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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借助 GIS 技术,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分

析和区位熵等方法,在研究武汉市工业用地总体格局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时空演变的整体特征和行业特征。结果表

明:(1)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空间分布的近郊区指向性明显,且在研究区域内呈现环状集聚的特征;(2)2010～2018 年

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整体规模呈下降趋势,出让重心沿“东北-西南”方向转移,且空间变化呈现由内城区到近郊区

的集聚变动趋势;(3)行业分类下,工业用地受让单位以加工工业为主,但随时间变化,主导产业由加工工业演变为高

新技术工业,且不同行业空间布局存在差异:食品轻纺业在内城区和远郊区具有分布优势;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趋

向于近郊区分布;高新技术工业主要集中在大光谷工业板块;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多布局在人力和产业集聚区;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在城市郊区零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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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不同类型工业在城市各区域

的演变,其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不仅反映了地区工业经济活动及其实体要素的空间分布关系,也决定了地域经济空间的主体格

局及未来变化的基本方向[1]。城市工业用地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时空演变的格局、过程

及机理,对于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完善城市功能空间、制定城市土地利用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2]。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内容,而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3]。因此,产业结构升级能够进一步发挥工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工业用地空间呈现剧烈变化。在此背景下,工业用地总体格局有何特点?工业用地的演变呈现怎样的时空特

征?不同行业受让工业用地又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工业用地的合理空间布局及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

指导性的作用。 

目前国外对于工业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早期的工业空间集聚区位论,探求各成本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和

布局的影响[4];第二,基于本国工业空间格局的探索,如工业逐渐向郊区转移,呈现明显的郊区化趋势[5,6];第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

的背景下探讨工业结构优化、工业空间重组以及工业跨国迁移研究[7,8]。国内对于工业空间的研究相对较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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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空间的综合布局[9]、演变模式[10]、动力机制[11]及优化策略[12]等方面;研究尺度则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尺度变换[13]。总体来

看,国内外关于工业空间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多借助 GIS和遥感技术进行定量研究,但由于城市内部具体工业用地数据不易获

取,工业空间布局研究较少基于中观和微观层面,亟需拓展基于行业分类的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2010年 3月,《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合理引导城市发展空间,优化

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分布,提高用地集约性。由于城市空间发展深受工业用地项目开发的影响,以城市新增出让工业用地为对象,以

工业细分类型综合划分为基础,开展武汉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将有助于完善基于行业中观层面的工业用地格局研究,并通

过工业用地格局时空变动与城市管控政策的关联分析,促进优化、协调和提升城市空间结构,为城市产业规划升级、土地资源优

化配置和城市规划调整提供参考和借鉴[14]。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是湖北省省会、国家中部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全市下辖 7个

中心市区和 6 个郊区共 13 个行政区(图 1),市域总面积 8494.41hm2,2018 年常住人口 1108.1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48 万亿元。

2018 年,武汉市第二产业增加值 6377.75 亿元,同比增长 5.7%。全部工业增加值 5076.21亿元,增长 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 13696.0亿元,同比增长 2.5%。武汉市工业发展态势良好、潜力巨大,未来将加快建设智慧园区,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

明和综合配套完备的产业集聚区。 

1.2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 2010～2018 年作为研究期,基于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成交数据,分析武汉市工业用地时空变化,为合理引导和规划

工业用地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揭示工业用地变化与城市空间发展、产业发展政策的关联规律。研究期界定基于三方面原因:

对比上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武汉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在现行方案中做出了调整,为避免因规划区变动前后统计数据的空间口径不

一致,以 2010年为起点,在同一规划期内分析工业用地出让时空变化,以保证工业用地出让数据效力的统一;工业用地时空演化受

城市规划的变动影响显著,若依托不同规划期的工业用地变化数据,将容易产生信息变化的“奇点”,影响数据的平滑度,对于检

视城市用地规划实施效果存在干扰;2010年起,武汉市国土部门开始对工业用地出让进行系统统计,至 2018年,形成了相对完整、

连续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武汉市国土资源与规划网 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结果公告的基本信息,包括土地位置、出

让面积、土地级别、容积率上下限、出让年限、供地方式、出让时间、受让单位、成交价格等,共获取样本点 2165 个。根据土

地出让位置和受让单位信息在百度地图中获取样本点经纬度数据,导入 GIS中,获得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分布图(图 1)。 

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的细分行业为基础,对照所获取的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企业类别,进行工业

类别的综合划分,并结合《国家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从各行业筛选出相关细分行业组成高新技术工业,最终将武汉

市工业用地的行业类型归为七大类(表 1),其中所属采掘工业的工业用地宗数在研究区域内为 0,故不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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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武汉市 2010～2018年出让工业用地分布 

1.3研究方法 

1.3.1圈层系统 

从武汉市城市中心(几何中心点)出发,以此为圆心,5km 为半径作外推的环带,一共 16 个圈层,每一个圈层可看成一个区域,

基本覆盖研究范围(图 2)。按照武汉市发展现状,将研究范围划分为内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地域层次来进行研究[15]。根据

工业用地环带特征的划分方法,将以几何中心点为圆心,半径15km以内(三环线以内)的地域称为内城区,15～35km半径(三环线与

外环线之间)的地域称之为近郊区,而 35km 半径以外(外环线以外)的地域划分为远郊区。利用 GIS 统计对 2010～2018 年各圈层

工业用地开发量进行分析和研究。 

表 1行业分类表 

行业归类 行业定义 具体行业名称及代码 

食品轻纺业 
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

工工具的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13);食品制造业(1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烟草制品

业(16);纺织业(17);纺织服装、服饰业(18);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19);家具制造业(21);造纸和纸制品业(22);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文

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其他制造业(41) 

采掘工业 

对固体(如煤和矿物)、液体(如

原油)或气体(如天然气)等自

然产生的矿物的采掘的工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8);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09);非金属矿采选业(10);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11);其他采矿

业(12) 

原材料工业 
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本材

料、动力和燃料的工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化学纤维制造业(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32);金属制品业(33) 

加工工业 
对工业原材料进行再加工制造

的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34);专用设备制造业(35);汽车制造业(36);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业(42);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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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工

业 

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

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医药制造业(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37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39);仪器仪表制造业(40);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358);文化用信

息化学品制造(2664);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2665) 

工业配套生

产生活服务

业 

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

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

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

服务的服务行业 

建筑业(E);金融业(J)等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5);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6) 

 

 

图 2武汉市 2010～2018年各圈层出让工业用地 

1.3.2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指某一变量在相邻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通常用于考察点数据的集聚特征[16]。本文分别

引入 GlobalMoran’sI指数,核密度估计测度工业用地空间关联特征。 

空间自相关计算 Moran’s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 是研究空间单元总数;wij是空间权重;xi和 xj分别是区域 i 和 j 的属性 Symbol`A@x 是属性的平均值
[1]
。Moran’sI

的值为[-1,1],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时,当其值接近 1 时表明工业用地在区域内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即成空间正相关;当其值接近-1

时表明工业用地在区域内呈现空间差异性,即成空间负相关;当其值接近于 0时,表示属性随机分布或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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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核密度估计对出让工业用地集聚中心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核函数(非负、积分为 1,符合概率密度性质,并且均值为 0),h>0 为一个平滑参数,称作带宽;n 为带宽范围内

的点 i 的点数;d 为数据的维度。以出让工业用地面积作为权重指标,采用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其分成高、较高、中等、较低和

低密度区五级,用以分析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集聚分布特征和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空间集聚态势
[2]
。 

1.3.3区位熵 

区位熵在测度特定区域内产业的相对集中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17]。本文在探讨武汉市出让工业用

地的圈层分布特征时,采用区位熵法衡量行业分布的比较优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Qij为 j 区域内 i 行业的区位熵;qij代表 j 区域内 i 行业的出让工业用地面积;qj代表 j 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出让工业用

地面积之和;qir为 j区域所在大区域 r内 i行业的出让工业用地面积;qr为大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出让工业用地面积之和。LQij值越

大,表示该行业在该区域专业化程度越高;LQij值小于1,则相反;LQij值等于1,表示该部门企业在该区域的分布状况接近总体水平。 

2 研究结果 

2.1武汉市工业用地总体格局分析 

通过对 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结果进行分析,结合 GIS 空间统计,研究武汉市工业用地总体格局,如图 3 所示。

从发展规模来看,2010～2018年武汉市共出让工业用地 2165宗,面积共计 11220.97hm2。其中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规模差异显著,

加工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和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分别为 3785.45、2656.64 和 2442.96hm
2
,占出让工业用

地总面积比率分别为 33.73%、23.68%和 21.77%,合计 79.18%,而其他行业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合计占比仅 20.82%。由此可见,武汉

市在发展以加工工业为支柱的产业基础上,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工业配套设施的建设,食品轻纺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发展规模相

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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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武汉市 2010～2018年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规模 

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图 4 和图 5 展示了武汉市 2010～2018 出让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状况。圈层系统的缓冲区分析结果显

示:2010～2018年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在各个圈层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近郊区指向性显著(图 4)。总体来看,武汉市工业用地出

让面积和出让宗数在圈层系统中,随距武汉市几何中心点距离的增加而先增后减,在第五圈层(20～25km)形成了极大值,出让工

业用地面积达到了 3088.82hm2。经过数据统计,在近郊区(15～35km)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占出让总面积的 77.42%(8687.24hm2),内

城区(0～15km)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占出让总面积的 11.63%(1304.82hm2),之后的远郊区(35～80km)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占出让总面

积的 10.95%(1228.91hm2)。近郊区成为武汉市工业用地扩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占出让总面积的 10.95%(1228.91hm2)。近郊区成为

武汉市工业用地扩展的主要区域,而在远郊区圈层(55～60km)处形成了较小峰值,未来工业用地可能进一步向远郊区转移。 

 

图 4武汉市 2010～2018年各圈层出让工业用地分布 

 

图 5武汉市 2010～2018年出让工业用地集聚图 

此外,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对空间矢量数据进行了核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2010～2018武汉市出

让工业用地在研究区域内呈环状集聚的特征,并且在空间上形成环城工业带和多个集聚中心。其中,武汉市工业用地集聚的高密

度区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一是布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蔡甸区、汉阳区黄金口、江夏区金港新区以及洪山区青菱等区域;二

是依托东湖高新区、江夏区和洪山区;三是依托武汉化工区,新洲区、黄陂区、青山区和东湖高新区的部分区域;四是布局东西湖

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黄陂区。总体来看,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集聚的高密度区与“大车都”、“大光谷”、“大临

港”、“大临空”四大工业板块的规划区域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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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在发展规模上,武汉市工业发展以加工工业为支柱产业,并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这与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中

“促进装备和机电制造、高新技术、汽车及零配件生产等主导产业的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保持一致。而在空间分布上,近郊区

成为武汉市工业用地扩展的主要区域,并且在空间上形成环城工业带和多个工业用地集聚中心,体现了城市总体规划中“以重点

镇及产业集中建设区承担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转移,并吸纳远城区人口和产业集聚”的产业布局方案,其中重点镇及产业集中建

设区按总体规划要求是城镇空间拓展、产业集中布局的重点地区,范围以武汉绕城公路周边地区为主。由此可见,武汉市出让工

业用地总体格局按规划要求实施且效果良好,预期能够达到规划目标。 

2.2武汉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整体特征 

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总体格局信息反映的是工业用地的整体静态面貌。而从时空演变的视角来分析工业用地的变

化,对于认识工业用地格局的空间特征和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检验城市用地规划的实施效果。图 6 可以看出其规模

变化: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在 2010～2011年有所增长,而自 2011年开始,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宗数和出让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工

业用地出让宗数由 2011 年的 345 宗下降为 2018 年的 136 宗,减少了 60.58%,年均减少率为 7.57%;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由 2011 年

的 1990.53hm2降为 2018年的 652.10hm2,减少了 67.24%,年均减少率 8.41%。 

 

图 6武汉市 2010～2018年出让工业用地规模变化 

在出让工业用地规模变化的特征基础上,选择城市总体规划时间段的中点,将其划分为 2010～2015 年和 2015～2018 年两个

时期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工业用地出让情况,反映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布局特征。其中出让重心是描述工业

用地开发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指标,可用以城市空间发展、土地开发变化的研究[18],利用 GIS获取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 2010年、

2015年和 2018年的出让重心。由图 7可以看出,2010～2015年间,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转移重点是东北方向,主要受以武汉钢铁

公司推动的青山工业区大规模开发的影响,同时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关东、关南和庙山为主构成的关山工业区的作用,重心落

在武昌区北部;2015～2018 年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重心呈现较大的空间变化,整体向西南方向转移,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构

成的沌口开发区为工业重点发展区,重心落在汉阳区的北部边缘。从出让重心阶段性变化可以看出,武汉市工业空间的变化呈现

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转移,其变化情况体现了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控作用,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建设工业重点

发展区的布局基本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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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重心转移(2010、2015、2018年) 

通过对 2010年、2015年和 2018 年 3个年份的 Moran’sI指数进行测算,并结合核密度图,重点探讨出让工业用地集聚特征

的时空变化。从表 2 可以看出,2010 年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 Moran’sI 指数未通过 Z 检验,该模式与随机模式之间的差异并不显

著,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而 2015年和 2018年出让工业用地都通过了 Z检验,且 Moran’sI指数均为正,表明工业用地在区域内

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即成空间正相关。换言之,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模式由随机模式转向聚类模式,工业用地分布的集聚趋势加

强。此外,由图 8 可知,随不同年份的变化,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的空间集聚状况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态势。具体而言,2010 年出

让工业用地集聚的高密度区多在内城区的汉阳区周围,而 2015 年蔡甸区、新洲区和江夏区等近郊区地带成为工业用地的集聚中

心,2018年出让工业用地集聚状况则显示,以东西湖区为代表的武汉市外围区域成为工业用地集聚的高密度区。总体来看,武汉市

出让工业用地分布的空间变化基本呈现由内城区到近郊区的集聚变动趋势,近年来存在从近郊区向远郊区转移的倾向。 

表 2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 Moran’sI指数(2010、2015、2018年) 

 
2010 2015 2018 

Moran’sI 0.020589 0.116221 0.115278 

Z值 1.411349 4.201687 3.748327 

P值 0.158142 0.000026 0.000178 

 

2.3武汉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行业特征 

从不同行业受让工业用地时空变化趋势来看,2010～2018 年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并且不同行业受让

工业用地面积随时间变化差异明显(图 9)。食品轻纺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和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在研究期内分别降低了 48.27%、71.63%、76.66%、15.32%、60.72%和 77.71%,其中高新技术

工业受让工业用地面积相对下降幅度最小。 

此外,随时间的变化,武汉市工业结构逐渐调整,重点体现在加工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和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三大行业变

化上,2010年其受让工业用地面积分别为 493.51、268.04和 502.30hm2,占当年出让工业用地总面积比 31.88%、17.32%和 32.45%。

而到 2018 年,其受让工业用地面积分别为 115.18、226.97 和 197.32hm
2
,占比 17.66%、34.81%和 30.26%。可以看出在工业配套

生产生活服务业占比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主导产业由加工工业演变为高新技术工业。 

在研究不同行业空间分布过程中,通过区位熵衡量行业分布的比较优势,*表示圈层中没有该类出让工业用地,结果显示不同

行业空间分布形态各异,不同圈层相对优势产业各异(表 3)。就各产业而言:(1)食品轻纺业的市场指向性明显,与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是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品的主要来源,表现为其在 0～10km 圈层内具有分布优势,同时相对其他产业,其在远郊区也具有相对优

势,突出了轻工业的原料指向性。(2)加工工业作为武汉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受城市规划影响,其分布范围逐渐向外扩展,表现

为其在 35～40km 圈层的分布优势最大,同时加工工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获取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产业趋向于郊区分布,

表现为其在近郊区具有相对优势。(3)原材料工业产品体量较大,运输量大,故在布局上通常受资源和交通条件限制,主要集中分

布于 40～45km 圈层中。(4)高新技术工业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是武汉市工业园区建设中扶持的重点新兴产业,因

此在近郊区各圈层都具有分布优势,并且受前沿科学和尖端技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大光谷工业板块。(5)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

业趋向于分布在人力和产业集聚的地区,且在城市中心地带有一定发展优势。(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由于受让

工业用地规模小,特征并不明显,在城市郊区零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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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集聚变化(2010、2015、2018年) 

 

图 9武汉市 2010～2018年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变化 

就各圈层而言:内城区(0～15km)圈层的比较优势产业为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近郊区(15～35km)圈层以高新技术工业

和加工工业的相对优势较大;35km 以外的远郊区以食品轻纺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导优势,同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在该范围的布局倾向更大。 

表 3各行业圈层区位熵 

 

圈层

(km) 

食品轻纺

业 

加工工

业 

原材料工

业 

高新技术工

业 

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

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内城

区 

0～5 2.72 0.44 * 0.78 1.74 * 

5～10 1.19 0.49 1.61 0.79 1.26 13.87 

10～15 0.83 1.37 0.36 0.55 1.30 0.24 

近郊 15～20 0.77 0.92 1.09 0.97 1.23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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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20～25 0.93 1.03 0.89 1.20 0.81 1.01 

25～30 1.30 0.97 1.17 1.09 0.76 0.06 

30～35 0.59 0.51 0.92 1.38 1.59 0.50 

远郊

区 

35～40 0.79 2.03 0.92 0.41 0.20 0.44 

40～45 0.76 0.47 4.59 0.33 1.11 * 

45～50 3.24 1.19 1.14 * 0.45 7.42 

50～55 0.77 0.51 0.13 1.66 1.12 14.43 

55～60 6.35 0.17 0.24 0.21 0.23 0.84 

60～65 2.18 * * * * * 

65～70 9.43 * * * * * 

70～75 9.43 * * * * * 

75～80 7.91 * 1.69 * * *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圈层系统的构建,采取核密度分析和区位熵等方法,在分析工业用地

总体格局的基础上,探讨了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整体特征和行业特征,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从总体格局来看:武汉市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规模差异显著,其中以加工工业为支柱产业;出让工业用地在各个圈层的分

布并不均衡,近郊区指向性明显;出让工业用地总体呈现环状集聚的特征,并在空间上形成环城工业带和多个集聚中心。 

(2)从时空特征来看:2010～2018 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宗数和出让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符合用地集约的工业布局结构;通

过研究期的阶段性分析,出让工业用地重心沿“东北-西南”方向转移,分布的集聚趋势加强,且出让工业用地分布的空间变化基

本呈现由内城区到近郊区的集聚变动趋势,未来可能进一步由近郊区向远郊区发展。 

(3)从行业特征来看:随时间的变化,武汉市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工业结构逐渐优化,主导产业由加

工工业演变为高新技术工业;且不同行业空间布局存在差异,食品轻纺业在内城区和远郊区具有分布优势;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

业趋向于近郊区分布;高新技术工业主要集中在大光谷工业板块;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多布局在人力和产业集聚的地区;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在城市郊区零散分布。 

根据研究期内出让工业用地总体格局来检验《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武汉市出让工业

用地总体格局按规划要求实施且效果良好,预期能够达到规划目标,并在未来持续发展潜力。因此,结合研究结果和相关规划,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力量,是引领经济增长的先

导产业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19],未来武汉市应在发展支柱产业基础上,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化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同时根据不同行业分布的比较优势,合理选择区域发展优势产业。第二,近年来工业郊区化进程逐渐加快,且通过工业园区

等特殊供地模式吸引了大量工业项目落地并不断集聚[20],带动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未来武汉市应在大光谷、大车都、大临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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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四大工业板块的基础上,建设更多创新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健全、服务功能完备的产业集聚区。 

此外,尽管本文对行业分类下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时空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到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结果,但对

于影响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驱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可收集更全面的数据内容,例如自然资源、城市交通和人口数量等

要素,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和模型对其加以定量解释,从而从深层次探讨影响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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