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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ex-
tensive land use in China,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ntensive land use inten-
sity.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of 15 sub-provincial cities in China,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index is calculated and standardized, and the population index and economic 
score are calculated. Finally, the total index of intensive land use intensity was calculated, and the 
intensive use intensity of land in the sub provincial cities was comprehensive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Finally, the reference was give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in-
tensive use in the whol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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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全国出现环境恶化，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本次研究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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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通过收集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数据，分别计算出指标现状值，进行标准化，计

算人口分指数和经济分指数，最后再计算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总指数，将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强度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最终为全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的提高给出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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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全球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中国独特样本”，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

高速的经济增长，2013 年 GDP 高达 56.88 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 12.9 万亿元。与此同时，城市建设如

火如荼，成就卓越，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向新高。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 年，中国城镇化率增加到了 53.7%，现阶段

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水平，相比上个阶段已经有了质的飞跃[1]。 
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大量资源面临枯竭、产业结构畸形等一系列问题。其中，

土地资源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城市市区建设用地的扩展，市区的扩展主要表

现为建成区面积的扩大，而多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是以大势占用耕地为代价。据统计，1999~2015
年期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 5928 万亩。另外，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盲目扩建，强撤强迁，“圈地”“造

城”等现象一再发生，导致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用地结构及空间结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致使本就突出

的土地供需矛盾更加尖锐[2]。2014 年颁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标志着我国城市

发展模式开始转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明确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必

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的问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新

型城镇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和解决问题的关键[3]。 
国家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适应把

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制度政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土地集约利

用工作。2014 年《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经审议通过，首次将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以规章形式呈现，并进行严格审查。同年，《国土资源部关于部署开展全国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函[2014] 210 号)正式公布，评价范围涉及全国 80%的地级以上城市和 60%的

县级市，时间长达 5 年，全国范围的城市建设用地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已全面部署和开展。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土地是最基础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要素，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资源需求变化，综

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开展土地供给管理，科学配置土地资源，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举措，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实要求，也是提

升国土资源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具体体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ulu.2018.6200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建 等 
 

 

DOI: 10.12677/ulu.2018.62006 40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1.2. 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 

现有文献充分说明，学者们对农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

涵和本质，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 陶志红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以合理

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依据，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不断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4]。2) 张丽君认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是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相对概念。提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有个合理限度问题，并非投入越多，越集约，

效果越好。3) 郑新奇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最直观的内涵可理解为土地投入强度、土地深度和精细利

用。城市土地集约水平衡量是具有区域性和自身阶段性，其判别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5]。4) 林坚认

为，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认识上分歧，集中于单一经济效益还是综合效益。提出不要将集约利用的

概念泛化，不要使其成为一项无所不包的大杂烩。5) 刘新卫认为，集约用地侧重用地方式层面，而节约

用地则侧重用地效果。集约用地不是节约的唯一手段，节约用地不仅寄望于集约利用，但在当前无疑是

最为有效的手段。6) 郑泽庆提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分为一个城市土地集约水平总体评价、城市

内部区域利用评价、具体地块评价。7) 曹建海指出当前对土地集约利用概念把握不当，就会导致土地的

低度利用或过度利用，主张使用土地有效利用的概念。8) 王群指出土地集约利用的本质在于对一定面积

已利用土地或存量土地追加资本和劳动投入，以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集约度[6]。 
国内外关于土地集约利用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强度也涉及很多，已有早期的单一

的指标项综合性的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概念变化。从全国范围来看，对于各副省级城市也分别展开了一些

土地集约评价的研究，但尚未在大的尺度上对各城市进行比较的研究。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构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体系，通过收集全国副省级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数据，计算

出指标现状值，进行标准化，计算人口分指数和经济分指数，最后再计算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总指数，

将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数据时点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2. 研究方法 

2.2.1. 调查法 
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的指标体系涉及到的部分数据，通过实地调查法获取。 

2.2.2. 文献法 
一是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理论、评价方法、影响因素、政策因素，以及土地集约利用

强度相关的研究，为本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和借鉴，并形成本研究的技术方法。 
二是部分数据的获取，尤其是其他地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数据的获取，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获取。 

2.2.3. 对比分析法 
将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比较，分析各城市所处的排名位置，更好的发现土地利

用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余地市先进的土地利用集约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2.2.4.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的深入研究，既需要定性的分析作为前提和基础，同时需要定量的分析，才能进

一步的深入。只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比较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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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关技术处理方法 

2.3.1. 权重值的确定方法 
采用主客观的方法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值的确定。层次分析法，一种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多准则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是在指标确定之后，选择专家将同一层指标的所有指标进行任意两个的比

较，确定每一层次中指标相对于其上支配指标的重要性，然后获得每一层的权重，之后计算获得综合指

标权重[8] [9]。 
1)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构造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1。 
2) 构造判断矩阵 
由专家对层次中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给出相对重要程度的数值用矩阵形式写出来就是判

断矩阵。构造如下的判断矩阵： 

11 1

1

n

n nn

a a
A

a a

… 
 =  
 
 

  



 

其中，aij 表示第 i 个目标与第 j 个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aij ≈ wi/wj (wi 表示属性 Xi 的权重)。相对重要程度

可以参考下 Saaty 标度，见表 1： 
 

 
Figure 1. Hierarchical analysis model diagram 
图 1. 层次分析模型示意图 

 
Table 1. Definition table of relative importance scale values 
表 1. 相对重要程度标度值定义表 

标度值 标度意义 

1 Xi与 Xj同样重要 wi = wj 

3 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wi = 3wj 

5 前者比后者相当重要 wi = 5wj 

7 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wi = 7wj 

9 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wi = 9wj 

2，4，4，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1~9 的倒数 后者比前者的重要性程度 

最高层

中间层

总目标层 A

目标层

指标层

B1 B2 Bn

CnC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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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是通过判断矩阵可以计算本层与上层有关联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的权重。通常采用

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和逐次逼近法等近似方法进行权重求解。 
4) 层次排序 
层次总排序就是用同一层中对于上一层的相对重要性的值计算出所有因素的权重。一般需要从上到

下逐层顺序进行，最高层下面的第二层排序即为总排序。 
5) 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的计算公式： 

max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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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

−
 

CI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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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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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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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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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a w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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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RI 为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见表 2。 

2.3.2. 确定评价指标理想值 
理想值是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的标准，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现实利用水平下的土地集约

利用强度评价的结果，是本次评价中关键的技术要点。 
1) 理想值确定原则 
① 理想值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各评价指标在评价时点应达到的理想水平。 
② 理想值确定应依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技术标准、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等要求的前提下确定。 
③ 理想值原则应上不小于现状值，当一个评价对象有多个参照系时，某项指标理想值的确定应采取

“优中选优”，确定评价指标理想值[10]。 
④ 理想值确定时，应保证其测算空间范围与指标现状值空间范围相一致。 
⑤ 采用相关技术标准作为理想值确定的依据时，应保证指标理想值与相关技术标准在数据口径等方

面相一致。 
2) 理想值确定方法 
居住人口密度指标理想值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人均居住区用地控制指标确定为 35,000

人/平方公里，再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居住用地适宜比例，可确定人口密度指标

理想值为 11,500 人/平方公里。其它指标均采用四分之三法进行理想值的确定。即将每个指标的理想值，

按照与其它参评的城市指标进行汇总排序，如与全国副省级城市的比较中，选择全国各个城市的指标值

从小到大排列的 3/4 位置值作为理想值[11]。 
 
Table 2.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s of the judgment matrix 
表 2. 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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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指标标准化方法 
1) 正向相关指标标准化方法 
正向相关指标标准化初始值( 0iF )按照公式(2.1)进行(公式(2.1)来源于《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

价操作手册》)： 

i
io

i

b
F

u
=                                       (2.1) 

式中： 0iF ——第 i 项指标标准化初始值； 

iu ——第 i 项指标理想值(当 iu 为区间值时， iu 取相应理想值的下界值)； 

ib ——第 i 项指标实际值。 
各项指标标准化值 iF 的确定需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加以确定： 
a) 若 0 1iF ≥ ， 1iF = ，表示指标实际值为合理状态； 
b) 若 0 1iF < ， 0i iF F= ，计算结果表示评价的功能区的对应指标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距。 
2) 适度相关指标标准化方法 
适度相关指标标准化值 iF 按照公式(2.2)进行(公式(2.2)来源于《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操作

手册》)： 

1 i i
i

i

b u
F

u
−

= −                                    (2.2) 

式中： iu ——第 i 项指标理想值； 

ib ——第 i 项指标实际值。 
具体确定各项指标标准化值 iF 时， iu 的取值需区分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加以确定： 
a) 若 ib 隶属 iu 所在区间， iF 直接赋为 1，表示指标实际值为合理状态； 
b) 若 i ib u> 的上界值，此时式中的 iu 取相应理想值的上界值，表示指标实际值超过理想值的状况； 
c) 若 i ib u< 的下界值，此时式中的 iu 取相应理想值的下界值，表示指标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距[12]。 

2.3.4.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模型构建 
1) 因素层分值计算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各因素层分值按照公式(2.3) (公式(2.3)来源于《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

价操作手册》)计算： 

( )
1

n

ij ijk ijk
k

F S w
=

= ×∑                              (公式 2.3) 

式中： ijF ——ij 子目标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 ijkS ——i 目标 j 子目标 k 指标的实现度分值； ijkw ——i
目标 j 子目标 k 指标相对 j 子目标的权重值；n——指标个数。 

2)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综合分值计算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综合分值按照公式(2.4) (公式(2.4)来源于《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操

作手册》)计算[13]： 

( )
1

n

i i
i

F F w
=

= ×∑                               (公式 2.4) 

式中：F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综合分值； iF ——i 目标的集约度分值； iw ——i 目标相对总目标的权重

值；n——目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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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 

本次研究定量评价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通过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指标理想值进行指标

的标准化，进而计算土地集约利用强度分指数、总指数，反映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总体水

平和城市间差异特征。 

3.1. 评价指标体系 

3.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本研究对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概念的界定，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来表征。本研究侧重于从

人口和资金(经济)的状况来反映土地集约利用强度[14] [15] [16]，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 

3.1.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评价过程中涉及到人口、经济、产业发展、土地面积等数据来源见表 4。 

 
Table 3.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land intensive use intensity 
表 3.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 计算公式 指标属性 

土地集

约利用

强度 

人口 

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建设用地面积 适度相关指标 

居住用地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居住用地面积 适度相关指标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正向相关指标 

经济 

单位建设用地公共财政收入 公共财政收入/建设用地面积 正向相关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用地固定

资产金额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工业用地面积 正向相关指标 

地价水平  正向相关指标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 正向相关指标 

单位建设用地 GDP 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二三产业)/建设用地面积 正向相关指标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正向相关指标 

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建设用地面积 正向相关指标 
 
Table 4. Sources of data for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4.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数据来源 

土地集

约利用

强度总

指数 

人口 
分指数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居住用地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经济 
分指数 

单位建设用地公共财政收入 万元/平方公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

《2014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

用地固定资产金额 万元/平方公里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2015》，工业用地面积来源于《2014 年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 

地价水平 元/平方米 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单位建设用地 GDP 万元/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建

设用地面积来源于《2014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平方公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注：数据时点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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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的现状值确定 

按照表 4 数据来源，收集全国副省级城市相关基础数据，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居住用地面

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公共财政收入、建设用地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工业用

地面积、地价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4 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等[17] [18]。利用表 3 中所述公式，计算得到上述 10 个评价指标现状值，详见表 5 全国副

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现状值。 

3.3. 权重确定结果 

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本次评价的指标权重大小，见表 6。 

3.4. 理想值确定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理想值确定后，得到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理想值表，见

表 7。 

3.5. 评价指标标准化结果 

价指标标准化结果见表 8。 
 

Table 5. Current statu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intensive land use intensity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表 5.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现状值 

 人口 经济 

城
市

 

人
口

密
度

( 人
/ 平

方
公

里
) 

居
住

用
地
人

口
密
度

( 人
/ 平

方
公
里

) 

第
三

产
业
从

业
人
员

比

重
(%

) 

单
位

建
设
用

地
公
共

财

政
收

入
( 万

元
/ 平

方
公

里
)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单

位
工

业
用
地

固
定
资

产

金
额

( 万
元

/ 平
方
公

里
) 

地
价

水
平

( 元
/ 平

方
米

) 

人
均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 元

/ 人
) 

单
位

建
设
用

地

G
D

P(
万

元
/ 平

方
公

里
) 

第
三

产
业
占

G
D

P
的

比

重
(%

) 

单
位

建
设
用

地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 万

元
/ 平

方
公

里
) 

济南市 9419.44  35,742.57  55.79 12,035.18  146,399.67  2346 69,879.36  110,227.68  64.55 53,438.71  

青岛市 7892.38  30,619.83 50.14 14,099.61  167,029.38  3395 58,504.94  115,995.40  57.96 66,729.59  

西安市 13,529.95  58,138.61  59.46 10,969.19  356,668.44  3478 49,587.58  101,715.34  55.19 114,730.01  

沈阳市 11,363.44  33,871.79  53.06 14,735.19  256,743.27  2363 61,433.90  121,767.81  50.81 109,861.72  

大连市 8050.26  28,980.95  51.71 16,350.94  175,169.23  2410 74,856.77  91,408.88  44.09 119,351.13  

长春市 8314.02  27,931.30  46.13 7845.59  265,406.69  2274 50,742.74  86,077.51  40.99 67,141.12  

哈尔滨市 12,102.79  38,520.33  60.54 9293.51  109,582.35  2335 52,259.70  83,490.62  60.58 75,685.16  

南京市 8930.34  31,955.67  50.03 12,437.90  191,300.51  7295 64,239.17  118,480.26  56.49 74,762.80  

杭州市 12,454.93  43,040.98  45.38 22,358.88  401,036.71  11,525 72,091.43  185,507.92  57.9 100,977.59  

宁波市 6268.26  28,345.68  43.76 16,313.12  163,861.74  5804 70,547.12  123,650.24  47.7 61,297.05  

厦门市 6854.72  30,358.21  34.04 18,326.38  119,624.72  18,798 52,717.96  109,527.43  54.67 174,150.52  

武汉市 5205.06  20,762.10  53.73 9644.78  163,483.24  4376 74,101.28  81,579.42  54.53 52,238.29  

广州市 9020.33  35,700.00  64.07 10,500.00  142,000.00  19,325 97,304.47  84,200.00  65.23 81,200.00  

深圳市 12,126.25  44,912.08  52.00 23,427.42  123,081.90  22,763 145,815.72  179,948.25  57.39 30,570.97  

成都市 10,567.24  30,610.53  55.76 9936.14  193,051.14  7109 64,812.09  131,417.02  54.75 75,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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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able of weighted values for the intensity of land intensive use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6.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权重值表 

分指数 指数权重值 指  标 指标权重值 

人口分指数 0.25 
人口密度 0.50 

居住用地人口密度 0.25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25 

经济分指数 0.75 

单位建设用地公共财政收入 0.2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用地固定资产金额 0.10 

地价水平 0.10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10 

单位建设用地 GDP 0.25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0.10 

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额 0.10 
 
Table 7. Table of desirable values for the intensity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表 7.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理想值表 

总指数 因素层 指标 理想值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 

人口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11,500 

居住用地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35,000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55.60  

经济 

单位建设用地公共财政收入(万元/平方公里) 16,35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用地固定资产金额(万元/平方公里) 200,000 

地价水平(元/平方米) 7500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 74,000 

单位建设用地 GDP(万元/平方公里) 123,000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57  

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平方公里) 109,500 
 
Table 8. Standard value of the intensity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表 8.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指标标准值 

城市 人口密度 居住用地

人口密度 
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比重 

单位建设

用地公共

财政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单位工业用地

固定资产金额 

地价水

平 

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

售额 

单位建

设用地
GDP 

第三产业

占 GDP 的

比重 

单位建设用

地固定资产

投资额 

济南市 0.8191 0.9788 1.0000 0.7361 0.7320 0.3128 0.9443 0.8962 1.0000 0.4880 

青岛市 0.6863 0.8749 0.9018 0.8624 0.8351 0.4527 0.7906 0.9431 1.0000 0.6094 

西安市 0.8235 0.3389 1.0000 0.6709 1.0000 0.4637 0.6701 0.8270 0.9682 1.0000 

沈阳市 0.9881 0.9678 0.9543 0.9012 1.0000 0.3151 0.8302 0.9900 0.8914 1.0000 

大连市 0.7000 0.8280 0.9300 1.0000 0.8758 0.3213 1.0000 0.7432 0.7735 1.0000 

长春市 0.7230 0.7980 0.8297 0.4799 1.0000 0.3032 0.6857 0.6998 0.7191 0.6132 

哈尔滨市 0.9476 0.8994 1.0000 0.5684 0.5479 0.3113 0.7062 0.6788 1.0000 0.6912 

南京市 0.7766 0.9130 0.8998 0.7607 0.9565 0.9727 0.8681 0.9633 0.9911 0.6828 

杭州市 0.9170 0.7703 0.8162 1.0000 1.0000 1.0000 0.9742 1.0000 1.0000 0.9222 

宁波市 0.5451 0.8099 0.7871 0.9977 0.8193 0.7739 0.9533 1.0000 0.8368 0.5598 

厦门市 0.5961 0.8674 0.6122 1.0000 0.5981 1.0000 0.7124 0.8905 0.9591 1.0000 

武汉市 0.4526 0.5932 0.9664 0.5899 0.8174 0.5835 1.0000 0.6632 0.9567 0.4771 

广州市 0.7844 0.9800 1.0000 0.6422 0.7100 1.0000 1.0000 0.6846 1.0000 0.7416 

深圳市 0.9455 0.7168 0.9353 1.0000 0.615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2792 

成都市 0.9189 0.8746 1.0000 0.6077 0.9653 0.9479 0.8758 1.0000 0.9605 0.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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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结果 

运用上述公式和数据，计算得到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结果，包括人口因素层的评

价值和经济因素层的评价值，见表 9 和如图 2、图 3、图 4。 
 
Table 9. Table of desirable values for the intensity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表 9.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结果 

排名 城市 人口分指数 经济分指数 总指数 

1 杭州市 0.8551 0.9896 0.9560 

2 沈阳市 0.9746 0.8765 0.9010 

3 深圳市 0.8858 0.8895 0.8885 

4 南京市 0.8415 0.8781 0.8689 

5 成都市 0.9281 0.8455 0.8661 

6 厦门市 0.6679 0.8996 0.8417 

7 宁波市 0.6718 0.8938 0.8383 

8 大连市 0.7895 0.8329 0.8220 

9 青岛市 0.7873 0.8201 0.8119 

10 广州市 0.8872 0.7768 0.8044 

11 济南市 0.9042 0.7558 0.7929 

12 西安市 0.7465 0.7847 0.7751 

13 哈尔滨市 0.9486 0.6375 0.7153 

14 武汉市 0.6162 0.6967 0.6766 

15 长春市 0.7684 0.6270 0.6624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intensive land use intensity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图 2.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结果 

 

 
Figure 3.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intensity of intensive use of urban 
land at sub-provincial level of the country 
图 3.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人口因素层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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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intensity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图 4. 全国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经济因素层评价结果 

3.6.1. 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评价结果 
从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的评价结果来看，分值最高的是杭州市，达到了 0.9560，

最低的地区是长春市，其分值为 0.6624。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的平均值为 0.8147，其中低于平均值的城市

包括长春市、武汉市、哈尔滨市、西安市、济南市、广州市、青岛市。 

3.6.2. 人口因素层评价结果 
从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人口因素层的评价结果来看，最低的地区是武汉市，其分

值为 0.6162。人口分指数的平均值为 0.8182，其中低于平均值的城市包括武汉市、厦门市、宁波市、西

安市、长春市、青岛市、大连市，东北两个城市(长春市和大连)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失有

一定关系。而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相对于其他城市人口密度和居住人口密度较低，导致人

口因素层的土地集约利用强度较低[19]。 

3.6.3. 经济因素层评价结果 
从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度经济因素层的评价结果来看，分值最高的是杭州市，达到

了 0.9896，最低的地区是长春市，其分值为 0.6270。经济分指数的平均值为 08136，其中低于平均值的

城市包括长春市、哈尔滨市、武汉市、济南市、广州市、西安市，这些地区从经济投入强度来看，低于

其他城市。 

4. 相关建议 

4.1. 盘活存量城市土地，提高用地效益 

要真正实现城市转型升级，提高存量土地用地效益，必须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首先，对城市存量

土地信息进行全面调查，预测供求信息，制定年度计划和盘活整治方案[20]。其次，按照利用程度不同对

存量土地进行分类处理，对于土地中批而未供的土地，应加快实施拆迁安置；对于供而未用的土地，若

长期闲置，则限期收回；对于低效用地，可采用协议置换、协商收回、合作经营等方案进行有效地开发

利用。然后，积极制定相应的盘活利用激励政策，对于存在无法回收的闲置土地来说，可推广其他地区

的成功经验：鼓励企业建设厂房，然后由基地管委帮助招商引资，通过征收高额税费引进“高、精、尖”

项目，在盘活存量土地的同时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用地效益[21]。 

4.2. 逐步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 

各副省级城市不同程度上存在大量低效、闲置工业用地，深层次原因是原有出让土地价格过低、出

让年限过长的原因。为了从源头上防止低效和闲置土地的产生，应逐步推行弹性出让方式，强化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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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工业用地供给上的作用。一是鼓励长期租赁，土地使用应通过向国家支付相应的租金，租用工业用

地使用权；二是实行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土地使用者先租赁土地用于建设，若符合约定的集约

用地条件，可转为出让用地或部分继续租赁部分转为出让。对于出让年限，可打破原有 50 年的局限，划

分为 10~50 年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设定最低价格标准，年限越短价格越低，年限越长价格

越高[22]。这不仅可降低土地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也使企业的工作重心向优化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转

移，提升工业用地利用强度。 

4.3. 加快推进老工业区企业环保搬迁 

应结合城市产业发展规划需要，实施老企业环保搬迁。可结合城市功能发展需求，优先安排公共服

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迁、停、并、转”污染企业，加强特色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建设成

为特色产业园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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