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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市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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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城市发展的必
然要求。文章从甘肃城市化发展进程出发�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内在关系�从
总体用地结构、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城市用地效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从区域空间的角度�建
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省16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
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城市化与土地利
用和谐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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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和重要标志之一。人口的聚集和土地需求是城市化的
基本特征�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是不断调整土地利用规模�以达到最大城市规模效益的过程。土地是城市
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保障�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地矛盾突出�要想满足人们
的土地需求�根本出路在于实行集约利用�因此�城市化实质是土地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1］。处理
好城市化进程和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关系到城市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甘肃省
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地带�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加速推进城市化
进程�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对土地的需求将日益增大�土地供求矛盾必将更趋紧张。甘肃省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难利用土地
多�加之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较突出。因此�加强甘肃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化的和谐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图1甘肃省城市化发展进程
Fig．1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1　城市化发展水平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逐渐加快�全省12个省辖市、2个自治州都有
不同程度的发展。近30年来�全省人口从
1978年的1870万增加到2005年2594万�净
增加约724万；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250万增
加到2005年的778．8万（图1）�净增加528．8
万。城市化水平由13．37％上升到30．02％�年
平均城市化增长率为4．3％；城市数量从4个增加到16个。尤其是近10年来�全省人口净增加约156万�
但同期城镇人口净增加215万。目前�甘肃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加速期。
2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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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用地结构的变化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主要指不同用途下土地资源的数量构成及其比

例［2］。近年来�甘肃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
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在增大�表现在总体用地结构
的变化为：耕地数量减少、城镇及工矿用地增加、
交通用地增加以及农业用地和城镇用地内部结构

的变化（表1）。
2．2　城市内部用地结构分析

从内部用地结构分析�甘肃城市的用地结构
不尽合理�表现为各类用地比例失调、空间布局不
合理以及土地利用效益不高等。2003年甘肃15
个城市平均居住用地占26．78％�工业用地占22．
04％�公共设施用地占13．47％�绿地占10．66％�

表1 甘肃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Tab．1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otal land use in Gansu Province
用地

类型

1997年 2003年
面积 km2 比重％ 面积 km2 比重％

净增减量

km2
农用地 242663 53．36 240949 52．98 －1714
耕地 49948 10．98 46852 10．30 －3096
园地 1717 0．38 2002 0．44 285
林地 46887 10．31 50673 11．14 3786
牧草地 144111 31．69 141422 31．10 －2689
水域 8632 1．90 7038 1．55 －1593
建设用地 8812 1．94 10831 2．38 2019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7079 1．56 9014 1．98 1936

交通用地 1734 0．38 1803 0．40 70
未利用地 203298 44．70 202994 44．64 －305
注：资料来源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

道路广场用地占8．98％�仓储用地占6．09％�对外交通用地占5．58％�市政设施用地占3．59％�特殊用地
占2．81％（表2）。从目前甘肃主要城市土地利用现状看�工业用地比例偏高�道路广场、公共绿地用地偏
低。按照国际《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工业用地一般不超过城市面积的15％�而甘肃有8个
城市超过这一比例�全省平均值也略高于当年全国平均（21．49％）；居住用地国外一般占到城市面积的
45％�在甘肃这一比例最高的酒泉市也仅占到43％�全省平均值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02％）；道路广
场用地和绿地均应占到城市用地比例的8％～15％�甘肃才刚刚超过其下限�所占比例明显偏低。

表22003年甘肃省各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分析（km2）
T ab．2The land use structures of cities of Gansu Province in2003（unit：km2）

城市
居住

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

用地

仓储

用地

对外交

通用地

道路广

场用地

市政公用

设施用地
绿地

特殊

用地

兰州 34．1 21．82 30．98 7．65 5．7 14．99 6．47 16．2 3．75
嘉峪关 5．41 4．15 12．64 2．45 3．5 1．06 0．59 2．94 0．71
金昌 5．12 4．22 8．56 0．76 0．38 1．79 1．02 1．91 0．77
白银 14．98 4．91 11．75 3．54 1．11 3．69 2．23 4．93 1．43
天水 8．83 4．01 8．14 6．4 6．6 1．01 0．24 2．42 0．14
酒泉 13．01 2．21 2．78 3．91 1．85 1．47 0．92 4 0．12
玉门 3．0 2．0 8．0 1．0 0．5 1．5 1．0 2．0 1．0
敦煌 2．58 2．02 1．25 0．26 0．29 1．14 0．45 1．12 0．02
张掖 4．1 4．2 4．5 0．0 1．2 2．1 1．2 2．2 1．6
武威 8．69 3．02 3．8 0．78 1．56 3．24 0．2 0．29 0．66
定西 2．91 0．9 2．01 0．5 0．77 0．47 0．02 5．83 0．49
平凉 5．83 1．91 1．35 0．2 1 3．7 0．16 1．7 0．6
庆阳 6．2 2．65 1．87 0．32 0．57 2．5 0．9 2．05 0．37
临夏 4．3 1．87 1．4 0．11 0．65 1．25 0．69 0．38 0．55
合作 2．12 1．06 0．74 0．29 0．2 0．48 0．15 0．25 0．5
注：资料来源于2004年甘肃省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2．3　城市用地效率总体分析
2003年甘肃各城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建成区面积为125．3m2�略高于全国城市123．2m2的平

均水平（表3）。各城市的单位城市土地 GDP 产出、单位建城区土地 GDP 产出及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
加值均不高�单位城市土地 GDP 产出值为7520万元�单位建城区土地 GDP 产出值为20635万元�而全国
1998年单位城市 GDP 产出值为17054万元［3］ （表4）。因此�就甘肃城市的土地产出值看�其效益偏低。

2003年各城市人口密度为3929人／km2�城市建筑综合容积率在0．1～0．3之间�平均值为0．19。据统
计�我国目前的大城市建设容积率约为0．75�中心城市的平均容积率约为1．0［1］�甘肃与此相比�其城市容积
率明显偏低�反映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这一状况也加剧了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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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03年甘肃省各城市人均土地占用情况
Tab．3The land use per capita of every city in Gansu Province in2003

城市

城市

人口

万人

非农业

人口

万人

建成区

面积

km2

按非农业人口

计算的人均建

成区面积 m2
兰州 194．91 162．76 141．66 86．67
嘉峪关 16．37 14．34 34．7 241．98
金昌 20．88 15．87 24．53 154．57
白银 46．56 28．21 48．93 173．45
天水 61．43 41．21 37．0 89．78
酒泉 16．21 11．77 30．9 262．53
玉门 9．2 8．9 20．3 228．09
敦煌 9．5 3．85 14．3 371．43
张掖 18．2 17．8 22．0 123．60
武威 22 21．7 22．35 103．00
定西 12．47 6．76 26．08 385．80
平凉 48．58 20．79 21．0 101．01
庆阳 17．6 12．32 12．2 99．03
临夏 16．63 10．33 14．0 135．53
合作 5．15 5．12 8．98 175．39

注：根据2004年甘肃省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和《甘肃年鉴2004》计算获得（表4、表5同）。
表42003年甘肃各城市地均产出

Tab．4The land output of every city in Gansu Province in2003

城市
GDP
104元

工业

增加值

104元

单位城市土

地 GDP 产出
104元·km－2

单位建成区土

地 GDP 产出
104元·km－2

单位工业用地

面积工业增加

值104元·km－2
兰州 4188162 219540 18049．31 29690．64 7086．51
嘉峪关 444385 55497 5441．22 12806．48 4390．59
金昌 652215 110691 15528．93 26588．46 12931．19
白银 822536 76671 9161．68 16810．46 6525．19
天水 762947 32277 13154．26 20620．19 3965．23
酒泉 326937 3664 4976．21 10580．49 1317．99
玉门 454921 47552 17297．38 22409．90 5944．00
敦煌 182416 1763 9212．92 12756．36 1410．40
张掖 423422 10854 10585．55 19246．45 2412．00
武威 736540 25494 27431．66 32954．81 6708．95
定西 132355 1815 4151．66 5074．96 902．99
平凉 367856 15891 1442．57 17516．95 11771．11
庆阳 238620 18411 792．75 19559．02 9845．45
临夏 93400 2468 3113．33 6671．43 1762．86
合作 43448 770 3492．60 4838．31 1040．54

表5甘肃省各市人口密度状况和建筑容纳能力情况
Tab．5Th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capacity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城市

人口密度

人／km2
建成区

面积 km2
建筑综合

容积率

集约利用

综合得分

兰州 8400 141．06 0．259 89．04
嘉峪关 2004 34．7 0．118 53．77
金昌 4971 24．53 0．153 69．44
白银 5186 48．93 0．139 64．66
天水 10591 37．0 0．305 82．07
酒泉 2467 30．9 0．235 67．07
玉门 3498 20．3 0．252 67．65
敦煌 4798 14．3 0．191 60．60
张掖 4550 22．0 0．121 69．13
武威 8194 22．35 0．218 83．15
定西 3912 26．08 0．097 53．04
平凉 1905 21．0 0．178 77．90
庆阳 585 12．2 0．116 67．87
临夏 5543 14．0 0．246 67．85
合作 4140 8．98 0．123 54．71

表6 正交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

Tab．6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指标

第1
主成分

第2
主成分

第3
主成分

第4
主成分

X1 0．292 0．805 0．142 0．333
X2 0．143 0．930 0．078 －0．083
X3 0．672 0．418 －0．009 0．229
X4 0．840 0．060 －0．113 0．102
X5 0．669 －0．002 0．605 0．047
X6 －0．679 －0．146 0．069 0．487
X7 0．098 0．125 －0．104 0．815
X8 －0．166 0．116 0．840 －0．284
X9 －0．041 －0．136 －0．635 －0．496

3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3．1 评价指标与方法

本文选择城市建成区单位面积 GDPX1、单位工业用地面积的工业产值 X2、单位建成区三产增加值
X3、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X4、城市建筑综合容积率 X5、人均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X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7、人
均道路面积 X8以及人口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X9（人口增长百分比与建设用地增长百分比的比值）9项指
标作为评价因子。其中�X4为负相关指标�可通过上限指标相减转为正向指标。

由于指标数据的单位和量纲不同�为使数据间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
理。在 SPSS13软件中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初始解�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因子变量�得到方
差贡献分析表（限于篇幅�省略）。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选前4个特征根为主成分�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5．597％。为便于主成分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和分析�本文对载荷矩阵使用方差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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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旋转�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6）。
3．2 评价结果分析

由表6可知�第1主成分在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指标上载荷较大（载荷系数＞0．8）�是反映城市土地利
用程度的综合指标；第2主成分在建成区单位面积 GDP 和单位工业用地面积的工业产值指标上载荷较
大�是反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综合指标；第3主成分只在人均道路面积指标上载荷较大�是反映城市基
础设施水平的综合指标；第4主成分只在绿化覆盖率指标上载荷较大�是反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约束程度
的综合指标。将各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占原始指标变量方差的比重作为权重�结合各主成分在各原始变量
上的载荷�可算出各城市的综合得分（限于篇幅�过程略）�并将结果进行百分制处理�得到甘肃省每个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的最后得分（表5）。

由表5可知�省会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得分最高�定西得分最低；从空间分布来看�总体上陇南和陇
东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河西和民族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偏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相关�但在个别城市上存在特殊性�如嘉峪关市人均生产总值排在甘肃首位�但因
其地处戈壁�城市建设不与农业生产争地�土地利用较粗放�导致土地集约利用综合得分排在全省后列。
4 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偏低�集约程度不高
2003年甘肃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453．51km2�其中按常住人口计算的特大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79．69m2�中等城市为101．73m2�小城市为155．75m2�平均人均用地为107．82m2。按照国家颁布的《城市
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多数城市人均用地规模均需调减。城市人口增量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约
为1︰1．31�一般认为人口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在1︰1以内为内涵集约型［4］�这反映出甘肃省城市用地
增长方式尚属外延扩张型。从城市用地的平均产出水平分析�其集约程度效率也较低�与全国发达省份或
城市差距较大。从工业用地效率看�甘肃城市工业用地面积绝对值偏大且产出率偏低�同时各城市地均产
出等指标值差距也较大�最大相差达6倍。
4．2 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尖锐�耕地占用严重

由于甘肃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快速期�按照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目标�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35％以上�其发展必然带来城镇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展。
1997～2003年�甘肃城镇化水平提高了3．69个百分点�城市建设用地平均每年递v 12．92km2�即城市化
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建成区面积v 加2100．54hm2。尽管近年来在 对城镇土地扩展等方面加强了管理�
但部分地区和城市在 建设中仍旧存在 脱离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控制用地的现象�过高追求城市人口
与用地规模 �致使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在 城镇化的发展中�扩展用地也 导致了对耕地的大量占用�更
加剧了人地矛盾。据统计�1985～2000年�甘肃城市化水平年v 长率为0．25％�而耕地年减少 3．
61khm2［5］�除去V 毁、退耕还林草和农业 结构调整的因素�建设用地占用是导致耕地减少 的最 主 要原 因。
甘肃省除嘉峪关、金昌、玉门等少 数城市位于荒漠戈壁上 之外�其余城市建设与农业 生产用地的矛盾均比
较尖锐�由于优质农业 用地多数分布在 城市的郊区�地势平坦�是建设用地的首选 �随着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的供给必然会由以前的弹性供给转 变为刚性供给�城镇建设用地的
供需矛盾将进一 步加剧。
4．3 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布局缺乏规范

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不尽合理�主 要体现在 用地中以居住 用地、工业 用地所占比重较大。就全省而言�
两者合计占城市用地总面积的48％�而道路广场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绿地等所占比重偏低�致使各城市
大都存在 交通拥挤、住 房紧张、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2003年全省城市人均居住 用地较全国平均水
平低6个百分点�人均绿地面积约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从用地布局看�缺乏规范�各类用地相互穿插、
交错�致使用地功能分区不明显�特别是许多工业 用地以及一 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企业 混S 于建成区或中心
区域�不仅加剧了城市土地的供求矛盾�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益�还加剧了城区污染。全省目前通过国家
环保模 范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验收的只有嘉峪关一 座�尚 未有国家园 林城市。

从城镇建设用地区域结构来看�其不合理突出地表现在 大城市急剧外延扩张和过度分散的小城镇遍
地开花的现象普遍存在 �从而l 成了区域城镇规模 结构不合理�与区域土地利用不协调。由于区域城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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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镇�他们既在 农忙时回乡种植承
包地�又在 农闲时进城从事非农活动�因此�在 城镇用地不断扩展的同时�出现“双重占地”甚至“多重占地”
的现象�从而l 成了城乡居民点用地结构的不合理。
5　城市化发展与土地集约 利用协调对策
5．1　做好“两规”的编制和协调

上 一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围绕这一 核心的两个基本点为切实保护
耕地、严格控制非农业 建设用地。而在 城市总体规划中�由于当前人口v 长的必然性及规划的超前性�使
该规划确定的城镇用地规模 及范围常常大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方案�难以在 用地数量、性质、位置、
期限等方面满足 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6］。目前�全国正开展新一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城市总
体规划也 应抓 住 这一 时机�加强制定和修编�在 用地指标、人口规模 、城市发展等方面加强“两规”协调�努
力v 强“两规”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5．2　积极开展城市土地整理�提高土地利用率

加强对城市土地整理�一 方面可以改善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 方面可以提
高经济承X 力�提高单位土地收益�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 利用。省会兰州应加大城中村的改l 力度�注 重
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的建设�构建城市土地立体综 合开发模 式；天水等陇东南黄土高原 城市应加大坪台地
改l ；河西城市r 应适当控制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蔓延。同时�各市应充分利用城市存量土地�使城市
闲置土地最 大限度地低量化�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5．3　有效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的基础性作用

加强与规范土地有形市场的建设�规范土地交易行为；推动城市存量用地的流动和结构优化；加大土
地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引导市场的投资 与需求�引导用地结构调整；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建立合理的价格形
成机制和价格体系。
5．4 完善政府在 土地利用机制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综 合运 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配置土地�v 大土地保有成本；建立和完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完善城
市建设用地评价指标；进一 步完善土地收购制度；大力开展城市土地定级估价更新工作；加强城乡结合部
的土地管理�推动乡镇企业 适当集中；引导和完善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
5．5 合理调整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土地配置�改善人居环境

根据河西、陇中、陇东和甘南在 资 源 禀赋、发展特点等方面各自 的优势与劣势�因地制宜�促进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兰州、白银、天水地区的用地应偏重自 身挖潜；河西r 应依 赖扩大项目引进�调整产业 布局�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优化土地资 源 配置�提高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各城市应把发展第三产业 作为调整产业
结构的重点�大力发展商 贸业 、金融业 、旅游业 、信息咨 询业 和物流业 等�降低工业 用地的比重�协调用地矛
盾。减少 污染型产业 的比重�实现人居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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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Urban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result of indust rialization development�in the other
hand�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y．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op-
timization dist ribution are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of urban land use�but also
inf 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However�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
opment of urbanization trend�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 is get-
t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ensity．Starting f rom the angl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nt rin-
sic relations between Gansu’s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otal land use st ructure�urban land use interior st ructure and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nsive land use of Gansu Province．In the study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compo-
n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calculate the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of16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Then�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graded．
Based on these research�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found and analyzed�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运ey words：urbanization；intensive land use；Gansu Province；synthetic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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