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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结构及人文驱动研究 

郭莉滨
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400065) 

【摘 要】:以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的重庆为研究区域，应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基本原理，分析各

区县和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结构，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索影响重庆市建设用地结构的人文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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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是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的重要特征，建设用地结构的有序性、合理性将决定土

地的可持续利用［1］。重庆市是中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是全国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和贫困地区的特殊市情。直辖以来，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3 年城镇化率达到 58%，年均提高 1.7 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全

国平均水平。与之相适应，全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到 1091平方公里，年均增加 100平方公里。 

当前，重庆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2］。按照重庆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到 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

城镇建成区建设用地面积达到 1600平方公里，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在区域布局上，重庆实行“一圈两翼”战略，即建设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 1小时车程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一小时

经济圈”)，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北翼)，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渝东南翼)(见图 1)。在城市等级上，

重庆正着力打造以特大主城为龙头，联动 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3个区县城和若干小城镇的大都市连绵带。 

通过“一圈”对“两翼”、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辐射带动，探索一条区域协调、统筹城乡的发展路子。当前，不同区

域、不同等级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城市化方面表现为城镇化率差异十分明显，“一圈”城镇化率已达 66.24%，“渝东南”

城镇化率仅为 31.58%。 

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对 38个区县和“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三个地域板块，主城、区域性中心城

市和区县城三级城市的建设用地结构及人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将为优化重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重庆城乡统筹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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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结构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重庆市统计年鉴(2013)》及相关部门资料。用地分类依据《城市用

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居住用地(类别代号Ｒ)、公共设施用地(C)、工业用地(M)、仓储用地(W)、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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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地(T)、道路广场用地(S)、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绿地(G)、特殊用地(D)［4］。 

(一)区位熵分析 

土地利用类型区位熵用于衡量某地域板块某土地利用类型在整个研究区域中的专门化水平，计算公式为:Q=L1/L2L3/L4=某

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所占百分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所占百分比 

(1)式中:Q 为土地利用类型区位熵;L1 为某地域板块某用地类型面积，L2 为研究区该类型用地总面积，L3 为该地域板块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L4 为研究区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Q 大于 1，说明该用地类型在研究区域中有优势，反之，则为劣势;Q 值越

大，说明优势越明显，反之，则劣势越突出。 

以 2011年 38 个区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数据为基础，根据公式(1)计算出各区县不同用地类型的区位熵值(结果见表 1)。 

分析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均衡程度。通过计算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的极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可以总体衡量

各类型建设用地在重庆市总体分布中的离散程度。结果显示，在九类建设用地中，特殊用地的区位熵极差最大(＞5)，表明特殊

用地总体分布最为离散;对外交通用地(介于 3～5);仓储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介于 2～3);

道路广场用地和居住用地(介于 1～2)，表明道路广场用地和居住用地总体分布较为均匀。 

分析各区县各类型建设用地发育程度。根据各区县各类型建设用地的区位熵，可以划分为发育充分、发育相对充分、发育

相对不足、发育不足四大类型(见表 2)。 

 

分析“一圈两翼”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优势。计算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渝东南各类型建设用地的区位熵(见表 3)，结果

显示:第一，“一小时经济圈”。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9～1.1，表明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相对均衡，优势主要集中在工业

用地、仓储用地、道路广场用地方面。 

究其原因，“一小时经济圈”作为重庆市的“火车头”，城市整体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交通网络体系相对健全，工业经济快

速发展。 

第二，渝东北地区。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7～1.4，表明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较为离散。其中，对外交通用地、绿

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区位熵超过 1.1，表明在整个区域中具有相对优势。而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区位熵不足 0.9，表明发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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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工业经济刚刚起步。 

第三，渝东南地区。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5～1.6，表明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离散。其中，公共设施用地、市政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区位熵超过 1.2，表明在整个区域中具有相对优势。 

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建设受到地形地貌影响发育不平衡。特别是工业用地区位熵仅 0.5，表明发育不足，工业经济发展滞后。 

 

分析不同等级城市各类型建设用地分布优势。计算特大主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他区县城各类型建设用地的区位熵(见表

4)，结果显示:特大主城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6～1.2，其中在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方面具有相对优

势，对外交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仓储用地发育相对不足。 

区域性中心城市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8～1.5，其中仓储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绿地具有相对

优势，工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发育相对不足。其他区县城各类型建设用地区位熵介于 0.8～1.5，其中对外交通用地、市政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具有相对优势，道路广场用地发育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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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洛伦兹曲线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分析引入洛伦兹曲线，可以通过研究各类型建设用地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判断该类型建设用地在研

究区域内分布的均衡情况。 

计算方法为:以总土地面积累计百分比为横坐标，以某地类面积累计百分比为纵坐标，各取 100的长度，绘出坐标图，以各

累计数绘制坐标点，最后得到土地利用空间洛伦兹曲线［5］。 

洛伦兹曲线向外凸的曲线，与横坐标成 45°夹角时，成为绝对均匀线。各地类曲线至绝对均匀线的离差即为该地类实际分

布与其在全区域均匀分布的差异测度。 

曲线越接近绝对均匀线，离差越小，表明该地类在全区域的分布越均匀;曲线离绝对均匀线越远，离差越大，表明该地类在

全区域的分布越离散［6］。 

按照上述方法，绘制重庆市 38个区县九类建设用地的洛伦兹曲线(见图 2)。结果显示:最接近绝对均匀线的洛伦兹曲线为公

共设施用地，其余依次为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绿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它们相互交错、难分次第，弯曲程

度相对接近绝对均匀线;仓储用地和对外交通用地的洛伦兹曲线弯曲凸出程度比较明显，距离绝对均匀线的距离相对较远;特殊

用地的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最大。 

这表明，重庆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中，公共设施用地的整体分布最为均匀，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绿地、市

政公用设施用地这五类建设用地的分布相对均匀，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特别是特殊用地的分布相对分散。 

特殊用地，因其主要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墓地等用途，更具有明显的区域选择性。 

这与区位熵的极差分析结果基本吻合，与各类建设用地的用途特点相一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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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基尼系数分析 

空间洛伦茨曲线可以直观地显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配置及其对比关系，但是无法对差异程度进行定量描述。采

用基尼系数，可以进一步定量描述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在重庆市各区县的分布差异情况。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数值越大，表明一国或地区收入分

配越不平均;相反，表明社会收入分配越平均。 

一般认为，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计算公式为［8］: 

 

式中:G为基尼系数;Qi为某区县某类型建设用地面积累计百分比;Mi为某区县城市建设用地在研究区域建设用地面积的累计

百分比。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重庆市 38个区县，故 i的取值范围为 0～38的整数。 

根据公式(2)，分别计算出各类型城市建设用地的基尼系数(见表 5)。结果显示，重庆各区县各类型建设用地基尼系数最大(大

于 0.4)的为特殊用地，表明特殊用地分布极不均衡，在个别地域的分布相对集中;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介于 0.2～0.4 之间表明这些建设用地的分布较为均衡;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绿地的基尼系数介于 0.1～0.2之

间，表明这些建设用地的分布绝对平均;基尼系数最小(小于 0.1)的为公共设施用地，表明公共设施用地的分布最为均匀。 

结合国际规定的警戒线，公共设施用地、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绿地分布绝对均匀，相应地市政公用设施

用地分布比较均匀，仓储用地和对外交通用地分布相对合理，特殊用地的区域分布差距较大。 

 

二、重庆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的人文因素分析 

建设用地空间结构演化的驱动机制一般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较为稳定，社

会经济等人文因素成为主要驱动力。 

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并结合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评估，从影响建设用地结构变化的人文因素中选

择了人口、经济、产业结构、社会四个方面 24 个相关指标(见表 6)，并用主因子分析法，从定量角度解释人文因素对建设用地

结构变化的影响［9］。 

选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在尽量保留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降低指标维数，将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反映出事物的内在规律〔3〕。定量测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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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始数据矩阵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数据矩阵。 

(2)主成分提取 

运用 SPSS17.0forwindows软件，利用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旋转收敛的最大迭代系数为 25)，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

率。通过 SPSS 软件提取特征值大于 1的主成分，按照累计贡献率超过 88%的原则，提取能涵盖原始变量绝大部分信息的主成分。

最终，提取的主成分个数为 2［10］(见表 7)。 

 

计算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的权重最大，为 79.96%，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 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

等指标载荷较大，反映了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与实力，可以认为 F1是经济发展因子。 

第二主成分的权重为 19.54%，是次重要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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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成分在第三产业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非农业产值比重等负载较大，反映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可将 F2定为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因子［11］。 

三、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方法，对重庆市 38个区县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相辅相成，主要表现为特殊用地的区域分布离差最大，其余依次为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工业用地、绿地和市政公用

设施用地，且分布离差相近，相应地公共设施用地的区域分布最均匀。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驱动重庆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的人文因素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12］。 

研究得出的结论，既保持相互统一，又与实际相吻合 

城市建设用地的区域优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反映了其经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发展状况。运用区位熵、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建设用地分布的差异性，较为清晰、快速，但是对驱动建设用地演化的人文因素研究没有充分考虑

人文因素的非线性和因子之间的内部交互影响等不确定性因素，同时若能够进一步将不同年份的城市建设用地数据进行对比，

结合人文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对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调整和预测做更深一步研究，将会更有应用价值，能更好地促进城市

化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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