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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及成因分析
车晓翠，李春丽

( 吉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 基于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从土地使用强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可持续性 4 个方面构建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并对我国东北地区 15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及空间分异特征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总体水平不高; 省际间空间格局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东中西地区呈

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增的趋势; 单个城市间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 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石油城市 ＞ 冶金城

市 ＞ 煤炭城市 ＞ 森工城市的特征。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呈正相关，

针对如何提高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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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Intensive Us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Ｒesource － 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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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land intensive use，this paper selected the four aspects，such as land use intensity，land use
benefit，land use level and land use sustainability to desig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evaluation model． This paper estimat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ource － 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 was lower in Northeast China，and the high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 was found to be manly in the Liaoning Province，and the Hei-
longjing Province was lowest，moreover，the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 was quite different in the cities，the evaluation scores of resource － base
cities based on different internal resources had a descending trend which was petroleum resource type ＞ metal resources type ＞ coal resource
type ＞ forest resource type． Land intensive us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the city scale，and the industry
structure． Finally，the suggestion was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 of the resource － 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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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源型城市是因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兴起和发展壮

大，且资源型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

城市。资源型城市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特有的环境问题，一直是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重点［1］。“缘矿而建”的

属性导致资源型城市功能缺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
市面积无序扩张和城市用地结构混乱。同时，资源型

城市经济转型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方式。
因此，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

度，成为当前众多学科重要的科学研究与实践领域，而

科学认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的基础。
已有的相关成果中，定性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土

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内涵、研究的必要性和其他一些相

关理论的介绍上; 定量研究则大多从土地集约利用的

概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定量模型评价具体

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状况［2］。评价方法和技术中多

因素综合评价法最为常见，神经网络法、极限条件法、
GIS、ＲS 技术［3 － 5］等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资源

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成果鲜见，杜国明等总结了

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的特点、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实现

土地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和对策［6］; 赵奎涛等和宋戈

等分别对辽宁省西部地区 3 个资源型城市和有色金属

资源型城市安徽省铜陵市的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实证

研究［7，8］; 王中亚等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我国 34 个典型资源型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程度，并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研究［9］。
东北地区( 本文仅指“东北三省”) 是我国资源型

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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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关系到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和我国国民

经济大局。目前，有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资源型

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而对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发

展基础、资源类型、城市发展阶段的空间差异明显，探

讨城市用地集约状况的空间差异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资源型城

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内涵，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测度分析了东北地区

15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异

特征与成因，提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有关策略，以

期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为其他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提供

一种方法借鉴。

2 研究区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共有资源型城市 31 座，约占全国资

源型城市总数的 1 /3，占东北地区县级和县级以上城

市总数的 1 /3 强。31 座资源型城市中有地级市 15
座、县级市 16 座。2010 年资源型城市人口总计 3439．
07 万人，约占东北地区城市总人口的 32． 6%。本文选

取东北地区 15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作研究对象，按资源

类型和城市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其中，煤炭型老年阶

段的城市包括阜新、抚顺、辽源、鸡西、鹤岗，中年阶段

包括双鸭山市，幼年阶段包括七台河市; 石油型中年阶

段的城市包括盘锦、大庆，幼年阶段包括松原等; 森工

城市包括白山、伊春，均处于老年阶段; 冶金型城市包

括葫芦岛、鞍山、本溪等，均处于中年阶段。

3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与方法

3． 1 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性概念，难

以简单地用单个或少数几个指标进行评价，必须建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全面反映和综合评价。评

价指标的选取要切实反映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

内涵。
基于一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10］，本文认为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指在现期或可预见的社会

经济发展条件下，以城市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城

市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存量土地的投入、加快

土地复垦和整理、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兼顾资源开采

和耕地保护，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和利用效率，并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过程

与状态。参考土地评价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完整性和易获得性等原则，建立资源型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
表 1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资源型城
市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

城市土地
使用强度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104 元 /km2)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
员( 人 /km2)

城市土地
利用效益

地均地区生产总值 ( 104 元 /km2 ) 、地均工业总产值 ( 104
元 /km2) 、地均财政收入 ( 104 元 /km2) 、地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万元 /km2)

城市土地
利用程度

人口密度( 人 /km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人均城市建
设用地( m2)

城市土地利
用可持续性

人均绿地面积( m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3． 2 评价方法与模型

本文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测度了

东北地区各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水平。
标准化处理: 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转化公式为:

Yij = ( Xij － ximin ) / ( Ximax － Ximin ) ( 1)……………
式中，Yij为样本城市 j 指标 i 的标准化值; Xij为样

本城市 j 指标 i 的原始数值; Ximin、Ximax 分别为样本城

市指标 i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其中，经处理的 Yij 越

大，其产生的影响也越大。
随机变量 yi 的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Ei =
1
n Σ

n

j = 1
Yij ( 2)…………………………………

式中，Ei 为随机变量 yi 的均值; yi 为指标 i 的随

机变量; j 为样本城市( j = 1，2，…，n) ; Yij为样本城市 j
指标 i 的标准化值。

随机变量 yi 的均方差。计算公式为:

σi =
1
n Σ

n

j = 1
( Yij － Ei )槡

2 ( 3)………………………

式中，σ i 为 yi 的均方差。
Yij相对于各子系统的权重系数。计算公式为:

wi = σi / Σ
n

k = 1
σk ( 4)…………………………………

式中，wi 为指标 i 的权重系数; σ i 为指标 i 的均方

差; Σ
n

k = 1
σk 为 n 个指标的均方差之和。

各指标基于其权重系数与属性值的得分。计算公

式为:

Dj = Σ
m

i = 1
Yijwi ( 5)…………………………………

式中，Dj 为城市 j 基于各指标 i( i = 1，2，…，m) 及

其权重系数的综合得分。同理类推准则层指标的权

重，最后求得各层级各指标的权系数，从而确定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
3． 3 数据来源

由于市辖区是城市功能的主体部分，因此本文使

用的数据为市辖区数据，相关数据及直接采用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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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要引自 2011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土

地面积使用建成区数据。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全市数据。

4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与分析

4． 1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本文运用上述评价方法与模型，对 2010 年东北地

区 15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 13 项指标的 195 个原始数

据进行了处理，计算出相应评价值，反映东北地区资源

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平均得分仅为

0． 3614，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表 2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值

城市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城市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盘锦 0． 6600 1
鞍山 0． 5535 2
鹤岗 0． 4829 3
抚顺 0． 4668 4
大庆 0． 4579 5
本溪 0． 3758 6
阜新 0． 3747 7
辽源 0． 3654 8

葫芦岛 0． 3370 9
松原 0． 3242 10
白山 0． 2478 11

七台河 0． 2433 12
双鸭山 0． 2254 13

鸡西 0． 2123 14
伊春 0． 0939 15
平均 0． 3614 —

从单个城市之间的比较来看，石油城市盘锦市的

土地利用水平最高，评价值达到了 0． 66，而森工城市

伊春的得分最低，仅为 0． 0939，两者相差达 0． 5661，单

个城市之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从省际间的

比较来看，辽宁省是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的省份，平

均水平为 0． 46; 吉林省次之，为 0． 31; 而黑龙江省最

低，平均值仅为0． 29。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存在着阶梯状的空间差异，整体上呈现“南高北低”的

格局。从东、中、西三地区的比较来看，东部资源型城

市( 白山、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 土地集约利用

平均水平为 0． 28，中部资源型城市( 包括抚顺、本溪、
鞍山、辽源、伊春) 土地集约利用平均水平为 0． 37，西

部资源型城市( 包括阜新、盘锦、葫芦岛、松原与大庆)

土地集约利用平均水平为 0． 43，空间格局上呈现由东

向西依次递增的趋势。从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平均状况来看，总体上呈现出石油城市

( 0． 48) ＞ 冶金城市( 0． 42) ＞ 煤炭城市( 0． 34) ＞ 森工

城市( 0． 17 ) 的特征。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来看，中年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总体水平较高，平均水平为 0． 43，老年资源型城市

次之，平均水平为0． 32，而幼年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最低，仅为 0． 28。随着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

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先升高后降低的特征。
4． 2 空间分异形成的成因

我们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评

价，不仅要研究其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的特征，更重

要的是要揭示出产生空间差异的内在因素。影响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非常多，资源禀赋类型、经济

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等为主要的影响

因素。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以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为参考数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高级

化为比较数列，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基础上，采用

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了东北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

异的主要原因( 表 3) 。
表 3 东北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素 线性相关式 Ｒ2 相关性系数

城市规模 Y =0． 1653x + 0． 3006 0． 1380 0． 37
产业结构高级化 Y =0． 1154x + 0． 3006 0． 0494 0． 22

经济发展水平 Y =0． 2986x + 0． 2992 0． 2598 0． 51

4． 2． 1 资源的重要性存在差异

由于石油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石油对生产生活影响越来越深刻，石油开

采与加工促进了石油城市的迅速发展，所以石油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高。3 个石油城市只有松原市

( 0． 32)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略低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

( 0． 36) ，其他两个城市分别为 0． 66 和 0． 46。煤炭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普遍较低，7 个煤炭城市中只有

鹤岗( 0． 48) 和抚顺( 0． 47 ) 2 个城市高于地区的平均

水平( 0． 36) ，其他城市与平均水平持平或远低于平均

水平，主要是由于煤炭的重要性已不如石油，且部分煤

炭城市面临煤炭资源枯竭问题。林业资源的开发受到

限制，森工产业发展缓慢，导致森工城市的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削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低。因此，石油

城市与煤炭城市、森工城市间的差异很大，冶金城市虽

然不及石油城市，但强于煤炭城市与森工城市。由于

西部地区包括盘锦、松原和大庆 3 个石油城市，因此土

地利用水平总体较高。
4． 2． 2 城市规模的影响

本文以人口规模即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城市

规模。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

分析可以看出( 表 3 ) ，东北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 37。城市规模大，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如大庆市和

抚顺市; 城市规模小，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低，如辽源市、
双鸭山市和七台河市。
4． 2． 3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差异

本文以市辖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表示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从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表 3 ) ，

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产业结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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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每提高 1%，则会导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平均提高

11． 5%。
4． 2． 4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由于资源、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总是流向报酬较高的城市，因此区位条件好、经济实力

强的资源型城市总是能吸引生产要素，使东北地区资

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来表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资源型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可以

看出( 表 3) ，东北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

0． 51。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越高，如大庆市和盘锦市; 而经济相对落后的

地区，城市土地处于粗放利用阶段，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程度低，如鸡西市和伊春市等。也有例外的情况，如鹤

岗市、抚顺市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土地

集约利用程度都较高。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具有丰富的内涵，目前

有关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

段，对资源型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仍需进一步深

入。本文基于在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

上，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

用均方差赋权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依据 2011 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东北地区 15 个地级资源型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对客观认识东北

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区域分异特征及

其成因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

政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总体水平

不高，土地集约利用提升空间仍然很大。从省际间比

较看，空间格局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从东中西

比较看，东北地区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增的趋势，15
个资源型城市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说明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资源重要性程度关系

密切。石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最高，森工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程度最低，呈石油城市 ＞ 冶金城市 ＞ 煤炭

城市 ＞ 森工城市的特征; 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来看，中年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总体水平较高，老年资源型城市次之，而幼年

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低，呈现出随着资源

型城市生命周期的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先升

高后降低的特征。资源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城

市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5． 2 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分析表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

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
首先，应加快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大力培

育接续替代产业，不断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

构高级化程度，从而增加土地收益，实现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其次，不断壮大城市规模，充分发挥资源型城市

的聚集经济效应，将有限的资本、劳动、技术和信息等

生产要素形成整体规模优势，从而提高城市土地资源

的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
同时，加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道路、通讯、卫生、文

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

市，发挥应有的吸引和辐射效应。第三，东北地区每个

资源型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

制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土地宏观

调控、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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