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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对提升城市经济效益具

有关键性作用。选取2005—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相关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关

系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并从城市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两个层面对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测算和分析。研

究发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较高，两个系统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共振。在时

间尺度上，整个区域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在空间尺度

上，东部和东南部的玉林市、北海市和南宁市协调度高于区内中西部城市，而南宁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城市

化进程快于土地利用效益的增长，城市过度扩张引致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影响整体经济的协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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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

地资源稀缺性与城市化发展对城市土地资源需求

日益扩张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益已成为影响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相比于环渤海经济区以及长三角经济

区，尚处于发展初期。在该时期重视并强化城市化

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的关联意识，提升二者之间的

耦合协调程度，对合理规划城市用地，形成有序发

展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土地利用

效益是土地价值评估的重要指标，其利用程度关

系到城市化发展从属于集约型抑或粗放型发展路

径；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益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因

素，其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当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以及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在综合考虑特定时

空范围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评估土地资源的利用

效益才能更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国内学者对 城市土地利用效 益进行了诸多

研究，建立了较完整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体

系。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主要包含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等几个方面[1-2]；评价方法多样，主要有

DEA、TOPSIS、白化权函数—灰色聚类、物元模型

和Malmquist指数等方法[3-7]；研究尺度多关注宏观

空间尺度，研究内容聚焦于效率评价和驱动机制分

析[8]。而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密不可

分，两者之间具有相互耦合关系。目前，国内关于

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方面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社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评价，以及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的耦合协调机制等领域[9-10]；研究区域多为东中部

某特定区域，不仅以环渤海、首都圈[11-12]等城市群

为研究对象，也有针对武汉、咸宁市等具体城市的

研究[13-14]，此外还有根据城市特点如河谷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来进行研究[15-16]；研究方法从传统的

定性分析逐渐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广西南部，南临南海海

域，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地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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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盟自由贸易圈、泛北部湾经济圈和西南六省

经济圈的接合部，是中国大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

口。随着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地位逐渐

凸显。加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城市化发展与城市

土地利用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探索其协调发展的

时空演变规律，并提出可行的优化方案，对促进北

部湾经济区城市协调发展与综合治理，规避人地矛

盾和城市化发展问题，创建布局合理、规划科学的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对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益之间

的协调程度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效益

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指标选取，从横向空间尺度与纵向时间尺度两

个层面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土地

利用效益的协调情况进行估算，同时，建构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耦合协

调发展模型，从而探索其演变规律，以期更好地优

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

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为提升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发

展水平以及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以 广 西 北 部 湾 经 济 区 为 研 究 对 象 ，选 取

2005—2015年（“十五”规划的结点至“十二五”规

划的结点）南宁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玉

林市和崇左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分析整理出城市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和城市化系统各具体指标。统

计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6年《广西统计年鉴》。

由于各项指标的单位不同以及数值量级之间

的悬殊差别，为了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要对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取极差标准化公式

对各项指标进行处理。

 /Y X m M mj j j j j= - -^ ^h h                        （1）
式（1）中，Xj为第j个指标的具体数值，j=1，

2，…，m代表第j个指标；Mj、mj分别代表不同年份

第j个指标属性值得最大值与最小值；Yj代表处理后

的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数值范围在[0~1]之间。

（二）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该

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主观性的影响，是直

接根据各指标的原始信息，经过一定的数学处理

后获得权重，权重大小由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或各指标包含的信息量来确定，具有较强的客观

性。其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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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3）（4）中，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第j
项评价指标的特征值； xj

为j项评价指标的特征值

和均值；Sj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特征值的均方差；Vj

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变异系数。对变异系数进行归

一化处理，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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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Wj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三）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均是一个复杂且

庞大的系统，参考左乃先、白硕和王磊等人对城市

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的研究[17-19]，本文

从8个层次、23个指标进行测度（见表1）。

城市化建设涵盖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经

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5个方面。以

建成区面积占比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衡量土地城

市化；人口城市化则表现在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

长率等方面；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主要体现，

因此以人均GDP、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村）

总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评价；居民生活

方式向城市生活标准变化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城市

化；生态城市化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加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的集中体现。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中，共分为经济效益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单位工业用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地均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占比，单位土

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社会效益（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地均二、三产业从

业人数、建设用地使用率）和生态效益（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建设区绿地覆盖率）3个层次，共12个

指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是单位土地产出的价值

呈现，除单位土地二、三产业产值，工业总产值以

及固定资产投资外，考虑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独

【智库论坛】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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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理位置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处的地位，

选取地均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占比和外贸依存度三

个指标，其中，外商投资占比为外商（不包含港澳

台）投资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外贸依存度为进出口总额（均按当年汇率折合成人

民币）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是

土地利用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的效用，以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地均二、三产

业从业人数和建设用地使用率来考量，其中建设

用地使用率为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之

比。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是指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对

生态系统产生的有益体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

成区绿地覆盖率能较好反映土地的生态价值。

基于以上两个系统，构建符合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的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体系。

三、模型的构建

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能通过土地开发利用或

土地整治挖潜等措施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提

高，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够反映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因此，本文将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之间

的相关关系描述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之

间的耦合。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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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7）中，E为耦合度；R1为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综合指数；R2为城市化综合指数。i为第i个

显示，j为第j个指标。耦合度值E∈[0，1]，当E=1时

耦合度最大，当E=0时，耦合度最小。耦合度是对

两个系统之间要素相互作用程度的评判与衡量，并

不能有效的区分正负向功效。为区分耦合过程中良

性和破坏性，采用协调度表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关系耦合的良性作用大小。耦合协调度的

公式如下：

N E R R1 2# a b= +^ h                             （8）

式（8）中N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

合协调度，N∈[0，1]；α、β为R1与R2权重，α+β=1，

R1与R2没有孰重孰轻之分，故α=β=0.5。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E值与N值对应的耦合阶

段与协调状态，如表2所示。

相对发展度模型，能够更为细致的表现出城

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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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H为相对发展度，借鉴刘浩、李玉双等

的分级标准[20-21]，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状况，划定当

.H0 081 G 时，土地利用效益滞后于新型城化发展，

当 . .H08 121 1 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协调发

展，当 .H 12H 时，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超前于城市化。

四、结果分析

（一）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变

2005—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

失调衰退区0≤N≤0.3999 过渡区0.4≤N 0.5999 协调发展区0.6≤N≤1.0
协调程度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协调度
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 | | | | | | |

0.1999 0.2999 0.399 0.4999 0.5999 0.6999 0.7999 0.8999 1.0

表2  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划分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城
市
化

土地城市化
城市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

总面积比（%） 0.0956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0.0611

人口城市化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 0.0793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0.0541

经济城市化
人均GDP（元/人） 0.0935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0.152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0.0626

社会城市化
每百户居民拥有的汽车数量（辆） 0.0870
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计算机（台） 0.0399

生态城市化
环境保护重视程度（%） 0.1759

地均环境保护从业人数（人/km2） 0.0981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经济效益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万元/km2） 0.0846
单位工业用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km2） 0.1291

地均外商投资（万元/km2） 0.0848
外商投资占比（%） 0.0689

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万元/km2） 0.1225

外贸依存度（%） 0.1540

社会效益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m2/人） 0.1087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2/人) 0.0552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人/km2） 0.0672
建设用地使用率（%） 0.0305

生态效益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0.0679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0.0266

表1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综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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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状态势，

整体由失调衰退期转入协调发展期，城市经济得到

快速提升，城市化建设也取得较快发展。以2010年

为中轴线，2010年以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耦合协

调阶段基本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城市

扩张过快致使土地粗放利用，土地利用效益低下，

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期该区域城市化建设较

周边发达省市弱，其中钦州市、崇左市分别在2005

年和2006年位列中度失调阶段，而北海市和玉林

市则得 益于较优 越的地 理位 置和经济环境，在

2008年迈入勉强协调阶段。2010年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城市大多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

阶段，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发展互相促进，

形成良性共振。截至2015年，防城港市、钦州市和

崇左市仅达到勉强协调阶段，落后于经济区内的其

他城市，南宁市和玉林市达到初级协调阶段，北海

市则达到中级协调阶段，持续领跑整个经济区。北

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偶和协调

度的时间变化如图1所示。

（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

从整体来看，在各个时期耦合协调度最高的

区域均为地处东部的玉林市和东南部的北海市。

北海市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一带一

路”起点的对外开放政策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土地

开发利用程度和集约利用程度较高，由经济发展

带动城镇化发展；玉林市处于广西与广东交界处，

受广东经济溢出效应影响，且承接产业转移条件

充分，产业集聚推动城市化发展和土地利用效益

的提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西部位于云贵高原

边缘地带，地势较高且为丘陵地形，对当地的交通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包括钦州

市、防城港市和崇左市在内的三市协调发展相对

较慢。耦合协调度进阶的最快的区域为南部沿海

城市——北海市，作为首府的南宁市也由最初的轻

度失调上升至初级协调，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

益协调发展相对较好。

（三）相对发展度时空变化

相对发展度是衡量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

益相对发展水平的指标，它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

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速度

关系。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

效益相对发展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时间序列上，南宁市、钦州市基本处于城市化

超前型阶段，变化不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滞后

【智库论坛】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图1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

图2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相对发展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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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导致土

地利用效率低下，闲置土地增加，造成了土地资源

的极大浪费。防城港市相对发展度在0.8左右，在

超前型和协调型之间变换前进，说明防城港市城市

化与土地利用之间协调性不稳定，偶有超前的趋

势，同时伴随着土地粗放利用的现象出现。崇左市

在2009年之前相对发展度均低于0.8，此后在1.2

左右徘徊，由超前型逐步向协调型和滞后型交替

转变，北海市由超前型向协调型发展，城市化与城

市土地利用效益能够逐渐有效融合，促进彼此的

发展。玉林市在2005年之后一直稳定居于协调型

阶段，其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相辅相成、共

同发展。

在空间上，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东部和东

南部的玉林市、北海市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

益能够更好地协调发展，该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产

出高，为城市化提供相对完整的土地、资金以及良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支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两者

共同形成良性发展循环。而位于经济区中部的南宁

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都属于城市化超前型，土地

利用产出的效益明显不足，对此该区域应该加强

土地利用监管，实行强有力的土地整治措施，深入

挖掘存量土地内部潜力，减少增量土地供应，提高

土地利用效益。崇左市由于地处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西部，靠近内陆，经济实力等各方面弱于其余五

市，该区域城市化进程也慢于其余五市，处于城市

化滞后阶段。

五、结论与讨论

选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六市2005—2015年主

要经济社会指标，建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

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建立耦

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评价该区域城

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及

相对发展状况，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高，两个

系统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共振；总体来看，整个区域

的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上升，城

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在

空间变化上，地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东部和东南

部的玉林市、北海市和首府南宁市协调度高于其

他城市，整体发展比较稳定协调，而位于经济区中

西部的防城港市、钦州市和崇左市协调性较弱。第

二，在相对发展度方面，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东

部和东南部的玉林市、北海市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依然领先于其他各市；南宁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

属于城市化超前型，城市化进程快于土地利用效

益的增长，城市过度扩张致使土地利用效益低下，

影响整体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崇左市则属于城

市化滞后型，土地被过度利用，阻碍了该区域城市

化进程。

基于以上结论，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

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状况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是要强化城市规划用地的前瞻 性和整体

性。科学、合理的城市土地规划布局是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2005年至2015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

效益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均有较大的提升，其土

地利用效益呈现较为明显的随时间演变特征。因

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城市的时间性演变特征对城

市土地需求进行科学的预测，编制合理的土地规

划方案，统筹协调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类型和规模，

在满足当前阶段性需求的同时，为未来的城市建

设及功能扩展预留适当的建设用地，以增强城市用

地规划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

市土地资源的效益发挥需要统筹协调好局部城市

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整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南宁

市、钦州市应将区域间城市功能的协同发挥纳入

本地区、本城市的土地利用方案中，避免基础设施

的重复建设与城市的“摊大饼”式扩张，以提升土

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和广西北部湾区域内城

市间的整体协调发展程度。

二是加大对现有粗放式利用土地的清查和整

治力度。土地的粗放式利用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

提升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中部的

南宁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的土地利用产出的效

益较低，土地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显现。因此，城

市化建设用地应当更加注重挖掘该区域现有存量

土地内部潜力，从加大对现有土地的清查整治工作

着手，对大规模撂荒土地、利用效益低下的土地进

行清查、登记，并纳入城市土地规划方案中来，实

行综合整治和统一规划，以进一步增强该区域的

土地挖潜能力，规避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限制性

因素，防止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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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确各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

符合自身状况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内各市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

效益协调程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南宁

市、钦州市处于城市化超前型发展阶段，城市化发

展与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程度依

然较低。其在城市化建设中应严格规范土地审批

制度，加大土地利用的监督管控力度，防止低效的

土地占用和大规模的耕地流失，以转变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低下的局面；防城港市、崇左市城市化与城

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尚处于协调

型和滞后型波动阶段，因此，应更加注重保持土地

集约利用政策的长效性和稳定性，积极优化土地

利用结构，提升土地资源供给与城市化发展需求

之间的匹配程度；当前北海市和玉林市城市化与城

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程度较高，因此，

在遵循城市土地利用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城市生

态建设，在增强土地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生态效

益，并逐步由经济型土地利用格局向生态型城市化

发展格局转变，以进一步实现土地资源利用能力

的强化与城市治理水平的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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