等[5]指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空间差异问题

是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阻碍。其中人口、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产业结构、空间生态等因素是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各因素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

响同样具有空间不对 称性。 

2  数据说明

2.1 数据来源

中国共计2844个县级行政区，本文以中国1229个县为研

究对象删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县后，最终确定以全国930个县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采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以下几个：第一，《中国县城

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县域年鉴》、《中国城乡年鉴》

等政府公开文件；第二，相关气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CNMDC）发布的各观测站点数据；

第三，手动搜集各县域高铁站点开通时间及站点数量。最

后对于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补齐。最终匹 配整理得

到7440条数据。 

2.2 变量定义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本文分别从经

济、人口、社会、空间城镇化四个角度出发。在张毅祥等

[6]等对新型城镇化测度的基础上，构建了县域新型城镇化评

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子维度 单位
指标
方向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重 % 正向

(urban_
pop)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正向

经济城镇化 人均gdp 元 正向

(urban_
eco)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 负向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万元 正向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

元 正向

人均住户储蓄存款余额 元 正向

空间城镇化 城镇建成区比重 %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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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_
spa)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人/平方公里 正向

人均道路面积 人/平方公里 正向

公共设施面积 平方公里 正向

工业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正向

社会城镇化 供水普及率 % 正向

(urban_
soc)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平方公里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公厕数 个 正向

生活垃圾处理量 万吨 正向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城人口规模（pop）。采用《中

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中县城人口数量进行表征。参考相

关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1）气象因素。已有研究表

明气象与区域环境治理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7]，因此时变气

象变量：平均风速（winsp）、累计降雨量（rain）、平均

气温（temp）。（2）交通因素。区域交通建设促进第三产

业产值增长，推动劳动力流动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应[8]，进

一步对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影响。本文选取县 域高铁

站点数量（hsr）。

表2统计了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

看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均值为0.1075，反映出各县

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县城人口规模

总体均值为11.2989万人，标准差为6.9260，说明各县城间

人口规模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县城人口规

模扩张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动态空间效应。（见表2）

3  实证 策略

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变量间具有空间相关性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本

文采用全局Moran’s I值进行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流动

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县

城人口规模的Moran’s I值分别为0.348、0.293，在1%水平

上显著。说明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urb）与县城人口规模

（pop）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 间相关性。 

3.2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的设定如下： 

                                              （1）

其中(u
i
，v

i
)表示第i个县域的空间质心坐标；urban

i

是位置i处的因变量值；lnpop
i
代表县域在位置i处的

值；α
bw
(u

i
，v

i
)是位置处(u

i
，v

i
)核心解释变量截距系数估

计值；x
ij
是第j个变量在位置i处的值；α

bw0
(u

i
，v

i
)是位置

处(u
i
，v

i
)截距系数的估计值；bwj表示用于校准第j个条件

关系的特定最优带宽；α
bwj
表示第j个自变量与bw带宽的系

数，ε
i
为随机误差。

4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的回归结果拟合优度

均为0.6以上且伴随着较大的F值，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

变量名称 代码 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型城镇化 urban / 7,440 0.107 5 0.029 2 0.041 8 0.380 9

县城人口规模 pop 万人 7,440 11,298 9 6.926 0 0.230 0 46.980 0

被解释变量 年份 P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GWR带宽

urban 2015 0.000 0.604 0 0.069 8 0.453 7 0.812 6 252.000

2019 0.000 0.505 2 0.162 2 -0.042 9 0.891 6 122.000

2022 0.000 0.597 3 0.096 2 0.415 3 0.835 3 250.000

表3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估计结果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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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可靠性。

2015、2019年、2022年县城人口规模对县域新型城镇化

影响的估计系数均值均显著为正，说明县城人口数量增长

对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起促进作用。人口规模对县域新型

城镇化影响的估计带宽值均在波动中降低，说明县城人口

规模对新型城镇化估计系数空间分布的不平稳性呈上升趋

势。（见表3）

总结以上分析结果，县城人口规模扩张能够促进县域新

型城镇化发展。县城人口规模对县域新型城镇化估计系数

的空间分布具有不稳定性特征。

5  结论与 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22年全国930个县域统计数据,重点

研究了县城人口规模变动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动态空间效

应。结果显示：

县城人口规模可以通过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县城人

口规模对县域新型城镇化估计系数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平稳

性特征，且其估计系数分布的空间不稳定性在波动中随时

间 递增。

上述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

聚焦县城人口规模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现实问题。优

化县城外来人口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县城经济发展

对县城人口增长的承载能力，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拉动县域

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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