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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从压力—状态—响应３个方面选取１３个指标，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对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城 市 进 行 了 评 价。结 果 表 明：２０１３年 较２００５年 江 苏 省 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用水平有显著提升，增幅为７１％，主要在于地均经济投入、产 出 指 标 的 增 长；集 约 利 用 水 平 总 体 呈 现 出 由 南 向 北 递

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影响因素是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基本上反映了研究时段内江苏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说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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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经济目前仍保持快速发展，这一点同城市

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分不开。但是，城市化水平的显著

提高以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为

代价，这 已 严 重 威 胁 到 我 国 的 粮 食 安 全 与 生 态 安

全［１］。人口多、耕地少这一基本国情，还有实 行 耕 地

总量动态平衡这一基本政策，也对城市各类用地的供

给带来诸多限制。另外，城市土地利用本身也因其单

纯蔓延性扩张而导致效率低下，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瓶颈问题。严肃虑及基本国情，严格遵循基本政

策，实现城市经济精明增长内在必然的要求，其根本

思路是把城市土地利用由蔓延性扩张转换到内涵性

集约方式上来，这是解决我国当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土地供需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与经

济和谐地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国内研究

者对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定量研究更多地采用指

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因此指标体系选择和权重的

确定是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定 量 研 究 的 关 键 问 题［２］。
从指标体系的构建看，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城市土地的

投入、产出、利用的合理性或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选

择指标［３－５］；近年 来，更 多 研 究 者 把ＰＳＲ框 架 引 入 土

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选取［６－９］。指标权重的确定方

法主要有ＡＨＰ层次分析法、主成分方法、熵权法、模

糊数学等［１０］。此 外，也 有 研 究 者 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进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测度，并运用聚类分析法

对测算结果进行聚类处理［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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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作为中国东部经济发展最活跃、城市化率和

人地矛盾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关注其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意义重大。陈 海 燕 等［１２］从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状 况、供

应水平、投入产出水平和资源消耗与效益增长方面构

建评价 指 标 体 系，采 用 综 合 指 数 评 价 法 对 江 苏 省

２００４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分析评价。詹海

斌等［１３］构建了基于ＰＳＲ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２００７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进行空间差异分析。然而，上述研究均是对某一

个时间点上集约利用水平的测度，没有进行时间尺度

上的比较。随后，雷广海［１４］、陈慧［１５］等在对江苏省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中选取多个年份进行测算，
但测算结果是独立存在的，也无法进行时间尺度上的

比较分 析。本 文 选 取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 两 个 时 段，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准年，测算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变化；并分别测算

出压力—状态—响应的综合评价指数，据此探讨该时

段内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长江下游，东
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形成全国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最强烈和典型的长

三角地区。全 省 土 地 面 积１０．２６万ｋｍ２，占 全 国 的

１．０６％，人均国土面积在全国各省区中最少。２０１２年

江苏常住人口７　９２０万人，地区生产总值５４　０５８．３２亿

元，以占全国１．０６％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５．８５％的

人口和１０．４１％的国内生产总值。各类指标在呈现出

江苏省经济 的 快 速 发 展、城 市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的 同

时，更显示出 它 在 土 地、人 口、环 境 等 资 源 上 的 约 束

性。亟待展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实证研究，以全面

认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同城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
人口增长、环境保护等因素间的相互影响，进而把握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机制，为科学制定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的指导方针、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经济合 作 和 开 发 组 织（ＯＥＣＤ）与 联 合 国 环

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共 同 提 出 的ＰＳＲ概 念 模 型，从 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角度，构建了以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为目标层，以“压力”、“状
态”、“响应”为准则层，以１３个可以反映江苏省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实际情况的具体指标为指标层的指标

体系（表１）。其 中，压 力 指 标 用 以 衡 量 由 于 人 口 增

加、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城市土地造成的压力；状

态指标描述城市土地在经济产出、利用程度、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完备程度方面集约利用的状态；响应指

标则反映因应城市土地压力的变化，政府部门为改善

土地压力状态而制定的政策、规划方案和措施。
表１　ＰＳＲ框架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方向性 指标权重

城市

土地

集约

利用

综合

指数

压力

人口密度（Ｘ１）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Ｘ２）
二、三产业值比重（Ｘ３）

正

正

正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３

状态

地均工业总产值（Ｘ４）
地均二、三产业的ＧＤＰ（Ｘ５）
地均财政收入（Ｘ６）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Ｘ７）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Ｘ８）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Ｘ９）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Ｘ１０）

正

正

正

正

负

正

正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７

响应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Ｘ１１）
地均从业人数（Ｘ１２）
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Ｘ１３）

正

正

正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５

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结合江苏省城市土地利用实际情况，采用层

次分析法（ＡＨＰ）来求取指标权重（表１）。该方法为

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

便的决策方法，能有效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问题，在

土地的相关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６］。

２．３　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复杂多样，既有正向

性指标，又有负向性指标，指标数据的单位和量纲不

同。为了使各种不同含义、不具可比性的指标统一起

来，需要将各类指标无量纲化，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无

量纲化模型计算各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数［１７］。评价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Ｐｉｊ＝
Ｘｉｊ／Ｘｊ　　正向指标

Ｘｊ／Ｘｉｊ　　
烅
烄

烆 负向指标
（１）

式中：Ｐｉｊ———第ｉ城 市 第ｊ 项 指 标 的 评 价 指 数；

Ｘｉｊ———第ｉ城市第ｊ项指标数值；Ｘｊ———第ｊ项指标

的标准值，本文采用的是２００５年江苏省１３城市各项

指标的平均值作为标准值。
加权求和的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Ａ＝∑
ｎ

ｊ＝１
ＷｊＰｉｊ （２）

式中：Ａ———综合评价指数；Ｗｊ———各指标所对应的权

重；Ｐｉｊ———该指标的评价指数；ｎ———评价指标的个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总体评价

根据上述已建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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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江 苏 统 计 年 鉴》统 计 数 据，利 用 综 合 评 价 方

法，对江苏省１３个城市进行了土地集约 利用的单因

子和综合评价，得出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总体评

价结果（图１）。可以看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

数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７１，增长幅度为７１％，其主要

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图１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

土地压力方面，压力指标仅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０１，
增长幅度为１％，可 见，城 市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的 压 力 状

况较２００５年基本保持没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区

划调整，使得城市辖区土地面积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１　７５４
ｋｍ２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２　７４６ｋｍ２，虽然城区人口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１　４４７．７８万人，但人口密度却减少了

３６ｋｍ２，人口压力有所缓解；二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和二三产业值比重均有适度的增加，总体而言，对城

市土地压力未产生较大影响。
土地状态方面，状态指标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８７，增

长 幅 度 为８７％。其 中，地 均 工 业 总 产 值 等４个 经 济

发展指标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状态的关键。地

均工业总产值、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地均二、三

产业的ＧＤＰ指数分别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６５，２．２５，

２．０５，增长幅 度 均 超 出２００％；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和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分别增加了５．１，８．２ｍ２。可见，８
年来，江苏省在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均取得

了长足发展。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２００５年２８．１４
ｍ２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 的３６．１０ｍ２，一 方 面 反 映 出 城 镇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房地产开发的过度投入超出了居民居住需要，
一些人拥有多套房产的现象普遍存在。

土地响应方面，响应指标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２８，增
长幅度为１２８％。其中，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房

地产开发投 资 额 指 数 分 别 增 长 至３．１，２．９，较２０１５
年平均翻了两番。但地均从业人员数基本没有增加，
可见，城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由投资驱动的物的城镇

化方面，如何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是

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３．２　区域差异分析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显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

差异，本文对江苏省１３个城市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综合评

价指数得分进行分级处理，共划分为５个等级，依次命

名为高度集约型、中等集约型、勉强集约型、一般粗放型

和极粗放型。据此，利用ＭａｐＩｎｆｏ软件制作出江苏省１３
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等级分布图（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等级分布

　　由图２Ａ可知，２００５年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较２０１３年均处于较低的３个等级，并具有较强

的空间分异特征。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南通市和

扬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大于１，处于勉强

集约型等级（Ⅲ）；南京市、泰州市、徐州市和镇江市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处于一般粗放型等级（Ⅳ）；淮安市、

盐城市、宿迁市和连云港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处于极

粗放型等级（Ⅴ）。
根据图２Ｂ可知，２０１３年江苏省１３个 城 市 的 土

地集约利用指数均大于１，可见１３个城市的土地 集

约利用水平均在２００５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常州市、
扬州市、无锡市和苏州市处于高度集约型等级（Ⅰ）；

８７１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２３卷



泰州市、南通市、南京市、镇江市处于中等集约型等级

（Ⅱ）；盐城市、徐州市、淮安市、宿迁市和连云港市处

于勉强集约型等级（Ⅲ）。其中，扬州市的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数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８跃升至２０１３
年的２．０８，综合排名第２位。在《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可

持续发展指数报告》中扬州综合排名居全国第１６位，
列江苏省第２位，这都充分说明扬州“生态强市”战略

的显著成效。常州、无锡和苏州３市地处中国东南沿

海长江三角洲中心，东靠上海，是江苏经济最发达的

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之一。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产业水平高，其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高居全省前列。苏北５市地处

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经济洼地，区位条件最差，经济发

展程度低，城市土地利用也最不集约。随着２００８年长

三角扩容、江苏沿海大开发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和省委

省政府振兴苏北的一系列普惠政策的实施，苏北要抓

住机遇，通过产业配套、市场互动、资源共享的方式，积
极融入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南京作为省会，具有

独特的政策和科技优势，第二、三产业较为发达，城市

基础设施完善，吸引人才和投资的能力强，社会经济发

展指标多数居全省首位，但其土地集约利用等级相对

不高。主要在于２００２年南京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
撤县建区，使原本土地利用相对粗放的郊区，行政上划

归为市区，这对地区土地利用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使

得南京市总体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下降。

４　结论与讨论

（１）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较２００５年 具 有 大 幅 度 的 提 高，增 幅 为７１％，
主要在于经济投入、产出指标的增长。评价结果基本

上反映了当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变化状况，说明构

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是可行的。
限于数 据 的 可 获 取 性，本 文 求 取 评 价 指 数 时 采 用

２００５年各指标 数 据 的 平 均 值 作 为 标 准 值，其 评 价 结

果与全国其他城市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２）从空间差异方面看，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０５年相比，

１３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得到较大提升。其

中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和连云港市集约利用等级

从极粗放型上升至勉强集约型；常州市、无锡市、苏州

市和扬州市集约利用等级从勉强集约型上升至高度

集约型；南京市、泰州市、镇江市从一般粗放型上升至

中等集约型；徐州从一般粗放型上升至勉强集约型。
（３）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受人口压力、环境保护、社

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江苏城镇化已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城市用地应由外延

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化，发展模式应由出口和投资

驱动下的外生城镇化向消费驱动下的内生城镇化转

变，发展目标应由实现“一维”的经济目标向基于资源

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三维”目标上转变，以实现城

市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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