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是指在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

的指导下，合理调整城市、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用地以及配套的其

他用地的结构和布局，以人文本，突出其整体性，在与外部环境相协

调的情况下，使内部结构和布局达到最佳配置，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

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至

今，作为贵州省内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新城区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现在正面临着如何推动全市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遍，如何建立起以高

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实现高新区的跨越式发展的挑

战。

本文通过对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分析，有效地

揭示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上存在的问题与并总结出影响高新区土地

结构布局的驱动因素，找出合理利用土地的途径。从而在有效组织经

济活动的同时，实现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最佳空间布局。最终使

城市建设用地在其规模迅速扩大过程中被有效的节约和集约利用，实

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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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leading b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the five balances”，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spacia4 layout refers to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towns and other inhabited areas as

wel 1 as factories，mines and trunk 1 ines of rai lways and

highways．Keeping people—oriented and the unity of the area，

it can reach the optimum allocation of the landuse structure

and layout，which iS beneficial to a coordinated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society，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t last．

Guiyang Nat 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as

the only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in Guizhou，

which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 1 inl992，had been

constructed to certain degree．Th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ameliorat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city。 giv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water and power supply，telecommunications

faci l it ies，seaports，airport，hi ghways and rai lways．Is now

faced with how to promote the city’S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economi C structure and economi C growth mode to the fundamental

times．how to establish high-tech industry led by the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hi曲一tech zones to achieve a

1eap forward in the chal lenges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e new national general land

use planning revi sion of Guiyang Nat 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uiyang development zone，propo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hi ch can change the landuse structure and spat i al layout，and

predicts the landuse structure and spatial layout in Guiyang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in future．

KeyWords：Guiyang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Landuse Structure：Spatial layout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

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

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

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话删
7∞g年厂月之珀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贵州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

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本人授权贵州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

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皆堋导师签名： 【删乞
。√口多年f月坍



1绪论

我国人多地少， 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从我国国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出发，必须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是深化改革和严格土地管理的重大举措，是一件关系国家和人民长远

利益的大事。在新形势下，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土地利用模式，

要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以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为核心，开展规划实施评价、基础调查、资料搜集、课题研究和政策建议的论证

等规划修编前期工作，为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打好基础。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和《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编前期工作的意见意见》的要求，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开展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

与配合，大力支持和配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积极稳妥地推进规划修编工作，真

正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为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

(三)研究如何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问题。按照统筹安排城乡用地的原

则， 围绕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优化结构、布局的目标，研究提出规划

修编时调控城乡建设用地的目标及政策建议。重点是：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方向和进程，分析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资源环境容量，预测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和不同类型、层次的城镇村建设用地规模；研究提出优化城乡用地结构的措施；

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要求，提出土地利用调整和

推进建设用地整理的措施。①

∞国十资源部《关f做好十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T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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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范围界定、研究对象诠释

1．1．1贵阳高新区

本论文依托于国家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即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编的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论文中用到的各种数据

及各类文字图片资料均与之配套。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1997年10月23日国家土地管理

局发布)第一章第二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行政区划分为五级。根据社会和

经济发展需要，可以编制跨行政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编

制必须要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编制，而作为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丌发区无论是贵阳

高新区还是金阳新区都设有独立管理委员会。

所以本论文的实际研究对象为原野鸭乡(野鸭乡已经于-oo六年三月二十

七日被撤销，并以金阳街道办事处取代)辖区范围以内的所有用地。土地总面积

为95．95平方公里，距贵阳市老市区中心9公里，背靠贵阳市白云区，东达贵阳

市云岩区、南明区，南接贵阳市花溪区。其地理位置与北纬26。33
7

30Ⅳ至260

40’35"，东经：106033 7 46Ⅳ至106041
7

18Ⅳ之间。其中包括金阳新城区，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部分。

其中金阳新区是2000年针对贵阳市城市中心区面积狭小、人口密度过大、

空间超负荷承载，与省会城市和区域性重点城市地位不符，有碍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的现状，由市委、市政府作出的战略决定。所以金阳新区成为贵阳市抢抓国家

西部大开发机遇，完善城市布局，谋求快速发展，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和中共

贵阳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把贵阳市建设成现代化都市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举

措。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全国53个国家

级高新区之一，也是贵州省内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建设用地面积为6．52平方

公里，分为“金阳科技产业园”和“新天科技工业园”，分别位于贵阳市金阳新

区和新天园区。区内建有知识经济产业化基地、国家级中国(贵阳)片式元器件

产业园、医药工业园、贵州火炬软件园、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等产业基地和企业孵化器。区内设有海关，建有保税仓储区。是贵州目前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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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高科技创业配套环境最完善，政策最优惠的开发区。

研究对象全称为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贵阳高新区。

1．1．2土地利用结构概念诠释

土地利用结构是指在某一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质和量上的对比关

系，以及它们组合而成的一定格局或图式。也可以说，士地利用结构是指一定地

域范围内各类用地的搭配关系。土地利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其变化既

受自然因素的制约，也受人们自身改造自然能力、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制

约。土地利用结构是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配置与利用状况及各类用地比例关系

的反映。土地利用结构直接反映一定时期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可用以分析土地国

民经济、区域经济、企业经济中各部门的作用程度、经济效益及其潜力，以及开

发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可以预测和规划今后一定时期内土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及其发展趋势。土地利用数据的测定，可按利用现状进行分类调查

统计。同时，为使利用结构在时间、空间上有可比性，分类指标内容必须一致。

面积数据除按已知数据和地面测量外，还可利用航空、卫星遥感技术。

针对国家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而开展的技术研讨会主要研究内容：对城

乡用地现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全市发展面临的优势与挑战分析，探求城乡用

地结构和布局调整战略。采取多方案预测了建设用地总规模及城乡用地规模。本

研究针对城乡用地结构优化与布局调整的总体设想，提出了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

推进土地整理的对策建议。

对优化城乡用地结构与布局根据国家现行政策进行了定义，优化城乡用地结

构与稚局是指在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的指导下，合理调整城镇、农村居

民点和独立工矿用地以及配套的其他用地的结构和布局，以人为本，突出其整体

性，在与外部环境相协调的情况下，使内部结构和布局达到最佳配置，实现土地

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城乡用地应不能

只局限于城镇、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还应与农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统筹考虑。



1．1．3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概念诠释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指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都各有其相应的部

位，但彼此之间在分布上又是相互联系的，即构成了一定的空间组合形式。Ⅻ’

而我们的研究对象，贵阳高新区，是一个较特殊的对象。它已经被定义为贵

阳市新城区，新的市政府驻地，即将面对的是全面城市化。所以针对这一特殊情

况，我们对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空问布局的研究从规划的角度出发，重点放在

城市空间布局的发展研究上。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讲，城市土地使用的布局就是要形成既能满足城市各项活

动有效开展的需求，又能避免对其他活动的开展不利影响的，同时又符合城市发

展趋向、保证城市整体效益的城市空间格局。25

1．2研究背景

1．2．1宏观背景

l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健康城镇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环境等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

如何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使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我

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范式显示了走城市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趋

势。但是，城市化有多种路径，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路径，是国内外学者广泛讨

论的一个课题。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

乡二元结构。预计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由目前的43％提高到47％左右。

“十一五”期间，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包括：

一是要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要分类引导人

口城镇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应按照其意愿，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

流动的政策；促进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对因征地而

失去生活保障的农村人口无条件地转为城市人口。对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要从

调整产业结构的源头入手，通过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和总量控制等方式，问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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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逐步形成用经济办法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改变

目前按行政区而不是按经济区推进城镇化的做法，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统

筹考虑经济布局、就业岗位、人口居住、资源环境，通过规划等措施引导，逐步

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有所减弱的区域，要优化整合现有已经形成的城市群；在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再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在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实

行有限推进城镇化的方针，发展好现有城市、县城及有条件的建制镇。

三是要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和健全体制机制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城市规划

和建设要从当地的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条件出发，缺水城市要加强对城市水源地和

供水设施的保护，适度控制城市规模，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和建设高耗水景观。

统筹考虑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

能力。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工作，切实保障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完善行政区划设置

和管理模式，理顺行政区划体制。深化就业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

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合法固定住所

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合理向城镇流动。改革和完善财税

体制，形成税收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机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管，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供稿)

2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我国长期区域发展不平衡状

况，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

和政策历史演变的必然延续。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作为世界各国区域发展的一种普遍经济现象，成为区域发展理沦工作者研究的核

心问题，同时受到各国区域发展战略决策者的广泛重视，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国土东、中、西三大自然区和三大地势阶梯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乃至

决定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加上资源状况、发展历史以及制度和政



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等方面的地域差异，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划分”，并为

我国经济、地理、社会各学科的学术界拓宽了区域发展研究的空间，创造和发展

了区域发展理论，有效地指导了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对我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我国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和区域土地利用结构。

国家计委对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提出六条对策建议：树立“经营城市”

观念，避免不切实际的“现代化”，注重效率、特色、创新；实施大城市带动战

略，选择区位重要的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大城市产业发展更多地考虑与周边

地区的关联度，充分利用存量资源条件或延长产业链条成为创新基地；率先推行

城乡双向开放政策，同时改革就业政策、农村土地制度；以省区为单位，抓紧编

制城镇体系规划。努力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差距，特别是一批相对

发达的区域要实现更快发展；鼓励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移民；支持

西部地区新兴城市和城市经济圈、经济带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

改革、建设项目布局等方而给予西部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做好招商引资推介。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贵阳市是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要依托的重要城市和增长极。贵阳地处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

点区域“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

3第三轮土地利用规划的开展

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部对城乡土地利用活动统一

规范管理的《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1987年，我国第一轮覆盖全国范围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开始展开，到1992年前后在全国普遍推开，规划的目标年

为2000年。

1996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对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设

想。在1997年全国宏观经济调控和严格保护耕地的环境和政策背景下，结合中

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

[1997]1l号)和修订《土地管理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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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和

修编前期调研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133号)，着手启动新一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132号)，正式开始了新一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并对有关工作内容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希望

通过找出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办法和出路，为做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

作提供一点思路。

1．2．2微观背景

1贵阳市新市政府在金阳落户

2000年6月2日，国务院批复的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城市今后

的发展方向，是在城区西北部的金华、阳关一带，建设一个新区”。省委、省政

府明确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启动贵阳金阳新区开发和一批中心城市

基础设施，支持贵阳市瞄准面向新世纪现代化大都市目标，努力建设成为西部大

开发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2贵阳高新区的产业发展突飞猛进

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猛，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初具规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新城区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对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支撑作用。

“十一五”是实施建设大贵阳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建和谐社会等目

标的关键时期，也是贵阳高新区加快“二次创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了推动

经济结构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建立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经

济发展新格局，实现高新区跨越式发展，依据国家科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技术创新纲要》

1．3研究目标

根据以上背景，我认为有必要对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问布局的演

化发展进行研究，其基本目标是：在整合相关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的理论以

及介绍国内外开发区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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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评价其土地利用结构发展的合理性；并通过对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布

局的发展研究，将其发展模式进行归类，并进行横向对比。指出影响贵阳高新区

土地利用结构暨空间布局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指出其消极的影响因素，以及解

决的对策和方法，从而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参考，以指导贵阳高新区的土

地利用机构与空间布局科学、合理、有序地发展。

基于这样的目标，本文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1)分析用地发展趋势，提出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利用结构的控制目标。

(2)研究提出优化城市用地布局的目标，提出土地利用战略。

．(3)提出优化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的建议和措施。

1．4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1．4．1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概括为：

1分析讨论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现状，并概括目前高新区土

地利用上存在的问题：

2分析影响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因素；

3预测贵阳高新区未来土地利用结构；

4高新区未来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发展构想；

5提出优化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政策、措施建议。

1．4．2研究方法

l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对贵阳高新区这个特定区域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对城市空间结构

及土地利用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总体提出了对贵阳高新区用地结构和布局进行

优化的措施方法。

2综合分析的方法

在研究地过程中，注意运用土地学、经济学、行政学、规划学、可持续发展

理论、系统理论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注意自然、环境、



经济、社会、技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评价。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定性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再运用数学的方法定量分析找

出事物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而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

的深化，二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4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结合

不仅利用规划基期年数据对2005年的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及空间布局

进行分析，还采用从1996．2005的各项土地数据进行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并最终

预测2006．2020年的贵阳高新区的建设用地结构及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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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理论研究

2．1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理论研究

2．1．1土地利用结构的理论研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趋向复杂化。为了查明区域土

地利用现状特点、问题及开发利用方向，世界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调查、分类、评

价、区划、规划等一系列工作先后开展起来。

1922年，由索尔(CarlSauer)领导的美国密执安州土地经济调查，开创了小

区域土地利用综合考察的先例。1931年Webb开始对美国大平原的土地利用类型

及变化进行研究。英国于1930年成立了不列颠土地利用调查所，在斯坦普伍(D．

Stamp)的主持下，从1931—1939年开展了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取得了包括全国调

查总报告、各部分报告及土地利用专题图等一系列成果。25

20世纪上半叶，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描述、制图

及引起土地利用变化机理的初步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只是传统的建设性或蓝图规

划，土地利用结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其研究的方法大多采用定性的经验规划方

法，包括土宜法和综合平衡法等，它是根据专业人员和领导的实践经验与主观愿

望来确定发展方向和农林牧副渔用地的配置比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是将一定

范围内的土地划分成不同使用分区，使用分区图来界定分区的范围及区位。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

展(PRED)问题的同益出现，土地利用规划逐渐发展到以控制土地利用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为目的的公共决策，土地利用结构研究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得到重视。其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

(1)城市化、农业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机理研究；

(2)湿地、废弃地及居住地等特殊地段的土地配置研究；

(3)农作物、林业、水产养殖、交通运输等用地的优化配置研究；

(4)土地使用政策及其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作用研究等。

此时，土地利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运用遥感、计算机技术手段和数



学方法来解决地域性或某一领域土地利用的一些具体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变

化的分析与监测、遥感技术支持的土地利用调查与分类研究、土地利用的空间格

局与模式和土地利用规划与制图等。如Xing等应用GIS和多目标规划来预测土

地利用中引起争地矛盾的原因，由此得出解决的策略；Sharifi等探讨了把土地

利用动态规划系统用于作为农场土地配置的决策支持系统，这个模型是由具有决

策模型的GIS和综合规划模型组成，综合规划模型又包括作物生长模式、线性规

划模型和使规划设计转为可操作规划的空间配置决策模式；Chuvieco应用线性

规划作为GIS分析工具，对空间属性进行优化和变量组合，并在西班牙进行土地

规划试验。

从80年代起，GIS技术开始普遍应用于土地资源调查与土地资源评价、土

地利用模式、农业土地利用规划、农业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研究。特别是1992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上《20世纪议程》的颁布，大大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和理念，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也成为新时期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目

标。特别是近年来，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土地利用规划模式、可持续土地评

价等方面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美国国际应用系统研究

所在1992到1999年间就发表了直接与土地利用有关的研究报告60多篇。这些

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研究内容上多侧重于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的监测、分析和模拟；

(2)空间尺度多侧重于全球大区域或国家尺度的研究，而针对较小区域如省

内地州一级区域的研究不多；

(3)从研究方向上，构建大量的模型深入研究土地利用结构现状的驱动力和

影响因子，但就土地利用结构研究而言，大多局限于这方面的评价和统计分析；

(4)对土地利用系统要素和结构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定性的描述上，或采用建

模方法并结合GIS技术对单一土地利用系统进行模拟和分析，而针对区域性土地

利用结构，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

近年来，我国土地利用结构研究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采用“3s”等先进

技术引用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景观生态学、经济学、运筹学等方法对土地利

用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就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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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主要是通过各种模型来分析和模拟区域土

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从驱动力和影响因子的角度来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现状；

(2)通过数量分析来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从而探讨区域土地合理利用

的途径：

(3)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的结构，如典型相关分析、灰色

局势决策分析等；

(4)运用不同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

进行优化，以实现土地利用系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三效益组合最佳，满足

．人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模型主要包括线性规划模型、多目标规划模型、

模糊线性规划模型、灰色线性规划模型、动态规划模型及系统动力学模型等。

2．1．2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理论研究

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必须建立在城市各项活动在城市中的分布需求的基础

之上的，而城市活动在城市中的分布，其实质就是对城市不同区位的土地进行使

用。在这方面，经济学和地理学中有关区位的研究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提供

了理论基础。所以关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首要经典理论为区位论。

区位论中最早要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J．H．V Thunen，1826)，这是现代

区位论理论的基础。他在1826年出版《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一书

中，分析了地租、农产品的价格和土地投入和运费的关系，认为在土地收益递减的

情况下，距离市场越近的生产地，土地集约化程度越高。此原理为后来的工业区位

论、城市区位论、市场区位论等研究区位土地集约利用的分布规律打下了基础。

区位论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原苏联、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生产力布局管

理的重要理论指南。二是区划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该技术是西方最著名的

土地集约利用管理形式，一般通过分区条例来实施，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美、

英等国家城市化急速扩张阶段。分区条例由社区规划师和规划咨询部门来制定，

当社区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采纳后，就获得了法律效力。分区条例一般

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规划图则，把该社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一区域内的

每一地段位置十分清楚，标明了不同的使用功能；第二部分是文本，具体而详细地

规定了每一分区中的建设项甘及用途，详细到具体建筑的最大高度、退后红线以



及底层面积等。三是“增长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实践。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普遍进入郊区化阶段，北美和欧洲的郊区化演变成了低密

度的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平均通勤距离增加，交通拥挤，城市基础设施规模效益下

降，能源消耗增加，环境恶化，污染加重，中心城市的衰退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经

济问题，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引起西方各界广泛关注，意识到城市

蔓延的危害，开始进行控制蔓延的研究和讨论，规划界称之为“增长管理”和“精

明地扩展”。 主要措施是设法提高现有建成区的开发密度，以减少对新增建设用

地的需求。 经济学家与城市学家安东尼。 道斯提出：①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将

城市发展主要控制在边界以内，提高边界内的开发密度。边界以外的开发费用，

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部由开发商承担。②推广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

③成立区域性的土地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区域内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

建设。④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小型、高密度的住房等。美国俄勒冈州1970年制

定的土地利用规划获得成功，受到广泛关注，其主要方法就是控制城市的增长边

界。 目前这一管理方法在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得到应用。啪1

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研究，从人文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的伯吉斯，他于

1923年创立了同心环模式(Concentric Ring Model)。他认为城市的中心是商

业会聚之地，农民初进城市时，为了找工作方便，便居住在中心商业区附近，后

来以零售和服务为主的商业中心区向外膨胀，市民也向外迁移。环绕商业中心的

外围是早期建造的旧房子，其中一部分被零售商业所侵占，一部分为低级住宅、

小型工厂、批发商业及一些货仓的过渡地带，这一带也是新来移民居住地区。再

外围的第三带，是原来较大工厂的工人住宅区。再向外第四带是较富有的中产阶

级住宅区。最外围地带是富人居住区，散布着高级住宅，密度低，房舍宽敞。由

于他们需要驾车入市工作，故又称通勤人员住宅区(Commuter Zone)。伯吉斯从

人文生态学角度得出的同心环模式，忽略了人类除了生物属性之外尚有文化属

性，所以把人类的竞争行为比作生物群落的竞争，后来城市研究学者虽仍沿用伯

吉斯所提出的同心环模式，但却赋予土地经济学的新解释。口副

霍伊特(Homer Hoyt)认为，均质性平面的假设太不现实，因而他于1939

年提出了扇形模式或楔形模式。在他的模式中，保留了同心环模式的经济地租机

制，加上了放射状运输线路的影响，即线性易达性(Linear Accessiblilt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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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惯性(DirectionalInertia)的影响，使城市向外扩展的方向呈不规则式。

他把中心的易达性称为基本的易达性，把沿着辐射运输路线所增加的易达性称为

附加的易达性。轻工业和批发商业对运输路线的附加易达性最为敏感，所以呈楔

形，而且不是一个平滑的楔形，它可左右隆起。至于住宅区，贫民住在环绕工商

业土地利用的地段，而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着交通大道或河道，或湖滨，或高地

向外发展，自成一区，不与贫民混杂。当人口增多，贫民区不能朝中产阶级和高

级住宅区发展时，也会循不会受阻的方向作放射式发展，因此城市各土地利用功

能区的布局呈扇形或楔形。

基于伯吉斯、霍伊特等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式均为单中心，而忽略了重工业对

城市内部结构的影响和市郊住宅区的出现等等，哈里斯和厄尔曼在1945年提出

较为精细的多核心模式。模式假设城市内部结构除主要经济胞体(Economic

Cells)——即中心商业区(EGO)外，尚有次要经济胞体散布在整个体系内。这

些胞体包括未形成城市前，中心地系统内各低级中心地和在形成城市过程中的其

它成长点。这些中心地和成长点皆随着整个城市的运输网、工业区或各种专业

服务业，如大学、研究中心等的发展而发展。其中交通位置最优越的最后成为中

心商业区，其它中心则分别发展成次级或外围商业中心和重工业区。哈里斯及厄

尔曼还考虑到，易达性所吸引的商业、工业或贫民，本身便有排斥高级住宅的倾

向。因为后者的区位因素之一便是要远离这些有碍环境的土地利用。介于两者之

问的是中级住宅区。昭朝“删

2．2国内外开发区的发展情况及研究进展

2．2．1国外开发区的发展情况

开发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574年建立的意大利热那亚湾自由港雷格亨

港(Leghohy)，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此后，开发区便以自由港

和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出现在欧洲一些著名的城市，如德国的汉堡、丹麦的哥本哈

根、西班牙直布罗陀、新加坡、香港等。截止二战前，全世界约有26个国家与

地区共建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

二战后的50．70年代，开发区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开始了从传统的进口替代



型自由贸易区向出口主导型出口加工区的演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本

国划出特定的区域，对外开放，通过提供特殊的财税优惠政策和其它优越条件，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面向世界市场的制造业，以达到利用外资，扩大出口，

增加就业以及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的目的。到1979年，全世界出

口加工区发展到了70多个。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凭借出口加工区为基地，大

量吸引外资，发展加工业，以此带动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出口加工区主要发展加工业和制造业，功能较单一，

逐渐被综合型开发区所取代，综合型开发区不仅重视出口工业与对外贸易，还兴

办金融、旅游、服务、商业等。如我国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都属于综合型经济

特区。进入80年代，一些高科技型开发区相继出现，如美国的硅谷、128公里

高技术带等。它的特点是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依托，把生产和科研、教育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和直接的生产力，以推动经济的快速

发展，同时也对科学研究和开发提供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

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研发

型科技工业园区成为发展的主流，如我国台湾省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以及印度以

软件产业为基础的科技工业园区等。

2．2．2国内各类开发区的发展情况

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始于东南沿海的4个经济特区。1979年7月，国务院

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市试办经济特区。这四个经济特

区地处沿海、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势十分明显，而且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

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因此经济特区的建设很快便取得成功。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中国决定开放大连、

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

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根据这一决定，1984

年9—12月，大连、秦阜岛、烟台、青岛、宁波、广州、湛江、天津、连云港、

南通等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获国务院批准建立；1985年1月，福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诞生；1986年8月，上海阂行、虹桥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兴起；1988

年6月，上海潜河径经济技术开发获准建立。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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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

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

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

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为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2000年2月，

国务院j下式批准举办合肥、西安、郑州、成都、长沙、昆明、贵阳等7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4月，南昌、石河子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

兴建；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呼和浩特、西宁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2001年5月南宁，6月太原、银川，9月拉萨等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获国务院批准建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浪潮的驱动下，

许多省市相继准备筹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

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北

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1年3月，继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

后，国务院再批准建立了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发布了第一个全

国性的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文件。1992年11月，国务院在已经批准

建立的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又批准建立25个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1997年6月’，为推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务院批准

在陕西杨凌建立了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示范区。至此，中国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03年，全国己设立省级以上包括省级在内的各

类开发区916个，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53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4

家。经过25年的建设发展，我国逐渐发展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开发区，形成了全

方位、多层次的开发体系。19



3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现

状

3．1贵阳高新区自然地理背景概况

3．1．1气象

区内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云贵高原山区，位于冷暖气流交汇地带。气候温和、

湿润，多阴雨天，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不明的气候特点。区内多年平

均气温为13．5—15．5。C，最冷月份为1月，平均气温2．9_’4．9。C，最热月份为

7—8月，平均气温22·24．4。C，全年无霜期8叫个月。年平均降雨量l 173．8mm，

年最大降雨量1371mm，5—8月为雨季，约占全年总降雨量的一半左右，平均每

年发生暴雨2—3次，多发生在5—7月。由于地形的影响，区内各地的降雨量有

一定的差异，总的趋势由北向南逐步增大。

3．1．2水文

该区位于长江流域乌江水系的南明河与猫跳河分水岭地带，其中，马路河是

本区最大的河流，马路河(小湾河)及其支流呈树枝状分布，干支流总长10KM，

出境处流量200Us(2002年5月15日实测)，总体流向由北向南，注入阿哈水

库后，再流入南明河。其它多属地表溪流。地表河流、溪沟多为蛇曲状，具明显

的河源特性，集水面积小，均属降雨补给性山区小河，源短流细，洪枯季流量变

化大。区内分布有人工修建的积水塘和水库，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观山水库、十二

滩水库、阳关水库和小河水库。库容量7-40×105m3。

3．1．3地质环境条件

l、地形、地貌

研究区域位于贵州高原第二个梯级面上，属黔中丘陵盆地的组成部分，其特

点是地势较平缓，丘陵起伏，坝子连片。一般海拔高度为1250--1300m，一般比

高5卜100m。最高点在区内东北部山头，海拔1372．3m；最低点在马路河出境
处，海拔1215m，相对高差157．3m。

区内岩溶地貌广布，地貌组合形态主要是溶丘洼地，其次是峰丛洼地。总体

呈现出由东往西，溶丘洼地与峰丛沣地相间展布的地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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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层及岩性

区内岩石主要为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次为陆相碎屑沉积，二叠系上统为海

陆交互相沉积。碳酸盐岩及夹层状碳酸盐岩分布面积最广。

3、地质构造

研究区域位于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贵阳复杂构造变形区，构造变形复杂，燕

山运动形成区内构造骨架，其早期主要形成南北向隔槽式褶皱和断裂构造体系，

晚期则主要形成北东向构造体系。表现为断层规模小、呈右行平移性质。由西向

东褶皱主要有：十二滩背斜、长坡岭背斜。主要断裂有：光山脚断层、观山断层、

新桥街断层、小平坝断层等。这两大构造体系的空间展布规律，控制了地层岩性

的分布格局和区域地貌轮廓。

其中南北向构造是区内的主干构造，是以走向南北且平行排列的褶皱和压性

断层为特征的构造群体，具有宽缓的箱状复背斜间夹狭窄紧密的槽形复向斜之特

点，其主要褶皱及断层有小箐向斜、十二滩背斜及水口寺断层、新桥街断层、小

平坝断层等。北东向构造是以北东东向压性断层(观山断层)为主的构造组合，

具有连续性好，穿切性强，等距性明显之特点。由于形成时间晚而斜切贯通全区，

对区内经向构造的完整性有一定破坏，该构造具有延伸远且断距大，挤压强烈，

由南向北反时针扭动所产生的活动性特征。

4、新构造运动与地震

(1)新构造

由于区内处于黔中隆起带，地层缺失较多，燕山运动奠定了区内构造变形的

基础，形成了三个构造体系之后，特别是第四纪以来，区内发生大面积的间隙性

隆升活动，在地貌上形成了多级剥夷面和河床两侧的四级河流阶地。挽近期构造

运动在该区表现为溶洞发育，形成负地形及活跃的北北东向构造断裂带等。

(2)地震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l8306．2001)，研究区域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3．1．4地质灾害

本论文研究区域内的地质灾害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

的控制，同时其发生与发展跟人类工程活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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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贵阳高新区地质灾害分布与易发分区图

由于贵阳市高新区组合地貌类型为溶蚀峰丛槽谷、溶蚀一侵蚀槽谷、溶丘谷

地、峰丛洼地，地形起伏较大，海拔高程变化较大，地形坡度一般在15。以上。

本区的溶蚀峰丛槽谷、溶蚀．侵蚀槽谷地貌是孕育崩塌、滑坡的有利因素，为崩

塌、滑坡的产生提供了地形、地势上的重力势能条件。滑坡受地层岩性控制，主

要发生在硬质夹软质岩类工程地质岩组中。崩塌主要发生在以碳酸盐岩为主的硬

质岩类岩组地层中，岩体中节理裂隙发育或处于构造断裂带，岩体破碎，稳定性

差，在降雨作用下易发生崩塌现象。

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和进行城镇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合理工程活动(采空

区、切、填方边坡)，加剧或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据统计高新区因采矿和工程活

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点47处，占全区地质灾害点总数的78．3％，受威胁人数621

人，即为本区受威胁人口的总数．威胁财产621．65万元，占全区受威胁财产总数

的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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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发展现状

3．2．1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总规模

根据高新区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9595．48公顷。其中耕地3195．1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3．30％；园地298．99

公顷，占3．12％；林地1881．78公顷，占19．72％；牧草地53．32公顷，占O．56％；

其它农用地741．87公顷，占7．73％；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061．93公顷，占21．49％；

交通运输用地434．57公顷，4．53％；水利设施用地65．97公顷，占0．69％；未利

用土地817．69顷，占8．52％；其他土地34．26公顷，占0．36％。

图2 2005年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比例



表1 2005年高新区土地利用现状比例结构表 单位：公顷，％

占一级地类的比
一级 二级 面积 占总面积的比例

例

耕地 3195．1 33．30 51．69

尉地 298．99 3．12 4．84

林地 1891．78 19．72 30．6l

农用地
牧草地 53．32 0．56 0．86

其他农Hj地 741．87 7．73 12．00

农用地合计 6181．06 64．42 100．OO

居氏点及一『：矿用地 2061．93 21．49 80．47

交通』}j地 434．57 4．53 16．96

建设用地
水利设施刚地 65．97 0．69 2．57

建设刚地合计 2562．47 26．70 100．00

朱利用十地 817。69 8．52 95．98

米利用地 其它十地 34．26 O．36 4．02

未利刚地合计 851．95 8．88 100．00

‘十地总面积 9595．48

3．2．2贵阳高新区城市发展现状

1、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现状

2005年高新区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中，城市用地417．45公顷，建制镇用

地107．12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686．92公顷，独立工矿用地706．04公顷。城市

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的16．29％，城市：建制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用

地之比约为22：6：36：37。城市和城镇用地比例较小，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

用地比较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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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年贵阳高新区建设用地结构表 单位：公顷．％

各种建设用地 面积 占比

城市用地 417．45 16．29

建制镇用地 107．12 4．18

居民点 农村居民点 686．92 26．81

及工矿用地 独立工矿用地 706．04 27．55

特殊用地 144．4 5．64

小计 1211．49 47．28

铁路用地 1．07 0．04

交通用地 公路用地 433．50 16．92

小计 ．434．57 16．96

水库水面 60．95 2．38

水利设施用地 水工建筑 5．02 O．20

小计 65．97 2．57

总计 2562．47 100．00

图3 2005年贵阳高新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示意图

2003．2005年贵阳高新区城镇用地增加了291．29公顷，其中城市用地增加

276．38公顷，建制镇用地增加14．91公顷，城市用地增加量占城镇用地增加量的

94．88％。

24



表3高新区2003-2005年城镇用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城市用地 建制镇用地 城镇用地

年份 占建设用 占建设用 占建设用
面积 面积 面积

地比值 地比值 地比值

2003 14l。07 6．74 92．2l 4．41 233．28 11．15

2004 390．30 16．33 92．2l 3．86 482．5l 20．18

2005 417．45 16．29 107．12 4．18 524．57 20．47

2、城市化水平

截至到2005年底，贵阳高新区总人口数为4450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607

人，占总人口的12．60％。男性人口为21481人，女性人口为23022人。男女性

别比为93(女性为100)。

表4贵阳高新区2001年-2005年人口基本构成表 单位：人

年份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年末总人口 40984 41942 42184 43268 44507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33 432 438 445 457

非农业人口 4640 4778 5032 5243 5607

农业人口 36344 37164 37152 38025 38900

男 19779 20231 20325 20844 2148l

性别人口统计
女 21205 217ll 21859 22424 23022

出生人口 56l 544 668 724 758

死亡人口 87 90 83 624 6l

迁入人口 52l 533 724 1360 588

迁出人口 300 240 347 251 357

注：人口数据系来自于历年统计年鉴。



图4贵阳高新区2001年-2005年总人口及非农人口变化趋势图

2005年贵阳高新区人口城镇化率为12．60*,4，土地城镇化率2．43％，人均占

地面积937平方米(城镇用地／非农业人口)。贵阳高新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

化水平仍然不太协调，人均占地面积大，可开发的潜力大，应通过贵阳高新区的

产业集聚力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加大开发力度，早日成为缓解贵阳市老市区

压力的新城区。

贵阳高新区和中国其它高新区和开发区一样，是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

产物。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大量的引用了市场运作机制，同时在财政、资源调配、

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组织管理机制又都呈现出政府的高度控制。尤其是目前状态

下，贵阳高新区的发展初期，通过工业的发展，来拉动资金和城市化水平，所以

产业结构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为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平

衡。同时也是由这种政府战略，会使得贵阳高新区在短期内资本高度聚集，城市

高速发展，城市外来人口和本地农转非人口迅速膨胀，建设用地急剧增加，最终

城市化水平不会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增长，而是迅速提高。

3、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到规划基期年2005年，贵阳高新区现状建成的城市主干道有东西关公的中

心环北线，其余为支状乡村道路；虽未成体系，但西部、西北部周边道路网骨架

已初步形成，区内主次干道及部分支路J下在实施建设。

已建成的城区基础设施按照国家标准建设完成，未开发地区基础设施相当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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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基本的城市给水排水设施都没有。零星孤峰植被较好，有高大乔木。

周边基础设施条件比较成熟，外围道路完善，已建成或在建的二桥污水处理

厂、金阳污水处理厂、阳关变电站、长岭变电站等可为高新区开发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

3．2．3贵阳高新区农村居民点发展现状

2005年，全市农业人口38900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686．92公顷，人均

面积为177平方米(农村居民点面积／农业人口)。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民主要的生活、生产场所，也是村寨用地单元的基本单

位。农村居民除了种地以外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在居住地进行，如晒稻谷、养猪、

处理加工农产品等。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缺乏整体的规划，居住多是为了农业生产

的方便而依田而居。所以，农村居民点布局为满天星式或见缝插针式。这种布局

通常会出现建筑密度过大、容积率低和建筑密度低、容积率低两种情形。建筑密

度过大，不利于居住而且有安全隐患，建筑密度过低则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且增

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所以，不管出现那种情况都属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规模小。过去为了耕种方便，农村居民点大都依田而

建，现在，随着农村居民经济意识增强和收入的增加，同时为了生产生活的方便，

农村居民点逐渐向公路两边聚集，呈带状分布。

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①交通条件。交通条件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

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使

他们改善原有的居住条件成为可能，而新建的农村居民住房都倾向于向公路沿线

集中。②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而言，政府所在地和集镇

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好。所以，农村居民点有向政府所在地或集镇集中的

趋势。③地势条件。目前农村居民点的建设一般都选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

由于金阳新区和高新区的全面城市化，所以征地将涉及到农村居民点的重新

安置和重新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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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3．3．1贵阳高新区1996．2005年十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根据贵阳高新区1996年至2005年相关土地数据，对高新区的各类用地变化

进行分析。

表5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6-2005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牧草 其他农
居民点

交通用
水利

年份 耕地 园地 林地 及j：矿 设施
未利用

地 用地 地 地
总计

用地 用地

1996 4171．71 391．44 2139．92 54．41 806．49 1159．22 107．42 75．21 689．66 9595．48

1997 4190．42 391．46 2117．69 53．54 814．87 1163．39 107．4 67．02 689．68 9595．48

1998 4159．05 400．89 2116．47 53．54 817．68 1184．3 106．87 67．01 689．67 9595．48

1999 4092．05 437．39 2101．81 53．24 811．25 1236．22 107．87 67．04 688．62 9595．48

2000 4066．97 430．0l 2099．89 53．61 807．44 1273．88 108．6l 67．16 687．91 9595．48

2001 3987．51 425．35 2080．45 52．09 800．63 1368．04 135．24 67．17 679．OO 9595．48

2002 3741．19 430。85 2024．69 71。64 778．17 1455。97 306．47 66．06 720．44 9595．48

2003 3545．36 402．66 1982．05 70．14 762．48 1685．39 341．21 65．97 740．22 9595．48

2004 3296．45 312．19 1911．65 64．37 756．77 1934．32 390．46 65．97 863．30 9595．48

2005 3195．10 298．99 1891．78 53．32 741。87 2061。93 434。57 65．97 851．95 9595。48

基于表，对高新区土地利用变化做时问序列分析，结果如图5～图8所示。

如图5所示，从1996．2005年高新区的耕地面积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且有明显的阶段性1996．2001年平均每年减少36．84公顷，从2001年以后耕地

平均每年减少198．10公顷，耕地总减少量为976．61公顷，主要去向是建设占用。

如图6所示，从1996．2005年高新区的林地面积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也有明显的阶段性1996．2001年平均每年减少1l，89公顷，从2001年以后林地平

均每年减少47．17公顷，耕地总减少量为248．14公顷，主要去向是建设占用。

如图7所示，其他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基本持平，没有太大变化。

如图8，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金阳新区的开发，高新区的建设用地

数量大幅增加，从1996年至2005年高新区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总

的增加了1220．62公顷，增长了90．97％，主要增加在城市建设和交通用地上。



图5 1 996-2005年贵阳高新区耕地面积变化图

图6 1 996-2005年贵阳高新区林地面积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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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I⋯-。。未利用地 689．66 689．68 689．67 688．62 687．91 679．00 720．44 740．22 863．30 851．95

卜¨其他农用地 806．49 814．87 817．68 811．25 807．44 800．63 778．17 762．48 756．77 741．87

1 996—2005年贵阳高新区未利用地和其他．农用地面积变化图

图7 1996-2005年贵阳高新区未利用地和其它农用地面积变化图

图8 1 996-2005年贵阳高新区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图

3．3．1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信息熵分析

信息熵是区域土地利用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土地利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

放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特征。信息熵与系统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是系统状态

的组织程度或有序程度的标志，是土地利用系统演化的判据。同时，信息熵是反

映土地利用系统的重要状态特征量。系统的发展总是存在熵增的趋势。随着系统

与外界环境物能交换的不断进行，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增加，熵值增加。分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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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能反映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规律。

假定一个城市用地面积为A，根据功能可将其分为N个职能类型，若各职

能类的面积分别为A1，A2，⋯⋯，An，则A-Al+A2+⋯⋯+An=EAi(i=l、2、⋯⋯、

N)，定义“概率”为：

显然，∑Pi=l，于是得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公式：

式中H为信息熵，可以看出，当H≥O，信息熵的高低可以反映城市土地利

用的均衡程度，熵值越高，表明土地利用的职能类越多，各职能类的面积相差越

小。当Al-A2=⋯⋯=An时，PI=P2=⋯⋯=Pn=I／N，此时H达到最大值，表示为

Hm，有： 叵二囹
可以看出，若记Pe_l／N，则它表示土地利用达到均衡状态的概率。

按照实有职能计算的信息熵值，实际上没有考虑职能数量N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引入均衡度的概念。基于信息熵函数可以构造城市土地利用的均衡度公

式：

式中J表示均衡度，它是实际信息熵与最大信息熵之比。显然，由于H≤Hm．J

值变化于0—1之间，J值越大，表明土地利用的均质性越强。

根据公式计算贵阳市高新区1996年至2005年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和均衡

度如表4．3所示。

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贵阳高新区1996、1997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最低，

分别为1．5291、1．5281，此后基本上逐年升高，至2004年达到最高值1．5967，

均衡度也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从1997年的O．7853上升到2004年的O．8206。



且从2001年往后成突增趋势。进一步分析可知，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增

加的原因主要是金阳新区的城市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和交通用地占用耕地趋势的

增强。建设用地的比重分别从1996年的13．98％上升到2005年的26．71％，而原

先比重占优势的耕地从1996年的43．48％下降到2005年的33．30％，这一变化明

显反映出高新区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之中。

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动机制是产业结构质态转换的“缩影”，产业结构的质态转换

通过相应的土地利用结构得到反映，具体表现在土地及其它资源在产业问、部门

间的重新分配与组合。耕地数量与非农建设用地量的此消彼长，反映出高新区一

直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使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展成为必然

趋势，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农地景观转变为非农地景观的现象在城郊地区尤为

显著。

从1997年至2004年的信息熵H值、均衡度J值同Hm、和J最大值比较情

况可以看出，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H值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1．5967，

低于Hm值1．945910，均衡度J最大值0．8206也距最大值l有一定的差距，这

表明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要适应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必须在结构和功能上进行

调整，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的均衡程度。



o_甙m夏．Io昌霉靶嗵

窨琳砖丑oI状迥K嚼一毯姆轷。涨晦籁葵露旺熏碧州凶蒜袒区枢廿mooNl9△夺_¨黪米骧蔡

／、

n A N -_ 寸 ∞ o o In0
U’ V、 卜

苌
V、 00 寸 岔 o ∞
匹 ⑦ ’叫 -一 N ---

卜 卜 ∞ a0 oo oO
∞ ∞

o 。 o o o o o

谜 卜 卜 卜
妪 o o o

露
／、

Z n N 卜 n 卜 卜 卜
卜 —1 I，、 n o oo

寸 I，、 o。 西 a oo

V、 U、 ．n In In
● ● ●

、-，

筑_
’_ N

nn
f_ ’一 ●一_ -一 ，一 ’一

oo —、

壤 N N n

璜
V、 V’ In

● ● ●

’一 ’叫 -。_ ’一

妲

簧 o
装 o 摹

n
装 o 装 o 装 o 装 o 装 o 基 o 零 o 装o

n
o

口
n

n
o

ln
o

-一
o

N
o

，_一

o
n

o
⑦

o
卜n
。o

产4
寸

o
∞ 小

∞

n
口 ●

寸
00 N

●_

◇ -一
n

f’q
o

'一 △ o
∞ 寸

o o 卜 ∞、
oo 00

A
o o 卜 o

■ 弋r
卜 00

卜
卜 ∞

卜
t'--

一
a

9 N
卜 卜

卜
卜 卜

也
oo

oo

一 oo
卜 ∞

△
一 oo

卜 ∞

00

卜 ∞ 卜 o

匪 峪 卜 、o∞
oO 口1* 岔
● 00

长
o。

卜 ∞崞

割 o
摹

o
装

o
摹

卜
摹 o 更

卜
装

n
装 o 摹 o 装 o 装心

f_q R 口
∞

n
m

o。 2 △
o

寸
o

o卜
ln

n 呐 寸 o
N 也 旧 卜 荨 ∞ 岔 n

乜 。
卜

’一

Nt

●一 o a 。 6 ∞
寸

n
g 嗨 o @

N
①

寸 V、●一 —、
N N

●’_

■
荨

一 ＆
1

oo
9

一 N N
∞

rU
A∞
’一

V、
t_ ’一 ●一

'一

r— -_ -。_

寸

·“ o N o
N

o

，一 ●-l

oo

暖
n

寸 N
rq ●叫oo

oo
o。

寸
怒

●

Q
卜

Q
oo
nm

2 n
’t

竺 ●_ ●叫裂 n
’一

翊 o 装 o 摹 o 装 o
装

o 装 n
装

n
装

o 摹 o
摹

o
摹o N o 卜 o
In

o
In

∞
ln

o
oD n ⑦

m
。o 口0

心
卜

o 磊 ’_、中
tt

卜
o。 一 nN Q n 啦

芝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oO 卜

寸
寸 ∞ n ●_

寸
寸 寸

’一 o 寸 ●

t'-I n
卜 寸 o 1

oo

卜
’一 节 o

00 。。 ∞ 卜、

●．一

o。 o。

罡 a △ o N o。

∞ oo

《 寸 寸
卜

N 屺

掣
o 。

。。

西 卜
o 冀 ●_ 冀 _--

球
oo o。 oO oo oo

嗣
o 摹 o 装 o 装 o 装 o 装 卜 装 o 摹 o 摹 o 摹 o 摹o 。 o o o o o 00 o r’、 ∞ o。 o 心 o o o oo o 卜

料
H 卜 寸 oo

寸 ∞ 寸 寸 -_
口0

oo
c-q

’中 ∞ 寸 ’叫 卜 o N n寸 ∞ n In In tn N ．n ∞ n o
'中

∞ 寸 ’一 n n 卜 m L，、

。 ■ 寸 哆 m ■餐 寸 乜 F、 ■ n 乜 n 托 —、 ■ r-I 吃
●

o 卜 o D o L，、 o
’_

V、 o n o I，、 o n o ∽ o ln o 卜

o 装 o 装
n

装
—1

装 o 摹
n

装
卜

装 o 装 o 摹 o 装o
一

o 寸
o

noo

-叫

n 心 n
t"-I 卜o

V、
∞

t"l ●

●_

⑦
oo

●

，一 ，一

N
峥 ’一

oo
o ●一

西岔
N ●_

心

2N ●_

o
n

o
卜

n
。

n
N

o
t"q

m
∞ oo

o
寸
N

口
寸

In

N叫
o

●一
弋r o。

∞
寸

岔
响 o

。。昏
●_ o

@
⑦

卜 卜 oO

N一
o N N N

寸
tn ●

∞
9

'H

o’叫
N -一t叫

N N rq

舞
N — ∞

9N N

口
o

嚣 凸
吨

卜
-__n

N -叫—
N rqN

oo 装 o
装

卜
装

—、
装

o
装

n
装

n
装

o
零

o
摹

o
装

翊 寸 寸 o 心 ∞ a
n

n o 寸
n

岔
—’

N o
寸

o
In

o
Q昏

n2

趴
o。

昏

△

n N

婚
也 r叫

N
'_

n
o 口

寸 n

n
r寸 。。

Qo
寸

N
oh

寸 寸

●__

H —、

寸 ’中

凸
o。 o

oo
寸 ⑦

∞
@

oo
卜 n

V、
o 节 nN

00
卜 卜

岬 —、
寸 寸

o
一 n

寸 '中
o

寸 寸

匿
● 卜 寸

寸 寸

●

‘一 9 @
一△

寸 nn

o
装

o
琴

卜
琴 S 装

o
摹

卜
装

卜
装

o
装

o
装

o
装o

oo
o

。。
∞

oo

葛
口 o N 心

，一
∞

’__
o N o

f、_
o

oo
。。

n
寸 一

∽

●

n
a
，_

婚 ∞ 寸

n m

n
寸

v、
@

∞
岔寸 心 NL，’

n —、

00

0no —1

o ∞ ●一

r、

寸 v、
n ●

卜
乜

_一
寸

oa ●一 卜

虮 口

寸 n 寸 n

寸
峥 吧

∞N o

N
o 葛 n

寸 寸 寸

d 寸

2
1
n

爱
-_一

v、 寸

寸、 寸 寸

卜
● 卜

菘 ●_
寸 o

⑦卜
n ●一t一 寸 弋r寸



3．4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分析

在对空间进行总体认识的基础上，诺伯格．舒尔茨依据人的存在和实际活动

尺度将空间划分为几个阶段：(1)用具；(2)住房；(3)城市阶段；(4)景观阶

段；(5)地理阶段。其中，城市阶段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相互作用，亦根据社会共

同的生活形态来决定。城市的内部结构就是这样“正在那里发生”的个人和社会诸

功能作用的复合结果。在城市阶段，个人一般具有“私有”色调更浓的存在空间，

必须作为更大的总体中的一部分来理解；景观阶段指的是产生于人与自然的相互

作用；而地理阶段，是一个景观到另一个景观的旅行，或是基于掌握的有关世界

的一般知识而形成的发展起来的。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贵阳高新区与贵阳老城区的空间划分属于地理阶段，而

高新区内部的空间划分属于城市阶段。下面我们分别针对这两种不同阶段的空间

进行分析研究。

3．4．1贵阳高新区与贵阳老城区的空间模式分析

通常新区一般都依托老城发展，然而，每个城市所具有的特点各不相同，高

新区本身也有着性质、内容规模与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通常开发区的选

址会产生各式各样与城市空间的结合方式。根据其在空间关系上的不同，可以分

为以下几种布局类型：城中内含型、边缘生长型、子城扩展型、独立发展型。19

图9高新区与老城区的区位关系及其辐射范围图



贵阳高新区属于独立发展型(又称飞地型)，由于面临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

只能脱离贵阳老城发展。它选址于距贵阳老城11公里的地方。选址及用地性质

比较自由，发展余地大，与母城在空间上相距比较远，对母城发展布局的影响小，

基本上不受中心城边缘扩展的影响。但是由于高新区远离老市区，对母城的基础

设旌和服务设施依托很困难，因而必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新建整套生活

服务设施，这样要花费很多投资。而且，高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易很快形成，

往往不如母城近郊的地区具有吸引力，其形成规模和发展的速度也都比较慢，对

城市的影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这类的独立发展性开发区在我国

有较成功的案例：如青岛市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金

州开发区及威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由于高新区的选址布局在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块，随着经济活动在开发区的集

聚，高新区的功能逐渐完善并向综合性的新城区发展，高新区渐渐成为贵阳新的

增长极。又由于贵阳市把市政府迁到了位于高新区内的金阳新区，使得整个贵阳

的城市结构朝着双核结构模式发展。

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整个贵阳市原有的老城区不能容纳快速发展的城市中

心职能时，就在金阳建立了新的中心，使得原有老城区的城市职能发生分化，使

一部分政府职能在新区集中，而保留下来的部分功能也因专门化程度提高而使集

中程度加强。

由于金阳新区罩

的贵阳市政府和贵阳

老城区离省政府的同

时存在，使得贵阳城市

空间的布局成为典型

的双核模式(图10)。

图10城市双核结构示意图



3．4．2贵阳高新区内部城市空间模式分析

图11 贵阳高新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目前高新区的发展状态处于初级建设阶段，由于政策和历

史的影响，其内部空间模式很符合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的多核心模式。这种模式

假设城市内部结构除主要经济胞体(Economic Cells)——即中心商业区(CBD)

外，尚有次要经济胞体散布在整个体系内。这些胞体包括未形成城市前，中心地

系统内各低级中心地和在形成城市过程中的其它成长点。m明

研究对象范围内的金阳片区正是新的政府驻地兼中心商业区，而高新产业区

则是所谓的次级生长点。中心地和成长点皆随着整个城市的运输网、工业区或各

种专业服务业，如学校、研究中心等的发展而发展。其中交通位置最优越的最后

成为中心商业区，其它中心则分别发展成次级或外围商业中心和工业区。

从拉波波特、凯文林奇等学者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三种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

规范性理论，即宇宙论模式、机器论模式和有机论模式。宇宙论模式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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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是一种小宇宙或微型宇宙，根据这种模式城市的空间架构实质上就是反映了

宇宙的秩序，获得了与普遍世界一致的感觉，以中国和印度的古代城市空间形态

为代表。有机论模式是关于有机生长的，真个有机体是动态的发展，但是它是一

种自我平衡性的动态过程。它与宇宙论模式一样的集中在安全和连续，强调自我

修复、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大量的中世纪形成的城市形态是有机论模式的典范，

如意大利的锡耶纳。嘲1

而第二种模式⋯．机器论模式往往以快速建设为目的，建设的目的非常清晰，

也非常确定。贵阳高新区的城市空间形态正是按着这种模式发展的。高新区建立

的典型目的是能够快速的分配土地和资源，并为这些地块提供较好分配的交通可

达性，还有就是防卫和土地投机等。根据林奇的观点，这种模式更多的是考虑效

率、对行动的密切支持、好的可达性以及容易修复和重新改造。因此它的目的更

多的在于为了某种自己的目的而向物质世界扩张，并且具有选择的自由、交换或

修正的自由，可以摆脱强制意义或克制自由。因此，对贵阳高新区的城市空间形

态的最理想模式是，建立一个平静的、实践的世界，在其中，各部分是简单的、

标准化的、容易改变的，并不突出他们自己的意义。在整体组织中，各部分之间

是相互平衡的。

3。5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上存在的问题

3．5．1管理上的分而治之问题

虽然野鸭乡己经于二。o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被撤销，并以金阳街道办事处取

而代之，但是研究范围以内存在两个主要经济增长中心分别属与不同的管理机构

(高新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管理上分而治之。从《金阳

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贵阳市政府撤乡并区的行为上

可以看出，贵阳市政府有意想使研究对象范围以内的地域为统一的政府机构所管

理，但由于发展伊始，这个问题并不能一时被解决。从收集资料的情况来看，无

论人口、土地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均要从几个方面获取，这就给规划与管

理的统一性、延续性带来了挑战。

3．5．2城市用地少、城市化水平低

由于贵阳高新区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迅



速提高，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相比，无论经济总量、城市规模或是城市化水平仍然

较低。另外贵阳高新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仍然不太协调，人均占地面

积大。但也正是由于这样，可以看出贵阳高新区的可开发潜力大，应通过贵阳高

新区的产业集聚力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加大开发力度，早日成为缓解贵阳市

老市区压力的新城区。

3．5．3飞地模式发展远离老区，高新区内部空间布局较散

由于高新区远离老市区，对老城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依托很困难，因而必

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新建整套生活服务设施，这样要花费很多投资。而

且，高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易很快形成，往往不如老城近郊的地区具有吸引力，

其形成规模和发展的速度也都比较慢，对城市的影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

示出来。

由于研究区域内部的两个主要发展增长点(高新．金阳)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在最初的规划上并没有相协调，导致目前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布局略显分散。省市

领导已经意识到此问题，所以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金阳新区建设是相辅

相成的有机整体，金阳新区建设没有产业支撑肯定不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金阳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没有金阳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也是搞不起来的，两者要相互配合紧密协作。”的要求。

3．5．4自然背景带来的限制

相较于平原或地质灾害非严重地区，贵阳高新区本身的地形地貌条件为其土

地利用带来了限制，尤其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现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

成危害，从而影响了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根据我国建设用地的划分，一类用地为坡度10％以下；二类用地为坡度

10％．25％之间，改造后可作为建设用地；三类用地位坡度在25％以上，以及植被

比较好的林地。研究区域内的地形坡度一般在15。以上，直接可作为良好建设

用地的一类用地比例太低，二类用地大幅增加新区建设的成本，三类用地无法作

为建设用地。



4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战略

发展研究

4．1影响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因素

从一般意义而言，高新区的结构空间受区域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经济

基础、城市化水平、交通运输等各种因素影响，对于贵阳高新区这么一个特定区

域的空间发展，应分析影响或者决定区域空间结构的特殊要素，并分析这些要素

对未来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发展的影响程度。根据上述土地利用结构与城市空间布

局的理论模式，结合国内研究的原则和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影响或者决定区域空

问发展的主要要素有区位要素、资源要素、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区划的影响、政

策要素。这些要素将共同影响贵阳高新区区域空间发展，是其空间生成的主要作

用因素。

4．1．1区域要素

影响贵阳高新区的区域要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金阳新区的居住、零售业、

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人口分布；一个是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最后一个是贵阳

市在更大区域经济中的区位及贵阳高新区在贵阳市的区位优势。

贵阳市是贵州省省会，位于南贵昆经济区的核心区位，是川渝黔经济区的咽

喉，是大西南的枢纽城市、黔中产业带的龙头、“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及“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而贵阳高新区则地处贵州的浦东⋯金阳新区腹地，

是贵阳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增长极。随着贵阳市的区位优势的不断增加和提

高，贵阳高新区的区位优势在整个贵州省将变得更加突出。但同时由于

贵阳高新区后发优势明显：～是后来居上。与沿海发达地区及先进地区高新

区相比，贵阳高新区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如果方法对路，

措旌得力，则可以避其不足，扬其所长，实现后来居上。贵阳高新区近年来的

发展与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了后来居上的态势。二是少走弯路。起步晚可以吸取

其他高新区的教训、吸纳先进高新区的经验，少走弯路，减少成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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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三是跨越式发展。在未完成一次创业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的大部分高

新区开始了二次创业的快速提升区。贵阳高新区可以借助二次创业的带动，缩短

一次创业其，实现高新区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4．1．2政策要素

作为政府行为的政策和城市规划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起到了越来越重要

的引导作用，而且它从整体上影响着城市结构。

工业强市是贵阳实施建设“大贵阳”战略和建设生态经济市的主要途径，工

业化是贵阳市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必由之路。贵阳高新区发展壮大产业规模，实施

高新技术带动战略，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大力加强高新区建设，是实施建设“大

贵阳”战略，实现工业强市和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意见和关于加强高新区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等条件，为其快速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政策条件。

4．1．3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类型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密切相关，

尤其是区域交通设施建设条件。宋家泰等(1988)提出城镇体系规划理论，认为基

础设施网络结构是城市体系的支撑基础。处于演进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将使社会经

济空问结构发生变化，区域空间发展将会在“点一轴系统”模式基础上发生变异，

如卡斯泰尔所说的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网络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

既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凭借，其对区域空间发

展的影响至少具有两种途径：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二是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区域可达性变化，区域产业结构随之变迁，最终导致区域空间

结构的变化。b引

到2005年，贵阳高新区现状建成的城市主干道有东西关公的中心环北线，

其余为之状乡村道路；虽未成体系，但西部、西北部周边道路网骨架已初步形成，

区内主次干道及部分支路J下在实施建设。已建成的城区基础设施按照国家标准建

设完成，未开发地区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基本的城市给水排水设施都没有。零星



孤峰植被较好，有高大乔木。周边基础设施条件比较成熟，外围道路完善，已建

成或在建的二桥污水处理厂、金阳污水处理厂、阳关变电站、长岭变电站等可为

高新区开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1．4资源要素

贵阳高新区深处西部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相对廉价。贵阳地区是国家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西电东送的起点。贵阳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资

源和生物资源多样性，特别是中药材资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四

大药材产区之一。这都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优良的发展环境。

高新区北有长坡岭国家级森岭公园，东临黔灵山脉，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内

大气环境质量较好，各项指标能够达到国家～级标准。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一类区标准。

由于贵阳高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有部分用地势必不能用于城市建设，

这部分地区通常为坡度大于25％，且森林资源较为丰富，可以用于生态建设。

4．2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预测

4．2．1贵阳高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分析

4．2．1．1人口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预测

l、总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鉴于贵阳高新区的发展特殊性，总人口城镇人口预测不能利用历史数据作为

参考进行趋势性预测。根据《金阳新区实施建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贵阳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5．2020)))《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一五”产业发

展规划》，预测2010年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人口为1 8．O万人，2020年总

人口规模为40万人。

表7贵阳高新区总人口综合预测 单位：万人

2005年 2010年 2020年

总人口数 4．5 1 8 40

备注 2005年为规划基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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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人口预测

由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并非一夜成型，开发是有时序性的，所以，农村人口的

增长还是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进行趋势性预测。

表8贵阳高新区2001-2005年人口结构表 单位：人

年份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年末总人口

2001年 36344 4640 40984

2002年 37164 4778 41942

2003年 37152 5032 42184

2004年 38025 5243 43268

2005年 38900 5607 44507

预测得

表9贵阳高新区农村人口预测 单位：万人

2005年 2010年 2020年

农村人口数 3．9 4．2 5

备注 2005年为规划基期年

3、城市化率预测

表10贵阳高新区人口预测综合表 单位：万人

2005焦 2010年 2020年

农村人口数 3．9 4．2 5

城市人口数 0．6 13．8 35

总人口数 4．5 18 40

备注 2005年为规划基期年

由上表，预测2010年贵阳高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76％，2020年贵阳高新区

城市化水平达到88％。

4⋯2 1 2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十一五”是实施建设大贵阳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建和谐社会等目

标的关键时期，也是贵阳高薪区加快“二次创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

贵阳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从2001年4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67亿元；工业总

产值从2001年的44．5亿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l 55．3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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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率均在40％以上。国家级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效应和区域示范

性、带动性开始显现，高新区对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2004年公布的2003年全国高新区评价报告中，贵阳高

新区在全国53家国家级高新区中，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技术创新能力评

价加权排名第28位，其中按发展规模排名第45位，按增长幅度排名第19位，

按增长速度排名第5位；经济发展评价综合加权排名第38位，其中按发展规模

排名第45位、按增长幅度排名第34位、按增长速度排名第13位。

随着贵阳市政府的搬迁，高新区的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外来高收入者的迁

入，使得平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在个人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居民的消

费观念和水平均会有所改变，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消费用于食品

支出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对居住，交通、娱乐等消费逐年提高，人们追求的是

居住环境的宽敞与舒适、交通便捷、娱乐设施的完善等。人类消费水平与消费方

式所构成的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对土地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4．2．2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潜力分析及城市用地规模统筹安排

l、存量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分析

存量建设用地主要包括现状用地范围内的空闲、闲置用地和批而未供的土

地。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

府同意，超过规定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建设用地；空闲土地是指城乡存量建

设用地中处于空闲状态的土地，主要包括无主地、废弃地，因单位撤消、迁移和

破产等原因停止使用的土地；批而未供土地是指自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

施以来，依法已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土地征用或农用地转用，而未供应

出去的土地。

根据2005年完成的贵阳高新区“四查清、四对照”工作，2004年建设用地总

量核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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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高新区存量建设用地表 单位：公顷

上一轮规划目 四查清、四对照核查 基期年2005 存量建设用

标2010 2004年数据 年数据 地

居民点及．1：矿用地 1258．72 1934．32 2061．93 ．803．2l

交通刚地 203．89 390．46 434．57 ．230．68

水利设施用地 63．88 65．97 65．97 ．2．09

建设刚地总量 1526．49 2390．75 2562．47 ．1 035．98

由于高新区的特殊情况，到本次规划的基期年2005年高新区的建设用

地存量为．1035．98公顷。所以无法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来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

利用。

2、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分析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强度潜力，城镇范围内

已利用但利用强度不够的土地，该类用地多位于城市旧城区，城市用地作为不同

历史阶段土地利用成果的沉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旧城区低矮、破旧的建筑

显然不符合土地集约利用标准，所以一般都存在低效利用的土地。就高新区而言，

这个主要针对原有的城镇集镇建设用地部分。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另一来源是利用结构潜力，城市范围内利用效益不

好，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土地，这类土地主要是由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在贵

阳高新区，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快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由此导致部分土地利用

效益下降，目前这部分土地集中表现为原野鸭乡中传统的工业企业用地，由于不

适应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市场需要，企业效益低下，土地利用效益很低。

这一方面针对贵阳高新区目前的状况来看，为了充分发挥工业用地的效益，

必须加强对工业用地的规划和管理，通过统一规划和管理，将企业适当地集中，

以便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

3、贵阳高新区城市用地建没用地规模统筹安排

出于贵阳高新区的特殊情况，在规划期内着重考虑城市建设用得的统筹安

排。根据《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高新区“十一五”产业

发展规划》，预计至2010年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达

到300亿元以上，以地均工业产值20亿元估算，工业(产业)用地总量应达到



15平方公里左右，扣除现状约4．5平方公里工业(产业)用地，新增工业(产业)

用地应达到10．5平方公里左右；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用地按占新增用地的20％

计，新增用地5平方公里左右；绿化环境用地按占新增用地的10％计，新增用地

2．5平方公里左右；按照高新产业用地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的发展方向，应通

过拓展用地空间完善工业区功能，要适当配套居住、文化、商贸、物流等功能用

地，按不超过新增用地的30％计，新增用地7．5平方公里左右。

以上合计2010年金阳高新技术产业新增建设用地理论需求估算为25．5平方

公里，加上现有建设用地约4．2平方公里，2010年高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理论

需求估算为30平方公里。

根据贵阳市的规划，在本次规划的最终规划年限2020年，力争形成人口为

40万的现代化新城。由公式：

城镇用地总量=城镇人口×人均用地

表12城市建设人均用地控制标准

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平
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

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平方米／ 允许调整幅度(平方米／人)
方米／人) 指示级别

人)

!茧O．0 I 60．1～75．0 +0．1～+25．0

I 60．1～75．0 >O

60．1～75．O

II 75．1～90．0 +0．1～+20．O

II 75．1～90．0 不限

75．1～90．0

III 90．1～105．0 +0．1～+15．0

lI 75．1～90．0 ．15．0～O

90．1～105．0 III 90．1～105．0 不限

Ⅳ 105．1～120．0 +0．1～+15，O

III 90．1～105．0 ．20．O～0

105．1～120．O

I、『 105．1～120．0 不限

lII 90．1～105．O <O

>120．O

Ⅳ 105．1～120，O <O

根据上表，城市节约集约建设标准到2020年高新区人均用地120平方米／

人，则到2020年城市建设用地为48平方公里。

综上所述，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将分别达到

30平方公里和4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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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贵阳高新区建设用地规模及土地利用结构预测

建设用地趋势预测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关

系到两项规划的科学性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合理预测未来建设用地的规模对

城市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2．2．1居民点及工矿用地规模预测

以上合计2010年金阳高新技术产业新增建设用地理论需求估算为25．5平方

公里，加上现有建设用地约4．2平方公里，2010年高新区城市建设及工矿用地总

量理论需求估算为30平方公里。

根据贵阳市的规划，在本次规划的最终规划年限2020年，力争形成人口为

40万的现代化新城。由公式：

城镇用地总量=城镇人口x人均用地

由控制的城市节约集约建设标准到2020年高新区人均用地120平方米／人，

则到2020年城市建设用地为48平方公里，城镇及工矿用地总量控制在6000公

顷。

由于贵阳高新区工业在园区内，所以城市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不分别预测，

则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城市建设及工矿用地的规模将分别达到3000

公顷和6000公顷。

贵阳高新区的农村居民点迁入城市，所以根据《金阳新区城乡统筹发展规划》

预测2010年和2020年农村民点用地分别控制在600公顷和600公顷。

由用地现状及城镇用地预测，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居民点及工矿

用地规模分别为3600公顷和6600公顷。

4．2．2．2交通建设用地规模预测

交通运输是贵阳高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至2004年底，

金阳新区17平方公里范围内“三纵六横”道路主骨架建成通车。

根据《贵阳市金阳新区“十一五”重大建设项目一览表》，在本次规划期期

问将完成城市环线、铁路、城市轻轨、立交桥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道路5

条，总长度6l公里，铁路从都拉营经金阳到清镇总长33公里，轻轨总长16．5



公里。立交桥四座，建设规模3．2公顷。(部分用地为城市交通用地属于城市建设

用地范畴)

根据现状和上述建设项目预测，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交通建设用

地规模分别为330公顷和600公顷。

4．2．20水利建设用地规模预测

在规划期内，贵阳高新区无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现状水利用地为65．97公顷。

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交通建设用地规模分别为70公顷和80公顷。

4⋯2 2 4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规模预测汇总

贵阳高新区在2010年和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将分别达到4000公顷和7100

公顷。

表1 3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预测表 单位：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 未利用
规划期 农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小计 地

2010年 4750 3600 330 70 4000 850

2020年 1800 6600 620 80 7300 500

4．3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战略构想

4．3．1贵阳高新区空间布局发展模型探讨

根据贵阳高新区城市发展现状及《金阳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地控制性详

细规划》、《金阳知识经济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金阳新区分区规划》、《贵阳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2010D等，拟定贵阳高新区今后的城市空问结构为“三片组团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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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责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现状示意图

确定北部为金阳行政商务中心区、中部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园区、南部为旧

城改造区的主要发展方向，空间布局的基本取向为：北拓、中扩、南改。北拓具

体指利用北部地区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市级行政机构、金融、商业服务、住宅、

大量基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会议展览中心、大学城等将布置

在贵阳高新区北部的金阳行政商务中心区，使之成为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综合

性新城区；中扩指的是位于贵阳高新区中心腹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依靠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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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势头和政策环境，发展成为具有强大集聚效应和区域示范性、带动型的经济

增长极。最终带动整个贵阳高新区成为贵阳市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心区。高新区南

部靠近三桥马王庙片区的地方有部分旧城镇，这片地区是贵阳高新区与老城区相

连接部分，也是高新区和老城区对其辐射作用都较弱的边缘区，对于这片区应实

施1日城改造，使与新城和老城的发展协调。

贵阳高新区空间布局基本取向图

图13贵阳高新区控件布局基本取向图

最终进入城市化成熟期时，从三片区模式进化至块状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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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50年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概念图



4．3．2高新区与老城区的空间布局互动发展研究

开发区发展阶段与城市相互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慧。2003

根据我国的部分高

新区的开发过程，总结出

的高新开发区发展的几

个阶段(如图14所示)：

(1)目前贵阳高新

区正处于成型期，建设的

重点在高新产业区和新

市政府的所在的金阳新

区部分。高新区呈现为单

一工业生产区的性质，生

活公共设施所占比例很

低，还不完全具备一般意

义的城市功能；而金阳新

区正处在刚刚开始的建

设阶段，基础设施等还不

图14高新开发区发展阶段与城市相互关系示意图
完备，对贵阳老市区更多

的是依赖与索取，需要依赖

老市区提供的资金、人员、技术、基础设施来启动、运转。所以高新区目前的空

间形态表现为点状内聚生成的特征，呈紧凑的小团块状。开发区与周边地域的联

系微弱，还未形成明显的优势区位，开发区呈孤立生长状态。开发区与母城的相

互作用的合力方向应该是从母城中心指向开发区。

(2)进一步的发展，高新区会进入成长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高新区得到

快速发展，优势区位形成，对周边区域产生扩散辐射效应，开始带动周边产业的

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引发了开发区与周边之间人口与资源流动，使得开

发区空间迅速向周围扩展。这一时期，开发区与周边地域的联系有所加强，开发

区与中心城市互动的局面出现。但是，由于开发区产业结构与周边地区差异大、

互补性小，加之行政管理的地域限制，开发区“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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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发区的功能不再仅仅是新兴的工业园区，而开始承担和发挥更多的功能，

逐渐发育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城区或新城镇。

(3)最后，高新区会进入其发展的成熟期阶段。当开发区逐渐发展成为城

市新区，预示着开发区已经进入成熟期阶段。此阶段开发区已不再依赖于优惠性

政策，而转向依靠自身的体制优势和创新源优势，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互动及深

层次的功能整合全面展开。随着开发区结构与功能的不断完善化，开发区已经有

能力承接、分担母城的许多功能。而且，开发区在中心城市边缘的快速增长能够

对城市外围组团产生引导效应，促使城市空间“网络化"。当开发区与非开发区

区段之间的位势梯度逐步缩小，开发区完全融入所在城市的整体运行当中，开发

区作为“特区”的属性将日益淡化，开发区与非丌发区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界线”

将R益模糊而消失，从而进入到“后成熟期”。开发区升华成为充满活力的新

兴城市或功能强大的现代化城市新区，整个城市也借助于开发区的发展实现了自

身功能的强化和整体地位的提升。而开发区自身高速度的空间扩张到此将趋于缓

慢，其空间增长将主要转化为内部的填充及结构与组织的完善化。

4．3．3贵阳高新区城市用地发展策略

l、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健康发展

加强贵阳高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结构调控。坚持按照保障经济持续较快

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强对城市建设

用地的控制和引导。

优化城市用地内部结构。城镇建设必须贯彻内涵挖潜与外延发展相结合、以

内涵发展为主的方针，加大内部挖潜力度。坚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

合理调控城镇用地增长的规模与速度，防止超越人口城镇化和就业结构转移的进

程盲目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和工业用地结构，走节地型的工业化道路。按照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要求，控制工业用地规模，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和用地内涵挖潜，提高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

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严格执行国家产业

政策和用地政策，对淘汰类和限制类项目分别实行禁止和限制供地，鼓励土地用



途优化转变，着力提高存量土地利用强度。

保障高新区原野鸭乡迁村及新村建设的必要用地。坚持节约和集约用地的原

则，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相适应，并统筹考虑区域差异、农村家庭小型

化和进城务工农民两栖性等因素，合理安排农村建设用地。

2、统筹城乡用地空间配置，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整体效益

针对贵阳高新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和高新区的建设用地规模预测可知，即使到

2020年，本次研究对象辖区以内仍有50％的土地为非城市用地，所以对于城乡用

地的安排不可忽视．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就业、节约用地、保护环境

的原则，打破城乡和行业用地分割局面，统一规划城乡用地空间，提高城乡土地

利用整体效益。

统筹安排农村居民点用地，建立梯度有序地协调高新区农村居民点的搬迁合

并，切实提高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统筹安排各业用地，推进产业用地规模化、集约化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切

实提高产业用地的经济承载力和综合竞争力。

统筹安排城乡基础设施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切实提高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效率。

统筹安排城乡生态与环境用地，切实提高生态系统功能与环境质量。

3、贯彻以人为本的城乡用地原则

按照人口和就业结构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合理配置城乡各项用地。对从农村

流向城镇、在城镇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并采取转让等方式促使其退出在原村民组织内的土地。对农村临时进城务工人

员，因地制宜在城镇用地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用地，并鼓励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合法流转和跨农户集中经营，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土地权益。

4、创建公平互利的城乡用地关系

城镇发展既要瞄准大中城市市场发展动向，正确定位自己的功能；又要确立

自己引领周围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地位，实现城乡土地利用的互动互利。健全农村

集体土地使用权能，逐步建立有利于城乡土地统一优化配置的土地要素市场。



5优化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

的对策

5．1贵阳高新区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

城市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空间聚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促进城市各功能要素在空间上、规模上的集约利用，必须提高土地利用集约

率，以产出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因为高密度和整合的土地利用，不仅提高了

土地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保护了稀缺的土地资源。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率，控制土地的蔓延也就是城市空间的外向扩展，

必须实行计划供地。土地价格决定于土地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过量的土地供给，

必将带来土地价格的下降，引起土地利用的浪费。对土地的供给，政府应根据土

地集约利用原则，本着既要满足企业发展、居民生活对用地规模提出的新的要求，

又要控制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

除了严格控制高新区年度土地开发供应总量外，还应从招商的源头入手，设

置准入条件，保证引进项目的质量。并通过制定投资项目评价体系，适当提高“门

槛”，有选择地引进占地少、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污染程度

低的项目。加强对用地项目的审批和审核，实行用地规模与项目投资额、土地产

出率等指标挂钩，最大限度的提高单位面积的利用效率，严格规定项目投资总额

和密度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供应土地。新区在做好规划编制后，不盲目铺

摊子，而是按照招商引资项目的需要，规划一片、滚动发展一片、收获一片，使

整个开发区每块土地都能充分利用。把土地使用面积与招商引资指标挂钩，充分

提高开发区土地的集约利用率。在无锡新区，对进入开发区的企业，不是企业提

出要买多少土地，新区就提供多少土地，而是根据项目投资总量、单位面积投入

强度、科技含量等指标作为提供土地的依据。

当然高新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压缩开发区的用地规模，无

限提高容积率。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既要求在总量上节约土地资源，追求经济增

长与环境的动态平衡，更要注重通过合理的布局和建设密度，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与土地使用调整的结合。逐步淘汰占地多、用地少、效益差的项目，把土地调整

供应给用地省、效益好的项目，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土地的产出，让有限的

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

5．2优化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措施

在新的形势下，进行高新区的丌发，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经济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各级开

发区的必然选择。因此，针对上文的问题，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提出～些对策和措施。

1加强高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空间一体化

我国丌发区即便是经过了清理整顿，各地“一城多区”、“一地多区”的现象依

然是非常普遍的，各丌发区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竞争。所以从整个贵阳市的

角度来谈，为了避免开发区和高新区之间的无序竞争，实现开发区之间的“一体

化”和“网络化”的新型地域空间结构。在进行高新区规划建设时，应考虑国家宏

观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聚集的需要，根据各类开发区的空间布局特征以及经济实

力、结构、贸易依存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建立起优势互补的协作关

系，在“大贵阳”建设范围内以及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整合结构雷同、经济功能相似、

规模偏小的各类开发区，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避免恶性竞争内耗，实现各

类产业开发区的合理分工、相对集聚、优势互补。比如，技术含量较高的一些项

目应优先考虑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安排，而原材料和产品均面向国内外市场

的一些项目则应根据加工、贸易的程度，考虑在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布局。

同时，应加强高新区个体的特色化(专业化)和群体内部的分工协作化。国内

发展较好的高新区或开发区，无不具有各自的特色优势，如北京中关村、苏州工

业园、青岛海洋生物园、陕西杨凌等。我们应在对高新区进行考评的基础上，对

高新区进行系统性整合，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指导，根据产业发展的

特点和优势，结合贵阳市的城市化和城市延伸的功能定位特点，进一步明确高新

区的产业及功能定位，有意识地在高新区吸引、培育或促进一些具有各自优势和

特色的产业，为高新区产业发展和功能定位打下特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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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实现高新区群落整体的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打破不同级别和部门

条条块块分割的框框，甚至需要打破目前地方利益的局限性和行政壁垒，站在区

域整体的高度，建立区域范围内的开发区协调管理机制，对高新区实行动态的监

控和管理，据此进行及时的政策、目标和方向调整。以高新区的几个产业园区为

对象，将产业园区群作为一个系统，实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决策，整合现有的

职能和人员，采用“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理模式，营造“小机构、大服务、

大网络”的管理格局，最大程度减少中间管理环节，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

2转换高新区的发展方式，变规模型扩张为内涵型增长

对于城市发展走内涵型发展的道路已提出多年，高新区的建设也不例外。相

对于规模型扩张突出发展速度、强调发展规模、重视短期效果等特点，内涵型增

长注重投资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完善，合理的产业内涵和构成，追求开发的综合

效益，强调高新区全面、协调、长远的发展。因此，高新区应选择内涵型增长的

发展方式，坚持区域开发与功能开发并重，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目前，在基础

设施基本配套、建设土地己经具有一定规模的条件下，高新区必须转到充分利用

现有条件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同时对现有的工业厂房和基础设施尚未充分发

挥作用的，进一步挖掘利用潜力。

变规模型扩张为内涵型增长，关键在于改变高新区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的

行政力量从高新区的开发主体和具体事务中退出来，使高新区改变作为当地政府

属下的一个行政区或行政机构的身份。理想的办法是在高新区建立企业主导模

式，也就是将高新区改造成企业性的组织，高新区的管理者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

主体，高新区成为以土地开发经营、产业投资、管理服务等为主业的经济实体，

并以实现企业的内在价值为其经营目标。

3完善高新区土地市场，发挥城市聚集效应

为了完善土地市场，建立市场调节机制，激发起土地使用者节约使用土地的

内在动力，真正发挥城市聚集效应的作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必须合理利用和

规范管理高新区土地。

首先，从用地指标上把住高新区的“审批关”，对建设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单

列指标，按照国务院主管部门直接下达的用地指标执行建设。在国家下达的总量

规模控制下，允许预先批准征用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引进项目的周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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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对高新区的清理整顿，优化高新区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

第三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规范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加强制度建

设，促进土地资源有效、有序配置。在不影响高新区发展的前提下，改革高新区

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土地资源管理体制，取消高新区管理机构的土地经营权，或

者收回高新区经营公司的政府权力，将政府管理机构与经营公司分开独立运行，

这样，既能杜绝高新区管理机构利用征地审批权乱征滥占耕地，又能调动高新区

经营公司集约利用土地、进行土地经营的积极性。

4调整高新区建设布局规划，加强规划控制

随着高新区的不断建设，贵阳高新区将原来单纯的产业区建设转位于建成多

功能新城区的综合开发目标，而且也为了解决高新区的整顿后遗留的问题，使得

修编高新区的建设布局规划成为必要。

高新区的开发是一项综合利用工程，它与传统的工业区的规划不同。要实现

高新区建设发展目标，必须规划先行，加强规划管理，充分发挥规划在建设上的

导向作用。所以，高新区的修编要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保证在

发展过程中布局的相对完整性，集中紧凑又不封闭，将生产的平面空间变为“工

作、居住、休憩、交通”高度集中的立体空间。同时规划要体现动态的观点和前

瞻性。高新区和开发区等之间尽管管理模式和发展目标不尽相同，但从规划角度

来讲，其用地布局必须形成一个能容纳、能增容的结构，在时间上具有城市发展

的阶段连续性，在空间上符合地域的延展性的客观发展规律，体现有可随机调节

很强的适应性。其设计应当着眼于长远发展，无论是高新区的形态结构、产业布

局、市政设施、还是高新区的生态环境和容量，必须体现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

以满足多功能新城区的建设。除了保持规划的动态性和前瞻性，还要建立起严格

的规划管理制度和合理可行的规划措施，利用规划政策诱导和相应的管理控制，

来促进高新区建设的全面发展，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此外，对于高新区内各种不同的功能区，要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同一开发

区内，不同功能的小区和道路要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形成不同的艺术风貌。如商

业区，街面应当整齐，增强繁荣气氛，行政区的主要建筑要给人既严肃又宽松的

感觉，等等。每一单体建筑的结构、造型、体量、色彩要与质量和使用要求相统

一，要与周围建筑相协调，形成富有特色及和谐的建筑群体景观。



5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评判高新区开发建设的业绩

现行体制下，政府对高新区发展业绩的评价考核，采用的是规模、面积、企

业数量、投资总额、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之类的数量等指标，将这些指标视作

反映政绩、展示当地形象的标本，殊不知这些指标都具有平面和单向的特性，并

不能全面真实地体现出开发区的建设情况，尤其是无法反映实际的质量和效益。

为引导高新区走上内涵型增长之路，必须调整高新区的业绩考核标准，完善干部

考核机制，淡化高新区的政府目标和社会功能，将承载过重的政治负担卸去，改

变目前单纯将经济指标作为考核标准的现状，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作为激励机

制。应当从高新区经营模式是否有利于区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协作的角度加以评

判，强调其是否高效利用经济资源、高质量地发展经济、建立更合理的产业内涵

以及获得更持久的发展潜力。对于有明确产业发展定位的高新区，必须从行业发

展的需要来确定高新区规模、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组织管理方式。在上述指标外，

还要加入与发展质量与效益相关的指标，如单位面积土地投资强度、单位面积土

地产出和效益、经济增加值率、基础设施投人产出比、开发负债率、区内外企业

配套率、技术转移和吸收率等，也要考虑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科技、

环保、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指标。而且对所有的指标还要有所偏重。只有建立了包

括社会、经济、生态领域诸因子在内的综合政绩考核体系，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

角色归位，从根本上消除高新区的盲目建设和恶性竞争。

6实现高新区与母城的互动

高新区的建设离不开母城的支持，而高新区的建设同时对母城也有反哺作

用。高新区的不断建设，改善了高新区的投资环境，并影响和提高了母城的投资

环境，带来了母城的土地升值。土地的升值促使土地置换的发展，大量工业迁往

高新区，促进了高新区的再次发展。因此高新区与母城是互动的发展，必须把高

新区和母城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如苏州市各级开发区大部分依据母城进行规划建

设，使其在初始建设阶段就有一方扎根的沃土，在开放的大环境中，既能充分吸

收国内外现代文化、又能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实践证明，没有母城的依托，不

可能取得开发区的迅速发展；同样，没有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也不可能有母城的

繁荣兴旺。

7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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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因自然因素引发或人为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较为严

重，近年来地质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影响了土地利用

的正常使用。地质灾害防治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为了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全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生态一

地质环境得到良好的恢复，使现有地质灾害得到有效防治，消除地质灾害对全区

受威胁人群、财产和重要工程设施的威胁，应进一步开展高新区、金阳新区地质

灾害隐患点核查工作，认真、充分分析研究了全区地质灾害时、空、形、害特征

和形成机制，编制高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高新区、金阳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在本论文结题前已经完成。



6结论

6．1研究综述与总结

1通过对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状况的分析，发现国外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理

论研究成果众多，但有关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直接研究甚少。国外对城市空

间布局的理论研究较国内成熟。由于城市土地系统的复杂性和影响土地利用结构

因素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单纯的数理模型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过于简单的数理

模型必将降低优化模型的效果。

2通过对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结构现状及其变化的研究，得出贵阳高新区发

展近十年来土地利用结构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趋势同高新区

城市化发展速度成正比，并在以后几年中将持续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有利于促进

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发展，耕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逐年减少，林地、园

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

用地每年以较大的比例在增长。并且引入了信息嫡、均衡度理论来研究土地利用

结构变化趋势。

3通过对高新区与贵阳老城空问布局的研究，可以知道高新区的建立不仅影

响其自身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发展，更是由于其中金阳新区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

了整个贵阳市城市空间的布局。而贵阳高新区由于处于建设初期阶段，内部空问

结构布局相对较分散。

4贵阳高新区的空间发展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既有区域要素、资源要素、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也有政策上的影响要素。不同的影响要素所起的作用各不

相同，综合各种影响因素才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对贵阳高新区空间

结构影响要素的解构是寻找贵阳高新区未来空间发展模式和提出空间发展优化

策略的重要前提。

5论文中，预测了至2020年贵阳高新区建设用地需求量及其土地利用结构，

并提出了贵阳高新区土地利用空间战略构想。未来发展中贵阳高新区的空问扩展

取向为：北拓、中扩、南改，并最终在进入城市化成熟期时，由三片区模式进化

至块状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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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对贵阳高新区的研究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为目的，提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对策措施，以利于土地资源高效合

理地利用与保护。

6．2研究展望

由于研究时间和技术水平有限，本专题的研究工作还未做到尽善尽美，许多

坦方有待改进和提高，我将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是一项复杂的课题，贵阳高新区本身也是一事物，对于二

者涉及的任何一方面进行深人研究都会引发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相关关系。高新

区的整体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目标，包括了该地区内产业发展的协调、空

间发展的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协调以及内部各种

行政关系的协调。

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表象特征有时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内在的根源。本文只

是对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等做了初步探

讨，希望这些初步成果能够为理论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控制提供一定的参

考价值。但是，由于问题复杂性和资料限制，一些分析和论述不够细致和深人，

尚有许多工作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研究或改进，对于更深层次的贵阳高新区整

体、全面的发展模式，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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