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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本文基于 2003 — 2017 年全国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不同维度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

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间 — 空间双固

定的空间误差模型探讨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1）从全国维度的回归结果来看，城市

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降低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2）将全国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区域的回归结

果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维度一致，但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

提高其利用效率也将提高。（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类型进行回归，集约型城市（Uclsm ＞ 0）的回归结果显示，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降低，利用效率会不断提高；粗放型城市（Uclsm ＜ 0）回归结果出现城市建设用地错

位度与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关系特征，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提升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先有

正向影响，但随着粗放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推动作用将会转变为恶化作用。研究结论：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

展阶段特征，制定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人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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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 2019 年《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推动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明确提出：

“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

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要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

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1] 然而，

2003 年左右中国所采取的建设用地指标在空间上平

均分配，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等政策，造成了城市建

设用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合理，城市人地结构空间分布

不均衡，存在城市建设用地资源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错

位现象 [2]。这种错位源于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与人口流

动、人口规模之间的空间不匹配，导致不少地区容纳

了更多的人口，却未能配置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亦

有不少地区拥有较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却未能吸引足

够的人口集聚，造成了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分散，

城市空间开发无序、低效闲置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探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

一直是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土

地利用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化等社会因素方面

揭示其推动力 [3-6]，也有研究从财政分权、政府行为、

土地制度等体制方面探索其机制 [7-9]。多数学者关注

以上因素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而忽略了一个

重要因素 ——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空间错位理

论（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

KAIN 提出，最初用来研究住宅郊区化背景下劳动力

居住与就业机会空间的关系 [10]，后被拓展应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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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的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完全匹配现象。

包括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人口与粮食分

布的空间错位等两个相关要素空间失配研究 [11-13]。

有效且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可以节省各类资源，从而

获得长远经济效益，反之，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不协调、

经济质量下降。因此，城市建设用地作为人类各种生

产、生活等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其与人口要素空间

错位是否带来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降低？不同

的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类型对其利用效率会产生

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综上，本文基于 2003 — 2017 年全国 278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借鉴空间错位理论，创新性地

构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与人口要素的空间错位指数，

并通过空间计量手段揭示全国、区域间以及不同错位

类型三个维度下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现

状与差异，有利于从宏观上调节城市之间建设用地的

供需平衡，为实现中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城市建设

用地利用效率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要素之间空间不匹配等问题产生原因主要为政

府垄断、政府过度干预和政策扭曲以及要素市场不完

全等方面 [14-15]。城市建设用地作为资源要素的一种，

其空间错位原因同样与政府和市场的缺陷有关。一

方面，中央政府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前

提下，为实现区域充分平衡发展目标而采取“增量管

理 + 计划控制”的建设用地指标初次配置方式 [16]。同

时，由于错误地理解平衡发展为经济和人口的平均分

布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17]，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

倾斜、分散配置来吸引要素资源回流，造成了各地区

边际效益不等，损失了集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红

利。另一方面，人口资源要素市场发育较为成熟，且

在集聚作用下自由流动至东部发达地区。然而，建设

用地资源配置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下是不可更改的，

相关用地审批权也高度集中于中央与省级政府，这种

“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用地管理模式禁止了建设用

地资源跨区域再配置，与人口资源流动方向“背道而

驰”，形成了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的问题，这也严重

阻断了“帕累托改进”的途径 [16]，从而造成全国和地区

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降低（图 1）。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一：在全国和地区间，城市

建设用地空间错位造成其利用效率的降低。

当城市建设用地资源与人口资源出现空间错位

时，会形成人口城镇化大于土地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

大于人口城镇化两种类型（图 2）。一方面，在人口城

镇化大于土地城镇化失衡类型的相对发达城市中，由

于其存在着“虹吸效应”，使得自由市场中流动的各种

资源要素集聚于此，必然会产生“拥挤效应”[18]。地方

政府通过增大当地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

服务领域的资金支出投入强度，以弥补人口激烈增加

所带来的社会消耗。与此同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建设用地“总量管控”的宏观调控下 [19]，地方政府无

法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行及时补

救，造成诸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阻塞严重、企业用地

成本过高、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的城市“平民窟”“棚户

区”等不健康的城镇化现象出现 [20]，从而形成城市建设

用地配置不足，结构优化困难的土地利用效率降低的

现象。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失衡类

型的欠发达城市中，在各种资源要素流失的环境下，依

然采取加大建设用地资源投入的“政策倾斜”方式来拉

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在欠发达地区通过富

裕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促进效率的提升具有短期效

图1 区域维度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效率影响分析图

Fig.1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patial mismat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region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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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长期效应 [21]。在短期效应中，通过建设用地指标

招商引资，强化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扩充了政府

财政收入，政府将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城市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中去，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了产业的

发展，必然增加土地单位产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22]。

然而，如果地方政府盲目学习发达城市发展策略 [23]，

长期依靠建设用地要素高投入，过度追求土地财政最

大化，加快土地城镇化，忽略人口城镇化，将会出现城

市无序蔓延，集约利用程度降低的“空城”“鬼城”等现

象，从而加剧了土地资源错位，转而降低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24]。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二：在不同城市建设用地空

间错位类型下，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其利用效率

存在不同影响。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测度模型

本文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定义为以要素投

入产出理论为基础，将城市建设用地作为投入变量，

在保持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实际城市建设用

地投入与获得最大化综合产出时城市建设用地投入

水平的比值 [25]。借鉴 MEEUSEN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

出的随机前沿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来计

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参考相关学者 [26] 引入距

离函数实现随机前沿法分析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

对于生产函数的选择，采用更具灵活性、易估计性和

包容性的超越对数函数。主要涉及 3 项投入：资本投

入采用通过永续盘存法 [27] 计算所得的各市辖区固定

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采用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就业

人口数，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按照《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中的定义选取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2 项

产出，即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中经济增

长采用市辖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表示，社会效益

采用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表示，绿色发展借鉴谢高 

地 [28]、董家华等 [29] 研究成果计算的城市公园绿地生态

服务价值表示。非期望产出主要为环境污染，以市辖

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并借鉴刘书畅等 [30] 的做法，

将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变量引入模型中，反映在其他

投入要素一定下，土地利用通过消耗生态环境来增加

其效益（表1）。相关指标依照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

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以 2003 年为基期的不变

价。具体模型构造如下：

ln 1
y yit it1 2+ = α + β1ln y y

y
it it

it

1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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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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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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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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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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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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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类型维度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效率影响分析图

Fig.2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patial mismat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ype dimens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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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it 表示 t时期 i地区的产出向量（yit1 为经济增

长，yit2 为绿色发展，yit3 为社会效益）；xit 表示 t 时期 i 地

区的产出向量（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C为城市

建设用地投入，P 为污染排放）；α为常数项；β 为对应

的产出弹性系数；μit为技术无效率项；vit为随机扰动项。

3.2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

率影响的模型构建

鉴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空间效应，同时考

虑到忽略空间特征会使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采

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

位与其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常用的空间计量经济

模型主要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 SDM），

而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SAR）和空

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s Model, SEM）为其特殊形 

式 [31]。据此一般空间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yi = α + ρWyi + β1xi + β2Wxi + εi （2）

式（2）中：y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由前文构建的 SFA 方法计算所得；W 为空间

权重矩阵，采用经济 — 距离嵌套的空间权重矩阵 [32]；

α 为常数项；x 为解释变量；β 为待估参数；ε 为随机误

差项。根据式（2）中系数 ρ 是否显著，检验某地区城市

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是否与周边地区存在空间关联，如

果 ρ 显著则表示该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受其

他地区影响，否则不受其他地区影响。

借鉴 MARTIN 提出的空间错位指数（Spat ia l 

Mismatch Index, SMI），并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 [33]，

构建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与人口资源的空间错位指数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tial Mismatch, UCLSM），

公式为：

| Uclsmi | = 
1
C L
L
C Ci

i-b l  ×100 （3）

式（3）中：Uclsmi 为 i 城市空间错位指数，其绝对值越

大说明空间错位现象越明显；C 为全国市辖区城市建

设用地总面积；Ci 为 i 城市的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Li 为 i 城市的市辖区人口；L 为全国市辖区总人

口，由《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市辖区人口和市辖

区暂住人口相加近似所得。为了深入研究城市建设

用地空间错位对其效率的影响，本文将进行全国维度、

东部及中西部地区维度以及按 Uclsmi 取值范围（- ∞，

+∞），分为（-∞，0），0，（0，+∞）三段，定义为粗放利用

型、均衡利用型和集约利用型不同类型维度，分别探讨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其利用效率的影响。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

环境因素等也会影响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因

表1 SFA模型投入—产出变量名称及表征

Tab.1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nput-output variables in SFA model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表征

投入指标 资本 K 市辖区固定资本存量 / 万元

劳动 L 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 / 万人

土地 C 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km2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经济增长 y1 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 万元

绿色发展 y2 市辖区公园绿地生态服务价值 / 万元

社会效益 y3 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 / 万元

  非期望产出 污染排放 P 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万 t

表2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名称及表征

Tab.2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表征

因变量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Ulue SFA 估计

核心变量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 Uclsm 空间错位指数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Del 市辖区 GDP /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Par 市辖区城市道路面积 / km2

产业结构 Ec 市辖区第二、三产增加值占 GDP 比值

人居环境水平 Lel 市辖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km2  ·万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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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

平（Del），由市辖区 GDP 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Par），由市辖区城市道路面积表示；产业结构（Ec），

由市辖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表示；人居环

境水平（Lel），由市辖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表示。具

体如表 2 所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03 — 2017 年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城市建设用地数据与人口数据

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3 — 2017

年），其他各项投入产出指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来自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2003 — 2017 年）。在数据整理过程中，通过

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对缺失值进行补充，同时采用趋

势法和平均值法剔除变量中出现的异常值，以保证各

数据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全国维度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由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全局 Moran’s I 平

均值为 0.498，Z-value 平均值为 12.687，且均在 1% 置

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在全

局上存在着显著空间自相关。因此，运用传统经典估

计方法得到的结果是有偏的。运用OLS回归得到各效

应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LM）

和稳健性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Robust LM Test）。由

混合效应 OLS 回归结果表明，稳健的 LM 空间误差检

验显著于稳健 LM 空间滞后（表 3），因此采用空间误差

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进行空间计量更具有

科学性。同时，LR 检验的结果表示（表 3），面板数据

类型采取时间空间双固定的形式更适合本文的研究。

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运用 Stata 对选取的

相关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经检验，VIF 指数均

小于 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之后，

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误差模型以城市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为因变量，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为核

心变量，并选取相关控制变量对全国 278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进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如表 4 第（1）列所示

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 0.603 4，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控制了一系列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城市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平均变化 1% 将导致本地城市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变化 0.603 4%，且两者向同一方向变化。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Uclsm）是本文重点关注

的变量，该变量的回归结果为负，且在 1％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提高对城市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负向作用，与假说一分析相同，

表明合理化城市人地结构，避免城市承载过量人口而

形成的拥挤效应。要求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要随人口

流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城市建设用地重新配置带来了

土地要素资本化，土地要素资本化产生的增值又为人

口的迁移提供了基础，两大要素的协调匹配最终实现

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及劳动力集聚以及分工逐步

演进，同时形成知识与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全国城

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在所选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Del）、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Par）和产业结构（Ec）通过了 5% 显著性

水平检验，并显著为正。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基础设施越完善并且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其

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越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

高，促使城市规模的扩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用地方

式转变，从而推动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表3 非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3 Estimation results of non-spatial model

变量
OLS回归模型

混合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应

LM 空间滞后 749.091 7*** 2 539.551 2*** 694.270 9*** 1 306.052 8***

LM 空间误差 1 281.664 7*** 1 649.460 4*** 959.905 9*** 1 264.468 5***

稳健 LM 空间滞后 0.362 2  974.125 4*** 44.706 9*** 49.937 9***

稳健 LM 空间误差 532.935 2*** 84.034 6*** 310.342 0*** 8.353 6***

LR 检验 — 空间固定效应 20 740.803 2***

LR 检验 — 时间固定效应 1 658.831 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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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两大区域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尽管在全国层面已发现了城市建设用地错位度

对利用效率的影响，考虑到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

倾斜政策，本文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

地区两组分别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以验证上述结论的

合理性。结果如表 4 第（2）列和表 4 第（3）列所示，空

间自相关系数分别为 ρ东 = 0.656 0，ρ西 = 0.357 6，且均

在 1% 水平上显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显示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Uclsm）的回归结果中，

东部地区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相同，为 1% 水平下显

著为负，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的降低会提高城

市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而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

为 1% 水平下正向显著，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

的提高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这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相反，与假说一相悖。究其原

因，或在于不同地区城市发展阶段差异所致。在当前

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大多以欠发达城市为主，由于

人口、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自由流动的市场下逐渐

向发达城市流动，欠发达城市面对资源要素投入匮乏

的现状，只能通过加大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的过度投入

来吸引资源要素回流，从而强化了欠发达地区对“土

表4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变量
全样本 -SEM双

固定效应（1）

东部样本 -SEM双

固定效应（2）

中西部样本 -SEM

双固定效应（3）

ρ 0.603 4***

（30.632 6）

0.656 0***

（25.950 9）

0.357 6***

（11.882 2）

|Uclsm| -0.002 6***

（-2.690 0）

-0.008 1***

（-6.404 8）

0.006 5***

（4.292 6）

lnDel 0.001 9**

（2.436 4）

0.004 5***

（3.748 8）

0.001 8*

（1.793 9）

lnPar 0.005 0***

（8.047 8）

0.035 0***

（6.023 1）

0.014 8**

（2.553 6）

Ec 0.041 9***

（8.677 8）

0.008 6***

（7.442 1）

0.001 7**

（2.246 1）

Lel 0.000 2

（1.235 4）

0.021 52***

（4.633 8）

0.017 5***

（3.168 0）

σ2 0.000 1 0.000 1 0.000 1

R2 0.995 7 0.995 3 0.996 2

loglike 14 668.703 5 333.267 2 9 465.668 9

Sample 278 101 177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地财政”的依赖。这种具有行政干预色彩的行为在短

期效应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的集

约化，这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筹集大量的

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地区公共投资状况，而公共物品

供给规模对于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会产生溢出效应，

从而产生客观经济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3	 不同错位类型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上文将中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的回归

结果发现，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提

高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并试

图进行了解释。为进一步探究上文解释的合理性，本

文依据式（3）中对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Uclsm）的分

类，将样本划分为粗放型城市样本74个（Uclsm＜ 0）和

集约型城市样本 204 个（Uclsm ＞ 0），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如表 5 第（4）列和表 5 第（5）列所示，空间自相关

系数分别为 ρ集约 = 0.584 1，ρ粗放 = 0.375 3，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集约和粗放类型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显示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Uclsm）的回归结果中，

集约型城市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相同，为

1% 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的降

低会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而粗放型城市

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和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相反，与

中西部城市回归结果一致，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提高对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探讨粗放型

建设用地空间错位类型与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是

否有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其计量回归中纳入城市建设

用地空间错位（Uclsm）的平方项（表 5 第（6）列），城市

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二次项显示出在 10% 水平下

显著为负，这表示在粗放型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与

其利用效率存在“先升后降”的“倒 U”型关系，这也

实证了假说二的科学性。说明在粗放利用的城市中，

在短期效应下先通过粗放的建设用地要素投入来吸

引要素回流，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经济增

长。但城市建设用地资源进一步的粗放利用的长期

效应下，势必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转而导致利用效率

损失。从现阶段来看，粗放型城市的建设用地空间错

位度的一次项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示建设用

地粗放利用对其利用效率的影响处于“倒 U”型曲线

的左侧，因此，通过要素投入的“量变”过程来拉动本

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公共事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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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过程，也是城市发展不可跨越的阶段。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使用 2003 — 2017 年全国 278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与人

口要素的空间错位指数，从理论与实证上研究了不同

维度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与差异。结果发现：（1）从全国维度的回归

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降低对城市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通过协调人地结构，

能有效促进城市结构升级，实现城市结构合理化和高

级化，从而有利于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进一

步提升。（2）将全国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区域的回

归结果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维度一

致。但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

空间错位度的提高其利用效率也将提高。（3）为进一

步探究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性，本文从不同城市建设

用地空间错位类型进行回归，集约型城市（Uclsm＞0）

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降

低，利用效率会不断提高；粗放型城市（Uclsm ＜ 0）出

现了城市建设用地错位度与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特征，即城市建设用地错位度的提升对城

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随着粗放程度

进一步加大，这种推动作用将会转变为恶化作用。在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应进一步调整城市的人地结构，

减少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将城市建设用地更多

的供应到人口较为集聚的发达地区，以促进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再提升；对于欠发达地区，不能持续通过

政策倾斜来提高城市建设用地配置量，而是完善其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引导资

源要素回流以提高其发展潜力与竞争力。

5.2	 启示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及区域空间发展格局

下，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度的降低对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从规划

性调控、管理性调控以及经济性调控三方面提出相应

政策建议，以解决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问题，

具体建议如下：

（1）管理性调控。计划性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

是中国政府管理建设用地的重要手段。应探索创新

中国建设用地指标调控由“增量控制 + 计划配置”向

“需求引导 + 计划管理 + 总量控制”的管理模式转变。

首先，需求引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

展，哪里人多，哪里需求就更充分，哪里就更需要资源

聚集。相关学者提出 [34]，欠发达地区本质的需求是人

口要素，而不是建设用地，地方政府通过建设投资吸

引人口回流，从表象上来看就是通过扩大城市规模，

实现经济增长，但效果却不显著。因此：首先，需求

定位。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差异性的分为公益性建

设用地与经营性建设用地，向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分配

公益性建设用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福利的增

加；向发达地区配置经营性建设用地，以满足其经济

发展。其次，计划管理。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采

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重视“注

重存量、严控增量、放活流量”政策的推进；同时，要

贯彻“人地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

形成哪里人口多建设用地分配至哪里的格局。最后，

总量控制。要限定建设用地总量，在规划、计划下摸

清资源约束“底线”，科学合理的设定不同区域建设用

地总量的“上限”。

表5 分类样本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Tab.5 Estimation results of econometric model of 
classified sample space

变量
集约型样本 -SEM

双固定效应（4）

粗放型样本 -SEM

双固定效应（5）

粗放型样本 -SEM

双固定效应（6）

ρ 0.584 1***

（27.332 0）

0.375 3***

（4.810 9）

0.379 2***

（4.930 9）

|Uclsm| -0.006 0***

（-4.357 6）

0.001 6*

（1.853 0）

0.002 0*

（1.753 0）

Uclsm2

— —
-0.000 4*

（-1.613 3）

lnDel 0.001 7*

（1.9010）

0.001 3

（0.824 6）

0.001 4

（0.848 7）

lnPar 0.004 2***

（5.946 4）

0.006 8***

（4.443 5）

0.006 9***

（4.481 2）

Ec 0.042 8***

（7.765 1）

0.018 1

（1.565 2）

0.018 1*

（1.670 5）

Lel 0.042 9***

（7.767 3）

-0.001 0*

（-1.544 1）

-0.000 9*

（1.537 9）

σ2 0.000 1 0.000 1 0.000 1

R2 0.995 8 0.995 5 0.995 5

loglike 10 795.0300 3 816.493 1 3 816.528 2

Sample 204 74 74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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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性调控。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

标跨区域交易与管理平台，通过市场机制中价格信号

与竞争机制的作用，显化地区对用地的真实需求，引

导用地指标进行跨区域配置。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来

看，重庆、成都、江苏和浙江等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省内跨区域“地票”交易模式 [35]。同样，限定于“三区

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的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也为脱贫攻坚的资金难题提供了重要渠道。这

些前沿探索均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均

衡发展 [36]。在未来，应加强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跨

区域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深入研究，建立既保证建设用

地指标初次配置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又实现再次分配

的效率性和灵活性的配置方式，最终形成人地协调的

空间发展格局，以满足全域土地利用及其效率提升。

（3）规划性调控。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从宏观上

把握各地域功能、结构的不同，进而采取符合当地社

会经济和自然生态条件的发展策略，对存在的规划不

合理、管控不到位、开发利用无序等问题予以纠正，实

现全国各区域充分协调发展 [37]。首先，立足全局理念

与区域差异，继续完善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的“五级三

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引导各地区依据其比较优势，

对建设用地配置进行控制、协调、组织和监督以实现

效率的提升。其次，国土空间规划应合理规划“三区

三线”。通过“双评价”以及预测人口流动方向，确定

各个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约束”与“底线”，

进而明确城镇开发的最大阈值，为合理分配建设用地

指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限于篇幅，本文尚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未能深入开

展：一是缺乏对不同用途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错位展

开分析；二是鉴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时间连续性，相

比于静态计量模型，构建动态模型能更准确地评估城

市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其效率的影响。以上两点将

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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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patial Mismatch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n Its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FENG Yuhao1, 2, SHAO Zinan3, YAN Siqi1, 2, YANG Lili1, 2, WU Qun1, 2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Real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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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tial mismat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is adopted to measur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the double fixed spatial error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patial mismatch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n its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dimension, the reduction of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s an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land use efficiency. 2) By dividing the whole country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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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Review on and Prospects for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WU Yuling, ZHANG Pei, YU Yiyi, XIE Ruiy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key research progress on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nd to prospect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and key dir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employ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scale, the existing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while the multi-scale coupling 

research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 concept of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while the studi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but the research on how to construct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models are mainly used,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geo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is in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In conclusion,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angle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adopt a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trategy, heighte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he major 

strategies of storing grain on the ground and storing grain on the technology, enhance multi-scale coupling research and 

improve region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boost the innovation of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eo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multidisciplinary cross-integration  to build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 land; non-grain; research progress;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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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and central-western regions,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dimension. However, the result of the central-western regions show that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creases 

with the upgrade of spatial mismatch degree. 3)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tial mismatch, the intensive cities (Uclsm ＞ 0) show that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he land use efficiency increases continuously. The extensive cities (Uclsm ＜ 0)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mismatch degre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that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smatch degre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However, as the 

degree further increases, this promoting effect turns into a worsening effect. In conclus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d be in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stage,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land supply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people and land.

Key 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tial mismatch; use efficiency; spatial effect; multi-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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