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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了中国 “五化”协同度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求和法计算 “五化”发展指数以及 “五化”
综合发展指数，运用 HＲ 模型评价“五化”以及每“两化”之间的协同度，得出以下结论: ①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绿色化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②“五化”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每“两化”之间

的协同度演变趋势基本一致，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达到峰值，之后在较高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城镇化与信息

化协同度相对较高，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度相对较低; 绿色化与其他 “四化”之间的协同度整体低于其

他“四化”中每“两化”之间的协调度。④“五化”协同度整体水平逐步提高，可被划分为 1990 － 1997 年

快速发展、1998 － 2005 年缓慢发展、2006 － 2014 年高水平稳定等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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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 以下简称

“五化”) ，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战略决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与

实践创新。“五化”协同推进，有助于缓解人地关系

紧张、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镇化与工业化错位、生

态环境恶化、信息化质量偏低等问题，是新常态下中

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保

障。从本质上讲，“五化”协同发展的提出，既是国

家政策面对不同阶段发展诉求与时俱进的反映，也是

人地关系演变作用于国家政策的结果。建国之初，面

对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国的现实，国家选择了工业

化道路，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

业体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建设取

得瞩目成就，并且成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

擎，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

难等 问 题 日 益 严 重，因 此，十 六 届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十七届五

中全会提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信息化成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所

以，信息化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五届五中全

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八大提出 “促进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的任务。伴随开发强度增强与开发范围扩大，中国人

地矛盾日益尖锐，集中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瓶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从而进一步在 “四化”基础上增加了绿色化，

提出“五化”协同的要求。
目前，学术界对于 “五化”协同发展尚未给出

确切的内涵。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可以把 “五化”
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则分别是整体系统的五个

子系统，整体系统与五个子系统之间具有层级上的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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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与作用关系，并且五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复杂

的影响与制约关系。 “五化”协同发展是指，为使

“五化”整体系统的结构达到最优化、功能实现最大

化、状态保持均衡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保持速

度、规模、质量、效益的相对协调与同步，在相互作

用过程中彼此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实现

“五化”达到高水平的整体发展、互动发展与和谐发

展。其中，“绿色化”是中国首次提出，这是国家从

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与部

署。面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把工业化作为根

本动力、信息化作为重要引擎、城镇化作为重要载

体、农业现代化作为重要保障［1］来推进 “五化”协

同发展的同时，更需要把绿色化作为 “五化”建设

的核心价值观。
一、文献综述

虽然“五化”协同发展的 提 出 时 间 相 对 较 短，

目前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但国内对 “五化”
研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可以归纳为以下四

方面: 第一，对新型工业化［2，3］、信息化［4，5］、城镇

化［6，7］、农业现代化［8，9］、绿色化［10］进行定量或定性

研究，具体包括发展历程、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动

力机制、问题与挑战、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等研究内

容。第二，“五化”中的某“两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中国学者较早关注的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

关系［11 － 13］、城乡关系［14，15］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16，17］，

认为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在特殊阶段存在不协调现

象，但总体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过程，城乡一体

化［18 － 20］、城乡统筹发展［21，22］、城乡协调发展［23，24］是

解决城乡分割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出以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

系［25 － 27］受到学者的关注，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是相

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的协调程度与融合质

量不断提高。第三，伴随十七届五中全会 “三化”
同步的提出，学者对 “三化”同步问题展开大量研

究，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三 化”互 动 的 机 理 与 机

制［28，29］、“三化”同步内涵解读［30，31］、“三化”协调

程度评价［28，32，33］以及“三化”同步的路径［34］等方面。
第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提出之后，“四化”同步成为学术界的热

点问 题， 研 究 主 要 包 括 “四 化”同 步 内 涵 与 特

征［35，36］、互动关系与机理［35，37，38］、区域差异与影响因

素［39 － 41］、定量评价［42，43］与演变历程［44］等方面。
从“一化”到 “四化”，伴随研究维度不断增

多，研究内容由单一研究对象向不同研究对象相互关

系演变，研究方法由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权

法等方法发展为耦合协调模型、同步发展模型、HＲ
模型等复杂评价方法，理论分析深度不断增加，并且

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联系紧密，成为国家和地方政

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

上，构建中国“五化”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加权求和法分别计算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指数以及 “五化”综合发展指

数，运用 HＲ 模型评价 1990 － 2014 年中国 “五化”
以及每 “两化”之间的协同度及其演变过程，以期

丰富中国新 “五化”领域研究内容，为 “五化”协

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 一) 指标体系

中国“五化”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 ( 表 1 ) 包

括五个一级指标，17 个二级指标，40 个三级指标。
其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已有较

多研究、指标选取已较固定，绿色化定量评价研究较

少，本文从资源丰度、环境压力和绿色治理三方面选

取指标。选取指标时坚持层次性、代表性、客观性、
可比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所需数据来源于 《中

国统计年鉴 1991 － 2015》、《1990 － 2014 年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 《1990 － 2014 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1991 － 2015》和 Wind 经济数据

库。

表 1 中国“五化”协同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 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工业化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 元 /人) ! 0. 02613

人均工业产值 ( 元 /人) ! 0. 02586

工业效益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 元 /人) ! 0. 02491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 ) ! 0. 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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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 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工业高科技程度 Ｒ＆D 经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 % ) ! 0. 02533

环保能力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吨 ( 标准煤 /万元) " 0. 02310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 % ) ! 0. 02496

信息化 信息基础 人均邮电业务量 ( 元 /人) ! 0. 02661

互联网上网人数比重 ( % ) ! 0. 03007

电话 ( 包括移动电话) 普及率 ( 部 /百人) ! 0. 02603

教育科技 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 % ) ! 0. 02580

每十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 人) ! 0. 02480

Ｒ＆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 % ) ! 0. 02326

科技活动人员比重 ( % ) ! 0. 02301

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占 GDP 比重 ( % ) ! 0. 02420

城镇化 人口结构 城镇人口比重 ( % ) ! 0. 02477

城镇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 ( % ) ! 0. 02533

城镇建设 人均建成区面积 ( 平方公里 /万人) ! 0. 02344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 平方米 /人) ! 0. 02494

市民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人) ! 0. 02557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 ) " 0. 02394

生态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人) ! 0. 0256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 ! 0. 02421

农业现代化 农业效益 人均农业产值 ( 元 /人) ! 0. 02530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 元 /人) ! 0. 02545

农村生产 人均粮食产量 ( 千克 /人) ! 0. 02336

农业机械化水平 ( 千瓦 /公顷) ! 0. 02493

有效灌溉率 ( % ) ! 0. 02415

农民生活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元 /人) ! 0. 02567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 " 0. 02493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平方米 /人) ! 0. 02439

绿色化 资源丰度 人均水资源量 ( 立方米 /人) ! 0. 02329

人均耕地面积 ( 亩 /人) ! 0. 02455

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 ( % ) ! 0. 02894

森林覆盖率 ( % ) ! 0. 02665

环境压力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 吨 /万人) " 0. 02365

人均废水排放量 ( 吨 /万人) " 0. 02371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 吨 /万人) " 0. 02387

绿色治理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 % ) ! 0. 02455

环保系统工作人数 ( 人) ! 0. 02449

( 二) 研究方法

1. “五化”发展指数测度

第一，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把各指标归一到 ［0，1］ 之间，从而保证

各指标无量纲化，为实现标准化数值均大于 0，用标

准化后除 0 外最小值的十分之一代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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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所涉及指标较多，赋权过程中为保证

权重的客观性，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

法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根据不同指标之间的相

对变化情况对全部指标整体的影响程度决定指标权

重，能够较好反映出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

第三，计算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和绿色化发展指数以及 “五化”综合发展指数。

公式分别为:

G( )g = ∑
n

i = 1
αi gi ( 1)

X( )x = ∑
n

j = 1
β j xj ( 2)

C( )c = ∑
n

k = 1
γk ck ( 3)

N( )n = ∑
n

q = 1
δq nq ( 4)

L( )l = ∑
n

p = 1
εp lp ( 5)

Z( )z = G( )g + X( )x + C( )c + N( )n + L( )[ ]l /5

( 6)

公式中，G ( g ) 、X ( x ) 、C ( c ) 、N ( n ) 、L

( l) 、Z ( z) 分别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指数以及 “五化”综合发展指

数，αi 、β j 、γk 、δq 、εp 为各指标权重，gi 、xj 、ck 、nq 、

lp 各指标标准化值。

2. “五化”协同度测度

以往“三化”与 “四化”协调程度评价中，物

理学中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广泛运用，但

作者实践后发现此方法具有一定的缺点: 运用耦合度

得出的结果数值分布区间较窄，已有研究对耦合协调

度分类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并且计算时间序列数据时

两个模型得出的结果往往差距较大，不利于分析与判

断。所以，本文借 鉴 参 考 文 献 ［41］ 的 研 究 方 法，

建立“五化”协同度 HＲ 评价模型:

HＲ = 1 － S
ρ

( 7)

其中，HＲ 为 “五化”协同度，S 为 “五化”发

展指数的标准差，ρ 为“五化”发展指数的算数平均

值。S
ρ

为变异系数，也称失衡值，用来反映数据间的

离散程度，变异系数越大，说明数据间离散程度越

高。公式 ( 7) 中 1 减去变异系数可以得到数据的集

中程度，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协同度。

为使 HＲ 计算结果均大于 0 且小于 1，本文进行

了如下调整:

Cv = S
ρ

( 8)

HＲ＇ = 1 －
Cv

Cvmax
( 9)

公式 ( 9) 中，HＲ＇数值位于 0 － 1 之间，数值越

小，说明 “五化”之间 协 同 程 度 越 低，数 值 越 大，

说明“五化”之前协同程度越高。
三、结果分析

( 一) “五化”发展指数与综合发展指数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

发展指数评价结果见图 1。1990 － 2014 年，中国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均整体呈

现持续增长趋势。其中，工业化发展指数由 1990 年

0. 0156 提 高 到 2014 年 0. 2364，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1. 99% ，并且在较长时期内高于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2011 年出现下降的现象，并

且之后不再保持领先，可能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国家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使工业发展受到影响。中国信息化发展

起点较低，1990 年发展指数只有 0. 0035 到 2014 年提

高到 0. 2388，年均增长 率 为 19. 19% ，增 长 速 度 较

快，与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科技创新、

信息科技普及信息产品推广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城镇

化发展指数 1990 － 2014 年由 0. 0007 上升到 0. 241，

年均增长 27. 43% ，在“五化”中增长速度最快，经

历了一个起点低、发展快的历程，城镇人口集聚、城

镇数量增加、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扩

张、城市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等因素共同推进了城镇化

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指数 1990 年为 0. 0418，2014
年上升到 0. 2173，年均增长率为 7. 1% ，2003 年起增

长幅度 明 显 增 加，可 能 的 原 因 在 于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三农”问题，连年颁布与“三农”问题有关的中央

“一号文件”，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富农政策，

从而导致了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1990 － 2014 年，

中国绿色化发展指数可分为两个阶段，1990 － 2006
年由 0. 1424 下降到 0. 1052，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

反映出中国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现

实; 2006 － 2014 年由 0. 1052 上升到 0. 1324，呈现波

浪式上升趋势，可见，国家相继在 2003 年提出科学

发展观、2005 年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2007 年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发展

战略，对提高全国绿色化水平起到明显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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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2014 年，中 国 “五 化”综 合 发 展 指 数

( 图 2 ) 由 0. 0408 提 高 到 0. 2132，只 有 1991 年 和

2011 年出现比上年下降的情况，整体呈现逐渐上升

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带动

下，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均取得较大进展，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水平逐步提高，促进了 “五化”综合发展指数提

高。“五化”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7. 13% ，每

年相对于上一年的增长率 ( 图 2) 没有明显的下降或

上升趋势，而是围绕年均增长率呈现波浪式波动，从

而说明“五化”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1991 年，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指数下

降，2011 年，工业化和绿色化发展指数下降，从而

导致两个年份“五化”综合发展指数相比上年下降。

图 1 中国“五化”发展指数

图 2 中国“五化”综合发展指数和增长率

( 二) “五化”协同度

在计算“五化”协同度之前，首先计算 “五化”

中每“两化”之间的协同度。从评价结果 ( 表 2 )

可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之

间的协同度演变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0 世纪 90 年代

后期达到峰值，之后在较高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其

中，城镇化与信息化协同度相对较高，说明城镇化与

信息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相互之间促进效果也比较明

显;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度相对较低，说明工业

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较弱，从而进一步反

映出现阶段中国进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必要性。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分别和绿色化之间

协同度整体低于前 “四化”中每 “两化”之间的协

调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到 “五化”协

同度整体水平的提高，说明今后中国需要重视绿色化

发展以及把绿色化理念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实现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之间的融合。

从 1990 － 2014 年中国 “五化”协同度计算结果

( 图 3) 来看，可以把其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

一阶段是 1990 － 1997 年，这一时期协同度年均增长

率为 55. 95% ，增长速度较快，可以视为 “五化”协

同度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 1998 － 2005 年，

这一时期协同度年均增长率为 2. 63% ，增长速度开

始放慢，可以视为“五化”协同度的缓慢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 2006 － 2014 年，这一时期 “五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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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期间个别年份也存在比上

一年份略微下降的现象，整体而言，可以视为 “五

化”协同度的高水平稳定阶段。可见，中国 “五化”
协同度整体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提升速度在逐渐放

缓，并且近年来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突破，进入了向更

高水平过度的瓶颈期。原因主要在于: 经历了改革开

放之后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

态发展阶段，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即经济增长

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驱动力发展重大转变，在新的

经济发展阶段下，中国 “五化”协同发展程度正在

经历由 “量 变”到 “质 变”的 过 程，然 而 从 “量

变”发展到“质变”是一个渐进的、不显著的过程，

从而导致协同度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中国突破

“五化”协同度的发展瓶颈期面临一个重大机遇，即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绿色化水平整体实现回升，因

此，需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中的地位、重视绿色化在推进 “五化”协同中的

作用，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自

发展过程中践行绿色理念，在 “五化”协同推进过

程中融入绿色理念，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相对协调、相互配合，推进

中国“五化”向更高水平协同发展。
表 2 “两化”之间协同度评价结果

G( g) 和

X( x)

G( g) 和

C( c)

G( g) 和

N( n)

G( g) 和

L( l)
X( x) 和

C( c)

X( x) 和

N( n)

X( x) 和

L( l)
C( c) 和

N( n)

C( c) 和

L( l)
N( n) 和

L( l)

1990 0. 1558 0. 3167 0. 3637 0. 4543 0. 3375 0. 3691 0. 0484 0. 0878 0. 0100 0. 1977

1991 0. 2459 0. 5238 0. 4319 0. 4201 0. 8363 0. 5078 0. 0719 0. 6428 0. 0986 0. 1975

1992 0. 9829 0. 7291 0. 7226 0. 4306 0. 6316 0. 7645 0. 4192 0. 8545 0. 2181 0. 2819

1993 0. 9905 0. 8931 0. 8483 0. 4191 0. 8396 0. 8753 0. 4255 0. 9636 0. 3271 0. 3475

1994 0. 9727 0. 9377 0. 7681 0. 4769 0. 9391 0. 8180 0. 4573 0. 8775 0. 4158 0. 3405

1995 0. 9309 0. 9668 0. 9211 0. 5239 0. 9778 0. 9899 0. 4722 0. 9677 0. 4884 0. 4650

1996 0. 9881 0. 9806 0. 9083 0. 5723 0. 9845 0. 9334 0. 5626 0. 9179 0. 5501 0. 6181

1997 0. 9789 0. 9908 0. 9249 0. 6673 0. 9919 0. 9399 0. 6487 0. 9479 0. 6557 0. 7025

1998 0. 9775 0. 9819 0. 8432 0. 6604 0. 9969 0. 9117 0. 6805 0. 9147 0. 6833 0. 7621

1999 0. 9419 0. 9888 0. 9149 0. 6973 0. 9577 0. 9782 0. 7510 0. 9360 0. 7118 0. 7716

2000 0. 8865 0. 9627 0. 9189 0. 7361 0. 9389 0. 9380 0. 8450 0. 9991 0. 7859 0. 7851

2001 0. 8509 0. 9265 0. 8895 0. 7365 0. 9542 0. 9069 0. 8809 0. 9526 0. 8359 0. 7901

2002 0. 7952 0. 8889 0. 8510 0. 7087 0. 9507 0. 8819 0. 9081 0. 9308 0. 8594 0. 7923

2003 0. 7943 0. 8671 0. 8350 0. 7652 0. 9815 0. 8493 0. 9693 0. 8674 0. 9509 0. 8195

2004 0. 8320 0. 8898 0. 8700 0. 8642 0. 9876 0. 8840 0. 9670 0. 8962 0. 9794 0. 9166

2005 0. 8701 0. 9084 0. 8962 0. 9474 0. 9996 0. 9038 0. 9222 0. 9042 0. 9226 0. 9815

2006 0. 8767 0. 9228 0. 9090 0. 9487 0. 9857 0. 9232 0. 8264 0. 9375 0. 8404 0. 9019

2007 0. 8949 0. 9425 0. 8908 0. 9207 0. 9760 0. 8904 0. 8172 0. 9142 0. 8405 0. 9253

2008 0. 8792 0. 9401 0. 9145 0. 9435 0. 9636 0. 9417 0. 8239 0. 9781 0. 8594 0. 8809

2009 0. 8617 0. 9347 0. 8823 0. 8165 0. 9534 0. 8871 0. 6862 0. 9333 0. 7288 0. 7917

2010 0. 8711 0. 9420 0. 8927 0. 8911 0. 9526 0. 8980 0. 7654 0. 9452 0. 8108 0. 8642

2011 0. 9409 0. 9506 0. 9549 0. 6488 0. 9891 0. 9831 0. 5981 0. 9722 0. 5890 0. 6124

2012 0. 9436 0. 9596 0. 9525 0. 7500 0. 9993 0. 9905 0. 6979 0. 9897 0. 6973 0. 7066

2013 0. 9523 0. 9702 0. 9555 0. 8017 0. 9945 0. 9969 0. 7563 0. 9976 0. 7615 0. 7593

2014 0. 9580 0. 9635 0. 9523 0. 7570 0. 9905 0. 9949 0. 7179 0. 9955 0. 7091 0.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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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五化”协同度评价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在分析 “五化”协同 发 展 内 涵 的 基 础 上，

通过建立中国 “五化”协同度指标体系，运用加权

求和法计算 “五化”发展指数以及 “五化”综合发

展指数，运用 HＲ 模型评价“五化”以及每 “两化”
之间的协同度，研究表明: 第一，中国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持续增长

趋势，绿色化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

势。第二，中国“五化”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现逐

渐上升的趋势。第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每“两化”之间的协同度演变趋势基本一

致，90 年代后期达到峰值，之后在较高水平保持相

对稳定，城镇化与信息化协同度相对较高，工业化与

农业现代化协同度相对较低; 绿色化与其他 “四化”
之间的协同度整体低于其他 “四化”每 “两化”之

间的协调度。第四，“五化”协同度整体水平在逐步

提高，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1990 － 1997 年为 “五

化”协同的快速发展阶段、1998 － 2005 年为 “五化”
协同的缓慢发展阶段、2006 － 2014 年为 “五化”协

同的高水平稳定阶段。
( 二) 讨论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和绿色化”提出时间不长，运用 HＲ 模型评价

“五化”协同发展水平是关于“五化”研究的初步尝

试，在研究思路、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方面难免

存在不足与缺陷。本文研究的是中国 “五化”整体

协同发展水平，由于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与地域文

化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

同，今后应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 “五化”协同发展

水平进行典型研究，产生的结果更有助于指导不同区

域可持续发展。受数据获取的限制，“五化”及其协

同发展的内涵远比当前指标体系所代表的内容更加丰

富全面，指标体系有待更进一步完善。关于 “五化”
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提高 “五化”协同发展水

平的路径与建议，值得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

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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