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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3 +5”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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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之际，选择 8 个城市作为整体来研究城市群的土地利用问题，对建设

节约型社会、提升城市群的承载能力有一定指导意义． 立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采用变异系数法

和土地承载力综合评价法对湖南省“3 + 5”城市群 8 个城市土地承载力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显示，湖南省“3 + 5”
城市群按照土地综合承载力测算可以划分为 3 种类型的承载力区域，即超载区、满载区和可承载区． 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影响土地承载力的因素，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展土地生态保护、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等提升土地

承载力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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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two-oriented society”of Chang-Zhu-Tan city group，selecting the eight
cities as a whole group to study the land-use issu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on-oriented society can pro-
vide some guidance in enhanc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the variation method of correlates and land carrying capacity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the regional l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two-oriented society”． The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bear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of the“3 + 5”city group were analyzed． The compre-
hensive land capacity index value of the eight cities，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3 + 5”city group can be divided
into 3 types capacity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land comprehensive capacity． Based on these，the influ-
ence factor of th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was analyzed，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as follows: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carrying out the 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nforcing the strict land management polic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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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最发达的地区是“3 + 5”城市群． 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研究“3 + 5”城市群土地承载力对于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目标，实现人口、
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提高“3 + 5”城市群土地资源的现实承载能力并更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具有现

实意义．

1 湖南省“3 +5”城市群概况

湖南省“3 + 5”城市群的含义是:“3”代表长株潭 3 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 40 km，总

面积 2． 8 × 104 km2，“5”代表岳阳、常德、益阳、娄底和衡阳 5 市． 该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是鄂湘赣 3 省

的中心部位． 该城市群的中心是长沙、株洲和湘潭 3 市，周边城市是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该城市群覆

盖面积 97 065 km2，约占全省面积的 45． 83% ．

2 湖南省“3 +5”城市群土地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2．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选取

为充分说明承载力的综合作用效果，本文将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评价指标分为总目标层( A 层) 、准则层

( B 层) 和指标层( C 层) 3 个层次［1-4］． 考虑到要消除评价指标间相关性影响，故指标选取时既注意到全面性，

又把彼此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剔除． 因此，从水土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经济技术系统和社会人文系统 4 个

方面选取 27 个指标( 表 1) ［5-7］，其实质就是确保城市群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五大系统实现协调可持

续发展．
表 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单位 评价指标 单位

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C1 m2 /人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 C15 册

工业仓储用地比例 C2 % 人均 GDP C16 元

道路广场用地比例 C3 % 人均财政收入 C17 元

公共设施用地比例 C4 % 人均道路面积 C18 m2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C5 元 GDP 增长率 C19 %

每公顷面积粮食产量 C6 kg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数 C20 辆

人口就业率 C7 %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C21 %

城市化水平 C8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C22 亿万元

城市污水处理率 C9 %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C23 升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C10 m2 /人 恩格尔系数 C24 %

城市绿地率 C11 %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数 C25 亿万元

单位土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C12 万元 /km2 人均供水量 C26 m2 /人

单位土地第三产业产值 C13 万元 /km2 用气普及率 C27 %

单位 GDP 电耗 C14 %

2． 2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不同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为消除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在评价之前要对不同量纲的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7］，通过适当的数据处理和变换，化为无量纲的标准化数据． 本文数据通过湖南统计年鉴

2008—2011 年以及各市统计公报资料整理计算得出［8］．
2． 3 湖南省“3 +5”城市群土地承载力综合评价过程及结果

2． 3． 1 指标权重值的确定 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数据采取截面数据形式，综合权衡各种

权重确定方法的利弊，最终选择了变异系数法作为计算权重的方法． 变异系数法的优点是既适合时间序列数

据也适合横截面数据，避免了主观赋权法主观性强的缺点． 根据指标数值无量纲化后的数据得出各个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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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权重值．
2． 3． 2 综合得分的计算过程与方法 加权求和法是最常用的综合评价模型，本文采用 2 种加权求和方法，

在对指标层进行加权求和时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即将指标层指数乘以各自的权重，再进行求和，得出准则

层的指数值; 然后对准则层的指数值采用指数加权综合法求和，得出总目标层的最终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值．

首先，采用线性加权综合计算各准则层指标的数值，yj = ∑
n

i = 1
wizi ． 其中 yj 为准则层指标的数值; wi 为各

指标权重; zi 为各指标无量纲化值． 然后再根据准则层指标数值分别求出准则层各个支持系统对土地综合承

载力的影响权重，从而最终得出了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值( 见表 2) ．
表 2 准则层影响权重及各层次指标-权重值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B1 0． 322 430 C8 0． 031 492 C19 0． 041 614
B2 0． 138 112 C9 0． 017 572 C20 0． 030 902
B3 0． 225 986 C10 0． 016 040 C21 0． 026 301
B4 0． 313 472 C11 0． 025 486 C22 0． 070 198
C1 0． 041 361 C12 0． 025 245 C23 0． 039 676
C2 0． 024 706 C13 0． 029 433 C24 0． 026 384
C3 0． 030 558 C14 0． 019 244 C25 0． 071 219
C4 0． 044 947 C15 0． 068 685 C26 0． 031 742
C5 0． 029 733 C16 0． 040 780 C27 0． 016 356
C6 0． 035 519 C17 0． 046 330
C7 0． 024 928 C18 0． 024 725

接着将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值与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求和的综合测算模型，得

到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整体性评价得分，fi = Wij·Iij ( j = 1，2，…，n) ，F =∑
4

i = 1
wi·fi ( i = 1，2，3，4) ． 式中: fi 为

各因素评价得分; Wij 为评价因素各指标的权重; Iij 为评价指标层各指标标准化值; F 为城市土地承载力综

合评价值; wi 为准则层各系统评价因素权重．
经过计算，8 个城市的承载力综合得分结果如表 3．

表 3 湖南省“3 + 5”城市群 8 个城市综合承载力和 4 个支撑系统得分值

城市 水土资源系统( B1 ) 生态环境系统( B2 ) 社会人文系统( B3 ) 经济技术系统( B4 ) 综合承载力( A)

长沙 0． 184 408 0． 074 299 0． 161 229 0． 412 748 0． 235 541

株洲 0． 188 330 0． 054 874 0． 110 075 0． 079 696 0． 118 160

湘潭 0． 147 006 0． 049 496 0． 078 243 0． 056 437 0． 089 608

岳阳 0． 083 933 0． 045 213 0． 092 128 0． 074 122 0． 077 362

益阳 0． 062 014 0． 023 429 0． 050 065 0． 055 267 0． 051 870

常德 0． 077 541 0． 064 524 0． 037 511 0． 073 942 0． 065 569

娄底 0． 073 431 0． 030 815 0． 019 452 0． 019 868 0． 038 556

衡阳 0． 049 429 0． 028 339 0． 058 329 0． 069 949 0． 054 960

2． 4 湖南省“3 +5”城市群土地承载力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2． 4． 1 土地承载力空间分析
图 1 显示，长株潭 3 市承载能力比其他 5 个城市强，在空间上形成了以长株潭 3 市为中心、加上外围岳

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 5 个城市为补充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 长株潭 3 市产业各有优势，长沙重点打造区

域金融、信息、服务中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休闲中心; 株洲着重发展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和先进制造业

基地; 湘潭以区域旅游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优势，产业的互补性也较强． 在科技实力上，3 市聚集了全省 90% 以

上的科研人员和全省 80%的高等院校，区内包括 28 所高等院校及众多的科研机构，基本上形成了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新格局． 建设“3 + 5”城市群就是构建以“两型”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体系，即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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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性产业，培育发展先导性产业，着力提升基础类产业和传统特色产业，为进一步提升土地承载能力

打下坚实基础．
在模糊分类关系的基础上，用 DPS 分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动态的聚类分析结果，绘成聚类谱系图

如图 2．

图 1 湖南省“3 + 5”城市群 8 个城市承载力得分图 图 2 8 个城市模糊聚类分析的动态谱系图

根据聚类谱系图，可将 8 个样本分成以下 3 级:

第一级即长沙，承载力最高． 长沙作为湖南省经济增长核心，其经济总量在全省所占份额稳步上升． 产业

结构方面，长沙基本上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使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较优势地位，在产业结构

和产业规模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水土资源方面，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从

而有效节约了土地． 2001 年长沙建设用地总量［9］为 128 km2，2010 年长沙建设用地总量［8］为 272． 39 km2，比

2001 年增加了 144． 39 km2 ． 根据 2010 年的土地修编，长沙市规划到 2020 年人均建设用地由 185． 86 m2 下降

至 163． 11 m2，下降幅度为 12% ． 土地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的主要集中在工业、仓储用地，随着工业园区的大批

兴建，工业用地侵占大量耕地，而投资商资金不到位，造成了一些拆迁和开发项目停滞，最终不能按照预期目

标完成土地开发利用．
第二级即株洲。株洲是开创农耕文化的炎帝陵寝之地，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经济总

量上，2011 年株洲 GDP 总量为 1 275． 48 亿元，在全省仅处于第 5 位，工业比重较高，整体产业结构仍然居于

“二、三、一”阶段，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第三级即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和衡阳，各城市都有不同的特征，4 个支撑系统表现出不同的评价

结果。以湘潭为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步伐放慢，在湖南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近几年

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010 年，湘潭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94． 01 亿元，同比增长 15． 2%，主要

原因是投资拉动强劲，2010 年 1 ～ 11 月全市城镇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同比增长 27． 5%，投资规模达

3 600万元。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处于“二、三、一”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不

断健全，城市生活低保范围扩大、标准提高，所以，湘潭市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图 3 总分频率直方图

2． 4． 2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为了更直观表现出承载力状态，采

用总分频率直方图法( 见图 3) ，将 8 个城市的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状况大致分为 3 个等级: 超载区、满载区和可承载区．
( 1) 超载区，为长沙市． 长沙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

中心，是湖南省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人地关系矛盾日益显现． 特

别是长沙的建成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

境的压力最大，人均土地资源量少，土地资源承压能力受到了很大

的挑战，土地资源承载潜力的提升空间有限．
( 2) 满载区，包括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 6 个城市．

以株洲为例，作为重工业集中的工业城市，人口密度低于超载区，但是重工业集中，“三废”污染严重，属于典

型的“高污染、高消耗”区，土地的承载压力仅次于满载区． 对于株洲而言，在满足其他用地的需求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增加对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的供给，满足其工业化发展进程的需要; 其次，完善工业用地的整体规划

研究，力争建设高标准工业园区，积极做好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型与升级．
( 3) 可承载区，指娄底市． 由于娄底市经济发展迅速，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工业发展从小到大，逐渐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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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冶金、建材、煤炭、化工、电力、机械等支柱产业． 娄底市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土地承载力潜能有待进一

步发挥，但相比承载能力高的城市，经济发展还显落后．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对污染环境、威胁生态系统安全的资源开发与经济活动要严格限制．

3 提升湖南省“3 +5”城市群土地承载力的途径

3． 1 积极开展土地生态保护，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分区制定土地生态保护规划，将城市群规划区地域空间分为优先发展区、次优发展区、引导发展区、生态

开敞区( 控制发展区) 、生态保护区( 禁止发展区) ． 对于生态开敞区和生态保护区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严格

保护． 重点建设“一江五区”，即湘江生态经济带和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滨湖五大示范区［10］．
3． 2 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完善土地供应机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我国原有《土地管理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必须抓紧修改法律和增加立法，包括修改《土地

管理法》，设立《耕地管制法》、《土地法》． 建立完善土地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和土地产权管理现

代化［11］． 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地籍登记、调查、检查和空间对地监测等手段，把土地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定性、
定量分析基础上．

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2］，内容包括: ( 1) 以制约供给和引导需求为指导思想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合理安排不同区域、产业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用地; ( 2) 打破各城市间无序竞争的“诸侯经济”格

局，从城市群层次上统筹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和方向，杜绝各自为阵对土地资源进行破坏性、重复性和掠夺

性开发; ( 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注重公共基础设施共享性，尤其是不同工业园区之间要对规划进行协

调，避免重复建设造成土地浪费．
3． 3 运用地价杠杆和循环经济机制，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定位方面，以“两型”产业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为核心，优化产业发展空间结构，引导企业向优势

地区转移集聚，项目向园区集中，促进群内产业发展横向成群、纵向成链，朝着集约化、集群化方向更好更快

发展［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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