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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城乡建设用地与
人口时空演变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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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与人口的城镇化失调已久,厘清内在的变化机理,是协调人地结构矛盾的迫切需求.本文以重庆市璧山

区为例,采用增长弹性系数法,利用2004-2014年的城乡建设用地和人口数据,分析二者的关系演变轨迹.研究结

果表明:1)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率182.5%,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率4.12%,二者增减幅度差距大;2)城镇人地增长

弹性系数为1.81,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快于人口增加,有土地城镇化倾向,且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3)农村

人地增长弹性系数为0.17,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慢于农村人口的析出;4)城镇人地关系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剧烈的

地区分布存在一致性,形成以璧山主城为中心的向相邻街镇震荡的环形格局.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减决定了农村人地

关系是否协调,应加强对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整治.另外,应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

关 键 词:土地资源;人地关系;弹性系数;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9868(2017)11 0120 07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过程,涉及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迁徙、城乡土地转化、空间资源重新配

置、政府治理转化等方面[1],主要体现在物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两个方面[2].物的城镇化主要指城市规

模扩张、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其核心是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主要指农村人口向城镇

转移并不断市民化.城镇化应是这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人口“半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扩张”[3]问题十分突出,存在着以城市扩张替代城镇化的现象,城镇化总体有泡沫化倾向[4].
我国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二者并不完全同步,甚至几乎分离[5-6].随着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刘易斯拐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城镇“化地不化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将严重制约现代化发展,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早期研究多以单一的土地或者人口要素为视

角,土地要素研究多集中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涉及城市扩张及其驱动机制[7-9],城市建设用地、农村

居民点、耕地三者间的转化[10-12],并进一步引发城市规模、布局与优化的探讨[13-14],“空心村”的忧

虑[15];人口要素研究多是人口转移及其特征和动因分析[16]、城市人口规模预测[17]、农业人口市民化研

究[18],其中推拉理论应用较多.后期的研究逐渐将人口和土地要素结合分析,采用统计和空间定量法分

析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的耦合状态[19],应用“脱钩理论”分析城乡建设用地与人口变化的耦合关

系[20],并有“人地挂钩”对策的探讨[21-22].学界现阶段研究中重视人口因素并将其与土地因素联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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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不多,有很多从全国及省级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而将城乡人地关系变化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鲜

见,城乡人地关系作为城镇化中的子系统,与之具有很强的联系性.本文以城镇化较快的重庆市璧山区

为例,通过梳理其城乡人地关系演变轨迹,将城镇人地关系变化特征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特征进行对

比,以期为平衡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地关系提供科学分析依据.

1 研究区、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璧山区位于重庆市以西,距重庆主城37km,东经106°02'-106°20',北纬29°17'-29°53'.东邻沙坪坝

区、九龙坡区,南界江津区,西连铜梁区、永川区,北接合川区、北碚区.璧山区是渝西经济走廊带重庆首

站,被定位重庆市为“1小时经济圈、半小时主城区”.该区幅员面积914.56km2,辖6个街道,9个镇,50
个社区,137个行政村.2014年总人口为63.8万人,年末常住人口约72万人,户籍城镇化率为44.0%,城

区建成区面积46.16km2.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包括城乡建设用地数据和城乡人口数据,城乡建设用地数据来自于璧山区国土局提供

的2004-201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城乡人口数据来源于《璧山区统计年鉴(2004-2014)》.其中,

城镇建设用地主要为城市和建制镇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主要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城乡人口按居住地

划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按户籍划分为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根据以往类似研究表明二者总体差别

不大[19],为简化分析,本文采用前者分类方法.综合运用城乡建设用地与人口数据进行“人地关系”分

析,方便将城镇“人地关系”变化特征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特征进行对比,有利于揭示城乡“人地关系”

之间的联动变化脉络.

1.3 研究方法

1.3.1 增长弹性系数

根据已有文献对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的研究成果[2,4],本文借鉴增长

弹性系数,即建设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值,定量分析研究期间城乡建设用地与城乡人口之间的变

化关系.以增长弹性系数来反映建设用地和人口在增长率上的变化比例,反映建设用地变化与人口变化是

否相适应:

增长弹性系数=
ΔC
CT
/ΔP
PT

×100%

式中:CT,PT 分别表示研究期末年份的建设用地总量和人口总量;ΔC,ΔP 分别表示建设用地变化量和人

口变化量(ΔC 等于研究期末年份的建设用地面积减去研究基期年份的建设用地面积;ΔP 等于研究期末年

份的人口数量减去研究基期年份的人口数量).本文分别对城镇建设用地与人口的增长弹性系数、农村建设

用地与人口的增长弹性系数进行计算.为方便区分,将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量、城镇人口变化量分别用ΔCU,

ΔPU 来表示,以CUT,CCT分别代表研究期末年份的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和农村建设用地总面积;将农村建

设用地、农村人口分别用ΔPC,ΔCC 来表示,以PUT,PCT分别代表研究期末年份的城镇人口总量和农村人

口总量.该系数值为1,表明建设用地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

1.3.2 增长弹性阈值

一个领域或系统的界线称为阈,阈值指临界值.为了评判城镇建设用地和人口变化的协调程度,本文

采用增长弹性阈值对其进行划定.增长弹性阈值是指建设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比值的控制标准,当人

地增长弹性系数偏离阈值,应当引起预警.这里使用总体平均增长率比较,分为两种情况:① 城镇人地增

长弹性阈值,其中一个临界点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与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

口数量百分比的比值;② 农村人地增长弹性阈值,其中一个临界点为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占城乡建设用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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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百分比与农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百分比的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乡建设用地 人口变化总体特征

由图1可知,由于城镇发展用地需求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速度较快,十年间增加了

29.82km2,增长率为182.5%.在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减少规模较小,为3.27km2,减少率为4.12%,

速率缓慢.其中,农村居民点复垦面积为1.41km2,也即农村建设用地自然减少规模只有1.86km2.据
此可见,城镇建设用地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

图1 2004-2014年璧山区城乡建设用地变化趋势

2004到2014年,璧山区城镇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农村人口规模逐渐下降.由于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

净迁入量较低,城镇人口增加数量与农村人口减少数量大致相当.理论上,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

的增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扩大,农村建设用地应

该随之减少.然而,从上述分析得到,璧山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规模并不匹

配,二者变化速率严重失调,导致城乡“人地关系”失调.
2.2 增长弹性阈值划定结果

经过计算,璧山区城镇人地增长弹性阈值为0.86,农村人地增长弹性阈值为1.11,城乡建设用地及人

口数据如表1所示.当增长弹性系数为1时,人地关系变化处于最协调阶段.因此,城镇人地增长弹性阈值

区间为[0.86,1],农村人地增长弹性阈值区间为[1,1.11],在此范围内,表明人地关系协调.人地关系类

型划分及其阈值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城乡人地关系类型划分、阈值和特征

城镇人地

关系类型

增长弹性系

数阈值区间
特  征

农村人地

关系类型

增长弹性系

数阈值区间
特  征

负向失调区 [-1,0]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减少,

城镇人口增加
重度失调区 (-∞,0]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呈

反方向变化

轻度失调区 (0,0.86)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速率

慢于人口
轻度失调区 (0,1)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速率

小于人口

协调区 [0.86,1]
城镇建设用地与人口增

加速率相当
协调区 [1,1.11]

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减

少速率相当

粗放利用区 (1,+∞)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速率

过快
集约利用区 (1.11,+∞)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速率

大于人口

2.3 城镇人地关系增长弹性系数分析

2.3.1 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总体增长弹性系数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土地城镇化速度相比于人口城镇化而言要适度提前[23],但二者之比不能太大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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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建设用地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虽然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条件,但增长比值超过1.11后会造成城市

土地利用的效率低下或闲置.反之,如果土地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将造成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生活

质量下降等“城市病”.通过计算,2004到2014年,璧山区城镇人地增长弹性系数为1.81,总体上,城镇人

口低于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后者几乎为前者的2倍.这表明,城镇地区的人口集聚效应不够,没有充

分发挥人口容纳潜力,城镇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存在过度的土地城镇化的倾向.
2.3.2 基于街镇分类的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增长弹性系数

对不同镇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城镇建设用地 人口增长弹性系数在[0.86,1]的只有青杠街道,城镇

人地关系处于协调状态;增长弹性系数值大于1的有3个街镇,即璧城街道、大兴镇和正兴镇,说明三者城

镇建设用地快于城镇人口增加的速度,城镇人地关系处于粗放利用区,其中主城街道璧城街道的弹性系数

最高,达到1.90,远远超过其他街镇;其余街镇的增长弹性系数值都小于0.86,占到9/13,也即其城镇人

口的快于城建设用地的增长速率,城镇人地关系处于重度失调区(表2).
表2 基于街(镇)分类的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增长弹性系数情况

街镇类型 街(镇)
年均城镇建设

用地增长率/%

年均城镇人口

增长率/%

增长弹

性系数

城镇人地

关系分区

主城街道 其中:璧城街道 31.62 16.6 1.90 粗放利用区

青杠街道 7.14 7.9 0.90 协调区

重点街镇 其中:丁家街道 1.90 6.25 0.30 重度失调区

大路街道 22.95 27.9 0.82 重度失调区

大兴镇 20.45 12.41 1.65 粗放利用区

福禄镇 4.90 23.93 0.20 重度失调区

一般镇 其中:正兴镇 14.37 13.15 1.09 粗放利用区

八塘镇 4.28 13.86 0.31 重度失调区

七塘镇 -2.74 12.90 -0.21 负向失调区

河边镇 14.46 25.78 0.56 重度失调区

广普镇 1.51 5.09 0.30 重度失调区

三合镇 0.04 27.23 0.001 重度失调区

健龙镇 0.00 4.80 0 重度失调区

  注:主城区街道包括璧城街道、青杠街道;重点街(镇)包括丁家街道、大路街道、大兴镇、福禄镇;一般街(镇)包括:正

兴镇、八塘镇、七塘镇、河边镇、广普镇、三合镇、健龙镇.

2.4 农村人地关系增长弹性系数分析

2.4.1 农村建设用地 农村人口总体增长弹性系数

通过计算,璧山区农村建设用地 人口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7,表明农村人口与农村建设用地变化呈

现协同趋势,即农村人口析出,农村建设用地随之减少.然而,总体上,农村建设用地转换的速率远远低于

农村人口减少的速率.随着璧山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业流动人口的流动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不同

于改革开放初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到家乡附近的城镇务工.十年间,农村人口减少数量11.48万

人,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占用面积从168m2 增加到了213m2.据此可知,农村建设用地与农村人口的变化

关系已经严重脱钩[24].
2.4.2 基于街镇分类的农村建设用地 农村人口增长弹性系数

从各街镇的分类分析看(表3),农村人地增长弹性系数为正值的街镇占到7/13,增长弹性系数为负值

的街镇为6/13,这说明,农村建设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脱钩的街镇几乎占到了一半,这些街镇在农村人口

析出的同时,农村建设用地不减反增,出现“人地倒挂”.
从增长弹性系数的值看,全区只有大兴镇和三合镇的值满足增长系数阈值[1,1.11],农村人地关系处

于协调区;此外,广普镇的增长弹性系数值为4.94,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较好.其余各街镇的情况

都恰好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其中,璧城街道、青杠街道、福禄镇和正兴镇的增长弹性系数值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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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人地关系处于轻度失调,也即在农村人口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建设用地的转换速

率慢于农村人口的下降速度;丁家街道、大路街道、八塘镇、七塘镇和健龙镇的增长弹性系数值在[-1,

0],农村人地关系处于重度失调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变化朝着相反的方向,即农村人地关系出

现“人地倒挂”现象;而河边镇的增长弹性系数值大于-1,其农村人地关系已经严重失调,农村建设用地增

加的速度反而超过了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
表3 基于街(镇)分类的农村建设用地 农村人口增长弹性系数情况

街镇类型 街(镇)
年均农村建

设用地增长率/%

年均农村人口

增长率/%

增长弹

性系数

农村人地

关系分区

主城街道 其中:璧城街道 -2.09 -5.77 0.36 轻度失调区

青杠街道 -0.20 -5.39 0.04 轻度失调区

重点街镇 其中:丁家街道 0.77 -0.95 -0.81 重度失调区

大路街道 0.23 -3.08 -0.07 重度失调区

大兴镇 -0.92 -0.83 1.11 协调区

福禄镇 -1.44 -1.57 0.92 轻度失调区

一般镇 其中:正兴镇 -0.78 -1.48 0.53 轻度失调区

八塘镇 0.28 -2.14 -0.13 重度失调区

七塘镇 0.70 -0.84 -0.83 重度失调区

河边镇 2.86 -2.45 -1.17 重度失调区

广普镇 -2.62 -0.53 4.94 集约利用区

三合镇 -1.65 -1.55 1.06 协调区

健龙镇 0.48 -1.58 -0.30 重度失调区

  注:主城区街道包括璧城街道、青杠街道;重点街(镇)包括丁家街道、大路街道、大兴镇、福禄镇;一般街(镇)包括:正

兴镇、八塘镇、七塘镇、河边镇、广普镇、三合镇、健龙镇.

2.5 城镇人地关系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空间格局比较

从图2中看,璧山区城镇人地关系变化和农村人地关系变化显著的街镇空间布局颇为相似,大致形

成了以璧山区主城为圆心,向相邻街镇震荡的环形格局.一方面,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联动变化较为

剧烈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璧中地区和璧东地区,为璧城街道、青杠街道、大兴镇和正兴镇;农村建设用地

农村人口联动变化剧烈的地区为璧中地区、璧东地区,还有璧南地区,璧中地区和璧东地区为璧城街

道、青杠街道、大兴镇、正兴镇和福禄镇,这与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联动变化剧烈的地区有着明显的

一致性,璧南地区为广普镇和三合镇.另一方面,城乡人地关系处于双严重失调区的为丁家街道、大路

街道、八塘镇、七塘镇、河边镇和健龙镇,因此,要加强这6个街镇的农村居民点复垦和整理,推动农村

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3 结 论

1)2004到2014年间,璧山区农村人口不断析出转移进城,城镇人口持续增加,而城镇建设用地的增

加速度(182.5%)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速度(4.12%)显然不相协调,导致城乡人地关系失调.
2)璧山区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1.81,总体上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其中,

城乡人地关系处于轻度失调区的街镇占到了9/13,这些街镇的城镇人口相比于城镇建设用地而言增长速率

较快.此外,由于个别街镇的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迅速,远远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最终使得璧山区整体

上呈现过度的土地城镇化倾向.
3)璧山区农村建设用地 农村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0.17,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率远远慢于农村人口的减

少率.农村人地关系处于失调状态的街镇占到10/13,其中,人地关系重度失调的有6个街镇,人地关系协

调的只有3个镇.因此,着手闲置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治,是平衡农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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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璧山区城乡人地关系变化空间格局分布

4)通过对城镇人地关系变化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的空间分布比较,发现二者的演变格局存在较高的

一致性.城镇人地关系与农村人地关系变化剧烈的地区均分布在璧中地区和璧东地区.此外,人地关系变化

空间布局上基本形成了以璧山主城为圆心,向相邻街镇震荡的环形格局的人地关系变化圈.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 [J].管理世界,2014(4):

5-41.
[2] 乔小勇.“人的城镇化”与“物的城镇化”的变迁过程:1978~2011年 [J].改革,2014(4):88-99.
[3] 辜胜阻,杨 威.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J].中国人口科学,2012(3):2-8,111.
[4] 王家庭.我国城市化泡沫测度: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1):8-14.
[5] 段敏芳.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现状及发展趋势 [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6):16-20,142-143.
[6] 张晓山.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 [J].学习与探索,2008(6):1-19.
[7] 姜晓丽,张平宇.大连市建成区土地利用时空演变与动力机制分析 [J].人文地理,2013(4):77-82.
[8] 张有全,宫辉力,赵文吉,等.北京市1990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 [J].资源科学,2007,29(3):206-213.
[9] 周 锐,李月辉,胡远满,等.苏南地区典型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分异 [J].应用生态学报,2011,22(3):

577-584.
[10]LIUYS,WANGLJ,LONGHL.Spatio-TemporalAnalysisofLand-UseConversionintheEasternCoastalChinaDur-

ing1996-2005[J].JournalofGeographicalSciences,2008,18(3):274-282.
[11]LONGHL,LIUYS,WUXQ,etal.Spatio-TemporalDynamicPatternsofFarmlandandRuralSettlementsinSu-Xi-

ChangRegion:ImplicationsforBuildingaNewCountrysideinCoastalChina[J].LandUsePolicy,2009,26(2):

322-333.
[12]龙花楼,李婷婷.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J].地理学报,2012,67(2):201-210.
[13]龚建周,刘彦随,张 灵.广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及其潜力 [J].地理学报,2010,65(11):1391-1400.
[14]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的动态演变研究 [J].地理科学,2012,32(9):1047-1054.
[15]刘彦随,刘 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16]ESPENSHADETJ,BOUVIERLF,ARTHURWB.ImmigrationandtheStable-PopulationModel[J].Demography,

1982,19(1):125-133.

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39卷



[17]余吉祥,周光霞,段玉彬.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趋势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J].人口与经济,2013(2):

44-52.
[18]王 琛.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81-91.
[19]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 [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10):1629-1638.
[20]王 婧,方创琳,李裕瑞.中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特征研究 [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8):

1271-1281.
[21]杨玉珍.城乡一体化下人地挂钩的制度创新与运行模式 [J].经济地理,2014,34(7):143-149.
[22]杨玉珍.城镇化视阈中人地挂钩制度创新及保障机制 [J].经济经纬,2015,32(2):7-12.
[23]张车伟,蔡翼飞.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 [J].中国人口科学,2012(6):44-57,111-112.
[24]陈百明,杜红亮.试论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 [J].资源科学,2006,28(5):36-42.

ASpatio-TemporalStudyoftheChangesofthe
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andUrban

andRuralConstructionLandinBishan,Chongqing

MO Lian, XIEDe-ti, LUOYun-zhong,
WANG Shuai, ZHANGXing-xing

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6,China

Abstract:Imbalancebetweenlandurbanizationandpopulationurbanizationhasexistedforalongtimein
China,anditisapressingnecessitytoclarifythemechanismforthechangesintheirrelationship,soasto
solvethestructuralcontradictionbetweenthetwo.InacasestudyofBishandistrictofChongqing,based
onthedataofthe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landandpopulationinthestudyareain2004-2014,the

growthelasticitycoefficientmethodwasemployedtoanalyzetheirevolutiontrajectory.Theresultsshowed
thaturbanconstructionlandexpandedrapidly,atagrowthrateof182.5%,whileruralconstructionland
decreasedby4.12%———agreatdiscrepancybetweenthetwo.Theurbanconstructionland-population

growthcoefficientwas1.81,suggestingagreatergrowthrateforurbanconstructionlandthanforurban

populationandatendencytolandurbanization,andthereexistedanunbalancedregionalurbanizationde-
velopment.Theruralconstructionland-populationgrowthcoefficientwas0.17,indicatingaslowerdecline
ofruralconstructionlandthanthatofruralpopulation,andadysfunctionalhuman-landrelationshipexis-
ted,indifferentdegrees,in10/13ofthetowns.Thedistributionoftheregionswithdramaticchangesin
human-landrelationshipwassimilarinurbanandruralareas,withthecentralurbanareaofBishanasthe
center,whichinfluenceditsadjacenttownsinacircularpattern.
Keywords:landresources;human-landrelationship;modulusofelasticity;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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