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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以来,我国乡村进入迅速发展并逐步转型阶段,为明确重庆市乡村发展阶段、划分乡村转型发展类

型、刻画乡村转型空间格局,通过建立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和转型类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断裂法、系统聚类法

等方法,将重庆市乡村聚类为6个乡村转型综合类型区.结果显示,2004-2015年重庆市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

两极化较严重,但统筹城乡等措施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明显增长;类型区呈现出一定空间分异规

律:乡村发展水平由都市区至“两翼”地区逐步降低,都市区外围区县发展迅速;转型类型由距都市区向外呈圈层结

构,由近及远表现为“以城带乡-城乡协调-以城带乡转型”.并针对不同类型区分析其发展特征和转型路径,提出

乡村发展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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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广阔,农村发展地域差异悬殊,不仅农村经济发展基础与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地区差

异性,其发展进程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主体性差别[1].因此明确乡村发展阶段、刻画乡村转型发展类型、
探索不同尺度下乡村转型空间格局、剖析不同发展类型对农村发展的主导驱动力等成为当前我国乡村地理

学者创新研究的重要方向与研究领域[1-2].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主要涉及乡村转型发展的实质[3]、转型方面[4]、具体指向[5]等乡村转型发展内

涵研究;从“人口-土地-产业”[6]、体制转换[7]、转型与协调[8]等不同视角对发展类型与地域模式研究到

乡村发展驱动机制[9-12]、影响因素[13-14]、过程格局[15-16]的研究.划分方法上,多采用指标体系评价与聚类

方法相结合[17-21]以及社会经济数据划分[22]、空间分析法[23]等.类型划分上,单因素主导类型以经济发展

水平[24-26]、产业结构分类[19-20];多因素主导多以产业结构、地形地貌特征、转型特征、城乡关系等相结合

划分[24-29].研究尺度上,主要选取省级[17]、县域级[18-23]和村级数据[20],省级地方政府作为行使管理最重

要的角色之一,以县域为单位明晰行政范围内乡村发展阶段与格局,有利于决策者制定差异化的农村发展

政策、合理分配区域内各项资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针对西南地区

的实例研究较少.
重庆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农村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正不断发生着转变,乡

村发展类型复杂多样,农业与农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转型特征[17].着眼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和转型发展

特征的角度,划分乡村转型综合类型,探索重庆市2004-2015年乡村发展与转型空间格局,归纳各转型综

合区的发展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综合区的发展思路,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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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时点选择及数据来源

研究时点选择为2004年、2009年、2015年.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心,
“三农”发展逐步得到广泛关注,故选择2004年作为乡村快速发展起步的时间点.2009年1月国务院确定重

庆市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多项统筹城乡政策措施,乡村地区得到新的发展机遇,
故选择2009年为乡村发展中期评估点和统筹城乡起点.2015年作为可获取数据的近期时间点,可对重庆

市12年来乡村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对比总结.
研究所需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5-2016年)及相关区县统计年鉴.

经整理,获得重庆市38个县级行政单元的14个社会经济数据资料.由于重庆市渝中区城镇化率为100%,
无农村地区和人口,不列入评价单元.此外还在重庆市多个区县的乡村地域进行实地调研,积累了丰富的

第一手调查资料,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是我国内陆唯一直辖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前沿地区,土地面积8.24万km2,共辖渝中区等38个区(县).重庆市地形地貌复杂,渝西以方山丘

陵为主,渝东北地处大巴山及三峡库区,渝东南地处武陵山区,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等区域差异特

色.乡村发展受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基础等条件影响,在经济发展、城乡差距等方面差异明显,2015年重庆

市人均GDP最高的渝中区是最低的巫溪县的7.9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南岸区是最低

的巫溪县的2.3倍.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可视为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环境

不断改善、文化接续传承的良性演进过程[31],乡村发展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评价乡村发展水平需要多目标的

综合性指标,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立足研究区域特征,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8-30],从

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3个目标展开评价.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城

乡之间是连续的[34],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取包含农村农业评价和县域整体评价的14个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先采用熵权法计算,再与各相关研究中

特尔斐法所得权重对比,取二者均值作为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表1).既兼顾了数据信息间内在联系又结合了

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消除各指标不同单位和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数据采用

极值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各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表1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及单位 指标权重

农业发展水平(0.3077)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元·人-1) 0.0896

农业优势指数
(各区县农业总产值/各区县GDP)/(重庆市农业生产

总值/重庆市GDP)/%
0.0874

粮食生产率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t·hm-2) 0.0595
化肥施用效率 农业总产值/化肥折纯使用量/(104 元·t-1) 0.0712

社会经济水平(0.2939)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0993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总人口数/(元·人-1) 0.0832

医疗水平 医疗机构床位数/总人口数/(床·百人-1) 0.0502
教育水平 在校学生数/总人口数/% 0.0367

信息化水平 电视覆盖率/% 0.0245

人民生活水平(0.3984)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0953
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968
农村用电水平 农村用电量/农业人口数/(kWh·人-1) 0.0669
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数/(元·人-1) 0.0790
居民储蓄水平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总人口数/(元·人-1) 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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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乡村发展水平划分

ArcGIS提供的自然断裂法的断裂点在直方图山谷的最低点,按照山谷的大小分配断裂点,最大的山

谷为第一个断裂点.此方法可以使组内差距最小,组间差距最大,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式[32].依据此方

法将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从低至高划分为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
高发展水平5类.
1.3.3 乡村转型类型划分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不断加快,
导致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即乡村的转型发展[34].乡村转型发展主要体现在农

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农业土地经营方式、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与城乡差别、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

的转变[34].结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权重,从城乡关系与城乡差距角度出发选取分别代表乡村发

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变化的5个指标,构建乡村转型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表2).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得到2004-2009年、2010-2015年重庆市城乡发展变化标准化结果.将乡村发展变化小于城镇发展变

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城市导向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镇带动转型;乡村发展变化大于城镇

发展变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乡村主导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乡协调转型(表3).
表2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划分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计  算  方  法

乡村发展变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 (末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民收入水平变化率
(末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初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初期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镇发展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率 (末期人均GDP-初期人均GDP)/初期人均GDP
地方财政水平变化率 (末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初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初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城乡差距变化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
(初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末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末期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

表3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划分特征

县域乡村转型类型 城乡发展变化速率 城乡差距

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大于乡村发展变化 增大

城镇带动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大于乡村发展变化 缩小

乡村主导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小于乡村发展变化 增大

城乡协调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小于乡村发展变化 缩小

1.3.4 乡村综合类型划分

乡村转型发展是动态的,乡村发展水平是上一阶段转型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下一阶段转型的基础.
将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作为乡村综合类型的划分依据,可明确研究时间段内乡村发

展的动态变化及城乡关系转变情况.采用SPSS19.0中的HierarchicalCluster对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

和乡村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得到乡村综合类型划分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重庆市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与特征

重庆市各区县2004年、2009年、2015年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见表4,时空特征如图1.可以看

出,重庆市乡村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由都市圈向“两翼”丘陵山区逐步降低.总体上,都

市圈凭借其城镇地区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对县域内乡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乡村发展水平较高,评价结果基本在0.5以上.因城镇发展速度远超乡村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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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增长反而略有降低.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因自然资源条件、区位、交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

因素城乡发展均受限,水平较低,随着对乡村地区各项要素投入加大和各项统筹城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

展水平整体有所提高.

图1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2004-2009年(图1a,图1b)重庆主城5区保持高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区县中,渝北、大

足、涪陵区社会经济水平各项指标增长迅速,经济和地方财政能力的增长是临近都市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

提升的主要动力;潼南县、丰都县、奉节县等社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均较大,农业对其乡村

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力.
随着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心和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2009年以来各

地区更加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同时城乡统筹试点、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出台大力促进了乡村产业

结构转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重庆市总体水平得到提升.都市区外围县域,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
乡村发展水平提升更为迅速.万州、黔江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确立逐步成为渝东北、渝东南的

发展中心,乡村发展进入中等水平.最终形成以主城9区为核心的都市圈和以万州区、黔江区为带动点的

两翼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格局(图1c).城口、巫溪、酉阳县等由于地形限制、社会经济基础薄弱

和周边地区拉动作用不强等原因仍发展缓慢,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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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行政区
2004年

(评价结果)
2009年

(评价结果)
2015年

(评价结果)
行政区

2004年

(评价结果)
2009年

(评价结果)
2015年

(评价结果)

沙坪坝区 0.6865(高) 0.5688(高) 0.5447(高) 潼南县 0.2694(较低)0.3116(中等) 0.3426(中等)

南岸区 0.6693(高) 0.5840(高) 0.5713(高) 梁平县 0.2638(较低)0.2598(较低) 0.2773(较低)

九龙坡区 0.6285(高) 0.6110(高) 0.5809(高) 垫江县 0.2561(较低)0.2704(较低) 0.3094(中等)

江北区 0.6108(高) 0.6131(高) 0.5783(高) 武隆县 0.2552(较低)0.2376(较低) 0.3192(中等)

大渡口区 0.6085(高) 0.5448(高) 0.4836(高) 万州区 0.2455(较低)0.2834(较低) 0.3516(中等)

永川区 0.4246(较高)0.4257(较高) 0.4097(较高) 忠县 0.2320(较低)0.2854(较低) 0.2962(较低)

北碚区 0.4052(较高)0.4305(较高) 0.4176(较高) 开县 0.2129(低) 0.2437(较低) 0.2646(较低)

江津区 0.4011(较高)0.4402(较高) 0.3855(较高) 云阳县 0.1895(低) 0.2317(较低) 0.2738(较低)

巴南区 0.3979(较高)0.4602(较高) 0.4677(高) 彭水县 0.1875(低) 0.1881(低) 0.2386(低)

铜梁区 0.3834(较高)0.3850(中等) 0.3406(中等) 奉节县 0.1872(低) 0.2440(较低) 0.2702(较低)

璧山区 0.3714(较高)0.4117(较高) 0.3870(较高) 秀山县 0.1857(低) 0.1430(低) 0.2802(较低)

渝北区 0.3539(中等)0.4082(较高) 0.4846(高) 丰都县 0.1857(低) 0.2560(较低) 0.2961(较低)

南川区 0.3478(中等)0.3607(中等) 0.3808(较高) 黔江区 0.1836(低) 0.1981(低) 0.3260(中等)

合川区 0.3451(中等)0.3896(中等) 0.3237(中等) 石柱县 0.1750(低) 0.2273(较低) 0.3041(较低)

綦江区 0.3422(中等)0.3688(中等) 0.3240(中等) 巫山县 0.1648(低) 0.2191(较低) 0.2577(低)

荣昌县 0.3229(中等)0.3801(中等) 0.3995(较高) 巫溪县 0.1604(低) 0.1801(低) 0.2126(低)

大足区 0.3219(中等)0.4319(较高) 0.4102(较高) 酉阳县 0.1594(低) 0.1763(低) 0.2528(低)

长寿区 0.3088(中等)0.3607(中等) 0.3839(较高) 城口县 0.1545(低) 0.1881(低) 0.2284(低)

涪陵区 0.2860(较低)0.3312(中等) 0.3869(较高)

2.2 重庆市乡村转型类型时空格局与特征

受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发展势头强劲,2004-2009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均呈拉大趋势,
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和城市导向转型两类.转型发展格局表现为都市区中心及其辐射 “一小

时经济圈”的城市导向转型和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山区的乡村主导转型(图2a).其中城口、酉阳、秀山县乡

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城市推动力相对较大,因此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

图2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时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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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重庆市在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政策环境和地方政府城乡发展

观念的转变,导致乡村产业结构、农民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乡村发展加快,促进了乡村的转

型.2010-2015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城乡矛盾逐渐缓和,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城乡协调转

型和城镇带动转型.转型发展格局基本呈现出:由都市核心区向外延伸的“城镇带动-城乡协调-城镇带动

转型”交错圈层结构(图2b).其中云阳和城口县由于城乡发展均缓慢,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
2.3 重庆市乡村转型综合类型特征、格局及建议

根据聚类结果将重庆市乡村转型综合类型划分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I)、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

(II)、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III)、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IV)、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V)、低水平城乡

协调转型区(VI)6类(表5).总体上,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重庆市总面积的1.72%,16.31%,17.86%,

18.52%,29.80%和15.79%;其中,18.03%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高、36.38%区域乡村发展迅速、45.59%
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低;49.38%区域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50.62%区域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可见,第

一,重庆市较大面积表现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只在都市核心区,面积占比极小,
两极化较严重;第二,重庆市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近年来虽发展较为迅速,大部分区域乡村发展仍困

难重重;第三,重庆市以城带乡和城乡协调两种转型类型面积基本持平,可见城乡统筹等措施在重庆已初

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增长.
表5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综合类型特征

类型区 行 政 区
总面积/

km2
乡村发

展速度

乡村发展水平

2004 2009 2015

乡村转型发展类型

2004-2009 2010-2015
高水平以城带

乡转型区I

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

龙坡区、大渡口区
1413.27 平稳 0.605-0.690 0.540-0.625 0.480-0.585 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高水平城乡协

调转型区II

巴南区、渝北区、北碚区、璧山

区、江津区、永川区、合川区、

铜梁区

13435.83 平稳 0.345-0.425 0.385-0.465 0.320-0.485 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发展中以城带

乡转型区III

潼南县、綦江区、垫江县、石柱

县、黔江区、万州区
14713.36 迅速 0.175-0.345 0.195-0.370 0.300-0.355 乡村主导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发展中城乡协

调转型区IV

大足区、荣昌县、长寿区、南川

区、涪陵区、丰都县、武隆县
15258.03 迅速 0.185-0.350 0.255-0.435 0.295-0.415 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低水平以城带

乡转型区V

梁平 县、酉 阳 县、秀 山 县、开

县、奉节县、巫溪县、巫山县
24551.94 缓慢 0.155-0.265 0.140-0.260 0.210-0.285

乡村主导转型/

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低水平城乡协

调转型区VI
彭水县、云阳县、城口县、忠县 13004.67 缓慢 0.150-0.235 0.185-0.290 0.225-0.300

乡村主导转型/

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6大类型区在重庆市的空间格局如图3,转型类型区呈现出一定分异规律,转型类型呈现都市圈向外延

伸的3圈层结构: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以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
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每个类型区应根据其特征,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采取相应政

策措施,以促进县域内城乡协调健康发展.
I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发展地带,该类型区内城镇经济社会基础雄厚,高端要素集聚,辐射作用强,对

县域内乡村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由于距都市区较近,区位、交通优势良好,其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优先

接受到城市资本,在城市扩张中其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农民生活方式等逐渐向城市转型.未来应优化

非农建设用地的配置,注重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成为城市有序健康扩张的重要保障.
II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及拓展区域,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及城乡统筹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口稳步向城

镇转移,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关注乡村建设,形成城乡协调式的乡村转型.未来应利用紧临都市区的优势,结

合城市周边耕地保护,以政府和村集体为主导,有序推进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保障交通等各

项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乡村旅游项目,持续加快县域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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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发展综合类型

III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和两翼核心

地区,是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接受区县.评价初期

社会经济基础较弱,县域内城市地区自身发展动

力不足,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评价后期政府对城

镇的建设投入、农业人口转移等使其发展迅速,对

乡村的推动作用逐渐明显,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
未来应加大对乡村的投入,注重三峡移民后续发

展连片贫困区扶贫的开展,同时对农用地进行调

控,设立农业生态产业园区,实现农用地规模化、
产业化经营,提高农用地利用效益,增加乡村自身

发展转型动力.
IV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重庆市整

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其发展迅速,工业化和

“退二进三”等因素使其城市发展推动力作用较强,
评价初期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后期因城乡统筹

试点等政策的推行,乡村自身发展动力逐渐增强,
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未来应在保障生态功能的同

时,建设组团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集聚区,对乡村地区通过土地整治、农用地整理、引进农业企业

等方式进行农用地流转,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V区位于重庆市两翼边缘地区,森林和水等资源丰富,受地形地貌限制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困难,

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较差,乡村人口分散,劳动力大多已转移到城镇,乡村自身发展条件不佳.未来应突

出保护生态为首要任务,划定生态红线,注重三峡库区水源涵养,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生态民俗文化旅游

发展,有力推进扶贫工作的开展,努力建设为重庆市乃至西南片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VI区位于重庆市两翼中部地区,由于乡村和城市均发展缓慢,城乡发展速度差异小,城乡关系相对缓

和,表现为发展水平较低的城乡协调转型.未来应做好县域发展功能分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生态

红线区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发展生态经济,提高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3 结论与讨论

第一,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高低不一.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

交互作用不断加快,导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19].以县域行政单元为评价尺

度,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3个方面来评价乡村发展水平,将其从高到低划分为低发展水平、
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5类.从乡村发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的变

化,将乡村转型发展划分为城镇导向转型、城镇带动转型、城乡协调转型、乡村主导转型4类,刻画出

2004-2015年重庆市乡村发展转型过程和时空格局演变,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

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运用系统聚类法,以乡村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类型结果为依据,将重庆市划分为高水平以城

带乡转型区、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低水平以城带

乡转型区、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6类乡村综合转型区.重庆市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72%,

16.31%,17.86%,18.52%,29.80%和15.79%.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两极化较严重,较大面积表现

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极小面积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但城乡统筹等措施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

展动力得到明显增长.
第三,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和城乡互动差异,乡村转型发展综合类型区呈现出一定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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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乡村发展水平由都市区至“两翼”地区逐步降低,都市区外围区县发展迅速,但大面积乡村发展水平

仍较低,发展任重而道远;转型类型呈现出由都市圈向外的3个圈层结构,即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域以

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
在城镇发展迅速的环境下,乡村自身发展动力成为乡村转型类型和城乡互动关系中的主要决定要素.

本文从城、乡两方面的转变入手,分析重庆市2004-2015年的乡村转型发展状态和其分别所处转型阶

段的分异格局,为不同类型和转型阶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研究基础.并针对其不同转型路径,提出未来发

展宜采取的措施建议,为各级政府决策者提供意见参考.但本文以宏观视角,选取县域经济社会数据作为

评价指标,介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对各类型区内部城乡转型机理研究不够,还需收集更多城乡要素互动

的指标数据,对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的驱动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将是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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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ypeDivisionandPatternCharacteristics
oftheRuralAreasinChongqing

———BasedontheRuralDevelopmentLevelandTransitionAssessment

ZHENGZu-yi1, LIAOHe-ping1,2, YANG Wei3, ZHAOZhen-yang1
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InsituteofLandResour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3.SchoolofGeologyandGeometoryEngineeringofChongqingInstituteofEngineering,Chongqing400037,China

Abstract:Promotingrural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isasignificantlong-termstrategytoachieve
urban-ruralcoordinateddevelopment.Itishelpfultoproposepoliciesforadiversedevelopmentforrural
areasbasedontheclassificationofdifferentruraldevelopmentlevelsandtransitionassessment.Theau-
thorsofthispaperutilizethemethodsofnaturalbreaksandhierarchicalclusteringtoinvestigatewhatde-
velopmentstagetheruralareasofChongqingarein,todividethemintodifferentdevelopmenttypesandto
characterizethespatialpatternofruraltransformationbetween2004-2015.TheruralareasofChongqing
arethenclusteredintosixcomprehensiveruraltransitionzones.Theresultsshowthatin2004-2015there
wasanapparentregionaldifferenceinthegeneralruraldevelopmentofChongqingandaseverepolarization
existed.Nevertheless,measuressuchasurban-ruralintegrationachievedinitialsuccesssothatitpresented
anobviousincreaseinthedrivingforceofruraldevelopment.Thetransitionzonesshowedadistinctspatial
differentiationpattern:Theruraldevelopmentlevelpresentedadecreasingtendencyfromthecentralurban
areatothe“twowings”area,andthedevelopmentofthecitysperipheralsuburbswasprominent;the
transitionstyleshowedalayeredstructurealongtheurban-ruralarealineswhichwasbasicallyfromtown-
driving-countrytransitionzonestocoordin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transitionzones,finallytothe
town-driving-countrytransitionzones.Thispaperanalyses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andtransitionpaths
ofthedifferenttypicalzone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andmeasuresabouttheirdevelopment.
Keywords:ruraldevelopmentlevel;rural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typedivision;spatialpatter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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