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基于面板数据，从综合系统—子系统—要

素等三方面定量测度省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对

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程度，深入剖析城镇化不同要素

对农业与农村系统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①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更加明

显，对农村生活系统影响的弹性系数大于 1的地区比

重分别为58.06%和64.52%；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对农业

生产系统产生负向影响较为明显，弹性系数小于 0的

地区比重分别为29.03%和38.71%；②城镇化率、产业

结构和建成区比重对人均耕地面积、乡村劳动力比重

和人均粮食产量呈显著负相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农业产值和单位面积机械动力呈显著正相关；③

通过深入分析近30年省域城镇化对各地区农业农村发

展的作用机理，对于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转

型发展等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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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ur-

ban- rural development, widening gaps, and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rategic measure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new-type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urban-rural regionalization has caused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poli-

cies must also be accurately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rural. Thus, based on panel data,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measures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provin-

cial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ial urbanization 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subsystem- factor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agriculture- rur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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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地理学命题，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加快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国

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重城轻

乡的政策倾向促使大量农村资源、资本流向城市，城进村

衰，导致了城乡发展不均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

因此，如何加快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镇化带动农业农

村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4,5]。城

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对农业结构、农业生

产效率、技术水平等具有重要的影响[6-8]。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促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有了较大的

改善，通过工商业发展，吸引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但是，城镇化加速

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土地和产业要素快速非农

化，离乡进城，促进了城镇规模扩大，而要素流失却导致

了乡村的产业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镇

化的快速推进，重工产业向外部迁移，致使农村环境受到

严重污染[9-11]。因此，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是一把

双刃剑，带动乡村设施改善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也

对乡村环境与产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2,13]。

近年来，关于城镇化与农业农村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已

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

水平较高[14-17]，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

术和组织改革等形式带动农业农村朝着现代化发展，如美

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18]、日本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

程”发展模式[19]，已基本构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当前国

外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如何促进农业农村发

展[20,21]，与高度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农村环境、医疗、教育、

文化和社会保障服务等 [22-25]，更加关注农民的权利。而中

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处于中等水平[26,27]，农业农

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学者们重点

关注城镇化对农村经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源消费、

农业结构调整、农村教育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三农”

问题为主，为农业农村探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减城乡

差异，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28-33]。因此，深度剖析城乡

关系，探测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机理依然是国内

学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实现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

兴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城镇化水平从东、中、西依次递减，具有明显的

阶梯结构，而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也呈现出相应东高西低

的现象[34]，城镇化系统对农业农村系统地域空间格局必定存

在某种关联。因此，本文从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构成

的城镇化系统与农业农村系统空间耦合分析出发，探测城

镇化对农业农村的作用机理，剖析不同城镇化要素对农业

和农村发展的影响与驱动力。以1985年到2015年省域数据

为基础，利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结合面板回归模型

测算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系统之间的弹性系数，定量分析系

统之间的作用关系；阐释不同省域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系统

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区域城乡发展格局划分提供参考依据。

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2.1数据指标

根据学者的研究经验[35,36]，本文选取了城镇化率、产业

结构和建成区比重表示城镇化系统中的人口、产业、土

地、要素的城镇化，农业生产系统中主要选取了人均耕地

面积、农村劳动力比重与单位面积机械化水平三个指标，

分别表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地、劳动力、技术等三个重

要条件；农村生活系统选取了人均粮食产量、农民人均纯

收入、人均农业产值等三个指标，主要从粮食产量、经济

收入、产业发展等方面考虑城镇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

（图 1，表 1）。城镇化系统指标作为自变量，而农业农村系

统通过耦合形成农业农村系统综合发展度作为因变量。本

文的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6—201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6—2016）》。

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农业农村系统各指标进行加权求

和，获取农业农村系统综合值、农业生产系统值和农村生

活系统值；其次，通过面板数据检验，利用改进的柯布道

格拉斯模型，构建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发展影响的回归

模型，通过相关性系数，分析城镇化系统要素与农业农村

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从综合系统—子系统—要素

三个维度分别开展城镇化系统对农业农村系统的影响分

析，为剖析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的作用机制提供支撑。

图1 农业农村系统层次模型

Fig.1 Agriculture-rural System Hierarchy Model

2.2数据检验

（1）单位根检验

研究选择了 LLC、Breitun、IPS、Fisher-ADF、Flsher-

PP 五种单位根的检验方法，包括 common unit root 和 indi-

vidual unit root两种类型，分别对数据进行水平、一阶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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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趋势项检验 （表 2）。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建成

区比重通过了单位根一阶差分检验，产业结构通过了单位

根水平的水平检验，由此可以推断影响农业农村的城镇化

率、产业结构、建成区比重等要素属于平稳数据序列。

（2）数据协整性检验

研究选择了Pedroni和Kao两种方法对数据的协整性进

行检验 （表 3），Pedroni 的检验结果中 PanelADF 和 Grou-

PADF统计量的显著性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Kao检验结果也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

3）。由此可以说明，解释变量城镇化率 （UR）、产业结构

（ID）、建成区比重 （CR） 与被解释变量农业农村发展系统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模型检验

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

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统计量值较大，且P值远小

于0.05，拒绝原假设，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表4）。

似然比检验的原假设是系数相等，应建立混合效应模

型，结果显示F值较大，P值远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应

表1 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影响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s of Urbanization for Agriculture-rural

准则层

城镇化系统

农业生产系统

农业农村系统

农村生活系统

指标层

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建成区比重

人均耕地面积

乡村劳动力比重

单位面积机械动力

人均粮食产量

农村人均纯收入

人均农业产值

指标解释

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建成区总面积/区域总面积

区域耕地总面积/区域总人口数

区域乡村劳动力人口数/区域总人口数

区域机械化总动力/区域耕地总面积

区域粮食总产量/区域总人口数

—

区域农村的农业产值/区域总人口数

权重

0.1036

0.0653

0.1645

0.1305

0.3289

0.2072

表3 数据协整性检验结果

Tab.3 Cointegration Test

Kao 检验

Pedroni检验

同阶协整

不同阶协整

ADF

Residual variance

HAC variance

Panel v-Statistic

Panel rho-Statistic

Panel PP-Statistic

Panel ADF-Statistic

Group rho-Statistic

Group PP-Statistic

Group ADF-Statistic

Statistic

-1.380371

0.720901

-1.689324

-1.609481

2.530268

-1.929007

-1.567809

Prob.

0.9163

0.7645

0.0456

0.0538

0.9943

0.0269

0.0585

t-Statistic

-2.352281

0.006006

0.007876

Statistic

-3.481540

1.071311

-1.892541

-1.778180

Prob.

0.0093

Prob.

0.9998

0.8580

0.0292

0.0377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2 Unit Root Test

单位根检验方法

相同根

不同根

LLC

Breitun

IPS

Fisher-ADF

Flsher-PP

水平

城镇化率

t

-1.714

1.179

1.082

42.602

34.331

P

0.043

0.881

0.860

0.972

0.998

产业结构

t

-12.171

-9.784

-5.945

436.537

156.21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建成区比重

t

2.598

-0.873

1.826

48.129

62.132

P

0.995

0.191

0.966

0.902

0.471

一阶差分

城镇化率

t

-21.889

-22.002

-17.982

371.680

376.18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产业结构

t

-

-

-

-

-

P

-

-

-

-

-

建成区比重

t

-13.754

-8.168

-17.956

425.107

1435.12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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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表5）。

根据两种检验方法，最终确定省域城镇化系统对农业

农村系统的影响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表4 Hausman模型检验结果

Tab.4 Hausman Model Test

检验结果

横截面随机效应检验

横截面随机效应检验比较

Variable

LNCR?

LNUR?

LNID?

Fixed

0.113678

0.725381

0.793854

Chi-Sq.

Statistic

127.041276

Random

0.078190

0.684972

0.835592

Chi-Sq. d.f.

3

Var(Diff.)

0.000022

0.000034

0.000169

Prob.

0.0000

Prob.

0.0000

0.0000

0.0013

表5 似然比模型检验结果

Tab.5 Likelihood Ratio Model Test

效应检验

横截面 F

横截面 Chi-Sq.

Statistic

4.675596

148.894205

d.f.

(30837)

30

Prob.

0.0000

0.0000

2.3模型构建

根据数据检验结果，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系统指标数据

需要降维处理，研究采用了取对数法，本文借鉴改进的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37-39]，构建面板回归模型[40-42]，以

人口、土地、产业等城镇化要素为自变量，利用确定的回

归模型，对不同地区综合系统与子系统进行面板回归分

析，分别获取各要素对农业农村系统影响的弹性系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学者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的

关系时创造的生产函数，探讨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

和综合技术水平之间关系对产值的影响。

Y = A(t)LαK β μ （1）

式中， Y 为工业产值， A(t)为综合技术水平， L 为投入的劳

动力， K 为投入的资本， α 和 β 为投入劳动力与资本的弹

性系数。当 α+ β< 1 时，规模报酬递减，当 α+ β> 1 时，

规模报酬递增，当 α+ β= 1 时，规模报酬不变。

因为指标数据需要取对数，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形式，研究首先构建由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建成区比

重为自变量，农业农村系统值为因变量的指数模型表达形

式，如式（2）：

Yi(t) = Ai(t)Ki(t)αi Li(t)βiRi(t)γi （2）

对两边取对数，变形如下：

ln Yi(t) = ln Ai(t) +αi lnKi(t)+βi ln Li(t) +Pi lnRi(t) （3）

模型中， Yi(t)表示农业农村系统值， ln Ai(t)为常数项， Ki(t)
表示城镇化率， Li(t) 表示产业结构， Ri(t) 表示建成区比

重； α ， β ， γ 表示面板数据模型变量的系数，即城镇化

系统中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建成区比重对农业农村系统

影响的弹性系数。根据农村生产函数作用原理，当弹性系

数小于1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弹性系数大于1属于规模报酬

递增，弹性系数等于1规模报酬不变，即当得到的系数 α、

β 、 γ >1，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为正向递增效

应；当0≤ α、 β 、 γ <1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为正向

递减效应，当 α 、 β 、 γ =1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正

向效应不变，当 α 、 β 、 γ <0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

为负向效应。

3 结果分析

3.1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多维度影响

3.1.1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综合系统影响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表 6），城镇化率、产业结构与建

成区比重的弹性系数存在较大差异 （图 2）。其中，山西、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河南、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地区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大于

1，占总数的 38.7%，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影响为正向递增效

应；天津、重庆、西藏3个地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为负

向效应，比重为 9.7%。北京、天津、辽宁、福建、湖北、

重庆、西藏、青海8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大于1，占

总数的25.8%，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影响为正向递增效应；吉

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甘肃6个地区的产业结构

对农业农村发的影响为负向效应，比重为19.4%。而建成区

比重的弹性系数均小于1，其中29个地区对农业农村发的影

响为正向递减效应，比重为93.5%；西藏、青海的建成区比

重弹性系数小于0，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空间上，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大于1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中国的北部，而南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均小于1；产业结构的

弹性系数大于1的则分布在东西部的边缘地区，如辽宁、西

藏和青海等；建成区比重的弹性系数均小于1，在空间上分

布比较均衡 （图 2）。由此，可以推断，不同地区的农业农

村系统受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与产业要素的影响不

同，人口城镇化的正向递增效应与产业城镇化负向效应比

较突出。

3.1.2城镇化对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的子系统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的影响，研究

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农业生产系统与农村生活系

统进行回归分析。农业生产系统中城镇化率弹性系数为正

向递增效应的地区数量减少，仅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3

个地区，比重为 9.7%，而负向效应的地区比重仍为 9.7%；

产业结构弹性系数为正向递增效应的地区数量同样减少，

主要有西藏、北京、天津、浙江等 5 个地区，比重为

16.1%，而负向效应的地区数量增加为 12 个，比重为

38.7%；建成区比重弹性系数依然均小于 1，但是负向效应

的地区则增到9个，比重为29.0% （图3）。农村生活系统中

城镇化率弹性系数为正向递增效应的地区数量增加，包括

河北、山东等 18个地区，比重为 58.1%，而负向效应地区

数量增加1个；产业结构弹性系数属于正向递增效应的有北

京、天津等 20个地区，比重为 64.5%，负向效应地区减少

为1个，即黑龙江；而建成区比重的弹性系数出现正向递增

效应地区，为上海、天津和黑龙江地区，负向效应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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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青海和贵州 （图 4）。由此可以推断，城镇化系统对

农村生活系统产生正向递增效应的地区数量明显增加，而

对农业生产系统产生负向效应的地区数量增加，尤其是产

业与土地要素城镇化对农业生产系统发展的抑制作用增强。

3.1.3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的要素影响

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作用主导要素的空间分异规

表6 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Tab.6 Individual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省域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c
-11.72
-16.82
-2.55
-2.32
-6.52
-13.57
-4.78
-7.35
24.65
3.88
0.74
-1.23
-4.07
-2.34
0.63
-0.84

α
0.48
-0.21
0.82
1.35
1.64
2.22
2.27
4.14
0.27
0.66
0.25
0.74
0.24
1.05
1.10
1.05

β
2.71
4.38
0.70
0.15
0.88
1.74
-0.05
-1.04
-5.32
-0.72
0.38
0.44
1.51
0.47
-0.26
0.15

γ
0.27
0.67
0.00
0.51
0.15
0.17
0.81
0.89
0.69
0.29
0.40
0.27
0.38
0.33
0.02
0.03

省域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c
-3.98
-2.06
-0.90
-1.81
-2.74
-9.83
1.05
-3.07
-2.24
-4.80
-1.82
1.26
-8.04
-1.93
-8.21

α
0.78
0.65
0.44
0.82
0.77
-0.05
0.55
0.70
0.85
-0.05
0.98
1.38
1.07
1.25
2.80

β
1.02
0.76
0.50
0.52
0.68
2.94
0.05
0.84
0.69
1.68
0.34
-0.62
1.58
0.11
0.25

γ
0.69
0.38
0.13
0.18
0.25
0.32
0.10
0.03
0.43
-0.49
0.30
0.14
-0.03
0.03
0.11

图2 城镇化要素对农业农村系统影响的弹性系数

Fig.2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on Agriculture-rural Systems

注：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GS（2016）1569。

图3 城镇化要素对农业生产系统影响的弹性系数

Fig.3 Elastic Coefficient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注：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GS（2016）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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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发现，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的力度也

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要明晰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

的作用机制，必须回归到要素层作进一步深入剖析。研究

利用 31个地区要素之间相关性系数来表达城镇化因子与农

业农村系统之间因子的关系。

通过表7中相关系数结果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耕地面

积、人均粮食产量呈弱负相关，与乡村劳动力比重相关系

数为-0.563，呈显著负相关；与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农村

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产值在置信度 0.01水平上呈显著正

相关，具有正向强相关性。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相似，与

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食产量呈弱负相关，与乡村劳动力

比重在置信度 0.01 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254；与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

业产值呈显著正相关。而建成区比重在置信度 0.01水平上

与人均耕地面积、乡村劳动力比重、人均粮食产量呈显著

负相关，与人均农业产值呈弱负相关，与单位面积机械总

动力、农村人均纯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城镇化系统

与农业生产系统中劳动力、土地要素发展具有负向关系，

而与技术要素发展具有正向关系，且与农业中的劳动力发

展负向关系更加突出；城镇化系统与农村生活系统中粮食

产量发展具有负向关系，而与人均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值发

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3.2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作用机制

城镇化对农业生产系统影响方面，北京、天津、浙江

的城镇化率对农业生产系统呈负向效应，主要表现为对乡

村劳动力比重的影响。

由于北京、天津等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 80%，而浙江

地区以制造业生产而著名，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村

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黑龙

江、辽宁、山东、江苏、新疆等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农

业生产系统具有负向效应，随着其二、三产业的规模发

展，工业、商业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受重工、重商政

策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关注程度逐渐降低。内蒙古、辽

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区建成区比重对农业生

产系统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耕地资源的作用，这

表7 城镇化系统与农业农村系统各要素相关性

Tab.7 Correl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e-rural Systems

农业生产

系统

农村生活

系统

人均耕地面积

乡村劳动力比重

单位面积机械动力

人均粮食产量

农村人均纯收入

人均农业产值

城镇化系统

城镇化率

-0.068*

-0.563**

0.491**

-0.074*

0.744**

0.438**

产业结构

-0.079*

-0.254**

0.566**

-0.076*

0.620**

0.411**

建成区比重

-0.378**

-0.509**

0.260**

-0.395**

0.523**

-0.009

注：** 在0.01水平上显著（双侧）；* 在0.05水平上显著（双侧）。

些地区的耕地资源稀少，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

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致使

该区域耕地面积减少，农民缺少农业生产条件，不得不外

出务工或者从事其他产业。

城镇化对农村生活系统影响方面，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等地区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对农村生活系统呈现

正向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产值的影

响，快速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二、三产业比

重的增加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被吸引到城

市就业，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

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有很大的影响，

为农民生活带来便利。

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影

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作用机制

（图5）。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是由农村劳动力通过常年

外出务工或迁居到城市等形式转化的；社会经济城镇化

（产业城镇化） 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资产、资源等要素流

入，促进了工业、商业的发展，带动城镇社会经济水平不

断提高；土地城镇化是由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城镇化增加了

对土地的需求，促使城市建成区不断向周边扩张，侵占农

村土地。

图4 城镇化要素对农村生活系统影响的弹性系数

Fig.4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on Rural Living Systems

注：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GS（2016）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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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耕地被占

用，农业生产基础被占用，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部分经济

发达地区农业生产规模降低，粮食产量减少，粮食安全已

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也为乡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剩余

劳动力问题，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同时

也为农业生产带来先进的技术，促使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

平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此，城镇化对农业农

村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改善农村生活设施与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也对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极大抑制作用，因而需要

借助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省域宏观尺度研究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发

展的影响，利用定量方法实现了综合系统—子系统—要素

水平的多维度城乡关系分析，在对不同地区城镇化人口、

土地与产业要素对农业农村系统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总

结凝练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机制，为进一步研究城乡

关系提供参考。具体结论如下：

（1） 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系统多维影响分析发现，总体

上，城镇化系统中城镇化率对农业农村系统影响为正向递

增效应比重较高，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农村系统影响为负向

效应比重高。子系统中，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对农村生活

系统影响主要表现为正向递增效应，比重均超过 50%，产

业结构和建成区比重对农业生产系统影响的负向效应更加

明显。从要素水平看，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农村生活系

统要素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而对乡村劳动力比重呈较强

的负向相关；而建成区比重与乡村劳动力比重、耕地资

源、人均粮食产量等要素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

（2） 城镇化对农业系统多维度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特

性，对农村生活系统表现为正向效应，而对农业生产系统

表现为负向效应。通过剖析不同地区城镇化要素的作用原

理，进一步阐释了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的作用机

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带来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发

达的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对农业生产资

源进行了掠夺，促使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降低。因此，城镇

化必须通过提高机械技术水平来弥补资源的缺失，使大部

分地区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影响表现为正向效应。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的重

要系统，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农业农村系统

提供充实的资源保障；而农业农村振兴建设需要城市提供

雄厚的财力与科学技术动力支撑。从省域宏观角度研究城

镇化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深度剖析了不同要素的作用机

理，为进一步开展区域城乡发展要素关系研究提供参考，

也对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区域战略实施与不同类型区

的农业农村发展示范点选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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