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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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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及“两型城市”建设进行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从时序和空间角度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测度。结果显示：（1）2007-2011 年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

城市”建设综合水平不高，但呈逐年上升态势，“两型城市”建设落后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2）2007-2011 年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

展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3）湘东和湘北城市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两型城市”建设

及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三方面均优于湘南、湘西和湘中城市。依据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

增加土地利用强度；加快产业转型；加强湘南、湘西和湘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在“两型城市”建设中，将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放在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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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patial -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Two-oriented City”i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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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two-oriented city”are based on multiple
factors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entropy method.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two-oriented city”are studied from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The result shows: (1) the levels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the “two-oriented city”increase year by year from 2007 to 2011 in Hunan, the level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wo-oriented city”. (2)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wo
systems are at antagonistic phase, and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rom 2007 to 2011,
but still far from high coordination level. (3) The areas of North Hunan and East Hunan have higher levels of city land
intensive use,“two-oriented city”and rel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an that of areas in West Hunan, Central Hunan
and South Hunan. Finally, related policy suggestions to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are made such as
increasing intensity of land use; speeding u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two-oriented city”in areas of West Hunan, Central Hunan and South Hunan; highlighting the core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two-oriented city”.
Key words：Hunan Province; land intensive use; two-oriented city;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两型城市”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是为了应

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资源环境问题而提出的

城市发展新理念[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之间存

在交互耦合关系。一方面，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人地矛盾突

出的国情下城市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

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能有效促进“两型城市”
建设，改善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另一方面，“两型城市”建设有利于推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缓解土地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近年来国内涌现了大量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3]、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区域空间分异[4，5]、不同行业用地集约

度比较[6]、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7]、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效率测算[8]、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驱动机制[9]、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与经济发展关系[10]、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发展[11]

等方面。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

价法、数据包络法、熵值法、聚类分析法、模糊评价法、GIS 空

间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

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进行研究。国外对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从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城市

规划视角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如“精明增长”[12]、“紧

凑式发展”[13]、“多样化集约式土地利用”[14]等；二是从土地集

约利用出发探讨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实证研究[15]；三是探

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持续利用的理论方法和规划模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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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丰富了土地集约利用理论体系，特别是区域土地集

约利用综合评价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土地集约利用与

经济发展、城市化、“两型城市”建设等因素的耦合关系仍有

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拟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目

标，从“两型城市”建设角度出发，对湖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与“两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揭示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之间的时空差异特征，探讨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耦合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南岭山地以北，地处东经

108°47′-114°15′，北纬 24°38′-30°08′。2011 年湖南省

13 地级市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 8925.3904 亿元，其中第二产

业占 GDP 的比重为 52.67%，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43.47%，湖南城市人口 1227.6 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844 元，比上年增长 7.9%。2007 年，国家批准长株潭城

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湖南省以此为契机，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

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如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投融资、城乡统筹等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取得了实质性的

进展，并进一步改革生态补偿机制、绿色建筑推广机制等，力

求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促

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本

研究分析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的耦合协调

发展关系，揭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耦合协调发

展的时空差异特征，为湖南省深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决

策参考。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8-201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8-2012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 2007-2011 年湖南省

13 个地级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研究所指的

城市土地为城市市辖区土地。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支撑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各种理论观点为依托，考虑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

及数据统计的连贯性和真实性，采用频度统计法对相关期刊

论文进行频度统计，选取使用频度较高的指标，构建初始评

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湖南省 2007-2011 年城市土地利用的相

关统计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初始指标进行处理，得出

各子目标层的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根据各指标的荷载因子

系数，选因子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指标作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的评价指标。该方法按照指标贡献率的大小进行排序，将多

指标问题降维处理，筛选出更加符合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实际的评价指标，使新的评价系统既保持原有评价体系的全

面性，又提高了有效性，可操作性更强[17]。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指标权重及子目标层的权重为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

确定的权重的算数平均值。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
层

城市
土地
集约
利用

最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子目
标层

利用
强度

利用
投入

经济
效益

生态
效益

wi

0.240

0.282

0.247

0.231

采用频度统计
法确定的初始
评价指标

人口密度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土地利用率
居住用地比重
工业用地比重
公共设施用地比重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地均财政支出
地均教育支出
地均科技支出
地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地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用水普及率
用气普及率
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居住面积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地均第二产业
地均第三产业
地均 GDP
地均财政收入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因子载
荷系数

0.990
-0.609

0.980
-0.996

0.902
0.956
0.763
0.800
0.308
0.787

-0.520
-0.539

0.760
0.781
0.767
0.780

-0.272
0.998
0.999
0.998
0.987
0.997
0.982
0.982
0.967
0.979
0.987

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确定
的评价指标
人口密度

土地利用率
居住用地比重
工业用地比重
公共设施用地比重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地均财政支出

地均科技支出
地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地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用水普及率
用气普及率
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居住面积

地均第二产业
地均第三产业
地均 GDP
地均财政收入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熵值法确定
的权重 w1ia

0.238

0.188
0.181
0.153
0.239
0.085
0.091

0.073
0.161
0.167
0.066
0.089
0.077
0.189

0.174
0.152
0.168
0.216
0.146
0.145
0.220
0.242
0.283
0.255

主成分分析法确
定的权重 w2ia

0.205

0.204
0.204
0.190
0.197
0.117
0.116

0.112
0.099
0.101
0.116
0.118
0.118
0.104

0.167
0.168
0.167
0.166
0.167
0.165
0.251
0.247
0.250
0.252

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指标权重 wia

0.222

0.196
0.193
0.171
0.218
0.101
0.103

0.092
0.130
0.134
0.091
0.104
0.098
0.146

0.171
0.160
0.168
0.191
0.156
0.155
0.236
0.245
0.266
0.253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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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两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两型城市”建设

的定量分析仅见文献[18]，研究者构建脱钩分析模型探讨第二

产业 GDP 增长与能源消费和废物排放的相关关系及脱钩程

度，定量评价南昌市 1991-2010 年“两型城市”的发展。本研

究“两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主要借鉴湖南省《两型

城市建设标准》中“两型城市”定量指标，考虑指标数据收集

的难易程度及数据统计的连贯性，结合专家咨询，从土地资

源、交通运输、市政设施、居住环境、民生建设、产业转型 6 个

方面确定“两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两型城市”建设

评价指标权重及子目标层的权重为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

确定的权重的算数平均值。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两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
标
层

两型
城市
建设

最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子目
标层

土地
资源

交通
运输

市政
设施

居住
环境

民生
建设

产业
转型

wj

0.091

0.183

0.184

0.182

0.180

0.180

评价指标

单位 GDP 建设用地消耗降低率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公共汽车标准运营车数
公交客运总量
城市污水处理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人均道路面积
道路广场用地面积
工业 SO2 排放量
城市规划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工业烟尘排放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每万普通中学生拥有普通中学数
每万普通小学生拥有普通小学数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

熵值法确
定的权重
w1jb

0.475
0.525
0.249
0.275
0.476
0.282
0.254
0.218
0.246
0.185
0.268
0.304
0.243
0.253
0.295
0.280
0.171
0.253
0.426
0.321

主成分分析
法确定的权
重 w2jb

0.500
0.500
0.302
0.377
0.321
0.251
0.252
0.249
0.248
0.273
0.261
0.194
0.272
0.248
0.252
0.251
0.249
0.337
0.364
0.299

两型城市建
设指标权重

wjb

0.488
0.512
0.275
0.326
0.399
0.267
0.253
0.233
0.247
0.229
0.264
0.249
0.257
0.251
0.274
0.266
0.210
0.295
0.395
0.310

2.2 研究方法

2.2.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及“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方
法 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及“两型城

市”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设 y1，y2……ym 为描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 m 个子目

标，设 z1，z2……zn 为描述“两型城市”建设的 n 个子目标，设

yia（i=1,2…m；a=1,2…h）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各子目标的评价

指标集，其中为子目标的评价指标个数，zjb（j=1,2…n；b=1,2…
f）为“两型城市”建设各子目标的评价指标集，其中 f 为子目

标的评价指标个数。
（2）采用区间化法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及“两型城市”建

设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 dyia 和 dzjb 数值；

（3）计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各子目标

评价数值：

Uyi（Uzj）=
h(f)

a(b)=1
Σwia(wjb)dyia(dzjb) （1）

式中：Uyi 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子目标评价值；Uzj 为“两

型城市”建设子目标评价值。
（4）计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

数值：

Uy（Uz）=
m(n)

i(j)=1
Σwi(wj)Uyi（Uzj） （2）

式中：Uy 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数值；Uz 为“两

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数值。

2.2.2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测
度方法 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其容量耦合系数

模型，得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的耦合度模型。

Ｃ＝
Ｕy×Uz

仪（Ｕy + Uz）
仪 仪1/2

（3）

式中：C 为耦合度，Uy 和 Uz 反映系统内所有指标对该子

系统贡献的综合。Uy 和 Uz 的值介于 0~1 之间，因此 C 的数值

也介于 0~1 之间，当 C=0 时，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当 C=1

时，耦合度达到最大。耦合度评价标准参考马丽[19]的研究成

果，当 0<C≤0.3，系统之间处于低水平耦合，“两型城市”建设

对土地依赖较弱；0.3<C≤0.5，系统处于颉颃阶段，系统之间

处于较低水平耦合，“两型城市”建设对土地需求日益旺盛，土

地集约利用在“两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逐渐显现；0.5<C≤
0.8，系统处于磨合阶段，系统之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两型

城市”建设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促使人们转变城市土地利

用方式，两者开始出现良性耦合；0.8<C≤1，系统之间处于高

水平耦合，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相得益彰。
耦合度可有效评价两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强度，但其并

没有和发展水平的高低结合起来，即耦合度高可能是低水平

的发展，也可能是高水平的发展，因而不能完全反映系统的

真实发展水平。为了将耦合度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本文采

用协调发展度 D 来衡量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具体借鉴廖重

斌[20]的协调发展度计算模型，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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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时序评价

项目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2007

0.493
0.311

2008

0.496
0.410

2009

0.499
0.431

2010

0.500
0.519

2011

0.497
0.588

a.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衡阳市

邵阳市

常德市

岳阳市

张家界市

益阳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怀化市

娄底市

图 2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空间特征评价

b.“两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衡阳市

邵阳市

常德市

岳阳市

张家界市

益阳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怀化市

娄底市

图 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时序特征评价

年份

城市”建设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

D= C×T姨 （4）

T=aUy+bUz （5）

T 反应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的整体效益或水

平，a，b 为待定权数，考虑到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

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里均取值为 0.5。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和“两型城市”建设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评价标准参考黄木易[21]

的研究成果确定，当 0.9≤D≤1 为优质协调，0.8≤D<0.9 为

良好协调，0.7≤D<0.8 为中级协调，0.6≤D<0.7 为初级协调，

0.5≤D<0.6 为弱协调，0.4≤D<0.5 为濒临失调，0≤D<0.4 为

失调。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首先采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 2007-2011 年湖南省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数值，结果见图 1。

2007-2011 年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

水平较低，但整体呈上升态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年均

增长 36.06%，“两型城市”建设水平年均增长 39.21%。综合评

价数值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于“两型城市”建设水平。

其次采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 2007-2011 年湖南省 13 个

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数值，结果见图 2。
图 2 表明湖南 13 个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

城市”建设综合水平较低。聚类分析得出湘东和湘北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相对较高，湘南、湘
西和湘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相

对较低。
3.2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时

序特征

根据式（3）和式（4）计算湖南省 2007-2011 年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见

表 3。

2007-2011 年湖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耦
合发展均处于颉颃阶段，系统之间的耦合水平较低，但“两型

城市”建设对土地需求日益旺盛，土地集约利用在“两型城

市”建设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

市”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度逐年增加，但与优质协调仍有相

当大的距离，其中 2007 年两系统处于失调状态，2008-2009

年处于濒临失调，2010 和 2011 年处于弱协调状态。
3.3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

空间特征

采用湖南省 13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测度各地级市在

2007-2011 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之间的耦

合协调发展数值，具体评价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4 可知，在 2007-2011 年，13 个地级市的耦合度

均处于[0.3，0.5]的区间范围，表明 13 个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之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水平较低。
为分析两系统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本文利用 SPSS 17.0 对

2007-2011 年湖南省 13 个地级市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与协

调发展度数值进行聚类（共分为 4 类），并利用 ArcGis 10.1 将

上述聚类分析结果输入数字地图，具体见图 3。
从地理空间匹配分析可以看出湖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规

律，评价结果也呈现了较强的区域经济块状集聚特征。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相对较好的

地区是湘东及湘北城市，协调发展相对较差的是湘西、湘中

和湘南城市。这一研究结果与湖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其

中湘东的长株潭城市群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湖南的发展重心，综合经济

实力占到全省 4 成以上，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两型

城市”建设水平相对较高，耦合协调发展相对较好。湘北的常

德属于中国经济中部崛起重心地带，位于泛珠江三角洲和泛

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域结合部，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的承接地，经济发展快，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与“两型城市”建设综合水平相对较高，耦合协调发展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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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岳阳是湖南首位门户城市，是中国南北东西交通要道，

也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的

建设，有效推动岳阳城市经济发展，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和“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也相对较好。湘南的衡阳

是国家布点的老工业基地，有色、化工和冶炼等重化工业比

较集中，污染物排放量大；郴州是湖南对接华南经济圈的首

要门户，在高铁开通后具有较好的经济区位，但由于郴州城

市规模偏小，矿业经济占有较大比重，能耗多、污染突出；永

州市中心城区建设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地均水平偏低，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因此湘南三市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

相对较差。湘中的娄底、益阳、邵阳及湘西的怀化和张家界经

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中心城区建设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均亟待加强，土地利用效率低，“两型城

市”建设相对落后，耦合协调发展较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耦合协调发展视角，对 2007-2011 年湖南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关系的时序变化与空间

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论为：

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市”建设综合水平不

高，但呈逐年上升态势，“两型城市”建设落后于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
湘东和湘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两型城市”建设

水平相对较高，湘南、湘西和湘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

“两型城市”建设水平相对较低。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耦合发展处于颉颃阶

段，协调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与优质协调仍有较大距离。
湖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耦合协调发

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是湘东和湘北城市，协调发展相对较差的

地区是湘西、湘中和湘南城市。
4.2 对策建议

（1）增加土地利用强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

表 4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评价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平均值

测度项目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发展度

长沙

0.499
0.637
0.499
0.609
0.496
0.605
0.495
0.609
0.498
0.622
0.498
0.616

株洲

0.500
0.528
0.500
0.534
0.499
0.522
0.500
0.552
0.500
0.572
0.500
0.542

湘潭

0.500
0.525
0.500
0.521
0.500
0.501
0.500
0.503
0.500
0.522
0.500
0.515

衡阳

0.494
0.475
0.496
0.476
0.498
0.472
0.499
0.485
0.500
0.510
0.497
0.484

邵阳

0.498
0.420
0.497
0.408
0.490
0.420
0.499
0.464
0.497
0.416
0.496
0.426

岳阳

0.499
0.498
0.500
0.522
0.500
0.491
0.500
0.485
0.499
0.483
0.499
0.496

常德

0.500
0.503
0.498
0.496
0.499
0.520
0.495
0.518
0.497
0.533
0.498
0.514

张家界

0.497
0.468
0.497
0.453
0.498
0.446
0.499
0.446
0.500
0.439
0.498
0.450

益阳

0.498
0.409
0.500
0.399
0.500
0.418
0.500
0.436
0.500
0.441
0.499
0.421

郴州

0.500
0.483
0.499
0.467
0.492
0.366
0.490
0.339
0.491
0.417
0.494
0.414

永州

0.498
0.415
0.499
0.371
0.499
0.377
0.499
0.389
0.500
0.406
0.499
0.391

怀化

0.469
0.348
0.489
0.398
0.483
0.367
0.498
0.373
0.495
0.409
0.487
0.379

娄底

0.500
0.432
0.498
0.438
0.499
0.447
0.500
0.473
0.500
0.485
0.499
0.455

图 3 2007-2011 年 13 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发展聚类分析图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张家界市 常德市

益阳市

岳阳市

长沙市

湘潭市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株洲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湖南省省界
耦合协调相对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差
耦合协调相对差 km

0 100 200

N

张家界市 常德市

益阳市

岳阳市

长沙市

湘潭市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株洲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湖南省省界
耦合协调相对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差
耦合协调相对差 km

0 100 200

N

张家界市 常德市

益阳市

岳阳市

长沙市

湘潭市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株洲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湖南省省界
耦合协调相对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差
耦合协调相对差 km

0 100 200

N

2011 年

张家界市 常德市

益阳市

岳阳市

长沙市

湘潭市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株洲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湖南省省界
耦合协调相对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差
耦合协调相对差 km

0 100 200

N

2010 年

张家界市 常德市

益阳市

岳阳市

长沙市

湘潭市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株洲市

郴州市
永州市

湖南省省界
耦合协调相对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好
耦合协调相对较差
耦合协调相对差 km

0 100 2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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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大公共设施用地比重，避免陷入“摊大饼”的空间发展

模式，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加快产业转型。借助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扩大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

促进“两型城市”建设。
（3）加强湘南、湘西和湘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两型城

市”建设。湘南城市可借助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加

快经济发展速度。湘西城市应加强中心城区建设，加大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其中怀化可利用其铁路枢纽功

能和湖南边界型城市优势，加大与鄂西、黔东和重庆地区的

经贸联系，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张家界市应充分利用其旅游

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湘中娄底应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高效能

的矿—煤—电—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邵阳应加强中心城区

建设，扩大对外联系，促进经济发展，益阳可在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背景下，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在“两型城市”建设中，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放在核

心位置。加强“两型城市”建设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相互

作用变量的调控，在不超出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加

快城市交通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两型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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