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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 经济增长的脱钩关

系研究1

张 勇 ，高羽洁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协调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 2006 ~ 2020
年 2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引入脱钩指数模型 ，从时间 、空间两个维度考察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

济增 长间的耦合关系 。结果显示：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大体上呈现出强脱钩 、

弱 脱钩 、增长连结 、增长负脱钩 4 种状态 ，其中以弱脱钩状态为主； 纵向视角 ，城市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

的依 赖程度相较于前期有所降低 ，近两年的城市脱钩状态呈现向强脱钩和增长负脱钩两级发展的微弱态势； 横

向 视角 ，区域发展不平衡 ，城市间脱钩状态差异显著 。基于测算结果 ，将 25 个城市归类为脱钩理想型 、脱

钩一 般型和脱钩不理想型三类脱钩城市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认为城市应该坚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合理界定

城 市边界 ，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持续减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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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土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自古以来不可分割，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其一，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本，土地

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承载体，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其二，城市经济的增长推动着城市不断扩大城市边

界，增加城市用地面积。然而，经济的增长一直在持续，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城市土地不可能无限制扩张，

科学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是一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许多城市在发展初期过分依赖土地财政，这种粗放式的

发展模式致使城市用地扩张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建设用地盲目扩张[1,2]、耕地快速流失[3,4]、

生态环境破坏等[5,6]。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土地利用效率普遍偏低、土地增值功能弱、用地浪费现象严重，阻碍了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进程。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实现城市用

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然而国内经济增长的土地代价水平过高，严重影响了建设中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针对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研究，从研究对象看，主要是集中于大中尺度范围

的研究，如以国家[7,8,9,10]、省域[11,12,13]、地区[14]、流域[15,16]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看，有研究从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逐渐下降的角度分析二者间脱钩的必要性[7,8];有研究着眼于区域内脱钩状态空间格局及时空演变分析[9,11,15,16];

有研究从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内在关联角度探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14];有研究从不同视域探究城市用地

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路径，如王翔宇等[12]认为只有城市系统内部多要素之间的共同增长和耦合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强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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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亚婷等[17]认为加强生态治理有利于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促成土地自然资本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强脱钩状态。从已有文献成

果来看，现阶段针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的鲜有报道。2018年 11月 2日，《淮河生态

经济带发展规划》编制实施，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成美丽宜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生态

经济带。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较为落后，但其资源禀赋丰富，区位条件优越。处理好该区

域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对于提高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率、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 2006～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脱钩指数模型从时间、空间两个维

度考察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

供一定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城市的用地扩张合理性为切入点，选取淮河生态经济带的 2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桐柏县、随县和大悟县不算在

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湖北省广水市属于县级市，亦不在本文的研究对象行列。选取 2006～2020年作为研究区间，选取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作为考核城市用地变化的指标，选取各城市非农产值作为考核城市经济增长的指标。其中城市建设用地数据来源于中

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统计资料，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山东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河南

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误差，保证经济数据具有可比价值，本文将各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按省级 GDP平减指数修正为 2005年不变价格。

1.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脱钩弹性指数模型来分析城市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脱钩”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60年代，

表示具有响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间不再存在相互关系[1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赋予其新的定义后，开始被用于讨论农

业发展政策。后脱钩理论被学者广泛应用于环境破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当中[19,20,21,22]。从环境的角度来定义，所谓“脱

钩”,就是要打破环境危害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近年来，脱钩一词越来越多的被国内外学者引申到土地利用中，用以揭

示经济增长对城市扩张的依赖程度[23,24]。从这个角度定义，“脱钩”可理解为打破不合理的土地消耗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脱钩指数只能判断是否脱钩，不能准确衡量出脱钩的程度。塔皮奥[25]在经合组织提出的脱钩指

数基础上，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相关理论，将脱钩模型进一步细分为连结、脱钩、负脱钩 3种状态和 8种类型，完善

了脱钩指标体系。基于塔皮奥的思路，参考国内相关文献研究[26,27,28,29],本文构建城市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模型：

式中：tm为城市 m年的脱钩系数；ΔLA 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量；ΔEP为城市非农产业产值变量；LAm 为城市 m年的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LAm-1为城市 m-1年的建设用地面积；EPm为城市 m年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加和；EPm-1为城市 m-1年的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加和。

2 结果与分析

2.1 脱钩弹性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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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处理后的数据，利用已构建模型测算在不同年份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建设用地扩张的 GDP弹性系数 tm,见表

1。

2.2 脱钩状态划分

根据塔皮奥等学者的研究[30,31,32],将脱钩弹性系数 t1=0.8和 t2=1.2作为划分脱钩状态的临界值，根据脱钩系数判断各城市

在不同阶段属于何种脱钩类型，见表 2。

当 t值处在(-∞,0)区间时，若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非农产值减少，则表现为强负脱钩状态，这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最不理想

的状态，说明在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同时，非农 GDP 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持续下滑，是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严重失衡

状态。建设用地的扩张并没有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城市存在盲目扩张建设用地、浪费土地资源、用地规划

不合理、土地利用外部不经济的问题；若建设用地面积减少，非农产值增加，则表现为强脱钩状态。说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摆脱

了对城市建设用地的过分依赖，实现了城市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达成了城市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

表 1 2006～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非农 GDP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淮安市
0.095 4 2.871 7 0.000 0 0.178 0 4.863 9 0.081 7 0.275 2

盐城市
0.751 6 0.205 1 1.024 6 0.403 1 0.214 9 0.355 9 0.311 1

宿迁市
1.910 7 1.065 2 0.855 1 0.536 6 0.451 7 0.125 8 0.390 3

徐州市
0.591 9 0.520 3 1.968 7 0.284 1 2.088 1 -1.972 8 4.697 1

连云港
0.041 8 2.524 8 0.379 0 1.883 8 1.004 8 0.344 3 0.353 6

扬州市
1.366 2 0.966 9 -0.905 3 0.335 0 0.297 7 3.127 8 0.326 1

1.187 2 0.271 9 0.609 5 1.013 7 0.839 9 0.686 9 1.0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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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

枣庄市
-0.281 1 0.091 7 4.107 3 -2.732 9 0.904 0 0.427 9 1.546 9

济宁市
0.382 3 0.239 7 4.518 7 0.620 8 0.076 6 2.542 6 0.769 9

临沂市
-1.278 9 0.189 6 1.924 3 0.490 3 0.428 4 0.777 9 0.995 5

菏泽市
0.488 8 0.414 1 0.483 4 0.051 0 1.844 0 0.284 9 0.604 9

蚌埠市
0.300 1 0.650 7 1.049 4 0.274 1 0.060 7 0.226 9 0.492 9

淮南市
0.149 0 0.243 2 0.212 1 0.244 3 -0.867 2 -0.029 1 0.333 4

阜阳市
0.556 6 0.000 0 0.964 6 0.101 5 0.575 6 0.610 4 0.750 5

六安市
-2.724 6 0.356 0 1.700 5 0.573 5 0.612 9 0.395 2 0.417 7

亳州市
0.064 1 0.087 4 0.564 4 0.055 3 0.090 3 1.049 7 1.170 6

宿州市
-3.478 9 0.559 1 0.636 2 0.542 7 0.353 9 0.101 1 0.220 4

淮北市
0.181 3 0.358 5 0.116 3 0.756 2 0.484 3 0.608 7 0.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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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
1.345 1 0.509 1 0.224 4 1.419 0 1.741 6 1.197 4 0.736 4

信阳市
0.274 7 0.550 7 1.257 4 0.535 3 0.690 5 0.689 5 0.611 6

驻马店
1.166 5 0.432 5 0.194 4 0.028 6 0.408 1 0.288 9 0.337 3

周口市
0.321 8 0.034 3 0.000 0 0.392 8 1.409 0 0.687 9 -0.317 5

漯河市
0.131 1 0.231 5 0.239 1 0.078 7 0.883 3 0.170 6 0.055 3

商丘市
0.181 7 -0.778 8 0.182 8 0.317 6 0.948 0 0.123 8 0.040 3

平顶山市
0.703 9 -0.483 2 0.087 1 0.106 1 0.985 1 0.000 0 0.076 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淮安市
0.019 2 -0.958 0 -1.560 1 3.330 3 0.548 3 -3.769 9 0.717 2 1.351 3

盐城市
0.042 2 -2.636 3 3.637 8 0.725 9 0.358 3 1.095 9 0.119 4 0.121 9

宿迁市
0.199 7 -0.617 9 0.443 5 0.200 9 0.597 0 0.727 3 1.048 2 1.104 0

徐州市
0.226 3 -0.329 6 0.263 9 0.257 1 0.601 2 1.115 8 0.357 4 0.7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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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
0.128 7 -2.157 5 2.647 0 0.455 8 0.493 6 -1.554 9 0.000 7 -0.013 2

扬州市
0.084 9 -0.241 2 0.398 9 0.799 4 1.439 7 0.704 2 0.671 1 1.069 9

泰州市
0.702 4 -0.250 5 0.731 6 0.839 0 0.060 5 -3.196 1 1.617 1 1.746 4

枣庄市
-0.102 6 -0.664 1 0.258 9 0.272 9 0.273 2 0.773 9 -0.545 6 0.505 0

济宁市
4.174 4 0.163 0 0.582 2 0.359 9 -0.131 9 1.280 7 0.386 9 0.371 7

临沂市
0.395 9 0.058 7 0.111 6 0.546 2 0.139 9 0.524 4 0.979 3 -0.541 7

菏泽市
0.719 3 0.563 3 0.601 4 3.259 3 2.799 4 1.878 0 1.686 9 2.603 2

蚌埠市
0.361 2 0.693 1 0.912 4 0.389 3 0.063 3 0.394 8 0.105 5 0.555 0

淮南市
0.414 0 0.034 4 0.187 1 0.319 0 -0.610 6 0.000 0 0.202 5 3.634 0

阜阳市
0.704 2 1.110 8 0.955 4 0.191 4 0.763 7 1.082 9 -1.7846 5.494 8

六安市
0.359 8 0.308 4 0.300 2 0.272 6 0.232 1 0.121 2 0.150 2 0.308 1

亳州市
0.013 6 1.455 1 0.351 7 1.029 1 0.043 1 0.340 7 0.184 6 0.6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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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
0.468 5 0.287 4 0.430 6 0.450 6 0.368 1 0.657 3 0.182 4 0.770 2

淮北市
0.025 8 0.373 7 0.224 4 0.174 6 0.302 7 0.132 1 0.127 9 0.069 6

滁州市
1.468 9 1.160 1 0.257 2 -2.867 8 0.210 2 0.388 3 0.370 5 2.927 9

信阳市
0.004 3 0.598 6 0.000 0 0.644 8 0.846 5 0.819 7 0.691 7 8.084 4

驻马店
0.805 7 0.647 9 0.086 4 0.095 2 0.005 2 0.983 2 0.118 5 2.146 4

周口市
0.067 5 0.500 9 0.347 2 0.492 2 1.002 9 0.558 7 0.456 1 13.112 6

漯河市
0.135 2 0.010 6 0.901 3 0.000 0 0.130 3 0.346 8 0.355 3 0.000 0

商丘市
0.116 3 -0.037 3 0.178 1 0.054 6 0.000 0 0.657 6 0.000 0 0.000 0

平顶山市
0.130 2 0.131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17 7 0.000 0 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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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脱钩程度衡量标准

t值
ΔLA ΔEP 脱钩状态

t<0

>0
<0 强负脱钩

<0
>0 强脱钩

0<t<0.8

<0
<0 弱负脱钩

>0
>0 弱脱钩

0.8<t<1.2

<0
<0 衰退连结

>0
>0 增长连结

t>1.2

<0
<0 衰退脱钩

>0
>0 增长负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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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t值处于(0,0.8)区间时，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产值均减少，且建设用地面积减少速度快于非农产值减少速度，则表现为

弱负脱钩状态；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产值均增加，且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速度慢于非农产值增加速度，则表现为弱脱钩状态。

当 t值处于(0.8,1.2)区间时，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产值减少速度相对同步，则表现为衰退连结状态；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

农产值增加速度相对同步，则表现为增长连结状态。

当 t值处于(1.2,+∞)区间时，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产值均减少，且建设用地面积减少速度相对非农产值下降速度更慢，则

表现为衰退脱钩状态；若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产值均增加，且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速度相对非农产值增加速度更快，则表现为增

长负脱钩状态。

参照表 2的脱钩程度衡量标准，统计在每个阶段，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的各脱钩状态所占比重，从定量角度更精确的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非农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变化，所得结果见表 3。

表 3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统计

脱钩状态
2006～2008年 2009～2011年 2012～2014年 2015～2017年 2018～2020年

强负脱钩
- - 7/9.33% - -

强脱钩
7/9.33% 4/5.33% 4/5.33% 4/5.33% 8/10.67%

弱脱钩
48/64.00% 52/69.33% 53/70.67% 46/61.33% 39/52.00%

增长连结
8/10.67% 9/12.00% 5/6.67% 7/9.33% 4/5.33%

增长负脱钩
11/14.67% 9/12.00% 6/8.00% 6/8.00% 18/24.00%

从表 3可以看出，2006～2020年的 5个阶段中，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非农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多为正值，

大体上有强脱钩、弱脱钩、增长连结、增长负脱钩 4种状态，其中以弱脱钩状态为主，在 5个阶段分别占比 64.00%、69.33%、

70.67%、61.33%、52.00%。总体上看，土地的扩张较为理性，但经济的发展仍旧不能摆脱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可持续发展依旧

是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目标。前几个阶段中部分城市出现短暂的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面积减少现象，这是因为大部分城市还处在

发展初期，城市边界的频繁调整导致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不稳定，并非是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用地扩张的脱钩。增长连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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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个阶段均占比较少，可以理解为城市在发展中既没有出现经济增长快于城市土地扩张的弱脱钩现象，也没有出现土地快速

扩张经济增长疲乏的增长负脱钩现象，处于这种状态时，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变化大致相当，是介于脱钩与负脱钩之间的过渡

状态。

2.3 不同时期脱钩状态演变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地观察出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脱钩状态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本文以 3年为时间间隔，将研究的时间区

间 2006～2020年依次划分为 5 个阶段。取其中 3年脱钩系数的平均值作为每个阶段的脱钩系数代表值，使用 ArcGIS软件分别

绘制 5个阶段的脱钩状态图，便于更加直观的看出每个阶段的城市用地扩张的理性程度，以及随着时间的推进，脱钩状态的变

化态势。

第一阶段 2006～2008年：该时期的城市还处于经济建设发展的初期阶段，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从图 1中可以明显看出，

大部分城市呈现出弱脱钩状态，说明在城市发展初期，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力，这也验证了许多学

者的研究结论[7,8]。

图 1 2006～200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脱钩状态 下载原图

Fig.1 City decoupling status of Huaihe River eco-economic belt from 2006 to 2008

第二阶段 2009～2011年：该时期增长负脱钩状态占比下降 2.67个百分点，弱脱钩状态占比小幅上升了 5.33个百分点，说

明这时候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仍旧较强，但建设用地扩张更加合理。同时从图 2中可以看到，脱钩状态开始显示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51.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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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差异，中部城市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往南、北两缘开始逐渐出现增长连结状态和增长负脱钩状态。

图 2 2009～2011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脱钩状态

第三阶段 2012～2014年：该时期增长负脱钩状态比率持续下降，弱脱钩状态继续上升 1.34个百分点，说明在整体阶段特征

不变的情况下，土地利用更加经济化，建设用地扩张更加合理化。其中 2014年江苏省 9个城市非农产值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此

时的江苏，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许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销售疲弱。而银行向这些“危企”大量贷款使得

其不良贷款迅速增加。宏观经济的下行推动资产不良率进一步上升，甚至引发资产荒。江苏省银行 2011、2012、2013、2014年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2.77%、22.72%、21.69%、16.76%。与前 3年相比，2014年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较之 2013年下降了 22.73%。

可以看出，产能过剩既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企业的生产资金无法回笼，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引发后续一系列的经济乃至社会问题。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53.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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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2014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脱钩状态

第四阶段 2015～2017年：该时期弱脱钩状态相较上个阶段下降了 9.34个百分点。可将该阶段看作一个过渡阶段，该阶段弱

脱钩状态占比逐渐下降，各城市脱钩状态开始呈现向强脱钩和增长负脱钩两级发展的微弱态势。

第五阶段 2018～2020年：从图 5可以看出，相比于图 4,弱脱钩状态区域明显减少，增长负脱钩区域(多位于安徽省南部和河

南省)和强脱钩区域(多位于江苏省东部)明显增加，脱钩状态进一步呈现出向强脱钩和增长负脱钩两级分化的态势。从数据分析

来看，该时期强脱钩状态上升了 5.34个百分点，增长负脱钩状态上升了 16个百分点，弱脱钩状态下降了 9.33个百分点。这也

进一步说明该阶段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间的脱钩系数差距呈扩大趋势，并存在差距继续拉大的可能性。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55.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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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脱钩状态

图 5 2018～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脱钩状态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58.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59.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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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前面几个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发展趋于成熟，此时的 t值最能够反应目前城市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依赖度。6个城市

出现增长负脱钩状态，表明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依赖度仍旧很高。3个城市出现强脱钩状态，说明这些城市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城市经济与用地的协调发展。从省际差异情况来看，呈现强脱钩状态的城市大多属于江苏省，山东省绝大部分城

市均为弱脱钩状态，增长负脱钩状态城市较多的是安徽省和河南省，其中，河南省增长负脱钩的占比要高于安徽省。这说明不

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城市的脱钩状态产生了一定影响。

2.4 不同城市脱钩状态比较分析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出 25个城市在 2006～2020年的总体脱钩状态，根据表 1中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非农GDP

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统计，绘制成图 6。

图 6中，横坐标为 25个城市，纵坐标为脱钩系数 tm,不同颜色的柱子代表各城市在不同年份的脱钩系数。根据表 1和图 6,

综合评价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城市用地扩张合理性，将其划分为脱钩理想型城市、脱钩一般型城市、脱钩不理想型城市。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脱钩水平总体不高。第二，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

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其中，连云港市、枣庄市、临沂市 3个地级市属于脱钩理想型城市，淮安市、盐城

市、宿迁市、徐州市、扬州市、济宁市、蚌埠市、淮南市、六安市、亳州市、宿州市、淮北市、驻马店市、商丘市、漯河市、

平顶山市 13个地级市属于脱钩一般型城市，泰州市、菏泽市、阜阳市、滁州市、信阳市、周口市 6个地级市属于脱钩不理想型

城市。

图 6 2006～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

(1)脱钩理想型城市——连云港市、枣庄市、临沂市

连云港市自 2015～2017年的弱脱钩到 2018年的强脱钩再到 2019～2020年的建设用地无增加，从宏观经济数据和建设用地

数据初步推断该城市用地扩张较为理性。再看具体产业数据：2018年连云港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占 GDP比重分别为 11.7∶43.6∶

44.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中占比 43.7%,其中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占比 97.0%。这说明连云港

市一方面大力发展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枣庄市在 2006～2020年期间，有 5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近 10年的脱钩系数也一直维系在低水平状态。这一方面得益于医药

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等优势制造业实力雄厚，拉动 GDP贡献突出。另一方面，服务业新动能增势强劲。如峄城区、台儿庄区和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08002_164.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Dh6c3ZOU25pbnhmK0pCUytMSjV5ZGxGQS9l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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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依靠丰厚的旅游资源拉动经济增长，邮政电信的快速增长也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临沂市自 2013年起一直表现

为弱脱钩状态，直至 2020年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从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上看，2020年临沂市生产总值 4 805.25 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40.9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 756.43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 607.9 亿元。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比为 9.2∶36.5∶54.3,可以看出临沂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2)脱钩一般型城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徐州市、扬州市、济宁市、蚌埠市、淮南市、六安市、亳州市、宿州市、

淮北市、驻马店市、商丘市、漯河市、平顶山市

这类城市弱脱钩状态比较成熟，表明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同时，非农经济也在持续发展，且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于建设用地

面积的增长速度。尽管在用地管控上初有成效，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增加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重点扶

持优势骨干企业。以此为抓手，实现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3)脱钩不理想型城市——泰州市、菏泽市、阜阳市、滁州市、信阳市、周口市

泰州市从 2018年的强脱钩到 2019、2020年的增长负脱钩；菏泽市从 2016～2020年均表现为增长负脱钩状态；阜阳市从 2019

年的强脱钩到 2020年的增长负脱钩；滁州市从 2016年的强脱钩到 2017～2019年的弱脱钩再到 2020年的增长负脱钩；信阳市

和周口市从 2019年的弱脱钩到 2020年的增长负脱钩。这些城市从增长负脱钩状态到增长连结状态再到弱脱钩状态，出现了建

设用地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到达峰值的拐点后，反而又退回到了增长负脱钩状态。尤其是菏泽市，2016～2020年的脱钩

系数分别为 3.259 3、2.799 4、1.878 0、1.686 9、2.603 2。数据反映出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这

说明城市的发展过于依靠土地财政，未能构建良好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亟待转型升级。随着土地资源的利用逐渐饱和，这种

经济增长模式在发展后期更显乏力。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6～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脱钩指数模型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考察淮河生态

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以弱脱钩状态为主，弱脱钩状态在 5 个阶段占比分别为 64.00%、

69.33%、70.67%、61.33%、52.00%。城市用地扩张整体较为理性，但经济发展仍不能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依然是长期目标。

(2)从第四阶段(2015～2017年)到第五阶段(2018～2020年),强脱钩状态增加 5.34%,增长负脱钩状态增加 16%,弱脱钩状态减少

8.67%,城市脱钩状态呈现向强脱钩和增长负脱钩两级发展的微弱态势，城市间以省份为基础的脱钩系数差距逐步扩大，并存在差

距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同时，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许多城市脱钩状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表明大部分城市仍处于产业转

型过程中，也说明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较为落后，潜力较大。

(3)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较为显著，2020年徐州市(非农产值最高的城市)的非农产值是亳州市(非农产值最低的城市)的 5.24

倍。通过对连云港市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使得城市发展与用地扩张的脱钩成为可能。通过对枣庄市和临沂市的分

析发现，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对实现理想脱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传统优势企业提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培育

一批具备产业链整合力的企业，建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与平台，各省市间要加强产业合作，立足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加快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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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建设一批有特色、有品牌、带动性强的文化产业园区。

(2)着力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和效益。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出现了建设用地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推

动力到达峰值的拐点，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着力盘活利用城市现有存量建设用地，进一步提高土地

开发利用强度和效益。

(3)推动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在控制城市建成区土地扩张的同时，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制度，加快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县城有序转移，进一步提升县城、中心镇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水平，根据本地综合承载

能力和发展潜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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