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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城镇化对新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为统筹城乡发展及提高新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2004～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建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分别对

二者进行统计分析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十三年来新疆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且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提升速度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便利生活设施的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

系，城市环境卫生与之呈现较弱的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助于提升新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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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n Xinjia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2004 to 2016,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was established, and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Xinjia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had increased steadily in the past 13 years, and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ru⁃
ral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convenient living facilitie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is weakly related.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m⁃
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reating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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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载

体，以其较强的吸纳作用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速农业现代化

进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经济

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社会稳定发展

的关键，事关全国稳定和发展大局。改革开放以

来，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稳步提升，温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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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得到解决 [1]，居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条件得以

改善，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品已经饱和，恩格

尔系数逐年减小，消费结构升级，但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水平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城乡发

展不协调、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 [2-3]，且

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处于“双低”水

平 [4-5]。关于城镇化发展评价 [6]、城镇化发展的影

响因素 [7]、经济增长与城镇化 [8]关系研究，居民生

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 [9]、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

标构建 [10]、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分析 [11]等方面的

研究分析较多，探讨城镇化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

的研究较少，而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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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12]。

因此，本文选取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元统计方

法，对城镇化发展及其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

响作用做出评价，并就如何合理推动城镇化进

程、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出对策及建议。

1 新疆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现状分析

1.1 新疆城镇化发展现状

从人口城镇化来说，截至 2017年底，新疆城

镇化率为 49.38%，较十年前增长 10.23%，平均增

速为 1.02%，城镇化率稳步提高，但比全国平均水

平 58.52%低 9.14个百分点，且差距有扩大的趋

势。从经济城镇化来看，从 2004年到 2017年，新

疆人均 GDP由 11 337元增长到 44 506元，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7 503元增长到 26 830元，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11.3%、11.2%，经济呈快速、稳定

的发展态势。从社会与生态城镇化来看，城镇道

路、排水、公交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全区燃

气普及率和供水普及率高达 98%以上。城镇亮

化、绿化、净化、美化进程加快，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污水综合处理率显著提高，城市综合实

力逐渐增强。从城镇化质量来看，新疆城镇化质

量逐年提升，但地区差距明显扩大 [13]，且新疆大城

市、地级市数量较少，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散，大

多数沿交通干线呈线状分布，整体呈现“北高南

低”“东高西低”的地理分布特征 [2,14]。

1.2 新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

目前新疆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正向小康水平迈进。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的生产

和生活消费品已经饱和，基本的生存型消费支出比

重明显降低，恩格尔系数值逐年减小，发展型和享

受型消费支出比重逐渐提高。从 2004年到 2017
年，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 1 689元增加到 9 573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7 846元增加到 11 045元，

绝对额分别增加了 4.7倍和 0.4倍。虽然新疆农村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提

升，但与全国相比，新疆农村居民消费还处于较

低的水平。

2 新疆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综合测度

2.1 指标选择

2.1.1 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

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

面，且主观指标主要以客观指标作为参照 [15]。考

虑到农村居民生活的具体情况和数据的可取性，

以及遵循代表性、简洁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指

标选择的原则，本文选用 9个客观指标来衡量新

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表 1）。
2.1.2 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

为较好地反映城镇化水平的实际状况，本研

究采用复合指标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从人口结

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城镇建设结构四方面

选取 9个指标对新疆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和综合

评价（表 1）。
表1 生活质量与城镇化指标体系

生活质量 单位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数

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恩格尔系数

人均住房面积

每百户摩托车拥有数

每百户彩电拥有数

文教娱乐支出比重

医疗保健支出比重

个

元

元

%
平方米

辆

台

%
%

城镇化 单位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公路通车里程数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城市绿地面积

生活垃圾清运量

燃气普及率

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建成区面积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每万人医生数

公里

万吨

平方公里

万吨

%
人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亿元

个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分别选择 9个指标描述城镇化及农村居民生

活质量情况，对两组指标降维处理，找到代表原

始变量信息的综合公因子，计算因子得分及总得

分，再以城镇化各综合公因子得分为自变量，以

生活质量综合公因子总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关系。

城镇化水平与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

源于 2004~2017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3 结果分析

2.3.1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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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城镇化与生活质量的两组指标数据均通

过 KMO和 Bartlett检验，从表 2中可以看出，生活

质量数据组的 KMO值为 0.681，城镇化数据组的

KMO 值为 0.687，Bartlett 检验的 P 值为 0，小于

0.05，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说明所选方法比较理

想，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2.3.2 因子分析

对描述生活质量的指标数据降维，提取 3个
公因子后，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96.433%，说明前

三个因子能很好地解释原始变量，所以采用三个

公因子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进行描述。

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原始变量与公

因子的相关程度越大，公因子对原变量的解释能

力越强。从表 3中可看出，第一公因子在 X4、X6、
X5、X7 上的载荷较大，并且有最高方差贡献率

48.326%，反映了农村居民的住房和生活条件，称

其为物质生活水平因子。第二公因子在 X3、X2、
表3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综合因子分析表

公因子

物质生活

水平因子

精神文化

生活因子

医疗保障

因子

注：由 SPSS 21.0因子分析统计，原始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指标

X4恩格尔系数

X6摩托车

X5人均住房面积

X7彩电

X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2家庭人均纯收入

X8文教娱乐支出构成

X1劳动力负担数

X9医疗保健支出比重

第一公因子

特征值

4.349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923
0.845
0.824
0.773
0.720
0.711
-0.502
-0.471
0.099

方差贡献率（%）
48.326

成分得分系数

-0.685
0.349
0.376
0.233
0.021
-0.018
0.457
0.402
-0.015

第二公因子

特征值

3.065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312
0.509
0.468
0.539
0.654
0.676
-0.836
-0.772
0.138

方差贡献率（%）
34.050

成分得分系数

0.640
-0.205
-0.251
-0.107
0.239
0.285
-0.803
-0.637
-0.239

第三公因子

特征值

1.265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107
0.141
0.138
0.265
0.054
0.071
-0.141
-0.390
0.982

方差贡献率（%）
14.057

成分得分系数

-0.036
-0.005
0.007
0.110
-0.152
-0.144
0.139
-0.140
0.967

表2 KMO和Bartlett 检验

指标

KMO检验统计量 .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显著性检验

生活质量

0.681
0

城镇化

0.687
0

X8、X1上的载荷较大，并且贡献率为 34.050%，反
映了农村居民对物质和精神上的满意程度，称其

为精神文化生活因子。第三公因子在 X9上载荷

较大，其贡献率为 14.057%，反映了农村居民对医

疗保健的重视程度，称其为医疗保障因子。

对描述城镇化的 9个指标进行 SPSS 21.0因
子分析统计，结果见表 4。

第一公因子在 X9、X5、X3、X8上载荷较大，有较

高贡献率 46.613%，基本反映城镇基础建设和医

疗水平，称之为城镇基础建设因子 Y1；第二公因

子 在 X7、X6、X1 上 载 荷 较 大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34.989%，基本反映城市拥挤程度和交通便利度，

称之为城镇生活便利因子 Y2；第三公因子在 X2、
X4上载荷较大，方差贡献率为 13.491%，反映城市

生活废弃物的处理能力，暂且称其为城市环境卫

生因子Y3。
城镇化因子得分及综合因子得分：

表 5显示，城镇化和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总体

上呈上升态势，主要分为波动上升（2004～2011
年），稳定上升（2012～2016）两大阶段。波动上升

阶段，城镇化与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得分增速分别

为 0.15、0.17；稳定上升阶段增速分别为 0.20、
0.28，可见随着城镇化综合得分增速的提高，农村

居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增速显著提升，说明农村

居民生活质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得到稳步提升。

且两类综合得分在 2011年转变尤为明显，可以推出

2010年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成效突出，为新疆

的城镇化建设工作和民生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城市

环境卫生因子得分呈波动分布，2011年达到最高

分，往后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城市生态环境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2.3.3 回归分析

以反映城镇化水平的三个公因子得分为自变

量，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为因变量Y，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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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由Eviews8.0回归得到回归结果，见表6。
Y = 1.08 × 10-6 + 0.655Y1 + 0.225Y2 + 0.195Y3
模型显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R2=0.958，说明

变量 Y变化的 95.8%可由三个自变量解释，模型

整体上拟合得很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F检验和 T检验，表明回归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显

著，即城镇化对新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显

著。Y1的参数估计值 β 1=0.655，表示当 Y2、Y3保持

不变时，城镇基础建设因子每增加一分值，生活

质量综合得分 Y约提高 0.655分；同样，在其他自

变量不变的情况下，Y2城镇生活便利因子每增加

一分值，Y约增加 0.225分；Y3环境卫生因子每增

加一分值，生活质量得分Y约提升 0.195分。

在对生活质量的因子分析中，第一主因子的

方差贡献率最大，也就是权重最大，说明第一主

因子所反映的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每百

万人摩托车数和彩电拥有数是衡量新疆农村居民

生活质量高低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说，要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农村居民的

物质生活水平；在对城镇发展的因子分析中，城

市基础建设因子所占权重最大，说明城市的基础

表4 城镇化综合因子分析表

公因子

城市基础

建设因子

城镇便利

因子

城市环境

卫生因子

指标

x9每万人医生数

x5燃气普及率

x3城市绿地面积

x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x7城市建成区面积

x6城市人口密度

x1公路通车里程数

x2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x4生活垃圾清运量

第一公因子

特征值

4.195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896
0.859
0.812
0.809
0.785
0.137
0.438
0.634
0.333

方差贡献率（%）
46.613

成分得分系数

0.557
0.468
0.254
0.147
0.233
-0.302
-0.174
-0.245
-0.410

第二公因子

特征值

3.149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082
0.263
0.528
0.505
0.600
0.912
0.884
0.720
-0.217

方差贡献率（%）
34.989

成分得分系数

-0.435
-0.306
-0.042
0.047
-0.004
0.533
0.424
0.451
0.321

第三公因子

特征值

1.214
旋转后的

载荷系数

0.278
0.175
0.114
0.234
0.046
-0.340
-0.142
0.260
0.913

方差贡献率（%）
13.491

成分得分系数

-0.327
-0.314
-0.137
0.069
-0.170
0.064
0.098
0.496
1.161

表5 城镇化因子得分和综合因子得分表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城市基础建设因子

-0.862
-0.260
-0.638
-0.275
-0.739
-0.920
-0.631
-1.002
0.111
0.543
1.161
1.543
1.968 56

城市便利因子

-1.538
-1.674
-1.570
1.007
0.272
1.125
1.037
0.712
0.228
0.225
0.341
0.233

-0.398 56

城市环境卫生因子

-0.137
-0.765
0.015
-2.541
0.598
-0.331
-0.338
1.725
0.931
0.703
0.138
0.011

-0.008 76

城镇化综合得分

-0.934
-0.699
-0.787
-0.266
-0.286
-0.304
-0.156
-0.168
0.258
0.483
0.802
0.984
1.071 58

生活质量综合得分

-1.018
-0.901
-0.515
-0.391
-0.326
-0.397
-0.226
-0.084
0.331
0.377
0.626
1.071
1.452 62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C
Y1
Y2
Y3
R2

调整 R2

特征值

1.08E-06
0.655
0.225
0.195
0.958
0.944

标准误差

0.048
0.050
0.050
0.050
F检验统计量

P值

T检验

0.000
13.044
4.483
3.887

P值

1.000
0.000
0.002
0.004
68.44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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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力量决定城镇的发展水平；结合回归分析结

果可得出：城镇基础建设力量和便利程度与农村

居民生活质量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城市环境卫生

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较弱的正相关性。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近十三年来新疆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

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2）城镇化显著影响新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且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速度随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而逐渐升高。

（3）本文建立的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多元回归模型表明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新疆农村

居民的生活质量，其中城镇基础建设因子影响程

度最大，生活便利因子次之，环境卫生因子较低。

3.2 建议

（1）多方面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物质生活水平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关

键因素，因此，需要拓宽收入渠道，增加与改善经

济来源，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新

疆依托资源优势，按照“稳粮调棉优果兴畜”要

求，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转变畜牧业的发展

方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加强肉羊良种繁

育体系建设，形成具有新疆地区特点的畜牧业生

产布局，以创新方式为手段深入开拓新疆农产品

市场，扩大其在内地市场的覆盖面。支持拥有生

产资源少的农户实行土地转包、牲畜代牧，增加

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同时加强和重视农村居民的

职业技能培训宣传教育，以南疆为重点大力引导

农民创业就业和务工经商，实现稳定就业，形成

多元化增收格局。各级部门坚持有效落实国家和

自治区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惠农政策，实

施“短平快”项目和“访惠聚”活动支持项目，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目前新疆农村的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村村通、户

户通的交通网络基本搭建，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的

用水用电等问题也得到基本解决。但随着城镇化

的持续推进，使得农村居民对基础设施建设有了

更高的要求，且农村基础设施还处于“配齐”阶

段，距离“配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须以政

府财政支持为主，社会集资为辅，加大对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完善农

田水利工程配套体系，扩大居民自来水使用及电

网的覆盖面；以及完善居住区农贸市场、社区医

院、娱乐设施等建设，逐渐形成完整的配套体系，

提高生活便捷度，缩小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差

异，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3）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营造良好生活环

境。新疆传统粗放型的城镇化模式，导致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新疆城

镇化必须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环境建设是

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16]，因此，政府要协

调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积极通过媒体、社区活

动等宣传方式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通过绿

色公益活动呼吁大家参与到环境保护中，营造良

好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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