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演变特征 

及其机理 

 
匡兵  卢新海浓  周敏  韩憬 

(1．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430074;  

2．东北大学土地管理研究所，中国辽宁沈阳 110819; 

3．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运用洛伦茨曲线和偏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武汉城市群 2001-2011 年城市

用地结构的时序演变特征和空间配置差异，并结合推拉理论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

了城市群用地结构变化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总体而言，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规

模扩张明显、结构调整频繁；②从地类演变来看，居住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

场用地和绿地属于增长性结构，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仓储用地、市政公用设施

用地和特殊用地为衰退性结构；③从空间配置格局来看，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川地和市政公共设施用地在各地区分布比较均衡

，绿地和特殊用地次之，仓储用地分布集中，同时，各地区对不同类型城市用地的竞

争优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④在变化机理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

化、居民福利改善及土地管理政策调整等因素是造成武汉城市群用地结构时空变化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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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全新地域单元，城市群将决定 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

的新格局。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均将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

动作用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凸显。 

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用地规模及其结构变化是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内部各组成

要素间、土地利用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结果‘2]，是土地

被承载主体  “博弈均衡”的响应，直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和城市群整体功能的发挥 (3]

。目前学术界有关城市群土地利用及结构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

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综合评判，学者们通过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方法选取等，对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史进等从规

模、结构和集约效益 3 个方面建立了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认为这 3 个维

度的内容可以直接反映土地利用效益的内在属性 f4〕，林坚等在构建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模型 (DEA）分析我国 16 个城市群 2000、 2006 和 2011

年的土地利用效率，发现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相对较低，且区域差异明显：,]；微观层而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特定城市群土地利用状况的探讨，许建伟等利用 DEA 分析长三角城市群

2009 年、2010 年的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分类，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技术效率一般，仅有

少数城市达到 DEA 有效气也有学者对环渤海地区城市群的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珠三角城市群

的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及空间差异阁、长株潭城市群的土地承载力状况 9]进行了系统研究。总

体而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城市群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深人探讨，对城市群土地的可持续利



用及城市群整体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应该看到，在城市群土地利用系统整体

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伴随的是城市群用地结构的不断调整，开展用地结构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

研究城市群土地利用问题的基础工作，同时，现有成果在研究区域选取上多以经济相对发达、

人地矛盾相对突出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对其他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还有待加强。 

武汉城市群是以武汉为圆心，由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

8 个城市所组成，是我国首批“两型社会”试验区，也是湖北省，乃至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

稳步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先行区域。近年来，随着武汉城市群一体化的有序推进，城市用地规模

扩张和结构调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研究将以武汉城市群 2001-2011 年的城市用地数据为基础

，利用洛伦茨曲线和偏移份额分析法（ Shift-Share Method , SSM）探讨武汉城市群各类用地

在研究时段内的数量及结构变化特征，同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城市群用地结构变化的

内在机理，揭示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用地结构变化的共性规律，为武汉城市群的融合发展以及推

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洛伦茨曲线 

洛伦茨曲线（Lorrenze Curves）主要用于研究地区之间的收人差距，最早由美国经济统

计学家洛伦茨(M. Lorrenz）于 1905 年提出，是一条向内凹的曲线，又称实际分配曲线。其基

本思想是以收人获得者在总人口中的累计比例为横轴，以各个比例人口所获收人累计比为纵轴

，根据频率累计数绘制出洛伦茨曲线，以此来说明国民收人分配的不平等（集中或分散）程度

。当洛伦茨曲线与横坐标的夹角为 45“时，则把这条曲线称为绝对均匀线，曲线与横坐标的

角度越趋于 450，则表示区域之间财富分配越均等，收入差距愈小，反之则表示区域之间财富

分配不均等，收人差距越大。 

将洛伦茨曲线与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相结合，主要是通过观测各类功能性用地洛伦茨曲线的

弯曲状况，说明各类城市用地在考察区域内的集中、分散程度，也可以在宏观层面说明区域城

市土地利用特点。洛伦茨曲线的主要绘制步骤包括： 



 

 

1.2 偏移份额分析法 

偏移份额分析法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较具代表性的方法之一，其基本

思路是将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参考区域（通常为上级行政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比较，以标准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参照，将一定时间范围内研究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分解为份额量

（National share, NS)、结构 VF 偏移量(Industry mix,IM）和竞争性偏移量 (Regional shult, 

RS）三个方面，从中挖掘出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内在原因，为区域经济合理发展提供基础依

据，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可行路径 , 该方法目前在我国已广泛应用到旅游市场客源结构分

析、产业结构优化等研究领域中。应用到武汉城市群用地结构变化分析中，就是以武汉城市群

整体为参照体系，从动态和全局视角对一定时间范围内区域城市用地或单一功能性用地总量变

化情况进行分解，根据份额量、结构性偏移量和竞争性偏移量来考究区域城市用地空间配置差

异，其基本运算原理为： 



 



 

 

1.3 数据说明与来源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 (GBS0137-2o11）》（下称“新版《标准》”)，并于 2012 

年 I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新版《标准》对原建设部颁发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J 137- 90)》（下称“旧版《标准》”）中分类层级和定义进行了多处调整。鉴于数

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以及新版《标准》在城市土地大类层面上仍然按照旧版《标准》以土

地使用的主要用途进行划分，本研究也采用旧版《标准》中的分类系统，将城市用地分为居住

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等 9 大类，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 2001-2011 年《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 

 

2 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特征 

2.1 总体变化特征 

2001-2011 年，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总面积由  577.67km，变化到 1 128.7km2，增长率高

达 95.39%,平均每年增长 55.103km2。表 1 反映的是研究期内武汉城市群各类功能性用地面积

增减情况：①总体而言，各类功能性用地面积均呈上升一态势，不同类型用地增长幅度存在差

异；②从变化规模来看，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在考察期内分别增长 164.78km2. 

108km，和 96.2km2，是增长规模最大的 3 个地类，这与区域功能定位及近年来武汉城市群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密切联系；③从变化幅度来看，道路广场用地在研究期内的增长幅度

高达 178.38%，是增幅最大的地类，其次是对外交通用地、绿地和居住用地，这 3 种地类的增

幅分别为 119.89%. 113.01％和 10 1.70%，由此构成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主导力量

和直接表现形式。 

参照洛伦茨曲线的基本原理和绘制步骤，得到武汉城市群 2001 年和 2011 年各类城市用地

的洛伦茨曲线图（图 1'图 2)。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2001 年，居住用地、T 业用地、公共

设施用地、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的洛伦茨曲线与绝对

平均线较近，说明这些用地类型在武汉城市群各地区分布比较均匀；2011 年，与绝对平均线

较为接近的用地类型变化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



地和特殊用地；同时，对比研究区 2001 和 2011 年各类用地洛伦茨曲线会发现，随着时间的

推移，特殊用地和绿地在研究区域的分布日益均衡，而仓储用地分布的空间差异则越来越明显

。 

 

 

 

2.2 地类演变规律 

表 2 反映的是 2001-201 1 年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性偏移量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研究期内各地市城市用地结构性偏移量演变特征相同，其中，居住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

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的结构性偏移量均为正依，说明这些地类的增长率超过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

的增长率，为增长性结构，也是导致区域城市用地急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公共设施

用地、工业 J Ii 地、仓储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均为衰退性结构，在城市用地

的比重越来越小。10 年间，武汉城市群衰退性结构共转移了 70.4814km2 新增用地到增长性结

构，公共设施用地贡献度最大，达到 32.59%。从地类上看，这些偏移量主要分配给增长性结



构中的道路广场用地，配给比重高达 63.50%；从区域分布来看，这些偏移量大部分都分配在

武汉，鄂州、潜江、仙桃、天门等地区所得份额极小。 

2.3 空间配置格局 

借助 SPSS 19.0 软件，以各类用地竞争性偏移量计算结果为基础，采用欧式平方距和系统

聚类法对武汉城市群进行 Q 型聚类，聚类谱系图如图 3，同时进一步利用系统聚类法将武汉城

市群城市用地结构的竞争性偏移量划分为高值区、中值区和低区，通过 ArcGIS 软件得到城市

用地结构竞争性偏移量的空间格局图（图 4)。 

 

 

根据聚类结果，第 1 类为武汉市。目前武汉市正处于城市功能整体升级和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稳步推进的关键时期，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定位、产业结构、政府角色等均面临着系统转型

与重构，城市各项建设土地需求旺盛。由图 4 可知，除仓储用地外，研究期内武汉市其他类型



城市用地竞争性偏移量取值均较高，说明武汉市对这些类型新增用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这

些类型新增用地的主要汇集区域。 

第 II 类城市包括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潜江市、天门市和咸宁市。随着武

汉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框架的基本形成，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均得到大幅度改善，而武

汉市作为更高城镇形态及各种资源的聚集中心，通过自身辐射力和吸引力，从不同作用方向对

这些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等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由此形成这些地区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

地的负偏移现象较为普遍，而其他类型用地竞争优势互有强弱的新增城市用地匹配格局。 

第 III 类城市包括仙桃市。仙桃市是武汉城市群西翼中心城市，是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

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的主要流失区，说明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各类新增城市用地竞争优

势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武汉城市群新增仓储用地呈现出向

仙桃市集聚的现象，说明城市群资源重组、区域合作与分工作用逐渐力强。 

 

3 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变化机理分析 

根据推拉理论的基本思想，城市用地结构变化是分别作用于系统整体和城市用地系统外部

环境两种力量的综合反映，是区域土地资源察赋、人口变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人民

生活水平、土地政策环境等多种“推力”和“拉力”动态“博弈”、综合作用的结果〔’月，

'")，然而由于城市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城市用地的经济利益导向，使得城市用地结构变化与区

域经济、产业发展、人口变化等经济社会因子之间的关联性更强，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直接影

响到区域城市用地内部各功能性用地变化频率和幅度，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出区域城市用地结

构变化的动力因子和作用机制。 

3.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根据上文分析，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定量解析影响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经

济社会驱动因子及强度。模型设定为： 

 



 

3.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 2001-2011 年武汉城市群各地市面板数据，借助 Evicws6.0 软件，以城市用地结构信

息嫡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各个城市各种发展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及异方差的影响

，模型估计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设置为 FGLS 估计，同时引人 AR(1)消除自相关的影响。

模型 I 一 V 是依次纳人不同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表 3)，从中可以看出，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且 F 值均较大，说明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人口变迁是城市用地结构调整的直接原因。模型估计结果中，人口因素估计系数均为负数



，说明人口变迁对城市用地结构变化产生负向作用：某一区域人口增长越快，对城市用地结构

变化的“拉力”越大。研究期内，武汉城市群常住人口由  3042.14 万人增加到 3 050.87 万人

，而且根据武汉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武汉城市群七成人口都将成为城市人口，城

市化水平将达到 70％左右。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城市居住、公共

设施、交通、生态等用地需求急剧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用地内部结构发生改变。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区域辐射范围大小和资源吸附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城市用

地结构变化。赵可根据我国 1981-2007 年的时序数据，发现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川地之间存在

互相影响的交互祸合效应，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将增加 0.6 个百分点，

而朱亚财的研究表明城市建设用地每增加 1%，可带来第二、三产业总产值 0.369％的增长幅度

〔20)。尽管引人不同变量时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符号有所差异，但研究期内，武汉城市群内

各地级市、省管市城市用地总规模均呈增长态势，各类功能性用地也有不同幅度增加，特别是

在巨额土地财政收人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发展富含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业和工业，由

此导致各地区城市用地主体结构的趋同。 

产业结构调整是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内在驱动。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在所有模型估计结果

中均显著为负，说明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越大，则该区域城市用地结构调整的“推力”越大。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动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城市用地结构信息

嫡将变动 0.001 个百分点左右。作为城市一切生产和生活行为的载体，城市用地是城市产业

发展的基本要素，直接决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路径的合理与否，而不同产业对土地区位、数

量、质量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不同产业在土地竞争中优劣势的改变

，直接导致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在城市土地总量有限的刚性约束下，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与城

市用地结构的有效互动应该成为各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 

居民福利改善是城市用地结构调整的外在动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生活理念的持

续更新，城市居民福利状况正成为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引

人不同变  

量时，居民福利改善对区域用地结构变化的“推拉” 趋势与程度并不统一。城市用地规

模及结构演变伴随着城市绿地、居住、交通等用地面积的改变，而这些川地指标与城市居民幸

福感指数提升具有极大的关联性。研究期内，武汉城市群内各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面积等与城市居民经济和非经济福利密切相关的

指标都有极大的改善，城市用地规模、结构变化与城市居民福利改善的互馈效应日益显现。 

土地管理政策在短期内会引起城市用地格局的重大调整，对城市用地结构信息嫡变化产生

稳定的负向作用，是影响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又一重要 “推力”因子。近年来，随着城市建

设用地规模扩张弊端的不断显现，武汉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和相关部门不断制定和颁布土地

利用、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以期通过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发挥出最大的上地利用

效益，但这些举措往往会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内部结构转换的方向与速率，影响区域城市用地

系统的有效运行。如城市规模的不断外延，实际上是工业用地不断从市中心外迁并不断被商业

或居住用地代替的过程，但土地总量有限和“控增逼存”政策的现实约束会使这种工业、居住

、商业用地的内在调整机制发生改变，最终影响城市用地结构组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总面积和各功能性用地面积在研究期内均呈增长态

势。同时，对武汉城市群各地区各类城市用地偏移量分析可知，各地区居住用地、对外交通用

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增长较快，表现为增长性结构，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仓储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则表现为衰退性结构，比例不断降低；由衰退性结构所产生的

偏移量主要分配在武汉、孝感等经济相对发达区域，鄂州、潜江、仙桃、天门等经济欠发达城

市所得份额极小，这与城市用地的经济利益导向相吻合。 

第二，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产生不同的城市用地“需求一供给”

关系，进而使各城市对不同类型城市用地的竞争优势也表现出差异性。其中武汉市是各类新增

用地的主要汇集区域，对各类新增城市用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Iii I 桃市是仓储用地的主

要汇集区域，是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的主要流失区；其他地区

在不同类型用地上的竞争优势互有强弱。 

第三，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结构组合及功能效应调整受到多重因素

的影响与制约，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土地资源丰度、区域政策、产业构成等多种

约束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影响因素作用力及贡献度强度差异使不同地区城市用地演变轨迹

和结构变化导向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4.2 讨论 

第一，不同类型城市用地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相对效率的影响力存在差异，而且城

市用地系统内部各地类竞争性和排他胜特征强度也不统一，导致各类城市用地的总体比例、增

加幅度等也并不一致。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排他性与竞争性特征明显，可以最大化地方财税

收人，是地方政府“经济理性行为选择”与“博弈”的主要地类，而绿地、公共设施用地等由

于经济效益较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未来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差异化的用地结构调整策

略，合理控制城市生态用地与其他用地之问的比例、转化速度、时序和规模等。 

第二，城市内部不同分区土地系统之间也存在类似“推”与“拉”的相互关系，但是本文

在定量分析城市用地结构变化驱动机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忽视了区域数

据的空间相关性及依赖性，后续研究会考虑将更多不可观测异质性指标纳人城市用地结构变化

的分析框架中，同时也会将各要素间的地理空间联系纳人模型，探讨不同因素对城市用地结构

演化的作用机理及路径，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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