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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重庆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的演变过程及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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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重庆市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远大于人均总建设用地量,存在“两栖占地”现象。本文采用

2001—2010年重庆市的人口及用地数据从建设用地内部研究城乡之间用地转化,通过测算近10年重庆市城镇化(PUI)、

土地利用非农化(LUNI)及二者协调指数(LPUH),分析区域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的时间演变特征;通过计算2010
年重庆市各区县的PUI、LUNI和LPUH,分析指数间关系,并结合区域特征将重庆市各区县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区,以
研究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发展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近10年,重庆市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低,城乡建设用地内

部结构不合理;②重庆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发展空间差异显著,且协调发展区少,分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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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突出

表现为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快于人口增长,两者发展不均衡[1-2]。因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研究较多,
主要包括:①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及协调对策研究,如胡伟艳等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人口城

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3],陶然等提出土地农转非市场化改革能够解决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匹配

问题[4];②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定与评价,如陈凤桂等采用协调发展度衡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

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5],范进等构建协调性指数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进行定量性测定[6]。总

之,现有成果为研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及协调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多数是从城镇化与建设用地的相

对增长关系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人口流动逐渐加快,
致使农村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给城乡土地利用配置和管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7]。大批农民转入

城市,农村土地空心化、撂荒等问题日渐突出。另外,由于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和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在制度上

给进城农民必要的生存保障[8],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正常的城市活动占用了城镇建设用地,但在乡村又不退出

农村宅基地,即在城乡人口间转化的同时,城乡间用地没有相应地转化,农村人口转移减少与农村居民点用地面

积缩减相脱节,造成“人地分离”,形成双重占地[9],使得城市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与农村建设用地粗放浪费矛盾

日益凸显。因此,从建设用地内部讨论城乡之间用地转化问题值得关注。
重庆直辖以来,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到2010年城镇化率达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我国统筹城乡

发展试点区,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突出[10-11]。由于存在城乡两种土地制度,农村居民

点用地并没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下降,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目前,重庆市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4672.77km2,其中农村居民用地面积为3581.1km2,约占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3/4,是城市和建制镇

用地的近5倍,人均达264.74m2,而城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67.98m2,仅为农村人均建设用地的1/4,农村居

民人均建设用地远大于城镇居民,农村人口在向城镇流动过程中产生了“两栖占地”现象,浪费了本来稀缺的土

地资源。
本文借助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和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指数[12],从城乡建设用地入手,研究20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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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非农化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区域特点,分析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PUI)、土地利用非

农化(LUNI)及二者协调指数(LPUH)空间分布差异性。以期为重庆节约土地资源,减少“两栖占地”,提高城乡

土地利用的效率,贯彻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一定的参考。

1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源

研究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基于2001—2010年重庆市人口和用地数据分析区域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

农化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及规律;利用2010年重庆市各区县人口和用地数据探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

化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研究中涉及到的重庆市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考虑到

2001—2002年人口统计口径与2003—2010年不同,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13-14],采用各区县后5年

(2003—2007年)城镇人口平均增长率修正了2001—2002年的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来自重庆市国土局的土地资

源及变更调查数据库。

1.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城镇化指数(PUI)、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LUNI)及人口城镇化与土地非农化协调指数(LPUH),
分析重庆市城镇化和土地利用非农化的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

1)城镇化指数(PUI)。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4个方面,其中,人
口城镇化是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向城镇地区的转移过程[15]。城镇化指数即城镇化率,具体反映人口由

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速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UI=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农村人口
(1)

2)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LUNI)。该指数为城镇所占有的建设用地与总城乡建设用地量的比值,其数值小

于1,可与用人口表征的城镇化率作对比分析。指数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反映建设用地内部的非农化利用水平,用
于探讨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用地合理转化和利用问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UNI=
城镇用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城镇用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2)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协调指数(LPUH)。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是指一定时期内人口城镇化

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定量匹配关系,即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非农化与土地的非农化进程是否一致,有无

偏差。人口城镇化与土地非农化协调指数(LPUH)即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与人口城镇化率之比,用于衡量这种

一致性。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相似的情况下,LPUH越大,说明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较高,二者增长速度大致相

当,土地利用结构的重心逐步向城镇建设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用地倾斜,建设用地在城乡之间的结构转化同人

口的城乡转移协调一致;LPUH越小,说明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不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

例较大,二者发展不协调[11]。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PUH=LUNI
PUI

(3)

2重庆市城镇化和土地利用非农化的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分析

2.1演变特征

选取2001—2010年的重庆市人口、城市用地、城镇用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等数据,分
别计算区域城镇化指数、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及二者的协调指数,由表1、图1可看出:

1)重庆市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不高,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不合理。2001—2010年重庆城镇化率、土地利

用非农化指数逐年上升,且发展趋势几乎呈平行状,致使10年间重庆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协调指数一直

处于0.62~0.7之间,虽呈小幅度的上升趋势,但变化不大,重庆市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不高。2001年重庆市农

村居民用地面积3639.09km2,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76.09%,农村居民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之比为

3.19∶1;到2010年,农村居民用地面积3562.15km2,占总面积的63.06%,农村居民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比

1.71∶1,农村居民用地比重始终较大,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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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发展不协调,两栖占地严重。2001年重庆市城镇人口1058.1万人,

2010年增长到1529.5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4.2%(图2);2001年农村居民用地3639.09km2,2010年为3
562.15km2,年均缩减率仅为0.22%(图3);人口城镇化率远大于农村居民用地缩减率,说明城镇化与农村居民

用地非农化发展失调。2001年重庆市城镇人均建设用地108m2,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05m2;到2010年,城镇人

均建设用地136m2,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63m2,10年间农村人均用地始终大于城镇人均用地。普遍进行的“撤
乡改镇”,逐渐开展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及逐步建立的土地利用管控体系,使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开始减少[7]。但数

量不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用地转移脱节,两栖占地严重。

表1 2001—2010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土地利用非农化及协调指数

Tab.1 PUI、LUNIandLPUHinChongqingfrom2001to2010

年份/年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城镇建设用地/km2 农村居民点用地/km2 PUI LUNI LPUH
2001 2829.21 1058.12 1143.707 3639.09 0.37 0.24 0.64
2002 2814.83 1123.12 1193.673 3636.47 0.40 0.25 0.62
2003 2803.19 1174.55 1262.820 3629.04 0.42 0.26 0.62
2004 2793.32 1215.42 1387.402 3613.91 0.44 0.28 0.64
2005 2798.00 1265.95 1478.451 3609.47 0.45 0.29 0.64
2006 2808.00 1311.29 1569.602 3603.88 0.47 0.30 0.65
2007 2816.00 1361.35 1651.142 3597.93 0.48 0.31 0.65
2008 2839.00 1419.09 1799.191 3579.10 0.50 0.33 0.67
2009 2859.00 1474.92 1937.770 3570.62 0.52 0.35 0.68
2010 2884.62 1529.55 2087.024 3562.15 0.53 0.37 0.70

     
    图1 2001—2010年重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            图2 2001—2010年重庆城镇人口

        非农化协调指数演变过程                     数量及增长过程

  Fig.1 ThedevelopmentofLPUHinChongqing           Fig.2 Theurbanpopulationandgrowthrateof
        from2001to2010                        Chongqingfrom2001to2010

2.2空间格局

图3 2001—2010年重庆农村居民用地及缩减过程

Fig.3 Theruralresidentiallandandreducedrate
ofchongqingfrom2001to2010

选择2001—2010年重庆市各区县数据,计算城镇化PUI、
土地利用非农化LUNI及二者协调指数LPUH,并利用GeoDa
软件中 MoranI系数来测度LPUH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显示

历年 MoranI系数值均为正,表明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的

相似性在区域空间上存在集群,该系数值呈递增趋势,集群性逐

渐增强,图4为2010年LPUH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结果。在空

间自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对2010年的城镇化PUI、土地利用

非农化LUNI及二者协调指数LPUH 进行多因素快速聚类分

析。结果显示,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格局相

符(图5),土地利用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格局有一定出入(图6),
二者协调性空间差异显著(图7),且空间格局随时间变化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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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重庆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总体表现为:渝东北、渝西部分地区低,渝东南及渝中部

分地区高。按照城镇化、工业化与土地非农化之间关系(图8),并参照协调指数,将重庆市各区县分为4大类型

区,即协调发展区、滞后发展区、人口滞后区及土地滞后区(表2)。

表2 2010年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关系

Tab.2 Th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changeandlandchangeforeachdistricts(counties)inChongqingin2010

类型
区县

个数

占总数

百分比/%

城镇化

指数PUI

土地非农

化指数LUNI

协调指

数LPUH
所属区县

协调发展区 7 20.00 0.733~1.0 0.587~1.0 0.841~1.0
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渝北区、大渡口区、九龙坡

区、沙坪坝区

土地滞后区 10 25.00 0.421~0.738 0.243~0.535 0.466~0.867
合川区、北碚区、璧山县、江津区、永川区、南川区、

涪陵区、巴南区、长寿区、万州区

人口滞后区 8 20.00 0.238~0.391 0.188~0.425 0.907~2.150
城口县、丰都县、武隆县、酉阳县、秀山县、黔江区、

石柱县、彭水县

滞后发展区 13 35.00 0.254~0.415 0.230~0.378 0.449~0.780
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綦江区、梁平县、忠
县、垫江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

图4 2010年重庆市LPUH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4 MoranIofLPUHinChongqing,2010

  1)协调发展区。区域包括渝中区、江
北区、南岸区、渝北区、大渡口区、九龙坡

区、沙坪坝区等7个区县,其余均属重庆定

位的都市功能核心区,位于重庆中部,占县

域总数的18%,城镇化率大于73.3%,城
乡建 设 用 地 中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比 例 大 于

58.7%,二者协调指数大于0.84。总体特

征为城镇化、工业化水平高,土地利用结构

合理,农村居民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重

小,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高。

2)土地滞后区。区域包括北碚区、渝
北区、巴南区等10个区县,除万州区以外,
其余均分布在渝西地区,城镇化率均高于

42%,土地利用非农指数均低于0.54,土
地滞后于人口,二者发展不平衡。渝西地

区受重庆经济核心区的辐射作用,工业化、
城镇化速度快,而万州区作为重庆打造的

第二大城市,经济基础好,城镇化水平高。
这些区县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促进了农村产

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但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村居

民用地数量较大,土地利用非农化水平低。
如巴南区2001城镇化率39.1%,2010年城镇化率为72.9%,年均增长8.64%,2001年巴南区农村居民用地面

积100.11km2,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9.50%,2010年农村居民用地88.87km2,占总面积56.71%,比2001
年减少21.24km2,年均递减率2.25%,远低于城镇化增长率。另外,各区县为了经济发展,扩大招商引资,工业

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乡村工业化的布局分散,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离土不离乡”的特点,造成两栖占地的

现象严重。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且占地面积大,致使土利用效率低下,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不高。

3)人口滞后区。区域包括石柱县、丰都县、武隆县、酉阳县等8个区县,除城口在渝东北以外,其余均属于渝

东南。该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是全国为

数 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山高坡陡,地貌结构复杂,岩溶发育典型,生态环境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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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年重庆市城镇化空间分布图

Fig.5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PUI,2010

弱,自然灾害频繁,是重庆交通最不发达、
农业条件差和经济发展条件落后的地区。
农村人口多,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低,而土

地城镇化先行,使得区域土地利用非农化

指数相对较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

镇化。

4)滞后发展区。该类型区县域数量

最多,且分布广,包括重庆西部潼南县、铜
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等,南部的綦江以及

东北部的梁平县、忠县、垫江县、开县、云
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巫
山县等13个区县,占县域总数1/3以上。
区域受区位、地形和库区建成的影响,经
济发展基础薄弱,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主要靠外出打工,乡镇企业规模小,带动

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效应甚微,区域以

种植业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尚未改变,土
地利用非农化转化与城镇化人口转移不

协调,区域PUI、LUNI及LPUH 三大指

数偏低,总体表现为缓慢的滞后发展。如

位于渝东北的巫溪县2010年城镇化率仅

图6 2010年重庆市土地非农化空间分布图

Fig.6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LUNI,2010

25.40%,城 乡 建 设 用 地 总 面 积 83.33
km2,农村居民用地面积72.16km2,占城

乡建设用地的86.59%,城镇化与土地非

农化水平低,二者协调指数为0.53,发展

不平衡。

3结论与讨论

1)从时间演变上看,2001—2010年重

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非农化指数

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二者协调指数也有

一定提高,但幅度小,协调指数一直位于

0.62~0.70之间,处于失调状态。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重庆市城镇化、工业化水平

不断提高,非农用地数量逐年上升,但用

地结构不合理,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大而分

散,降低了土地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

程度。城镇增人增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

城乡建设用地发展态势使得农村空心化

加剧、土地供需矛盾凸显,也为坚守耕地

红线带来巨大压力。城乡二元制度体系

是造成重庆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用地变

化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后难以获得固定工作和各种公共福利,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在今后发展

中,应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给予农民真正的城市公民待遇,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控体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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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0年重庆市土地与城镇化协调分析图

Fig.7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LPUH,2010

进农村废旧宅基地的整治,科学调控农村

人口快速减少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用地变

化,促进区域健康城镇化。

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城镇化和

土地利用非农化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
在相同土地管理制度下,自然地理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

综合差异造成了人口非农化和用地非农

化的区域差异。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

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格局相符,渝中都市

区及渝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城
镇化水平高;而渝东北、渝东南经济和产

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水平偏低,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的分布特征则与经

济发展格局有一定出入,尽管经济综合水

平低,城镇化水平低,但土地非农化水平

较高,如位于渝东南的彭水县。就人口城

镇化与土地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

格局而言,重庆市各区县中,协调发展区

仅7个,数量少,主要分布于重庆中部都

 图8 城镇化、工业化与土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

Fig.8 Th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
changeandlandchange

市区,其余31个区县均存在人口或土地发展滞后问题,协调发

展水平偏低。由于空间差异的存在,在进行人口城镇化与农村

居民用地整治的具体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区域人地关系差异,实
现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科学推进。

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

入手,分析了近10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非农化发展

演变规律和特征,以及不同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的类型区

在空间上的差异性,虽存在一定不足,但对重庆市城镇化过程中

因地制宜地进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城乡土地合理利用,减
少两栖用地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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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heResearchofTemporalandSpatialCharacteristicsofDevelopmentbetweenLandUse
ChangeandPopulationChangeinChongQingintheLast10Years

ZHANGHong1,3,LIYuechen2,WANGYang1,3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

2.CollegeofComputerandInformation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

3.KeyLaboratoryofGISApplication,ChongqingMunicipalEducationCommission,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e'PopulationUrbanizationIndex'(PUI)、the'LandUseNon-farmIndex'(LUNI)andthe'Land-populationUrbaniza-
tionHarmonyIndex'(LPUH)werecalculated,basedonthepopulationandlandusedatainChongqingfrom2001to2010.These
threeindexeswereusedtomeasureth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change(peoplefromruralareastourbanareas)andland
change(landfromtobeusedforagriculturetousedforconstruction)from withintherural-urbanconstructionlandusein
Chongqinginthelast10years.Atthesametime,thepopulationandlandusedataforeachdistricts(counties)inChongqingin2010
wereusedtocalculatePUI,LUNIandLPUH.Theresultsasfollows:(1)Duringthelast10years,thestandardoflandusenon-
farmwerelowinChongqing,andtheinternalstructureoftherural-urbanconstructionlandusewereunreasonable.(2)Thedevel-
opmentbetweenpopulationchangeandlandchangehassignificantspatialdifferencesinChongqing.Veryfewdistrictsdevelopcoor-
dinately,andthespatialdistributeconcentrate.
Keywords:ruralresidentialland;urbanization;landusenon-farmindex;coordinatedevelopment;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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