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5期
2 0 0 8年1 0月1 5日

            国土资涯科技管理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Vol.25

Oct . 15

No . 5

2 0 0 8

湖南省城市辖区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瞿理铜， 肖 丽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土地综合承载力是反映区域内人地关系的重要指标，它的研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

略、资源优化配置及人口政策的制定均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分析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通

过建立指标体系，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湖南省13个城市辖区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评价。并对13个

城市的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析结果以及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评价结果，把湖南省城

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分为3个承载级，高承载级：长沙；中等承载级：株洲、湘潭、岳阳、娄底；低承载级：衡

阳、永州、常德、郴州、怀化、张家界、邵阳、益阳。并对出现这种分级的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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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内涵

    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
土地承载着多种职能，如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生态

职能。研究城市土地承载力对于节约与集约利用土

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往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主要围绕耕地一粮

食一人口而展开，将土地承载力定义为：“在未来不

同的时间尺度上，以可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

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

国家或地区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供养

的人口数量”。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资

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日益

显现，促使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不断扩展，从以往单

一的强调承载人口的数量延伸到以人为本为原则，

以保障生态安全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土

地综合承载力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土地综合

承载力进行了深人的研究{1--31，在参考前人对土地
综合承载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的特性，可以把

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时期、一定

区域、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以

体现以人为本、保障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前提下，城市辖区土地可以承载人类各种经济

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根据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定

义以及城市的特性，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包括城市

土地自然承载力、土地经济承载力、土地社会承载

力、土地生态环境承载力、土地对外交流承载力。本

文选取湖南省13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指
标体系，对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评价，并

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2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2.1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反映一个城市土地的经

济、社会承载状况，因此，在进行城市土地综合承载

力指标体系设计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2.1.1综合性。研究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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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载人类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能力。因此，在

评价过程中要用多指标体系来说明。即指标体系的
设计要体现综合性原则。

    2.1.2特殊性。研究城市辖区土地综合承载
力， 由于城市具有相对于农村优越的基础设施条
件，与外界交流的能力较强，因而在研究城市土地
综合承载力时需考虑城市对外交流活动对城市的
承载能力。

    2.1.3可操作性。评价一个城市的土地综合承载
力，选取的指标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否则，评价无法
进行。因而指标的选取有两点要求：①指标需要的
数据和资料要易获取，②指标易量化。

    2.1.4层次性。由于土地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
的系统，它可分解为若干较小的亚系统，亚系统还
可以进行细分，这样的层次关系可以一直递阶到具
体的土地系统特征。土地综合承载力及承载状况评

价的指标体系可由2层指标组成。
    2.1.5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

普遍追求的目标。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作
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场所，其土地承载力的研究须遵
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如在指标体系设计中要体现
土地的生态承载能力。

2. 2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内涵以及评价指标

体系设计的原则，在“以尽可能少的指标反映尽可
能多的信息”思想指导下，根据承载力研究的特点
并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得出了湖南省城市
辖区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指标体系（表1)0

表i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市化率尺，（％）
自然承载R城市辖区人口密度R2 (A/ km 2)
            人均耕地面积R3 (hm2/人）

经济承载E

社会承载S

环境承载载V

城市人均GDP Ei（元/人）
城市辖区经济密度凡（万7G/ km2 )
城市辖区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肠（万51J km2)
建成区面积比例及（％）

城
市
土
地
综
合
承
力

城市辖区职工工资水平S,（元）
城市辖区单位面积从业人员S2 (),/km2)

建成区绿化率V, (%)
工业废水处理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以万元）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竹（％）

“ 对夕。，馨裂霭瓮馨兹厌鼎）
注：城市4s区经济密度＝城市辖区GDP/城市辖区面积

3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3.1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方法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指标权重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目前关于确定权重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其确定方法也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方法，根据计算权
重时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主观赋
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大类。主观赋权法主要是由专
家根据经验主观判断而得到，如古林法、Delp hi法、
AHP法等；这类方法人们研究较早，也较为成熟，但

客观性较差。客观赋权法的原始数据是由各指标在
评价单位中的实际数据形成，它不依赖于人的主观

判断，因而此类方法客观性较强，本文采用均方差决
策法求指标的权重。

    3.1.1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设多指标综合评价

问题中方案集为A = { A,,A2, - - ,An};指标集为G
叔G，，场，⋯，氏}Gi,G2,..., G.；方案A‘对指标G;的属性值为
Yij (i-1,2,...,n;,j= 1,2, ..., m); Y= (yij) n，表
示方案集A对指标集G的“属性矩阵”，俗称为“决
策矩阵”。通常，评价指标有“效益型”和“成本型”两
大类。“效益型”指标指属性值越大越好的指标；而“成
本型”指标为属性值越小越好的指标，这两类指标

无量纲化方法如下：

    对于效益型指标，一般可令：

          Zij= (yij-min)/(yjmmc  yjmin)
          ( i =1, 2, - - - , n; j =1, 2,  - - , m)     ( 1)

式中：yj二，yjm，分别为Gj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于成本型指标，一般可令：

          Zij= (yj二一，ij) /(yj二一Yjmm)
          (i= 1,2, ---,n;  j= 1,2,  ---,  m)    (2)

式中：yjnx , yjm，含义与公式（1)相同，这样无量纲
化后的决策矩阵为Z= (Zj)nxm，显然Zij愈大愈好。
    3.1.2指标权重的确定―均方差决策。均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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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法反映随机变量离散程度最重要的也最常用的

指标是该随机变量的均方差。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

是：以各评价指标为随机变量，各方案A;在指标G;下
的无量纲化的属性值为该随机变量的取值，首先求出

这些随机变量的均方差，将这些均方差归一化，其结

果即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4]。该方法的计算步骤为：

    (1)随机变量的均值E(Gj):

表2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自然承载
    R

城市化率Ri (%)
城市辖区人口密度R2 W km2)
人均耕地面积R3 ([11712/人）

0. 064
0. 066

0. 058

经济承载
城市人均 G D P  E i  ( A l 人） 0 . 0 7 0
城市辖区经济密度E2（万G/ km2)        0.063
城巾车〕F一单位filA固定资r投资E3（万7[Jkm2) 0.064
建成区面积比例E 4  ( %)         0 . 0 7 8

       E(G;）一上艺Z,;
                                 n

(2)G3的均方差F(G;);

( 3 )

城
市
土
地
综
合
承
力

城市辖区职工] 一资水平Si（元）
城市辖区单位面积从业人员S2 (J/ km2)

0. 060

0. 067

社会承载
    匆

。（：）一丫客(Z￡厂：(G1))2 ( 4 )

环境承载
    V

建成区绿化率V1(%)
工业废水处理率竹（％）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巧（力元）
1＿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讥（％）

0. 065

0. 067

0. 078

0. 079

(3)指标G;的权重W(G;) :
＿＿＿＿、F(G;)
w（鱿）＝一石～一
      艺F(G))
                j＝1

对外交流承载实际利用外资1，（万元）
      1进出[ I商品总额12（万元）

0. 060

0. 061

( 5 )

承载力的评价结果，我们可以采用如下公式：

          D; (W)＝艺Z;;W;x100        (6)
最后可以得出湖南省13个设区市的土地综合承载

力分值（表3)0
    在计算出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之后，为

了便于进行结果分析，我们分别计算了各承载系统

的分值（表4)0

    依据以上方法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
中相关数据［[5]可以得出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
力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表2)0
3.2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结果
    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中，二级指标对土地
综合承载力的贡献是均等的，因此，城市土地综合

表3   J M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值

长沙

79-7

株洲 湘潭

50. 3

娄底  衡阳   永州  郴州   常德
3 7 . 9      2 6 . 4       1 9 . 7      2 9 . 9       3 3 . 3

益阳

27. 5

岳阳    张家界

3 9 . 3        1 8 . 8

怀化

22. 5

邵阳

加 4

娄底

6. 0

表 4

衡阳

湖南省城市各承载系统分值

长沙 株洲 湘潭 永州   郴州

8. 6       11. 2

0.6’       2.4

0 . 7        3 . 5

8. 7       10. 4

 1 . 1        2 - 4

常德 益阳 岳阳 张家界 怀化 邵阳
56
洲1110
．306

”09
1
1
6
9
0

名
4

7

力
4

1
1

认L
1
7
1

2

7

9

3

4

1
0

住
以1

5

住

4

8

6

3

2

1
3

么
么1

3

卜

2

川
7

月
1

又1
7

丘1
6
1

1

石
7

2

2

从1
1

反1
7

王

3

石
7

1

乃

．
Ej27SilZ-2

凡

及

及

认

儿

7

．

﹃

‘

‘
U

‘
U

气

乙

 

 

 

 

 

 

 

 

．

－

：

6

7

，

j

6

2

，

，
6

J

9

认
么2

0
L

4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结果分析

    在计算出湖南省13个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分
值以及各承载系统分值后，我们对湖南省城市土地

综合承载力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根据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聚类分析图
及评价结果，我们可以把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
力分为3个承载级：
    (1)高承载力级：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表4中可以看出长沙
市的各承载系统中除自然承载系统外，其他几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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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湖南省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聚类冰柱

载系统均居全省第一，尤其是经济承载系统和对外

交流承载系统远远优于其他各城市。因而，它处于

高承载级。

    (2）中等承载级：主要有株洲、湘潭、岳阳、娄
底。株洲、湘潭处于长株潭城市群中，一直以来是湖

南省投资的重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它
们的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仅次于长沙，因而土

地综合承载力处于中等承载力级。娄底和岳阳的环

境承载力较高，娄底的环境承载力与长沙一样位于

湖南省首位，娄底市是湖南省卫生城市、全国宜居

城市，在环境治理和建设的投人力度较大，环境承
载力较强，因而位于中等承载力级。岳阳的环境承载

力和自然承载力等均处于中等水平。

    (3）低承载力级：主要有衡阳、永州、常德、郴
州、怀化、张家界、邵阳、益阳。永州、常德、郴州、怀

化、张家界、邵阳、益阳等这些城市一直以来不是

湖南省投资的重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经
济承载力不高。另外这些城市一直以来由于基础

设施不够理想，如怀化直到2007年才通高速公路。
对外交流能力有限，难以吸引外资进人，其对外

交流承载能力较弱，张家界由于对外交流承载系

统的2项指标均居全省最低值，对外交流承载力
得分为0。因而这些城市的土地综合承载较低，处
于低承载力级。衡阳的各承载系统的分值均不高，

因而也处于低承载级

5 结 语

    本文对湖南省13个城市辖区土地综合承载力

进行了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反映一个城市土地承

载状况，可以警示城市土地管理者、土地利用者不

断挖掘城市土地利用的潜力，提高土地承载力。

    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来看，湖南省
13个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中，以长株潭为重点的湖
南省“3+5”城市群（长株潭以及益阳、岳阳、娄底、
常德、衡阳）的土地综合承载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郴州除外，郴州近年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实现了
快速发展），未来在继续提高湖南省“3十5”城市群
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基础上，应加大对湘西地区的开

发，提高湘西地区土地综合承载力。

    本文仅对湖南省城市辖区土地综合承载力进

行了评价，后续研究可以延伸到对湖南省城市辖区

土地综合承载状态（可载、满载、超载）的判断，以及
寻求提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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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 f  Ur ba n  La nd  i n  Huna n Pr ovi nc e

                                     QU Li-tong,  XIAO Li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is an important index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land, the study of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gional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opula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this paper designs a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land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uses the method of multiple

factor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evaluate th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13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dividing the province into

three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luster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grading. Changsha is a high

carrying capacity city. Middle carrying capacity cities include Zhuzhou, Xiangtan, Yueyang, Loudi. Low carrying capacity cities

are Hengyang, Yongzhou, Changde, Chenzhou, Huaihua, Zhangjiajie, Shaoyang, Yiyang.
  ，j words :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 index system ; evaluation ; Hunan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