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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识别
与路径研究
—以我国东、中、西部共 72 个典型区县为例

□　谢　鑫，李和平，李聪聪，付　鹏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由城乡分离向城乡融合转型的历史过程。2019 年，我国设立国家级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作为新时期城乡发展的改革试点，其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文章从内、外动力两个子系
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共 72 个典型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动
力进行识别，总结出不同地区区县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动力机制提出城乡一体、差异协调和协同收
缩 3 种不同类型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希望能为我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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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s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 Study of 72 Typical Counties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of China/Xie Xin, Li Heping, Li Congcong, 
Fu Pe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urban-rural separation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2019, China established pilot zon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ir dynamics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are the focu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academia.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s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from two subsystem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ynamics, based on which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dynamic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72 
typical counties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of China, and the dynamics mechanism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are summarized. Furthermo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s 
and development path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dynamics mechanism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fferenti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ntraction. It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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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形成工
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自此我国城乡关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虽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促进城乡良性发展的共识，
但是在操作层面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实
施路径尚需进一步探索。基于此，相关学者针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等内容开

0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离、
城乡失衡、城乡碰撞和城乡融合等不同历史阶段 [1-2]。
城乡发展重点逐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城轻乡”“重
工轻农”①过渡到近年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②。2017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要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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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研究，在取得部分成果的同时也存
在一定问题。首先，研究多以特定地区、
城市为实证案例，探讨城乡融合的普适性
路径和方法 [3-5]，但我国地域辽阔，不同
地区的地形地貌、资源禀赋和宏观区位条
件不同，其发展动力与路径也应不同。其
次，研究多针对省域、大都市区等宏观尺
度及乡村聚落微观尺度展开 [6-8]，对于在
城乡融合发展中起承上启下关键作用的县
域中观尺度的研究却较少③。最后，在技
术方法上，已有研究通常采用理论与实证
结合的定性分析 [9-10]，或运用层次分析、
线性回归等传统计量方法对城乡融合发展
动力进行评价 [11-12]，评价结果存在一定主
观性 [13]。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以我国东、中、
西部共 72 个典型区县为研究对象，运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探索我国县域城乡融
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并且基于动力机制
提出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模
式与发展路径，力求为城乡融合发展的
政策制定与规划编制提供借鉴，服务我
国乡村振兴战略。

1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类型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促进乡村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乡村发展系统由外源系
统和内核系统两部分组成 [14-15]，外源系
统是指影响乡村发展的诸多外部性因素，
内核系统是指乡村发展的自身条件。基
于乡村发展系统的认识，城乡融合发展
的动力也可以分为内部、外部动力两类。

1.1城乡融合发展的外部动力
城乡融合发展的外部动力主要包括

城镇化、工业化和区域政策等 [16]。2007
年以来，我国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新格局”。可以看出，城镇化
与工业化是推动城乡外源发展的直接动
力。其中，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人
口转移的过程，伴随资源要素在空间上
聚集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增长

极不断向外扩大，通过产业、技术、信
息的梯度转移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地区的
发展 [17]。工业化是产业非农化转型的重
要形式，农业向加工业、服务业和制造
业的转化不仅可以提升农业价值，还可
以将乡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
出来，进而促进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
区域政策是推动城乡外源发展的间接动
力，具有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功能，其
通过调整资金、技术、设施等要素的投
入力度对乡村发展产生指向性影响。

1.2城乡融合发展的内部动力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

乡村要素集聚、地形地貌条件、乡村资
源禀赋等 [18]。乡村要素集聚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核心动力，如土地要素集聚可以
为农业规模化创造条件，农村人口集聚
有利于集中改善人居环境 [19]，生产设施
集聚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生产。地形
地貌条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对乡村发展起到制约作用，尤其在山地
地区，地形条件越复杂，农作物种植难
度越大，农业机械化水平越低，基础设
施布局越零散，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
越严重。乡村资源禀赋是乡村发展的本
底，对乡村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如耕地
资源是乡村农业发展的保障，生态资源
是开发建设的前提，而历史文化资源是
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

2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识别

2.1研究对象
本文依据《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改革方案》，分别选取我国东、中、
西部各 2 个试验区范围内的区县开展研
究④，选取的试验区分别为浙江嘉湖片区、
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河南许昌、江西
鹰潭、四川成都西部片区和重庆西部片
区。同时，考虑到样本数量较少不利于
开展定量研究，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的
科学性与严谨性，增选宁波、郑州、咸
阳 3 个典型的东、中、西部城市的区县

作为扩充样本。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魏
都区、月湖区、中原区等 7 个区县是中
心城区的组成部分，且 2020 年城镇化率
均超过 95%，已经实现全域城镇化，不
宜作为探讨城乡融合问题的研究样本，
因此本文将其剔除，研究对象最终确定
为 72 个区县，其中东部区县 27 个、中
部区县 16 个、西部区县 29 个。

2.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进一步探索各类动力因素与城

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将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 (Y)，将动力因
素作为自变量 (X)，参考已有研究 [4，20]，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的前提下，
构建关联评价指标体系 ( 表 1)。

社会经济相关指标采用 2019 年中国
县域统计年鉴、各市级 / 区县级统计年
鉴与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政府工作报告等数据；地形地貌相关指
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通过 DEM 数据
分析得到，分辨率为 30　m；用地相关指
标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通过
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得到，分辨率为 30　m。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21]，采用趋势外
推、相近年份替代和均值替换等方法对空
缺数据进行修补，同时为消除不同数据之
间本身存在量纲和数量级大小的差异，采
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处理 [22]。

2.3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1) 城乡融合的耦合作用。
城乡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的影响作用，任何一方发展超前或滞后
均会影响到区域的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有研究认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改
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 [23]，但并不
是城乡差距小就一定代表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高，也有可能是城乡发展均较差。
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包含城
乡发展和城乡协调两个维度，缺一不可。

(2) 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模型。
促进农民增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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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Y1 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

城乡融合度 Y11 城乡发展度；Y12 城乡协调度

X1 外部动力 城镇化 X11 城镇化率；X12 人均 GDP；X13 千人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X14 非农从业人员人均产值

X2 工业化 X21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X2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
数；X23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X3 区域政策 X31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32 农村人均用电量
X4 内部动力 乡村要素集聚 X41 单位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X42 设施农业用地

占比；X43 乡村服务业产值占比 ；X44 公路网密度
X5 地形地貌条件 X51 地形坡度 ( 负向指标 )；X52 地形起伏度 ( 负向

指标 )
X6 乡村资源禀赋 X61 人均耕地面积；X62 生态用地覆盖率 ( 负向指

标 )；X63 历史文化名村与传统村落数量

本目的，2004 年、2008 年、2009 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便直接以“农民增收”作为
文件名称进行发布⑤。因此，本文用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征城乡发展水
平，并且借鉴物理学和地理学耦合协调
评价的模型设计 [24-26]，分别用城乡发展
度与城乡协调度来测度城乡发展水平与
城乡协调水平，具体公式为：

                                       公式 (1)
    

公式 (2)
式中， 为城乡发展度， 为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为权重系数， + =1，
为适应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
适当调高乡村发展的权重系数 ，取

=0.45， =0.55。 为城乡协调度。
由于城乡发展度或城乡协调度只能

说明一个维度的城乡发展情况，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的测度还需引入系统耦合协
调度模型，具体公式为：

                                            公式 (3)
式中， 为城乡融合度，其值大小

代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
(3)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不同地区典型

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
测度结果来看 ( 图 1)，东、中、西部地
区的城乡发展度、城乡协调度和城乡融
合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城乡发展
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均较好，城乡融合
度得分为 0.92，处于高水平融合阶段；
中部地区城乡协调水平较高但城乡发展
水平较差，城乡融合度得分为 0.65，处
于中水平融合阶段；西部地区城乡发展
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均较低，城乡融合
度得分为 0.55，处于低水平融合阶段。

2.4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识别方法及
结果分析

(1)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识别方法。
由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

为了精准探测各动力因素的作用机制，
本文运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开展动力识别

的研究，通过建立城乡融合水平 (Y 变量 )
与动力影响因素 (X 变量 ) 之间的神经网
络关系，识别不同动力因素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影响程度。

(2) 网络模型构建与验证。
本文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

41 个区县作为训练样本，扩充的 31 个
区县作为测试样本。根据动力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预测模型的网络结构，确定输
入指标层节点数为18，输出层节点数为1。
隐含层节点数根据经验公式确定 [27-28]：

       公式 (4)
式中， 为输入指标层节点数，

为输出指标层节点数， 为隐含层节点数。
采用逐步试验法观察不同节点数情况下
MSE( 误差平方 ) 的变化趋势，当节点数
增加至 13 时，MSE 值最小，因此确定网
络最佳结构为 18-13-1。

利用构建好的神经网络进行模型训

练，识别各动力因素与城乡融合水平的影
响关系，当所有样本训练结束并达到精度
要求后，得到各动力因素的影响权重。

为检测结果的科学性，根据上述权
重对训练样本的城乡融合水平进行预测，
得到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拟合曲线，相关系
数 R 为 0.999，拟合优度 R2 为 0.999，具
有极好的拟合效果。进一步将 31 个测试
样本数据输入网络模型进行验证，通过预
测值与实际值对比，相关系数 R 为 0.903，
拟合优度 R2 为 0.816，预测值与实际值的
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 图 2)，说明研究
结果科学可信。

(3) 城乡融合动力的识别结果分析。
识 别 结 果 显 示 ( 图 3)： ① 外 部 动

力的影响权重为 41.15%，内部动力为
58.85%。这说明内生动力对城乡融合发
展起主导作用，乡村发展应在加强外部

“输血”的同时，进一步注重自身“造血”

图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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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培育。②从外部动力的分析结果
来看，城镇化的影响权重占 26.07%，大
于工业化与区域政策。这说明在当前的
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仍是影响
乡村外源发展的核心动因，城镇化水平
较低的区县应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增加非农就业岗位
等措施提高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
③从内部动力的分析结果来看，地形地
貌条件的影响权重为 30.45%，远大于乡
村要素集聚与资源禀赋条件。这说明地

形地貌是约束乡村内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乡村发展尤其是山地乡村要努力通过多
元价值挖掘和多种路径探索，弥补地形
地貌条件带来的先天劣势。

3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
解析

根据 BP 神经网络计算得出的影响权
重，对 72 个典型样本区县的内外动力进
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划分为极弱、较弱、

较强和极强 4 个等级。从评价结果来看，
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的区县以内外综合动力为主，
中部地区的区县以单一的外部动力或内
部动力为主，西部地区的区县内部、外
部动力均较差 ( 图 4)。

3.1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
机制

东部地区基于沿海区位与水乡平原
优势，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高
速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外综合实力
较强。由于地势相对平坦、河网密布、
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东部地区便是我国
著名的鱼米之乡，农业发展基础较好。
改革开放以后，村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
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进
程加快，形成“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
的典型模式 [29]。同时，“三集中”与“全
域旅游”的提出促使传统农业向规模化、
特色化与现代化转型，使得东部地区的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率先成
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

3.2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
机制

中部地区耕地资源集中，地势相对
平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农业规
模化与现代化生产构成了乡村地区的经
济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粮食安
全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促进粮食产量
大幅提升、增加农业补偿等相关政策推
动下，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创新等涉
农企业崛起 [9]，加快了中部地区的城镇
化与工业化进程。但过度依赖农业且地
处内陆的区位劣势，导致中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仍有差距，因此
难以形成内外综合动力均较强的局面，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一般。

3.3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
机制

西部地区地处内陆，经济区位处于
相对劣势，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较东部

图 2  BP 神经网络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示意图

图 3  基于 BP 神经网络分析的城乡融合动力识别结果示意图

图 4  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差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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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等值的融合发展关系。
(1) 积极培育乡村非农产业，促进城

乡功能互补。
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在带来生活水

平提高的同时，部分向往诗意田园生活的
人群进入到乡村地区，带来乡村发展的契
机。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文化
资源使得乡村地区在生态休闲、文化旅游
等方面的价值优势得以体现 [31-32]。在内外
动力的综合作用下，乡村发展的关键是
对接城镇功能需求，推动生态、文化、
耕地“资源”向“资本”转变，促使乡
村产业从单一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
特色农业等兼具休闲娱乐的产业转型，
进而与城市地区形成“居住—休闲”“工
作—娱乐”“生活—康养”的功能互补关系。
在空间组织上，位于城区周边的乡村宜
以都市农业为主导，拓展休闲体验、文
化娱乐和康体养老功能；位于远郊的乡
村可结合乡土文化、旅游资源等发展特
色农业，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没有文化
旅游资源但地势平坦的远郊乡村可适度

地区低。同时，由于能矿资源丰富，西
部地区的工业类型长期以重工业为主，
涉农企业发展缓慢，乡村发展的外部动
力不足。此外，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复杂，
耕地资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农业规
模化与现代化发展受限，导致乡村地区
发展落后，农业产出水平较低，乡村内
部动力不足。基于此，一方面薄弱的生
产条件与产出水平无法为乡村高质量发
展助力，另一方面低下的城镇化与工业
化水平难以为乡村地区提供必要的资金
和技术支撑，导致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低。

4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4.1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分类
由上文可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

动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如果采用同
样的发展路径，不仅不能解决本地区实
施乡村振兴中出现的问题，还可能导致
乡村“破坏性建设、建设性破坏”[30]。因此，
差异化路径的探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
键。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以动力差异为
出发点，提炼出城乡一体、差异协调和
协同收缩 3 种类型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 图 5)，以此作为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其中，城乡一
体型受内外动力的综合驱动作用较强，
城乡势能极差较小，乡村现代农业和旅
游业较为发达；差异协调型受单一动力
驱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一致，
城乡发展不均衡；协同收缩型的内外动
力不足，一般受自然地形条件约束大，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低。值得说明的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城
乡融合发展动力会逐渐加强，协同收缩
型也会升级为差异协调型或城乡一体型。
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政
策时，除了要针对不同模式提出差异化
路径，还要兼顾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变
化进而对政策与路径作出适时调整，以
指导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依据上述分类标准，本文对 72 个典
型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进行划分。
从划分结果看，东部地区约 60% 的区县
为城乡一体型，中部地区约 70% 的区县
为差异协调型，西部地区差异协调型和协
同收缩型均占 41%。由此可见，东部地
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应以城乡一体型为
主，中部地区以差异协调型为主，西部地
区以差异协调和协同收缩两种类型为主。

4.2城乡一体型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
路径

城乡一体型区县应充分结合内外动
力的综合驱动作用，发挥城镇化、工业
化，以及乡村资源禀赋、要素集聚水平
的优势，实现城乡互为条件和依托，利
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形成取长补短、双
向优化的模式。加大城市资本在乡村地
区的投入，带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与设
施条件改善；同时，乡村产业布局要结
合城市发展需求，对城镇功能进行完善
与补充。最终在城乡之间形成功能互补、

图 5  基于动力机制的城乡融合模式划分标准 ( 左 ) 与分类结果 ( 右 ) 示意图

图 6  城乡功能互补的县域空间优化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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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共荣的城乡区域格局 ( 图 6)。
(2) 分类构建设施生活圈，实现城乡

生活等值。
城乡一体型区县由于乡村生活水平

较高，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意愿不大。

这些地区应注重缩小乡村与城镇生活质
量的差距，通过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
化配置实现城乡生活等值。根据不同出
行方式 [33]，按照“乡村社区—城镇社区—
城镇单元”3 个层级，构建日常、扩展、
高级 3 种类型的生活圈 ( 图 7)。其中，
日常生活圈按照均等化原则配置保障型
设施，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老人、
幼儿的福利设施需求；扩展生活圈按照
集聚化原则配置提升型设施，除基本生
活需求外，满足居民的基础教育、医疗
和养老需求；高级生活圈按照共享化原
则配置品质型设施，注重个性化、专业
化的服务需求，采取多个乡镇合设共享
的方式进行配置。这样，城乡之间便建
立起了同等的设施服务体系。

4.3差异协调型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
路径

差异协调型区县由于受外部或内部
单一驱动力的作用，城乡发展不平衡，
难以形成全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这类
区县应根据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化水平，
采取分区差异发展的方式实现城乡融合。
对于外部动力主导、城镇化水平较高的
区县，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发
展；对于内部动力主导、耕地集约化水
平较高的区县，可以通过农业现代化实
现内生发展。

(1)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规模
带动效应。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我国城
乡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2021 年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
到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
配置”。可以看出，对于城镇化、工业
化水平较高的区县，发挥优势城镇和产
业园区的规模带动效应，能够有效促进
乡村地区的发展 [34]。首先，通过提升城
镇综合服务能力、整合城乡工业资源，
促进优势城镇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园区
的集中建设，吸引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实现人口就地城镇化。其次，引导乡村

发展规模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服务功能。
同时，需打通城乡要素流通瓶颈，完善
并提升城乡道路交通网络，加强特色村
镇与城区之间的联系，构建城乡特色发
展廊道，最终形成联系紧密、等值互动、

图 8  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示意图

图 7  区县生活圈类型与空间组织模式示意图

图 9  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示意图

图 10  精明收缩与择优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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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路径，为城乡管理者和规划工作
者探索最适合乡村发展的那把“钥匙”
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数
量和评价指标有限，本文的分析结论难
免有所偏颇，在后续研究中，有待通过
增加样本数量并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
化评价指标，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科
学性。

[ 注　释 ]

①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集中力量进行苏联
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工业单位的建设”；
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继续进行以重工业
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
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
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发展社
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
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提出“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可以看出，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国城乡发展的重点是城市发
展和重工业发展。

②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17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
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落到实处”；2019 年 1 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
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说明我国城乡发展的政策引导已经从“重
工轻农”“重城轻乡”转向“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

③ 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提出“以
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
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和乡镇服务农民功能”。
2021 年 4 月，《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以县域为基
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
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可以看出，县域作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基本地
域单元，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
的关键作用。

④ 2019 年 12 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改革方案》发布，确定了浙江嘉湖片区、
福建福州东部片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等
11 个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其中东

主动承接城镇、园区的外溢功能，形成
产城村融合发展联动组团 ( 图 8)。最后，
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保障其在医疗、教育、
社保等方面享有市民同等待遇，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 适度推行农业现代化，融入区域
产业体系。

对于内部动力主导、农业资源集中
分布的区县，需结合粮食安全适度推行
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提升乡村内生发
展水平。首先，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
田不被侵占，对空置房屋、危旧厂房、
废弃坑塘等乡村闲置土地进行整治，引
导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度集约化布局。其
次，通过土地流转、政企合作等方式，
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做强农业龙头企业，
形成乡村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
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打通农产品加工、
冷链储运、展销等环节，高效衔接乡镇
与县城，形成“产、加、研、销”的县
域产业分工体系 [35]。其中，农业生产与
农产品初加工在乡村，农产品深加工在
镇区，核心研发与产品销售在县城 ( 图 9)。

4.4协同收缩型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
路径

协同收缩型区县要认清城乡发展动
力不足的现实情况，在有限的条件下实
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一方面，顺应部
分乡村衰败的趋势，推进局部地区精明
收缩，避免资源要素在空心村无效投入，
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有限资
源优先发展少数条件较好的乡村，让一
部分乡村先发展起来，切忌均衡发力，
搞“齐步走、大而全”的乡村发展模式。

(1) 合理引导村镇迁并，推进乡村精
明收缩。

协同收缩型区县受自然环境与气候
条件的影响，往往生态敏感性高，地质
条件不稳定，乡村人口流出与空心化现
象明显 [36]。这类地区应顺应人口减少趋
势，采取精明收缩的方式对村镇聚落体
系进行优化重组。对位于生态保护地区

且规模小、人口少、活力差的村庄实施
生态移民，引导其逐步、有序迁并到邻
近优势村镇 ( 图 10)。同时，建立配套保
障机制，对搬迁的居民进行适当的优惠
政策与财政补贴，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保障其搬迁后能解决住房和基本生活保
障问题。另外，对拆并后的中心村镇增
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保证人口
增加后原村镇的生活配套水平不受影响。

(2) 择优发展特色村镇，塑造乡村振
兴示范区。

城乡融合的实质是乡村振兴，但并
非所有的乡村都能发展，尤其对于产业
基础一般、资源特色缺乏的乡村，短时
期内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效。因此，对于
协同收缩型区县，可采取“试点先行、
优中选优”的原则，将发展要素集中于
发展条件和资源本底较好的乡村，形成
乡村振兴示范点，以此为样板逐步开展
其他乡村的振兴工作。靠近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历史文化遗存的乡村，依托
特色资源适度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塑造
“景村融合”示范乡村。通过旅游景点
打造、建筑风貌改善和旅游设施配套等
措施，发展精品旅游、民俗度假等特色
产业，吸引外来居民感受自然风光、体
验乡土人情，进而促进乡村发展。没有
旅游资源但产业基础较好的乡村，可考
虑通过产业要素集聚、环境品质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等，打造“宜业宜居”示
范乡村。

5结语

我国城乡关系正处在由城乡分离向
城乡融合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受自
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面
临不同的发展困境。因此，对于各地城
乡融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因地制宜选择适用于各地区的差异
化发展路径。本文运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
对城乡融合动力的地区差异进行识别，
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乡一体、差异协调和
协同收缩 3 种不同类型的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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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试验区有 5 个，中部试验区有 2 个，西
部试验区有 3 个，东北试验区有 1 个。

⑤ 2004 年、2008 年和 2009 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分别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
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和《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
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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