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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合理把握长江经济带各工业产业空间移动趋势，并为经济带工业用地优化布局及有效供给提供参

考，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 2010—2018 年土地供应结果数据，运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开展了各工业行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化研究，并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用地供给特征。

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规模均呈波动性下降态势，而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却呈上升趋势（增幅为

49.93%）。（2）长江上游地区各产业的用地规模增长受到了限制。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

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的拉投资保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产业处于转型升级形成新集

聚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生产。（3）研究期间，采掘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用地空间上相对集聚演变，

能源供应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和现代制造业用地空间上相对均衡演变。（4）处于工

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的区域出让工业用地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和供地

行业不同,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对工业用地的需求越大。 

【关键词】：工业用地出让 供应规模 产业布局 发展阶段 时空演化 

0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速度换挡期、动力转换期、结构调整期交汇叠加的新时代，要更多地从供给侧角度分析问题、把握政

策着力点[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急剧扩张，工业用地和城镇用地布局重叠，导致工业用地布局紊乱、

缺乏规划等问题严重，产城用地矛盾尖锐[2]。 

工业用地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在各项生产用地中比重最高
[3]
。供应方式主要有招拍挂出让、协议出让、划拨和租赁等。

其各行业用地规模可反映区域间产业结构、地区间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工业结构的先进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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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引擎。在此背景下，对长江经济带各

工业行业用地的时空演化进行了解，能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布局优化以及为各地政府制定长期工业用地供地计划提供参考。 

目前，国内外对于工业用地供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1.政府的工业用地供应行为，包括：土地分配不当[4]、政府工业用

地供给的策略互动[5,6,7]、政府工业用地供给模式[8,9]，工业用地供应价格[10,11]。 

2.对工业用地供给的经济后果进行解释：空气污染[12,13]、房价上涨[14]、城市扩张[15]。国内外学者对于工业用地供应行为以及

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往的土地供应分析大多从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对于工业用地供应的空间演化方面的研究较少。 

王彦博[16]等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发现我国工业用地出让格局不均衡呈“东南重，西

北轻”的特点，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核心地带，且在市域层面已告别“摊大饼”的发展模式。 

文雯[17]等分析了“双转型期”北京市工业行业用地演变特征，发现北京市工业用地的出让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态，认为未

来北京市应加大高新技术工业集聚，并引导工业配套服务业向西南方转移。 

现有研究为工业用地供应的时空演化方面提供了基础，但研究内容上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用地供应特征，研究尺度

上缺乏区分工业行业的大尺度经济带分析。 

因此，现通过 Python程序对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供应结果数据进行抓取，以长江经济带 127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

采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等空间分析方法。 

从工业用地的供给侧出发对长江经济带不同行业工业用地的时空演化进行剖析，并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特征，

把工业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相结合以期为优化工业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参考，丰富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内容。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民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战略确定的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包括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省市，面积约 205万 km2。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的数据，201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量达 51.94 万 hm2，占全国工业用地供应总量的 42%，其人口和 GDP 均超过全国的 40%，是世界上产

业最多、人口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完整的巨型经济带[18]，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以长江经济带包含的 9

省 2市所辖的 127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以 2017年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为保证区域和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准确性，对相关区域进

行调整处理。长江经济带根据地域以及经济联系强度可以分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包

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个省市；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长江下游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三

个省市
[19]
。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2010年，原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市、县级国土部门必须在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上发布土地供应结果信息，

包括行政区、电子监管号、项目名称、项目位置、面积、土地用途、行业分类等供地信息，被广泛用于各项土地研究中
[20,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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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ython程序抓取了 2010—2018年的长江经济带 178981条交易记录，根据电子监管号的唯一性删除重复记录，并由其

分列得出各地级市行政区代码，根据行政区代码以及土地用途，筛选出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用地供应结果信息共 165971条。根

据项目位置和项目名称在百度地图中获取样点的经纬度数据，以便导入到 ArcGIS中进行核密度分析。由于使用的是全国基础地

理数据库 2017版中的底图数据，由电子监管号得出的行政区代码以及行政区域与地理数据库中的有所差异，其中安徽省、重庆

市的一些行政区划有所更变以及贵州省的毕节市和铜仁市的行政区代码有所调整。人均 GDP、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等数据均

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另外，基于《国民经济行业与代码（GB/T4754-2017）》和长

江经济带工业产业的发展情况，将工业用地类型重新拆分合并为 8 大类（表 1）。高新技术工业是参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

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来分类的。 

表 1行业分类合并表 

合并后

行业 
合并前行业名称及其代码 

采掘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09）；其他采矿业（1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7）；非金属矿采选业

（1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 

食品轻

纺业 

纺织业（17）；纺织服装、服饰业（18）；家具制造业（21）；农副食品加工业（13）；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19）；食品制造业（1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烟草制品业（16） 

原材料

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1）；化学纤维制造业（28）；金属制品业（3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木

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25）；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30）； 

现代制

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汽车制造业（36）；通用设备制造业（34）；专用设备制造业（3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3）；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4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38）； 

高新技

术工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04）；医药制造业（01）；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05） 

能源供

应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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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配

套服务

业 

住宿和餐饮业（H）；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63）；公共设施管理业（7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金

融业（J）；建筑业（E）等 

其他工

业 
其他 

 

1.3研究方法 

1.3.1空间分布重心 

重心模型刻画了空间属性的偏移轨迹及集中、离散分布趋势，能够解决区域属性的空间变迁问题
[23]

。重心反映了各行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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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地在空间上的分布中心，重心迁移说明区域间各行业用地不同步变化，能够较好地反映其区域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n为市级行政单元的数量；aiai为市级行政单元 ii的供地规模；xi、yixi、yi为市级行政单元 ii的几何中心坐标；

X、YX、Y为长江经济带市域各行业用地的空间分布重心坐标。 

1.3.2区位基尼系数 

区位基尼系数常被用来测度产业分布的集聚程度。主要包括相对基尼系数和绝对基尼系数，绝对区位基尼系数与工业用地

供应集聚信息更为一致[24]，故采用绝对基尼系数来衡量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的空间集聚度的分布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xj、xixj、xi分别表示市域行政单元 jj和 ii的供地规模占长江经济带供地规模的比例；0≤G≤10≤G≤1；GG值越

大，空间分布越集中。 

1.3.3核密度估计法 

区位基尼系数反映了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的空间集聚度的特征规律，但很难直观的表现出各行业用地在空间上如何聚类

变化的，因此引入核密度分析来判断各行业用地的空间聚类变化。公式如下： 

 

式中：nn 表示搜索窗口内工业用地供应结构的数量，F(x)Fx 为核密度方程，hh 表示距离阈值，dd 表示数据的维数。根据

项目位置和项目名称在百度地图中获取样点的经纬度数据，采用 ArcGIS10.2中的核密度分析功能，运用 Jecks自然断裂点分类

法，将密度等级分成低、较低、中等、较高、高密度区 5级，以便观察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的空间集聚变化特征。 

2 长江经济带不同行业工业用地的时空特征 

2.1时间特征分析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总规模呈波动性减少的趋势，减少了 24.43%，其中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呈上升趋势，

剩余其他行业用地面积均呈波动性下降的态势（图 1）。期间，采掘业、食品轻纺业、原材料加工、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工业、

能源供应工业和其他工业用地面积总体呈波动性下降态势，分别下降了 67.57%、41.68%、41.42%、10.59%、6.50%、14.32%和

34.84%，其中，采掘业下降幅度最大，而高新技术工业用地规模较平稳，下降幅度最小。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呈上升趋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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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升了 49.93%，说明高新技术工业和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占比在不断增加，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在不断转型升级。长江经济

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中占比较多的行业是现代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业，分别占总规模的 25.17%、22.06%，占比最小的行业是采

掘业（1.40%）和能源供应工业（1.77%），表明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结构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始终以现代制造业

和原材料加工业为主，加工制造业仍然是支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图 1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行业工业用地供应规模 

2.2空间特征分析 

2.2.1重心转移比较分析 

能源供应工业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布重心没有太大波动；原材料加工业空间分布重心明显向长江下游方向移动；剩余其他行

业的分布重心均向长江中上游发生转移，但近年来空间分布重心有向长江下游方向移动的趋势（图 2）。能源供应工业用地的空

间分布重心主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和湖南省，没有大的波动，得益于长江的便利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优势。

原材料加工业空间分布重心主要位于湖北省，且明显向长江下游方向移动，2018年相对于 2010年移动了 81.32km，这是由于原

材料加工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指向性，而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兼有国内外两大市场。剩余其他行业的空间分布重心均在 2010年之

后向长江中上游发生转移，但近年来空间分布重心有向长江下游方向移动的趋势，发生转折的时间不同。 

由于广义产业转移是指因供求条件变化而引发的某一产业区域间相对规模变化；狭义产业转移是指微观企业（部分或者全

部）迁移的宏观表现[25]，故区域间产业规模发生变化是体现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央先后提

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等战略举措。因此，研究初期，随着产业转移的进行，采

掘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其他工业、食品轻纺业、现代制造业用地的空间分布重心向西发生转移，但在研究期

间，空间分布重心并没有持续向西移动，近年来重心有向东转移的趋势。一方面，随着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战略的实施，长

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利用有所限制；另一方面，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区域产业发展一般有“产业集聚

产生→产业集聚强化→产业衰退梯度转移→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集聚”四个特征阶段[26]，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产业处于转型升级

形成新集聚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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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市域空间分布重心 

2.2.2区域差异分析 

从行业的角度，采掘业和能源供应工业用地规模主要在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始终是我国的资源能源供应大区。高

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主要在长江中游地区，食品轻纺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江中游地区拥有大

量的土地以及低成本劳动力吸引了大批的食品轻纺业企业，而对于高新技术工业，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实力越弱的城市，越愿

意为高新技术工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土地[20]。其他工业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现代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业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 

从地区的角度，在长江上中下游各地区中受让工业用地面积占比最多的行业均是现代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业（表 2），现代

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业分占长江上中下游工业供地面积的 20.93%，21.80%；24.91%，20.25%；28.08%，24.45%。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长江上中下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均是加工制造业，因此各地区发展规划的制定要注意避免产业同构，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避免区域政府间的无效竞争。 

表 2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工业行业供地规模（万 hm2，%） 

供应结构 

长江上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采掘业 0.47 4.29 0.21 0.96 0.03 0.17 

食品轻纺业 1.77 16.03 3.98 17.88 2.24 12.44 

原材料加工业 2.40 21.80 4.51 20.25 4.40 24.45 

现代制造业 2.30 20.93 5.54 24.91 5.06 28.08 

高新技术工业 0.94 8.50 1.95 8.76 1.18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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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工业 0.44 4.01 0.37 1.67 0.10 0.53 

工业配套服务业 1.54 14.02 3.11 13.99 0.74 4.11 

其他工业 1.15 10.42 2.58 11.59 4.26 23.64 

汇总 11.01 100 22.26 100 18.01 100 

 

从变化趋势的角度，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图 3）。长江上游地区各行业用地面积均总

体呈波动性下降的势态。长江中游地区高新技术工业、其他工业、食品轻纺业、现代制造业、原材料加工业用地面积总体呈波

动性下降的势态；采掘业和能源供应工业用地面积变化不大呈现出平稳的状态；工业配套服务业呈波动性上升的势态。长江下

游地区 2010—2016年各行业用地面积均成下降势态，2016—2018年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面积成上升势态。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地

区工业用地供应总规模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下降了 13.48%,但其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面积却呈上升趋势，上升了 92.8%，说明

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土地宽供应保增长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的拉投资保增长的发展模式。 

 

图 3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供地规模 

2.2.3供应集聚差异分析 

采掘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呈波动性上升的趋势（表 3），说明期间这些行业受让工业用地空间上相

对集聚演变。能源供应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呈波动性下降的趋势，

说明这些行业受让工业用地空间上相对均衡演变。从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区位基尼系数最大为 0.9079的是采掘

业，最小值为 0.5323的是食品轻纺业，采掘业在空间分布上最为集中，食品轻纺业在空间分布上较分散，相对均匀的分散在各

个地级市中。 

从核密度分析来看（图 4），2010年采掘业用地主要位于长江上游地区，2018年主要向攀枝花市、衡阳市以及苏州市这三个

地区集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用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区域，但 2018年相比于 2010年中低密度区域范围有所收敛。2010

年能源供应工业用地高密度集聚区域主要位于四川省的德阳市和成都市，而 2018年主要在两个区域湖北省的荆州市以及江西省

的宜春市，表现为高密度区域的增加；2010—2018 年高新技术工业、食品轻纺业、现代制造业用地的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在长

三角地区，并有向外扩散的趋势；2010年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主要位于湖北省的武汉市和江苏省的苏州市，2018工业用地遍布

于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只有一个高密度区域位于江苏省的无锡市和常州市，表现为高密度区域的减少以及低密度区域的增

加。 

表 3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市域区位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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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结构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采掘业 0.9270 0.8930 0.8594 0.9001 0.9483 0.8647 0.9094 0.9130 0.9565 

食品轻纺业 0.5929 0.5231 0.4951 0.4963 0.5244 0.5270 0.5477 0.5457 0.5386 

原材料加工业 0.5542 0.5077 0.5099 0.4838 0.4902 0.5587 0.5917 0.5548 0.5831 

现代制造业 0.6407 0.6110 0.5848 0.5575 0.5640 0.5919 0.6021 0.6174 0.5983 

高新技术工业 0.6780 0.6341 0.5999 0.6284 0.6148 0.6398 0.6307 0.7156 0.6410 

能源供应工业 0.8407 0.8855 0.9358 0.8115 0.8637 0.8791 0.7993 0.8723 0.7970 

工业配套服务业 0.6996 0.6782 0.6807 0.6191 0.6530 0.6477 0.6106 0.6024 0.5936 

其他工业 0.6422 0.6189 0.5994 0.5786 0.6208 0.6500 0.6738 0.6727 0.6815 

 

 

图 4 2010年和 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行业工业用地集聚图 

3 不同发展阶段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特征 

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但其横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27]。目前，对于区域经济发展

阶段的划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其中，钱纳里的人均 GDP 划分标准最为常用[28]。虽然

人均 GDP 是判断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但其忽视了产业结构的转变[29]。故根据前人推算结果[30]，运用 2015 年人均 GDP

划分标准结合产业结构来判断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经济发展阶段（表 4），考虑到研究时间跨度较长，为了判断的准确性，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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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只选取 2014—2018 年这五年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结果数据。结果显示，在长江经济带 127 个地级市中，有 10 个地

级市属于工业化初期，主要位于安徽省的亳州市、阜阳市、贵州省的毕节市以及云南省的昭通市等地区，55 个地级市属于工业

化中期，47个地级市属于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区域广泛分布于长江经济带，15个地级市属于后工业化期主要位于

江苏省的苏南地区、浙江省的杭州市、金华市和宁波市、湖北省的武汉市、贵州省的贵阳市、云南省的昆明市、四川省的成都

市等地区。长江经济带中各地级市并没有处于前工业化期的城市，大部分地级市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发展阶段，总体发展

状况良好。 

表 4基于人均 GDP以及产业结构的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标准 

 
前工业化期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后工业化期 

2015年人均 GDP(元) 2900～8200 8201～16400 16401～32800 32801～61500 61501～147500 

产业结构(%) P>S P>20%且 P<S P<20%且 S>T P<10%且 S>T P<10%且 T>S 

 

注：P、S、T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 

3.1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市域工业用地供地规模特征 

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处于较低水平，对工业用地的需求较少，工业用地的供应

规模变化较平稳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图 5）。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的区域工业用地供地规模成波动性变化，

依次经历了下降和增长阶段，最终工业用地的供应恢复到 2014 年的最初水平，这主要是因为 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规划提出了适当控制工业用地，优先安排和增加住宅用地，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合理安排生

态用地等一系列措施[31]，工业用地的供应在政治大背景的影响下受到了短期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区域步入

了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其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最大，期间供地规模下降幅度最大；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后工

业化期的区域由于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期，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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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发展阶段供地规模 

3.2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工业用地供应行业差异分析 

从工业用地供地行业来看（图 6），随着各地级市发展阶段的高级化，现代制造业与其他工业用地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能

源供应工业和食品轻纺业用地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原材料加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高新技术工业用地占比呈波动性变化无

明显规律，采掘业用地占比依次经历了上升和下降阶段。说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能源供应工业、食品轻纺业、现代制造业

与其他工业这些行业的用地占比影响较大。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区域中，食品轻纺业用地占比最大，为 29.95%；其次是原材料加

工业占比为 20.06%，食品轻纺业和原材料加工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处于该发展阶段的区域拥有大量的劳

动力。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后期的区域现代制造业用地占比最大，分别为 21.39%，28.01%；其次是原材料加工业，分别为 18.01%，

20.79%。处于后工业化期的区域现代制造业用地占比最大，为 30.71%，其次是其他工业，为 20.39%。 

 

图 6 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各行业供地比例 

3.3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工业用地的需求比较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结构、人口规模以及经济规模不同，以至于对工业用地的需求量不同，其供应行业也不同。4

个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后工业化期（3620.70hm2）、工业化后期（2208.362hm2）、工业化中期（1180.07hm2）、

工业化初期（1166.77hm
2
），说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工业用地的需求，发展阶段越高，工业用地的需求量越大（表 5）。从

工地行业来看，随着区域发展的程度越高，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其他工业、现代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的受让工

业用地平均规模依次增加，采掘业和食品轻纺业受让工业用地平均规模呈波动性增加的趋势。 

表 5 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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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阶段 

采掘

业 

食品轻纺

业 

原材料加工

业 

现代制造

业 

高新技术工

业 

能源供应工

业 

工业配套服务

业 

其他工

业 

平均工业用

地 

工业化初

期 
7.64 349.49 234.05 195.39 97.77 49.41 138.02 95.00 1166.77 

工业化中

期 
30.63 200.35 212.55 252.48 116.35 41.26 201.47 124.99 1180.07 

工业化后

期 
14.29 298.12 459.11 618.66 186.93 29.74 238.94 362.57 2208.36 

后工业化

期 
17.58 387.08 628.04 1111.88 326.90 22.70 388.16 738.38 3620.70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中的土地供应结果数据，以市域为研究单元，从时间、空间以及发展阶段这三个方面探讨了 2010—2018

年长江经济带不同行业工业用地供应的时空演化，得出以下结论： 

（1）时间上：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总规模呈波动性减少的势态。采掘业、食品轻纺业、原材料加工、现代制造业、高

新技术工业、能源供应工业、其他工业受让工业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工业配套服务业呈上升趋势。高新技术工业和工业配套

服务业用地占比在不断增加。 

（2）空间上：①长江中游地区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最大，采掘业和能源供应工业受让的工业用地面积主要在长江上游地区，

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主要在长江中游地区，其他工业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现代制造业和原材料加工

业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②除了能源供应工业，近年来各行业受让工业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布重心均向长江下游方向移动。

③采掘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市域受让工业用地在空间上相对集聚演变，能源供应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

业、食品轻纺业和现代制造业受让工业用地相对均衡演变。④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 

（3）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的区域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大，其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变化突出。处于工业化初

期的区域，食品轻纺业受让工业用地规模占比最大，处于工业化中期、后期以及后工业化的区域现代制造业的受让工业用地供

应规模占比最大。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对工业用地的需求越大。 

长江经济带各行业工业用地的时空演化，不仅反映了用地在时空上的变化特征，也侧面反映出了地区以及各工业产业的发

展状况。本研究发现：加工制造业仍然是支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但产业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长江上游地区处于

大保护之中，其土地的开发利用受到了限制，但始终是我国的资源能源供应大区，各地政府在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的同时要更注

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长江中游地区正在大力发展工业配套服务业，工业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发展

模式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的拉投资保增长，各地政府应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改善投资环境，更加积极的对接发达

省份的产业转移。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产业处于转型升级形成新的集聚阶段，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生产，地方政府应重视对

于高新技术工业的土地供应，增加相关产业的投资。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对工业用地的需求依然越大，供地压力大。我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维持，产业发展动力正在发生转变，因此对工业用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

为重要，提高工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将空间再生产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

调整完善工业产业用地政策，创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特别是在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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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较高的区域。各地政府在指定工业用地供地计划时，要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用地供应结构，不能只是

“一刀切”的发展战略，更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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