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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性

钟锦玲,周 兴,李文辉
(南宁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广西 南宁530001)

摘 要:[目的]探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性,旨在为区域协调发

展提供新思路和案例参考。[方法]以广西的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度及耦

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定量分析2009—2018年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

时空格局。[结果]①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大致保持上升趋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在两次波动中上

升;协调发展类型大致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4个层次。②各市高质量发展速

度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速度上升幅度不同;城市协调发展度由西向东、内陆向沿海逐渐升高。③研

究期间广西14个地级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地域带动性不强,各市受相邻城市的影响不大。[结论]从时间

尺度上看,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均有提升,耦合协调度无明显变动;从空间尺度上

看,各市发展速度不尽相同,空间集聚或离散程度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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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
LandResourceUtilizationin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

ZhongJinling,ZhouXing,LiWenhui
(CollegeofNaturalResourcesandSurveyingandMapping,NanningNormal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land
resourceutilizationin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wasexploredinordertoprovidenewideasand
casestudyreferencesfor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Methods]Thespatialandtemporalpatternsof
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landresourceutilizationfrom
2009to2018inGuanxi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byusingthe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the
couplingan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andthe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method.[Results]

① 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levelofGuangximaintainedanupwardtrend.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
leveloflandresourcesfluctuatedtwice.Thetypeofcoordinateddevelopmentroughlyexperiencedfour
levels:reluctantcoordination,primarycoordination,intermediatecoordination,andgoodcoordination.
② 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speedandthelandresourcessustainableusedevelopmentriserateswere
differentineachcity.Thecoordinationdegreeofurbandevelopmentgraduallyincreasedfromwesttoeast
(inlandtocoastal).③Duringthestudyperiod,coordinateddevelopmentamongthe14citiesinGuangxiwas
notstronglyinfluencedbyregion,andnocitywasgreatlyaffectedbytheneighboringcities.[Conclusion]

Overtime,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landresourceutilizationlevelinGuangxiwereimproved,

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wasnotchangedsignificantly.Acrosstheregion,thedevelopmentspeed



ofeachcitywasnotthesame.Thedegreeofspatialagglomerationordispersionof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wasnotobvious.
Keywords:highintellectualdevelopment;sustainablelandresourcesutilization;couplingcoordination;spatial

autdorrelation;GuangxiZhuangAutonomusRegion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1],
是集高效率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中高端结构增长、
绿色增长、可持续增长、和谐增长于一体的发展,体现

了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的平衡[2]。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本质是维持和提

高土地利用现状功能[3],其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区域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4]。自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

中国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各个领域对土地的需求日

益增加,土地资源消耗的总量与速率不断提高,因此,
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了提高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定量分析土地资源利用

的可持续性可以为科学制定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政
策、方针提供参考。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来看,主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及驱动因

素[5]、空间集聚效应[6]、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等[7-8]方

面,研究尺度多集中于城市群、省际和中心城市。关

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集约

利用内涵、理论与方法研究[9-10]、土地利用效率评

价[11-12]、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定量评价与时空特征

分析等[3-4]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和土地利

用的耦合机制研究较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①研究内容,包括从时空角度研究土地集约利用

与城市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

化的耦合关系等[13-15]。评价目标主要为提高城市化

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②研究方法,主要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耦
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数据包络(DEA)模型

等方法。例如王雨竹等[16]运用均方差权值法和耦合

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和土地集约利用

的耦合协调性。梁丽英等[17]运用熵值法和空间自相

关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土地经济效益和城市化的空间

分布和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纵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虽然已有研究取得了显著性成果,但对于高质量发展

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研究尚起初步,相
关文献较少,也未引入实证研究,因此,以二者的相互

关系和互馈机制为基础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尤为

重要。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旨在描述系统间相互作

用和彼此影响的程度[18],现已广泛应用于生态[19]、
农业[20]、经济等[21]领域,可为探究广西高质量发展

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互动关系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地处中国南疆

(20°54'—26°24'N,104°26'—112°04'E),包含14个

地级市、7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约2.38×105km2。
毗邻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南邻北部湾并与海南隔

海相望,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份,在推进

“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地位

和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喀斯特地貌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37.8%,分布较为广泛,土地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困

难性。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稳步推进,截止2018年

末,全区常住人口4.93×107人,城镇化率达50.22%,
地区生产总值2.04×1012元,在全国排名第18位,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13m2,有效灌溉用地面积35.3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0%。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广西全区及其所辖的14个地级市(全市范围)
为研究对象,基于2009—2018年面板数据,分别构建

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时间序列分析以2009—2018年为研究时段;基
于评价时段的中心对称原则,空间格局演变以2009,

2012,2015,2018年为评价时点年份,所需数据均来

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西统

计年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以及国家统

计局的统计资料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相邻年份加权

平均数进行调整补充。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两个不同

且具有密切联系的复杂系统,因此,在选取高质量发

展指标时既要体现区域发展质量水平,也要有所倾向

于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指标体系时也是如此。同时,指标体系的构建应

遵循尽可能反映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特有的内涵和机制的原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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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时间尺度

权 重
空间尺度

权 重

高
质
量
发
展

经 济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431 0.0625
人均GDP+(104 元/人) GDP/总人口 0.0649 0.0433
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4 元/人)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人口 0.0854 0.0253

创 新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总人口 0.0501 0.0914
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GDP 0.0684 0.0451
每万人国内3种专利授权数+/件 国内3种专利申请授权数/总人口 0.0695 0.0844

协 调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0.0542 0.0529
城镇登记失业率-/%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690 0.0473
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二三产业产值/GDP 0.0374 0.0400

绿 色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m2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366 0.030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458 0.0370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319 0.0163

开 放

货物进出口总额+/104 美元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651 0.0820
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104 人次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492 0.0885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502 0.0755

共 享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件)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总人口 0.0318 0.0591
每万人医生数+/人 医生数/总人口 0.0487 0.059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989 0.0593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土 地
经济效益

地均工业总产值+/(104 元·km-2) 工业总产值/土地总面积 0.1066 0.0825
地均GDP+/(104 元·km-2) GDP/土地总面积 0.0590 0.0687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 元·km-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土地总面积 0.0737 0.0859
人均粮食产量+(t/人) 粮食产量/总人口 0.0624 0.0583
地均外商投资额/(104 元·km-2) 外商投资额/土地总面积 0.0614 0.1185

土 地
社会环境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898 0.0330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 建成区面积/市区面积 0.0488 0.1131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937 0.0794
人口密度-/(人·km-2)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690 0.0632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土地总面积 0.0957 0.0906

土 地
生态保障

人均水资源总量+(m3/人) 水资源量/总人口 0.0638 0.0759
森林覆盖率+/% 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0.0615 0.0344
化肥使用量-/104t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355 0.0258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410 0.0349
污水处理率+/%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0.0422 0.0360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已有研究成果中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较多

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22-23],故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发展特色,构建包含

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6个方面的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衡量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体现,因此以人均GDP、人均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评价;考虑到数据

获取的困难性,以科技和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每万

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每万人国内3种专利授权数

衡量创新发展水平;协调发展主要关注区域协调和产

业结构等方面,因此选取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表示;绿色发展主要强调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因此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来衡量;开放发展主要

考察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和程度,因此选取货物进出口

总额、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
个指标来衡量;共享发展强调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因此本文从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万

人医生数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进行测度。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终目标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故基于“经济—社会—生

态”角度,构建包括土地社会环境、土地经济效益、土
地生态保障三要素的准则层,选取15个指标表征广

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以此体现三者之间的互

动制约关系。其中:土地经济效益是单位土地投入产

出最直观的价值呈现,除了地均工业总产值、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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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以外,
考虑到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中所处的地位,选取地均外商投资额来表示;土地

社会环境反映土地利用是否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

和需要,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建成区面积占比、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口密度、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5个指标来衡量;土地生态保障可以反映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所产生的生态价值,并强调尽量减少环境破坏和

损耗,以人均水资源总量、森林覆盖率、化肥使用量、工
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来衡量。

2.3 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两系统间的计量单位和量纲级别不同,为提

高指标间的可比性,取得令人满意的评价结果,需对

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设有m 项指标,即 X1,X2,
…,Xm 代表高质量发展水平,n 项指标,Y1,Y2,…,

Yn 代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正向指标采用公

式(1),相反,负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标准化处理,
公式为[24]:

正向指标: X'
ij=

Xij-min(Xij)
max(Xij)-min(Xij)

(1)

负向指标: X'
ij=

max(Xij)-(Xij)
max(Xij)-min(Xij)

(2)

2.4 综合分值计算

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aj 后

(表1),结合TOPSIS法分别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

价指数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函数,公
式为[25]:

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R:
  R=(rij)n×m (3)

  rij=aj×Xij (4)
最优方案Q+

j 和最劣方案Q-
j :

  Q+
j =(maxri1,maxri2,…,maxrim) (5)

  Q-
j =(minri1,minri2,…,minrim) (6)

欧氏距离d+
i ,d-

i :

  d+
i = ∑

m

j=1
(Q+

j=1-rij)2 (7)

  d-
i = ∑

m

j=1
(Q-

j=1-rij)2 (8)

相对接近度Ci:

  Ci=
d-

i

d+
i +d-

i
(9)

式中:0<Ci<1,Ci 越大,表明研究对象i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或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越高,反之,则
越低。

2.5 评价模型构建

2.5.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用以衡量两个

或两个以上系统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由于高质量发

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两个相互独立且彼此作

用的系统,因此可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分析两

者之间的相互耦合演变态势,公式如下[26]:

  C=(Uk
x×Uk

y)/(Ux×Uy)2k (10)
式中:Ux 代表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Uy 代表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C 代表高质量发展与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系数,取值范围为[0,1];k
为调节系数,取值范围为[2,8],基于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研究实际,故取k=2。

2.5.2 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可以有效

评价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交互耦合

强度,但多个地域的空间对比研究中却难以反映其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故本文构建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引入高质量发展

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水平,公式如下[15]:

    T=∂Ux+βUy (11)

    D= C×T (12)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取值范围为[0,1];

D 值越大,表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

调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越佳,反之则越差。T 为高质量

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和β 均

为待定系数,两者相加结果为1,由于高质量发展和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同等重要,故选取∂=β=0.5。

2.6 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耦合协调度还未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为更清晰地反映

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借鉴已有的研究成

果[17,24],结合广西实际情况,确定高质量发展与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划分标准(表2)。

2.7 耦合协调度空间变异分析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Moran’sI)分析高

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度的空间

集聚或离散情况,以此分析各市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异

质性,公式如下[27]:

  I=
n∑i∑jWij(Xi-Xo)
∑i∑jWij( )∑i(Xi-Xo)2

(13)

式中:I为莫兰指数,取值[-1,1],若I 接近-1,表
明协调发展度系数相异,区域整体趋于离散状态;若

I接近1,表明协调发展度系数相似,区域整体趋于集

聚状态;若I接近0,表明临近地区的协调发展度系数

无明显相关性,区域整体趋于随机分布状态。n 为样

本总数;Wij为空间权重;Xi 为样本i的属性,i≠j,

Xo 为样本i的平均值。
对于莫兰指数,可通过Z(I)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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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
I-E(I)

var(I)
(14)

式中:Z(I)能够判断莫兰指数的显著性,E(I)是指数

的期望值,var(I)是指数的方差。p=0.05显著性水

平,Z=1.96,表示Z≥1.96或Z≤-1.96则通过显著

性检验。

表2 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类型及协调特征

阶 段 耦合协调系数 耦合协调状态 特 征         
[0,0.09] 极度失调 系统彼此基本独立
[0.1,0.19] 严重失调 系统间对彼此的影响很弱失调衰退

(耦合协调系数
0~0.49)

[0.2,0.29] 中度失调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较弱
[0.3,0.39] 轻度失调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不强
[0.4,0.49] 濒临失调 系统间存在相互影响,但作用不强烈

[0.5,0.59] 勉强协调 系统的稳定性勉强维持过渡发展
(耦合协调系数
0.5~0.79)

[0.6,0.69] 初级协调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协调稳定程度
[0.7,0.79] 中级协调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较为强烈

协调发展(耦合
协调系数0.8~1)

[0.8,0.89] 良好协调 系统间的协调水平较高,相互关联度高
[0.9,1] 优质协调 系统间达到稳定的相互影响状态,向有序方向发展

3 结果与分析

3.1 时间序列分析

收集2009—2018年相关评价指标数据,由公式

(1)—(9)得到广西2009—2018年高质量发展和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表3,图1),并根据耦合度

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公式(10)—(12)分别计算

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并绘制图表(表3,图2),以直观

呈现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

展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

表3 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类型

年份 Ux Uy C D 协调状态

2009 0.3207 0.3162 0.9999 0.5643 勉强协调

2010 0.3620 0.3774 0.9991 0.6078 初级协调

2011 0.3473 0.4186 0.9828 0.6135 初级协调

2012 0.4003 0.4368 0.9962 0.6457 初级协调

2013 0.4177 0.4817 0.9899 0.6672 初级协调

2014 0.4483 0.5259 0.9874 0.6935 初级协调

2015 0.5472 0.6153 0.9932 0.7598 中级协调

2016 0.5523 0.6141 0.9944 0.7615 中级协调

2017 0.6734 0.6198 0.9966 0.8027 良好协调

2018 0.6880 0.6216 0.9949 0.8071 良好协调

  注:Ux 代表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Uy 代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综合指数;C 为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系数;D
为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

3.1.1 高质量发展水平 结合表3和图1可发现,

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1年略微

下降和在2017年出现猛增趋势外,大致保持上升趋

势,高质量发展工作有所成效。2009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
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广西积极实施“两区一带”的
区域发展总体布局。2010年12月,广西出台《关于

加快我区城镇化跨越发展的决定》文件,力争到2015
年将城镇化水平力提高到50%。2014年出台《广西

壮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推

动经济增效升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

展”新概念后,广西不断抓住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质量。以上政

策的颁布与实施加快了广西高质量发展的速度,提升

了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具体指标来看,2011年广西

货入境国际旅游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数

下降幅度较大,且当年对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投入

力度不足,由此拉低了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

图1 2009-2018年综合评价指数及耦合度

3.1.2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结合表3和图1
可知,2009—2018年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呈

两次波动上升趋势。第一次波动是2010年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开始上升,广西明确提出“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推动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模

式,土地利用生态质量上升一个台阶。第二次波动是

2015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出现骤增,主要

得益于土地经济效益的提高,提升幅度最大的为地均

工业总产值(9.43×106 元/km2),增幅高达2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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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土地利用

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也缓慢提升。2016年后广西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回归稳定发展状态。
总的来看,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水平均取值在0.30~0.70之间,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纵观研究数据可知,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2017年后迅速提升,其发展速度超越了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发展速度,说明广西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同时,还应优化各类用地布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3.1.3 耦合协调度 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耦合协调度(图1)来看,取值范围均稳定在0.9
以上,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良好,影响程度较高。
协调发展度(表3,图2)由2009年的0.5643提升到

2018年的0.8071,增速较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从

协调状态来看,协调发展类型大致经历了“勉强协调

(2009年)、初 级 协 调(2010—2014年)、中 级 协 调

(2015—2016年)、良好协调(2017—2018年)”4个层

次,从协调阶段来看,2009—2016年处于过渡发展阶

段。虽然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较高,但高质量发展指

数 均 值 和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指 数 均 值 分 别 为

0.4245,0.4732,仍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后逐步由

过渡发展阶段跻身协调发展阶段,表明两系统协调发

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具体可

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图2)。

图2 2009-2018年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度

(1)过渡发展阶段(2009—2016年)。耦合协调度

D 值不断提高,由2009年的0.5643增长到2014年的

0.6935,同时协调状态由勉强协调(2009年)转变为初

级协调(2010—2014年),最终升级为中级协调(2015—

2016年)。在此期间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水平均有提高,政府较为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

关系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以及提出

了诸多环境综合治理措施,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社

会效益显著,与高质量发展相互影响、共同促进。
(2)协调发展阶段(2017—2018年)。耦合协调度

D 值持续升高,协调状态由中级协调转为良好协调,表
明两系统间的相互关联度较高。观察研究数据可发

现,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

在这一阶段内已达到较高的协调发展水平。自党的十

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

量发展”后,广西积极优化用地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相结合,使两者关系更为密切和协调。

3.2 空间演变分析

以2009,2012,2015,2018年为研究截面,计算广

西各市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图

3—4)。由于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略高于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因此等级划分标准略有不

同。结合 ArcGIS软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高质

量发展划分5个等级,即高水平区(0.6,1],较高水平

区(0.4,0.6],中水平区(0.3,0.4],较低水平区(0.2,

0.3],低水平区[0,0.2](图5);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划分为优质区(0.6,1],中等区(0.4,0.6],较差区

[0.4,0.2),恶劣区[0,0.2]4个等级(图6),最后进行

耦合协调性分析。

图3 2009,2012,2015,2018年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3.2.1 高 质 量 发 展 水 平 结合图3和图5可知,

2009—2018年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不尽相同,
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南宁市有明显的凸起,在来宾市有

明显的凹陷。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大致呈现“南
北高、东西低,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与

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符。①南宁市高质量发

展指数呈明显的凸起趋势,排名遥遥领先,柳州、桂林

2市紧跟其后,来宾市凹陷明显,表明其发展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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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空间演变图中可看出,高质量发展水平类型先升

后降,区域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最终保持稳定发展。
其中,高水平地区在研究期间未发生变化,较高和中

等水平地区变化较小,较低和低水平城市数量居多,
占比高达57.14%,表明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

体偏低。作为广西的首府,南宁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

置、发达的经济条件、丰富的资源优势,技术、资金、人
才等都走在前列;桂林市作为国际旅游胜地,积极打

造全域旅游新业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柳州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是中国

唯一同时拥有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的城市,因
此这3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其他市高。北海、钦
州、崇左、防城港、玉林5市属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发展受广西和国家的宏观调控

以及南宁市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影响。
贺州市原隶属梧州市管辖,建市较晚,所获得的投资

项目不多,且由于其经济条件有限,教育资源严重不

足。梧州虽为广西的东大门,与广东毗邻,发展机遇

多,但其产业创新性不足,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

没落。贵港市虽为内河港口城市,但其本地的企业竞

争力不足,外流人口较多,高素质人才缺失。百色市

地处广西的西部边缘,交通不便,缺少发展空间,无法

发展大型产业。来宾市虽为“桂中腹地”,但是基础设

施薄弱,教育资源短缺、创新力度不足,人力和物力等

资本逐步流向两地同时,由于缺乏人口基础,服务业

等第三产业无法发展,使得发展质量整体较低。

图4 2009,2012,2015,2018年各市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

图5 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系统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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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由图4可知,研究

时段内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整体逐渐提高,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在北海市有明显的凸起,在
崇左市有明显的凹陷,而在其他市较为平稳。

由图6可知,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

格局相对稳定,多数城市未发生等级变动,发生等级

变动的城市也仅涉及两种变化类型。①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优质区仅涉及北海1市(除2012年为中等

区外,2009年、2012年和2018年始终为优质区),
北海作为广西首座“全域旅游示范市”,土地开发利用

程度较高,使得土地经济收益也较高。②中等区主要

集中南宁、桂林、柳州和钦州4市,呈现出线状分布

特征,说明这些城市为了加强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

续性,提高对土地的投入水平,尤其是保障粮食的有

效供给,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建设,如4

市的污水处理率均值由2009年的90.11%提高到

2018年的96.19%,未来应继续挖掘城市内部存量

土地,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排查登记。③较差区呈

片状分 布 在 广 西 的 东 西 部,分 别 占 到 总 体 比 例

的50%(2009年),42.86%(2012年),42.86%(2015
年),64.29%(2018年),存在连片集聚的现象,呈现出

与高质量发展较低水平地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说
明广西应继续加大对东西部各市的投资力度,使土地

利用可持续性呈均衡性发展格局。④恶劣区涉及

河池、崇左、来宾、贺州4市,呈点状分布在中等区和

较差区周围。其中,河池和崇左2市的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水平类型在研究时段内始终未发生变化,这
两市处在广西的边缘地带,石山多平地少,地势较高,
主要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对当地的土地利用产生不利

影响。

图6 2009-2018年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系统空间演变

3.2.3 耦合协调度 从空间上看(图7),广西高质量

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度体现出不同

的分布特征。
(1)轻度失调型。从不同的时间点来看,2012,

2015,2018年涉及地市均为零;2009年处于该类型的

仅河池1市,虽然该市属于桂西资源富集区,但缺少

发展空间,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未能转为经济优势,
因此发展质量整体较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偏

低,区域协调发展类型排名靠后。
(2)濒临失调型。2009年有崇左、百色、贺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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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钦州5市;2012年新增河池1市,钦州市升级为勉

强协调型;与2012年相比,2015年各市协调状态均

未发生变化;2018年增加钦州1市,其余 城 市 无

变化。
(3)勉强协调型。2009年为贵港、梧州、玉林3

市;2012年和2015年均仅增加钦州1市,但由于其高

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整合能力有

所下降,于2018年退化为濒临失调型,其余城市无

变化。

(4)初级协调型。2009年、2015年和2018年

3a内所涉及的城市均为桂林、柳州、防城港和北海4
市,2012年除柳州市升级为中级协调型外,其余城市

无变动,表明柳州市耦合协调度逐步向有序方向

发展。
(5)中级协调型。除2012年增加柳州1市外,

在4个时点中均仅为南宁1市,表明南宁市高质量发

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匹配度较其他市高,但距离

优质协调状态仍有一定差距。

图7 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

  从空间演变格局来看,表现为西部向东部、内陆

向沿海协调度逐渐升高趋势,呈现出“南北高、东西

低,东西高、中部低”的发展格局。其中,桂北和桂南

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水

平最高,形成以“南宁、桂林、柳州”为核心并不断向四

周扩散的协调发展高值区,属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双高”型城市。桂西资源富集区经济

条件欠缺,发展状态远跟不上邻近地区,协调水平整

体偏低。桂中地区的来宾市地处南宁市和桂林市之

间,属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双低”型

城市,未来应发展工业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保护好

水源保护区和天然林区,构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

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3.2.4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性 为揭示样本区域

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空间分异性

特征,根据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得到各市

2009,2012,2015,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系数,运用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公式13)对广西壮族自治

区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详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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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9-2018年广西各市耦合协调度

Moran’sI指数与Z 得分

年份 Moran’sI P Z
2009 -0.3391 0.0400 -1.5794
2012 -0.2851 0.1030 -1.2228
2015 -0.3008 0.0740 -1.3358
2018 -0.3560 0.0340 -1.6648

结果显示,2009,2012,2015,2018年广西14个

地级市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 Moran’sI 值小于

0,并接近0,表明研究期间广西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

调度趋向于随机分布,没有明显的离散和集聚效应,
说明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并未由于地域的空间差异而

引起强烈的极化现象,其空间差异总体上相对较小。
总的来看,研究区内耦合协调度为相异的随机分布,
且呈波浪式发展。可能原因为:①随着《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实施,虽然各市国土空间格局得到了优化,城市间协

同发展初见成效,但从整体上看,广西14个地级市并

未从真正意义上发挥其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②各市

自身发展的背景、条件和限制也是造成协调发展差异

的原因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依据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度、耦
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并借助

ArcGIS软件,研究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变格局,得出以下

结论。
(1)从时间尺度上看,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

发展水平在2011年略微下降外,大致保持上升趋势,
其中2017年出现猛增趋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

平呈两次波动上升趋势,第一次波动是2010年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开始上升,第二次波动是

2015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出现骤增趋

势;耦合度取值范围均稳定在0.9以上,耦合协调度

增速较平稳,无明显波动。
(2)从空间尺度上看,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速度

不尽相同,但空间差异明显;从分布状态来看,高质量

发展水平呈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区域差异表现先缩小

后扩大,最终趋向于平稳发展状态,但较低和低水平

城市仍占主导地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格局

总体上相对稳定,各市等级变动较小,优质区仅为北

海1市,中等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桂林、柳州和钦州4
市,较差区呈片状分布在广西的东西部,恶劣区主要

分布在河池、崇左、来宾和贺州4市;协调发展度由西

部向东部、内陆向沿海逐渐升高;根据全局莫兰指数

可知,区域协调发展度为相异的随机分布模式,空间

集聚或离散程度不明显。

4.2 建 议

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受

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提高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不

同区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针对南宁、柳州、桂林等

耦合度较高的城市,要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

力,推动区域经济高效发展;②针对北海、钦州、防城

港等沿海城市,应根据《关于推进北钦防一体化和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形成一体化协调

联动式发展空间布局,建设广西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

极;③针对百色、崇左、河池、来宾等欠发达地区,应加

快右江河谷城镇带和沿边经济带建设,通过促进江海

联动发展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主要对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综合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发展度及其空间

分布格局开展研究分析,未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
未来仍需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是今后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所需研究的重点内容。

[ 参 考 文 献 ]

[1]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

济,2018(4):5-18.
[2] 魏杰,汪浩.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特质[N].北京日报,2018-

07-23(14).
[3] 余敦,陈文波.江西省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与时空特征

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4):43-47,69.
[4] 卢涛,周学武,王占岐,等.基于 VW 模型的土地可持续

利用评价及时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市域为例[J].中国

土地科学,2015,29(12):60-67,93.
[5] 梁志霞,毕胜.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J].经济问题,2020(1):

103-111.
[6] 刘涛,李继霞,霍静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

与影响因素[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0):1-8.
[7] 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J].统计研究,2019,36(1):4-14.
[8] 黄顺春,邓文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述评[J].

统计与决策,2020,36(13):26-29.
[9] 陈维肖,毕雪薇,梁流涛.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及障碍因素诊断[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3):

113-118.
[10] 王群,王万茂,金雯.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中的新

观点和新方法:综述与展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65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境,2017,27(S1):95-100.
[11] 张志会,李松,付笛,等.基于DEA模型的河北省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评价[J].西南农业学报,2020,33(6):1273-
1278.

[12] 刘书畅,叶艳妹,肖武.我国东部四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

率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J].城市问题,2020(4):14-20.
[13] 刘浩,张毅,郑文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

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J].地
理研究,2011,30(10):1805-1817.

[14] 杜霞,孟彦如,方创琳,等.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J].生态学报,2020,

40(16):5546-5559.
[15] 薛建春,郑海潮,王雅荣.基于熵值法的呼包鄂区域土地

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研究[J].水土保持通

报,2019,39(3):256-262.
[16] 陈田田,张红.京津冀地区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经济发

展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7(6):60-67.
[17] 梁丽英,梁彦庆,黄志英,等.中国省域土地经济效益与

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J].水土保持研究,2020,27(3):

263-270.
[18] 刘定惠,杨永春.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

20(7):892-896.

[19] 熊建新,陈端吕,彭保发,等.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J].地理科学,2014,34(9):1108-
1116.

[20] 魏金义,祁春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

度测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90-96.
[21] 梁威,刘满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协

调发展及时空分异[J].经济地理,2017,37(4):117-126.
[22] 魏修建,杨镒泽,吴刚.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

价[J].统计与决策,2020,36(13):15-20.
[23] 马海涛,徐楦钫.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估与空

间格局分异[J].经济地理,2020,40(4):11-18.
[24] 李玉双,葛京凤,梁彦庆,等.河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3,

20(2):238-242,249.
[25] 袁鹏,曾艺桥,陈政.基于TOPSIS法的城市旅游发展动

力因子评价:以湖南省为例[J].统计与决策,2019,35
(22):59-63.

[26] 赵丹丹,胡业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化耦合协调

性研究:以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J].水土保

持研究,2017,24(1):291-297.
[27] 张志,龚健,王利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时空

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为例[J].水
土保持研究,2017,24(4):296-303,310.



  (上接第246页)
[19] 高林安.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识别与优化路

径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35
(1):74-81.

[20] 王少剑,方创琳,王洋.京津冀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

互耦合关系定量测度[J].生态学报,2015,35(7):1-14.
[21] 侯小菲.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J].区域经济评论,2015(5):48-55.
[22] 李梦欣,任保平.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构建、测

度及综合评价[J].中国经济报告,2019(5):49-57.
[23] 马茹,罗晖,王宏伟,等.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7):60-67.
[24] 田泽,沈雨婷,任芳容.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环境耦合

协调度与空间效应对比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与次区

域比较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10):137-145.

[25] 刘秋艳,吴新年.多要素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评

述[J].知识管理论坛,2017,2(6):500-510.
[26] 石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及空间网络效应[J].区域经济评论,2020(3):25-34.
[27] 孙平军.1994—2011年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

调性耦合关系的判别[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

23(8):1051-1056.
[28] 周亮,车磊,孙东琪.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

发展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9,39(6):97-107.
[29] 侯孟阳,姚顺波.1978—2016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时空

演变及趋势预测.地理学报,2018,73(11):2168-2183.
[30] 何小芊,龚胜生,胡娟,等.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

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2019,28(12):2857-2866.

752第3期       钟锦玲等: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