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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2000 －2008 年间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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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提 要: 研究目的: 此次研究旨在分析青海省 2000 － 2008 年期间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其变化

的主要驱动力。研究方法: 采用变化过程定量分析法及驱动力相关性分析法。研究结果: 在研究期间内，青海

省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和其所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比例都在增加; 建制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面积要多

于城市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面积;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以流向工矿仓储用地和住宅用地为主; 各相关社会经济因

子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其中相关性最高的是城镇化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入。研究结

论: 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规律和主要驱动力为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分析及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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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增长是快速城镇化地区 LUCC 的重要特征，建设用地的扩展日益成为现在及未来几十

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中国建设用地扩展速度从 2000 年的 0． 54% 逐渐增长到 2005 年的 1．
19%，建设用地扩展必然要导致优质耕地流失，进一步加剧原本就紧张的耕地供需之间的矛盾［1］。近年

来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建设用地变化的区域差异很大，与区域自然条

件、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重大［2］。城镇建设用地表征了各个时期和各种人类

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叠加，它是人类个体和集体行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因

此它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首选对象。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建设用地空间变化的研究，可以构造

出一系列的时间断面，在此基础上从时间序列来把握建设用地的空间变化，进而以动态的角度审视建设用

地变化的驱动力［3］。在建设用地增长过程中，建设用地因职能类型不同，面积有的增加有的减少，这往往

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自然调整的结果［4］。研究城镇建设用地及其变化，有利于正确认识土地利用是

否合理，从而为城镇建设中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科学管理和规划提供依据。
目前，在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的研究中，主要以经济发达地区［3，5］、快速城镇化地区［4，6］及国家

重点经济圈［7，8］居多。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地区，青藏高原由于地处高寒偏远，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封

闭状态，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发展缓慢，至 1952 年青藏高原全境解放时其城镇发展水平很低。其后，

青藏高原城镇得到了很大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具独特性，青藏高原城镇发展和城

镇化进程独具特色［9］。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地区，自然和生态条件限制大，基础设施欠账多，工业化带动

经济发展能力有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青海省城镇建设的发展［10］。青海省

城镇发展经历了发展期、奠基期、转型期 3 个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湟水谷地最先拉开了城镇发展的

历史帏幕，随后逐步向西扩展进入青海湖地区。在宏观上，城镇发展从农耕区向农牧交错区渗透; 在中观

上，城镇发展以河流为脉络，城镇发展或溯源而上伸入高原腹地，或向河谷两岸推进，进入山区; 在微观上，

河谷农耕区城镇选址多位于河流阶地上，土地肥沃、取水便利。而牧区城镇的选址却往往与水草丰美的牧

场相关［11］。
"十二五"时期青海省正处于经济加速发展、产业加快转型的关键阶段，谋划好这个阶段城镇化的发

展战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推动青海省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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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10］。城镇建设用地是城镇发展的载体，是确保青海省"十二五"时期城镇

发展的重要保障。开展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十二五"时期青海省城

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战略重点确定; 另一方面有利于了解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规律，为合理的建

设用地供应及保障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

1 材料与研究区概况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下辖 1 市，1 行署，6 个藏族自治州的 51 个县( 市、区、行委)。全省总土

地面积 69． 96 万 km2，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 7． 52%，地域十分辽阔。
文中研究所涉及的城镇建设用地主要是指城市建设用地和建制镇的建设用地，不包含农村居民点用

地、独立工矿用地、盐田用地和特殊用地。城镇建设用地数据来源于 2000 － 2008 年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土

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 2001 － 2009 年《青海省统计年鉴》。

图 1 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及比例

Fig． 1 Changes of area and propor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Qinghai Province

2 结果分析

2． 1 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变化

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的

面积在 2000 － 2008 年内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 1 )。在
2000 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为 15831． 47hm2，2008 年，其

面积增长为 20297． 91hm2，城

镇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增 加 了
4466． 44hm2，其增长率为 28． 21%，年增长率为 2． 44%。从每年增长的情况来看，2003 － 2004 年期间增长

最快，其年增长率达到 6． 00%，其次是 2002 － 2003 年和 2004 － 2005 年期间，其增长率分别为 3． 95%和 3．
85%。2005 － 2006 年期间增长最慢，其年增长率为 1． 56%。其他年份其增长率比较稳定。从城镇建设用

地面积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城镇建设用地的比例总体上在增加，从 2000 年的 6． 82% 增

加到 2008 年的 8． 21%，增加了 1． 39%。2001 － 2002 年期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所占的比例突然下降，降

低为 6． 62%，2002 － 2004 年期间，其比例增长最快，随后其比例的增长逐渐变慢。

图 2 青海省城市及建制镇面积及所占比例

Fig． 2 Changes of area and proportion of city and town construction land in Qinghai Province

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

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来

看，在 2000 － 2008 年期间，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和建制镇建

设用地面积都在增加( 图 2)。
2000 年，城市建设用地的面

积为 10227． 98hm2，2008 年，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1240．
19hm2，其面积 增 加 了 1012．
21hm2，增长率为 9． 90%，其

年增长率为 1． 10%。从每年

变化的情况来看，增长最快的

是 2000 － 2001 年，其增长率为 3． 36%，2001 － 2002 年期间，城市建设用地出现负增长，其增长率为 － 2．
86%。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的幅度要大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幅度。2000 年，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

为 5603． 49hm2，2008 年为 9057． 73hm2，增加了 3454． 23hm2，增长率为 61． 64%，其年增长率为 6． 85%。从

每年的变化情况来看，增长最快的是 2003 － 2004 年，其增长率为 14． 55%，其次是 2001 － 2002 年，其增长

率为 11． 37%，增长最慢的是 2005 － 2006 年，其增长率为 1． 09%。从城市建设用地和建制镇建设用地所

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来看，城市建设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总体上在降低，2000 年其比

例为 64． 61%，2008 年其比例为 55． 38%，下降了 9． 23%，下降最为明显的是 2001 － 2005 年期间，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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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9． 48%。建制镇建设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的比例总体上在上升，2000 年其比例为 35． 39%，2008
年其比例为 44． 62%，增加了 9． 23%，增加最为明显的是 2001 － 2005 年期间。
2． 2 城镇建设用地增减变化分析

在 2000 － 2008 年期间，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年内变化主要以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为主，累计增加

了 4978． 31hm2，其增加的程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000 － 2004 年期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2004 － 2008
年期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04 年年内增加面积 1042． 66hm2，占城镇建设用地年内增加总量的 20．
94%。年内累计减少面积 442． 49hm2，减少面积多数在 10． 00hm2 以内，年内减少最多的是 2002 年，其减

少值为 346． 28hm2，占城镇建设用地年内减少总量的 78． 26%。
从城市和建制镇建设用地历年年内减少的情况来看，城市是年内建设用地减少的主导，尤其是 2002

年，其年内减少面积为 346． 28hm2。建制镇建设用地年内减少面积最多的是 2005 年，其面积为 24． 35hm2。
从建设用地年内增加的情况来看，在 2000 和 2001 年，主要以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为主，2002、2003、2004 和
2005 年以建制镇建设用地增加为主，2006、2007 年又以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为主，2008 年城市建设用地增

加面积和建制镇建设用地增加面积基本相等。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内增加最多的是 2001 年，建制镇建设

用地面积年内增加最多的是 2004 年。
2． 3 城镇建设用地占地及审批情况分析

城镇建设要发展，土地供应是保证，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2000 － 2008 年期间，城镇建设共实际占用

土地 4772． 23hm2，平均每年占用土地 530． 25hm2，城市建设用地占用土地 1319． 50hm2，平均每年占用土地
146． 61hm2，建制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 3452． 73hm2，平均每年占用土地 383． 64hm2。期间总的城镇建设占

用土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4 年，其值为 1042． 65hm2，占用土地最少的年份是 2000 年，其值为 162． 91hm2。
城市建设用地占用土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1 年，其值为 348． 65hm2，占用土地最少的年份是 2005 年，其值

为 41． 45hm2。建制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4 年，其值为 996． 76hm2，占用土地最少的年份

是 2000 年，其值为 32． 63hm2。
从具体审批占用的情况来看，土地占用分为三种情况，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占用、本变

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未批先建，其中前两者占主导。在 2000 － 2008 年期间，本变更调查年度以

前批准本年实际占用的土地总面积为 1766． 40hm2，平均每年占用 196． 27hm2，此种情况占地较多的年份是
2000、2002、2005、2007 和 2008 年，所占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5． 79、54． 42、85． 94、46． 01 和 60． 11%。
本变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的土地总面积为 2714． 14hm2，平均每年占用 301． 57hm2，此种情况占地

较多的年份是 2001、2003、2004 和 2006 年，所占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是 99． 22、56． 17、92． 42 和 87．
37%。未批先建的情况占地比较多的年份是 2007 年，所占用地总面积的比例是 29． 76%。
2． 4 城镇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及审批情况

城镇建设占用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耕地。在当前严格耕地保护的政策下，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成为了

关注的焦点。2000 － 2008 年期间，城镇建设共占用耕地 1539． 25hm2，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171． 03hm2，占用

耕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5 年，其值为 582． 37hm2。
从耕地占用审批的情况来看，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占用耕地的总面积为 861． 54hm2，平

均每年占用耕地 95． 73hm2。本变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耕地的总面积为 505． 35hm2，平均每年占

用耕地 56． 15hm2。未批先建占用耕地的总面积为 172． 36hm2，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19． 15hm2。
在 2000 － 2008 年期间，城市建设共占用耕地 617． 27hm2，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68． 59hm2，其中耕地占用

最多的年份是 2008 年，其值为 149． 69hm2。从审批占用的比例来看，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

占用耕地的比例较多的是 2000、2002、2003 和 2007 年，其比例分别是 100． 00、80． 84、56． 34 和 66． 56%。
本变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耕地的比例较多的是 2001、2006 年，其比例分别是 100． 00、98． 98%。
未批先建占用耕地比例较多的是 2004、2005 年，其比例分别是 80． 10、64． 27%。

在 2000 － 2008 年期间，建制镇共占用耕地 921． 98hm2，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102． 44hm2，其中耕地占用

最多的年份是 2005 年，其值为 560． 29hm2。从审批占用的比例来看，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

占用耕地的比例较多的是 2005 年，其比例是 95． 31%。本变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耕地的比例较

多的是 2000、2001、2002、2003、2006 和 2008 年，其比例分别是 50． 39、97． 20、99． 05、54． 63、53． 15 和 45．
11%。未批先建占用耕地比例较多的是 2004、2007 年，其比例分别是 55． 24、53，11%。
2． 5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流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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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主要是流向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公共建设用地、住宅用地和街

巷用地。2003 － 2008 年期间，城镇建设用地流向最多的是工业仓储用地，其值为 6090． 10hm2，其次是住宅

用地，其值为 3096． 03hm2，再次是公共设施用地、公共建设用地和商服用地，其值分别是 559． 57hm2、438．
13hm2 和 340． 92hm2，最少的是街巷用地，其值为 67． 85hm2。从新增建设用地流向的比例来看，工业仓储

用地占到了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 57． 49%，住宅用地占到了 29． 23%，公用设施用地、公共建设用地、商服

用地、街巷用地分别占到了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 5． 28、4． 14、3． 22、0． 64%。
从每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流向的地类来看，历年各地类所占该地类总量的比例呈现如下趋势: 历年商

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共建设用地、住宅用地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在 40% 以下，并且呈现

交替起伏的状态。2005 年是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流向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最多的年份，其面

积分别是 117． 13hm2、2045． 84hm2、737． 87hm2。流向公用设施用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7 年，达到 157．
04hm2，流向公共建设用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6 年，达到 125． 49hm2，流向街巷用地最多的年份是 2008 年，

达到 44． 15hm2，占到流向街巷用地总量的 65． 07%。
2． 6 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在城镇建设用地变化中，驱动力研究是重要问题，不仅要确定驱动因子，还要分析各驱动因子间以及

它们与建设利用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度量各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程度［12，13］。城市化和工业化

推动建设用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建设用地扩展的根本原因，政策因素控制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地表自

然环境影响建设用地的扩展［3］。
2． 6． 1 相关性分析

在驱动力分析中，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寻找建设用地变化与相关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关系。众多

学者在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的研究中，常采用相关性分析［14 － 17］。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城镇建设用

地的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的投入、城镇经济的发展及城镇房地产的开发相关性程度高。鉴于此，

在此次研究中，引入了城镇化率( x1 ) ［4，1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x2 ) ［19，2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x3 ) ［19，20］、全
社会固定资产 投 资 ( x4 ) ［2，4］、第 二 产 业 产 值 ( x5 ) ［2，21］、第 三 产 业 产 值 ( x7 ) ［2，21］、城 镇 房 屋 施 工 面 积

( x8 ) ［16，21］。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上述社会经济指标与城镇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1 )。通过对

比，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因子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高，其相关性高度显著。其中相关性最高的是城镇化

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
表 1 社会经济指标与城镇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

Tab． 1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social economic indicators in Qinghai Province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相关性 0． 9818 0． 9765 0． 9203 0． 9690 0． 9259 0． 9524 0． 9199

2． 6． 2 城镇化的进程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许多学者用城市化水平来度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19］。人

口作为一个独特的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是人类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主要因素，也是最具有活力的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之一［22］。人口数量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导因素。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决定

了人口数量的增长，自然条件好、交通条件便利、经济发展迅速的城镇，有大量人口流入，人口密度变大; 而

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受传统经济束缚的乡镇是人口输出地区，人口密度变小［23］。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

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体现，城镇经济发展吸引众多人进城，提高了城镇化的水平，面对城镇人口增长对城

镇建设的巨大压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建设用地的需求及各类型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
通过计算分析，青海省城镇化的水平相对比较低，2008 年，青海省总人口为 554． 30 万人，城镇非农人

口为 157． 37 万人，其城镇化的水平为 28． 39%，与全国同期相比，相差比较远; 另外相比 2000 年，城镇化水

平提高了 1． 86%。总的来看，青海省城镇化的进程是比较慢的，截至 2008 年，青海省共有各类城镇 140
个，其中大城市 1 个，小城市 2 个，建制镇 137 个。虽然青海省设市数目过少，城镇规模小，城镇密度较低，

缺乏完整的城镇体系，但是城镇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长，从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

化率的相关性系数来看，其相关性系数高达 0． 9818。青海省城镇化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城镇建设用地

的面积就增加 2400． 96hm2。
2． 6． 3 城镇建设的投入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支撑，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24］。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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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投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从业人员的投入; 第二是经济的投入。从业人员的投入一方面推动

了城镇建设，为青海省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城镇建设也提供了大量的从业岗

位，这两个方面互为一体，相互促进。
由于青海省的城镇发展起步相对较晚，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国家重点工程在青海

省落地，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从业人员需求。通过对比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建设用地

的相关性系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与建设用地的相关性系数要高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建设用地的相关

性系数。从整个青海省而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整体上要低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000 年，第二产业从业

人员 35． 77 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89． 72 万人，比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要多 53． 94 万人; 2008 年，第二产业

从业人员 67． 56 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08． 48 万人，比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要多 40． 92 万人。可见青海

省在早期，主要以服务业吸引的从业人员比较多，后期，第二产业吸引从业人员的能力在增强。作为以工

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土地需求方面要远高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因此，青海省建设用地的增长与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相关性比较强。
固定资产投入是经济投入的主要体现。青海省固定资产投入从 2000 年的 154． 83 亿元增长到了 2008

年的 582． 85 亿元，增长了 428． 02 亿元，增长了 2． 76 倍，其年平均增长 47． 56 亿元。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建

设项目中，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建设用地的需求，每增加 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则建设用地面积就增加了
10． 44hm2，每公顷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入从 2000 年的 97． 80 万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287． 15 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的强度在逐渐增加。
2． 6． 4 城镇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商业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城镇用地面积

不断增加［16］。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而变化，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时，实际

收人水平提高、城市建设投资增加，促使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加快［25］。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得更多土

地用于城镇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26］。经济迅速发展，必然增加大量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使得建设用地规模大幅度增加。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27］。城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经济发展或城镇发展从初期 － 中期 － 后期 － 后后期，对建

设用地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建设用地基本上呈现缓慢增长 － 加速增长 － 低速增长 － 基本稳定的趋

势［28］。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城镇产业的主要形式，其产值的变化从整体上能反映城镇发展的阶段。从第

二、三产业产值的增长率来看，其增长率是逐渐增加，尤其是 2007 － 2008 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由 2007
年的 713． 94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913． 05 亿元，增长了 199． 11 亿元。在增长的过程中，第二产值的增长

要高于第三产值的增长，2000 － 2008 年期间，第二产值增长了 448． 29 亿元，第三产值增长了 241． 20 亿元。
从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长变化来看，多数年度的增长率都在 3． 00% 以下，增长率最多的是 2003 － 2004 年

度，达到了 6． 00%。综合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率和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率可以看出，青海省第二产业的发

展占主导，而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长相对比较缓慢，可见，青海省还处在城镇化的初期，建设用地的需求呈现

缓慢增长的趋势。
2． 6． 5 城镇房地产的开发

城镇房地产开发是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的直接表现，城镇人口的增长及城镇发展经济投入的增加，房地

产在居民住房及办公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住房面积增加，在容积率一定的情况下，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

就会增加。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城镇房屋的施工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 9199，相

关性相对比较高。2000 年，房屋施工面积 218． 64 万 m2，2008 年，房屋施工面积增加到 698． 21 万 m2，2000
－ 2008 年期间，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增加了 479． 57 万 m2。

3 小结

( 1) 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和其所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比例都在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所占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比例相对较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比例并不是完全随着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而变化。从城市建设用地和建制镇建设用地的情况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要

多于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建设用地和建制镇建设用地都在增加，从增加的趋势来看，建制镇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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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速度。另外，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在下降，而建制镇建设用地的

比例在上升。城镇建设用地的年内变化主要以年内增加为主，年内减少为辅。从城市和建制镇建设用地

年内减少的情况来看，主要以城市建设用地年内减少为主，建制镇建设用地年内减少为辅。从城市和建制

镇建设用地年内增加的情况来看，城市和建制镇年内增加呈现交替主导的趋势。
( 2) 建制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面积要多于城市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面积，建制镇建设用地占用土

地是城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主导，并且其占地变化的趋势与城镇建设用地占用土地的趋势基本一致。
另外，本变更调查年度批准本年实际占用是审批占用的主体，其次是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占

用。由于先审批后占用，占用相对滞后，使得变更当年占用土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的

量比较大，建制镇建设对耕地的占用要多于城市建设对耕地的占用，本变更调查年度以前批准本年实际占

用耕地是耕地占用的主导，并且在耕地占用上，未批先建的情况较多。
( 3)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以流向工矿仓储用地和住宅用地为主，并且 2005 年是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流向

最多的年份。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流向各地类的比例总体上呈现交替起伏状。
( 4) 在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力研究层面，主要是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从青海省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特征出发，选择了影响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主要包含了

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的投入、城镇经济的发展及城镇房地产的开发这个层面的指标，通过相关性分析，进

一步阐明了各相关社会经济因子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因子与建设用地之间

的相关性高，其相关性高度显著。其中相关性最高的是城镇化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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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s and driving forces in Qinghai
Province，2000 － 2008

CAO Yingui，ZHOU Wei，QIAO Luyin，XU Duo，WANG Jianxin
( 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P． R．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and then find the changing discipline an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hich led to the changes． The quanti-
fied analysis of change process method and relativity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 method were used． 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sca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Qingha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rate i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 mining land had continu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town＇s scale was more than the city＇s
scale; The increased scale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shifted mainly to industrial － mining 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The urbanization ratio and the employees number of secondary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were the most relative factors among the relevant social － economic factors and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the results，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research about changing discipline and main driving force of ur-
ban and town construction l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mand analysis 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it．
Key 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driving force;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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