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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口寸空变异分析

陈凯敏，陈进发，徐剑波

(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利与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21个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Jfj状况进行综

合评价。运用Speamlan秩相天系数、铷调度分析法、聚类及GIS分析法，埘评价结果的时空变异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衷明：(1)在

1999—2008年广东大部份城市土地集约利川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如东莞、河源等，而阳江、茂筘等8个地Ⅸ则}n现F降趋

势．江门和汕头下降最为显著，．(2)城I仃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与协凋度卡H天性小强，进行城市十地集约利用评价时．应综合考虑

综合指数tj各要素层之fH】协调度的『fI】题，(3)广东城I仃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娃的空间分异规律。珠江t角洲地Ⅸ城市土地集

约利j}I综合指数高于粤北山【)(及东西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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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n憎n．1'hmugh constmcting柏evaluation system of u出an Iand inten8ive u眈of GuarIgdong I，ased蚰methods of Anal”ic

HiPra"hy Pmc鄂s，this paper conducled an ovemll appraisal on the intensity of urb帅l帅d u鸵of 2l cmes in Guangdong pmvince．The

paper gave a spatial—temp0阻l analysi8 on the apprai8aJ result by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Spe删an舢k relational coemcient’h唧lonious
degree帅aJysis，cIuster and GIS a朐lysis．r11Ile resulls showed that：(I)during the ten y阻倦fbm l 999 to 2008，the urb卸u神inlensity had

t，een incre商ng jn most 0f lhe citi髑(Dong斛蚰and Heyu帅．for instafIce)帅d had d卵陀艄ing in eight citi船(Yan面iang and Maoming’for

inst龃ce)especjally in Jiangmen and Shantou．(2)There w棚not a si印jncant con它Jation忡lation between urban l蚰d intensive u跎

intPgmted indPx and h栅onio岫de卯即．It’s n凹es明ry to considerthe pmbIem between urb帅l蚰d intensive u髓inte伊ate‘I index帅d

ha册oniou8 degree'when dojng the urban l卸d intensive use evaIuation．(3)The levels of urban l帅d intenBive uBe in PearI River Delta

Area wP忡highPr than those in north，哪t and west of Guangdong pm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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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特别是城

市建设用地的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土地

的集约利J}j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城

市土地是闰土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基础，更是政府可以直接经营运作的高效资本载体⋯。

节约集约利用城市建设用地、千方百计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统筹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是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必须着力解决的迫切I’uJ题。

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开展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评价。有助于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12l。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个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程度和潜力的评价．对省域甚至更大范闱内各城市

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Ⅸ域性时空变异分析研究很少。而且

大量研究主要以综合评价为主．缺乏对各评价因索协调评

价。本研究以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因素层。构建广东城I何土地集约利用

收稿F1期：20lO—04一07

摹金项日：圜家“863”计划项目(2008AAlOZ223)；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41061024)

作者简介：陈凯敏(1984一)．男．在读硕士生．E—m“l：chenjinfa2000

@163．rom

通讯作者：徐剑波(19一)．男．博士．副教授．E—mBil：xuji鲫t蜊@BcBu．e

du．cn

181

评价体系。对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综合评价．并对

各因素层进行协调评价。在此基础上，总结m广东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差异规律．城市土地利用各影响因素的

协调状况。以期为了解广东土地利用状况．促进城市土地

利用方式向集约化转变，为各地政府制定有关城市土地集

约利J{j政策提供参考。

l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1．1评价方法

1．1．1 研究区域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土地集约利辟{评价一般分为3个层次．即宏观层次总

体评价、中观层次潜力区评价和微观层次地块评价f3J。考虑

到城市土地利朋集约度评价的侧重点在不同的窄间尺度

下有所差别．评价指标体系应与小同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

评价的各个层次的窄l’HJ范围相对应14J。本研究以广东21个

地级rf『建成区土地为研究对象．探索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的时空差异．属于宏观评价范畴。，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

不应仅追求最高的土地利用强度．而应寻找最优集约度，

使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在

进行Ⅸ域土地集约利用的宏观评价时．应从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的内涵}}{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i个效益的协

调发展。因此，本研究在宏观尺度的基础上．采用影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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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生态

效益目标为要素层，并依据指标选取的系统性、相关性、

前瞻性、可比性、动态性以及可获取性等原则阎．构建广东

城市土地集约利朋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2．1．2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本研究所选取指标数据的单

位和量纲不同．为使数据问具有可比性。需要对指标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常见的标准化处理方法有总和标准化

法、标准差标准化法、极大值标准化法和极差标准化法。

本文采取极羞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计算公式如下：

墨。二墨。迪

|Y。．。广X。一

墨。二互

X。．一o．一

正效应

负效应

(1)

(2)

式中，X：为标准化后某指标的值；氍为处理前某指标的

值；X。．。为处理前某指标的最大值；置．曲为处理前某指标

的最小值。

2．1．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确定各评价网子的权重值：根据数据情况和评价的

需要．3个要素层及指标层下属各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

专家打分法(Delphj)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

各指标权重值见表l。

表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评价日标层评哆因烹层 评哆指孽层 权重
L彬．J t埘。J

城市士地集经济效益 单位建设用地同定资产总投资0．1855

约利用程度(0．5267) 单位用地面积二t产业产值 O．1148

社会效益

(O．2367)

生态效益

(0．2367)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If『人均膳住面积

人均拥乍r道路铺装面积

城市居民町支配收入

城镇登记失业率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效

地均污染治理投资额

T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建成I×绿地覆盖率

人均绿地向积

固体废物综合利_}}j率

O．080I

O．0833

0．0630

O．01994

O．0245

O．0312

O．0312

O．0504

O．050l

O．0677

O．07ll

0．0477

2．1．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评价指标

标准化后的数值及各指标权重。计算广东21个地级市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

庐乞叫，崩j (3)
，=l

3

丹乞tc，．礤 (4)
●=I

式中Z为评价要素得分；‰为评价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X：为标准化后某指标的值；P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

指数；以为评价要素层各评价要素的权重嗍。

2．1．5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各种效益协调度的计算 协调

度用来衡量城市土地集约利用3个要素层(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协调状态，其计算公式如下：

日华1一兰兰 (5)
_

式中，Ⅳcl为第。个地级市城市土地利用各种效益的协调

度；5。为第i个地级市三大评价要素层得分的标准差；7：为

第i个地级市三大评价要素层得分的平均值。协调度介于

0～l之间。值越大，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各因素层之间

越协调。当ⅣG≥0．7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各凶素层之间

协调；当0．4≤HG<0．7时，各因素层之间基本协调；当

日G<o．4时．各因素层之间不协调用。

2．2数据来源

为便于比较和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

1999—2008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广

东21个地级市连续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每个城市分别

有14个指标的数据。“人均”、“每万人拥有”指标巾所用的

人口数据均指市辖区总人口。

3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根据上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由

式(4)和式(5)计算出1999—2008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表2)和协调度(表3)。

3．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及协调度的时间特征分

析

本研究采用Spea册an秩相关系数法分析了1999—

2008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和

协调度的变化趋势，通过下式计算秩相关数值见：

6×∑dl
R。=l一—七_一 (6)

，r一，l

dFX广YI

式中，凡为秩相关系数；吐为变量X。和变量，，。的差值；X．

为评价值，按照从小到大排列的序号；y。为按照年份排列

的序号：，l为样本数。

将求得的秩相关系数尺。的绝对值与Speaman秩相

关系数统计表中的临界值形。进行比较，如果J月。J≥形。，

则表明变化趋势有显著意义，当尺。为正值表明为上升趋

势，尺。为负值表明为下降趋势。本研究的时问段为1999—

2008年，所以，l=lO．在0．05的置信度下。形。=0．564，把计

算出来的秩相关系数与之相比较．可以得出广东21个地

级市1999—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协调度

变化呈现一定的时序特征(图1)。

1999—2008年期间．河源、东莞、肇庆、清远等4个地

级市(R。≥彤。)的城市土地集约利朋综合指数得到明显提

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梅州、汕尾、中山、湛江、云浮等

9个地级市(O≤尺。<彤。)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有

所提高，但提高不明显：而韶关、惠州、阳江、茂名、潮州、揭

阳等6个地级市(一肜。谊．≤0)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
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趋势不明显；汕头和江门

2个地级市(见≤一矾)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呈明

显的下降趋势。

199归2008年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呈上升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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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有13个地级市，分别为：广州、珠海、佛IIJ、河源、梅

州、惠州、汕尾、中山、阳江、清远、江门、潮州、揭阳．其中广

州、佛山、梅州、惠州、汕尾、中山、阳江、清远、云浮城市土

集约利用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此外．8个城市协调度呈

下降趋势．其中汕头、东莞、肇庆城市土集约利用协调度下

降趋势明显。

3．2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及协调度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利用广东21个地级市1999—2008年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相关数据．分别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

合指数平均值和协调度平均值，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

数的秩相关系数和协调度秩相荚系数进行相关分析．得出

城市土地集约利J}{j综合指数和协调度之间的关系(图2、图

31。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朋综合指数与协调度

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R为0．65：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的

相关性更弱，相关系数R仅为0．04。说明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综合指数高的城市．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并不一定达到较高的协凋状态：1999—2008年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皇上升趋势的城市其经济效益、社会效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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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协调度评价结果秩相关系数变化

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协调度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因此，在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时，要综合考虑综合

指数与各要素层发展协调的问题l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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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协调度平均值的相关分析

3．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的空间特征分析

取1999—2008年各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

数的平均值。利用SPsS软件聚类，将21个城市分为3个

等级。其中深圳为高度集约型城市；东莞、广州、中山、佛

山、珠海为中度集约型城市：其他为低度集约型城市。结

合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各种效益协调度评价．可将广东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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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协调度

秩相关系数的相关分析

个地级市分为高度集约基本协调、中度集约协调、中度集

约基本协调、低度集约基本协调、低度集约不协调五大类。

从空间分异的结果可以看出．评价结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分

异规律(图4)。主要表现为：(1)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

合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为珠江j角洲地区的深圳、广州、

东莞、中山、佛山、珠海。粤西、粤北和粤东地区的城市土地

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较低。(2)低度集约基本协调的区域主

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清远、肇庆、江门、惠州，靠近

珠江三角洲的韶关、阳江以及粤东地区；粤西地区城市土

地集约利用各因素层之间协调性较差。

圈4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空闻分异情况

4结语 霎蓦；黼等轰蓑票呈耄耋翥翥置篓暮磊萋雾壶警
本研究以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经济效益目 (下转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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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基于GIS的江汉区“城中村”用地综合评价

5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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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角度对199卜2008年广东省21个地
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Speaman秩相关系数进行城市土地利用综

合指数和协调度的时间特征分析表明：在1999—2008年

广东13个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不同程度

的提高；8个地级市}}{现下降趋势，江门、汕头下降趋势最

为届著。此外．在此期间13个地级市城市土集约利用协

调度得到不同程度提升；8个地级市出现下降趋势．汕头、

东莞和肇庆下降趋势最为显著。

(2)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和协调度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与协渊度

相父性不强．两者之间变化趋势的相芙性也十分微弱。在

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I．口J题时．要综合考虑综合指数与

各要素层之间协调度的f【1】题。

(3)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表明．广东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具有明娃的空间分异规律．珠江i角洲地Ⅸ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高于粤北山区及东西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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