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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通过对“四化”同步发展互动关系的分析 ，提炼出相应的

理论模型 ，针对“四化”同步发展的现状构建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

运用特征向量对构建的指标进行优化筛选 ，得到 ３１个统计监测评价指

标 。最后 ，应用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 、耦合模型 、影响因素模型和灰

色关联分析法对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进行评价分析 。接着 ，本研究

进一步分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以及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联性以及作

用机制问题 。结果表明 ，它们之间关联性强 ，从脉冲函数看 ，相互存在

正响应 ，从方差分解数据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

互促进 ，不是单向关系 。智慧城市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目前智慧城市评价工作在我国

刚起步 ，尚未形成体系 ，存在实践经验缺乏 、对智慧城市内涵目标缺乏

统一认识 、指标选取主观性强 、评价维度不全及不注重权重合理分配

等问题 ，难以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 。因此 ，本研究就如

何准确把握智慧城市内涵 ，如何运用目标层次分析法 、SVM‐RFE模型
和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

研究 ，探究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在

“四化”同步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 ，提出了加快“四化”同步协

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

本书可供研究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学者 、研究生研读参考 ，同

时也可作为实际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



前 　言

　 　随着全球信息化发展步入全面普及 、融合创新和加速转型的新阶

段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面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 ，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奠定了良好的技术

基础 ，信息技术 、知识和创新等要素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内生因素取

代劳动 、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 ，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 。党的十八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四化”同步发展

战略 ，促进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是我国实现

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是新时期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 ，

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新举措 。

本书主要研究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评价 ，通过理论分析 、评

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实证检验 ，研究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关

键影响因素 ，各项作用因子对“四化”同步的影响方式 、作用路径 ，揭示

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提升对策 。首先 ，通过

对“四化”同步发展互动关系的分析 ，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模型 ，针对“四

化”同步发展的现状构建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特征向量理论

对构建的指标进行优化筛选 ，得到统计监测评价指标 。其次 ，采用熵

值法 、耦合模型 、影响因素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等模型方法对浙江省

“四化”同步发展进行评价分析 。详细分析影响浙江省“四化”同步发

展的关键因素 、内在作用机理及影响途径 。接着 ，分析了信息化与工

业化以及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联性以及作用机制问题 。最后 ，运用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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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层次分析法 、SVM‐RFE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 ，探究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

因素 ，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在“四化”同步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

度 ，提出了加快“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

本书通过建立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评价体系的研究框架 ，丰富

和发展了“四化”同步评价的理论研究成果 。通过浙江省“四化”同步

发展的评价研究 ，揭示浙江省“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

作用途径及内在机理 ，为客观评价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提供依

据 ，有利于决策者全面掌握当前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优势 、特点

现状与存在问题 ，为“四化”同步发展的路径优化和政策设计提供

参考 。

本书是 ２０１４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优势学科重点项

目“浙江 ‘四化’同步发展动态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 ” （编号

１４YSXK０２Z） ，浙江省统计局重点研究课题“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浙

江省统计监测评价体系研究”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管

理科学与工程”资助项目“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笔者在此向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陈畴镛教授在笔者

研究和工作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同时感谢笔者指导的研究生张

超华 、张亮亮等对本书写作所做的工作和付出 。最后 ，本书的出版也

得到了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 ，在此表示

感谢 ！

辛金国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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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促进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

化同步发展” ，报告对“四化”同步发展的认可和支持 ，为中国新时期新

挑战下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现阶段的政策制定与修改提供了更

为深入细致的引导 ，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首先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比重很大 ，大量的农

业人口就业就是个问题 ，而适时出现的工业进程便为这些农民提供了

广阔的就业平台 ；其次 ，在如今地球村的趋势下 ，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上 ，也需要信息化为其提升质量 ；再次 ，城镇化的步伐也需要进一步扩

充城市的容纳吸收能力 ，让众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真正的城市

的主人 ；最后 ，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离不开工业化的支撑 、城镇化的带动

和信息化的引领 。

现阶段 ，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已进入关键时刻 ，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四化”同步发展 ，在 ２０１４ 年召开的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

上 ，夏宝龙书记指出 ：“要统筹谋划 ，统一部署 ，推动新型城市化与工业

化 、信息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这个特殊发展阶段 ，一方面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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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 ，但按照同步发展的要求还存

在明显的缺陷 ，“四化”同步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 ，浙江省

“四化”已经具备了同步发展的基础条件 ，亟待通过相互协调 、相互融

合 、相互促进 ，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四化”同步发展的内涵 、机理进行分析 ，总结国内

外“四化”发展的经验 ，归纳出影响“四化”同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继而

对浙江省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 ，构建评价浙江省“四化”同步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为客观评价浙

江省“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提供依据 。该研究有利于全面掌握当前浙

江省“四化”同步发展的优势 、特点现状与存在问题 ，为“四化”同步发

展的路径优化和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因此 ，开展浙江省“四化”同步发

展综合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

1 ．“四化”同步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着如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研究 。美国

学者克里夫特 ·厄斯（Krevitt Eres ）（１９８１）首先运用三因子多参数模
型研究发展中国家信息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 Sethi和
King（１９８８）从获得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评价企业信息化的指

标体系 ，评价体系包括 ７个因素及 ２９项指标 。

国内学者如黄安胜和许佳贤（２０１３）从目标 、功能和指标三个层面

构建了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 ，目标层为“四化”同步发展综合水平指数 ，功能层包括工业化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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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 ，指标层包含 １６

项具体指标 。喻金田 、娄钰华和李会涛 （２０１４ ）采用多指标描述的方

式 ，构建了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测度出中

部地区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景普秋（２０１１）从城

镇化水平 、质量 、效能和城市管理四个方面构建了省域特色城镇化统

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从动态的角度关注了城镇化发展的潜力与能

力 。在指标体系设计中 ，兼顾到城乡一体 、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

资源节约 、城市功能提升等城镇化特点 。最后作者以山西省为例 ，对

特色城镇化进程进行了测算与分析评价 。 辛岭 、蒋和平和刘学瑜

（２０１４）构建了一套中国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

评价模型 ，对国内 ６２个县进行评价分析 ，发现全国县域农业现代化整

体水平不高 ，而且各县发展不平衡 ，差距很大 。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

的县一般也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而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县一般

也是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 ，但是农业大县不一定是农业强县 ，农业现

代化水平与农业县的大小无关 。徐维祥 、舒季君和唐根年（２０１４）通过

对中国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推测 ，

构建了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 PLS（Partial Least Squares）通径
模型和空间距离测度模型 ，以 ２０１０年 ２８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

象 ，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了测量和评价 。

在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 ，朱孔来和李静静（２０１１）认为 ，目前统计

指标体系的设计缺乏层次性和整体性 ，多数是从单一层面或单一视角

进行设计研究 ，这样得出的结果容易有失偏颇 。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

完备性 ，需要分别设计相应的监测子系统 ，明确各个监测子系统的构

成要素和系统结构 ，同时按照“先分解 ，后综合”的原则研究其指标体

系 ，最终保证从多层面 、多视角对被监测对象进行组合研究 。孙小素

（２００９）对统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作了阐述 ，具体来说 ，要有为一定

目标而设计的导向功能 、反映被评价对象现状和发展过程的描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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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作为评价指标体系最基本的评价功能 ，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定量测算和分析的监测预警功能 。

此外 ，有学者从评价方法的角度研究“四化”同步发展水平问题 。

如皮云湘和夏玉森（２０１４）运用描述性统计 、非参数检验 、因子分析及

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 ，研究了 ２０１２年各省域信息化数据 ，从多个角度

全方位地分析了信息化水平结构的差别 。黄安胜和许佳贤（２０１３）在

测度“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通过熵值法确定它们的权重来评

估“四化”的综合发展水平 。

2 ．“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运用均衡发展理论和耦合思想研究“四化”同步

协调发展的评价问题 。 在国外 ，斯多尔和泰勒 （Stohr & Taylor ）
（１９８１）运用均衡发展理论研究了城市和农村平衡发展机制 ，发现这

种机制的中心是农村 ，基础是各地区资源的最大开发 ，目标是满足当

地居民的基本需要 。

在国内 ，一部分学者基于系统耦合思想分析“四化”均衡发展问

题 。如周建群（２０１３）运用系统耦合理论 ，从产业耦合 、要素耦合及市

场耦合三个层面 ，对工业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进行了研

究 ，同时应用分析软件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在研究期内 ，我国

工业化与城镇化基本上协同发展 ，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 。

钱丽 、陈忠卫和肖仁桥（２０１２）运用耦合协调理论 ，构建了工业化 、城

镇化 、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 ，分析了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工业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

差异 ，发现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明显 ，

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 ，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制约协调发展水平

提升的主要因素 。因此 ，统筹城乡发展对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吴振明 ，２０１２） 。郝华勇（２０１２）应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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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理论 ，研究了中部六省的区域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

另一部分学者 ，如华兴顺（２０１３）则将关键问题转移到厘清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探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之

路该如何走 。张轶龙和崔强（２０１３）运用协同度评价模型构建了工业

化与信息化融合度的评价模型 ，研究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和融

合效率 。

3 ．“四化”相互之间作用机理的评价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的两两关系进行检验 。具体包括建立 VAR模型 ，采用

协整检验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来实现（郭庆然 ，２０１３ ；贾云赟 ，

２０１２ ；周战强和乔志敏 ，２０１２ ；苏发金 ，２０１２） 。石安杰和符亮（２０１３）通

过构建回归模型 ，分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表明

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影响较大 ，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贡献度不明显 。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上 ，王春丽（２０１３）运用格兰杰（Granger）因
果关系检验 ，发现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互动

作用 ，从长期来看 ，这种互动作用趋向均衡发展 ，但短期内 ，农业现代

化与城镇化只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城镇化 ，

而城镇化并未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 ，城乡孤立 、二元结构明显 （夏泽

义 、赵曦 ，２０１３） 。肖红波等（２０１３）采用 １９６１ — ２００９年世界 ２０６个国家

的相关数据 ，对工业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关系分析后指出 ，在同等

GDP水平下 ，中国工业化程度高于发达国家 ，城镇化水平低于发达国

家 ，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发达国家 ，农业投资水平较低 ，土地和劳动生产

率较低 。另有部分学者则是通过聚类法展开分析 ，如黄安胜和许佳贤

（２０１３）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对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的协调同步性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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