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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城
镇化稳定发展，就需要合理使用统计测度分析模型。在本次研
究中构建PLS-SEM 模型，希望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对城镇化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揭示。

1  构建基于SEM理论的模型
根据城镇化定义，在构建基于SEM 理论模型过程中，需要

将经济城镇化、城镇化的质量、人口城镇化、基础建设城镇
化、生活城镇化等五个城镇化的观测的具体变量包含其中[1]。需
要注意的是，从理论上来说，在构建基于SEM 理论模型的过程
中，必须要保证各个潜在变量之间不会发生互相交叉，潜在变
量的观测变量只能与模型内的另一个变量相关。但是，根据实
际的SEM 理论模型构建来看，受到模型的复杂性、数据的可收
集性等多种特点的影响，在模型搭建与分析找那个就需要考虑潜
在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从而满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潜
在的复杂性。

2  结果分析
2.1选择估计方法
在传统的应用中，SEM模型是以最大似然估计法建立的，要

想分析其结果，要求样本容量不得小于100，且要求所有样本必
须符合正态分布要求，这通过实际的经济问题分析很难获得符合
要求的数据。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就需要建立基于PLS 方法的
模型。本次以我国东南某省的城镇化、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资
料、文献、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进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统计
测度分析，分析结果具体见表1。

2.2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统计测度分析
首先，对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因素进行。根据分析模型与相关

分析结果数据来看，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基础建设城镇化、生
活城镇化以及人口城镇化的因果关系较为显著，城镇化与城镇化
质量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较弱，这也从侧面说明，提高城镇
化质量对提升城镇化水平没有显著作用。根据SEM模型的影响城
镇化水平的因素潜在分析结果来看，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同时
会导致城镇化质量降低。分析生活城镇化水平，生活城镇化与城
乡收入比、居民逆恩格尔系数等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与之相反的
是，生活城镇化水平同城乡消费水平、人均居住面积差距扩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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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SEM模型的潜在分析结果来看，如果城镇
化经济中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渐提高，对城乡收入比扩大有直
接作用。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其经济结
构主要是以非农业产业构成，当非农业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则人
们的收入水平发生明显提升变化，城镇人口收入逐渐增加，与乡
村人口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导致城乡收入对比扩大。

其次，对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将经济
发展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发现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因，与经济增长相比，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略小，
生活水平与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2]。根据SEM
模型的潜在分析结果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会
逐渐提升。对观测变量进行分析，发现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可
以通过增加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经济密度等方
式。通过不断提升经济密度，不仅可以直接刺激经济迅速增长，
还能促使人均资源占有量逐渐提升，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
提升具有间接作用。根据模型分析数据不难看出，城镇登记失业
率的下降的同时也促使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

再次，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模型数据信息不难看出，城镇化水平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升逐渐加速；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明显。结
合该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本次数据收集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以工
业、服务业发展为支撑的，非农产业水平与比值逐渐上升，对
推动城镇化进程有显著作用。

最后，要分别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首先，要分析整个SEM模型中的潜在变量对城镇化、经济发展所
产生的直接效应。以表1中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城镇化
质量对城镇化、经济发展产生的直接效应差异明显；其他的潜在
变量，如经济城镇化、基础建设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以及人口城
镇化对城镇化、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直接效应相对差异较小。其次，
对整个SEM模型中的潜在变量对城镇化、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间接
效应进行分析。主要包含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的间
接影响路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路径；经
济增长、经济城镇化城镇化的间接影响路径；经济结构、城镇化
质量、城镇化的间接影响路径这四条主要路径。

结语：总而言之，为了能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促进
经济发展，就需要明确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制定更加合理、明确的措施，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推
动城镇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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