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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首先，采用指标频率统计法和德尔菲法从土地投入强度、利用

强度、利用效益及利用可持续性四 个 方 面 构 建 了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其 次，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对 广 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及其１４个地级市（２０１４年）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进 行 综 合 评 价。结 果 表 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广 西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２０１４年，广西１４个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空 间 差 异 较 大，表 现 为：桂 北、桂

南、桂中地区较高，桂东次之，桂西较低的特点，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差异与各市的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水

平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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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

　　城市土地是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空间载体，其
利用效率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居环境建设具有

重要影响［１］。我国人多地少，当前又正处于城镇化快速

发展时期，２０１４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达到５４．７７％，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与

此同时，城市土地利用粗放、开发效率低等现象普遍存

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优化配置城市土地资源、缓
解用地压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引导城市土地利用方

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２］。相关

学者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进行了大量研究。评价

区域涉及全国［３］、区域［４］、省［５］、市［６］、开发区［７］、功能

区［８］、宗地［９］等多空间尺度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可引用《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评价规程》（ＴＤＴ１０１８—２００８）中 建 设 用 地 节 约 集

约利用 评 价 指 标 体 系［１０］，或 采 用“压 力—状 态—响

应”（ＰＳＲ）模 型 构 建 评 价 指 标 体 系［１１］，或 从“低 碳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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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构建指标 体 系［１２］，大 多 数 学 者 从 经 济、社 会 和 生

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

系［１３］；评价方法主要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１４］、主成

分分 析 法［１５］、模 糊 综 合 评 价 法［１６］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广西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了１．３倍，土地城镇化

现象严重，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容易导致土地资源浪

费、土地利用低效等问题，对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进行研究，对于摸清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现状

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西及其１４个地

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状况

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对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时空差异进行分析，为提高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广西地处中国南方沿海，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

区，位于东经１０４°２６′—１１２°０４′、北纬２０°５４′—２６°２４′，下辖

南宁、柳州、桂林等１４个地级市。广西土地总面积为

２３．７６万ｋｍ２，截至２０１４年底耕地面积４４２．２４万ｈｍ２，
林地面 积１　３３２．０８万ｈｍ２，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８６．９
ｈｍ２。广西东西长约７７１ｋｍ，南北宽约６３４ｋｍ，西延云

贵高原东，东接两广丘陵，南临北部湾海面，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四周多山地与丘陵，中部和南部多平地，山
多地少水缺，喀斯特地貌广布。北回归线横贯广西中

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雨水丰沛。广

西位于“一带一路”交汇对接的重要节点和关键区域

上，２０１４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５７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８．５％，常住人口为４　７５４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占总人口的３７．１８％，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全国

居第一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全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

市辖区的比重增加了０．８％，全区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６７８ｋｍ２ 增加到１　０７５ｋｍ２，增加了５８．５５％。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以各地级市市辖区作为基础评价单元，数据

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广西统

计年鉴（２０１５）》及相关统计公报，或经计算整理获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中，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评价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汇总，从土地投入强度、土
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效益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四个方

面［１７－２０］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进行归类，根据指标选

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依据指标频率

大小初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再通过特尔菲专家讨论法

确定最终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及单位

广西
城市
土地
集约
利用

土地投入强度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地均公共财政支出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成区面积（万元／ｋｍ２）
公共财政支出／建成区面积（万元／ｋｍ２）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成区面积（人／ｋｍ２）

土地利用强度

人口密度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人均道路面积
工业用地比率

市区人口／市区面积（人／ｋｍ２）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市区人口（ｍ２／人）
城市道路面积／市区人口（ｍ２／人）
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土地利用效益

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
地均财政收入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产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万元／ｋｍ２）
公共财政收入／建成区面积（万元／ｋｍ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建成区面积（万元／ｋｍ２）
工业总产值／工业用地面积（万元／ｋｍ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土地利用可持续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率

公园绿地面积／市区人口（ｍ２／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总量／污水排放量（％）

２．２　主成分分析法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进行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涉及指标

较多，指标间关系复杂，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将多个

相关指标变量转化为少数不相关的主成分，通过主成

分来代替指标的原始信息。主成分分析方法具有两

个显著优势，一是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始数据中的

大部分变异；二是各主成分的权重可以根据主成分方

差贡献率获得，客观赋权法可以保证评价结果不受人

为主观因素的影响［２１］。主成分分析法在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中的一般步骤为：

２．２．１　指标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

响，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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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ｊ＝
ｘｉｊ－ｘｊ
σｊ

（１）

式中：ｘｉｊ和Ｚｉｊ分别 为 第ｉ个 城 市 第ｊ个 指 标 原 始 值

及标准化后的 数 值；ｘｊ为 第ｊ个 指 标 算 术 平 均 值；σｊ
为第ｊ个指标的标准差。

２．２．２　计算主成分权重　以１５个评价指标的标准

化值作为变量构建矩阵，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做主成分

分析，计算出矩阵的特征值、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和因子载荷矩阵。主成分权重根据各主成分的方差

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计算求得。

λｋ＝
Ｐｋ

∑
ｍ

ｋ＝１
Ｐｋ

（２）

式中：λｋ 表示主成分权重；Ｐｋ 表示主成分贡献率。

２．２．３　计算主成分因子得分　利用“主成分特征值

的平方根乘特征向量等于因子载荷量”的性质计算出

特征向量［２１］，再 计 算 出 各 城 市 每 年 的 各 主 成 分 的 因

子得分。

Ｒｉｋ＝∑
ｎ

ｊ＝１
ＷｊＺｉｊ （３）

式中：Ｒｉｋ为第ｉ个城市第ｋ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Ｗｊ

表示第ｊ个指标的特征向量。

２．２．４　计算综合得分　根据主成分得分及权重，采

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得分。

Ｓｉ＝Ｒｉｋλｋ （４）
式中：Ｓｉ 为综合得分；Ｒｉｋ为主成分因子得分；λｋ 为主

成分权重。
为更直观反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异，对

综合得分进行百分制转换。

Ｔｉ＝
Ｓｉ

Ｓｍａｘ－Ｓｍｉｎ×４０＋６０
（５）

式中：Ｔｉ 为百分制得分；Ｓｍａｘ，Ｓｍｉｎ分别为综合得分最

大值与最小值。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间变化分析

以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广 西 全 区 城 市 土 地 为 评 价 对

象，对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间演变进行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主成分

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提取

主成分，见表２。
表２　主成分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１　 １２．９７　 ８６．４３　 ８６．４３
２　 １．２８　 ８．５３　 ９４．９６

　　由表２可知，主成分１和主成分２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９４．９６％，基本上能够反映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

信息。为使因子载荷矩阵中的系数更加显著，从而更

加容易解释主成分所反映的信息，采用最大方差法对

初始因子载 荷 矩 阵 进 行 旋 转，得 到 旋 转 后 的 载 荷 矩

阵，并计算出特征向量，见表３。
表３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与特征向量

评价指标
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特征向量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９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０

地均公共财政支出 ０．９８６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４　 ０．０８４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０．０５４　 ０．９９１　 ０．０１５　 ０．８７７

人口密度 ０．９７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１ －０．０５８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０．９４７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３　 ０．２４１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９６４　 ０．１３４　 ０．２６８　 ０．１１８
工业用地比率 －０．８３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３３ －０．１８３

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 ０．９９０　 ０．０５３　 ０．２７５　 ０．０４７
地均财政收入 ０．９８１　 ０．１５６　 ０．２７２　 ０．１３８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９９２　 ０．０６３　 ０．２７５　 ０．０５５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产值 ０．９７２　 ０．２２３　 ０．２７０　 ０．１９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９９１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５　 ０．０７５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９７３　 ０．１１５　 ０．２７０　 ０．１０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９１４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２

污水处理率 ０．９４６ －０．２０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８０

　　按照公式（１—５）计算出历年广西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综合分值，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各主成分因子得分、综合得分、百分制得分

年份
主成

分１

主成

分２

综合

得分

百分制

得分
排名

２００５ －４．９２２ －０．４９４ －４．５２４　 ４１．３１３　 １０
２００６ －４．０１５　 ０．１２８ －３．６４３　 ４４．９５２　 ９
２００７ －３．０６２ －１．３８８ －２．９１１　 ４７．９７４　 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０．８３６ －１．９０３　 ５２．１４１　 ７
２００９ －１．４３３ －１．１７５ －１．４１０　 ５４．１７７　 ６
２０１０　 ０．７３３ －１．２７４　 ０．５５３　 ６２．２８３　 ５
２０１１　 １．７１５ －０．４４１　 １．５２１　 ６６．２８４　 ４
２０１２　 ３．４７７　 ０．３１７　 ３．１９３　 ７３．１９１　 ３
２０１３　 ４．１０７　 ２．５１２　 ３．９６４　 ７６．３７２　 ２
２０１４　 ５．４０７　 ２．６５２　 ５．１６０　 ８１．３１３　 １

　　由 表４可 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广 西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用水平呈上升趋势，同期，广西人口城市化比重由

２６％提 高 到２７％，人 均 ＧＤＰ由８　５９０元 提 高 到３３
０９０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８　９１６．８２元提高

到２４　６６９元，表明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随 着 城 市

化水平提高而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

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广 西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提

升了近１５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２０１０年广西地均固

定资产投资、单位工业用地产值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与其他年份相比出现较快增长，相比于２００９年，各指

标分别 提 高 了４３．０２％，３９．６９％，１７．２３％，土 地 投

４７２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２４卷



入、产出效益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水平的显著提高带

动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从表４各主成

分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可看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

合得分与主成分１得分趋于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主成

分１的贡献率（８６．４３％）决定的。主成分１对除“地

均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工业用地比率外”以外的

各项指标载荷值都较大，基本上能全面反映土地投入

水平、利用强度、产出效益及可持续利用状况，广西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主要受主成分１所反映信

息影响。“地均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工业用地比

率”主成分载 荷 系 数 接 近 于０，说 明 在 今 后 发 展 中 广

西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加强加大用

工信息对接，鼓励和引导更多人选择在区内就业，同

时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填补技术型工人和管理型人才

缺口，加快工 业 转 型 升 级 步 伐，走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
总体而言，随着土地投入水平的提高，１０ａ来广西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逐渐加强，土地利用效益和可持

续性不断延续和增大。

３．２　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分析

３．２．１　主成分提取结果及因子得分结果与分析　为

对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以

２０１４年１４个地级市市辖区为评价对象，进行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评价。同理，计算出旋转后的载荷矩阵（表５）
及广西１４个地级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评分（表６）。

表５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评价指标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主成分３ 主成分４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０４２　 ０．７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３３０

地均公共财政支出 －０．２７５　 ０．９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７９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０．４０７　 ０．３２１　 ０．４７４ －０．３８０

人口密度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６　 ０．３１１ －０．０５９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０．９０２ －０．２８８　 ０．２５４　 ０．０７６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８６３　 ０．０２５　 ０．３００　 ０．３２３
工业用地比率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２　 ０．０５６ －０．７０２

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 ０．３７４　 ０．７５２　 ０．１７３　 ０．４５８
地均财政收入 ０．２３５　 ０．８７４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７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４１０　 ０．３１７　 ０．７２０ －０．３３５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产值 ０．０６４　 ０．２８５ －０．０５８　 ０．９０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２０９　 ０．１０６　 ０．７５８　 ０．４６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９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３５４ －０．１４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８２９　 ０．３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１１０

污水处理率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４　 ０．４７１ －０．０４７

　　根 据 表５可 得 出，主 成 分１对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面

积、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有较大的载荷系数，反映土地利用强度及利用可

持续性；主成分２对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均公共

财政支出、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地均财政收入有较

大的载荷系数，反映土地经济投入及产出水平；主成

分３对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有较大的载荷系数，反映土地利用效益水平；
主成分４主要反映单位工业用地上的经济效益。

表６　２０１４年各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

城市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主成分３ 主成分４ 综合得分 百分制得分 排名

柳州市 ４．５７５　 ０．３６２　 ３．７９０ －０．２１５　 ２．３９７　 ８２．０２６　 １
南宁市 ３．１７３　 １．６９８　 ２．１２７　 ０．３８６　 ２．０１６　 ７８．５２１　 ２
桂林市 ２．９５５　 １．２８６　 ３．２６５ －１．２９１　 １．７６７　 ７６．２４０　 ３

防城港市 －０．７０８　 ３．２２７ －０．７９０　 ３．９１４　 １．１７１　 ７０．７６２　 ４
北海市 １．１４９　 ０．８７６ －０．１７８　 ３．０７１　 １．１６１　 ７０．６７１　 ５
梧州市 ０．２５４　 ２．３３５　 ０．６００　 ０．７２２　 ０．９７８　 ６８．９９０　 ６
玉林市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８　 １．８５６　 １．１３５　 ０．７９４　 ６７．２９６　 ７
来宾市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１．０４５ －０．１５５ －０．９２４　 ５１．５０８　 ８
贺州市 －２．３６０　 １．１７５ －２．１７４　 ０．０７３ －０．９５４　 ５１．２３４　 ９
钦州市 －１．５４３ －１．７８２ －０．７８１ －１．０６６ －１．３３５　 ４７．７２９　 １０
百色市 ０．１１６ －３．３４６ －１．１７６ －１．５６４ －１．３７３　 ４７．３８４　 １１
河池市 －１．４３８ －２．９１５ －０．５５３ －２．３６６ －１．７９０　 ４３．５５３　 １２
崇左市 －２．０４５ －１．２３４ －３．７００ －０．７０６ －１．９５２　 ４２．０６１　 １３
贵港市 －２．７０９ －１．９４９ －０．８９６ －１．９３８ －１．９５６　 ４２．０２６　 １４

　　计算结果表明：柳州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得分最

高，贵港市最低。其中，柳州、南宁、桂林市在土地利用

强度及利用可持续性、土地经济投入及利用效益水平

指标上的得分居１４个城市前列，故综合得分较高；防
城港市由于建成区面积及工业用地面积远小于其他各

市且经济较发达，各项地均投入、地均产出指标名列前

茅，因而在土地经济投入、产出水平及单位工业用地经

济效益指标上得分较高；北海市在土地利用强度、可持

续性及单位工业用地经济效益得分较高，在土地利用

效益水平得分低；梧州市在土地经济投入及产出水平

得分较高，而在土地利用强度及可持续性得分低；玉林

市在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得分高，在利用强度、可持续性

及投入水平得分低；相对而言，来宾、贺州等７市在４
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均较低，集约利用水平较差。从各

主成分看，土地利用强度及利用可持续性得分较高的

城市主要有柳州、南宁、桂林、北海市；土地经济投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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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水平得分较高的城市主要有防城港、梧州、南宁、
桂林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得分较高的城市主要有柳

州、南宁、桂林、玉林市；单位工业用地经济效益得分最

高的城市主要有防城港、北海、梧州、玉林市。

３．２．２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空 间 差 异 分 析　运 用

ＳＰＳＳ聚类分析中的Ｋ－中心聚类对１４个城市的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高度集约

利用、中度集约利用、低度集约利用、粗放利用４类，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制作２０１４年广西各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分布图（图１），结合表６可知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的空间差异具有以下特点：
（１）广西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利用总体水平较低。

１４个地级市中，有７个地级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

为低度集约利用和粗放利用，占整个评价区域城市总

数的５０％。上述结果表明广西各城市土地资源未得

到充分利用，可能存在闲置浪费或用地布局不合理的

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广西各城市在土地集约利用

潜力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１　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布

（２）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
根据表６，集约利用水平最高的是柳州市，为８２．０２６分；
集约利用水平最低的是贵港市，为４２．０２６分；柳州市的

集约利用水平几乎是贵港市的两倍。在空间上，广西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致呈现出桂北（桂林）＞桂南（南
宁、防城港、北海、钦州）＞桂中（柳州、来宾）＞桂东（梧
州、贺州、玉林、贵港）＞桂西（河池、百色、崇左）的规律，
各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平均水平分别为桂北７６．２４，
桂南６６．９２，桂中６６．７７，桂东５７．３９，桂西４４．３３。

桂北地区旅 游 业 等 第 三 产 业 发 达，２０１４年 桂 林

第三产业增加值位居全区第三，仅次于南宁和柳州；
人口密度在各市中最高，工业用地比率居第四位，土

地利用强度大；同时，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建设和

保护，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位列

前三。因此，桂北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高。
桂南由以南宁为首的中心城市群—南宁、防城港、

北海、钦州组成，依托沿海港口的区位优势，这四个城

市所辖区域组成的北部湾经济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

中被列为全国首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是西部大开

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２０１４年北部湾

经济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继续领先全区，北部湾４市

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１３％，增速高于全区４个百

分点，占全区比重为３４．７７％；公共财政收入比上年增

长８．１２％，增速高于全区０．１７个百分点。作为广西开

放发展的前沿地区，北部湾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投入及

产出效益很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相对较高。
柳州、来宾为桂中地区，柳州作为广西第二大城

市及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汽车、机械、冶金等支柱产

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也在蓬勃兴起，集聚效

应的优势日益突出，因此柳州市的土地利用强度、土

地利用效益 及 土 地 利 用 可 持 续 性 均 高 于 其 他 城 市。
来宾市以高能耗、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第三产业尚在

兴起阶段，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降低了桂中地

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梧州、贺州、玉林、贵港为桂东地区，以现代农业、乡

镇企业及外向型经济为重点。梧州和玉林作为北部湾

经济圈与珠三角经济圈交汇节点，地理位置优越，工业

发展迅速，２０１４年单位工业用地工业产值分别位居第

三、第四，土地利用效益高，且玉林市注重土地利用可持

续性，污水处理率达９９％。贺州与贵港发展较为落后，
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地均财政收入、单位工业用地产

值等指标在各地级市中均为倒数，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

放，降低了区域整体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水平。
河池、百色、崇左为桂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

由于大石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资源优势未能有

效转变为经济优势，经济发展落后。河池、百色、崇左

三市在土地利用强度、投入强度、利用效益及可持续

性四个方面指标均远落后于其他各市，各主成分因子

得分基本为负值。百色市得益于高度集中的铝矿资

源，形成了以铝为主导的新工业基地，地区经济发展

比其他两市更具有活力，为低度集约利用，但桂西地

区总体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低。
（３）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经

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基本吻合。因为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投入以及单位面积土地上

的经济效益。为比较各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

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绘制２０１４年广西自治区各市集约利

用水平与城市人均ＧＤＰ比较图（图２）。图２中，各市人

均ＧＤＰ由大到小排列，除桂林、玉林、来宾三市的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是上升的，另１１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均比前一城市低，集约利用水平与人均ＧＤＰ水平基

本相适应。人均ＧＤＰ高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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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柳州、南宁、防城港、北海、梧州５市的人均ＧＤＰ排名

前五，经济水平位于前列，且它们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

较高，贵港、河池等市经济落后，其集约利用状况较差。

图２　２０１４年广西各城市人均ＧＤＰ与集约利用水平比较

４　结论与讨论

（１）研 究 结 果 表 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广 西 城 市 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２０１４年１４个市

土地集约利用总体水平不高，且地区差异明显，在空

间上大致呈现出桂北＞桂南＞桂中＞桂东＞桂西的

规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基本能反映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
（２）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

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柳州、南宁、桂林在以上三方

面都有优越性，为高度集约利用，但在某些方面也存

在明显不足，例如柳州市地均财政支出倒数第三，南

宁、桂林市地 均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也 只 是 处 于 中 等 水

平。防城港、北海、梧州、玉林四市依托沿海港口区位

优势，为中度集约利用，今后应统筹土地与经济的协

调发展。来宾、贺州等市土地投入及利用强度、利用

效益及可持续性水平均较低，都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因此要从各城市特点出发，结合土地规划，制定相应

措施，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３）土地利用具有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但

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过度利用和投入可能

引起边际效益递减问题，或产生交通拥堵、资源短缺

等城市病。因此土地开发利用应遵循适度原则，在掌

握区域城市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开发

程度，实现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
（４）本文采用频率统计法和特尔菲专家讨论法，

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构建指标体系，但对指标的相

关性、合理 性 及 适 用 性 缺 乏 论 证。利 用 数 据 进 行 验

算，确定某个指标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核心指

标或基础指标，替代指标或辅助指标，并做出合理的

解析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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