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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关系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研究
———以咸宁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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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 环 境 效 益 之 间

的耦合模型，对咸宁市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

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年，咸宁市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处于快速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效益却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

升的趋势．（２）总体上看，１２年间，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效 益 耦 合 度 在 协 调 发 展 与 低 级 共 生 之

间交替出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经历了由协调发展、低级共生到协调发展的阶段，除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处于低级共生阶段外，其余８年都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从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程度、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实现咸宁市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协

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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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效益指土地利用活动所取得的各种

有用成果的总称［１］，由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和生态

环境效益子系统两部分组成［２］，两系统相 互 影 响、
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统一的有机体之

中．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
这一趋 势 将 成 为 今 后 几 十 年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要 特

征［３］，在经济快速发展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

一系列问题．如何协调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社会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正确处理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关

系，对 促 进 区 域 经 济 持 续、稳 定、协 调 地 发 展 尤 为

重要．
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程度是评价土地利用是

否科学合理的依据之一，也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研究的重要内容［４－５］．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多数是对

东南沿海发达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进行

研究［２，６－１０］，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

中部地区小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的研究还未见

报道．本研究选取咸宁市建成区为研究对象，在分

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科学

理论，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动态耦合模型，
分析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耦合关

系，其实证分析将极大地丰富中国土地利用效益评

价研究的个案，对于指导土地利用规划、监控城市

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１ 研究区域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 南 岸，湘

鄂赣３省交界处，地跨１１３°３２′～１１４°５８′Ｅ，２９°０２′
～３０°１９′Ｎ．咸 宁 市 地 理 位 置 优 越，西 南 与 湖 南 接

壤，东与江西为邻，北靠华中重镇武汉，系“１＋８”武
汉城市经济 圈 之 一，境 内 交 通 发 达，１０６国 道、１０７
国道、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武广客运专线贯穿

南北．
咸宁市国土面积１０　０１９ｋｍ２，下辖赤壁市、咸

安区、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和嘉鱼县，全市共６３
个乡镇和４个 乡 镇 级 办 事 处．咸 宁 市 地 势 高 低 悬

殊，最高点为通山县九宫山镇老鸦尖（１　６５６．７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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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为嘉鱼 县 斧 头 湖（１０ｍ）．全 境 地 形 以 低 山

丘陵为主，兼有沿江冲积平原、盆地、湖泊、岗地、高
山．境内山脉有幕阜山、大幕山，其间有九宫山、太

阴山等地段．全市有长江和较大的陆水、富水、淦河

等２０７条河流，共有１０２个湖泊．该区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无霜期约２６５ｄ，年均气温ｌ６．７℃，年日

照时数为１　５６７ｈ，年降水量１　７４７ｍｍ．
２０１０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６５２．１０亿元，总人

口２９５．２５万人．近年来，随着咸宁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咸宁市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环境压力也日益

增大．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城市

圈为以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

好型社会）为目标的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

给本区 域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契 机 和 新 的 历 史

机遇．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系统理论和方法，借助土地利用效

益耦合关系评价模型，对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效益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评判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交

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２．１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关系评价模型

２．１．１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　城 市 土 地 集

约利用 社 会 经 济 效 益（Ｑ１）与 生 态 环 境 效 益（Ｑ２）
的一般函数为［１１－１２］：

Ｑ１ ＝
ｎ

ｉ＝１
ａｉｘｉ，ｉ＝１，２，…，ｎ，

Ｑ２ ＝
ｎ

ｉ＝１
ｂｊｙｊ，ｊ＝１，２，…，ｍ．

式中ｘｉ，ｙｊ 为 两 系 统 的 元 素；ａｉ，ｂｊ 为 各 元 素 的

权重．
２．１．２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速度演化方程 　 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间

的演化方程可以表示为［１３］：

Ａ＝ｄＱ１ｄｔ ＝ｆ　Ｑ１
，Ｑ（ ）２

Ｂ＝ｄＱ２ｄｔ ＝ｆ　Ｑ１
，Ｑ（ ）

烅

烄

烆
２

，

式中，Ａ，Ｂ为受 自 身 与 外 界 影 响 下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

的演化状态，两子系统的演化速度为［１４］：

ＶＡ ＝ｄＡｄｔ
，ＶＢ ＝ｄＢｄｔ．

式中，ＶＡ，ＶＢ 分别为两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整个系

统的演化速度Ｖ可以看作是ＶＡ 与ＶＢ 的函数，当两

子系统协调时，整个系统也是协调发展的．
２．１．３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模型 　Ｖ 的变

化是ＶＡ 与ＶＢ 引起的，可以在两维平面（ＶＡ，ＶＢ）中

来分析Ｖ，以ＶＡ，ＶＢ 为变量建立坐标系，则Ｖ 的变

化轨迹为坐标系中的椭圆［１５］，Ｖ 与ＶＢ 的夹角α满

足：ｔｇα＝ＶＡ／ＶＢ，则

α＝ａｒｃｔ　ｇＶＡ

ＶＢ
．

２．１．４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度及其关系 　
根据α的变化，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揭

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

益协调发展的耦合程度，亦即耦合度．显然，在一个

演化周期内，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共生、协调发展、

极限发展、再生发展４个阶段［７］．
２．２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２．２．１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

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的总体状况，体现出城市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效益的多功能性．
为了准确、科学的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指

标选取在遵循综合性、层次性、系统性、独立性和可

操作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学者土地利用效益

评价［１６－１７］、土地利用效益协调 耦 合 关 系 研 究［６］ 等

指标体系的设计，结合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生态环境现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１）．研

究用到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的《咸宁统

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２．２指标权重确立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和德尔

菲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首先运用熵值法计算

得出初步的权重结果，然后邀请七位相关研究领域

的专家进行打分，结合打分对熵值法计算结果进行

修正，最终确定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标

的权重值（表１）．
德尔菲法是常见方法，本文不再详述，熵值法

求权重的方法如下［９］：

（１）对指标做比重变换：Ｐｉｊ ＝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２）计算指标的熵值：

Ｈ　ｘ（ ）ｊ ＝－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ｊ＝１，２，３，…，ｍ；

（３）计算指标的差异系数：

ｈｊ ＝１－Ｈ　ｘ（ ）ｊ ，ｊ＝１，２，３，…，ｍ；
（４）计算指标的权重：

ｗｊ ＝ｈｊ／
ｍ

ｊ＝１
ｈｊ ，ｊ＝１，２，３，…，ｍ；

式中，Ｘｉｊ 为第ｉ个 年 份 第ｊ个 指 标 的 原 始 值，Ｐ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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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ｉ个年份第ｊ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ｍ为指标

的个 数，取 值 范 围 为１～２０；ｎ为 年 份 的 个 数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０年），相应取值为１～１２；ｋ为调

节系数，ｋ＝１／ｌｎｎ，Ｐｉｊ 为第ｉ个年份第ｊ个指标的

标准化值．

表１　 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社会

发展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０．０４０　４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ｍ２·人－１　 ０．１３０　３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标台 ０．０７８　２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 ０．０５３　１

恩格尔系数／％ ０．０３５　３

经济

效益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１　 ０．１００　２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ｈｍ－２　 ０．１３２　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人－１　 ０．１７８　２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１　 ０．１９１　２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０．０６０　８

生
态
环
境
效
益

生态

响应

造林面积／ｈｍ２　 ０．１４７　４

生态治理面积／ｈｍ２　 ０．１６７　７

人均绿地面积／ｍ２·人－１　 ０．１３３　５

绿化覆盖面积／ｈｍ２　 ０．０７１　０

绿化覆盖率／％ ０．０５２　６

环境

质量

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１０４ｔ·ｋｍ－２　 ０．０７５　７

单位面积废气排放量／×１０４　ｍ３·ｋｍ－２　０．１２６　８

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１０４ｔ·／ｋｍ－２
０．１２８　５

废水处理率／％ ０．０６７　０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０．０３０　８

２．２．３指标标准化 　 为 了 使 评 价 指 标 具 有 可 比

性，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以消除指标

量纲或指标测度量级不同而造成的影响，正向指标

和负向指标处理方法如下［１８］：
正向指标：ｙｉｊ ＝ ｘｉｊ－ｍ（ ）ｉ ／ Ｍｉ－ｍ（ ）ｉ ；
负向指标：ｙｉｊ ＝ Ｍｉ－ｘｉ（ ）ｊ ／ Ｍｉ－ｍ（ ）ｉ ．

式中，ｘｉｊ 为指标实际值，ｙｉｊ 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ｉ
为指标个数，取值范围为１－２０，ｊ为年份（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０年），相应取值为１－１２．Ｍｉ和ｍｉ分别为第

ｉ个指标的上限和下限．人口密度、恩格尔系数、单

位面积废水排放量、单位面积废气排放量、单位面

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属于负向指标，其余的为正

向指标．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

利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方程，计算得

出咸宁市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０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

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综合值，其演化曲线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演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年，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社会经济效益呈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增长趋势明

显，其综合值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１６２　３提高到２０１０年

的０．９３０　２，增 加 了０．７６７　９，年 均 增 长 速 度 为

１７．２０％，尤其是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间，咸宁市城

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综合值增幅更大，社会

经济效益增长明显．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逐年上

升的发展态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基本吻合，不
仅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受到咸

宁市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驱动的强烈影响．近年

来，咸宁市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政府为改善民生，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公共交通日益便捷，医疗水

平逐步提高，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社 会 效 益 不 断 提

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快速上升主要归功于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的显著提高．特别是２００７年以来，咸宁市

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

优化和升级，城市土地利用基础条件逐步改善，土

地利用投入程度持续提升，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
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伴随

着咸宁市经济的腾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

效益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同期，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效益

呈 现 出 在 波 动 中 稳 定 上 升 的 趋 势，其 效 益 值 由

１９９９年的０．３５４　４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７２５　１，１０年

间增幅为０．３７０　７．说明咸宁市城市土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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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环境质

量也在逐步上升．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６年，由 于 生 产 力

获得迅速解放，咸宁市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
市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城市废气排放量、城市废水

排放量和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都有所增加．加上环

境投入的不足，“三废”处理率和综合利用率下降，
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

益没能及时跟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长的步伐，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增幅有

限，仅增加０．００４　７．从２００７年开始，随着“中部崛

起”和“两圈一带”战略的实施，咸宁作为“两圈一

带”唯一的一座城市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 革 试 验 的 核 心 城 市，为 创 建 园 林 城

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和优秀旅游城市，坚持生态

兴市，深人开展“蓝天、碧 水、绿 地、宁 静、清 洁”行

动，大力推进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尤其是２００８
年以来，生态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生态治理面积、城
市绿地面积和城市绿地率等增幅明显，环境治理力

度不断加大，城市品位和形象快速提升，咸宁市生

态环境效益急剧增加．
３．２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关系

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上述两曲线分别进行

非线性拟合，得到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

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关于时间ｔ的函数：

Ａ＝０．０００８ｔ３－０．０１１０ｔ２＋０．０８９３ｔ＋０．０６５１，

Ｒ２ ＝０．９９６１，

Ｂ＝０．００１７ｔ３－０．０２８０ｔ２＋０．１３３３ｔ＋０．２６９１，

Ｒ２ ＝０．８２８１．
分别对Ａ、Ｂ求导，得 到 咸 宁 市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用效益的演化速度方程：

ＶＡ ＝ｄＡｄｔ＝０．００２４ｔ
２－０．０２２０ｔ＋０．０８９３，

ＶＢ ＝ｄＢｄｔ＝０．００５１ｔ
２－０．０５６０ｔ＋０．１３３３．

式中，ｔ取值范围为１～１２，相应年份为１９９９年 ～
２０１０年．

根据 速 度 演 化 方 程，计 算 得 出１９９９年 ～
２０１０年咸宁市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系统 发 展 速 度ＶＡ、生 态 环 境 效 益 系 统 发 展 速 度

ＶＢ 和耦合度α（表２），并绘出耦合度α的演化曲线

图（图２）．
从总体上看，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０年的１２年间，咸

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度在协调发展与

低级共生之间交替出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

合关系经历了由协调发展、低级共生到协调发展的

表２　 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的发展速度与耦合度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年份 ＶＡ ＶＢ ｔｇα α

１９９９年 ０．０６９　７　 ０．０８２　４　 ０．８４５　９　 ４０．２３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５４　９　 ０．０４１　７　 １．３１６　５　 ５２．７８

２００１年 ０．０４４　９　 ０．０１１　２　 ４．００８　９　 ７５．９９

２００２年 ０．０３９　７ －０．００９　１ －４．３６２　６ －７７．０９

２００３年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１９　２ －２．０４６　９ －６３．９６

２００４年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１９　１ －２．２８８　０ －６６．３９

２００５年 ０．０５２　９ －０．００８　８ －６．０１１　４ －８０．５６

２００６年 ０．０６６　９　 ０．０１１　７　 ５．７１７　９　 ８０．０８

２００７年 ０．０８５　７　 ０．０４２　４　 ２．０２１　２　 ６３．６８

２００８年 ０．１０９　３　 ０．０８３　３　 １．３１２　１　 ５２．６９

２００９年 ０．１３７　７　 ０．１３４　４　 １．０２４　６　 ４５．６９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７０　９　 ０．１９５　７　 ０．８７３　３　 ４１．１３

图２　 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度演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阶段，除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处于低级共生阶段外，
其余８年都处 于 协 调 发 展 阶 段．根 据 耦 合 度 的 变

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发展可以分为

３个阶段．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１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系统处

于协调发展状态，从相对较佳协调状态向相对不协

调 状态转化，１９９９年，ＶＡ＜ＶＢ，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

ＶＡ ＞ＶＢ，耦合度从４０．２３上升到７５．９９．２００１年以

前，咸宁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土地利用强度

小，城市用地社会经济效益不明显，基本不受生态

环境的限制，对生态环境也几乎没有破坏作用．由

于城市土地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容量大、压力小，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子系统对生态环境子

系统的反作用较 弱，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间，反 映 生

态效益和环境效益指标的值均较低，城市土地利用

系统处于相对较佳协调发展状态．从２００１年开始，
咸宁市经济发展开始提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生

态环境受到破坏与污染，生态环境效益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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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耦合度达到７５．９９，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系统

处于相对不协调状态．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系统处

于低级共生状态，ＶＡ＞ＶＢ，耦合度从－７７．０９下降

到－８０．５６．在此 期 间，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效 益 耦

合度相对稳定，除了２００３年耦合度短暂回升至－
６３．９６外，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与恶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度再次持续下

滑，耦合度降至最低点，达－８０．５６．这一阶段，咸

宁市经济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

效益的同时，因为技术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导

致环境破坏与 污 染．当 土 地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被 破 坏

时，土地利用社会经 济 效 益 就 会 受 到 限 制［７］．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年，社会经济子系统已显现出对生态环

境子系统的胁迫作用，同时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约束与限制也逐渐增强．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发

展，土地利用需求强度有所加大，忽视了生态环境

建设，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单位面积废气排放量、
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等反映环境效益的

负向指标增幅明显，致使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下降，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处于低级共生状态．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系统处

于协调发展状态，从不甚协调状态逐渐向最佳协调

发展状态转变，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９年，ＶＡ ＞ＶＢ，２０１０
年，ＶＡ ＜ＶＢ，耦合度从８０．０８下降到４１．１３．其中

２００９年的耦合度与４５最接近，表明土地利用效益

最接近协调发展状态．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善土地

生态环境提供技术和资金，提高人类保护土地生态

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为社会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７］．由于“两型

社会”建设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咸宁市经济快速发

展，土地利用经历了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变，
咸宁市城市土地利用趋向合理，土地资源的配置逐

渐优化，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在调整和优化产

业结构的同时，政府也进一步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

度，环境污染与破坏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开始好转，
生态环境效益也同步提高，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

态环境效益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

指标体系和动态耦合模型，分析和测算了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０年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的波动特

征与耦合度，从而分析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

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

效益之间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１）从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来看，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

年，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处于快

速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效益呈现出在波动中稳

定上升的趋势．
（２）从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效 益 耦 合 度 来 看，１２年

间，咸宁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耦合度在协调发

展与低级共生之间交替出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

益耦合关系经历了由协调发展、低级共生到协调发

展的阶段，除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处于低级共生阶段

外，其余８年都处于协调发展阶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
年耦合关系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与较低的咸宁市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耦合

关系处于低级共生态势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给生态

环境造成的 破 坏，由 于 在 提 高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的 同

时，咸宁市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和环境治理强

度，生态环境效益也显著提升，使得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
年耦合关系重回协调发展状态．

４．２ 建议

为了实现咸宁市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

益的协调发 展，必 需 按 照“资 源 节 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的建设要求，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１）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释放土地经

济产出能力．科学制定规划，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

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规划管理，严格控制土

地供应量，规范土地供应管理；积极开展城市土地

整理，盘活城市存量土地，深化土地内涵挖潜；强化

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土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２）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按照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产业规模化、优势产业

特色化、特色产业现代化的思路，调整产业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支持重点企业技

术改造，精心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与工

业园区和大企业相配套的特色中小企业；实现资源

的综合开发和有效配置，实现咸宁经济的全面协调

健康发展．
（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生态环

境效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科技创新，降低能

耗，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突出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全面加

强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不断提高土地对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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