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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重庆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和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格局,将重庆辖区

内４０个区县(自治县)划分为４个研究区域(主城区、环主城区、渝东北和渝东南),从要素投入视角探讨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年间重庆市辖区范围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４个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总投入密度、资本投入密

度、劳动投入密度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程度．研究结果表 明,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

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具有同步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土地要素投入密度也越高,一小时经济圈(主

城区、环主城区)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大于两翼地区(渝东南、渝东北),年均增长速度大小顺序存在渝

东南,渝东北,环主城区和主城区．城镇土地要素投入密度的提升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结果,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

比例和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在时间序列上呈“剪刀差”,主城区、渝东南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大于环主城区、渝

东北．在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和工业化高级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城镇土地资本投入驱动,而

在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城镇土地劳动投入驱动效应更为明显．因此,保持资本、劳动要素投入是稳步提升城镇土

地集约度的前提,而适度控制城镇土地扩张速度则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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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利用问题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成为一种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得到西方国家学者更多的重视．地租理论、边际收益递

减理论、区位理论以及精明增长等城市规划理念都涉及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１－２]．国外有关“集约”
概念最早来自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业土地利用的研究,认为集约利用是级差地租产生

的原因[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土地集约或粗放利用的本质是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与土地要素间的替

代[４],以此反映土地利用系统中资源配置状况．国内学者主要从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出发,从“投入－产

出效率、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５－６],认为区位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增量供给等因素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因素[７－１０];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程度具有显著空间差异[１１－１２]．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日益膨胀,但粗放利用、闲置以及废弃现象严重．在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背景下,通过内涵挖潜,提高存量土地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之一．城镇土地要素(资本、劳动)投入

水平是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从资本劳动要素投入视角,尤其是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下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变化趋势进行剖析,从时间尺度探讨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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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揭示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与经济发展内在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选择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位于１０５°１７′－１１０°１１′E,２８°１０′－３２°１３′N之间,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

平原的过渡地带,土地总面积８２３万km２,南北长４５０km,东西宽４７０km．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中低山

和丘陵为主,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６４％,多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山地占２６％,多分布在南部和北部;平坝

和台地占１０％,多分布在“三江”(长江、嘉陵江、乌江)沿岸;全市自然地理条件区域性明显,差异显著．全

市共辖１８个区,２２个县(自治县);２０１０年全市常住人口２８８４６２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５２９５５万人,乡

村人口１３５５０７万人,城镇化率为５３００％．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７９２５５８亿元,按常住人口

计算,人均 GDP达到２７５９６元．重庆市不同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其他３大直辖市单一大城市,其规模

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具有“直辖市体制、中等省架构”特征,欠发达、经济实力弱小的主城与大面积的

落后农村地区并存,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多民族聚居的结合体,二元经济结构典型,城乡差距、区

域差距十分突出[１３]．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包括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１３年间重庆市行政辖区内４０个区县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土地利用数

据,其中经济统计数据为城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万元);土地利用数据为城镇工矿用地面积(hm２)．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９
－２０１１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重庆市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报

告(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１３　研究方法

本文从要素投入视角界定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劳动投入密度,把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定义为:

DC ＝
F
A

(１)

其中:DC 为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K 为城镇土地固定资产投资额;A 为城镇土地面积．
城镇土地劳动投入密度定义为:

DL ＝
W
A

(２)

其中:DL 为城镇土地劳动投入密度;A 为投入到城镇土地上的二三产业劳动力金额．
在计算过程中,通过统计年鉴整理出各年度城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年均工资水

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根据物价指数分别计算得到当年劳动投入密度和资本投入密度;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

度和劳动投入密度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为计量单位,将上述价值形态的投入密度统一为一个综合

指标,即城镇土地资本劳动总投入密度D．对于较长时间序列的计算,较为简便的方法是将资本投入密度、
劳动投入密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求其算术平均值．由于本文把资本、劳动力都转化为同一量纲下的价值形

态,故可将资本和劳动力价值的直接相加得出某一年直接投入在城镇土地中资本和劳动的总价值．

D＝
(F＋W)

A
(３)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镇资本劳动投入密度的发展变化规律,弄清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构成情况,
本文引入城镇土地资本劳动投入密度比例概念．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α、劳动投入密度比例β分

别定义为:

α＝
DC

D ×１００％ (４)

β＝
DL

D ×１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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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及其要素投入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已有的研究表明[１４－１５],影

响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城镇建设用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

产出率的演变规律基本吻合．人均 GDP与经济发展的许多主要因素都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区域间比

较的重要意义．在发展经济学中一般将人均 GDP作为近似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１６],该

指标有着非常直接的福利含义并可以近似替代人均收入,与地区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

速度差异的方法上,引入人均 GDP相对发展率作为测度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１７]．
本文通过计算重庆辖区内４０个区、县(自治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间人均 GDP及其相对发展率,运用SPSS软

件中的分层聚类分析方法,参照有关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１８],按照欧氏平方距离测算距离方法对重庆市

４０个区、县(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行聚类分析(表１)．从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发展阶段来看,重庆市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除重庆主城核心区为工业化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外(一共有１４个区县,占全

市区县总数的３５％),绝大多数数区、县(自治县)均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一共有２６个区

县,占全市区县总数的６５％)．综合考虑重庆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历史等多种因素和

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将重庆辖区内４０个区、县(自治县)划分为３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即“前工

业化向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工业化初级向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工业化中级向工业化高级发展阶段”．其

中主城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９区)代
表“工业化中级向工业化高级发展阶段”;环主城区(万盛区、双桥区、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

昌县、璧山县、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长寿区、涪陵区等１４区县)代表“工业化初级向工业化中

级发展阶段”;渝东北(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
巫溪县等１１区县)代表“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渝东南(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县、秀山县、酉

阳县、彭水县等６区县)代表“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
表１　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经济发展阶段 划分标准 区　　县　　名　　称

前工业化阶段 人均 GDP＜１２０００元
城口县　丰都县　开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酉阳县　彭水县

相对发展率＜０５０

工业化初级阶段 １２０００元≤人均 GDP＜２４０００元
万盛区　綦江县　潼南县　铜梁县　荣昌县　璧山县　江津

区　合川区　永川区

０５０≤相对发展率＜１００
长寿区　梁平县　垫江县　忠县　黔江区　武隆县　石柱县

　秀山县

工业化中级阶段 ２４０００元≤人均 GDP＜４８０００元
江北区　沙坪坝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大

足县　长寿区　涪陵区

１００≤相对发展率＜２００ 万州区

工业化高级阶段 ４８０００元≤人均 GDP＜９００００元 渝中区　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双桥区

相对发展率≥２００

　　从４个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１３年间人均 GDP(元)来看(表２),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处于

不同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阶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主城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２０１０年人均 GDP达到

４８２２８８４元;环主城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２０１０年人均 GDP达到２５８７０１５元;渝东北和渝东南靠

后,２０１０年人均 GDP分别达到１６２８８０１元和１５４３８２１元．但从４个区域１３年间人均 GDP年均增长

率来看,主城区年均增长率为１３４０％,其他３个区域分别为１４７３％,１６３５％和１６２０％;主城区人均

GDP与其他３个区域人均 GDP差异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１７倍、４１３倍、４２９倍缩小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６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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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倍和３１２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重庆市辖区内４个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有缩小趋势．
表２　重庆市各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间人均GDP变化 元　

名称 主城区 环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１９９８年 ９４０３３０ ４３３３４５ ２２７４７５ ２１９１６７
１９９９年 ９８６３７５ ４６４９８９ ２３８００８ ２３４８７９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７９１４６ ４９５４８５ ２５９１７９ ２４５５５６
２００１年 １２０６４７７ ５４８０１１ ２８６９７２ ２７１６８５
２００２年 １３４６２１７ ６１３３６９ ３２２８９９ ３０４２３３
２００３年 １３８０７１５ ８１７４１０ ４３９５５７ ４０５３１８
２００４年 １６０３６３５ ９６９６６１ ５１８６４７ ４９０５５９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４４５００ １０７８４６６ ６０８１３９ ５９２７３９
２００６年 ２２７８１３８ １１９１９００ ６７１２５７ ６５１８１２
２００７年 ２６９８５８０ １４３５８２４ ８２６３６７ ８１６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 ３２８６４５４ １７７７４８３ １０３４７１３ １０２２５９４
２００９年 ４２９９９１３ ２０９０４６０ １３０３７９４ １２７５５８２
２０１０年 ４８２２８８４ ２５８７０１５ １６２８８０１ １５４３８２１

２２　重庆市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变化趋势分析

从重庆市各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变化来看,随着资本、劳动等要素

投入不断增加,各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均呈增长趋势(表３)．主城区城镇土地资本劳动

要素总投入密度平均值为３２７１９万元/hm２,环主城区为３３１６６万元/hm２,渝东北和渝东南分别为

３４０８４万元/hm２ 和３０９９０万元/hm２,１３年间各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总投入密度与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变化趋势具有同步性．但由于经济投入增长速度和城镇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间城

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总投入密度、劳动投入密度和资本投入密度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环主城

区和渝东北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年均增长速度基本相当,其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资本投入密

度和劳动投入密度年均增长速度也保持一致;主城区和渝东南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劳动投

入年均增长速度,其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劳动投入密度年均增长速度;４个区域城镇土地

面积年均增长率大小顺序存在环主城区,主城区,渝东南和渝东北,劳动、资本要素投入年均增长率大小顺序

存在渝东南,环主城区,渝东北和主城区,区域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年均增长速度大小顺序存在渝东南,渝东

北,环主城区和主城区．从４个区域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年均变化趋势可知,稳步提升城镇土地资本劳动总投

入密度,保持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是前提,适度控制城镇土地扩张速度是关键．
表３　重庆市各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变化 /(万元hm－２)　

名称
总投入密度

主城区 环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劳动投入密度

主城区 环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资本投入密度

主城区 环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１９９８年 １１８８１ １０９４７ ９９２９ ５１０９ ４０９３ ３７９４ ３４４４ １６９１ ７７８８ ７１５３ ６４８５ ３４１８
１９９９年 １２８８９ １０６７５ １０７５２ ６５７３ ４０３２ ３１７８ ４４４１ ２２５５ ８８５７ ７４９７ ６３１１ ４３１８
２０００年 １４６０８ １６４７１ １５０３０ １０９０２ ５１０１ ８２３５ ７２０１ ５６３８ ９５０７ ８２３６ ７８２９ ５２６４
２００１年 １９１２５ １９６５４ １９４６０ １７５５４ ７２２９ １０４６０ １０２７６ ７２６９ １１８９６ ９１９４ ９１８４ １０２８５
２００２年 ２１８０５ ２２９６９ ２４３１０ ２２１４８ ８６６２ １１７９４ １２２８４ ８０８４ １３１４３ １１１７５ １２０２６ １４０６４
２００３年 ２５３５９ ２７０４６ ２７９１９ ２４１４４ ９５８４ １３６９５ １３５１５ ８８５４ １５７７５ １３３５１ １４４０４ １５２９０
２００４年 ２９５１８ ２８９１１ ２７２８３ ２６９９２ １０２８３ １４３２５ １３１４７ １０７９４ １９２３５ １４５８６ １４１３６ １６１９８
２００５年 ３４８８９ ３１５７２ ３１９１９ ３０８０７ １２３５６ １５４６２ １５１１８ １０１７７ ２２５３３ １６１１０ １６８０１ ２０６３０
２００６年 ３９６９２ ３５４１９ ３３８４６ ３５８９０ １３４８９ １７４８５ １４７９６ １１３２４ ２６２０３ １７９３４ １９０５０ ２４５６６
２００７年 ４６２４９ ４２３３６ ４３５８５ ４７６３４ １５７１７ ２００６６ １８９０７ １５３４４ ３０５３２ ２２２７０ ２４６７８ ３２２９０
２００８年 ５１０７１ ５１２４８ ５６７９８ ５７２７５ １８０１８ ２１４８５ ２３３９５ １７９７１ ３３０５３ ２９７６３ ３３４０３ ３９３０４
２００９年 ５５８５９ ６０６０３ ６５１４２ ５４６２３ １９０７１ ２３０８８ ２４３２８ １５７１０ ３６７８８ ３７５１５ ４０８１４ ３８９１３
２０１０年 ６２４０１ ７３３０５ ７７１１５ ６３２１４ ２１４１４ ２５４０５ ２６７３９ １６６３０ ４０９８７ ４７９００ ５０３７６ ４６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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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重庆市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内在差异分析

对重庆市各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间城镇土地劳动投入密度比例、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变化趋势分析得

知(图１),各区域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平均值分别为６４７８％,５５４１％,５６０４％和６４８５％,城

镇土地总投入密度的提升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结果;各区域城镇土地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平均值分别为

３５２２％,４４５９％,４３９６％和３５１５％,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呈减小趋势．在时间序列上,４个区域城镇土

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和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呈“剪刀差”状;主城区、渝东南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大

于环主城区和渝东北,反之,主城区、渝东南城镇土地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则小于环主城区和渝东北．相

对而言,重庆市主城区和渝东南片区城镇土地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而环主城区和与东北片区城镇土地

则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

图１　重庆市各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间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比例变化趋势

２４　重庆市经济发展与城镇土地要素投入关联性分析

重庆市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土地要素投入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分析其内在联系,将经济发展

水平指标人均 GDP(y)作为因变量,城镇土地要素投入指标资本投入密度(x１)、劳动投入密度(x２)作为自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４)．结果显示,主城区、渝东南、渝东北区域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是促进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的主要驱动指标,环主城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则受到城镇土地资本、劳动投入密度的双重驱动．
说明在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和工业化高级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城镇土地资本投入驱

动,而在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城镇土地劳动投入驱动效应更为明显．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

镇土地资本要素投入对劳动要素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越为显著．
表４　重庆市各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土地要素投入回归分析主要指标统计 /(万元hm－２)　

因变量 自变量 区域名称 回　归　方　程 R２

人均 GDP(y) 资本投入密度(x１) 主城区 y＝００１３６x１－０００５２x２－０１４１１ ０９３８１

环主城区 y＝０００４４x１＋０００１９x２＋０００９４ ０９９６４

劳动投入密度(x２) 渝东北 y＝０００３３x１－００００２x２＋００３２１ ０９９６０

渝东南 y＝０００４６x１－０００４８x２＋０１５８２ ０９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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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对重庆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４个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１３年间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

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得出:区域城镇土地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密度与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变化趋势具有同步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也越高;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

的提升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结果,城镇土地资本投入密度比例和劳动投入密度比例在时间序列上呈“剪
刀差”状;由于经济投入增长速度和城镇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间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
劳动投入密度和资本投入密度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和工业化高级发展

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城镇土地资本投入驱动,而在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城镇土地劳

动投入驱动效应更为明显．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保持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是稳步提升城镇土地总投入密度的前提,而适度控制

城镇土地扩张速度则是关键．因此,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区域城镇土地固定资产投资门槛,探索城镇土地

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比例等是促进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之一．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

动态性,应防止城镇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过渡集聚而产生其他负面效应[１９]．同时,城镇土地利用的本质

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有学者认为分析城镇土地利用最恰当的工具是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和生产函数方

法[２０],对城市生产过程中其他要素投入影响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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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Differencein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
ofUrbanLandUnderDifferentLevelsofEconomic

DevelopmentinChongqing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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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economic,social,natural,historicalandregionaleconomicspatialdevelopment
patternsinChongqing,thefortydistricts/countiesofthemunicipalityisdividedintofourareas,namely,

themaincityarea,themaincityＧsurroundingarea,thenortheastareaandthesoutheastareaofChongqing．
Fromtheperspectiveofinputfactors,thispaperdiscussestherelationshipsbetweenthechangetrendsof
thetotalurbanland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capitalinputsdensity,laborinputsdensityandthe
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ofthefourareasinChongqingduring１９９８－２０１０．Theresultshowsthat
theurbanland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developssynchronicallywithsocioＧeconomicdevelopment,

inotherwords,themoredevelopedthesocioＧeconomyinanareais,themoredevelopedtheurbanland
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willbe．Theurbanland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isgreaterinthe
“oneＧhoureconomiccircle”(themaincityarea＋themaincityＧsurroundingarea)thanthatintheother
twoareas．andtheannualgrowthrateappearsintheorderofthesoutheastarea＞thenortheastarea＞
themaincityＧsurroundingarea＞themaincityarea．Thecapitalinputisanimportantdrivingfactorfor
theascensionofurbanlandcapitalandlaborinputsdensity,andtheurbanlandcapitalcontributionforms
ascissorsdifferencewiththelaborinputscontributioninthetimeseries．Thecapitalinputsdensityratioin
themaincityareaandthesoutheastareaofChongqingisgreaterthanthatinthemaincityＧsurroundingarＧ
eaandthenortheastarea．Insummary,tomaintainthecapitalinputandlaborinputisthepremiseofthe
steadyimprovementoftheurbanlandintensivedegrees,whiletomaintainamoderatetownlandexpansion
speedisthekeypoint．
Keywords: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urbanland;intensiveutilization;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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