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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西部大开发 以来 ， 新疆进入高速城镇化的发展时期 ，
大规模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建设 ，

而在显著

的规模效应掩盖下 ，
土地利用无效率的 问题却使得生态脆弱性较强的新疆城市面临更大的发展

危机 。 本文应用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Ｄ Ｅ Ａ 模型 ， 测度新疆 ２ ０ ００
－

２０ １ ２ 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发现其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偏低 ，
且表现 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 规模等级差异 、 路径依赖特征 。 现

阶段 ，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率主要来源于劳动投入无效率 ， 同时 ， 资本效率低下 、 城市盲 目

扩张 、 环境产 出不足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新疆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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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
一

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 生研究
，
不同学者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

大体

活活动的 载体
［ １ ］

。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 中 ，
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 第

一

类文献集 中于地

城市土地利用的低效性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 学研究领域 ， 侧重于揭示某 特定区域土

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 ， 我国城市用地忙张地利 用 的演 进特征及规律 ， 如借助遥感

过于盲 目
， 导致了

＂

土地扩张失控
”

、

＂

空与 Ｇ Ｉ Ｓ 技术 ， 刘纪远、 匡文慧 （ ２０ １ ４
） 分

间失配
＂

等问题
［ ２ ］

。 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 析了我国各地林地、 耕地、 草地利用的变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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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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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Ｂ ＭＤ Ｅ Ａ下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

赵中阳 张军民

＾ 

；ｖ
：

｜这些研究基本集中于东中部地区 ， 相对忽略了西部地区尤其是新

翻獅± ±也綱ｗ効勺顏性
，
紋齡舰不足 １故 ｔｈ ｉｉ麵

藝 人
ｆ）

．

补充 。

細土麵關ｎ 而可糊土顺 ｉ

ｓ肝狭小觸洲 ， 约

１ ５６ ４９６ ｋ ｍ
ｚ

， 占总体的 ９ ． ５ ４％
［ １ １ ］

。 城市建设只能在这些绿洲上 ， 因

ｆｅ ，

＇

＾此土職娜雜贵 。 自誦麵默瓶 Ｌｉ （来 ， 新疆的建成

区面积 由 ４ ７ ３ ｋ ｍ
ｚ

扩张到 ９ ６ ０ ｋ ｍ
２

， 规模效应明显。 然而 ， 在城市

． ｔｚｆ土地边界扩张的同时 ，
土地不含理利用 问题却愈发严重 ： 城市绿

？ ？

二Ｊ化问题 、 重复建设问题 、 耕地被侵占问题已不容忽视。 新謂城市

／
Ｔ，， ，ｋ＼

￣

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怎样的时空规律 ， 其非效率来源如何 ， 这些问

ｒ ：Ｘ＼ ．Ｌ 题对于解决
一系列城镇化问题有十分重 要的参考价值 。 本文试

图糊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 Ｄ Ｅ Ａ観 ，
即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
， 测度

； １ ２００ ０
－

２ ０ １ ２ 年新疆 １ ８ 个地级及县级市的土地投入产出效率 ，
以

图 １ 新疆行政区划图此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非效率来源 。

化规律
Ｄ ］

，
年雁云 、 王晓利 （ ２ ０ １ ４ ） 探求了额济纳三角洲的草地、

１ 研究区介绍 、 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田地 、 建设用地等的分异过程
［４ ］

， 何丹 、 周 璟 （ ２ ０ １ ４ ） 剖析并预 １ ． １ 研究区介绍

测了滇池流域林地、 草地、 未利用土地、 水域等的改变过程
［ａ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 ， 气候相对干燥 ， 降水较少。 其

第二类文献侧重于土地综含集约利用评价 ， 这类研究主要建立土共有 １ ４ 个地、 州 、 市 ，
并 以天 山为界 ， 分为南疆 、 北疆两大区域 ，

地利用经济 、 社会等各要素的衡量指标 ， 进行赋权打分 ， 如王成 且两大区域经济差异悬殊 ，
北疆地区位于天 山 以北 ，

经济 、 社会

新、 刘洪颜 （ ２ ０ １ ４ ） 借助德尔菲法评价山东省省际以上开发区的 发展较快 ， 有乌鲁木齐 、 克拉玛依、 石河子、 昌吉等城市
；

南疆

土地集约利用能力
［ ６ ）

，
官玉洁 、 陈晓键 （

２０ １ ３ ） 在层次分析与多 地区位于天山以南 ， 受到 自 身区位约束 ， 发展缓慢 ， 有喀什、 和

因素综含评价法下 ， 测算了渭南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 ７ ］

；
第三类文 田等城市 。 但其行政区划相对混乱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 新疆有 ２ ２ 个

献大多利用 Ｄ Ｅ Ａ 模型 ， 以土地的投入产 出效率代表其利用效率 ，

正式建制的地级、 县级市 ，
然而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选取其中的

如杨清可 、 段学军 （ ２ ０Ｍ ） 运用非期望 Ｓ Ｂ Ｍ 的 Ｄ Ｅ Ａ 模型评价了 １ ８ 个作为研究对象 。 近期 ， 我国提出构建
＇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长三 角 １ ６ 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 ８ ］

， 周亮、 张明斗 （
２０ １ ４

） 利 的发展战略 ， 新疆被定义为经济带核心区 ， 城市发展的问题已不

用 ｍ ａ ｌ ｍ
ｑ
ｕ ｉ ｓｔＤ Ｅ Ａ 模型衡量了山东省的城市土地效率状况

［ ９ ］

，
林 容忽视

ｕ ａ
 （Ｈ１  ） 〇

坚等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全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差异状况

ｔ ｌｗ
。 相 １ ． ２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对于其他研究 ，
借助 Ｄ Ｅ Ａ 模型测算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更具有系 Ｄ Ｅ Ａ 模型的构建需要投入与产 出 两方面的数据 ，

城市土地

统性 ： 土地利 用 的过程即各种经济 、 资源要素在土地这个载体 的投入产出过程 ， 是城市活动主体 ， 在城市土地上进行资本 、 劳

上
， 相互作用的过程 ， 投入产出的多寡会反映其集约利用水平及 动力等投入 ，

进而获得经济 、 环境、 社会等产出 。 投人方面 ， 现

各系统间的协调性 ， 投人越少 ， 好的产出越高 ， 各系统间的要素 阶段的要素
一

般 包括土地、 资本 、 劳动 力 、 技术 、 人 力资本 ， 但

配置越含理 ，
因此投人产 出过程可 以较好地反映土地的利用效率 ，

由于技术 、 人 力资本难 以指标化 ，
且研究区某些数据缺失 ，

因此

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然而 ， 由于指标处理上缺乏针对性 ， 参 本文的投人要素包括土地、 资本 ＇ 劳动 力
：
产出方面 ， 在城市土

考面选取上缺乏统 性 ， 使得这些结果的可信性有所降 彳氏 。 同时 ，

地的生产过程中 ，
不仅有经济产 出 ，

还应 涵盖社会 、 环境等效



表 １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秦层


＾
？Ａ 单位土地固定资本额、 单位土地财政支出额万元／ｋｍ

２

劳动单位土地第二产业从业人 数 、 单位土地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ｋｍ
２



建成区面积


ｋｍ
＾

Ｆｘ画单位土地第二产业产值 、 单位土地第三产业产值 、 单位土地财政收入＾Ｔ ｋ ｉｒｒ



ｍ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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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因此

， 本文在考虑数据收集的约束下 ， 用相应的指标替代经济 、
ｓ

环境效应
ｒａ ［ ７ ：ｍ

 （ 表 １  ）。
－

七 ，

ｙ
＜
｝ｙ

． Ａ ．

由 于所测度的对象 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因此本文的劳动 台

一

力 投入不包含第
一

产业从业 人 数 ， 限定为二 、 三产业从业人 数 ，

固定资产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 出等 数据也 为建成区范围 内所吸 Ａ
：

纳的资本、 财政金额 。 各指标数据来源于 ２ ００ １
－

２ ０ １ ３ 年 《 新疆

统计年鉴 ＞ 、 《 新疆城市三十年 ＞ 、 《 中国城市建设年鉴 〉 、 新疆各

市统计公报 。 其中 ， 所有经济指标都是 以 ２ ０００ 年为基期 ， 进行
一个有效的决策单元即使其投人 比例增加 ， 而效率值保持不

了 数据调整 ，
固定资产 同样 以 ２０００ 年为 基期 ， 利用 永续存盘法 ， 变 ， 投人增加比例即其超效率评价值。 上述模型在对有效单元评

即 Ｋｆ Ｋｈ
＋ｄ

－

ｓ ｎ
， 取折 旧率 ５

＝

１ ０％ 得到的
［
１ ４

］

。价计算时 ，
去掉了效率指标小于等于 １ 的约束条件 ，

此时可以得

１ ． ３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ＭＤ ＥＡ模型到不小于 １ 的效率值 ，
即为超效率值 ， 可 以反映相对有效单元效

Ｄ Ｅ Ａ  （ 数据包络分析 ） ，
不需要确切的生产函数 ， 通过数学规 率值的次序

［ １ ６
］

。

划确定最优赋权进而得到相对有效前沿面 ， 而后将各个决策单元

（
Ｄ Ｍ Ｕ ） 投影到生产前沿面上 ， 根据决策单元 与有效前沿面的偏２ 新疆土地利 用效率特征分析

离程度 ， 得到相对效率值 。 该方法不要求各要素的量 纲
一

致
，
且本文从现状年效率差异和历史年份效率变化 ，

即横向与纵向

可以衡量多要素投入与产出 。 其基本型为 Ｃ Ｃ Ｒ 和 Ｂ Ｃ Ｃ 形式 ， 由于两方面来阐述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存在问题及规律。 为了使

这两种形式存在着某些严格的假设 ， 使效率值的计算 与实际之间分析更加清晰 ， 对效率水平进行等级划分 。 根据相关文献 ， 当效

有较大的偏差 。 Ｔｏ ｎ ｅ （ ２ ０ ０ １ ） 建立 Ｓ Ｂ Ｍ （ Ｓ ｌ ａ ｃ ｋ ｓ
－

Ｂ ａ ｓｅ ｄＭｅ ａ ｓｕ ｒｅ ）率值不小于 １ 时 ，
即 ［ １

，

＋ 〇〇
） 时 ，

为完全有效率
；
在 ［０ ． ９

，
１ ） 为高

模型解决了投 人产 出松弛性 问题 。 其后 为了解决相对有效单元度有效率
；
在 ［０ ． ６

，０ ． ９ ） 为 中度有效率 ， 在 ［０ ． ３
，０ ．６ ） 为低度无效率 ，

之间的比较分析 ，
Ｔ ｏ ｎ ｅ 在 ２ ００２ 年构造了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 在 ［０ ，

０ ． ３ ） 为高度无效率
［ １ ７

］ ［ １ ８ ］

。

Ｄ Ｅ Ａ （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
） 模型 ， 在 Ｓ Ｂ Ｍ 模型基础上 ， 为效率的分析提同时 ， 城市规模不同 ， 其在经济 、 社会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

供了更为详尽的工具
［ １ ５ ］

。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
因此本文把城市分为不同的规模等级进行比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 模型不仅实现了相对有效单元比较的问题
，
同较考证。 根据 〈 中小城市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０ 版 ＞ ＞与新 疆城市的

时其给出的松弛度可 以很清晰地反映 出投入产 出 无效率的来源 。 ２ ０ １ ２ 的人 □情况 ， 将新疆的城市分为大 、 中 、 小三大类 ： 市辖

假定 ｎ 个 ＤＭ Ｕ （ Ｄ Ｍ Ｕ ｊ ， ｊ

＝

ｌ 么… ，
ｎ ）

， 在本文中代表 １ ８ 个研究城 区 常住人 □ 在 ８０ 万 （ 含 ８０ 万 ） 以上 为大城市 ， 仅有 乌 鲁木齐

市
；
每
一

个城市都使用 ｍ 种投入 （ ｉ

＝

ｌ
，

…

，
ｍ ）

， 在本文中即上
一

座
；

３０ 万 （ 含 ３０ 万 ） 至 ８０ 万为 中型城市 ， 有克拉玛依 、 石

述指标？ ：系中的资本 、 劳动 、 土地 ３ 大类 ，
５ 项投入要素 （

ｍ
＝

５ ）
；河子 、 昌吉 、 伊宁 、 库尔勒 、 阿克苏、 喀什 ７ 座

；

３０ 万人以下为

最终生产 ｓ 种产出 ， 在本文为经济 、 环境两大类 ，
４ 项产出 （ ｓ

＝

４ ） 。 小城市 ， 分别 为吐鲁番 、 哈密 、 奎屯 、 塔城、 阿勒泰 、 博乐 、 阿

将第 ｊ 个 Ｄ Ｍ Ｕ 的第 ｉ 种投人记为 Ｘ
ｕ

， 第 ｒ 个产出记为 ％ 。 此时效图什、 和田 、 阜康 、 乌苏 。

率得分为 ： ２ ． １ 现状年效率水平静态特征分析

ｎ ／ ／ 、 （厂 、ｒ士 ， ＾Ａ ，Ａ ）在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Ｄ Ｅ Ａ 下
，

２０ １ ２ 年新疆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状
Ｐ ／

（
ｘ

０
， ｙ０ ） 

＝

 ｛

（
ｘ

ｉ ｙ ）

＼

ｘ ＞
ＹＪ
＼ｘ

ｋ
， ｙ

＜＾ｋｙｋ ， ｙ
＞ 〇＾ ＞ 〇

｝。

＊ ＝ ｉ ＊＝ ｉ况如表 ２ 所不 ：

则改进后超效率得分为 ：



表 ２２ ０ １ ２年新疆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ｆ

－－城市效率值排名城市效率值排名

Ｐ ＾ｘ
０

ｔ ｙ０ ） 

＝

ｐ ／
（
ｘ
０ ｉ ｙ０ ）

ｎ
［

ｘ ＞ ｘ
Ｑ

， ｙ
＜
ｙ０ ｝ ｔｉｌＬ ０ ５ ３ Ｉ阿勒泰０３２ ７

由于研究年限跨度较大 ， 米用规 彳旲收益可变的 Ｓ ｕ
ｐ
ｅ ｒ
—

Ｓ Ｂ Ｍ乌＾木齐 １ ． ０ ３６ ３吐鲁番 ０ ． ２ ７９ １ ２

Ｄ ＥＡ 模型 ， 其形式如下 ： 奎屯 １ ． ０ １ ７４阜康 ０ ． ２ ７ ７ １ ３

＿

ｍ
一 乌苏 １ ． ０ １ ０ ５阿图什 ０ ． ２ ７ ５ １ ４

幽 ｗ ＝ 丄念
上ｌ

／
丄 石河子 ０ ． ８ ５ ３ ６塔城 ０ ． ２ ４ ２ １ ５

Ｎ
 ” ＝ ＼ 

ｘ
ｎ 〇 Ｉ

Ｍ
ｔ ｙ一哈密 ０ ． ４ ５ ７ ７库尔勒 ０ ． ２２ ７ １ ６

昌吉 ０ ． ４ ０ １ ８喀什 ０ ． １ ７ １ １ ７

伊宁 ０ ． ３ ７ ４ ９ 和田 ０ ． １ ７ ０ １ ８

平均值 ０ ． ５ ２８变异系数０ ． ６ ７ １

９０



基于 Ｓｕ ｐ
ｅ ＳＢ ＭＤ ＥＡ下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

赵中阳 张军民

１ ｉ ． ｏ ｏ ｏ ｒ
￣

ｒ

￣ ￣￣

— 呑 备木 ￥

５〇６
＾


二


—— 动态平均效率ｆ〇 Ｖ
＾

＂

？奎 屯

？

——

 Ｉ

— 动 异系？ 怎—阿克苏

＊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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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 

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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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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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份

图 ２ 整体效率值及差异变化 图 ３
＂

路径依赖
＂



表 ３ 分区域效率变化情况


区域 ２ ０ ０ ０ ２００ １ ２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４ ２ ００ ５ ２ ０ ０ ６


４ ｂＳＬ ０ ２ ２０＾８８０６ ５ ４０ ６ １ ３０ ５ ８３０６ ７ ００ ６ １ ０

̄

东疆 １ ． ０９ ６０ ． ４０４ ０ ． ４ ０ ７ ０ ． ２５８ ０ ． ２ ３３ ０ ． ６０ ４ ０ ． ６ ３２

南疆 ０ ． ９０ ３ ０ ． ７ ７ ６ ０ ． ５４ ３ ０ ． ４ ７０ ０ ． ３８ ７ ０ ． ３４ ３ ０ ． ２ ６８

２ ００ ７ ２０ ０８ ２００９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平均变化ｆ
砸 ０ ． ６ ６ １ １ ． ０２ ２０ ５８ ３ ０￡３６ ０Ｊ ９０ ０ ． ６ ９ ４＾

３２％

东辎０ ． ６ ２９ ０ ． ９５２ ０ ． ４ １ ６ ０ ． ３４０ ０ ． ３９６ ０ ． ４ ２９－

７ ． ５％

南疆 ０ ． ３ ７ ５ ０ ． ８０８ ０ ． ４ ７ ８ ０ ． ５ ７ ４ ０ ． ６２ ４ ０ ． ２ ２ ６ １ ０ ． ９％

可 以看 出 ， 新疆 目 前的城市土 地利用 效率由 以下特征 ： ① 有平滑性 ， 借用动态值的方法对各个时间点的静态水平值进行处

整体水平偏低 ：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为 ０ ． ５２８
， 低于 ０ ． ６

，
理 ：

属于无效率的范畴
；

１ ８ 座城市中有 ４ 座城市的土地利用处于低 ，

＜ １

ｆ ｆ＿
１

度无效率状态 ，
８ 座城市处于高度无效率状态 ，

土地利用无效的
—

ｙ

城市比例高达 ６６ ． ６ ７％ 。 ②差异水平较大 ；
博乐效率最高 ，

为 １ ． ０ ５３
， Ｅ （ｔ

－

Ｔ＋１ ） 、 Ｅ （ｔ
－

Ｔ ）

……

Ｅ （ｔ ） 为各时间点的静态测度值 ，
Ｅ

ｄ
（ｔ ） 变

属 于完全有效状态 ，
和 田最低 ， 仅 ０ ． １ ７０

， 属 于高度无效状 态 ，
大时 ， 说明测度值处于上升的路径之上 ；

其变小时 ， 则处于下降

两者的差距在 ５ 倍以上
；
处于中 间状态的城市数量极少 ， 恶化了的路径上

［ １ ９ ］

。

差异状态 ，
土地利用效率在前五位的城市都处于完全有效率状２ ． ２ ． １ 整体水平与差异的变化

忘 ， 然而排名第六位的石河子 （
０ ． ８５ ３

） 是唯
一—座处于中度有效首先对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整体水平进行考察 ， 其平均

率状态的城市 ， 紧随其后的哈密效率值仅有 ０ ．４ ５７
， 效率下降梯 效率值变化情况如 图 ２ 所示 ：

度陡峭
；

效率的变异系数较大 ， 为 ０ ． ６ ７ １
， 亦可说明其差异相对由 图 ２ 可以看出 ，

２０ ００
－

２ ０ １ ２ 年新疆的整体效率水平与差异

明显 。 ③效率水平呈北一东 南依次递减的区域特征 ： 效率平均程度的变化趋势截然相反 ： 效率水平呈先下降 ， 后相对稳定的状

水平方面 ， 北疆大于东疆 、 东疆大于南疆 ，
北疆平均效率水平为态

；

差异程度呈先上升后相对稳定的趋势 。

０ ． ６９４
， 处于中度有效率 ， 东疆为 ０ ． ３ ６ ８

，
处于低度无效率 ， 南疆 ２０ ００ 年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 ， 该年度新疆城市土

为 ０ ． ２ ２ ６
， 处于高度无效率 ，

呈现 出梯度递减现象 ；

此外 ， 博乐 、 地利用效率为历史最高 ， 达到 ０ ． ９９ ７
，
处于高度有效率的水平 ， 有

克拉玛依 、 乌鲁木齐 、 奎屯 、 乌苏 、 石河子为有效率城市 ， 全部 １ ５ 座城市的土地利用利用效率处于有效率状态 ， 占所有城市的

为北疆城市
；

而库尔勒、 喀什、 和田排在最后三位 ， 皆处于高度５／６
；

其后至 ２００ ４
， 效率水平经历了

一

段下降时期 ，
至 ０ ． ６６０ 的水平 ，

无效率水平 ， 都位于南疆地区 。 ④新疆 中等规模城市效率过低 ：之后 直保持在 ０ ． ６ ５０ 的水平线附近 ，
处于 中度有效率水平下界

新疆唯 一座大城市乌 鲁木齐的城市利用效率值大于 １ ． 处于完全附近 。

有效率的状态 。 然而中小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都较低 ， 中等城市在效率水平下降的 同时 ， 各城市用 地效率差异却愈 加明显 ，

平均土地效率为 ０ ． ４７９
， 小城市的平均土地利用效率为 ０ ． ５ １ １

， 都 ２ ０ ０ ０ 年变异系数最小 ， 仅为 ０ ． ２６５
，
２ ００ ０ 年之后 ，

差异水平不断上升 ，

处于无效率状态 。 到 ２００７ 年上升至最高点 ，
为 ０ ． ５９ ５

， 各城市差异 比较明显 ，
而后

２ ． ２ 历史年动态演变特征分析 稍有下降 ， 基本稳定在 ０ ． ５６ ５ 的水平附近 ， 差异水平都相对较大 。

为了减少离群值对于动态变化的强烈冲击 ， 使动态变化更具２ ． ２ ． ２ 区域差异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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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６ ． ０４土地与房地产 ｜ ＬＡＮ Ｄ ＡＮＤ ＲＥＡ Ｌ Ｅ ＳＴＡＴＥ

从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历史演变看 ， 其也表现出
一定的区 在

＂

有效率路径依赖
＂

，
且这些城市全部为北疆城市

；
阿克苏在

域差异 ， 如表 ３ 所示 ：整个时间段 内的效率值均小于 ０ ． ６
，
且在 ２００２ 年 以后效率值大多

表中可 以北疆 、 东疆 、 南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趋势呈 小于 ０ ． ３
， 基本陷入

＂

高度无效率
＂

的状态 ， 喀什仅在 ２０００ 年西

现出一定的一致性 ：
三者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发生了恶化 部大开发初始时处于中度有效率的状态 ， 效率值为 ０ ． ６ ６ ２

，
而在其

现象 ，
且 呈现 出先下降 、 后上升、 在下 降的倒

＂

Ｎ

＂

形曲线 ： 北后的时间段内也
一

直处于无效率的状态之下 ， 和 田 比较特殊 ， 其

疆的土地利 用效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由 完全有效率下降至低度无效 在 ２００３ 年之前 ， 效率值均大于 １
，

＿

直为完全有效率的状态 ， 而

率 ，
而后至 ２０ ０８ 年四年间处于上升状态 ，

又恢复至完全有效率状 在 ２ ０ ０４ 年之后效率值急剧 下降 ，
且落入无效率陷阱 ， 效率值一

态 ， 在此后效率下降 ， 但基本在中度有效率的状态
；
东疆同样 自直较低 ， 这些城市存在

＂

无效率路径依赖
＂

，
且全部为南疆城市 。

２ ０ ０ ０
－

２ ００ ４ 年效率下降 ， 由完全有效率变 为高度无效率 ，
而后至

２０ ０ ８ 年 ， 效率改善到高度有效率水平 ， 但此后又开始下降 ，
大致３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非效率来源分析

处于低度无效率状态
；
南疆 ２ ０ ０ ０

－

２ ０ ０６ 年较长时间内处于下降状在 Ｓ ｕ ｐ
ｅ ｒ Ｓ Ｂ ＭＤ Ｅ Ａ 模型中 ，

用松弛变量的松弛度可以有效

态
，
由高度有效降至高度无效的水平 ，

而后至 ２ ０ ０８ 年 ，
上升至中 地表示无效率的程度 ， 以下部分即用此方法来分析无效率来源 。

度有效率水平 ，
此后又急剧下降 ， 截止 目 前基本处于高度 无效率３ ． １ 无效率来源的现状分析

的水平。 ３ ． １ ． １ 投入角度

同时也可 以看 出三大 区域的变化也存在着
一

定的差异 ，
主首先 ， 从投入要素的角度对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率进行分

要 现在变化幅度与变化时期上 ： 从变化幅度上看 ，
呈现出北一 析 ，

结果如下表所示 ：

东
一

南 ， 下降幅度依次递增的趋势 ，
且南疆的平均下降幅度保 丨寺由表 ４ 可 以看出 ， 资本投入方面 ： 政府财政支出无效率在资

在 １ ０％ 以上
， 效率下降十分严重 ；

从变化时期上看 ， 南疆的效率 本要素中的无效率现象 更为明显 ： 大部分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松

下降时期明显长于北疆 、 东疆 ， 其效率变化体现出很明显的滞后 弛度为 ０
， 处于有效利用的状态 ， 仅有石河子、 哈密 、 库尔勒三

性
，
与其更为偏远的区位 、 落后的交通 、 社会条件等有很大关系 。 市的松弛度均大于 ０ ． ３ ５

，
即固定资产投资中 ３ ５％ 的资金投入无效

２ ． ２ ． ３

＂

路径依赖
＂

现象突出率 ，
设产生任何收益

；
政府财政支出投入无效率问题明显 ， 有 １ ０

由分析可知 ，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 比较明显的
＂

路径 座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财政支出无效率现象 ， 分布于新疆各个区

依赖
＂

现象 （ 图 ３ ） ： 如 乌 鲁木齐 、 克拉玛依 、 奎 屯 ３ 城 ，
土地利 域 ， 其中南疆的喀什、 和田 两市的无效率比例达到 ９ ３ ． １ ％ 、 ９ １ ． ９％

，

用效率虽然 由 ２ ０ ０ ０ 年至 ２ ０ １ ２ 年 ， 总体上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 但即有 ９ ０％ 的政府投资白 白浪费 ， 使得各城市摆脱困境更为困难。

其效率值
一

直都在 ０ ． ６ 之上
， 皆处于有效率的状态 ，

这些城市存劳动 力投入方面 ， 在劳 动 力 要素中 ，

二产劳动力 无效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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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２０ １ ２年产出 变量松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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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投人要泰无效率平均值时序变化 图 ５ 产出无效率均值时序变化

题比三产劳动 力无效率严重 ， 例如昌吉市 ，

二产劳动力冗余达到 ３ ．４ 倍 ， 才可以达到最有效的水平 ， 库尔勒 、 和田 、 阿图什、 阿

５ ０％ 以 上
，
而三产劳动 力却处于有效的状 态 ， 同样的情况还发克苏等 ４ 座南疆城市紧随其后 ， 都在 １ 倍 以上 ， 使得南疆城市在

生在库尔勒、 阜康等城市 。 同时 ，
石河子、 吐鲁番 、 昌吉、 伊宁 、 第二产业产出不足的问题上相对于北疆也较为突出 。 第三产业的

喀什的劳动力要秦利用无效率问题十分突出 ， 石河子的二三产业产出问题相对较为轻微 ， 仅有库尔勒 、 阜康等城市的第三产业产

劳动 力无效率程度均在 ６ ０ ％ 以上
，
吐鲁番二产劳动力无效率度高出不足较大 ， 在 １ ． ５ 倍 以上 ， 这与新疆整体的三产发展不足有

一

达 ８９ ． １ ％ 。定的关系 。

土地投入方面 ，
三分之

一

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地投人无相对于经济产出不足 ， 环境产出缺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 １ ８

效率 问题 ， 其中 ，
昌吉最 为明显 ，

土地投人无效率达 ５ ３ ． ２ ￥
， 其个城市中有 ８ 个处于环境产 出不足的状态 ，

其 中和田 、 阿勒泰、

次 为喀什 ３ １ ． １ ％
， 可见南北疆的重要城市均存在较严重的土地要阿图什等城市居首 ， 松弛度均大于 ０ ． ７

， 绿化率提高原来的 ７０ ％

素投入无效问题 ，
土地的盲 目扩张急需限制 。 才可以达到有效状态 。

综含资本 、 劳动 、 土 地三大要秦来看 ，
２ ０ １ ２ 年新疆的劳动３ ． ２ 无效率来源的时序分析

力投入无效最 为明显 ， 其次为资本 ， 最后为土地 ，
这与新疆相对３ ． ２ ． １ 投入要素无效率的历史演变特征

落后的经济 、 技术水平与偏远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联 ： 经济 、 技以时 间轴观察 ，
三大投人要素 中 ， 资本 、 劳动投入要素的

术的落后 ， 使得大量的劳动无法含理配置到相对合适的岗位 ，
偏无效率变化情况基本

一致
， 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远的位置使企业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迟钝 ， 资本等要素流动受到型状态
； 劳动投人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最后下降的

“

Ｍ

”

限制 。型状态 （ 图 ４ ） 。

３ ． １ ． ２ 产出角度且总体来看 ， 投人要素无效率可以分为两大时期 ： 第一阶段

同时
，

Ｓｕ ｐｅ ｒ
－

Ｓ Ｂ ＭＤ ＥＡ 模型也给出了产出方面各变量的松弛为 ２ ０００ 年至 ２０ ０９ 年
， 属于劳动投入无效率时期 ， 劳动投人无效

度
，
以此来分析无效率来源如下 ： 率值远远高于资本 、 土地投入无效率值 ， 在投入要素无效率中起

由表 ５ 可知 ， 新疆城市土地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环境方面到主导作用
； 第二阶段为 ２ ００９ 年以后 ， 属于投入要素无效率时期 ，

的产出都严重不足 ，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或环 此时期大部分时间内 ，

土地投人无效率要明显高于资本 、 劳动投

境产出不足的问题。人无效率水平 ， 在投人要素无效率中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 ， 新疆

经济产出中 ， 财政产出不足问题最为明显 ，
且南疆城市的财土地盲 目扩张问题在 ２００９ 年以后极为明显 。

政产出不足问题 比北疆、 东疆严重 ： 财政产出变量松弛度排名前３ ． ２ ． ２ 产出无效率的时序变化

５ 的城市为喀什、 和田 、 塔城 、 吐鲁番 、 库尔勒 ， 其松弛度都在对 产 出 无 效 率 结 构 进 行 时 序 上 考 察 来 看 （ 图 ５ ） ： 从

８ 倍 以上
，
即在现有投人下 ，

应该获得 ８ 倍 以上财政产 出 ， 才可２０ ００ ２ ０ １ ２ 年经 济产 出 与环境产 出 不足的变化情况基本
一

致 ：

以达到最有效状态
；

而在 ５ 座城市中 ， 南疆城市财政产出松弛度２０００
－

２ ０ ０ ５ 年两者同时上升 ，
２００ ５

－

２ ００８ 年两者下降 ，
２０ ０ ９ 年及

不仅高于北疆 、 东疆 ，
且 占了其 中的三席 。 同时 ， 在第二产业的 其后又有所回升 ，

大致呈现
＂

Ｎ

＂

型的变化趋势 。 然而 ， 在整个过

产出方面 ， 虽然阜康市的效率最低 ， 其二产产出必须变为原来的ｆ呈中 ，
经济产出无效率始终明显高于环境产出无效率 ， 与新疆经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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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６ ． ０４ ［＾
７
土地与房地产 ｜ＬＡＮ Ｄ ＡＮ Ｄ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济发展落后的情况相符。 然而 ， 环境无效率在 ２ ０ １ ０ 年后呈现 出理学报 ，
２０ １ １ （８ ） ： ｌ ｌ ｌ ｌ

－

ｉｍ．

较为陡峭的上升趋势 ， 说明 ， 在城市土地生产过程中环境破坏问 ［ ２ ］ 李纯斌 ， 吴静 ．

＂

空间失配
＂

假设及对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启示 ［ Ｊ ］ ．

题明显加重 。 城市 问题 ，
２００６ （ ２ ） ： １ ６

－

２ １ ．

［ ３ ］ 刘纪远 ， 匡文慧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以来 中国土地利用变 化的基本

４ 结论与启示 特征 与空间格局 ［Ｊ ］ ． 地理学报 ，
２０ １ ４ （ １  ） ： ３

－

１ ４ ．

综上 ， 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 （ １ ） 目 前 ， 新疆城市土地利 ［ ４ ］ 年雁云 ，
王晓利 ， 陈璐 ． １ ９３０

－

２ ０ １ ０ 年额济纳三 角 洲土地利用景观

用效率水平较低 ，
且区域差异明显

，
呈现北 －

东一南效率递减的格局变化 ［Ｊ ］ ． 应用生态学报 ，
２ ０ １ ５ （ ３ ） ： １ ３８

－

１ ４ ６ ．

地域特征 。 （ ２ ） 目前 ，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率在投入方面主要 ［ ５ ］ 何丹 ， 固璟 ， 高伟 ， 郭怀成 ， 于书霞 ， 刘永 ． 基于 ＣＡ
－

Ｍ ａ ｒ ｋｏｖ 模型

来源依次为 ： 劳动无效率、 资本无效率 、 土地无效率 ， 产出方面的滇池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研究 ［ Ｊ ］ ． 北京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

主要来源于经济产出不足。 （ ３
）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

＂

路版 ，
２０ １ ４ （ ６ ） ： １ １ ４

－

１ ２４ ．

径依赖
”

的特征 ，
且表现出

＂

两极分化
＂

的特征 ，
且差异呈现出 ［ ６ ］ 王成新 ， 刘洪颜 ， 史佳避 ， 刘凯 ． 山东省省级 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

变大的趋势 。 （
４ ） 由于土地的盲 目扩张、 环境产 出的不足等 ， 新用评价研究 ［Ｊ ］ ． 中国人 □ ？ 资源 与环境 ，

２ ０ １ ４ （６ ） ： １ ２８
－

１ ３３ ．

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恶化的趋势 。 ［ ７ ］ 官 玉 洁 ， 陈 晓键 ． 渭南 市城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考 察 ［ Ｊ ］ ． 城市 问

结含 以上结论
，
可以得到启示如下 ： 题 ，

２０ １ ３ （ １ ０ ） ： ７ ２
－

７ ７ ．

（
１ ） 以提高劳动投入效率为重点 ， 推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８ ］ 杨 清 可 ， 段 学 军 ． 叶 磊 ， 张伟 ． 基 于 Ｓ Ｂ Ｍ

－

Ｕ ｎ ｄ ｅ ｓ ｉ ｒ ａ ｂ ｌ ｅ 模 型 的

的提升。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很大 部分来源于其劳动投入无城 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率评价 ： 以 长三 角 地 区 １ ６ 城市 为 例 ［ Ｊ ］ ． 资源 科

效率 ，
而效率的提高不能过度依赖外部要素的输入 ， 新疆的劳动学 ，

２０ １ ４ （ ４ ） ： ７ １ ２
－

７ ２ １ ．

投入无效率很大原因在于劳动力 与区域 、 产业间的失配 。 因此在 ［ ９ ］ 张明斗 ， 周亮 ， 杨霞 ． 城市化效率的时空测度 与 省际差异研究 ［ Ｊ ］ ．

新疆有限的劳动 力下 ，
可 以通过技术员交流 、 就业信息平台的推经济地理 ，

２０ １ ２ （ １ ０Ｍ ２
－

４ ８ ．

广等使有限的劳动力更有效地配置到需要的地方 ，
以此推进劳动 ［ １ ０ ］ 林 坚

， 马 珣 ． 中 国 城 市 群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测 度 ［ Ｊ ］ ． 城 市 问

力投入效率 ， 进而推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题 ， ２０ １ ４ （ ５ ） ： ９
－

１ ４ ， ６０ ．

（ ２ ） 以
“

南疆
＂

作为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突破 □ 。 南 ［ １ １ ］ 李松 ， 张小雷 ， 李寿 山 ， 杜宏茹 ． 新疆绿洲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

疆大多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过低 ，
且存在

＂

无效率路径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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