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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
空间优化配置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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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大学 土地科学与不 动产研 究所

,

杭州

摘 要 以 浙江省为例
,

研究 了我国 东部沿 海经 济发达地 区土 地 资源 空 间优化 配 问题
。

研究结 果表明

温 州一 台州一宁波一杭 州一嘉兴等沿 海城 市的建设 用 地利 用具有明显 的 比较优 势 而 西部和 北部地 区 的

农地利 用 具有比较优势 浙江省在 目前 区城 土地利 用 配 上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比较优势
。

按照 比较优 势

原理分配建设 占用耕地指标
、

补充拼地指标和基本农田 保护指标
,

是协调 浙江省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 矛质

的有效途径
。

关挂词 比较优势 土地资源配里 耕地资源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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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

经济高速增长
,

一 年期间
,

国 民经济年增

长率平均为
。

但是
,

我国 目前的经济增长主

要还是要素投人驱动型 的增长
,

工业用地剧增和城

市蔓延给耕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与经济高速

增长相伴的是耕地的快速非农化
。

我国国土资源部

公布的 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 截

至 年 月 日
,

全国耕地面积为 亿公

顷
,

人均耕地面积 已由 年的 公顷减少到

公顷
,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

耕地加速

非农化
,

带来了粮食安全隐患
,

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
,

各种耕地保护政策纷纷出台
。

中国采用 了

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来抑制耕地的快速减

少
,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

土地用途管制
、

建设用地 的

年度供应计划是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

分
。

然而
,

耕地保护政策的效力与预期 目标 尚存在

一定的差距
,

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也没有得

到有效的解决
。

造成农地保护政策效力不高的原因

在于 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 和 自然

资源察赋的非均衡性
,

没有按照 比较优势的原则在

不同区域之间配置土地资源
。

有关利用 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生产布局 的研究在

国内外已取得众多成果〔‘
一

〕,

然而
,

关于根据 比较优

势来配置土地 资源 的研究并不 多 , ’〕,

有 的研究要

么缺乏定量分析
,

要么仅分析区域资源察赋的优势

度
,

从土地利用效益 的角度来度量土地利用的比较

优势的研究也很少 〕。

本文从土地利用效益 的角

度出发
,

以我国浙江省为例
,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的比

较优势
,

并提出指导区域耕地保护的政策建议
。

理论概述及其对土资源配置的启示

理论概述

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

他在其代表作《国富论 》中阐

明了著名的“
看不见之手 ”机制

,

认为在市场经济中
,

在利益驱动下
,

主观上为 自己 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

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
,

从而实现 自利

与互利
、

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 的相互联系
。

也就是

说
,

社会各经济主体按 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

进行专

业化生产
,

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

从而在总体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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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

大卫 二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 相

对优势 理论发展 了绝对优势理论
。

他认为
,

不论一

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 —经济力量是强是

弱
、

技术水平是高是低
,

都能确定其相对优势
,

即使

总体上处于劣势
,

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
,

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 比较利益
。

赫克歇尔和俄林

进一步发展 了李嘉 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

总结成察赋

比较优势说 或简称为 定理
。

该学说认为
,

不

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 同的生产要素比例
,

而不 同的

国家或地 区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
。

如果各国家或地

区生产并出 口那些能 比较密集地利用其比较丰富的

生产要素的商品
,

进 口 那些需要 比较密集地使用其

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

必然会有 比较利益 的

产生
。

因此
,

那些能密集地利用本国或地 区 比较充

裕的生产要素的生产部门或产品
,

则具有相对优势
。

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启示

比较优势是 区域分工和 区际贸易的基础
,

各地

区应大力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
,

放弃没有优势

的产业
,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
。

在土地利用上
,

如果各地区按照区域间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配置土

地资源
,

土地资源利用 的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

下 面

举例加以说明 假设两个地 区 和 都有 公顷

土地
,

而且在各 自的区域内土地都是均质的 两个区

域内只有两个产业部门
,

即农业部门 和非农业

部门 假设除土地外其他生产成本相 同
。

两

个区域产品生产的土地消耗如表 所示
。

地 区 和地 区 的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交换

比例分别为
,

和
, ,

在农产品生产上 的土地

成本之比是
, ,

在非农产品生产上 的土地成本之

比是
, 。

从 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
,

地 区 在非农

产品的生产上具有 比较优势
,

而地 区 在农产品的

生产上具有 比较优势
。

假设地 区 专业生产非农

产品并按照地区 的交换 比例获取农产品
,

地 区

专业生产农产品并按 照地 区 的交换 比例获取非

农产品
,

则两个区域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 所示
。

可以看出
,

土地利用专业化后
,

两个区域的生产可能

性边缘都外移了
。

在实际交易 中
,

农产 品和非农产

品的交换比例会发生改变
,

生产可能性 曲线会介于

原有曲线和假定交换率不变 曲线 中间
,

如图 中的

虚线
。

由于生产可能性 曲线外 移
,

总体上两个 区域

的消费者可能的选择集都扩张 了
,

土地利用 的社会

福利增加 了
。

农产品

地区 非农产品
三交二

阶
·

非农产品
地区

表

产品

单位农产品

单位非农产品

两个地 区生产的土地成本

地区

公顷

公顷

地 区

公顷

公顷

从表 可以看 出
,

无论在农产品的生产上还是

在非农产品的生产上
,

地 区 的土地耗用都低于地

区
。

如果没有按照 比较优势配置土地资源
,

则地

区 和地区 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如图 所示
。

农产品 农产品

非农产品 非农产品

地区 地区

图 不 同地区 的可能生产 曲线

图 发挥比较优势条件下不 同地区 的可能生产 曲线

从 以上推导可 以得到以下结论 发挥土地利用

的比较优势
,

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

实

现区域土地利用总福利的最大化
。

土地资源的空间

配置效率是指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资源 向其利

用效益最大的区域流动
,

以实现土地资源整体利用

效益最大化
。

然而
,

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
,

所 以按照

比较优势配置土地资源就会最终形成专业化的产业

带
。

具体地讲
,

就是在农地利用效益高的区域大力

发展农产品生产
,

形成产业聚集的优势
,

获取外部规

模效应 而在非农建设用地效益高的区域
,

则在生态

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
,

形成工业 区和城市 的连

绵带 〕。

按照区 域之 间土地利用 的 比较优势来配

置土地资源
,

可以在人地关系相对紧张的环境下
,

最

大限度地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

实现
“

吃

饭 ”和
“

建设
”

的
“

双赢
” 。

浙江省土地利用 比较优势度量

度 模型的选择

土地利用 比较优势 的度量模型包括成本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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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模型
、

指标综合模型等
。

根据李嘉图应用劳动

生产率来衡量 比较优势的思路
,

本研究应用土地利

用效益来衡量土地利用 的比较优势
,

主要研究不 同

区域的土地在农业和非农业利用上的比较优势
。

农

业土地利用效益用单位耕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衡

量 非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用单位建设用地的第二产

业
、

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衡量
。

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

度的度量模型为
‘ 一 ‘ 八五 ‘ 。

式

中
‘

为 地区非农业土地利用相对于农业土

地利用的比较优势
‘

为 地区非农业土地

利用的效益 月比 ‘

为 ￡地 区农业 土地利用 的效

益
。

将所得数值进行排序就可 以得出区域之间土地

利用 比较优势的顺序
。

数据来源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
,

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速度快
、

层次高
、

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矛盾比较突出

的省份之一
,

辖区内共有 个县 市
。

本文采用浙

江省 个县 市 一 年产业产值数据的平

均值来计算土地利用的效益和 比较优势
。

其中
,

第

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的产值数据来 自于相应

年份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耕地和建设用地数据来

自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和各县 市 的统计年鉴
。

根据

上述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度计算模型
,

浙江省各县

市 土地利用的效益和 比较优势度的计算结果如表

和表 所示
。

表 浙江省各县 市 耕地利用效益排序表

排排序序 区域域 耕地利用效益益

⋯
。卜序序 区域域 耕地利用效益益

⋯
,卜序序 区域域 耕地利用效益益

万元 公顷 万元 公顷 万元 公顷
裸泅县县 ⋯⋯ 云和县县 ⋯⋯ 宁波市区区

岱山县县 衡州市区区 绍兴市区区

洞头县县 棘州市市 桐乡市市

舟山市区区 ⋯ 乐清市市 东阳市市

象山县县 嘉善县县 武义县县

淳安县县 】 湖州市区区 杭州市区区

温岭市市 上奥市市 慈澳市市

玉环县县 临海市市 温州市区区

建德市市 德清县县 平阳县县

临安市市 平湖市市 浦江县县

松阳县县 绪云县县 瑞安市市

仙居县县 景宁县县 青田县县

富阳市市 江山市市
,

⋯⋯ 诸硬市市

宁海县县 海宁市市 ⋯ 龙泉市市

丽水市区区 苍南县县 长兴县县

桐庐县县 金华市区区 嘉兴市区区

三 门县县 海盐县县 庆元县县

绍兴县县 遂昌县县 义乌市市

台州市区区
。

天台县县 】】 兰澳市市
。

磐安县县 常山县县 文成县县

开化县县
·

“ 安吉县县 龙游县县

新昌县县
。

奉化市市 永嘉县县
。

余姚市
’’

。 永康市市
。

泰顺县县

数据处理及度 , 结果

对表 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无论是沿海

的温州市
、

台州市
、

宁波市
、

杭州市
、

嘉兴市
,

还是 内

地北部的湖州市和 中西部 的金华市
、

衙 州市
、

丽水

市
,

都有耕地产出效益高和效益低的县 市 略有优

势的县 市 大多集中在杭州市
、

宁波市和台州市
,

嘉

兴市和绍兴市居 中
,

其他县 市 稍低 各地区之间耕

地利用效益并没有 明显 的区域特征和区域优势
。

然

而
,

从表 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建设用地利用效益

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
,

排名第一 的宁波市区 的建设

用地利用效益是排名最末的庆元县 的 倍 土地利

用效益高的县 市 几乎都集 中在温州一宁波一杭

州一嘉兴沿海一带
,

位于 中西部和北部地 区的只有

少数几个
,

利用效益排在后 面的则都是 中西部和北

部的县 市 区域建设用地利用效益差别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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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浙江省各县 市 建设用地利用效益排序表

排排序序 区域域 建设用地效益 排序序 区域域 建设用地效益 ⋯⋯⋯⋯
。卜序序 区域域 建设用地效益益

万元 公顷 万元 公顷 万元 公顷

宁波市区区 一一 洞头县县
。

浦江县县

杭州市区区 象山县县
。

玉环县县

温州市区区 永康市市 江山市市

绍兴市区区 。 台州市区区 安吉县县

嘉兴市区区 嫌洒县县 永嘉县县

慈溪市市 宁海县县 天台县县

富阳市市 诸暨市市 龙游县县

义乌市市 。 临安市市 三门县县

绍兴县县 德清县县 。

⋯⋯ 武义县县

海宁市市 温岭市市 绪云县县

建德市市 一一 东阳市市 仙居县县

嘉善县县 淳安县县 常山县县

余姚市市
·

“ ⋯⋯ 平阳县县 文成县县

平湖市市
·

一一 苍南县县 一一 云和县县

乐清市市 丽水市区区 泰顺县县

湖州市区区 新昌县县 青 田县县

金华市区区 岱山县县 ⋯ 开化县县

桐乡市市 长兴县县 ⋯⋯ 龙泉市市

瑞安市市 兰溪市市 磐安县县

海盐县县 桐庐县县 松阳县县

奉化市市 ⋯⋯ 衙州市区区 遂昌县县

舟山市区区 右海市市 ⋯ 景宁县县

上虞市市 蛛州市市 庆元县县

根据表 和表 的数据可算出浙江省各县 市

的土地利用 比较优势度 见 表
。

从表 可 以发

现 浙江省土地利用 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
。

比较优势度在地理分布上形成 了 比较 明显 的三个
“
弧状阶梯型

”

第一 阶梯是 以沿海地 区建设用地 比

较优势最高的
、

经济发达 的
、

城市化层次高的 个

县 市 所形成的弧形
,

其中位于 中西部地 区和北部

地 区的仅有义务市
、

金华市 区 和湖州市区这三个县

市 第二 阶梯是 以长兴县一临安市一浦江县一东

阳市一临海市一丽水市一文成县一泰顺县为代表所

形成的弧形
,

和第一阶梯弧形有部分重叠
,

土地利用

比较优势 比第一阶梯相差 明显 中西部 的县 市 组

成第三阶梯
,

建设用地 的 比较优势最低
。

同时还可

以发现
,

中西部地区农业用地的比较优势最高
,

第二

阶梯其次
,

第一 阶梯的沿海地 区最低
。

结论与讨论

浙江省人多地少
,

耕地资源短缺
,

素有
“

七 山二

水一分地
”
之称

,

是全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

层次较高的省份之一
,

建设用地 和耕地保护之 间的

矛盾突出
,

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经济发展和耕

地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
。

比较优势理论指导 了开放

经济中各国的生产和贸易安排
,

在一定 区域范围内
,

它可以为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提供

指导思想
。

本文运用 比较优势理论对浙江省的区域

土地利用效益进行 了比较分析
,

得 出了各地 区 的土

地利用优势度
,

并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浙江省沿海地 区建设用地具有 比较优势
,

建

设用地效益往往是 内地地 区 的 多倍乃 至 多

倍
。

然而
,

沿海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

基本农

田保护率也相 当高
,

基本农 田的区域分布不合理
,

这

已经成为约束浙江省沿海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重

要 问题
。

例如
,

平湖市 年建设报批征地面积几

乎为 年 的 倍
,

建设用地 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

而基本农 田保护率达到
,

耕地后备资源极 少
,

仅 占耕地总量 的 仁‘’」。

因此
,

按 比较优势理论
,

在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时
,

可以考虑多给沿海地区
,

从

而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 的矛盾
,

以有 限的耕地

资源实现最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

浙江省 中西部地 区农地利用具有 比较优势
,

应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

建立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

式
,

充分发挥农地利用的比较优势
,

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

盾远没有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突 出
,

杭州
、

宁波
、

温州

和绍兴四市平均每个小城镇 不包括城关镇 镇区面

积为 平方公里
、

人 口 人
、

企业 家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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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和衡州每个小城镇平均镇 区面积仅为 平

方公里
、

人 口 人
、

企业 家 〕,

而沿海地区的

经济发展速度又远高于中西部地 区
,

沿海地 区面临

更大的耕地保护压力
。

所以
,

从全省角度综合考虑
,

可以将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和增加耕地的指标更多

地配置给中西部地区
。

表 浙江省各县 市 土地利用优势度排序表

排排序序 区域域 比较优势度 一一排序序 区城城 比较优势度度 排序序 区域域 比较优势度度

杭州市区区 长兴县县 ⋯⋯ 江山市市
一

宁波市区区 兰澳市市 裸州市市

温州市区区 ⋯⋯ 平阳县县 淳安县县

义乌市市
·

‘ 东阳市市 摘州市区区

嘉兴市区区 建德市市 安吉县县

绍兴市区区 上成市市 武义县县
。

慈溪市市 龙游县县 岱山县县
。

瑞安市市 泰顺县县 桐庐县县

桐乡市市 德清县县 天台县县

海宁市市 苍南县县 龙泉市市

平湖市市 ⋯⋯ 浦江县县 青田县县

诸暨市市 台州市区区 庆元县县

金华市区区 舟山市区区 玉环县县

嘉善县县 宁海县县 常山县县

绍兴县县 洞头县县 给云县县

湖州市区区 象山县县
。

三门县县

永嘉县县 临安市市 遂昌县县

乐清市市 嵘泅县县 云和县县
。

奉化市市 临海市市 景宁县县

永康市市 文成县县 仙居县县

富阳市市 ⋯⋯ 新昌县县 开化县县
。

余姚市市 温岭市市 】 磐安县县

海盐县县 丽水市区区 松阳县县

利用 比较优势原理优化配置土地资源需要相

关配套政策的支持
,

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

如在严格控制基本农 田总量不变的

前提下实行保质
、

保量的异地代保制度
,

不同区域政

绩考核指标的差异化
,

财政转移支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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