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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东中西部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如何促进其区域高

质量协调发展已成为热点研究内容.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入手,
 

构建了区域协调

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
 

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
 

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对2005-

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
 

结果表明:
 

①
 

从整体变化趋势

来看,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提升趋势,
 

除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系统,
 

其余4个子系统(经济发展、
 

人

民生活、
 

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②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类型的空间

分布呈现由“屋脊式”向“组团式”发展.
 

③
 

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形成路径共有5条,
 

分别为经济主导下的多元驱动

型、
 

经济科技助力下的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三驱型、
 

生态环境单驱型、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驱型以及人

民生活与基础设施双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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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lt
 

of
 

interaction
 

and
 

coopera-
tion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within
 

the
 

region
 

is
 

prominent.
 

How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go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Using
 

entropy
 

method,
 

loc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asure
 

model,
 

obstacle
 

degree
 

model,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110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5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rom
 

the
 

overall
 

trend
 

of
 

change,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esented
 

an
 

improving
 

trend.
 

Excep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four
 

subsystems
 

was
 

improving.
 

②
 

From
 

2005
 

to
 

202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
ted

 

development
 

typ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eveloped
 

from
 

“roof
 

type”
 

to
 

“cluster
 

type”.
 

③
 

There
 

were
 

five
 

paths
 

to
 

form
 

the
 

high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ch
 

were
 

the
 

multi-
drive

 

type
 

under
 

the
 

economic
 

dominance,
 

the
 

three-drive
 

typ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single-drive
 

type
 

of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the
 

double-drive
 

typ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ouble-drive
 

type
 

of
 

peoples
 

life
 

and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pat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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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
sis;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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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由于初期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中西部

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
 

2000年以后,
 

我国实施西部

大开发、
 

中部崛起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措施,
 

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

江经济带等政策开始着眼于缩小地区内的发展差异.
 

党的二十大将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构建优

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重要手段,
 

并表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仍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具有理论研究与政策指引的双重科学价值.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

 

作为典型的流域经济形态,
 

在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区域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发展

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但区域内东中西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1-2].
 

面向未来,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长江

经济带的发展目标,
 

也是其发展的途径和动力.
 

为此探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和难点[3].

 

由于学者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暂时没有

统一的界定,
 

这导致区域协调发展评价的内容存在差异.
 

有学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根本上是区域内经济差

距的缩小[4-7];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内各要素相互促进、
 

相互协调,
 

进而促进区域内社

会、
 

经济、
 

资源与环境多个方面差距缩小的发展形式[8-12].
 

基于此,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可分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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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一类聚焦于测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主要从经济差距、
 

经济联系、
 

发展效率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
 

通过

加权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测度和评价区域协调发展程度[13-17].
 

另一类侧

重于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
 

相应地,
 

评价指标体系也可分为2类,
 

一类侧重于从区域协调发展的三

大目标入手,
 

围绕基本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保障3个方面进行测度[18],
 

另一类着眼于不同系统

之间协调度的测度[19-20].
 

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21-23]、
 

四化协调

发展影响因素[24-26]、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影响因素[27]、
 

旅游协调发展影响因素[28]等方面.
总体而言,

 

已有研究大多以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
 

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差距较大的地区,
 

以地级市为基

本研究单元的中观尺度研究还有待完善.
 

有些研究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混淆了区域协调发展

的主体,
 

采用的方法评价的是城市内的要素协调,
 

而非城市之间的区域协调,
 

因此结果反映的实际是区域

高质量发展水平或可持续发展水平,
 

而非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同时,
 

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涉

及较少,
 

并且多采用空间计量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等探寻单个因素对结果的独立影响,
 

对区域协调发展多

因素综合作用的研究还需深入.
 

鉴于此,
 

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实证经验和相关理论的基

础上,
 

结合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目标,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
 

运用熵值法、
 

协调发展度模型评价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采用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客观选择前因变量,
 

从组态的视角探寻高区

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通过熵值法、
 

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计算长

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运用GIS可视化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
 

并采用

障碍度模型和QCA方法探究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1.1.1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充分参考了既往学者们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
 

张超等[18]提出新时代区域协调

发展应注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
 

应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新时代区域协调

发展之中.
 

此外,
 

本研究认为科技创新水平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科技创新通过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鉴于此,
 

本研究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目

标,
 

在明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图1)的基础上,
 

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基础设施、
 

公共服

务、
 

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6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①
 

合理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区

域协调发展不是经济总量的均衡分布,
 

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规模的提升以及经济的质量和结构上.
 

因此经

济发展维度选取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人均生产总值3个指标.
 

②
 

人民生活水平大

体相当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果,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拉近地区间GDP,
 

而是拉近人民生活水平.
 

推动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不仅需要解决地区差距,
 

也要注意城乡差距,
 

城乡协调是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在

人民生活维度选择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个指标.
 

③
 

基础设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基础设施维度选择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人均邮电业务和路网密

度3个指标.
 

④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为各区域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强调“底
线保障”和“兜底作用”.

 

在公共服务维度选择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万人拥有

公园数、
 

万人拥有公厕数、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6个指标.
 

⑤
 

长江经

济带作为典型的流域经济形态,
 

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差异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进而限制区域协调发

展.
 

在生态环境维度选择人均供水总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污水处理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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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引领协调发展的第一动力,
 

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在科技创新维度选择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从业人员数、
 

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内科技支出以及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3个指标.

图1 区域协调发展内在机理图

1.1.2 熵值法

本研究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
 

计算公式如下:

1)
 

原始数据标准化

Yij =
Xij -Xmin

 

i

Xmax
 

i-Xmin
 

i
(1)

Yij =
Xmax

 

i-Xij

Xmax
 

i-Xmin
 

i
(2)

式中:
 

Xij 为第i个城市、
 

j项指标原始数据值;
 

Y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Xmax
 

i 和Xmin
 

i 分别为指标j在

110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测算指标权重

Sij =
Yij

∑
n

i=1
Yij

(3)

ej =-
∑
n

i=1
SijlnSij

lnn
(4)

gj =1-ej (5)

wj =
gj

∑
m

j=1
gj

(6)

式中:
 

Sij 为Yij 在j项指标中的比重;
 

ej 为j项指标的熵值;
 

gj 为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wj 为第j项指标

的权重.
1.1.3 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本研究借鉴张超、
 

李红锦等的方法[18-29],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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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1
n∑

n

i≠j

min(Ii,
 

Ij)
max(Ii,

 

Ij)
(7)

式中:
 

Ci 为城市i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Ii 为城市i某指标值;
 

Ij 为城市j同一指标的数值;
 

n 为城市个数.
 

同时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的划分标准[30],
 

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为10个等级(表1).
表1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类标准

协调区间 (0,
 

0.1] (0.1,
 

0.2](0.2,
 

0.3](0.3,
 

0.4](0.4,
 

0.5](0.5,
 

0.6](0.6,
 

0.7](0.7,
 

0.8](0.8,
 

0.9] (0.9,
 

1]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1.1.4 障碍度模型

在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引入障碍度模型评估单项指标的阻碍程度,
 

寻找

出制约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据此选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前因变量.

Qij =
(1-Yij)×wj ×100%

∑
n

j=1

(1-Yij)×wj

(8)

式中:
 

Qij 为单项指标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障碍度.

1.1.5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区域协调发展包括经济、
 

社会、
 

资源环境、
 

科技创新等方面,
 

其结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而非单个因

素独立影响,
 

各因素之间是典型的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
 

因此需要采取整体的、
 

组合的方式来探究长江经

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由美国学者查尔斯·拉金(Ragin)提出的QCA方法,

 

避免了传统定量研究只关注显著变量对结果的独

立作用的弊端,
 

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探究多个因素如何以组合的形式(组态)来影响被解释变量,
 

有助于回

答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31].
 

QCA将每一个样本视为一个案例,
 

将需要解释的结果定义为结果变量,
 

解释

结果的原因为前因变量,
 

研究者通过识别引发相同结果的不同情景因素的因果路径,
 

可识别多重并发的因

果关系.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
 

将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基本单元,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民族自治

州和个别地级城市后,
 

得到110个研究单元.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建设统计

年鉴》.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上海和重庆的数据为直辖市汇总数据,
 

不细化到区县;
 

对

于个别缺失的数据,
 

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或使用插值法估算得到.

2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演变

2.1 区域协调发展时间分异特征

根据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图2).
 

从整体上来看,
 

2005-2020年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提升趋势,
 

函数值由0.429提高到0.488,
 

但仍处在濒临失调阶段.
 

除

2006,
 

2011,
 

2013,
 

2016,
 

2018年较前一年相比下降外,
 

其余时间段呈现上升态势,
 

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

调发展水平呈“短降长升”趋势.
 

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增长较大,
 

部分原因可能为长江经济带发达地区

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不发达地区显著,
 

发展差异相对缩小,
 

进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上升显著.
 

从不同区域来

看,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与长江经济带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即整体呈现提升趋势.
 

长江上游地区区域协

调发展水平变化最大,
 

这是因为2000年以来,
 

针对西部地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长

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发展,
 

缩小了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
经济发展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473增加到2020年的0.491,

 

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
 

2005-2012年,
 

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2013年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后,
 

2013-2020年呈现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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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人民生活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499增加到2020年的0.526,
 

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397增加到2020年的0.449,
 

其中2006-2012年上升幅度

较大,
 

2013-2020年上升幅度减缓;
 

公共服务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2005-2020年间保持在0.434~
0.483之间;

 

生态环境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543增加到2020年的0.602,
 

是协调发展水平

最高的子系统,
 

部分原因是长江经济带严格遵循“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在发展中注意保护环

境,
 

区域在生态环境系统上达到了高水平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虽然在2012-2015年

有所上升,
 

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由2005年的0.360减小到2020年的0.353,
 

发展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总的来说,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

态势,
 

其中生态环境上升幅度最大,
 

基础设施、
 

人民生活、
 

经济发展系统分列第二、
 

第三、
 

第四位,
 

科技创

新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呈现下降态势,
 

表明两个系统的区域间发展差异增大.

图2 2005-2020年分地区分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2.2 区域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计算结果,
 

通过ArcGIS
 

10.2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可

视化表达(图3).
 

结果表明,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并且具

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各协调类型间的结构明显失衡,

 

处于轻度失调型和濒临失调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
 

处于勉强协调

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
 

2005年,
 

长江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0.429,
 

处于轻度失调型和濒临失调

型的城市有101个,
 

占全部城市的91.82%,
 

且只有5个城市为勉强协调型.
 

在2005-2014年,
 

长江经

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变化趋势为轻度失调型的城市数量减少,
 

勉强协调型的城市数量增加;
 

2014-2020
年,

 

濒临失调型的城市数量开始减少,
 

勉强协调型的城市快速增长,
 

达到55个,
 

但更高协调等级的城市

还未出现(表2).
表2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类型分类统计

类型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严重失调型 1(0.91%) 0 0 0

中度失调型 3(2.72%) 3(2.73%) 3(2.73%) 2(1.82%)

轻度失调型 27(24.55%) 22(20%) 17(15.45%) 8(7.27%)

濒临失调型 74(67.27%) 73(66.36%) 73(66.36%) 45(40.91%)

勉强协调型 5(4.55%) 12(10.91%) 17(15.45%) 5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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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分布呈现由“屋脊式”向“组团式”发展态势.
 

2005年,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

水平分别为0.404,0.462,0.429,
 

中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
 

下游地区,
 

由图3可知,
 

区域协

调水平低值区主要为临沧市、
 

昭通市以及毕节市等上游地区和上海市、
 

苏州市等下游地区,
 

区域整体呈现

“中间高,
 

两边低”的“屋脊式”格局.
 

该时期长三角地区为长江经济带的重点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区域

前列,
 

各项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地区,
 

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较大,
 

这导致了长江经济

带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中间高,
 

两边低”的空间格局.
 

到2010年,
 

长江经济带中游勉强协调型城市以荆州市

为中心逐渐增多,
 

此时,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19,
 

0.477,
 

0.441.
 

2015年,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
 

湖北省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
 

“组团式”发展初

具规模.
 

说明为平衡区域资源配置的城市群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效果,
 

核心城市人口、
 

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

集聚开始带动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该年,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

0.424,
 

0.470,
 

0.449,
 

上、
 

中、
 

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一步缩小.
 

2020年,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77,
 

0.504,
 

0.483,
 

勉强协调型城市提升至55个,
 

区域协调发展水

平高值区不断扩大,
 

主要在湖南省、
 

湖北省、
 

江苏省北部、
 

安徽省南部以及江西省,
 

呈现出“组团式”格局.
 

部分原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
 

方向和路径不断完善,
 

处在承东启西区位的中游

地区依托于中部崛起等战略,
 

将区域丰富的资源内化为区域发展动力,
 

进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创新

活动的正外部性逐步增强,
 

同时发展中注重解决区域内城乡发展差异,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区域协调发展

水平稳步提升.

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3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类型空间分布

近些年来,
 

我国针对中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等战略,
 

促进了长江经济带上游、
 

中游地

区的发展,
 

缩小了与下游地区的差距,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2014年9月,
 

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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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
 

并明确提出要推动上、
 

中、
 

下游地区协调发展,
 

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进一

步缩小了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发展差距.
 

2017年10月,
 

区域协调发展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
 

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
 

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一系列的精准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
 

长江经

济带上、
 

中、
 

下游发展差距呈现逐渐缩小态势.

3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3.1 QCA前因变量选择

本研究采用障碍度模型选择QCA前因变量,
 

通过模型测算出各指标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程度(表3),
 

根

据影响程度高低,
 

选择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选择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人民生

活水平,
 

选择人均邮电业务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选择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公共服务水平,
 

选择人均供水总量衡量生态环境水平,
 

选择R&D从业人员数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表3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准则层 障碍因子 障碍度/%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7.50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1.06

人均GDP 2.31

人民生活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7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1

基础设施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4.01

人均邮电业务 5.24

路网密度 4.46

公共服务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1.69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1.37

万人拥有公园数 4.83

万人拥有公厕数 4.33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6.34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 6.55

生态环境 人均供水总量 5.2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83

污水处理率 0.2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13

科技创新 R&D从业人员数 15.7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技支出 11.97

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 7.00

3.2 变量校准

校准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符合QCA逻辑的过程,
 

是实现QCA的基础前提.
 

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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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转换为集合,
 

参考已有文献[32],
 

将各变量的锚点定为75%,50%和25%(表4).
表4 各变量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锚点

完全隶属(75%) 交叉点(50%) 完全不隶属(25%)

条件变量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39
 

977
 

500 22
 

050
 

000 13
 

740
 

000

人民生活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
 

693.5 26
 

903.0 24
 

400.8

基础设施 人均邮电业务 1
 

406.32 844.08 685.63

公共服务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 1
 

179
 

939.5 767
 

558.0 452
 

100.3

生态环境 人均供水总量 43.901
 

87 21.609
 

96 14.448
 

36

科技创新 R&D从业人员数 1.026
 

05 0.440
 

14 0.236
 

80

结果变量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0.508
 

153 0.477
 

951 0.434
 

035

3.3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用于检查结果是否依托于某一变量.
 

结果显示,
 

单个前因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一致性均未

超过0.9,
 

证明单个前因变量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弱,
 

不能单独构成必要条件.
 

必要性检验结果如

表5所示.
表5 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因素 一致性 覆盖率 条件因素 一致性 覆盖率

经济发展 0.531
 

560 0.536
 

283 ~经济发展 0.560
 

917 0.546
 

088

人民生活 0.526
 

239 0.535
 

474 ~人民生活 0.576
 

697 0.556
 

875

基础设施 0.456
 

881 0.469
 

900 ~基础设施 0.614
 

128 0.587
 

090

公共服务 0.422
 

752 0.426
 

193 ~公共服务 0.664
 

036 0.646
 

943

生态环境 0.486
 

605 0.502
 

654 ~生态环境 0.589
 

725 0.561
 

495

科技创新 0.505
 

321 0.515
 

248 ~科技创新 0.584
 

587 0.563
 

395

  注:
 

“~”代表逻辑运算中“否”的意义.

3.4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
 

3.0软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31,
 

33-34],
 

将解的一致性阈值、
 

案例阈值和PRI阈值

分别设定为0.8,2和0.8,
 

通过运算得到组态结果(表6).
表6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组态结果

前因变量
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组态(High)

S1 S2 S3 S4 S5
经济发展 ◆ ◆ ⊗ ● ⊗

人民生活 ● ▲ ▲ ⊗ ◆

基础设施 ● ● ⊗ ⊗ ●

公共服务 ▲ ● ⊗ ⊗

生态环境 ● ● ◆ ⊗ ▲

科技创新 ● ◆ ● ⊗

一致性 0.891
 

503 0.894
 

934 0.898
 

424 0.891
 

825 0.992
 

701

原始覆盖率 0.125
 

138 0.087
 

523 0.188
 

257 0.198
 

165 0.124
 

771

唯一覆盖率 0.053
 

211 0.015
 

596 0.083
 

670 0.112
 

477 0.043
 

303

总体一致性 0.864
 

733

总体覆盖度 0.453
 

945

  注:
 

◆=核心条件存在;
 

▲=核心条件缺失;
 

●=边缘条件存在;
 

⊗=边缘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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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共有5条,
 

模型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6,
 

这意味着在

所有满足5条组态路径的案例中,
 

有86%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较高水平.
 

总体覆盖度为0.45,
 

表明5条组

态路径可以解释45%的城市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原因.
 

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均高于临界值,
 

表明模

型结果可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QCA结果进行分析,
 

深入研究5种因果组合路径的组合构型

及机理,
 

探究人民生活、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差

异化适配关系(图4).

图4 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组态分析图

1)
 

经济主导下的多元驱动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1表明以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
 

互补良好的人民生活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
 

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水

平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辐射带动区域人民生活水平、
 

基础设施

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并拥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支持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以化解公共服务水

平不高的不足,
 

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该组态路径体现了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高的贡献度.
 

该

路径的典型案例主要为东部发达地区,
 

在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中,
 

作为优质要素集聚、
 

资源高效

配置的塔尖,
 

相对优势突出,
 

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率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带动了科技创新、
 

人民生活等方面的

发展,
 

并且经济先一步转型升级也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
2)

 

经济科技助力下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三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2表明以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为核心,
 

互补良好的基础设施

水平、
 

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为边缘条件,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也可以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

水平.
 

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保护生态环境、
 

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资金支持,
 

而科技创新的发展

则提供了技术支撑,
 

通过经济、
 

科技的双重助力,
 

地区间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缩小,
 

可

提高资金技术匹配的区域协调发展效率.
3)

 

生态环境单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
 

组态S3指出

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中的重要性.
 

即使在区域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基础设施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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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水平,
 

发挥资源环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承载优势,
 

也

可以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与其他区域不同,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
 

具有“共抓

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生态大保护格局的独特特征,
 

上、
 

下游生态环境保护差异也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

键因素.
 

根据图2,
 

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子系统,
 

体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4)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

态S4表明在人民生活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不高的区域,
 

可以通过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和科技创新水平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该组态的案例城市为常德市,
 

常德市作为湖南省区域中心城

市,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期内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不仅为区域资源环境改善提供了资金技

术支持,
 

还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优化了资源配置,
 

降低了地区内资源型产品的消耗,
 

通过集约、
 

绿色低碳

的发展方式保护地区的资源环境,
 

为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人民生活与基础设施双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

技创新).
 

组态S5表明人民生活和基础设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基础设施

通达程度比较均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
 

同时也是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之一.
 

基础设施为区域协调

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人民生活水平通过创造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
 

进而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3.5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对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文献[32],
 

分别将PRI一致性

水平和频数阈值调整为0.75和1,
 

得到结果(表7).
 

对比3组结果,
 

总体一致性和覆盖度均只发生了轻微

改变,
 

表明研究结果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方法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原始结果(频数阈值为2,
 

PRI一致性为0.8) 0.864
 

733 0.453
 

945

调整PRI一致性水平结果(频数阈值为2,
 

PRI一致性为0.75) 0.846
 

847 0.465
 

688

调整频数阈值结果(频数阈值为1,
 

PRI一致性为0.8) 0.853
 

064 0.564
 

587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借助局部协调发

展测度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在此基础上,
 

运用GIS可视

化方法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
 

运用障碍度模型和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

了探讨,
 

主要结论如下:

1)
 

从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来看,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0.429提高到0.488,
 

呈现“短降长升”
的趋势,

 

表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长江经济带上、
 

中、
 

下游与长江经济带整体变化

趋势较为一致,
 

其中上游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
 

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

区发展的带动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各协调类型间的结构明显失衡,
 

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类

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
 

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
 

更高协调等级的城市还未出现.
 

2005-
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呈现由“屋脊式”向“组团式”发展.

2)
 

从子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来看,
 

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最高,
 

提升幅度最大,
 

其次是基础设施、
 

人民生活、
 

经济发展系统,
 

但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系统呈现下降态势,
 

说明区域内这2个系统的发展差距

逐渐扩大,
 

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等多因素

综合影响;
 

研究发现5条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
 

分别为经济主导下的多元驱动型、
 

经济科

技助力下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三驱型、
 

生态环境单驱型、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驱型以及人民生

活与基础设施双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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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结论,
 

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1)

 

以差异化驱动力为基础,
 

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
 

因区施策,
 

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
 

东部城市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
 

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
 

平衡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低碳生活和产业转型升级应该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心.
 

中西部城市应将注

意力放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方面,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2)

 

当前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仍处在濒临失调阶段.
 

因此,
 

需要做好长江经济带东西部对接工

作,
 

一方面依托重大区域战略,
 

带动“核心—外围”联动发展,
 

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科技水平、
 

交通区位等

优势和落后地区的资源、
 

劳动力、
 

政策等优势,
 

注意区域联通化,
 

促进东、
 

中、
 

西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进

一步完善东西协作和对口帮扶机制,
 

深入开展流域上、
 

下游合作发展;
 

另一方面,
 

秉持“谁受益,
 

谁付费”的
原则,

 

建立多元化、
 

多渠道的生态补偿资金长效投入机制,
 

同时要推动生态补偿方式从“输血型”补偿为主

向“造血型”补偿为主转变,
 

加强上、
 

中、
 

下游之间的产业合作、
 

技术支持以及人员交流等.
3)

 

秉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尤其注意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研究发现,
 

科技创新水平与

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不同步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强长江经济带科技协同创新的关键是要破解

区域行政壁垒,
 

优化创新环境,
 

建立起创新和产业的衔接,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探索形成区域创新驱

动发展新模式,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此外,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市场化应用的主体,
 

应鼓励引导

民营企业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共同体中,
 

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成功经验[35],
 

建立大型民营企

业引领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盟.
4)

 

研究发现,
 

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造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欠发

达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将财政预算向欠发达地区等区域

倾斜.
 

在编制相关规划中,
 

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应以辐射更大区域为原则,
 

以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大范

围覆盖,
 

精准解决人口密集地区供不应求的现实矛盾,
 

以及人口稀疏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半径不够的问题.
 

另一方面,
 

根据组态路径S2,
 

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
 

打造公共服务网络,
 

促进远离行政中心的区域与周边

区域形成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区,
 

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4.2 讨论

本研究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应是区域内城市主体的协调,
 

而非城市内部的要素协调,
 

但是协调应该是高

质量的协调,
 

即对于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海地区的城市虽协调发展水平低,
 

但不应该为了协调而降低自己的

发展水平,
 

相反应是长江经济带中、
 

上游地区加快发展,
 

缩小与下游发达地区的差距,
 

从而达到高质量的

协调发展.
 

本研究虽然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指标,
 

并将社会学新兴方法QCA引入地

理学,
 

从组态的角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但与其他大样本的QCA研究一样,
 

面临如何深化质性

分析的挑战.
 

在探究影响因素时需围绕时空格局进行分析,
 

但由于QCA模型在探究长时序影响因素时,
 

需

要重复进行变量校准、
 

必要性分析等步骤,
 

会导致论文篇幅过长,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同时,
 

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在于选择的指标要素内部,
 

还在于系统外部,
 

如宏观区位特征、
 

大尺度的

生产力布局、
 

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等,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将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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