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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是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规模不断扩张,土

地资源紧缺与土地利用结构效率问题日益凸显。以重庆为例,采用增长弹性系数法,分析其土地利用协调性、土地利

用结构与效率时空变化情况,以期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

示,2012～2016年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 1.68,人地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工业用

地-第二产业增长弹性系数为 1.45,工业用地与第二产业总体协调性较好;城镇建设用地-GDP 增长弹性系数为 0.43,

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用地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土地利用协调性 土地利用效率 弹性系数法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载体,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密切。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截至 2017年底,我

国城镇化率已达 58.52%。然而,城镇空间的快速扩张导致诸如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土地利用结构失衡、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屡见不鲜,最终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水平。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其核心就是要努力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着力

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目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土地利用结构与效率的研究尚待深入,且研究区域多聚

焦东部发达地区,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研究有所欠缺。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和“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联接点。以重庆为例,探讨其历年来土地利用结构与效率时空变化情况,对于准确把握中西部地区新

型城镇化发展规律,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示范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幅员面积 8.24 万 km2,辖 38 个区县,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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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素有“山城”之称。2005～2016年,重庆市 GDP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截至 2016年末,重庆市常住人口

3048.43 万人,城镇人口 1908.45万人,城镇化率为 62.60%。与 2012年相比,增加 5.62 个百分点,年均增速 3.39%,高于期间全国

城镇化年均增速 2.72%。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增长弹性系数法研究重庆市土地利用的协调性。弹性系数表示一定时期内两个相关因素相对增

长率之间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因素增长幅度对另一个因素增长幅度的依存关系。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n 表示增长弹性系数;ΔKn、ΔPn 分别表示研究期两因素的增加量;KTn、PTn 分别表示研究基期年份两因素的总量。该弹

性系数值越接近 1,表示协调性越好。 

2.2数据来源 

为切实找准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及效率提升路径,本文重点对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增

长弹性系数、工业用地-第二产业增长弹性系数和城镇建设用地-GDP 增长弹性系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

土资源公报、2012～2016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和重庆市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等。 

3 结果分析 

3.1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性分析 

3.1.1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协调发展情况。 

依据重庆市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2012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16.09万 hm2,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19.81

万 hm2,相比 2012 年增加 3.72 万 hm2,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幅为 23.10%。据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 年末重庆市城镇常住

人口1678.11万人,2016年末重庆市城镇常住人口1908.45万人,相比2012年增加230.34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幅度为13.73%。

由此计算得到的 2012-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 1.68。近年来,重庆经济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

加快推进,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重庆非农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加之户籍制度

改革无形中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但从二者之间协调性来看,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增速快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速,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从分年度的情况来看,2014 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为 7.20%,相比 2013 年大幅增加,而城镇常住人口增速 2.90%,

且趋于稳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远远大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速;2014～2016 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由 7.20%降至

4.09%,大幅下降,而城镇常住人口增速由 2.90%增至 3.81%,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速趋向一致,协调性有所提

升,表明重庆市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较好(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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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增速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速对比图 

3.1.2第二产业与工业用地协调发展情况。 

依据重庆市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2012 年重庆市工业用地面积为 3.87 万 hm2,2016 年重庆市工业用地面积为 5.31 万

hm2,相比 2012年增加 1.44万 hm2,工业用地面积增长幅度为 37.24%。据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重庆市第二产业产值为

6172.33 亿元,2016 年第二产业产值为 7755.16 亿元,相比 2012 年第二产业产值增加 1582.83 亿元,第二产业产值增长幅度为

25.64%。由此计算得到 2012～2016年重庆市工业用地-第二产业增长弹性系数为 1.45,表明两者总体协调程度较好。从工业产业

增加值来看,总体不高。“十三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20%的硬约束任务依然艰巨,工业用地投入产出

强度仍须大幅提升。 

从分年度的情况来看,2012～2013 年,重庆市工业用地增速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同步大幅下降,此期间二者协调性很

好;2014 年,重庆市工业用地增速为 12.27%,相比 2013 年大幅增加,而第二产业产值增速 2.09%,工业用地增速远高于第二产业产

值增速;2014 年以后,重庆市工业用地增速大幅下降,截至 2016 年降至 6.74%,而第二产业产值增速大幅提升,由 2014年的 2.09%

增至 9.66%,表明 2014年以后,工业用地规模控制情况较好。2012～2015年,工业用地增速快于第二产业增速,2016年工业用地增

速低于第二产业增速,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切实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取得显著成效(详见图 2)。 

 

图 2 2012～2016年重庆市工业用地增速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对比图 

3.1.3经济与城镇建设用地协调发展情况。 

依据重庆市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2012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16.09万 hm
2
,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19.81

万 hm2,相比 2012 年增加 3.72万 hm2,城镇建设用地增幅为 23.10%。据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 年重庆市 GDP为 11409.60

亿元,2016年重庆市 GDP为 17558.76亿元,相比2012年 GDP增加 6149.16亿元,重庆市 GDP增幅为 53.89%。由此计算得到的 2012～

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GDP增长弹性系数为 0.43。从五年总体情况来看,重庆市 GDP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建设用地增速,经济

发展与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协调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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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年度的情况来看,2014 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为 7.20%,相比 2013 年大幅增加,而 GDP 略微下降,二者协调性

有待提高;2014年以后,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开始大幅下降,增速由 2014年 7.20%降至 2016年 4.09%,而 GDP总值增速稳

定,总体集约节约较好(详见图 3)。 

 

图 3 2012～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增速与 GDP增速对比图 

3.2土地利用结构与效率时空变化分析 

3.2.1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变化情况。 

通过对 2012～2016 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可知,2016 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19.81 万

hm
2
。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5.61万 hm

2
,较 2012年增长 1.52万 hm

2
,年平均增长率为 5.62%;商服用地 1.97万 hm

2
,较 2012年增长 0.31

万 hm2,年平均增速 8.76%;城镇住宅用地 6.04万 hm2,较 2012年增长 1.13万 hm2,年平均增速 5.9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3.06万

hm2,较 2012年增长 0.41万 hm2,年平均增速 5.68%。总体来看,商服用地增长最快。 

2012～2016 年期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商服用地占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比<工矿仓储用地占比<城镇住

宅用地占比,用地结构占比较为稳定,与重庆市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定位较为吻合。2014～2016 年,重庆市城镇住宅用地占比由

31.15%降至 30.5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比由 15.65%降至 15.45%、商服用地占比由 10.42%降至 9.95%,三种类型用地占

比呈下降趋势,波动较为平缓;工矿仓储用地占比由 26.63%增至 28.33%,呈逐渐上升趋势,波动较为平缓(详见图 4)。 

 

图 4 2012～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土地类型占比图 

3.2.2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变化情况。 

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方面来看,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相关规定,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在 85.1～

105m
2
/人,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为 23～36m

2
/人,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5.5m

2
/人。据数据分析得知,2012～2016



 

 5 

年,重庆市人均城镇建设用地为 95.9～103.81m2,人均城镇住宅用地为 29.28～31.80m2,人均城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为 15.73～

16.10m2,符合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分年度来看,2012～2016 年,重庆市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呈上升趋势,波动平缓;2012～2015 年,人均城镇住宅用地逐年上

升,2016年略微下降;2013～2015年,人均城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小幅上升,2016年有所下降,波动稳定(详见图 5)。 

 

图 5 2012～2016年重庆市人均建设用地相关指标对比图 

从地耗指标方面来看,由数据分析得出,2016 年,重庆市单位 GDP 消耗建设用地 38.35hm2/亿元,相比 2012 年减少 16.80hm2/

亿元,下降率为 30.46%;2016年,重庆市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消耗新增建设用地 7.27hm2/亿元,相比 2012年增加 0.07hm2/亿元,增长

0.94%;2016年,重庆市单位 GDP增长消耗新增建设用地 7.43hm2/亿元,相比 2012年减少 1.58hm2/亿元,降低 17.54%。而 2016年,

全国单位 GDP消耗建设用地 52.49hm2/亿元,相比 2012年减少 15.80hm2/亿元,下降率为 23.13%,总体看来,重庆市地耗下降率高于

全国。 

分年度来看,2012～2016年,重庆市单位 GDP消耗建设用地逐年下降;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消耗新增建设用地和单位 GDP增长消

耗新增建设用地稳定波动(详见图 6)。 

 

图 62012～2016年重庆市地耗相关指标对比图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及效率情况,通过增长弹性系数分别分析了 2012～2016 年期间重庆市新

型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第二产业与工业用地、经济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协调发展情况,并定量分析了重庆市土地利

用结构与效率时空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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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 年间,重庆市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常住人口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工业用地与第二产业总体协调程度较好,但工业用地投入产出强度还须大幅提升;城镇建设用地与 GDP 协调性有待提升,GDP 增速

明显快于城镇建设用地增速,总体集约节约较好。同时,重庆市商服用地年平均增速增长最快,土地利用结构呈现商服用地占比<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比<工矿仓储用地占比<城镇住宅用地占比,且用地结构占比稳定,与重庆市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定位

较为吻合;土地利用效率整体较高。 

重庆市土地利用协调性总体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集约节约程度相对较好,能够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提供较强的支撑

作用。但重庆作为典型的山地城市,可供建设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而重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依然较大,为统筹做

好土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加强建设用地规划引领管控,强化节约集约用地,建设节地型发展模式。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科学分配各类建设用地

总量,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为基本标准,控制重庆各区县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且实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差别化管理,引导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城镇化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倾斜,放缓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速。通过实行建设

用地“增存挂钩”,倒逼重庆各区县盘活利用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形成节约优先的绿色发展导向。同时,充分发挥重庆山地城市

地理优势,积极推动重大交通、重大综合性项目实施立体综合开发,高效利用地上、地下空间资源。 

二是完善工业用地指标综合评价机制及落后产能用地退出工作。以盘活低效闲置用地、提高用地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由重庆

市政府牵头,国土、发改、财政、经信、税收、环保、统计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综合亩均产出、亩均税收、单位能耗增加值等指

标,建立以“亩均效益”为核心的工业用地综合评价机制。完成落后产能用地调查认定,加强政策引导、宣传,积极争取区县政府

重视支持,按期完成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并加强退出土地的盘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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