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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对比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姚秋昇1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重庆 401121） 

【摘 要】对重庆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调查，构建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体系，对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综合水平进行测算和对比。结果显示，重庆市电子设备制造业集约用地水平最

高，家具制造业、金属冶炼业、化工制造业的集约用地水平最低。针对不同集约用地水平的工业行业提出了提高集

约利用水平的对策建议，为提高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山地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工业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工业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应尽可能最

大化集约利用土地。从行业角度来讲，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协调工业发展中各行业间的用地矛盾，使土地利用达到最佳集

约利用水平，科学的行业配置、合理的空间布局，可以节省城市用地 10%～20%。目前关于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以单个开发

区内部或多个开发区之间开展对比评价的研究比较多，而针对不同行业用地开展集约利用水平差异的研究不多见。重庆市是典

型的山地城市，山地多、平坝少，土地资源紧缺；同时作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又需要大量的土地保障工业发展，因

此从行业角度分析，如何合理配置工业行业，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保障必要的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情况进行调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状况，为不同工

业行业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行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工业用地差别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区，是中国第四大直辖市，与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等省份接壤。全市土地

总面积约 8.24 万 km2，下辖 38 个区县。2017 年，全市户籍总人口约 3390 万人、常住总人口约 3075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4%。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500.27 亿元，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339.62 亿元、8596.61亿元、9564.04 亿元。

重庆市的二、三产业发达，尤其是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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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实地踏勘和座谈的方式，对重庆市 49个开发区分别选取各主导产业总收入或总产值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投入产出状况、用地状况、建设情况等开展调查。调查共收集到企业资料 719 份，除去数据不完整、数据偏差较大、行业样本

数量较少的资料，实际利用企业调查样本资料 551份，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制造业的 31个行业大类，

为方便研究，将行业大类相近或相似的进一步归并，得到电气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纺织服饰制造、非金属矿物制造、化工制

造、家具制造、金属冶炼、金属制品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食品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橡胶和塑料制造、医药制造、

运输设备制造等 14个行业分类。 

2.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注重选取与企业用地关系较为密切且数据获取较为方便的指标，从企业土地利用结构、土

地利用强度和土地利用效益 3个方面选择了 7个评价指标构建了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3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的方法较多，如德尔菲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等。科学合理的权重值对评价结果的客观

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常见的德尔菲法，即选取 30～40名熟悉重庆市工业用地情况的技术、管理专家及决策者，独立

进行 2-3轮打分。从第二轮打分起，打分应参考上一轮打分结果进行。各子目标、指标的权重值都应该在 0～1之间，各子目标

权重值之和、同一子目标下各指标权重值之和均为 1。其公式为： 

 

式中：Wi为第 i个子目标或指标的权重；Eij为专家 j对于第 i个子目标或指标的打分；n为专家总数。 

2.4标准化处理指标 

将各工业企业用地数据按照 14个行业分类进行行业归并，并按照表 1中的含义和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得到不同行业工业用

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现状值表。 

表 1重庆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表 

目标 子目标 子目标权重 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含义 指标属性 

 土地利 
0.2 

生产性用地率（％） 0.65 厂房及配套用地面积/企业用地总面积 正向 

 用结构 预留用地率（％） 0.35 预留用地面积/企业用地总面积 负向 

   容积率 0.50 总建筑面积/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集约 

利用 

土地利 

用强度 
0.45 建筑系数（％） 0.50 

（建筑物占地面积+构筑物占地面积+露天堆

场和操作场占地面积）/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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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地均固定资产投人强度（万元/hm
2
） 0.15 投资总额/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土地利 
0.35 

地均就业人数（人/hm
2
） 0.25 企业人数/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用效益 地均工业总产值（万元/hm
2
） 0.30 工业总产值/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地均税收（万元/hm
2
） 0.30 税收总额/企业用地面积 正向 

 

由于各指标含义、取值范围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各指标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各指标极值作为指标标准值进行标准化

处理。 

在标准化过程中，针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采用不同的标准化方法，具体如下。对于正向指标： ，Rij

是第 i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Aij是第 ij项指标的现状值，Mij是第 ij项指标的最大值。对于负向指标：Rij=(1-Nij)×100，Rij是第

i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Aij是第 ij项指标的现状值，Nij是第 ij项指标的最小值。 

2.5计算集约利用综合度分值 

本文采用多目标综合法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综合分值进行计算。 

 

式中，Fi是第 i个工业行业用地集约利用综合分值；Rij是第 i个行业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Wj是第 j项指标的权重；i、j

分别为评价工业行业和指标的个数（i=1，2，3，……m；j=1，2，3，……n）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评价结果 

对不同行业工业企业按照前述方法，计算得到重庆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分数。 

从表 2可以看出，重庆市工业行业用地集约水平最高的行业为电子设备制造业，其次为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饰制造业、

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用地集约水平最低的是家具制造业。 

表 2重庆市不同行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结果 

行业类别 综合分值 排序 行业类别 综合分值 排序 

电子设备制造 93.91 1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64.27 8 

运输设备制造 72.52 2 医药制造 61.25 9 

纺织服饰制造 71.33 3 食品制造 59.56 10 

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 71.05 4 非金属矿物制造 59.4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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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制造 67.44 5 化工制造 58.32 12 

金属制品制造 66.38 6 金属冶炼 55.22 13 

橡胶和塑料制造 64.97 7 家具制造 53.85 14 

 

根据综合得分的突变情况，可以将重庆市工业行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体划分为四个等级：高度集约用地行业（集约利用

综合分值≥90），包括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度集约用地行业（90>集约利用综合分值≥70），依次为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饰制

造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低度集约用地行业（70>集约利用综合分值≥60），依次为电气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橡胶

和塑料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不集约用地行业（集约利用综合分值<60），依次为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造业、化工制造业、金属冶炼业、家具制造业。 

3.2结果分析 

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生产性用地率最高的行业是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最低的行业是化工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主要是由于上述行业的环保要求较高，绿地等非生产性用地占较高比例。预留用地率最高的行业是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电气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主要是由于上述行业前期一次性投入较大，一般采用分期投资建设、分

期运营的方式，因此预留用地率较高；最低的行业是纺织服饰制造业、金属冶炼业。 

土地利用强度方面。容积率最高的行业是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制造业；最低的行业是化工制造业，主要是由于该行业室

外化学反应设备较多，建筑面积较少，降低了容积率水平。建筑系数最高的行业是橡胶和塑料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低

的行业是纺织服饰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主要是由于上述行业多为轻工业，一般可使用多层厂房进行生产，对建筑系数要求不

高。 

土地利用效益方面。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最高的行业为金属冶炼业、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为重工业企业或者高投入型

企业；最低的行业为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电气制造业。地均就业人数最高的行业是纺织服饰制造业、电子设备制

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低的行业是金属冶炼业、化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地均工业总产值最高的行业是电子设备制造业

等高附加值行业，最低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冶炼业等传统资源型生产行业。地均税收最高的行业是电子设备制造

业等高附加值行业，最低的行业是金属冶炼业、家具制造业。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不同工业行业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同，可以通过调整工业行业配置和用地布局，对不同行业采用差

异化发展策略，以提高重庆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对于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度集约用地行业，其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效益中的各项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

尤其是容积率、地均就业人数、地均工业总产值、地均税收等指标均高于其他行业。因此，电子设备制造业可以作为重庆市未

来重点发展行业。 

对于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饰制造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中度集约用地行业，不同行业的不同评价指标各有优劣

势。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类型，分类制定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财税激励措施，用市场化手段配置土地资源实现更加集约用地的目

的。 

对于电气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低度集约用地行业，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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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类型，分类制定招商引资条件，尤其是对现状值较低的指标，适当提高门槛，针对性地提高上述行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对于金属冶炼、化工制造、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不集约用地行业，其容积率、地均就业人数、地均工业总产值、地均税收等

指标普遍低于其他行业，而且该行业能耗、污水排放量大，对环境的压力也较大，因此建议对上述行业，制定门槛，减少或禁

止对这类企业的批准用地，限制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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