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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　　　　　　
　　　　　　　社会经济因素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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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测度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础上，选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

化率为社会经济因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市土地 集 约 利 用 与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的 相 互 作 用。结 果 表

明：城市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 化 均 为 一 阶 单 整 序 列；经 济 发 展、人 口 增 长、城 市 化

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城市土地集约度 与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之 间 存 在 长 期 的 稳 定 关

系，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 整 幅 度 达 到６８．３６％。因 而，政 府 应 采 取 长 期 和 短 期 结 合 的 策 略，加

大城市建设的投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使经济和城市化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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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致对土

地的大量需求，进而占用城市周边大量耕地资源，城

市建设用地扩张惊人，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生

态安全。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无序扩张及

城市土地的粗 放 利 用 造 成４０％左 右 的 城 市 土 地 被

低效利用［１］。因此探索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

系，协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成为当今学

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２－５］。有学者采用回归分析

方法分析城 市 化 与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程 度 的 关 联

性［６］、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城市

土地利用集约度［２］及选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７］。尽管简单的回归分

析方法能够说明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在未判

断序列平稳性的前提下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

结果出现偏差，不能从本质上解释土地集约利用和

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本文选用的动态

计量经济模型能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和

验证。

近年来，湖北省作为中部发展最快的省份，经济

发展迅速，城市化程度逐渐提高。处理好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城市化的关系，关系到能否成

功建设“两型”社会，发展可持续经济，因此为探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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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

的内在联系，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

为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

划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将城市土地集约度进行计算

并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等因素作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是各时间

序列变量须是平稳序列，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进

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近年发展起来的协整理论为解

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其分析主要包括平稳

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误差

修正模型的建立４个步骤。本文将借助Ｅｖｉｅｗｓ　６．０

软件，利用协整理论分析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度与人

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内在联系。

１．１　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为避免序列的非平稳

性给研究结 论 带 来 的 不 利 影 响，采 用 ＡＤＦ检 验 方

法对各序列 做 平 稳 性 检 验，通 常 对 序 列 的 ＡＤＦ检

验的一般形式为［８］：

△Ｙｔ＝α＋βｔ＋γＹｔ－１＋∑
ｐ

ｉ＝１
θｉ△Ｙｔ－ｉ＋εｔ （１）

式中：Ｙｔ 为 待 检 验 的 时 间 序 列；α为 常 数 项；β为 时

间效应；γ为前期Ｙ 的大 小 对ΔＹｔ－１的 影 响；ｔ为 时

间趋势；Ｐ为滞后值；εｔ 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ｔ统计值来判定序列有无单位根，从而判

定序列的平 稳 性。若 序 列 平 稳，记 为Ｉ（０）；若 序 列

经过一次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则称该序列为一阶

单整序列，记作Ｉ（１）；若 序 列 经 过ｄ次 差 分 后 变 为

平稳序列，则称该序列为ｄ阶单整序列，记作Ｉ（ｄ）。

１．２　协整检验

协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

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序列，则这些变量之

间的关系就是协整的［９］。本文采用常用的基于回归

残差的ＥＧ检验法，具体步骤如下：

（１）若ｍ个时间序列Ｙ１ｔ 和Ｙ２ｔ…Ｙｍｔ 同为ｄ阶

单整序列，则建立回归方程

Ｙ１ｔ ＝β２Ｙ２ｔ＋β３Ｙ３ｔ＋…＋βｍＹｍｔ＋μｔ （２）

模型估计的残差为：

μ^ｔ ＝Ｙ１ｔ－^β２Ｙ２ｔ－^β３Ｙ３ｔ－… －^βｍＹｍｔ （３）

（２）运用ＡＤＦ检验法 检 验 残 差 序 列μ^ｔ 是 否 平

稳，若平稳，则可以确定回归方程中的ｍ 个 变 量 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１．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表示变量之间存在

某种因果关系，但是不能得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

方向。为此，笔者选用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 检 验 法 分 析 变

量间的内在联系，其模型如下：

ｙｔ＝α１０＋∑
ｐ

ｉ＝１
α１ｉｙｔ－ｉ＋∑

ｐ

ｉ＝１
β１ｉｘｔ－ｉ＋εｔ （４）

ｘｔ＝α２０＋∑
ｐ

ｉ＝１
α２ｉｘｔ－ｉ＋∑

ｐ

ｉ＝１
β２ｉｙｔ－ｉ＋εｔ （５）

若β１ｉ显著不为０，则表明ｘ是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若β２ｉ 显著不为０，则表明ｙ是ｘ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若

β１ｉ 和β２ｉ 都显著不为０，则表明ｘ与ｙ之间是互动关

系，存在反馈作用。

１．４　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中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

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

　 △ｙｔ＝β０△ｘｔ＋ｒｅｃｍｔ－１＋εｔ（０＜ｒ＜１）（６）

式中：ｙｔ、ｘｔ 为待检验序列；ｒｅｃｍｔ－１ 称为误差修正

项；εｔ 为随机误差。

２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说明

２．１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南部、长江中游，作为中部地

区的农业大省和全国粮食主产区，在协调耕地保护

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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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使命。全省总人口从２００１年的５　９７４．５６万增

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６　１４１．８８万；城市化率从２００１年的

４０．８０％增长到２００９年 的４６．００％；全 省 生 产 总 值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３　８８０．５３万 亿 元 增 长 到２００９年 的

１２　９６１．１０万亿元。

２．２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用数据 来 源 于《２０１０年 湖 北 省 统 计 年 鉴》、

《新中国５５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２０１０中 国 统 计 年

鉴》及《２０１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消除异方差性

以及使模型更有实际意义，本文对所有数据均进行

对数变换［１０］，分别将城市土地集约度、经济发展、人

口增长、城市化记为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ｌｎＵＲ。

（１）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根 据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的 内 涵 及 影 响 因 素，遵 循 指 标 的 科 学

性、系 统 性 和 可 获 取 性 的 原 则，通 过 对 国 内 外 相

关 学 者［１，５，１１－１３］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理论以及评价

方法的学习，构 建 了 由 土 地 投 入 水 平、土 地 利 用 程

度、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利用可持续度４个指标层、

１６个因素层 组 成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具 体 指 标 包 括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人均道路与广场用地面积、城市

人口用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每万人拥有公

共车辆数、城 市 建 城 区 人 口 密 度、人 均 建 设 用 地 面

积、单位面积 职 工 人 数、地 均 ＧＤＰ、地 均 财 政 收 入、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均工业总产值、建城区

绿地覆盖率［１４］、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工 业 废 水 排 放

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因选取的因素较多，

经检验，各因素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本文选

取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并利用综

合得分值法计算每年各主成分得分［１５，１６］，进而得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表１）。

表１　湖北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集约度 ６５．４０　 ６７．８０　 ６８．５７　 ６３．００　 ６５．９６　 ６８．６７　 ７４．２０　 ８０．０４　 ８５．８５　 １０３．００

　　（２）城市化水平。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城镇的发

展壮大，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的过

程。关于衡量城市化水平，学者们提出许多不同的

观点，但大多数是采用人口角度的衡量方法，因此，

本文研究的城市化水平用城市化率表示，即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 用 ＡＤＦ检 验 方 法，运 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

件对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 和ｌｎＵＲ 的 平 稳 性 进 行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值 检验形式（Ｃ，Ｔ，Ｌ）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ＵＬＩＵ －１．２２９　２ （Ｃ，Ｔ，１） －６．２９２　１ －４．４５０　４ －３．７０１　５ 非平稳

ｌｎＰＧ　 ０．０２４　２ （Ｃ，Ｎ，０） －４．５８２　６ －３．３２１　０ －２．８０１　４ 非平稳

ｌｎＰＬ －２．００５　９ （Ｃ，Ｎ，０） －６．２９２　１ －４．４５０　４ －３．７０１　５ 非平稳

ｌｎＵＲ －２．７５５　８ （Ｃ，Ｔ，１） －６．２９２　１ －４．４５０　４ －３．７０１　５ 非平稳

△ｌｎＵＬＩＵ －４．６２１　２ （Ｃ，Ｔ，０） －６．２９２　１ －４．４５０　４ －３．７０１　５ 平稳　

△ｌｎＰＧ －９．１０８　９ （Ｃ，Ｔ，４） －６．２９２　１ －４．４５０　４ －３．７０１　５ 平稳　

△ｌｎＰＬ －１．８４１　３ （Ｎ，Ｎ，０） －２．９３７　２ －２．００６　３ －１．５９８　１ 平稳　

△ｌｎＵＲ －７．３７５　８ （Ｃ，Ｔ，１） －７．００６　３ －４．７７３　２ －３．８７７　７ 平稳　

　　　注：△表示一阶差分；（Ｃ，Ｔ，Ｌ）中，Ｃ表示截距项，Ｔ表示趋势项，Ｌ表示滞后阶数；Ｎ 表示不包含截距项或趋势项；滞后阶数Ｌ由

Ｅｖｉｅｗｓ　６．０软件根据ＳＣＩ准则确定。

·５５·

第４期 　 　 　 　 　 　 　 　 　 　 　 　 　 　 　 　 　 徐小伟，等：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因素的计量分析



　　由平稳 性 检 验 结 果 可 知，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
和ｌｎＵＲ 的 ＡＤＦ 统 计 量 值 分 别 为 －１．２２９　２、

０．０２４　２、－２．００５　９和－２．７５５　８，在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下，临 界 值 分 别 为 －３．７０１５、－２．８０１　４、

－３．７０１　５和－３．７０１　５。可 以 看 出，ＡＤＦ统 计 量 值

均大于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 为非平稳序列。对

４个序列做一阶差分处理，差分后的序列分别记 为

△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差分后序列

的ＡＤＦ统 计 量 值 分 别 为－４．６２１　２、－９．１０８　９、

－１．８４１　３和 －７．３７５　８。△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 和

△ｌｎＵＲ 均小 于１％显 著 性 水 平 的 临 界 值，△ｌｎＰＬ
小于７％的显 著 性 水 平 下 临 界 值，可 知 一 阶 差 分 后

的序列 为 平 稳 序 列，即ｌｎＵＬＩＵ －Ｉ（１），ｌｎＰＧ－

Ｉ（１），ｌｎＰＬ－Ｉ（１），ｌｎＵＲ－Ｉ（１）。

３．２　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证明ｌｎＰＧ、ｌｎＰＬ、ｌｎＵＲ 和ｌｎＵＬＩＵ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为探

索城市土地集约度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采用“Ｅ－Ｇ”两步法对回归

残差进行检验。然而，经济变量变化趋势往往具有

“共向性”存在，从而引起共线性，因此有必要首先对

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 进一步做共线性诊断（表３）。

表３　变量多重共线性诊断

自变量
共线性指标

ＶＩＦ　 ＣＩ

ｌｎＰＧ　 １４２．０８８　９　 １．０００　０

ｌｎＰＬ　 １０．２８１　７　 ４．０８１　１

ｌｎＵＲ　 １９７．７９８　３　 ３１．１８３　２

结合ＶＩＦ 和ＣＩ，由表３可知，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１７］。如果直接进行回归，会导

致增大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方差，使得回归模型缺乏

稳定性或导致与实际经济意义不符，而如果通过剔

除变量的方法消除共线性，会使研究失去意义。因

此，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回归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对对数化后变量做标准化处理，采用主成

分分析，对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 提取主成分（表４）。

表４　特征根及各主成分贡献率

主
成
分

特征根
初始特征根

方差贡献差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１　 ２．８２７　３　 ２．６５７　５　 ９４．２４　 ９４．２４

２　 ０．１６９　８　 ０．１６６　９　 ５．６６　 ９９．９０

３　 ０．００２　９　 ０．１０　 １００

第一个特征根所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虽已达

到９４．２４％，但为了研究更加精确可靠，保留前两个

主成分。第一个 特 征 根 对 应 的 单 位 特 征 向 量ｕ１＝
（０．５８３　５，０．５６２　４，０．５８５　８），第二个特征根对应的

单位特征向量ｕ２＝（－０．４３２　４，０．８２５　８，－０．３６２　１），

前两个主成分可分别表示为：

Ｚ１ ＝０．５８３　５ｌｎＰＧ＋０．５６２　４ｌｎＰＬ＋

０．５８５　８ｌｎＵＲ （６）

Ｚ２ ＝－０．４３２　４ｌｎＰＧ＋０．８２５　８ｌｎＰＬ－

０．３６２　１ｌｎＵＲ （７）

然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ｌｎＵＬＩＵ 和Ｚ１、Ｚ２
进行回归可得：

ｌｎＵＬＩＵ ＝０．５０７　２Ｚ１－０．１９０　５Ｚ２＋ｅｔ （８）

运用ＳＡＳ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并用ｔ检验法做

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到变量Ｚ１、Ｚ２ 的标准误差分别

为０．０２４　４、０．０７３　６，ｔ检 验 值 分 别 为２０．７９７　３、

－２．５８８　５，拟合 系 数Ｒ２ 为０．９０９　２。运 行 结 果 显

示，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参数显著性为极显著。进而

将Ｚ１、Ｚ２ 代入主成分回归模型，可得最终模型为：

ｌｎＵＬＩＵ ＝０．３７８　４ｌｎＰＧ＋０．１２８　０ｌｎＰＬ＋

０．３６６　１ｌｎＵＲ＋ｅｔ （９）

令ｅｔ＝ｌｎＵＬＩＵ－０．３７８　４ｌｎＰＧ－０．１２８　０ｌｎＰＬ－

０．３６６　１ｌｎＵＲ，则ｅｔ 为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对残差

序列ｅｔ 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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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变量协整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值 检验形式（Ｃ，Ｔ，Ｌ）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ｅｔ －２．９９５５ （Ｎ，Ｎ，０） －３．００７４ －２．０２１２ －１．５９７９ 平稳

　　 由 表 ５ 可 知，残 差 序 列 ＡＤＦ 统 计 量 为

－２．９９５　５，小于５％显著性水平临界值－２．０２１　２，

可以得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的结论，说明湖北省

ｌｎＵＬＩＵ 与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 存 在 协 整 关 系，即

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 出，ｌｎＰＧ、ｌｎＰＬ和ｌｎＵＲ 对

ｌｎＵＬＩＵ 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ｌｎＰＧ每增加１个百

分点，ｌｎＵＬＩＵ 会增加０．３７８　４个百分点，说明湖北

省为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资金投入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ｌｎＰＬ每增加１个百分点，ｌｎＵＬＩＵ
会增加０．１２８　０个 百 分 点，人 口 的 增 长 并 没 有 导 致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的下降，说明城市发展模式已

经开始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变，而不是简单地

靠大量扩张城市土地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ｌｎＵＲ

每增长１个百分点，ｌｎＵＬＩＵ 会增加０．３６２　１个百分

点，说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没有导致城市建设用

地的无序扩张，湖 北 省 实 施 的 一 系 列 旨 在 促 进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度 提 高 的 政 策 措 施 已 经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从长期来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

城市化率的提高，加大城市建设资金的投入，满足城

市发展的需要，将会是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的

重要切入点。

３．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为更 好 的 揭 示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ｌｎＰＬ 和ｌｎＵＲ

之间是否存在实质上的因果关 系，采 用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检验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变量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　 原假设　　 滞后阶数 Ｆ统计量 概率

ｌｎＵＲ→ｌｎＵＬＩＵ　 ｌｎＵＲ 不是ｌｎＵＬＩＵ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１　１９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８

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ＵＲ　 ｌｎＵＬＩＵ 不是ｌｎＵ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０．８７０　９　 ０．５３４　５

ｌｎＰＧ→ｌｎＵＬＩＵ　 ｌｎＰＧ不是ｌｎＵＬＩＵ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１４．９８０　２　 ０．０６２　６

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Ｇ　 ｌｎＵＬＩＵ 不是ｌｎＵＬ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３．２２２　２　 ０．２３６　８

ｌｎＰＬ→ｌｎＵＬＩＵ　 ｌｎＰＬ不是ｌｎＵＬＩＵ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１１．９７０　３　 ０．０７７　１

ｌｎＵＬＩＵ→ｌｎＰＬ　 ｌｎＵＬＩＵ 不是ｌｎＰ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０．３８０　４　 ０．７２４　４

ｌｎＰＧ→ｌｎＵＲ　 ｌｎＰＧ不是ｌｎＵ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２．２２０　９　 ０．３１０　５

ｌｎＵＲ→ｌｎＰＧ　 ｌｎＵＲ 不是ｌｎＰＧ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６．９２５　２　 ０．１２６　２

ｌｎＰＬ→ｌｎＵＲ　 ｌｎＰＬ不是ｌｎＵ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３　３５２．７９　 ０．０００　３

ｌｎＵＲ→ｌｎＰＬ　 ｌｎＵＲ 不是ｌｎＰ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０．８７４　６　 ０．５３３　４

ｌｎＰＬ→ｌｎＰＧ　 ｌｎＰＬ不是ｌｎＰＧ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２７．３７３　７　 ０．０３５　２

ｌｎＰＧ→ｌｎＰＬ　 ｌｎＰＧ不是ｌｎＰ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２．０５２　５　 ０．３２７　６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城市化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在７％的显著 性 水 平 下，经 济 发 展 是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用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在８％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

增长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而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却不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即经济发展、人 口 增 长、城 市 化 和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将更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城市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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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完备度、美化城市环境、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从而

使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逐步提高，而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度提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如投资

环境改善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高等却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显现。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因果关系上，城

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

带动作用更为明显，说明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资，使

经济发展的成果惠之于民；人口增长显著地带动了

城市化率的提高，反之则不成立，说明越来越多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至城市，这也说明政府应继

续关注城市居住、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

等问题；人口增长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说明目

前湖北省经 济 的 发 展 仍 然 是 靠 劳 动 力 的 增 加 来 带

动，大部分产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政府应升

级产业结构，加大对新技术的投入力度，引进高新技

术产业，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增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促进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３．４　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已经证明了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度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率之间存在（１，１）

协整关系，可知前一期非均衡误差为：

　ｅｔ－１ ＝ｌｎＵＬＩＵｔ－１－０．３７８　４ｌｎＰＧｔ－１－

０．１２８　０ｌｎＰＬｔ－１－０．３６６　１ｌｎＵＲｔ－１ （１０）

将其带入误差修正模型，并应用最小二乘法估

计其参数，可得到城市土地集约度和经济发展、人口

增长、城市化率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ｌｎＵＬＩＵｔ ＝０．４７６　６△ｌｎＰＧｔ－０．４０９　０△ｌｎＰＬｔ＋

０．２１４　５△ｌｎＵＲｔ－０．６８３　６ｅｔ－１ （１１）

误差修正项系数为－０．６８３　６，说明误差反向修

正机制成立，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度与经济发展、人

口增长、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但是短期

内会偏离这种 均 衡，当 期 偏 离 程 度 的６８．３６％将 在

下 一 期 被 修 正。△ｌｎＰＬ 的 系 数 为 负 数，说 明 短 期

内，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的降低。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虽

然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

期内，对城市建设的投入以及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

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提高作用并不能马上体现，

如果政府缺乏长远考虑，则较易忽视对城市建设的

投入以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１）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和城市化率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２）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度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３）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的稳定

关系，短期内会偏离这种均衡。

上述结论表明，在一个长期过程中，城 市 化、经

济水平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都能提高湖北省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但是短期内的人口增加会降低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而政府财政投入效果在短期

内不能显现，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推

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在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同时应 制 定 相 应 政 策 应 对 城 市 人 口 的 急 剧 增

加。在处理 经 济 发 展 和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的 关 系

上，政府应该具有长远眼光，采取长期、有效的投资；

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有

效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升级产业

结构，积极引 进 高 新 技 术 产 业；注 重 城 市 内 涵 的 发

展，注重企业集聚发展，优化城市土地布局，促进单

位土地收益的增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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