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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中央财经委第

六次会议对成渝地区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

中，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是国家在新时代赋予成渝地区的重大改

革任务。由于前期统筹城乡改革试验探索中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望探索出

一条具有中国西部地区特色的城乡融合道路。当

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进程依然不均衡、不协调，农业

和农村现代化水平仍然相对滞后。由此，从妥善处

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者关系的角度，加快构建反

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

合评价体系并进行动态追踪侦测，调整和优化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的系列政策，就成为理论界和决策层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

问题。

一、文献回顾

学者们对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建构、测度及

运用开展了大量研究。例如：赵德起等(2019)立足全

国样本建构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体系，从

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动力、结果三个维度运用横纵

向拉开档次法进行了考察[1]。赵华等(2019)从新发展

理念出发，建构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测度体系，

运用熵值法赋权评估了东中西三大地带“十三五”时

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变动情况 [2]。周佳宁等

(2019)基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

融合角度，建构了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

测度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二级指标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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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3]。还有一些文献将省域或者城市群作为研究

对象，但方法并未有重大突破。

成都、重庆早在 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做了

大量有益探索。学者们在聚焦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

展实践探索研究的同时，也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

行了测度。例如：白志礼等(2010)动态评估了成渝地

区城乡统筹成效的区域差异，发现成都市市域城乡

一体化现状显著优于重庆市市域，即成都市辖区城

乡统筹发展呈现聚集态势，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不断增强，但重庆市辖区内发展较快的区域多处于

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阶段[4]。杨占锋(2017)从城乡二

元结构差异视角，对成渝试验区城乡统筹综合改革

成效进行了测评，指出成渝统筹城乡改革对缩小城

乡二元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非

农业化基本保持同步协调，但仍面临城乡经济二元

差异、城镇化经济增长速度失调等障碍和困难[5]。吴

玉梅等(2019)基于DEA和DID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

城乡统筹改革对成渝地区全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

发现城乡统筹政策显著提高了成渝地区全要素配置

效率，这种配置效率的提升得益于政府干预程度和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6]。

总体来看，大量文献仍然集中在成都、重庆国家

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探索的研究上，对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尤其

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以后，这方面

的研究亟待丰富与深化。因此，本文直接聚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界定的空间范围①，以重庆市的中心9城区及

万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

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梁平、丰都、垫江、

忠县、开州、云阳共29个区县，四川省成都、自贡、泸

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

广安、达州、雅安、资阳15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当

前，理论界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主要有两种思

路：一是立足融合的实质，从经济—社会—空间—文

化—生态等多角度测度城乡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从而建构指标体系测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二是立

足城乡两个地域子系统融合发展的过程，从系统间

耦合协同发展程度来考察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前者

对融合的实质逻辑要求较高，而后者更强调融合的

动态演化。从本质上来看，城乡融合的过程就是将

城市与乡村这两个地域功能有差别的空间组织，通

过要素互换、规划相接、空间相融、产业交叉，逐步变

成功能、市场、体制机制一体的地域共同体[7]，故而城

市与乡村这两个独立发展的子系统最终将逐步完成

协同融合的历史任务。因此，本文使用第二种思路

来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从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发展两个子系统出发，分别建构

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的多指标评

价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更好地展现动

态变化过程，本文采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5+
29”个县(市、区)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

相关数据②。

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测度

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本文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

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

关注人的城镇化过程，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实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展进程，一方面包括

人的“由乡入城”迁徙过程，另一方面也包括与人的

迁徙直接相关的城镇土地利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社会保障供给、就业与基础设施支撑、产业结构

升级等一系列过程，因此其评价是多维度的。其中，

人口城镇化使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来表示；土地城镇化使用商品房销售面

积来表示；基础设施城镇化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和城市公路总里程来表示；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城镇化使用万人中在校学生数、公共图书馆个数、社

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来表示；就业与产业城镇化

使用城镇就业人员数、城市第三产业比重、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来表示。由此，本文形成测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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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城镇化发展子系统指标评价体系

(详见表1)。
其次，本文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发展

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在新发展阶段，乡村发展的战

略举措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的根本

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本文从农民收

入与生活富裕、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兴旺、乡村建设与

治理三个维度来理解乡村振兴内涵。其中，农民收

入与生活富裕维度使用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来表示；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兴旺维度

使用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猪肉产量、粮食产量来表示；乡村建设与

治理维度使用每万人中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村用电

量、财政支农占公共支出预算比重来表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乡村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

测度

(1)城镇化发展子系统与乡村发展子系统的综合

测度

本文使用熵值法来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

镇化发展指数和乡村发展指数。所谓熵值是不确定

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

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③。

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5+29”个县

(市、区)城镇化发展子系统、乡村发展子系统二级指

标权重如表3和表4所示。

(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计算

得出城镇化发展子系统和乡村发展子系统的综

表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展子系统指标评价体系

准则层

城镇化发展水平

(城镇化发展子系统)

目标层

人口城镇化

就业与产业城镇化

基础设施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城镇化

指标层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
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城市公路总里程(公里)
商品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万人中在校学生数(人)
公共图书馆个数(个)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表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发展子系统指标评价体系

准则层

乡村发展水平

(乡村发展子系统)

目标层

农民收入与生活富裕

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兴旺

乡村建设与治理

指标层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农用化肥施用量(万吨)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公顷)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猪肉产量(万吨)
粮食产量(万吨)
每万人中乡村从业人员数(人)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时)
财政支农占公共支出预算比重(%)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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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得分后，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方法计算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

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指两个及

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实现协调发展的动

态关联关系，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

约程度。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

度的大小，可体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在具体计算

中，耦合协调度模型共涉及3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

是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和耦合协调度D值。本

文使用耦合协调度来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县

(市、区)城镇化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协调融合程度。本

文根据融合协调度的分类基准，划分城乡融合度的

等级和类型(详见表5)。
本文计算了 2013年、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城乡融合发展指

数，由于数据量过大，仅附上 2019年计算结果(详见

表6)。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

侦测

本文分别从整体、片区以及空间角度，进一步分

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

动态。

(1)整体演变态势

本文分别计算了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

表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展子系统熵值法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序列

城镇化率

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
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城市公路总里程(公里)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商品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万人中在校学生数(人)
公共图书馆个数(个)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

信息熵值e
0.9644
0.9009
0.9678
0.951
0.9415
0.9069
0.9078
0.9779
0.9629
0.8363
0.9848

信息效用值d
0.0356
0.0991
0.0322
0.049
0.0585
0.0931
0.0922
0.0221
0.0371
0.1637
0.0152

权重系数w(%)
5.10
14.20
4.62
7.02
8.38
13.34
13.21
3.17
5.31
23.46
2.18

表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发展子系统熵值法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序列

农用化肥施用量(万吨)
每万人中乡村从业人员数(人)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公顷)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时)
粮食产量(万吨)
猪肉产量(万吨)
财政支农占公共支出预算比重(%)

信息熵值e
0.9831
0.9775
0.9258
0.9145
0.9753
0.9757
0.9174
0.92
0.915
0.9785

信息效用值d
0.0169
0.0225
0.0742
0.0855
0.0247
0.0243
0.0826
0.08
0.085
0.0215

权重系数w(%)
3.27
4.35
14.35
16.53
4.78
4.70
15.96
15.47
16.4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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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城乡融合度)，并评估整体城乡融合等级，结果如图1
所示。

从图 1来看，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基本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013
年，城乡融合指数为 0.362，隶属融合等级 4，属于融

合度较差阶段；2017年，城乡融合指数跃升至0.412，
融合等级进入等级5，融合度明显提升；2019年，经济

圈整体呈现融合指数进一步增长，提升到0.44，已进

入融合度一般的新发展阶段。尽管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历经“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统筹城乡和城乡

发展一体化改革的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已

有较大提高，但融合等级依旧较差，根本原因在于大

多数县(市、区)仍处于城镇化初期向中期转变阶段，

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极化效应远远大于辐射带动效

应，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多为政策性引导，市场的二元

表5 城乡融合度等级划分标准

城乡融合度D值区间

(0—0.1)
[0.1—0.2)
[0.2—0.3)
[0.3—0.4)
[0.4—0.5)

城市融合等级

1
2
3
4
5

城乡融合类型

无融合

融合度极差

融合度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一般

城乡融合D值区间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城乡融合等级

6
7
8
9
10

城乡融合类型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较好融合

良好融合

优质融合

表6 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情况

注：重庆市渝中区由于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属于最核心城区，所以不存在城乡融合问题。

地区

成都市

自贡市

泸州市

德阳市

绵阳市

遂宁市

内江市

乐山市

南充市

眉山市

宜宾市

广安市

达州市

雅安市

资阳市

万州区

黔江区

涪陵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城乡融合度

0.995
0.524
0.662
0.599
0.677
0.541
0.562
0.604
0.727
0.534
0.709
0.592
0.686
0.456
0.537
0.403
0.337
0.395
0.29
0.272
0.349
0.329

城乡融合等级

10
6
7
6
7
6
6
7
8
6
8
6
7
5
6
5
4
4
3
3
4
4

城乡融合类型

优质融合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勉强融合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较好融合

勉强融合

较好融合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融合度一般

勉强融合

融合度一般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差

融合度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地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开州区

梁平区

丰都县

垫江县

忠县

云阳县

南岸区

城乡融合度

0.331
0.364
0.366
0.316
0.4
0.39
0.377
0.332
0.362
0.349
0.328
0.345
0.333
0.331
0.375
0.33
0.302
0.342
0.352
0.349
0.299

城乡融合等级

4
4
4
4
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城乡融合类型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一般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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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效应依旧较强，未真正实现从城乡失衡到城乡

融合的实质性转变。

(2)片区演变态势

本文按照四川片区和重庆片区进行分类，城乡

融合度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观察表 7中的结果，在静态条件下，四川片区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要远远好于重庆片区，表明重庆片

区城乡不平衡性特征更为明显。之所以呈现出上

述结果，根本原因是四川片区城镇空间等级体系较

为完善，省域内县域及小城镇的经济联系更为密

切，而重庆“大城大乡”的城乡藩篱和空间碎片化特

征积重难返。从城乡融合等级、类型上判定，四川

片区从 2013年起 15市均已进入勉强融合阶段，城

乡融合特征已逐步显现，但重庆片区却仍在融合度

差的水平上不断徘徊。在动态条件下，四川片区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态势明显，到 2017年已进

入初步融合阶段；重庆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加速

发展特征明显，尤其是进入 2015年以后，年均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增速大幅提高，追赶特征已经形成，

虽然与四川片区仍有较大差距，但趋同效应已开始

发挥主导作用。

(3)空间演变态势

从空间演变态势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

乡融合发展呈现出内部分化的次区域异质性状态

(详见表 8)。川东北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最高，成都平

原七市次高，然后是川南四市、渝东北三峡库区、重

庆主城区。川东北之所以城乡融合水平最高，很大

程度上是由川渝合作发展先行区的区域便利及靠近

重庆主城区增长极红利所致。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

乡融合度强于重庆主城区则是因为重庆主城区的扩

围所致。进一步观察融合发展速度，川东北城乡融

合发展速度最快，川南四市追赶成都平原七市趋势

显著，整个四川片区城乡融合发展俱乐部趋同效应

十分明显。而在重庆片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群体趋同

现象，除了渝中区以外，重庆主城区由于扩围效应持

续存在，极大程度地拉低了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度不断改善，已经成为

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片区的新高地。

表7 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片区格局

年份

2013
2015
2017
2019

四川片区城乡融合度

0.556
0.581
0.603
0.627

城乡融合等级

6
6
7
7

城乡融合类型

勉强融合

勉强融合

初步融合

初步融合

重庆片区城乡融合度

0.261
0.289
0.314
0.344

城乡融合等级

3
3
4
4

城乡融合类型

融合度差

融合度差

融合度较差

融合度较差

图1 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演变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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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优

化策略

1.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基本呈现稳步上升

态势，同时四川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

重庆片区；从空间演变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内部分化的次区域异质性状

态，川东北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最高，成都平原七市次

高，然后是川南四市、渝东北三峡库区、重庆主城区。

2.优化策略

(1)加快实施城乡融合梯度发展战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内城乡融合水平分化非常显著，具有明

确的西优东劣、川渝分割特征，因此建议实施梯度发

展战略。一是应坚持“快马拉快车”“大马带小马”的

原则，定位成都市和重庆主城区为“雁首”，引领毗邻

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二是强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改革成效，川渝两地可以在自己片区范围内分

别再遴选若干个城乡融合试点区，通过放权赋能，尊

重基层首创，及时总结归纳不同经验模式并向全省

推广。具体来说，四川省可在前期地级市设立试验

点基础上，将试验点逐步扩围成试验片区，扩大试点

范围与成效。重庆也可有序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从

目前的9区县扩展到21区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最终形成以成都、重庆主城区为核心，加速成都向东

扩围、重庆向西，统筹两翼和毗邻地区的城乡融合梯

度发展格局。

(2)以乡村振兴为牵引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城乡

融合。城乡融合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城镇化发展和乡

村现代化发育的总体协同能力。换言之，城乡融合

发展与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并无单一关系，

而是取决于两个子系统的相对平衡状态。一是继续

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让新型城镇化成为推进

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突破口[8]。城镇化和

农业农村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并不符合城乡融合的

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必须优先推进城镇化，从城镇

化质量和城镇化空间格局上推动城乡整体功能和生

产效率跃迁，带动传统乡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化转

型。二是同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在生产

要素仍然继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和政

府两只手，持续稳步增加乡村建设投入，引导更多要

素投向乡村，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抑制城乡差距显著扩大趋势。三是以积极融入

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导向促进城乡产业发

展。比如：成都平原经济区内的其他节点城市可积

极融入成都大都市发展战略，通过重构产业分工和

承接产业转移，推动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

增效。而川南、川东北节点城市也可积极对接所在

片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通过做强做大城镇和产业

基础，实现工农互动，城乡共荣。

(3)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功能与空间联

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典型的“双核心带动，中

小城市、城市群和城市带分散式填充”的空间格局，

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

模式。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各单元空间

功能发挥相对不足，区际之间空间联系也相对较弱，

表8 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分区城乡融合空间格局演变

年度

2013
2015
2017
2019

成都平原经济区城乡

融合度

0.55
0.578
0.61
0.618

川南经济区城乡

融合度

0.534
0.552
0.581
0.614

川东北经济区城乡

融合度

0.602
0.627
0.647
0.668

重庆主城区城乡

融合度

0.26
0.285
0.314
0.343

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乡融合度

0.276
0.298
0.319
0.35

注：渝东南武陵山区仅有黔江区进入规划范围，故不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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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形成组团式发展格局，从而抑制了城乡融合度

进一步提升，需要持续壮大各片区空间功能并加强

空间联系。一是进一步协调四川与重庆“十四五”规

划蓝图中的交通、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重大事项，

重点梳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直接涉及的户籍、土

地利用、城乡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制度的异同，形

成常态化共商共建联席会议制度，并制定专门的协

同发展措施。二是依托产业合作园区、城乡融合先

行示范区等有效提升区际空间功能，扩展空间联

系。比如：借助广安川渝合作示范区、万达开川渝统

筹发展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遂宁与潼

南共建的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资阳与

大足共建的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提升川渝毗邻

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4)有效发挥县城和特色村镇的带动作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数量众多，四川片区共有118个
区县，重庆片区共有 29个区县。这 147个区县所辖

乡镇所形成的中小城镇体系为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整体城乡融合水平提供了坚实支撑。在

“十四五”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持续壮大

县城功能、有效发挥乡镇特别是特色村镇集聚生产

要素功能，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循环，实质性地促

进城乡空间、产业、功能、文化及生态融合。一是提

升县城功能。提高县域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优化

县城主导产业结构和空间形态，改善县城宜居宜业

品质，创造新型消费和投资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内

循环。二是加强特色村镇建设。利用产业下乡、人

才下乡、投资下乡等契机加快特色场镇创建，促进

乡镇—居民点—产业园区有机融合，加快形成一批

商贸流通、文旅创意、数字电商等类型的特色小镇，

吸纳农村人口和返乡创业人口向特色小镇集中 [9]。

三是增强县域空间规划自主权。利用整县城乡融合

试验区试点契机，推动县域国土规划“多规合一”改

革，将更多用地指标用于支持农村三产融合项目和

集体经济投资运营项目，下放建设用地指标县域内

调剂权限，倾向性扶持重点集镇和特色乡镇建设，提

高城乡融合空间承载水平与质量。四是完善县乡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县城作为区域性公共服务和

基础设施供给极核，带动乡镇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

性中心，多点位辐射带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向乡村延伸。

注释：

①在《纲要》中，开州、云阳仅包括部分地区，达州、雅安、

绵阳也只包括部分区县，但为了收集数据方便，本文仍遵从行

政属地整体性原则，未将不包括的区县剔除。

②所有数据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

③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去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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