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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空间外溢性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
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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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国土空间治理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武汉430070 

摘要 我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空间非整合效应一直存在，近年来行政区划作为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为解决

跨区域空间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

为例，探究国土开发强度的时空变化、空间外溢效应和驱动机制，并将不同类型的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邻接关系

嵌入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索不同空间邻接情景下的行政空间外溢性对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京

津冀城市群内部行政单元的国土开发强度差异较大，国土开发强度存在显著的时空分异，空间集聚态势显著。

从空间维度看，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整体呈显著上升态势，但“东南高、西北低”的整体空间格局尚未打

破。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与人均GDP对国土开发强度产生显著影响。国土开发强度在空间分布上

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直接的空间外溢效应明显。2010—2019 年，不同邻接关系的行政空间外溢性不

同，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邻接情景的空间外溢性有所增强。研究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充分利用国土开发

强度的行政空间外溢效应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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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提高土地资源集约

节约水平，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土地

资源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

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开发活动日益频

繁，国土空间结构与功能剧烈变化，区域不可持续性

发展等问题日趋严峻［1-2］。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3］，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优化

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合理开发利用国土空间，是构

建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要求［4］。国土空

间开发影响着区域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布局和方向，

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供重要支撑［5-6］。

行政区划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资源性地域划分模式，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模式，具

有明显的边界性约束效应。我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以

“省-市-县-乡”四级制为主，县级是我国历史最久、最

稳定的基层行政层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央地关系”

的衔接作用［7］。县级行政单元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和县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载体，分析县域尺度

国土开发强度的动态性和空间性，对于国土空间优

化、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面向国土空间优化的行政区划体系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8］。行政区

划对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主要表现在对土地资源配

置、土地利用结构、规模和布局等方面的影响，主要

通过行政等级、行政主体、城市发展动力等因素产生

影响［9］。行政级别是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

体现，一般来说行政等级越高，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

就越大，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机会就越多，土地开

发和利用的强度就越大［10］。从府际关系的纵向结果

来看，不同行政等级的县市之间在土地资源的管理

模式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约束关系［11］，不同行政等

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权益，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其

城市用地规模呈现递增的趋势［12］。此外，同一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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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土地利用模式也存在空间互动影响，本行

政区域的土地利用会对周边邻接的行政单元产生空

间外溢效应与传导效应［13-14］。在行政区划体系下，

这种空间外溢效应是相邻行政单元在发展过程中相

互影响的重要载体。相邻行政单元在发展过程中，

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是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的，

因此会有相互影响与互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类

型的行政单元在行政权责、财税关系、审批权限以及

城乡土地利用等方面的互动、联系与影响程度，能够

反映出人口、劳动力、生产要素与资源等在行政单元

之间的互动强度，这种互动强度是行政空间外溢效

应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行政空间外溢性是指行

政单元间由行政空间邻接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生态、科技等方面相互影响的效果，其强

调的是本地区对相邻地区的影响效果。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我国

行政区空间与社会经济发展空间之间的非整合效应

日益明显，行政区划体系下国土空间开发和利用的

外溢效应亟待系统性分析。过去有关国土开发强度

的相关研究集中在评价、影响机制和效应等方

面［15-16］，在县级层面系统梳理行政区划体系与国土

开发强度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土空间开发的行政

外溢性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事实上，自上而下的

行政区划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国土空间开发会产生较

为明显的空间冲突，行政权责也必然会影响区域土

地资源的配置与国土空间开发［17-18］。本研究以区域

行政区划体系下的空间外溢性为载体，探索国土开

发强度的影响因子和空间互动规律，为优化区域国

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以及制定不同类型县级行政

单元土地开发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城市群（以下简称京津冀）为

研究区，土地总面积为 2.16 万 km2，截至 2022 年底，

GDP 总量达到 10.03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的

8.29%，年末常住人口为 1.096 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7.77%。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是以

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 2个直

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石家庄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

山、廊坊、邯郸、衡水等 10个地级市，由于县级行政区

划调整政策的实施，县级行政单元数量从 2010年的

204 个变为 2019 年的 199 个。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极，拥有较为完整、稳

定的行政区划体系，其行政单元的等级与类型较为

丰富。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京津冀城市群

也面临着国土空间承载日益加重、资源约束愈发紧

张的现实困境［19］，亟需构建以国土开发强度为基础

的空间规划体系，另外，区域国土开发具有明显的空

间互动效应，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这种空间影响

更为明显，而行政区划所划分的地区边界是这种空

间影响的潜在约束，亟待通过实证分析探索国土开

发进程中县级行政单元的空间互动规律［20-22］。因

此 ，本 研 究 选 取 京 津 冀 城 市 群 作 为 研 究 区

域（图 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有 2010 年和 2019
年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行政区划数据与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其中，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

率为 30 m×30 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中心；行政区划数据包括省界、市界、县界等，来

源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人口、GDP、产业

结构、投资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天津

市的统计年鉴、政府公报与河北省各地级市的统计

年鉴、政府统计公报等。

1.3　研究方法

1）国土开发强度的测算。国土开发强度是指一

个地区国土空间综合利用程度，通常用区域城乡建

设用地面积占比予以表征［23-24］。城乡建设用地主要

包括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也包括工矿、交通等其

图1 研究区域

Fig.1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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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设用地。中国当前城镇化处于加速发展的阶

段，也是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伴随着城镇人口的

激增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

与日俱增，建设用地面积急剧扩张［25］，国土开发效率

和质量较低［26］。本研究基于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数

据的可得性，定义国土开发强度的表达如下：

LDI = CL

TL
（1）

式（1）中，LDI是国土开发强度，CL是建设用地总

面积，TL是行政区域土地总面积。

2）行政单元空间邻接关系情景设计。我国的县

级行政单元主要包括县、县级市、市辖区等不同类

型，不同类型的县级行政单元的管理体制、政府职

能、财政金融、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具有差异。在本研

究中，基于 Queen 型相邻准则来判断区域内不同类

型县级行政单元的邻接关系，如果 2个行政单元在地

理位置上表现为共有公共行政边界或者节点，则这 2
个行政单元存在邻接关系；如果 2个行政单元在地图

上没有公共行政边界或者节点，则这 2个行政单元不

存在邻接关系（图2）。

图 2中，涿州市与高碑店市是由保定市代管的 2
个县级市，霸州市是由廊坊市代管的县级市，固安县

与永清县是隶属于廊坊市的 2个县，广阳区与安次区

是廊坊市的 2个市辖区。涿州市、高碑店市、固安县、

霸州市、永清县、广阳区与安次区分别用C1、C2、C3、
C4、C5、C6 与 C7 表示，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之间

的邻接关系依次表示为 S1、S2、S3、S4、S5 与 S6，例
如，涿州市与固安县是县级市与县邻接关系，它们之

间邻接关系用 S1表示；霸州市与安次区是县级市与

市辖区邻接关系，它们之间邻接关系用 S2表示。通

过此种方法与原则判断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所有县

级行政单元的邻接关系，共有 6种邻接关系，并构建

基于行政邻接关系的空间矩阵：彼此相邻的行政单

元之间的空间外溢性用“1”表示，不存在邻接关系的

行政单元间的行政空间外溢性分值为0。
Wadm ={wi，j}

n

i，j = 1
（2）

wi，j =
ì
í
î

1，Ai和Aj共享边界或顶点

0，其他
（3）

式（2）～（3）中，Ai 与 Aj 为不同行政单元，wi，j 为

行政单元的权重。

3）基于行政空间外溢性的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的空间互动关系

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
来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县级行政单元国土开发强度水

平的空间自相关性，综合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

发强度、影响因素以及相邻行政单元之间的空间外

溢性。

国土开发强度反映土地利用累积程度和承载密

度，具有层次性和尺度性，是城市内部自然条件、社

会经济、法律制度等因素彼此制约、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影响因素多且复杂，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投资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

城市自身等级与规模以及地理空间等因素的影

响［27-28］。另外，国土开发强度还受到省、市多层面因

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

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29］。本文在研究

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水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

素时主要分别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 3方面选择影

响因子。

①人口因素。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城市

需要更多的土地满足城镇常住人口的居住，城镇人

口的增加逐渐成为城镇用地的主要需求来源。因

此，人口对于国土开发强度存在一定的影响，比如年

图2 县级行政单元邻接情景的概念模型

Fig.2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adjacency scenarios of county 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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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人口指标［30］。

②经济水平。经济作为刺激发展的重要引擎之

一，对国土开发强度水平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人均

GDP、地均GDP等指标［27］。

③产业结构。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产业结

构也在不断优化与升级，城市间建设用地的需求与

扩展程度不同，这对国土开发强度水平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比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等指标［31］。

因此，基于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空间互动关系的

假设，建立以行政空间外溢效应为基础的空间计量

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LDI，i = αWadm LDI + βxi + γWadm x + μWadm ε + ε （4）
其中，LDI，i是国土开发强度，是建设用地面积与

行政区域总面积的比值，Wadm 是行政空间互动矩阵，

xi 是影响国土开发强度的因子，LDI和 x 分别是国土

开发强度及其影响因子的行政“外溢”邻居，ε是模型

的误差项，α是直接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β是影响

因子的回归系数、γ是影响因子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

数，μ是误差项的回归系数。

①当 γ=0，μ=0时，说明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互

动关系直接体现在相邻单元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

过程中，模型形式为空间滞后模型。

②当 α=0，γ=0时，说明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互

动关系体现在模型拟合后的误差项中，模型形式为

空间误差模型。

③当 μ=0时，说明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互动关

系不仅直接体现在相邻单元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

过程中，也体现在影响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因子中，

模型形式为空间杜宾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京津冀国土开发强度时空分异

图 3显示了 2010年与 2019年京津冀各县级行政

单元的国土开发强度水平。通过分析发现，京津冀

城市群内行政单元的国土开发强度水平差异较大，

2010 年各行政单元国土开发强度平均值为 0.251 3，
2019 年各行政单元国土开发强度平均值为 0.578 3，
天津市的国土开发强度水平总体最高，北京市与石

家庄市次之。在河北省的地级市中，唐山市的国土

开发强度水平最高，2019 年平均值为 0.280 5。从地

理区位来看，虽然承德市、张家口市与北京市毗邻，

但是国土开发强度处于较低水平，2019 年平均值分

别为 0.047 0、0.075 0。廊坊市的国土开发强度水平

有明显提高，增幅在20%以上，沧州市与衡水市的国土

开发强度提升10%以上。2010—2019年，京津冀城市

群整体国土开发强度格局并没有明显变化，空间分布

格局均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

2.2　京津冀国土开发强度驱动机制分析

在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

重共线性检验、相关性检验，最终选取人口密度

（PO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PTS）与人均 GDP

（PGDP）作为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京津冀地

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产业结

构也在不断优化与升级，国土空间为产业的落地、人

口的集聚提供基础保障，随着人口的增多、第三产业

图3　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时空分布格局

Fig.3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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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的增大，建设用地的占比也越来越大［32］。

为了进一步检验 POP、PGDP、PTS 与 LDI在行

政区划体系下的相关性，本研究进行了全局空间相

关性检验（表 1）。结果表明，4个指标变量有较强的

空间相关性，且在 2010 年与 2019 年时，全局莫兰指

数的值均在 0.35 以上，且 LDI 的全局莫兰指数是最

大的，说明国土开发强度表现出可信度较强的正向

空间相关性，国土开发强度水平在县级行政单元间

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即地区间国土开发强度水平相

互影响，国土开发强度水平高的区域，其周围区域国

土开发强度水平也较高，呈现一定的集聚效应，在空

间上呈现出集聚趋势。纵向对比来看，2010—2019
年，POP、PGDP 与 LDI 的全局莫兰指数 I 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表明在此期间，POP、PGDP、PTS、LDI
空间相关性在逐渐增强。

表 2 显 示 了 普 通 最 小 二 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归与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
el，SLM）的结果，SLM 模型的拟合度在 2010 年与

2019年分别为 0.832 5、0.877 6，均大于OLS回归，说

明解释变量在 SLM 模型中高度拟合且国土开发强

度的影响因素需要纳入空间效应。在 SLM 模型中，

POP、PGDP与PTS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它们对国土

开发强度均有正向影响，人口的增长、第三产业的发

展以及经济提高均能促进国土开发强度水平的提

高，且随着本地区国土开发强度的增强，对相邻区域

国土开发强度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

从OLS回归结果来解析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

强度的影响因素，2010年与 2019年模型的拟合优度

较高，通过显著性检验：2010 年与 2019 年 POP、

PGDP 与 PTS 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表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与第三产业占比是影

响国土开发强度的主导因素。从 SLM 结果来看，

2010—2019 年的空间回归系数略有增大，表明京津

冀县级行政单元之间土地开发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

外溢效应，本地国土开发强度水平的提升会影响与

其邻接区域国土开发水平。纵向对比解释变量的系

数可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9年PGDP的系数绝对

值明显增大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而 PTS 与 POP 的

系数绝对值均有所减小，表明在 2010—2019年，经济

发展逐渐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的主导

因素。

2.3　县级行政单元多情景邻接关系空间互动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包含有北京市与天津市 2 个直辖

市，对于直辖市来说，其行政区划地位与省、自治区

是相同的，行政级别属于省部级，直辖市所辖的区虽

然行政级别是厅局级，但是属于县级行政单元。因

此，本研究中北京市与天津市所辖的 32个区归属于

县级行政单元。京津冀城市群县级行政单元有市辖

区（District，D）、县与自治县（County，C）、县级市

（City-level county，CC）3 种类型，共有县与县邻接

（C_C）、县与县级市邻接（C_CC）、县级市与县级市

邻接（CC_CC）、市辖区与县邻接（D_C）、市辖区与县

级市邻接（D_CC）、市辖区与市辖区邻接（D_D）6 种

邻接情景。如表3所示，整体来看，2010—2019年，县

与县邻接、市辖区与市辖区邻接的行政空间外溢性

有所减弱，市辖区与县邻接、市辖区与县级市邻接的

行政空间外溢性有所增强，县与县级市邻接、县级市

与县级市邻接的行政空间外溢性几乎不变。具体来

看，2010 年，县与县邻接的行政空间外溢性最强，而

2019年县与县级市邻接的行政空间外溢性最强。对

于市辖区，2010 年，市辖区与市辖区的空间互动最

强，而 2019年市辖区与县级市的空间互动最强。对

表2　空间计量模型的相关估计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指标

Index
全局

Moran’ s I
LM
R-LM
POP
PGDP
PTS
Cons
Rho
R2

Adj-R2

2010
OLS

0.618***

0.275 0***

8.83×10−7***

0.393 4***

0.013 5

0.676 9
0.672 1

SLM

58.716***

9.811***

0.149 0***

2.90×10−7

0.277 4***

−0.037 5
0.606 1***

0.834 2
0.832 5

2019
OLS

0.680***

0.224 4***

6.96×10−7***

0.391 9***

−0.050 6

0.720 6
0.716 4

SLM

60.859***

18.747***

0.114 1***

3.35×10−7***

0.241 6***

−0.698***

0.607 2***

0.878 8
0.877 6

表1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 of global spatial correlation test

指标 Index

LDI
POP

PGDP
PTS

2010年全局莫兰指数 I

Global Moran’s I of 
2010

0.618***

0.562***

0.363***

0.463***

2019年全局莫兰指数 I

Global Moran’s I of 
2019

0.680***

0.584***

0.497***

0.444***

注：***、**、*分别表示通过 1%、5%、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下

同。Note：***，**，* refer to the 1%，5%，10% significance level，re⁃
spectively. The same in the below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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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县，2010年与 2019年都是县与县之间的空间互动

最强。表明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同类型

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空间互动逐渐减弱，而不同类

型县级行政单元之间的空间互动在逐渐增强。

3　讨 论

本研究将国土开发强度视为区域土地开发利用

程度的指数，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时空

演化特征，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县级行政单元的空

间邻接关系，从行政空间外溢性视角探索京津冀城

市群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区域间空间影响机制与

互动规律以及国土开发强度的驱动机制。本研究主

要得出以下结论：（1）从时序特征来看，京津冀城市

群内部行政单元的国土开发强度差异较大，2010—
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县级行政单元国土开发强度

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且伴随着极化现象。（2）从空

间特征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在空间分

布上并非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

自相关性，不同县级行政单元国土开发强度存在显

著的时空分化，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增强，“核心—外

围”现象持续凸显，但“东南高、西北低”的整体空间

格局尚未打破。（3）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空间

回归系数在研究期间都显著为正，本地国土开发强

度提升会促进邻近县域国土开发强度水平的提升，

县域单元之间空间外溢效应显著。（4）2010年与 2019
年，人口密度、人均GDP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国

土开发强度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且人均 GDP的驱动

作用越来越强，表明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影响国土开

发强度的主导因素。（5）不同县级行政单元邻接关系

的行政空间外溢性不同，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邻

接情景的行政空间外溢性显著增强。研究结论对深

入探析不同县级行政区域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

以及县级区域间的空间互动机制，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国土空间开发策略，合理引导区域开发建设活动

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城镇发展

空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在保

障生态文明建设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探究土地开发

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加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实

现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国土开发强度的

变化、时空分异与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系统复杂性，

国土开发的空间异质性是多因素、多尺度相互作用

的结果［27］。因此，应根据不同类型行政单元发展的

独特属性与土地开发的实际情况，制定多元、多层次

的国土开发策略，并充分考虑利用与相邻行政单元

之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对于以非农经济为主、国土

开发强度较高的市辖区与县级市，应当以挖潜存量

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生态化开发模

式，提高已有建设用地集约节约为向导，并适当地与

邻接县进行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释放建

设用地空间，进而间接促进周边国土开发水平较低

的县的土地开发利用，缓解本地国土空间开发的压

力；对于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国土开发水平相对较

低的县，应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周边邻

近区市的产业转移，并克服“经济区”和“行政区”之

间行政边界的非整合效应，充分利用与周边经济发

展较好的市辖区与县级市的邻接关系，强化第三产

业发展，优化土地经济化开发模式，加强与周边区市

的互动，提高本地土地开发利用。

城市群内部行政区之间的行政边界的约束会带

来行政壁垒效应，阻碍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导致行政

外溢效应减弱，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城市群的内部融

合、土地开发利用等产生制约。行政空间的外溢效

应对于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日渐显著，在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背景下，不仅是京津冀地区，长中游、长三

角、成渝等地区也迫切需要加强内部行政单元间要

表3　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单元的多情景邻接空间外溢效应

Table 3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multi adjacency scenarios of different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年份 Year
2010
2019

C_C
0.631 7***
0.610 8***

C_CC
0.615 0***
0.614 9***

CC_CC
0.608 6***
0.608 9***

D_C
0.520 4***
0.586 5***

D_CC
0.581 2***
0.590 6***

D_D
0.604 6***
0.580 9***

注 Note：C：县域行政单元 County administrative unit；CC：县级市行政单元 County level city administrative unit；D：市辖区行政单元 City 
district administrative unit；C_C表示县与县邻接情景，C_CC表示县与县级市邻接情景，CC_CC表示县级市与县级市邻接情景，D_C表示市

辖区与县邻接情景，D_CC 表示市辖区与县级市邻接情景，D_D 表示市辖区与市辖区邻接情景。C_C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
tween counties， C_CC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tween coun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CC_CC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
tween county-level cities， D_C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tween city districts and counties， D_CC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
tween city district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and D_D represents the adjacent scenario between city districts and city districts.

146



第 6 期 王鹏瑞 等：行政空间外溢性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的影响机制

素与资源的流动。不同类型行政单元的邻接情景的

行政空间外溢性不同，探明城市群内部行政空间外

溢性较强的邻接情景，进一步发掘其互动机理与规

律加以利用，能够为实现城市群县级行政单元间的

整体良性互动提供依据。这对于优化城市群内部结

构，实现城市群内部土地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能够优化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城乡

用地的协调发展与节约集约利用［31］。在未来城市发

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间的行政空间外溢效应

对于土地利用的影响，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国土空间

开发策略，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水平［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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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affecting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spatial spillover

WANG Pengrui,ZENG Ch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Research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spatial non-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economic 
zones in China has always existed，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eveloping cross regional spac⁃
es with high-quality.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was used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
e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driving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The adjacency relation⁃
ships between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were embedded into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fur⁃
ther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of spatial adjac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and develop⁃
ment intensity among administrative units with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with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overall land devel⁃
opment intensit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ha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but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was not broken. Population density， the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per capita GDP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spatial， with obviously direct spatial spillover. The administrative spatial spill⁃
over of different adjacency relationships was different 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of adjacency scenarios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was enhanced from 2010 to 2019.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spatial spillover of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achiev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
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ce；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administrative spatial spillover； ad⁃
ministrative divisio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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