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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视角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问题的探讨——以衡阳市为例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晏涵 刘觉民   2008-04-21     查看次数：1919  期刊时间:2008年2月 

 

  城市化建设不仅占用土地,而且改变各类土地的数量关系，实现城市化必然要付出农用地被占用的代价,但在数量上必

须要适度。不顾土地资源稀缺状况的“城市化”是不符合衡阳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处理好土地利用与

发展城市化二者的关系,既要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又要保护土地,节约用地,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  

  一、城市化与节约集约用地的内涵  

  城市化是一项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战略措施，是当今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1]。它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及其城市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是指

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化相应地成长为经

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

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主要包括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推动机制。当前，城

市化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所谓节约集约用地,是相对于浪费和粗放用地而言的。其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节约用地,就是各项建设项目都要尽

量节省用地，科学合理地用地，不得宽打窄用，浪费土地,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集约用地,指在兼顾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达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三是

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

[2]。  

  二、衡阳市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现状  

  1 、衡阳市的城市化进程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衡阳市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衡阳市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和城镇

数量增长较快。根据衡阳市统计局于2004年的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衡阳市的总人口为713.9万，城镇人口为206.43万，

城镇化水平为28.92%，比1990年的15.41%提高了13.51个百分点，但在湖南省的14个市中排第8位，比全省平均水平33.50%

低4.58个百分点，在湖南省属于落后的行列。衡阳市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的发展仍处于外延发展的状态，城市化质量

不高，与湖南省其他地市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人均道路面积居13位，每万人公交车数居第10位，人均绿地

面积居13位，建成区绿地率居11位，建成区绿化率居11位，人均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居13位。交通、住宅、医疗卫生条件较

差，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衡阳市至今仍无大型污水处理厂，大型公共设施诸如体育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十分缺乏，

这与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地位极不相称．各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比市城区的情况更差，因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十

分艰巨。  

  衡阳市城镇等级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衡阳市大城市偏少而小城市偏多，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衡阳市一

个，10万-20万的只有2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小城镇有92个，并且在同类城市中规模明显偏小。由于小城镇规模偏小，难

以形成聚集效应，制约了第二、三产业集中区域的形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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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衡阳市土地利用现状  

衡阳市土地利用现状可概述为林地和耕地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用结构。2003年，衡阳市的具体用地状况可用图1来表示。  

图1：2003年衡阳土地利用现状结构          单位：公顷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     园      林    其他   居民点及   交通  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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