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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 内 涵 的 分 析，建 立 西 宁 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和 新 型 城 镇 化 耦 合 协 调 指 标 体

系，用熵权法计算了各指标权重，结合耦合度、协 调 度 模 型 计 算 了 西 宁 市 耦 合 度 和 协 调 度。结 果 表 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不 断 升 高，土 地 利 用 效 益 相 对 发 展 趋 势 为“超 前—滞 后”型；土 地 利 用 效

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演变过程处于颉颃阶段，由 低 强 度 向 高 强 度 耦 合 发 展；土 地 利 用 效 益 与 新 型 城 镇 化 协 调 度 总 体

呈上升趋势，具有逐步优化的趋势。西宁市作为土地资源稀缺的河谷型城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土地资源紧缺

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 重 提 高 土 地 资 源 利 用 率，合 理 布 局 城 市 结 构，从 而 促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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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土地，土地作

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实现其集约利用是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１］。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协

调的政治、经 济、文 化、社 会 以 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过

程，同时必将伴随着对土地资源的大量需求。然而，
城镇空间的盲目扩张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系

统破坏的现 象，最 终 影 响 新 型 城 镇 化 水 平 的 整 体 素

质。城市化进 程 中 土 地 资 源 的 供 求 是 基 本 矛 盾，因

此，要实现稳定有序的城市发展，维护更“健康”的扩

张，核心是解决土地利用效率和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矛

盾，以有效的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效率和新

型城镇化的动态与和谐发展。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是指城市土地数量、质量上安

排、使用和优化给整个城市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总和［２］，不仅指土地利用效益所产生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还包括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经济、社会、
生态和环境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益。

“新型城镇化”一词在我国就“ＣＮＫＩ”检索可知，
最早出现在２００８年。现有定义基本上是将人、经济、
社会、环境、城乡一体化向良好状态的动态演进过程

视为新型城镇化定义的核心。如方创琳等［３］提出中

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成长阶段，在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未来中国将走高效、低碳、生态、环保、创新、
智慧、平安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单卓然等［４］认为“新

型城镇化”是以追求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
以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
统筹和协调区域一体化、促进产业升级和低碳转型、
生态文明、集约高效、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新型城镇化

进程为重点内容。
国内外学者在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Ｇａｂｒｉｅｌ等［５］探讨了

城市土地的“精明增长”；Ｋｏｋ等［６］提出了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土地的合理配置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

益的耦合关系［７］，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的

耦合机制［８］，以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关系［９］等。西宁市也有这方面的类似研究，
如宋成舜等［１０］基于功能区对西宁市建设用地集约度

进行了研究；王 于 楠 等［１１］基 于 信 息 熵 对 西 宁 市 主 城

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但针对土地

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研究仍然没有。
西宁市作为西北典型的河谷型城市，具有土地紧

张，城市空间扩张受限的一般特点。本文将城市土地

利用效益确定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环

境效益四个 方 面，将 新 型 城 镇 市 化 确 定 为 人 口 城 镇

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四个方面，
进行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研究，以期为制定相应土地政策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西宁市是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商贸中心，辖城东、城西、城中、城北四区，以及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湟中、湟源 三 县，土 地 面 积７　６９０．１１
ｋｍ２，市区面积３８０ｋｍ２（２０１３年）。西宁市也是黄河

上游第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多民族中心城市，由汉、
藏、蒙、回、土、满、撒拉等３６个民族组成。

西宁位于青海省东部，湟水中游河谷盆地，城市

空间扩张受河谷地形的极大限制，整个城市呈东西向

条带状分 布。西 宁 最 高 海 拔４　３９４ｍ，市 中 心 海 拔

２　２６１ｍ。属大 陆 高 原 半 干 旱 气 候，其 特 点 是：气 压

低，日照长，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太阳辐射强，昼夜温

差大。夏季平均气温１７～１９℃，气候宜人，是消夏避

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
近年来，西宁市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迅速。ＧＤＰ

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１．７４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９７８．５３亿元，
城 市 化 率 从２０００年 的５６．８４％上 升 到２０１３年 的

６７．７２％。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不可避

免地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在城市发展中又

存在粗放利用现象，有限的土地资源，对西宁市土地利

用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高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使城市更健康的发展。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青海省统计

年鉴》，《西宁市统计年鉴》和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西宁市环境统计公报等资料，部分缺失数

据通过插值获得，还有一些数据经过计算得出。

２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的构建

２．１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

指标体系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先决条件［１２］。基于协同

的基本思路，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１３－１５］，建立了西宁

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表１）。指 标 体 系 建 立 中 遵 循 尽 可 能 反 映 西 宁 市

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特有的内涵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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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土地利用效益准则的建立中尽量避免只注重

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忽视生态和环境效益的问题，对新

型城镇化也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

和空间城镇化四个方面进行概述。为了能够量化评

估各评价维度，将准则层细分至具体指标，以准确测

度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
表１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性质

城市
土地
利用
效益
系统

经济效益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ｋｍ２）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ｋｍ２）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ｋｍ２）
地均工业总产值（万元／ｋｍ２）

０．０８１９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９２８

＋
＋
＋
＋

社会效益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ｍ２／人）
人均建成区面积（ｍ２／人）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５１６

＋
＋
＋

生态效益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ｍ２／人）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ｈｍ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３３９

＋
＋
＋

环境效益

地均废水排放量（ｔ／ｋｍ２）
地均二氧化硫排放量（ｔ／ｋｍ２）
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万元）

０．０４２９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１６２

－
－
＋
＋
＋

城镇化
系统

人口城镇化
非农人口比重（％）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
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５３１

＋
＋
＋

经济城镇化

人均ＧＤＰ（元／人）
二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人）
人均农业总产值（元／人）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９２８

＋
＋
＋
＋

社会城镇化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张／千人）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个）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标台）
燃气普及率（％）

０．０８１０
０．１３７４
０．０８３３
０．１１６４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３１３

＋
－
＋
＋
＋
＋

空间城镇化
建成区面积（ｋｍ２）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例（％）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４２２

＋
＋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了避免主观打分带来的

不客观性及与实际的偏差，本文采用客观性强的熵值

法确定指标权重［１６］，步骤如下：
（１）原始数据标准化。设Ｚ为土地利用效益和

新型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对应于ｍ 年与ｎ
个评价指标的样本矩阵：Ｚ＝（ｚｉｊ）ｍ×ｎ。如果是“＋”
指标，就 归 一 化 为ｒｉｊ＝（ｚｉｊ－ｍｉｎｚｉｊ）／（ｍａｘｚｉｊ－
ｍｉｎｚｉｊ）；如果 是“－”指 标，就 归 一 化 为ｒｉｊ＝（ｍａｘｚｉｊ
－ｚｉｊ）／（ｍａｘｚｉｊ－ｍｉｎｚｉｊ）。根据上式标准化后的决策

矩阵设为Ｒ＝（ｒｉｊ）ｍ×ｎ。
由于被标准化后的数据出现０值，但在熵权法中

要用到对数，指标值必须是正数，所以标准化后的值

不能直接使 用。为 了 妥 善 处 理０值 的 影 响，用 公 式

（１）对标准化后的值进行平移。

ｒｉｊ＝ｒ′ｉｊ＋Ａ （１）

式中：Ａ是略大于０的正数，即平移幅度，本文取Ａ＝
０．０００１；ｒ′ｉｊ是标准化值；ｒｉｊ是平移后的指标值。

（２）指标权重的确定。在研究对象评价中，每个

评价指标的权重是不确定的，因此用ｓｈａｎｎｏｎ的信息

熵来表示：

Ｈｊ＝－ｋ∑
ｍ

ｉ＝１
ｆｉｊｌｎｆ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２）

式中：ｆｉｊ＝ｒｉｊ／∑
ｍ

ｉ＝１
ｒｉｊ，ｋ＝１／ｌｎｍ。

信息熵Ｈｊ用来度量ｊ项指标信 息 的 效 用 价 值，
关系式是：ｄｊ＝１－Ｈｊ。某 指 标 的 效 用 价 值 越 高，说

明其对评价的效用就越大，同时该指标的权重也就越

大，可得第ｊ项指标的熵权为：

ｗｊ＝ｄｊ／∑
ｎ

ｊ＝１
ｄｊ 或

ｗｊ＝１－Ｈｊ／ｎ－∑
ｎ

ｊ＝１
Ｈｊ　 （０≤Ｗｊ≤１，∑

ｎ

ｊ＝１
ｗ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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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熵权法确定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系数见表１。

２．２．２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　由前

面计算得出的权重值和经标准化后取得的指标值，再
加权求和得到土地利用效益（Ｕｘ）和新型城镇化水平

（Ｕｙ）综合评价指数。最后将计算得到的Ｕｘ 和Ｕｙ 值

代入公式（５），可得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

化水平相对发展情况，即相对发展度Ｅｉ。

　　　　Ｕｘ＝∑
ｍ

ｉ＝１
（ｒｉｊ×ｗｊ） （３）

　　　　Ｕｙ＝∑
ｎ

ｊ＝１
（ｒｉｊ×ｗｊ） （４）

　　　　Ｅｉ＝Ｕｘ／Ｕｙ （５）

２．２．３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通过

各种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１７］。因为土地利用

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这两个系统存在相互作用，因此可

以建立土地 利 用 效 率 和 新 型 城 镇 化 耦 合 模 型 系 统。

系统耦合度越大，说明系统越稳定，向更有序的方向

发展。反之，系统耦合度越小，说明系统缺乏稳定性，
系统向无序方向发展。

土地利用效率－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主要是反

映一定时间、区域内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相

互耦合演变趋势，可以为分析它们之间的制约因素提

供依据。耦合模型计算式［１８］为：

Ｃ＝ Ｕｘ×Ｕ槡 ｙ／（Ｕｘ＋Ｕｙ） （６）
式中：Ｃ为耦合度值，０≤Ｃ≤１；Ｕｘ，Ｕｙ分别 代表土地

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指 数。Ｃ值 越

大，说明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发展之间越协调，反

之，则失调。
为判断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耦合程度，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对耦合度进行阶段划分

（表２）［１３］。
表２　耦合度阶段表

序号 耦合度 阶段及特征

１　 ０＜Ｃ≤０．３０００ 低水平耦合阶段：城市发展对土地的依赖较弱，土地的投入产出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

２　 ０．３０００＜Ｃ≤０．５０００
颉颃阶段：人口城市化要求城市空间扩大，土地需求增强，土地对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作用

凸现

３　 ０．５０００＜Ｃ≤０．８０００
磨合阶段：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无限的城市扩张，促使人们转变城市发展观念，土地利用效益

和新型城镇化开始良性耦合

４　 ０．８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０
高水平耦合阶段：土地利用的安 全 性 效 益 和 结 构 性 效 益 明 显 改 善，土 地 利 用 效 益 与 新 型 城

镇化相得益彰

２．２．４　协调度模型　系统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和谐

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就是协调。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

的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

态好坏的定量指标［１５］。因此，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

化的协调度是衡量两者能不能协调发展和交互耦合协

调程度的重要指标。评价模式［１８］一般设置如下：

　　　　Ｄ＝ Ｃ×槡 Ｔ （７）

　　　　Ｔ＝ αＵｘ×βＵ槡 ｙ （８）
式中：Ｄ是协调度；Ｃ是耦合度；Ｔ为土地利用效益和

新型城镇化综合协调指数；Ｕｘ是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综

合指数；Ｕｙ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而对于待定

系数α和β，本文认为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同样

重要，因此规定α＝β＝０．５。０≤Ｄ≤１，Ｄ越大，系统的

协调程度越高，Ｄ越小，系统协调的程度越低。
协调度对确定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

的协调情况至关重要。目前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

型城镇化的协调度没有统一的分级标准，为了更清楚

地 反 映 两 者 的 协 调 发 展 程 度，通 过 参 考 相 关 文

献［８，１３］，结合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相对

发展度，确定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表３）。
表３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分类体系和判别标准

０≤Ｄ≤０．３９　 ４≤Ｄ＜０．５９　 ０．６≤Ｄ＜１．０００
失调衰退 过渡区 协调发展区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１９　 ０．２～０．２９　 ０．３～０．３９　 ０．４～０．４９　 ０．５～０．５９　 ０．６～０．６９　 ０．７～０．７９　 ０．８～０．８９　 ０．９～１．００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Ｅｉ＞１ Ｅｉ＝１　 Ｅｉ＜１
土地利用效益超前型 土地利用与城镇化同步型 土地利用效益滞后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

由图１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西 宁 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综合指 数 值 增 长 明 显（从２０００年 的０．２２０　８增 长 到

２０１３年的０．７７４　０，上升了３．５倍）。经济效益指数

值增长最快（平均增长１５．２５倍），主要缘于地均工业

生产总值增长最大（１７．３５倍），说明这１４ａ来西宁市

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其次生态效益数值增长

幅度也比较大（平均增长２．６倍），其中城市园林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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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指标贡献最大（增长３．０９倍）。社会效益数值也

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平均增长１．３８倍），
社会效益中人 均 拥 有 道 路 面 积 增 长 最 大（１．７３倍）。
这主要是近年来西宁市积极开展创建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活 动，对 城 市 环 境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的 集 中 整

治，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品位和档次明显提升。环境

效益指数值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废水排放

量和地均二氧化硫量的增长（平均增长５．５７倍），和

废水排放 达 标 率 的 降 低（降 低４．６４倍）造 成 的。近

１４ａ来，西 宁 市 虽 然 在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综 合 利 用 率 和

“三废”综合利用能力都有所增大，但由于循环经济不

发达，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水平较低，结构化污染严

重，因此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结构性污染

较为突出。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势头的强劲，产能释放

更加明显，污染物产生量也在增加，甚至一些已淘汰

的落后产能还有可能死灰复燃。从长期看，西宁市的

减排面临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将

给西宁市今后的发展带来持续的压力。优化产业结

构和环境结构，是污染减排的重要目标。

图１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指数

由图２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西 宁 市 新 型 城 镇 化 综

合指数 值 增 长 明 显，新 型 城 镇 化 水 平 综 合 指 数 从

２０００年的０．１８２　８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０．９３６　９，上升了

５．１３倍。新型 城 镇 化 体 系 中，社 会 城 镇 化 指 数 值 增

长最快（平均增长３．２４倍），虽然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波

动下降，但２００５年开始则迅速增长。社会城镇化指

标体系中只有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整个评价

年份中持续增长（１４ａ增长５．２７倍），燃气普及率呈

波动上升趋势。城镇登记失业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上

升，之后波动下降；相反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和每万人

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波 动 下 降，之 后

波动上升；每万人拥有公共 汽 车 数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下降，之后波 动 上 升。造 成 以 上 变 化 的 原 因 是２００５
年之前，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之后西宁市为了加快

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综

合交通体系、能源供应体系和水资源保障体系得以健

全。经济城镇 化 指 数 值 也 增 长 较 快（平 均 增 长７．２
倍），其中增长 最 快 的 是 人 均ＧＤＰ（在 整 个 评 价 年 份

增长８．３１倍），人均工业产值和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增

长也较快（分 别 为５．３１倍 和４．１２倍），说 明 西 宁 市

１４ａ来经济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但不足之处是

二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偏小（仅增长１．０５倍）。
人口城镇化指数值也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幅度小于

社会和经济城镇化指数值（人口城镇化指标体系中非

农人口比重在１４ａ间增长１．２３倍，二三产业从业人数

比重增长２．０７倍，农村非农产业人员比重除在２０１３
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一直是增长的）。增长最慢的

是空间城镇化指数值，由于数据获取比较困难，空间城

镇化只考虑了建成区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

例两个具体指标，结果显示建成区面积增长１．４９倍，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例增长１．３７倍。

图２　西宁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

３．２　相对发展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

化水平的相对发展度为土地利用效率“超前—滞后”
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土地利用效率超前于新型城镇

化发 展，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滞 后 于 新 型 城

镇化发展（图３）。这是因为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西宁市主

城区建设用地 面 积 以 年 均２．７８％的 增 幅 逐 年 增 加，
城市空间不断扩大［１１］。２０１１年之前，西宁市处 于 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城镇化水平低，城市规模

小，土地利用效率高。２０１１年之后，随着城镇化的进

一步发展，城市土地利用面积快速扩张，长期以来城

市土地被免费使用，西宁市一直缺乏调整土地租金和

土地价格的机制，没有根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统一配置、使用城镇土地，使城市的各种功能

区混杂布局，结构不合理。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混

杂，工业，行政事业单位占据城市的黄金地段，工业用

地占据城市中心，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此外，
西宁市还有很多陈旧建筑，基础设施落后，土地产出

率低，使土地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土地闲置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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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现象严重。导致土地利用效益滞后于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

图３　西宁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

通过和其他城市比较可以发现，土地利用效益滞

后的问题与城市化水平有关。如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西安

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相对发展度都处于城镇化滞

后型［１３］，城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高。深 圳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６年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超 前 于 城 镇 化 发 展，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２年土地利用效益滞后于城镇化发 展［１４］。可

见，在城市化发展初期，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超前于新

型城镇化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扩

大，土地无序蔓延，土地资源利用率降低，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滞后 于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制 约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系统退化。因此，西宁市未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必须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应注意

进一步挖掘城市内部土地潜力，注意其内涵立体式综

合利用，避免外延平面型无序扩张。

３．３　耦合度

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

型城镇化耦合度，从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西

宁市土地利用 效 益 与 新 型 城 镇 化 耦 合 度 值 介 于０．３
～０．５，其总体耦合演变过程体现为颉颃阶段。耦合

度处于颉颃阶段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

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土地对城市化的作用凸显，表

现为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按照不同阶段划

分可 发 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和 新 型 城 镇

化处于低强度耦合 期（０＜Ｃ＜０．４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处于中等强度耦合期（０．４５＜Ｃ＜０．４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处于高强度耦合期（０．４９＜Ｃ＜０．５）。说明西宁市

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状况向逐步磨合

的方向发展。
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西安、深圳等城市，如西安

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耦 合 度 处 于 颉 颃 阶 段［１３］，深 圳 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耦合度也

处于颉颃阶段［１４］，因 此，总 体 上 西 宁、西 安 和 深 圳 这

些城市耦合过程差异不明显。但是西安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处 于 中 等 强 度 耦 合 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处 于 高 强 度

耦合期。深圳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 处 于 中 等 强

度耦合期，２００６年，２　００８处于高强度耦 合 期。西 安

和深圳都没有低强度耦合期，相对而言耦合层次高。

３．４　协调度

运用协调度模型计算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

型城镇化协调度，由图３可知，与耦合度相比，西宁市

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均有明显

的上升。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

城镇化协调 度 总 体 呈 稳 步 上 升 状 态，经 历 了 四 个 阶

段：严重失调（２０００—２００４）、中度失调（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轻度失调（２００８—２０１１）、濒临失调（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这

种低水平的协调程度，可能跟西宁是一个典型的河谷

型城市有关，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土地资源稀缺性的

矛盾，使城镇化对土地资源需求旺盛但西宁市缺乏扩

展空间，再加上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缺乏，生态脆弱等，
造成土地利 用 效 益 和 新 型 城 镇 化 水 平 协 调 程 度 低。
尽管西宁市还处于低水平的协调程度，但已由失调衰

退阶段向过渡阶段转变，具有逐步优化的趋势。虽然

发达城市的协调度通常比不发达城市高［８］，但西宁市

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度的变化与发达城

市基本相吻合。如西安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土地利用效益

与城镇化协 调 度 经 历 了 濒 临 失 调（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勉强协调（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和 初 级 协 调（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三个阶 段［１３］。深 圳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与 城 镇 化 协 调

度也经历了濒临失调（２０００年）、勉强协调（２００３年）、
初级协调（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三个阶段［１４］。

４　结 论

（１）西宁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

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明显增长，１４ａ间相对发展

度为土地利用效率“超前—滞后”型。可以看出，西宁

市城镇化发展起步晚，遵循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追求经济效率导致城市土

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土地利用结构不协调，土地利用

率不高，土地资源浪费等。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城市发展早期的土地问题将被缓

解。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直接影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粗放的土地利用阻碍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是城镇化进入成熟

阶段的必然要求。
（２）通过分析西宁 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和 新 型 城 镇

化耦合度发现，西宁市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期 间 土 地 利

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按其耦合

度值的大小，可以将其耦合度划分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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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 低 强 度 耦 合 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处 于 中 等 强 度 耦

合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处 于 高 强 度 耦 合 期。说 明 西 宁

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状况向逐步磨合

的方向发展。
（３）通过分析西宁 市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和 新 型 城 镇

化协调度可知，西宁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总体呈稳步上升状态，经历了四

个阶段：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尽
管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协调程度，但已由中度失调向轻

度失调转变，具有不断优化的趋势。
西宁市作为土地资源稀缺的河谷型城市，土地供

给紧缺与新型城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应积极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促进城市土地利用合理布局和结构优

化，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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