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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大足县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和小城镇的发展现状，预测了大足县未来5年和 1o年 

的城镇化水平与城镇用地的需求量。根据预测 ，未来大足县城镇 用地的需求很大。随着城镇 

化进程 的加 快 ，城 镇 用地 的供 需矛盾 会更加 突 出。 因此 ，一 方 面应加 大农村 居 民点 的集 中和农 

居 用地 的整理 ，在 保持 耕地 占补 平衡 的基础 上 ，适 当增加 重点 小城 镇 的 用地 ；另一 方面 ，要 加强 

城 镇 用地 的集约 化程度 ，提 高现 有 土地的 利用 率 。总 的原 则是 首 先保 证 经 济 实力强 的 小城 镇 

的用地 ，以发展 其经 济 ，增 强其辐 射 范 围，从 而带动整 个 大足 农村 经济 的发展 ，提 高大足县 整体 

经济 水平 ；其 次 ，对 目前经 济 实力一般 ，但 未来 有较 大发展 潜力 而人均 用地 又较 少的 小城 镇 ，适 

当地提 高其 用地 水平 ；对 目前经 济 实力一般 ，而人 均 用 地较 多的 小城 镇 ，要 严格 控 制城 镇 用地 

讷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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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demand of urban land—use in future are forecast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conch— 

tion，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development in Dazu County．In the future．the 

supply—demand contradiction in urban land will be mole intensive with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Th erefore．on 

one hand，urban land in major towns should be increased properly with centralization and land reatrm~gement of ru— 

ral settlements；on the’other hand．utilization ratio of land should be improved with enhanceme nt of intensive use of 

urban land．In Dazu County，the demand of urban land should be satisfied primarily in towns with strong economy 

and urban land use should be increased properly in towns with general economic level but wi th potential economi 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As for other towns，the urban land—Use increase should be control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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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交界，北与潼南毗邻。全县东西长54．75 km，南北宽54．22 km，幅员总面积 1 399 km2。它是长江流域 

最大的石窟艺术宝地，是重庆市对外开发旅游的重要窗El。土地利用的现状是：耕地占58．50％，园地 

占1．27％，林地占8．51％，工矿用地占0．35％，城镇居民点用地占0．26％，农村居民点用地占9．1％，交 

通用地占0．95％，水域用地占3．31％，军事等用地占0．28％，石刻及其它文物用地占0．02％，未利用土 

地占 17．45％。耕地人均占有量仅 0．089 1 hmz。 

1 小城镇的发展及其特点 

大足作为重庆市的一个县，城镇化水平很低(只有 11．07％)，城镇化的进程主要依靠小城镇 自身的 

发展。 

1．1 小城镇的类型多样 

大足县 22个小城镇之间差异较大，就其功能和分布的差异可将其分成不同的类型。按其功能可分 

为旅游观光农业型、工矿型、农业型、商贸型和交通型五种。龙岗镇、宝顶镇为旅游观光农业型小城镇； 

龙水镇、玉龙镇 、拾万镇属工矿型；中敖、宝兴、三驱、石马、金山、回龙、雍溪、国梁、珠溪、龙石、铁山、季 

家、高升、弥陀、复隆 15镇为农业型；万古镇为商贸型；邮亭镇为交通型。可见大足县的小城镇大部分都 

为农业型。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小城镇的经济辐射能力，是大足县经济发展的根本所 

在。 

按其分布的地貌条件又可以将大足县的小城镇分为山区型、丘陵型和平坝型三种。山区型的小城 

镇有雍溪、万古、玉龙、中敖、高升、铁山、宝顶；属平坝型的有龙水镇、珠溪镇；其余的为丘陵型小城镇。 

山区型的小城镇由于受地貌条件的限制，小城镇的用地难度较大，用地规模一般较小；而丘陵和平坝的 

小城镇用地规模较大。 

1．2 小城镇的辐射范围小 

大足的小城镇规模普遍偏小，人El规模一般未超过 4万人，其中人El最多的为龙水镇 ，2000年的城 

镇人El仅4万人(还包括流动人El在内，其中城镇非农人E1只有22 250人)，县城龙岗镇 2000年非农人 

口也只有 34 778人，人口最少的宝顶镇，2000年非农人口仅 580人。从城镇用地规模看，除龙岗、龙水、 

邮亭三镇镇区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 hm2以外，其余19个小城镇的大都在50 hm2以下。面积最大的龙岗 

镇 2000年建城区面积 600 hmz(包括城外的两大公园)，面积最小的高升镇只有 6．3 hm2。小城镇的规模 

小，阻碍了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使小城镇的功能不能发挥，导致了小城镇的辐射范围小。 

小城镇的辐射范围是指某一个小城镇对其周围农村地区的产品流通，技术转让，信息交流和人才流 

动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所及的最大地域范围。它是一个小城镇的经济辐射力对周围地区的社 

会经济联系起主导作用的地域。小城镇的经济辐射力与小城镇的经济综合实力呈正相关。一般而言， 

小城镇的经济综合实力越强，小城镇的辐射力越大，对周围地区的带动作用越大，其辐射范围越广。为 

此选取全县 22个小城镇 2000年的非农人口比重，人均 GDP，镇财政收入、农村非农产值比重，农村第三 

产业比重、人均乡镇企业收入、每百人拥有的电话部数、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占城镇用地的比重、农村劳动 

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比重等九个指标来反映小城镇的综合经济实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小城 

镇综合经济实力的三个主因子是：非农人口、人均 GDP和镇财政收入，再通过统计分析计算出这 22个 

小城镇的经济综合实力(F)并排序。用公式(1)和(2)计算出大足县小城镇的辐射范围的半径。 

S =F／d (1) 

式中：．s 为 i小城镇k点上的场强； 为 i小城镇到k点距离；F为i小城镇的经济综合实力。 

D，=D ／(1+~／_ _r) (2) 

式中：D，为断裂点到r小城镇间铁路或公路的距离；D 为r、P两小城镇间的距离； 、 分别为，-、P两 

小城镇的经济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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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县小城镇的辐射范围最大的为龙岗镇，其辐射半径仅 6．4 km，最小的高升镇不到 1 km，仅0．97 

km，大部分小城镇的辐射半径在 2～5 krn之间⋯。 

1．3 小城镇用地增长快。但效益差 

1992年大足县城镇用地 929．5 hrn2，1996年城镇用地已达 1 210．5 hrn2，平均每年增长了70．24 hm2， 

年均增长率为 6．83％。到 2000年，城镇用地达 1 555．2 hrn2，增加了 411．38 hrn2，平均每年增长 102．85 

hrn2
，年增长率为6．46％。可见90年代中，小城镇用地年均增长都在 6％以上，增长速度较快。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大足县的城镇土地使用，都是统一征地，从 1965～1983年，共征地 278．1 hrn2， 

除 132．38 hm2用于军事用地外，其余 145．72 hm2都是行政划拨 ，无偿 、无期提供给企业、事业单位及个 

人使用，这样造成土地资源配置效益差，土地效益大量流失。 

1990年开始，大足县推行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当年 12月在龙岗、万古两镇试点贯彻国务院 55 

号令。1991年成立了“城镇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办公室”，按照重庆市府 127号文和 97号通告，在 

清理隐形市场的同时，对过去用行政划拨给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土地而自己将其转让、出租给他人从事经 

营的，按规定收取出让金。仅 1991年一年，8个小城镇共收取出让金 112 402元。1994年 8月国土局在 

龙水镇组织了一次小城镇土地使用权拍卖大会，出让地 8宗，当年小城镇共出让土地 47宗，收出让金 

822万元。1995年，又在龙水举行了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大会，拍卖工贸小区3号、4号地两宗 

0．60 hrn2，出让期 50年，分别以 232．5万元／hm2和 207万元／hm2成交。这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由于土地级别低(一般在 9～12级)，地价不高，没有完全体现土地的真实价值，土地的经济效益仍 

较差。 

1．4 小城镇用地较为宽松，潜力大 

从 1996年到 2000年，大足县对小城镇的城镇用地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对一些城镇人均用地过 

大的镇缩小了其规模，对一些发展较好的镇适当增加了其用地规模。1996年，大足县小城镇人均用地 

为 133．8 m2；2000年则为 152．9 m2。虽然2000年人均城镇用地比1996年增加了 19．1 m2，但仍低于潼南 

(197．2 m2)、铜梁(199．1 m2)、壁山(157．5 m2)、梁平(184．4 m2)、城口(281 m2)、丰都(173．2 m2)、武隆 

(179．4 m2)忠县(279．9 m2)、奉节(215．8 m2)、巫溪(324．3 m2)、石柱(178 m2)、秀山(161 m2)等县小城镇的 

人均用地，也低于其邻近的双桥区(192．9 m2)以及合川、永川、南川、涪陵等地的建制镇人均用地。从 22 

个小城镇的用地看，有不少城镇用地仍偏高，如宝顶、中敖、石马、金山等人均城镇用地均大于 200 m2，而 

三驱、万古以及龙水、邮亭也较高。总的来看，小城镇用地较为宽松，潜力大。 

2 城镇化水平和城镇用地预测 

2．1 城镇化水平预测 

我们已经分析了城镇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并计算出重庆市的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成 

本，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预测未来重庆市城市化水平[2，3l。这里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大足县的城镇 

化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然后按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来预测未来大足县的城镇化水平。 

表 l 大足县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表 

1995～2000年大足县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见表 1。从表 1可见 ，“九五” 

期间大足县城镇化水平增长了1．4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积达381 393万元，则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一

个百分点平均需固定资产投资 25．95亿元，即大足县的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约为 26亿元。由于 

基础建设投资成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增长较慢，因此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预计大约为 2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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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照《大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十五”期间大足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 11％以上的速度，则到2005年大足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累计可达 107．14 

亿元。按此可测算出 2001—2005年期间，大足县城镇化水平将提高 3．83个百分点，即2005年大足县城 

镇化水平将到达 14．9％。如果 2005—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保持 11％的增长，到 2010年大足县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累计将达到2 241 284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这时预计为 30亿元，由此测算出2010 

年大足县城镇化水平可提高 7．47个百分点，即 2010年大足县城镇化水平为 22．37％。 

此外，还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来推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根据《大足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推算出2005年大足县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将达到2 575 692 

万元；若到2010年仍保持此增长速度，则 2005—2010年大足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达到 4 148 478万元。 

“九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20、85％，且逐年上升，2000年已达 26．13％(图 

1)。因此 200O一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达到 30％，2005 2010年可能达到 

35％。以30％和 35％计算，2005年和2010年大足县的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115．41亿元、260．60 

亿元，其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仍按 28亿元和 30亿元，计算出 2005年大足县城镇化水平可提高4．12个百 

分点，2010年可提高 8．69个百分点，即2005年大足县的城镇水平为 15．19％，2010年为23．88％。 

由此可见，在保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的前提条件下，大足县的城镇化水平 2005年在 14． 

9％一15．19％之间，换言之，到 2005年大足县的城镇化水平大约为 15％；2010年在 22、37％ 23．88％之 

间，也就是说，到2010年大足县的城镇化水平可到达 2I4％左右。 

2．2 城镇用地预测 

2．2、1 按人均用地来预测 

根据《大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计划纲要》，全县总人口到2005年控制在 93．4万人以 

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3、5％o。按照以上预测的城镇化水平，可以计算出2005年大足县的非农人口 

为 13．92—14．19万人。按人均城镇用地 150 m2计算，2005年大足县的城镇用地为 2 088 hm2 2 128．5 

hm2；如果按照人均用地大于 120 m2时，今后规划时只能下调的原则，并且随着小城镇规模的扩大。人均 

用地应该减少，同时考虑到大足县用地较高的现状，目前人均用地是 152．9 m2，在短期内人均用地不可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图 1 大足县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2．2 按城镇用地的经济成本预测 

城镇用地的经济成本包括基础建设投资成本、就业成本 、住宅投资成本、征地投资成本四部分
。 因 

资料的限制，无法分别算出这四个成本。我们采用单位面积用地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总的经济 

成本，实际上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了基础建设投资和征地建设投资等。1996年至2000年期间
，大足县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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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共增加了55 530万元，而城镇用地增加了411．38 hm2，平均每增加 1 hm2城镇用地所需的固 

定资产投入约为135万元。按照《大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计划纲要》，固定资产投资将以 

11％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大足县固定资产投资将到达 168 846万元。考虑物价因素，单位用地的固定 

资产投入比现在有所增高，预计为 150万元／hm2，则 2005年可增加城镇用地 458 hm2，即2005年大足县 

的城镇用地为2 013 hm2。到2010年，其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84 515万元，预计每公顷城镇用地需投入 

固定资产 170万元，则2010年可增加城镇用地 680 hm2，即2010年大足县的城镇用地达 2 693 hna2。 

此外还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出 2005年和 2010年固定资产投 

资额。根据《大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计划纲要》国民生产总值以 10％的增长，计算出2005 

年其国民生产总值为617 691万元，2010年为 994 798万元。2005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 30％ 

左右，则 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185 307万元。2010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35％左右，则 

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48 179万元。据此，可计算出2005年需增加城镇用地 567 hrn2，2010年需增 

加城镇用地 958 hm2。2005年城镇用地将达到2 122 hm2，2010年将达到2 971 hm2。 

以上两种不同方法预测的结果见表2，预测结果相差不大。这两种预测出的城镇用地和《1996年大 

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用地相差较大。按照土地利用规划，2010年大足县的城镇用地应该为 

1 506．93 hm2
，而测算结果为2 693 hrn2，相差 1 186．07 hm2。表明大足县小城镇用地的供需矛盾很大。 

表 2 大足县城镇用地预测结果表 

3 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预测，未来大足县城镇用地的需求很大。然而大足县人均用地较少，只能提供一定数量的 

用地，必然会造成未来城镇用地的供需矛盾十分紧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用地的供需矛盾会更加 

突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不但严重影响大足县城镇化的进程，还将影响整个大足县域经济的持续 

发展。因此，应加大农村居民点的集中和农居用地的整理，在保持耕地占补平衡的基础上，适当外延重 

点小城镇的用地；同时加强城镇用地的集约化程度，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 

大足县各镇的实际情况不一，在用地总指标控制的范围之内，各镇之间相互调配，合理配制有限的 

土地资源。总的原则是首先保证经济实力强的小城镇的用地，以发展其经济，增强其辐射范围，从而带 

动整个大足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大足县整体经济水平；其次，对目前经济实力一般，但未来有较大发展 

潜力而人均用地较少的小城镇，适当提高其用地水平；对目前经济实力一般而人均用地较多的小城镇． 

要严格控制城镇用地的增加。具体措施是： 

1)严格控制石马镇、中敖镇、金山镇、三驱镇的城镇用地。前三个镇的人均城镇用地均超过了200 

m
2
；虽然三驱镇的人均用地只有 180 m2，但是三驱的非农人口数 2000年比96年减少了169人，城镇用地 

反而增加了12．92 hm2，说明三驱镇的人口有外迁的趋势，其经济实力也不强，在22个小城镇中居第 12 

位，经济辐射半径只有 3 krn左右。因此这四个镇不宜再增加其城镇用地，而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旧 

城的改造，提高城镇用地的利用率。 

2)增加龙岗、玉龙 、宝顶等镇的用地。龙岗镇作为大足县的县城，是大足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也是大足县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镇，在未来大足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大足城镇发 

展的重点。尽管目前其城镇用地规模较大，人均用地达到 143．8 m2，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的增 

加，其城镇用地必然增加。根据 1996 2000年龙岗镇的人口(非农人口)占大足县非农人口的比重的平 

均值 34．19％，可预测 2005和2010年龙岗镇的非农人口数大约为4．8—4．9万人之间和 7．3—7．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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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2005年人均用地按 130 ms计算，需要城镇用地618．6—630．6 hm2，2001—2005年期间需要增加城 

镇用地 118．6 130．6 hm2；如果 2010年人均用地按 120 ms计算 ，需要城镇用地 872．3—931．3 hm2，2005 

2010年期间需要增加城镇用地 250—320 }lm2。 

玉龙镇在大足 22个小城镇中经济综合实力排第三位，城镇人口也比较多，而目前的城镇用地较为 

紧张，人均城镇用地2000年比1996年有所增加，但仍只有75 m2，是22个镇中人均用地最低的。随着大 

足旅游业的发展，玉龙镇将成为大足的旅游镇，城镇基础建设应加强，城镇用地将必然增加。 

宝顶镇是大足石刻的所在地，但城镇用地规模很小，2000年全镇用地才21}·m2，基础设施极差，严重 

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黄金时期经常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充分利用世界历史遗产的优势，加大宝 

顶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游客，是未来宝顶镇乃至大足县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有一定的 

用地来保证。因此，宝顶镇的城镇用地将增加较快。 

3)适当增加龙水、邮亭等镇的用地。龙水镇是大足县的工业重镇，小五金工业，第三产业较发达， 

尤其是房地产业在小城镇发展较好，收入 500万元。随着龙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人口将会增多。 

非农人口2000年为22 25O人，但实际人口已经达到 4万，96年至2000年非农人口占大足非农人口的比 

重的平均值是 21．28％，按以上预测的大足县的非农人口指标，可以预测龙水镇 2005年和 2010年的非 

农人口将增至为2．96—3．02万和4．5—4．83万人。不考虑流动人口，2000年人均用地为 180 ms，如果考 

虑流动人口在内，人均用地只有 100 ms，因此随着龙水镇人口的增多，城镇用地将会增大。 

邮亭镇是大足县的门户，是大足县物资的集聚地和中转站，交通条件十分便利，是大足县小城镇发 

展的重点镇之一。大足欲将其建设成为小城镇发展的试验区，试验区的建设将加大城镇的用地规模，而 

目前邮亭的用地规模较大，人均用地面积偏高，2000年为170 ms，用地的潜力较大．因此未来该镇应主要 

是挖掘潜力，在挖掘潜力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其城镇用地。 

总之，大足县的城镇建设用地一是靠增加用量，扩大部分小城镇的用地规模，二是进行存量调整，调 

整现有小城镇的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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