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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课题，而人口因素也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

素。因此，正确分析及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地区两者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

于2013年—2022年山西省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数据，构建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

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确定人口和经济发展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采用耦合模型测度运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和协调

发展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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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has grad-

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complex subject, with population  factors emerging as a key deter-

minant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correctly analyzing and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ir 

harmonious progress. Based on data  from 2013  to 2022 covering both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uncheng City,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ntropy method is employed to de-

termine the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evalua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s of both the popula-

tion and economic systems. A coupling model is then used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Yuncheng City. On this basi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

my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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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了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是否协调，对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综合实力的大小，人民生活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影响 [2-5]。

本文以运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运城市2013年—2022年人口与经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

法等构建人口与经济两系统相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运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再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其协调发展状

态，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一）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以运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山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运城市统计年鉴（2013--2022）》《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等途径获取关于运城市 2013—2022年

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数据，分别构建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

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构建框架如表1.1所示。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09

表1.1 人口与经济子系统指标体系框架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符号

人口

发展

系统

人口规模

年末常住人口（人） 正向 X1

人口自然增长率（%） 正向 X2

人口密度（人 /km2） 负向 X3

人口质量

人口死亡率（%） 负向 X4

高中在校学生人数（人） 正向 X5

教育占财政支出比例（%） 正向 X6

人口结构

性别比（%） 负向 X7

城镇人口比重（%） 正向 X8

就业人员数（人） 正向 X9

人口服务 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元 /人） 正向 X10

经济

发展

系统

经济总量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正向 Y1

第二产业产值（万元） 正向 Y2

第三产业产值（万元） 正向 Y3

经济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正向 Y4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年） 正向 Y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正向 Y6

经济结构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正向 Y7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正向 Y8

经济活力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正向 Y9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正向 Y10

（二）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

1.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具有量纲差异，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本文采用极值处理法，对指标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计算公式

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 （1.1）

负向指标标准化： （1.2）

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Yij 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进

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n表示年份数，m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2.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精确度较高的熵值法判

断其离散程度，通过计算得到各个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

（1）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样本值所占比重：

          （1.3）

其中，n表示年份数，m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2）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

          （1.4）

（3）第 j项指标的权重：

          （1.5）

由式可知，0≤ w_j≤1、∑ wj =1，符合权重的要求。

3.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本文利用综合指数计算人口和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水

平，计算公式如下：

          （1.6）

其中，Fm 代表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水平，Wi 为各项指标的权

重，Xi 为人口和经济发展指标的标准化值；n为各系统指标数量，

n=10。

（三）运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1.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用熵值法明确各指标权重，运用公式（1.3-1.5），借助 

Stata 软件，对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权重做出测

算，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二级指标权重值

子系统 二级指标 权重

人口发展系统

年末常住人口（人） 0.1172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472

人口密度（人 /km2） 0.0976

人口死亡率（%） 0.0457

高中在校学生人数（人） 0.1784

教育占财政支出比例（%） 0.0941

性别比（%） 0.0856

城镇人口比重（%） 0.0880

就业人员数（人） 0.0993

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元 /人） 0.1469

经济发展系统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0.1493

第二产业产值（万元） 0.1730

第三产业产值（万元） 0.079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1782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年） 0.08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0.0515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094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50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0.0700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0.0690

2.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将以上结果代入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公式（1.6），可以计算得

到人口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其变化趋势轨迹图如图

1.1所示。

 > 图1.1  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由图1.1可以看出，人口与经济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大



010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经济与金融统计 |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13年 —2018年，在该阶段综合发展水平呈现

出人口子系统大于经济子系统的特点。这一时期全市人口发展正

处于乏力阶段，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转变，但在2015年有小幅

度的下滑，可能是由于2015年山西省重点监测特色产业集群规模

不足、优势不足、行业影响力有限的突出问题较为严重，运城市

作为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其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阶段为2018年 —2020年，在该阶段人口子系统发展水

平仍然大于经济子系统，但这一时期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

势，而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呈下降趋势。

第三阶段2020年 —2022年，在该阶段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

经济子系统大于人口子系统的特点。在此时期，面对国内新冠疫

情反复和经济发展需求收缩等多重挑战和压力下，运城市人民政

府持续强化推进“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主抓手，始终保持昂

扬的奋斗姿态与坚定的战略目标，使得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

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并超过人口综合发展水平，实现历

史性突破。

二、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介绍

1.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用于评估系统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依赖程度越

大，则耦合性越强，但独立性越差。耦合度模型如下：

  （2.1）

其中，F1 为人口综合发展指数，F2 为经济综合发展指数，C

表示人口与经济发展系统的耦合度（0≤ C≤1）。

为了更加准确客观反映人口与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

本文在此基础上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其数值越大，表

示两系统越协调。公式如下：

 （2.2）

  （2.3）

其 中，D表 示 人 口 与 经 济 系 统 间 耦 合 协 调 程 度 值

（0≤ D≤1），α和 β分别为人口与经济体系的待定系数，本文

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系统地位就运城市耦合协调发展而言同等重

要，故 α和 β均取值0.5。

2.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度是对系统及要素之间良性耦合程度进行测算，是

耦合与协调性的综合反映 [3]。本文将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划分为

“低度协调耦合”“一般协调耦合”“良好协调耦合”“高度协调耦

合”四种类型，如下表2.1。

表2.1 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划分

耦合度值 耦合协调类型 发展阶段

低度协调耦合 低水平耦合阶段

一般协调耦合 拮抗阶段

良好协调耦合 磨合阶段

高度协调耦合 高水平耦合阶段

（二）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分析

表2.2 运城市2013年—2022年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年份 发展阶段 协调发展度 协调发展度类型

2013

拮抗阶段

0.4052

一般协调耦合

2014 0.4190

2015 0.3837

2016 0.3780

2017 0.4078

2018 0.4554

2019 0.4606

2020 0.4792

2021
磨合阶段

0.5456
良好协调耦合

2022 0.6014

由表2.2可知，2013年 —2022年运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系

统耦合度值介于0.3780-0.6014之间，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

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3年 —2020年，此时运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

数值均处于0.3-0.5之间，大体上处于持续上升趋势，处于拮抗阶

段，属于一般协调耦合类型。该阶段虽然运城市经济子系统发展

落后于人口子系统发展，但是经济子系统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尤其在2020年经济子系统得以迅速发展，表明这一时期运城市的

经济状况在多方面表现良好，但是尚未重视对人口发展的资金投

入，致使人口发展的动力不足。

第二阶段是2021年 —2022年期间，该时期运城市人口与经

济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处于0.5以上，处于磨合阶段，其协调耦合

类型也转为良好协调耦合状态。该阶段运城市对人口与经济的发

展力度逐步加大，人口与经济实现了共同发展，但是人口子系统

较2013年发展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在2021年发展水

平还有所落后，所以导致这一阶段还处于低水平的良好协调耦合

状态。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从运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来看，近十年经济子系

统综合发展水平从整体上看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而人口子系统综

合发展指数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一方面，运城市新生儿数

量减少，且人口流失严重；另一方面，运城市人口老龄化加剧。

2.从运城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近十年运城市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持续向好转变，经历了缓慢增长期

和快速增长期两个阶段。由于社会福利、户籍制度等政策约束导

致人口集聚水平受到限制，形成人口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

平的特征。因此运城市在未来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同时，优化人口

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等也至关重要。

（二）建议

1.推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一方面，政府应积

极稳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同时，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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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优化人口结构，促

进运城市人口子系统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企业应

优化产业布局，充分挖掘黄河流域的地域特征，因地制宜地培育

地方新兴产业，促进运城市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2.全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6]。运城市作

为农业大市，应充分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大力推进乡村产业的发

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市，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实现农业

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注入新

动能 [7]。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运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从

政策、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而不断提高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以实现人口与经济子系统高质量发展度

下的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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