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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昆明市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机理,
 

运用扩展速度指数、
 

扩展强度指数、
 

公共边指数、
 

核密度测算

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对2006-2015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及其扩张主要驱动机理进行探究.
 

结果表明: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为向内填充式集聚扩张模式,
 

官渡区、
 

呈贡区和晋宁区为向外分散式扩张,
 

多为小中心组

团扩散式扩张.
 

2006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核密度值以单中心圈层式向外降低,
 

2015年核密度整体向滇池东南方

向扩散分布.
 

2006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为政府投资带动产业增长,
 

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以城市宏观规划建

设及国家的发展战略调控驱动为主.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整体受国家政策驱动为主,
 

且具有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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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持续推进,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加速扩张,
 

引发政府部门及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
 

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对人口、
 

社会、
 

经济资源持续发展带来的胁迫作用已不断加剧,
 

而我国经

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增长“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1],
 

城市建设用地如何科学合理发挥其集聚和辐射带

动能力,
 

减少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压迫,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多规融合、
 

城市扩

展边界划定、
 

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工作来遏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2].
 

国内外关于城市建设用地相关研

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研究内容上,
 

主要包括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趋势、
 

驱动机制、
 

扩张预测等方面[3-6],
 

对建

设用地扩张模式的研究多数是基于理论介绍以及其他定性研究,
 

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且定量指标识别建设

用地扩张模式缺乏地理空间说明,
 

研究结果会有一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7-10].
 

而在研究区域上多选择经济

发达的单一城市、
 

沿江、
 

沿海城市及城市群[11-12],
 

较少学者对西南城市扩张模式机理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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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根据《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昆明市将在滇池周边确定的4
 

060
 

km2 城市规划区范围

内建成“一核五轴,
 

三层多心”的环滇池城大都市区.
本文运用定量指标结合与核密度测算法识别环滇池城区(包括五华区、

 

盘龙区、
 

西山区、
 

官渡区、
 

呈贡

区、
 

晋宁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
 

通过对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指数、
 

扩张强度指数及公共边指数的

定量分析,
 

识别各研究区填充式扩张及扩散式扩张的相对程度,
 

结合核密度测算,
 

了解研究区内建设用地

扩张的地理空间走向,
 

分析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
 

进一步探究影响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

要因素,
 

以期了解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机理,
 

对现代新昆明发展、
 

城市发展规划、
 

土地资源可续性发展

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地处我国西南云贵高原中部,
 

南临滇池,
 

界于东经102°10'~103°40'和北纬24°23'~26°22'之

间,
 

总面积21
 

473
 

km2.
 

昆明市下辖五华、
 

盘龙、
 

官渡、
 

西山、
 

呈贡、
 

晋宁、
 

东川共7个市辖区、
 

1个县级

市、
 

3个县、
 

3个自治县.
 

研究区选择昆明市环滇池城区包括五华区、
 

盘龙区、
 

西山区、
 

官渡区、
 

呈贡区、
 

晋

宁区,
 

位于滇池盆地北部(图1),
 

海拔约1
 

891
 

m,
 

地势北高南低,
 

属北纬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

候,
 

年平均气温在15
 

℃左右,
 

年平均降雨量1
 

076.3
 

mm.
 

截止2015年,
 

研究区内总人口399.3万人,
 

经

济生产总值3
 

108.11亿元.

图1 研究区位置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结合研究目的,
 

并考虑到昆明市遥

感影像的现实可获取性及清晰度,
 

本次

选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land-

sat-8
 

30M分辨率的2006年、
 

2015年两

期影像作为主要数据.
 

对两期遥感影像

进行大气辐射矫正、
 

几何矫正、
 

坐标配

准、
 

目视解译预处理,
 

采用监督分类中最

大似然法对两期图像进行分类,
 

提取昆

明市建设用地(包括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交通用地及独立工矿用地)影像.
 

尽管2011年呈贡区撤县设区

及2016年晋宁区撤县设区,
 

但其行政区域并无发生变化,
 

为保证空间单元和数据的可比性,
 

本次研究统一

使用2017行政区划底图,
 

行政区划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此外,
 

本次研究所涉及的人口、
 

社

会、
 

经济数据来自于《昆明统计年鉴-2007》和《昆明统计年鉴-2016》.

2.2 研究方法

2.2.1 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分析

扩展速度指数:
 

主要表示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均扩张率,
 

即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在研究时段内年均增长的

速率,
 

用以表征环滇池各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总体规模和趋势变化[3,
 

13].

KS=
At-A0

Δt×A0
×100% (1)

式中:
 

Ao 为研究期起始年建设用地的面积;
 

At 为研究期末年建设用地面积;
 

Δt为研究期时间跨度.
扩展强度指数:

 

扩展强度指数是用各空间单元的土地面积来对其年平均扩展速度进行标准化处理,
 

便

于对比各空间单元和分析空间差异,
 

用以表征环滇池各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的幅度[3,
 

13].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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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
At-A0

Δt×S ×100% (2)

式中:
 

Ao 为研究期起始年建设用地的面积;
 

At 为研究期末年建设用地面积;
 

Δt为研究期时间跨度,
 

S 为

研究区土地总面积.

2.2.2 公共边指数测算法

本文采用公共边测度法揭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类型.
 

利用ArcGIS空间处理与分析工具确定新增

建设用地斑块与原有建设用地斑块的公共边,
 

进而计算出公共边长与扩展斑块边长之间的比值S[7,
 

14].
 

因为研究对象为行政区界相连的二级行政区城市建设用地,
 

其发展方向受到一定限制,
 

为更清楚了解

环滇池各城区建设用地扩张的模式变化,
 

此时采用公共边长与扩展斑块面积之间的比值来衡量建设

用地向外扩张的范围,
 

设为S2.
 

将原公式值S 设为S1,
 

以S1值代表研究区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向原

有建设用地填充扩张程度,
 

以S2值代表研究区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向原有建设用地以外扩散式扩张的

程度,
 

计算公式为:

S1=L/P (3)

S2=A/L (4)

式中:
 

S1是公共边长与扩展斑块边长之间的指数;
 

L 是为新增建设用地与研究期末年建设用地的公共边长

度;
 

P 是新增建设用地周长;
 

S2是公共边长与扩展斑块面积之间的指数,
 

A 是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当S1
=0

 

时,
 

表示新增建设用地同原有建设用地之间不存在公共边,
 

为跳跃式扩展类型;
 

因为研究区域为行政

区界相连的城区,
 

当研究其中一个城区扩展时其扩张方向及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故本文将S1的临界值定

为0.3.
 

当S≥0.33,
 

则表示新增同原有建设用地公共边界已占据新增建设用地边界的三分之一及以上,
 

为

填充式扩张;
 

当0<S1<0.33,
 

为扩散式扩展.
 

以S2的值大小表示研究区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向原有建设用

地以外扩散式扩展的程度,
 

值越大表示其向外扩展的范围越长.

2.2.3 核密度测算法

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是从样本数据本身出发,
 

研究数据整体分布特征的

一种方法[15],
 

属于非参数的表面密度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在自然灾害、
 

公共健康、
 

产业空间布局热点分析

与探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6].
 

核密度估计通过计算区域内的数据聚集情况,
 

产生一个连续的密度表

面,
 

通过它测算环滇池城区2006年和2015年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核密度值,
 

进而研究研究区内建设用地的

集聚情况.
 

一般定义为:
 

X1,
 

X2,
 

…,
 

Xn 从分布密度函数为f 的总体中抽取的独立分布样本,
 

估计f 在x
点处的值,

 

通常采用Rosenblatt-Parzen核进行估计[17-18]:

fn =
1
nh∑k

x-xi

h  (5)

式中:
 

fn 为建设用地核密度估计值;
 

n 为建设用地点的数量;
 

k()为核函数;
 

(x-xi)为估计建设用地点x
到样本建设用地点xi 处的距离;

 

h 为搜索半径.
2.2.4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

法[3].
 

本文结合昆明市实际发展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
 

选取对建设用地扩展有重要影响的人口、
 

经济、
 

社会因素,
 

运用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度,
 

得出其

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相对影响力大小.

3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分析

3.1 建设用地变化特征

将提取出的建设用地影像在ArcGIS10.0中分别进行分区统计和叠加分析并结合公式(1)、
 

(2),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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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15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变化情况(表1).
 

2006年至2015年环滇池城区共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256.87
 

km2,
 

其中呈贡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贡献率为25.93%,
 

晋宁区贡献率为20.66%,
 

官渡区贡献率为

32.16%,
 

西山区贡献率为10.06%,
 

五华区贡献率为6.61%,
 

盘龙区贡献率为占4.58%.
 

官渡区、
 

呈贡区

和晋宁区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贡献率都超过20%以上,
 

其中呈贡区和晋宁区建设用地增加了4倍以上,
 

是研

究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重点区域;
 

而官渡区是个突变的快速增长区,
 

其贡献率高达32.16%却只增长了1.33
倍,

 

昆明市长水国际机场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了官渡区商服用地及住宅用地的快速增长;
 

五华区、
 

盘

龙区和西山区属昆明市老城区,
 

城市开发较早处于建设用地平缓增长阶段.

2006年至2015年环滇池城区扩展速度指数为14.17%,
 

而扩展强度指数为0.70%,
 

反映出环滇池城

区建设用地正持续扩张,
 

整体开发强度缓慢,
 

城市发展较为迟缓.
 

二级行政区中呈贡区、
 

晋宁区扩展速度

指数达到了54.17%和47.98%,
 

而晋宁区的扩展强度指数仅为0.44%,
 

说明呈贡区建设用地扩张的程度

较大,
 

晋宁区同属于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区,
 

但建设用地开发程度不如呈贡区,
 

不属于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
 

和呈贡区相同扩展强度的官渡区的扩展速度仅为14.83%,
 

官渡区属昆明市老城区之一,
 

在2006-2015年

期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建设运营,
 

其配套交通运输用地、
 

住宅商服用地增长是其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原

因.
 

而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作为昆明市的老城区,
 

其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相对较平缓,
 

但西山区对比

五华区和盘龙区会相对较高,
 

西山区比邻滇池,
 

受环滇池大都市城规划影响,
 

其建设用地扩张带动力更强.
 

昆明市老城区包括五华区、
 

盘龙区、
 

西山区和官渡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及其呈贡新城和晋宁区建设用地的

加速扩张也能体现出昆明市“两核一极、
 

两区六廊”城市空间优化格局和以滇池为核心、
 

“一湖四片”和“一

湖四环”的现代新昆明规划.
表1 2006年和2015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情况

行政区
2006年建设

用地面积/km2
2015年建设

用地面积/km2
新增的建设

用地面积/km2
占总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

扩展速度

指数%

扩展强度

指数/%

环滇池城区 201.41 458.28 256.87 / 14.17 0.70

五华区 36.51 53.48 16.97 6.61 5.16 0.49

盘龙区 31.88 43.65 11.77 4.58 4.10 0.38

官渡区 61.90 144.52 82.62 32.16 14.83 1.45

西山区 45.17 71.01 25.84 10.06 6.36 0.33

呈贡区 13.66 80.26 66.60 25.93 54.17 1.45

晋宁区 12.29 65.36 53.07 20.66 47.98 0.44

3.2 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分析

根据公式(3)、
 

(4)分别计算公共边指数S1和S2,
 

分析环滇池各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表2).
 

以S1
值代表研究区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向原有建设用地填充扩张程度,

 

以S2值代表研究区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向

原有建设用地以外扩散式扩张的程度.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S1值均大于0.33,S2值在50~80之间,
 

其向外扩张的范围较小,
 

其建设用

地的扩张多发生在原建设用地的周围,
 

为填充式扩张.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属于昆明市的老城区,
 

建

设用地的扩张多为原城市经济中心带动的商服用地、
 

社会保障及城市内部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增加.
 

五华区

为原昆明市以翠湖为中心发展时期的中心城区,
 

经济实力较强,
 

故建设用地向内填充发展的潜力较盘龙区

会较小,
 

北部新城规划助推盘龙区建设用地的集聚扩张;
 

而西山区受到以滇池为核心、
 

“一湖四片”和“一湖

四环”的现代新昆明规划的带动,
 

有向内扩张趋势,
 

同时交通运输用地的扩张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官渡区、

 

呈贡区和晋宁区S1值均小于0.33、
 

S2值在120~220之间,
 

其向外扩张的范围较大,
 

且向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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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扩张程度较小,
 

故定义为扩散式扩张.
 

而官渡区为老城区之一,
 

其向内集聚程度较高,
 

又因昆明市长水国际

机场建设运营和其带动的交通运输用地、
 

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而快速增长.
 

呈贡区和晋宁区正好位于昆明市

南北向规划的发展轴上,
 

受到城市发展规划、
 

环滇池城大都市区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及昆明南交通枢纽

建设带动,
 

引起其建设用地沿线扩张,
 

特别是呈贡区,
 

建设用地扩张多在地铁1号线周围(表2).
表2 2006年至2015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结果

行政区 S1 S2 扩张模式

五华区 0.405 61.153 填充式

盘龙区 0.443 55.841 填充式

官渡区 0.297 120.367 扩散式

西山区 0.339 71.415 填充式

呈贡区 0.143 218.854 扩散式

晋宁区 0.138 173.294 扩散式

4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驱动机理分析

4.1 建设用地空间变化特征

利用ArcGIS核密度分析工具计算2006和2015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核密度分布,
 

结合建设用地扩

张模式分析,
 

更直观了解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空间走向,
 

能充分验证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分析.
 

经过

多次重复试验,
 

采用1
 

000
 

m的搜索半径来进行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核密度估算,
 

结果采用自然断点法将

建设用地密度区由低到高分为9个评价单元,
 

分别是核密度1,
 

2,
 

3…9级,
 

如图2所示.

图2 2006年和2015年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核密度分布

2006年环滇池城区是单中心发展模式,
 

建设用地密度高的区域聚集在老城区(包括五华区、
 

盘龙区、
 

官渡区和西山区)中心,
 

密度值圈层式向外降低,
 

离中心越远密度值越低;
 

呈贡区和晋宁区在区域内也呈单

中心式集聚分布,
 

但呈贡区中心受老城区辐射,
 

建设用地多在与老城区交界处集聚分布.
 

2015年,
 

环滇池

城区建设用地核密度分布整体向滇池东南方位扩散,
 

且滇池附近建设用地密度也明显增高,
 

呈现以滇池为

中心向四周均衡发展的形态分布,
 

建设用地高密度区域依旧多集中分布在老城区,
 

但范围有所扩大,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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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昆明市长水国际机场为中心发展的建设用地高密度团块状区域.
由2006年到2015年核密度分布图变化情况可知,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向外扩张的范围较小,
 

多

为在原建设用地区域周围核密度值的增加,
 

向外扩张的核密度级数较高,
 

为分散原建设用地集聚程度的小

型集聚区,
 

故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可定义为填充式扩张.
 

同时能看出盘龙区建设用地向外扩张的范围

及核密度分级变化的范围较多,
 

西山区建设用地核密度分布多增加在滇池及昆明市绕城高速周围,
 

出现了

较高核密度小团状分布,
 

多为周边交通运输线路建设带动的建设用地集聚.
 

官渡区、
 

呈贡区和晋宁区在区

域内都显示出明显的向外分散式扩张形态,
 

官渡区向机场方向出现带状式较高密度分布形态及出现机场附

近的高密度集聚团状和呈贡方向的高密度分布现象;
 

呈贡区向南明显出现多个连片小范围团状高密度增加

区,
 

因地铁1号线、
 

昆明南枢纽、
 

大学城及城市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
 

行政驻地进驻带动呈贡新城的快速发

展,
 

呈现全范围内建设用地扩张;
 

晋宁区在滇池交界沿线出现条带状高密度聚集区,
 

由2006年建设用地中

心沿滇池边界向左右两边扩张.

4.2 建设用地扩张机理分析

本文结合环滇池城区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取性,
 

从投资驱动、
 

经济驱动、
 

产业驱动、
 

人口驱动4个

方面,
 

选取人口密度、
 

非农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公共财

政支出、
 

城镇化率9个指标,
 

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运用DPS软件测算各影响因素对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面

积变化的灰色关联度,
 

了解影响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
 

结果如表3所示.
 

2006年公共财政

支出、
 

第三产业、
 

城镇化率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力较大,
 

仅公共财政支出的关联度超0.5以上,
 

故2006
年建设用地扩张以政府投资驱动为主,

 

政府投资产业带动全域经济增长助推城市发展,
 

能反映出城市发展

主要靠城市的宏观规划及财政投入强制性地调控,
 

城市经济增长带动力不足;
 

2015年第三产业、
 

人均生产

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力较大,
 

但关联度都较低,
 

而由前文分析可知环滇池城区建设

用地扩张受到昆明市以滇池为核心、
 

“一湖四片”和“一湖四环”的现代新昆明规划及政策在宏观上对建设用

地的调控影响,
 

同时还受到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影响,
 

对环滇池城区建设用

地扩张带来较大的影响,
 

相比投资、
 

经济、
 

产业及人口驱动对2006年、
 

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影

响,
 

城市的宏观规划建设及国家的发展战略对建设用地扩张有着更显著的驱动作用,
 

从侧面反映出昆明市

环滇池城区在2006年至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受国家政策的宏观规划影响,
 

且其扩张强度相对迟缓,
 

其建设用地主要还是集聚在老城区,
 

其它区域多为密度不高的小团状分布,
 

区域间的联系不高,
 

其政策的

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表3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关联度

类 型
人口

密度

非农

人口

地区生

产总值

人均生

产总值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公共财

政支出

城镇

化率

2006年关联度 0.358 0.353 0.445 0.474 0.243 0.325 0.487 0.545 0.482

排 序 6 7 5 4 9 8 2 1 3

2015年关联度 0.228 0.250 0.373 0.380 0.316 0.303 0.382 0.355 0.323

排 序 9 8 3 2 6 7 1 4 5

5 结 论

昆明市作为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城市,
 

探究昆明市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及其扩张机理对科学

规划城市空间用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以环滇池城区为研究对象,
 

利用扩展速度指数、
 

扩展强度指

数和公共边指数对2006-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进行定量分析,
 

结合核密度测算了解建设用地在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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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的变化趋势,
 

验证前文定量分析所得的模式判定,
 

并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其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

机理.
 

得出如下结论:

1)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增长明显,
 

官渡区、
 

呈贡区和晋宁区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贡献率较高,
 

属建设用

地重点扩张区,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建设用地增长较平缓.

2)
 

五华区、
 

盘龙区和西山区为填充式扩张模式,
 

建设用地多向原建设用地周围填充扩张,
 

官渡区、
 

呈

贡区和晋宁区为扩散式扩张,
 

建设用地多为向区域外部扩散式扩张.

3)
 

2006年,
 

环滇池城区是单中心圈层式发展,
 

建设用地核密度值圈层式向外降低;
 

2015年,
 

建设用地

核密度整体以滇池为中心向外部扩散分布,
 

其中滇池东南方向扩张的范围更广,
 

同时滇池周边建设用地核

密度有明显增加,
 

呈团块状建设用地分布.

4)
 

2006年环滇池城区建设用扩张为政府投资产业带动全域经济增长,
 

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以城市

宏观规划建设及国家的发展战略调控驱动为主.
 

环滇池城区建设用地扩张整体受国家政策驱动为主,
 

且

具有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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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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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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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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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ound
 

Dianchi
 

Lake
 

in
 

Kunming,
 

expansion
 

speed
 

index,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
 

public
 

edge
 

index,
 

nuclear
 

density
 

measurement
 

method
 

and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xpansion
 

mode
 

and
 

the
 

main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ound
 

Dianchi
 

Lake
 

from
 

2006
 

to
 

2015.
 

The
 

re-

sults
 

showed
 

an
 

inward-filled
 

agglomeration
 

expansion
 

mode
 

in
 

Wuhua
 

district,
 

Panlong
 

district
 

and
 

Xis-

han
 

district,
 

and
 

an
 

outward
 

dispersed
 

expansion
 

mode
 

in
 

Xishan
 

district,
 

Guandu
 

district,
 

Chenggong
 

dis-

trict
 

and
 

Jinning
 

district,
 

mostly
 

a
 

small
 

center
 

group
 

expansion
 

mode.
 

In
 

2006,
 

the
 

nuclear
 

den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around
 

Dianchi
 

Lake
 

decreased
 

outwards
 

in
 

a
 

single
 

central
 

circle,
 

and
 

in
 

2015,
 

the
 

nucle-

ar
 

density
 

spread
 

to
 

the
 

southeast
 

of
 

Dianchi
 

Lake.
 

In
 

2006,
 

the
 

construction
 

land
 

of
 

Dianchi
 

Lake
 

area
 

was
 

expanded
 

to
 

promote
 

industrial
 

growth
 

with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in
 

2015,
 

the
 

expansion
 

of
 

con-

struction
 

land
 

was
 

mainly
 

driven
 

by
 

urban
 

macro-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ulation.
 

As
 

a
 

whole,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Dianchi
 

Lake
 

area
 

is
 

mainly
 

driven
 

by
 

state
 

poli-

cies,
 

and
 

shows
 

a
 

hysteresis.

Key
 

words:
 

the
 

urban
 

area
 

around
 

Dianchi
 

Lak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public
 

edge;
 

nuclear
 

density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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