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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工业用地长期存在着粗放、低效、无序利用的状态，探究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了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利用空间统计模型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究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水平处于中等水

平，表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②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集聚特

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③经济转型背景下，全球化通过外商投资的增加而促进

了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土地市场化的提高也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分权化

则对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长江经济带城市应当因地制宜，提高外商投资

利用效率；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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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用

地量快速增长。然而中国工业用地的价格长期处

于比较低的水平[1]，造成中国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

的比例过高，工业用地无序扩张和低效利用问题严

重。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优化工业用地配置

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16年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制度”，2017年《全

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2]强调“减少工业

用地比例，提高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由于中

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外部压力的加大，完善工业

用地市场化配置制度，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成

为亟待突破的难题之一。

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已经有丰富的基

础。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以往研究从省[3-5]、城

市[6]、经济区[7]等宏观尺度进行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的测度，发现中国东中西部以及各大中城市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普遍不高，且区域间工业用地效率呈现

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

行业集聚以及土地价格等因素是工业用地效率的

重要作用因素[8,9]。此外，研究还发现国有及国有控

股工业企业数量占比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升起

到负向影响[10]；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分权对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

征[11]；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这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

出 [12]。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虽然对工业用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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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问题有了深刻认知，然而当前经济转型背景

下，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探讨。全

球化、市场化、分权化是经济转型的三股力量，对于

重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具有重要作用[13]，而且这三

股重要力量也影响着城市土地利用效率[14]。因此，

探究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

作用机制，对于揭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宏观驱动

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基于经济转型的视角，构建理论

分析框架，剖析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对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实证测

算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

探究其空间分异规律；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经

济转型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

响因素。

2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区概况
2.1 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

济的过程，也是由封闭走向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 [15]。具体来看，经济转型是指全球化、市场

化、分权化3种力量的作用过程[16]。近年来，学者们

逐步认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基于经济转型视

角，探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和城市土地扩张问题[17]；

发现全球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市场化和分权化也通过区域一体化提高

了土地利用效率[14]。本文则基于经济转型视角，分

析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三方面转型对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参与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

WTO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参与

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重要表现即是外商投资

（FDI）的增加。全球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

响，主要通过外商投资传导。外商投资对地方经济

发展和工业用地利用会产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

技术效应[15]。规模效应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

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扩张，增加区域工业资本投

入，通过产生规模效应，提高区域工业用地产出；结

构效应方面，外商投资通过技术转让和溢出效应，

使产业向低能耗、高新技术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提升工业用地效率；技术效应方面，外商直接投

资会带来新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提升地区工

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工业用地效率。

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特征是市场化过程。市

场化过程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

型过程。市场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表现

在部门之间的要素再配置作用。伴随着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市土地市场制度逐渐从无偿

无限期到有偿使用。特别是2006年以来，随着中国

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提出要降低工业

用地比例，提高工业用地出让地价水平[12]。在此背

景下，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比例逐步提高，市场

机制在工业用地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凸显，

工业用地价格在一定程度得到显化，工业用地价格

的提升对提高工业用地效率有一定的倒逼作用。

分权化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度转型，

分权化则是其中重要的制度转型。中国的分权化

过程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发展权，也增加了地方政

府的经济发展的责任[18]。在这种背景下，分权化对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表现如下：1994年分税制

改革后，中央政府将经济权和财政权下放给地方政

府。然而，以GDP、财政税收为标准的地方政绩考

核，使得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的进取具体落实到了经

济上的竞争[19]。地方政府通常会通过压低工业用地

价格来招商引资，从而达到财政增收和经济增长的

目的[20]。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会造成工业用地闲

置和低效利用。因此，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

府间“土地引资竞争”越激烈，最终扭曲了工业用地

地价，造成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21]。

综上分析，全球化和市场化可能促进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的提高，经济分权则加剧了地方政府经济

竞争，诱发“土地引资竞争”加剧，从而可能造成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的降低。此外，产业结构、工业集

聚程度、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作用于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的基本因素 [22,23]。基于此，构建了经济

转型背景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分析框架（图1）。

2.2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包括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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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云南、贵州等共 11个省市。全区面积占中国陆

地总面积的1/5，约为205万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

超过全国的40%。国务院2014年印发《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江

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在中国经济开发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4]。此外，长江经济带作为中

国工业发展最为集中的区域，工业基础雄厚。2016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面积约为4313 km2，占

全国工业用地面积的41%。近些年，作为中国城镇

化快速发展的区域，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经济社

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市工业用地效率

低下直接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健康发展。特别

是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探究长江经济带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长江经济带一般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3个

区域，其中，下游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游地

区包括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上游地区包括重庆、

四川、云南和贵州。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的

基本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的 124 个

城市。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首先，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长江经济

带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测算；其次，采用全

局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空间统计模型，测度长江

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格局特征；最

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经济转型背景下，全球

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

3.1 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模型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由 Aigner 等 [25] 建立，而

Battes等研究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面板数据

估计[26]。单位用地面积上的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决

定了用地效率。也就是说，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

情况下，产出越大则表示用地利用效率也越高。但

图1 经济转型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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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实中，由于技术无效率情况的存在，生产要

素投入很难达到最优产出。在此，根据Battes等的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参考王良健等[27]和张立新[28]

的研究方法，以地均工业用地投入产出关系构建城

市工业用地单位面积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如下：

Yit = AC α1
it P α2

it Lα3
it e

vit - uit （1）

uit = e
-η(t - T)

ui （2）

ui~N +( )μ, δ2
μ （3）

vit ~N +(0, δ2
v) （4）

式中：Y表示城市工业产值；A是常数项；C是资本投

入；P是劳动力投入；L是工业用地面积；uit 是技术

无效率项；ui 服从均值为μ、方差为 δ2
μ 的单侧非负正

态分布；vit是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随

机误差，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δ2
v 的正态分布；η是待

估参数；i 表示地区城市；t 表示时间；T 是总时期；

α1 、α2 、α3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的产出弹性

系数。

在资本、劳动力、土地3个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

情况下，令 α1 + α2 + α3 =1，式（1）两边同时除以工业

用地面积L，此时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

yit = Acα1
it pα2

it e
vit - uit （5）

式中：y 表示城市单位工业用地的经济产出；c表示

城市单位工业用地面积上资本投入；p表示单位工

业用地面积上劳动力投入。进一步对方程两边取

对数，得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双对数面板模型：

ln yit = lnA + α1 ln cit + α2 ln pit - uit + vit （6）

通过式（6），得到单位工业用地面积的投入产

出效率，如下：

TE = exp(-uit) （7）

3.2 空间统计模型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Global Moran’s I指数可以反映区域内空间上

相邻（相近）地域单元属性值的相关性。全局空间

自相关是通过Moran’s I的正负来判断属性值的空

间集聚程度[29,30]。若Moran’s I值为正，表示城市工

业用地效率整体呈显著空间集聚；若 Moran’s I 值

为负，则说明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整体呈显著空间分

异。全局Moran’s I指数：

I =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Wij

（8）

式中：n为研究区域的个数；Xi 与 Xj 分别表示 i 、j

区域的观测值；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

不相邻为0）；S2 为观测值的方差；X̄ 为观测值的平

均值。

3.2.2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Gi*指数，根据其冷点、热点区域，用

于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

G*
i =∑

j = 1

n

Wij( )d Xj ∑
j = 1

n

Xj （9）

若其为正，表明 i 周围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

区；反之 i 周围值相对较低，属于冷点区。

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描述效率在整个

区域的空间特征，采用局部Gi*指数判别局部空间

分异特征。

3.3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3.3.1 模型方法设定

通过引入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经济转型背

景下，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

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形式为：

Qit = αit +∑
k = 1

K

βkit xkit + eit （10）

式中：Q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各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xit 为解释变量，表示各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的影响因子，i=1，2，…，N，表示样本个数，t=1，2，…，

T，表示时间；α表示截距项；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β 表示相对应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e 表示残

差项。

3.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4.1 指标选取

首先，本文从用地投入和产出两方面进行指标

选择，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遵循可获取

性、代表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结合以往学者研究经

验[22,31]，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

市工业用地面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作为资本、

土地、劳动力的投入因素；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工

业用地的经济效益产出因子，以此投入因素和产出

因素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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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效率测算的基础上，本文构建长江经

济带区域整体和上游、中游、下游3个区域的工业用

地效率影响因素面板回归模型。模型选取的解释

变量如下（表 1）：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商投资通过对

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效应而作用于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外商投资额（rfdi）作为表征

该城市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对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其要素的

配置，在此用土地市场化程度（mark）来表征市场

化，土地市场化程度采用城市一级市场土地招拍挂

地面积在总出让面积总占比来表示。财政分权程

度，在此选取财政支出分权程度（fedec）来表征分权

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参考之前学者的研

究具体分权指标的算法如下[32]：

fedec = feu/( feu + fep + fec) （11）

式中：feu、fep、fec分别表示城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

均财政支出和中央政府人均财政支出。

模型中除了表征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对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还将产业结构、工业

产业集聚程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

量。在此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来体现产业结构

作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du）具体采用第二产业产

值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表征。其次，工业行业

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分别采用城市单位面积上工

业企业密度（secdes）和城市单位面积上行业从业人

员密度（peodes）表征。最后，地区经济水平作为控

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变量，采用城市人均 GDP

（agdp）表征。

3.4.2 数据来源

①矢量地图数据：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

供。②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2008—2017）》[33]《中国统计年鉴（2008—

2017）》[34]、《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7—2016）》[35]、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8—2017）》[36]。为保持统计

口径的一致性，对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城市GDP、二三产业产值、城市财政支出、

外商投资额进行平滑处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确保数据的可比性。此外，为保证研究区域地理空

间时序上的连续，本文以2012年中国行政区划调整

为基础，对行政区调整的城市按照行政区面积进行

了拆分处理。

4 结果与分析
4.1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结果

整体来看（图 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

域整体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平均值仅为 0.553。长

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在

2007—2016 年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371，0.433，

0.818。可见，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的差异显

著，其中，下游区域效率均值明显高于区域整体且

远高于其他两个区域。而中游和上游区域的均值

均未达到区域平均值。从时序上来看，研究区域总

体和各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

势，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10 年间的增长幅度为

22%，然而各个区域在2007—2016年间的增值幅度

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上游区域效率的均值从

2007年的0.3017增长到2016年的0.4451，10年间增

长了 48%；中游区域从 2007年的 0.367增长到 2016

年的 0.5007，10 年间增长了 36%；下游区域从 2007

年的 0.793增长到 2016年的 0.8397，10年间增长了

6%。虽然在 10年间上游区域的效率均值在 3个区

表1 指标描述及数据说明

Table 1 Indicators and description

解释变量

外商投资水平

土地市场化水平

财政分权程度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工业企业集聚程度

地区经济水平

变量简称

rfdi

lmark

fedec

idu

secdes

peodes

agdp

定义

FDI/城市人口，单位：万美元/人

城市一级市场招拍挂面积/总出让面积，单位：%

城市人均财政支出/（城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中央政

府人均财政支出），单位：%

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单位：%

工业企业总个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单位：个/km2

行业从业人数总人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单位：人/km2

GDP/城市人口，单位：元/人

变量类型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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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最低，但是涨幅却最大，而下游区域的涨幅并

不显著。

为了直观反映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 ArcGIS 中的自然断点

法，将 2007年、2016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值划分为

5 个等级，低等 [0，0.41]，中低等（0.41,0.52]，中等

（0.52，0.64]，中高等（0.64，0.82]，高等（0.82，1.0]（图

3）。空间上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且表现出

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加的空间分布规律。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的高值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

效率的低值在两个研究时段中均分布于上游的云

南、贵州地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中高值分布呈现

多核心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

的效率高值区域已成连绵集聚态势，如南京、宁波、

杭州均是效率高值区。中游区域的长株潭城市群、

武汉城市群，也是工业用地效率高值集聚的重要区

域，且高值主要集聚在省会城市及其附近，如武汉、

长沙、南昌等。上游区域则依托成渝城市群形成了

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效率高值集聚区。

4.2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

性分析

4.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检验，在0.1%的检验显著水

平上，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为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明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高（低）呈现集聚分

布态势；此外，2007—2016年，指数值从0.2053上升

到 0.2874，这表明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

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逐渐提高，呈现空间集聚发展

特征。

4.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总体来看，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以热

点区域作为极化的核心，由东北向西南方向依次呈

现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递次分布特征

（图4）。具体来看，效率的热点区域2007年和2016

年主要集聚在江苏省，如南京、南通、苏州、无锡等

城市。次热点区域以热点区域为中心向外辐射，两

个研究时期次热点区域均集中分布于浙江大部分

城市和安徽部分城市，如杭州、温州、合肥、滁州等

城市。次冷点区域和冷点区域相衔接集中分布于

长江经济带的中游和上游区域。次冷点区域在

2007年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省，2016

年范围有所扩大。冷点区域 2007年主要集中分布

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地区，2016年重庆和四川

图3 2007年、2016年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图

Figure 3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7 and 2016

图2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变化

Figure 2 Change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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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由冷点区域转变为次冷点区域。

4.3 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

（1）经济全球化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全球化对长江经

济带区域总体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弹性系数

为0.8701（表2），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均

外商投资额每增加 1%，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的工

业利用效率将提高将近 0.9%。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长江经济带逐步以内陆开放，沿路沿江沿

海开放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种全球化发展

趋势下，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均外商投资额

不断上升，在 2007—2016 年间增长率高达 151%。

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拥有更多的外

来产业资本投入，从而有利于提升工业企业产出，

促进工业用地效率提高。此外，全球化对长江经济

带下游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

大，其弹性系数为 1.8661。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依

托长三角，得益于其较强的“集聚经济”效应，一直

是外商投资的重要区域，2016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区

域城市人均外商投资额分别是中游地区的 1.6倍，

上游区域的 6倍。大量外资的投入，配合长江经济

带下游密集的劳动力、稀缺的土地资源，使得全球

化对下游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凸显。

（2）市场化程度与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的工业

用地效率呈正相关。2006年以来，中国工业用地市

场化改革得到了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一

级市场中招拍挂面积占比从2007年的56%，增加到

2016年的 94%，随着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工业

表2 长江经济带及其不同区域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汇总

Table 2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含义

全球化

市场化

分权化

产业结构

工业企业集聚程度

经济水平

R2

F值

样本数

变量名

C

rfdi

lmark

fedec

idu

secdes

peodes

agdp

全域

0.5188***

0.8701***

0.0163***

-0.1324***

-0.0081**

0.0016**

-0.0015

0.0011***

0.9881

696.977

1020

下游

0.7758***

1.8661***

0.0367**

0.5894***

-0.0824

0.0012***

0.2944***

0.0310***

0.7977

19.617

240

中游

0.4803***

-0.1508

-0.0009

0.1152***

0.0206***

0.0038***

-0.0889***

-0.0117

0.9745

248.398

490

上游

0.2570***

1.0555***

-0.0411

-0.1970***

0.0606***

0.0011

-0.0020

0.0327***

0.7884

26.089

290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

图4 2007年、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冷热点空间分布图

Figure 4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7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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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利用效率也逐步提升。具体到各个区域，市

场化程度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具

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弹性系数为0.0367，而对上

游和中游地区作用均不显著。这是因为，下游区域

集中了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上海、浙江、江苏），这

些区域市场经济发达，土地市场化程度较高，达到

95%，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这对于激励工业用地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

积极作用。而上游和中游区域，属于中西部地区，

工业用地市场机制仍不健全，其对工业用地资源的

配置作用较弱，因此对该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

不显著。

（3）地方分权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这说明城市财政自主程度

越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越低。从区域上来看，分

权化对上、中、下游3个区域工业用地效率作用方向

不一致。在上游区域，地方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具有负向影响。上游区域的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属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处于经济发展初中级阶

段，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土地要素的积累，激烈的

的政治经济竞争，使得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大量低价

出让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在 2007—

2016年间上游区域城市工业用地面积平均增长了

105%，远高于中游区域的 32%，下游区域的 47%。

中下游区域，地方分权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作用

为正。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特别是下游区域的浙

江、江苏、上海等区域经济增长处于中高级阶段，技

术进步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较高的财政

自主权反而有利于区域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从而促进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

提升。

（4）产业结构、工业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长

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作用差异明

显。产业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及下游区

域，区域产业结构等级度越高，其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的提升作用越强。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上海、江

苏、浙江，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如电子信息、新能

源、新材料等，这些产业科技含量高，产出能力强，

产出价值大，将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工

业企业集聚程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以及中

下游区域，企业集聚程度越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越

高。长三角是中国制造业发展高地，产业门类齐

全，集群优势明显，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

能减少企业之间沟通、运输等成本，还能实现信息

共享，提高竞争力，强化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上游

和下游地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均起到显

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中游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了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综合利用Global Moran’s I、Gi*指数空间统计模型

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

演变特征，最后采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探讨了

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得

到如下结论：

（1）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平均值为0.553，总体属于中等水平。从时

序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和各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区域总体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在 2007—2016年 10年间的增长幅度为 22%。从分

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下

游区域>中游区域>上游区域”的梯度差异。

（2）从空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

效率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

加的空间分布规律。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以热点区域

作为极化的核心，由东北向西南方向依次呈现热点

—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递次分布特征。

（3）经济转型背景下，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

因素共同作用于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其中，全球化通过外商投资的增加而对长江经济带

区域总体以及上游、下游区域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起到促进作用；市场化特别是土地市场化的不断提

高，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及下游区域的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权化对长江经济带

区域总体和上游区域的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有

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中游和下游区域的城市土地

利用利益效率则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外，产业

结构、工业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作用于长江经

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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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讨论

本文探究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的作用因素。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测算只考虑了其经济效益，

对非期望产出并未考虑，未来仍有待补充研究。研

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不高，

且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鉴于经济转型对长江经济

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如下

建议：

（1）根据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的基础和优

势，因地制宜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外商

投资利用效率。

（2）进一步让市场在工业用地配置中发挥主导

作用，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完善工业用地“招

拍挂”出让制度。

（3）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通

过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引导地方政府行

为，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加强对工业用地

出让的监管，根据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差别

化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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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nd elements have long been used in a disorderly,

extensive, and inefficient manner.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use efficiency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 this study, urba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was

measured by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for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7 to 2016. Also,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us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l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rom 2007 to 2016, urba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s relatively low, but showed an upward

tre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region presented a

agglomeration trend, with the high is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low in the southwest, showing

obvious spatial non- equilibrium.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hot spots showed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global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rough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investment.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marketization, it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Decentraliz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uld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foreign

investment，promote the market- oriented reform of industrial land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for the supply of industrial land.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rba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spatiotempor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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