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３卷第 ２ 期
２０１４年 ３ 月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ol ．１３ No ．２ ;
M ar ．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通信作者 ：王国新（１９６２ — ） ，男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生态研究 ．E‐mail ：gxwang０２＠ １２６ ．com

doi ：１０ ．３９６９／j ．issn ．１６７４‐２３２X ．２０１４ ．０２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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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脆弱 、可利用土地有限已成为制约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利用 PSR评
价模型对舟山群岛新区近 １０年（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土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 ，总评价值从 ０ ．０１１ ８上升到 ０ ．０８１ ６ ，增

长了将近 ７倍 ，土地所承受的压力逐年下降 ，带来的效益以及政府在环境等方面的投入响应逐年增加 ．研究结果

表明 ，舟山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走向良好 ，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应注意产业发展与其所依赖的土地资源之间的

关系 ，加强对周边海洋环境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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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以合理布局 、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通过盘活存量土地 、改善经营

管理 、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潜力等途径 ，使建城区土地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过程［１］
．

目前国内外有关城市土地集约的研究较多 ，在研究对象方面 ，国内研究［２‐５］常利用统计数据来分析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平均水平 ，比较不同城市土地集约度的差异 ，从全国范围来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

究较少 ；从城市所在区域的分布来看 ，研究对象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 ，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国外研究［６‐１０］主要着眼于政策性的探讨 ，如英格兰对实施集约城市政策可行性

的分析 、英国城镇紧凑度评价 、纳米比亚城市土地管制的研究等 ．

在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方面 ，国内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城市土地利用水平 ，通过对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内涵的理解来选择评价指标构建评价体系 ，利用嫡值法 、综合评价法 、秩相关系数法 、聚类分析法和动

态定量评价等方法［１１‐１２］
，对当前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进行评价 ．随着 GIS 和大型数据库技术的发

展 ，一些学者在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信息系统的建立方面做了探讨［４ ，１３］
．但是 ，由于城市的自然 、社会 、

经济条件及发展历史背景不同 ，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因此不能用相同指标去衡量不同城市土地利用集

约状况 ．此外 ，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城市 ，其衡量标准也不同［１４］
．

舟山海岛新区由于海岛生态脆弱 ，可利用土地有限 ，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研究海岛土地利

用的集约程度对于我国海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试从环境与土地利用开发 ，



以及在海岛型城市下的土地集约利用入手 ，探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
框架的海岛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与预测 ．

１ 　研究区概况

舟山市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长江口南侧 ，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 ，背靠上海 、

杭州 、宁波等大中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等辽阔腹地 ，面向太平洋 ．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１２１°３０′ ～ １２３°２５′ ，北纬

２９°３２′ ～ ３１°０４′之间 ，东西长 １８２ km ，南北宽 １６９ km ．区域总面积 ２ ．２２ 万 km２
，其中海域面积 ２ ．０８ 万

km２
，陆域面积 １ ４４０ km２

，全市户籍人口 ９６ ．７７万 ．２０１１年 ，舟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７６５亿元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 １０ ４９３美元 ，成为继杭州 、宁波后全省第 ３个突破 １万美元的地级市 ．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４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和

重庆两江新区后 ，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也是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

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 ．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评估模型

PSR 模型最早由经济合作组织（OECD）为了评价世界环境状况而提出 ．其基本思路是人类活动给环

境和自然资源施加压力 ，结果改变了环境质量与自然资源质量 ；社会通过环境 、经济 、土地等政策 、决策或

管理措施对这些变化发生响应 ，减缓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维持环境健康［１５］
，它揭示出资源利用中

环境保护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

图 1 　 PSR生态系统评价模型
Fig ．1 　 Ecosystem evaluation model of Pressure‐State‐Response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面临的压力（pressure）
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有限的区域土地将要承

载人口 、经济进步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压

力 ；二是城市土地向外拓展所面临的限制 ．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states）主
要是指各类城市用地的数量 、结构和城市土地

的使用强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 、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和 ．社会响应（response）
则指的是城市的土地管理者 、决策者和政策制

定者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面临的压力 、所表现

出来的状态及其变化所做出的响应［１６］
．压力‐

状态‐响应模型（PSR）突出了城市土地利用中环境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并通过作用 —反馈 —再作用

的循环过程逐步达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目标（见图 １） ．

2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 PSR 模型分析框架 ，并考虑到海岛经济特有的相关因子 ，经过专家评议法

确定了 ５０个考量指标 ．在各类统计年鉴及各项官方统计数据中收集这些指标的数据 ，再通过 SPSS 软件
中的多变量相关性分析进行处理 ，移除部分相关性极高的指标 ，最终构建了海岛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体

系 ．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 、准则层和指标层 ，包括压力指标体系 、状态指标体系和响应指标体系 ３个子系

统 ，共 １７个指标因子（见表 １） ．

2 ．3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表 １中各指标的量纲 、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 ，为了使数据间具有可比性 ，就要对指

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１７］
．对舟山市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间各项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后 ，得到标准化矩阵 Y ＝

（Y ij ）m × n（见表 ２） ．

０２２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 　



表 1 　海岛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ices of island land intensive use

子系统 　 　 　 　指标项目 说明 　 　 　 　

压力子系统

状态子系统

响应子系统

人口密度 X１ ／ （人／km２
） 衡量人口对海岛用地的压力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X３ ／ （m２
／人） 衡量海岛土地的利用程度

工业三废排放量 X４ ／万 t 衡量海岛土地的环境状况

二 、三产业占 GDP的比例 X２ ／％ 衡量经济对海岛土地的压力

土地垦殖率 X５ ／％ 衡量农业对海岛土地的压力

人均道路面积 X６ ／（人／m２
） 衡量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

地均二 、三产业的 GDP X７ ／（万元／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经济产出

海水养殖产品单位面积产量 X８ ／（t／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经济产出

地均工业总产值 X１０ ／（万元／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经济产出

地均财政收入 X１１ ／（万元／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经济产出

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 X１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环境状况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X１３ ／（万元／km２
） 衡量城市土地的投入强度

地均环保投入 X１４ ／（万元／万 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投入强度

地均财政投入 X１５ ／（万元／km２
） 衡量海岛土地的投入强度

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X１６ ／万元 衡量海岛土地的投入强度

技术与质量监督人力投入 X１７ ／人 衡量海岛土地的投入强度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１８ ／％ 衡量环境对海岛用地的约束

表 2 　舟山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标准化矩阵值 （2001 － 2010 年）

Tab ．2 　 Standardized matrix values of isl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dicators in Zhoushan （2001 － 2010）

指标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压
力
子
系
统

人口密度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２７４ ０ 屯．０９５９ ０ )．１０９６ ０ 唵．１２３３ ０ 沣．１３７０ ０ @．１３７０ ０ 潩．１２３３ ０ �．１２３３ ０ b．１２３３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５３１ ０ 屯．０６８０ ０ )．０９１９ ０ 唵．０９３０ ０ 沣．１６２９ ０ @．１２０２ ０ 潩．１２６７ ０ �．１３８９ ０ b．１４５４

工业三废排放量 ０  ．１６９５ ０ p．１５３８ ０ 屯．１６０２ ０ )．１５４３ ０ 唵．０９７０ ０ 沣．１０２４ ０ @．０９９９ ０ 潩．０５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b．０１２６

二 、三产业占 GDP 的比例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４８４ ０ 屯．０７７８ ０ )．０８８１ ０ 唵．１０２８ ０ 沣．１１９２ ０ @．１３９１ ０ 潩．１４１１ ０ �．１４１１ ０ b．１４２３

土地垦殖率 ０  ．２６７１ ０ p．２０１１ ０ 屯．１３５５ ０ )．１０８８ ０ 唵．０９９０ ０ 沣．０６０３ ０ @．０２６６ ０ 潩．０３１４ ０ �．０７０１ ０ b．００００

状
态
子
系
统

人均道路面积 ０  ．２５８０ ０ p．２２０９ ０ 屯．１２４５ ０ )．０８５２ ０ 唵．０７０５ ０ 沣．１１４０ ０ @．０７９４ ０ 潩．０３３２ ０ �．０１４４ ０ b．００００

地均二 、三产业的 GDP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０９５ ０ 屯．０２９７ ０ )．０４９０ ０ 唵．０７１４ ０ 沣．０９９７ ０ @．１３６２ ０ 潩．１７７７ ０ �．１８９２ ０ b．２３７５

海水养殖产品单位面积产量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１５３ ０ 屯．０５４７ ０ )．０８８７ ０ 唵．０９３９ ０ 沣．１１９１ ０ @．１２４４ ０ 潩．１４０７ ０ �．１６９２ ０ b．１９３９

地均工业总产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０９０ ０ 屯．０２１７ ０ )．０３７９ ０ 唵．０６３３ ０ 沣．０８９２ ０ @．１２４２ ０ 潩．１７２６ ０ �．２１６８ ０ b．２６５３

地均财政收入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１０８ ０ 屯．０２１４ ０ )．０３５２ ０ 唵．０５２６ ０ 沣．０８０６ ０ @．１３１０ ０ 潩．１７７０ ０ �．２１０６ ０ b．２８０８

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 ０  ．１０５９ ０ p．０７９６ ０ 屯．００００ ０ )．２１１１ ０ 唵．０８８７ ０ 沣．１０２２ ０ @．０７１０ ０ 潩．２００１ ０ �．１０２８ ０ b．０３８６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０５５ ０ 屯．０２６４ ０ )．０４５０ ０ 唵．０６５８ ０ 沣．１０１９ ０ @．１３９７ ０ 潩．１７７０ ０ �．２１５２ ０ b．２２３５

响
应
子
系
统

地均环保投入 ０  ．００１８ ０ p．００１３ ０ 屯．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唵．０１１６ ０ 沣．０１４２ ０ @．１２９９ ０ 潩．２０２０ ０ �．２９７０ ０ b．３４０２

地均财政投入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１２５ ０ 屯．０２１９ ０ )．０３９４ ０ 唵．０７５２ ０ 沣．０７５２ ０ @．１２２５ ０ 潩．１８３４ ０ �．２０１４ ０ b．２６８５

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００３ ０ 屯．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唵．０３６９ ０ 沣．１３５５ ０ @．２１３４ ０ 潩．２１４５ ０ �．２０６４ ０ b．１８９８

技术与质量监督人力投入 ０  ．０３２５ ０ p．０１６３ ０ 屯．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４４ ０ 唵．０７３２ ０ 沣．０８１３ ０ @．１１３８ ０ 潩．２１１４ ０ �．１８７０ ０ b．２６０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  ．００００ ０ p．０６４０ ０ 屯．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６９ ０ 唵．０４７０ ０ 沣．０７６４ ０ @．１７２７ ０ 潩．１９５４ ０ �．２１２８ ０ b．２０７３

2 ．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所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出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 ，其优点是能够

客观准确地得到各指标的权重［１１］
．

得到各指标因子不同年份的标准化矩阵 Y ij后 ，再利用式熵权法进行各指标的权重计算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

１２２　第 ２期 陈妍蓓 ，等 ：基于 PSR模型的舟山群岛新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表 3 　舟山市海岛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权重（2001 － 2010年）

Tab ．3 　 Weights of isl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dicators in Zhoushan （2001 － 2010）
子系统 指标项目 单项指标权重 子系统权重

海

岛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压力子系统

状态子系统

响应子系统

人口密度

二 、三产业占 GDP 的比例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工业三废排放量

土地垦殖率

人均道路面积

地均二 、三产业的 GDP
海水养殖产品单位面积产量

地均工业总产值

地均财政收入

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地均环保投入

地均财政投入

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技术与质量监督人力投入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 5．０２６５

０ 5．０２６０

０ 5．０３９２

０ 5．０２５０

０ 5．０５３８

０ 5．０５６３

０ 5．０５８３

０ 5．０３８９

０ 5．０６９０

０ 5．０７２５

０ 5．０３６０

０ 5．０６２８

０ 5．１３９３

０ 5．０６６７

０ 5．０９７１

０ 5．０６５９

０ 5．０６６６

０  ．１７０５

０  ．３９３９

０  ．４３５６

2 ．5 　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是土地利用中压力‐状态‐响应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 ，每个子系

统中的指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状况 ．因此 ，集约利用程度可用二次综合函数来评

定 ，即 P ＝ W １ ∑
n

i ＝ １

RiY i ＋ W ２ ∑
m

j ＝ １

Rj Y j ＋ W ３ ∑
l

k ＝ １

RkY k ．式中 ：P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水平指标 ；W １ ，W ２ ，

W ３ 分别为 ３个子系统的权重 ；Ri ，Rj ，Rk分别为各子系统内单项因子的权重 ；Y i ，Y j ，Y k 为各子系统内单项

指标的标准化值［１８］
．

2 ．6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舟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枟舟山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枠 、枟浙江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枠 、枟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枠 、舟山市历年环境质量调

查报告 、浙江省历年环境状况公报 ．

利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各子系统权重 、各单因子权重以及各单因子标准化数值 ，根据式（６）得到 １０年舟

山土地利用的综合得分（见表 ４） ．

　 　 　表 4 　各子系统及系统综合评价得分
Tab ．4 　Value of indexes in subsystem and integrated system

年份
压力子系

统评价

状态子系

统评价

响应子系

统评价

系统综

合评价
２００１ d０  ．０２１０ ０ 耨．０１８３ ０ 侣．００２４ ０ 摀．０１１８

２００２ d０  ．０２０２ ０ 耨．０１８２ ０ 侣．００６４ ０ 摀．０１３４

２００３ d０  ．０１９８ ０ 耨．０１５６ ０ 侣．００２３ ０ 摀．０１０５

２００４ d０  ．０１９４ ０ 耨．０２６７ ０ 侣．００５６ ０ 摀．０１６３

２００５ d０  ．０１７４ ０ 耨．０２７３ ０ 侣．０１８２ ０ 摀．０２１６

２００６ d０  ．０１８１ ０ 耨．０３８９ ０ 侣．０３０６ ０ 摀．０３１８

２００７ d０  ．０１５６ ０ 耨．０４６６ ０ 侣．０６６０ ０ 摀．０４９８

２００８ d０  ．０１３７ ０ 耨．０６０８ ０ 侣．０８８２ ０ 摀．０６４７

２００９ d０  ．０１４２ ０ 耨．０６５９ ０ 侣．１０１３ ０ 摀．０７２５

２０１０ d０  ．０１１１ ０ 耨．０７５５ ０ 侣．１１４７ ０ 摀．０８１６

　

图 2 　三大子系统与综合评价对比图
Fig ．2 　 Comparison chart of there subsystems and integrat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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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上所得数据 ，本文将压力系统 、状态系统和响应系统的数据分别制成折线图 ，并两两进行对比 ，

反应出不同时间段舟山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 ．

3 ．1 　压力系统与状态系统的关系

图 ２显示了压力系统与状态系统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这 １０年间 ，状态系统的评价

值从 ０ ．０１８３上升到了 ０ ．０７５５ ，上升了近 ３００％ ，然而压力系统只从 ０ ．０２１０下降到 ０ ．０１１１ ，不到 ５０％ ．可

见 ，压力系统的细微变化会对其造成较大的影响和波动 ．

具体来看 ，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这 ３年间 ，压力系统虽然一直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但是状态系统并没有好

转 ，不升反降 ，可见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不是绝对负相关关系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状态系统具有滞后

性的特点 ．城市土地利用的状态不能马上对其利用的行为做出反应 ，因为无论是经济 、生态还是社会因素作

用于土地都需要一定的执行期 ；状态系统不但受压力系统 ，还受到响应系统的影响 ，三者是统一的整体 ．

从图 ２可以看出 ，到 ２００３年底 ，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这两条折线相交 ，两者达到了平衡状态 ．之后 ，状

态系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且上升速度较快 ．状态系统包括了地均二 、三产业的 GDP 、海水养殖产品单位
面积产量 、财政收入等经济因素 ，也包括了近海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等生态因素 ．状态的上升一方面说明生

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污染压力降低 ；另一方面 ，经济的发展也帮助政府缓解了多种城市化压力 ．可见 ，

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这两大系统相互影响 、相辅相成 ．

3 ．2 　状态系统与响应评价的关系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 １０年间 ，状态和响应评价总体呈正相关 ．２００６年 ，状态与响应评价出现结合点 ．此时 ，由状

态所代表与舟山土地利用相关的经济 、生态及社会效益和响应所代表的社会对各项政策投入 ，面临土地压力

以及状态做出的反应达到均衡 ．在均衡点之前（即 ２００６年前） ，状态评价高于响应评价 ．基于状态指标分析 ，

城市道路建设 、各类产业 GDP 、生态环境等发展处于增长期 ，所表现出的各项效益相对响应系统较高 ．但是需

要指出的是 ，此阶段状态和响应的总体增长幅度较小 ，各类社会建设发展水平不高 ．在均衡点之后 ，响应评价

超越状态评价 ，增长幅度明显高于状态系统 ．基于响应指标分析 ，舟山社会建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 ，土

地利用等矛盾逐步显化 ，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及社会其他发展相互冲突 ．此时 ，政府会加大财政支出 ，用于环

保 、技术与质量监督人力投入等 ，以此来缓解社会各类矛盾 ．另外 ，状态评价由 ２００１年的 ０ ．０１８３上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０７５５ ，增幅为 ３１２ ．５７％ ．一定程度上来说 ，状态上升对响应评价快速增长贡献很大 ．

3 ．3 　响应系统与压力系统的关系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 １０年间 ，响应评价与压力评价呈负相关 ．２１世纪初 ，政府还未意识到土地集约利用面

临的压力 、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及其变化 ，在相关投入方面较为欠缺 ，因此土地承受压力未明显减缓 ．随着后

几年政府对环境的投入和整治力度增加 ，土地所承受的压力逐年降低 ，说明政府的响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由于发展带来的土地问题 ．在 ２００５年 ，压力评价与响应评价达到了一个均衡点 ，说明在此之前相关投入

不够 ，压力相对于当时投入来说偏高 ，５年下来投入累计在这一年起到了效果 ；而在此之后投入迅速增加

使得压力的降幅也快于前 ５年 ．但两者的变化速度未能达到协调 ．１０年间响应投入总体评价值由 ０ ．００２ ４

上升到了 ０ ．１１４ ７ ，增加了 ４ ７００ ．７５％ ，压力状态总体评价值由 ０ ．０２１ ０ 降低到了 ０ ．０１１ １ ，仅下降了

４７畅２％ ，响应状态上升的速度并未完全带动压力的减小 ．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 PSR模型构建了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体系 ，在综合考虑自然 、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 ，

全面 、客观地揭示了舟山地区土地利用的健康状况 ．

P‐S‐R基本层面上表现为压力系统 、状态系统和响应系统三者的相互关系 ，是一个以时间为方向轴的开

放性螺旋形循环链关系 ；反映在实践中 ，土地可持续性是一个动态过程 ，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土地可持续利

３２２　第 ２期 陈妍蓓 ，等 ：基于 PSR模型的舟山群岛新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用目标只能通过对土地利用的适时反复调控与不断完善来实现 ，因此定期对土地集约利用状态进行检测和

评价是必要的 ．在实践中开展动态评价 ，通过评价发现问题并提出对策 ，可为实践提供意见和指导 ．研究表

明 ，每一指标层均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相互之间的影响约束还不能协调 ，例如土地承受压力与政府投入响应 ．

本文在指标选取方面还存有不足 ．由于最开始通过专家评议法确定的指标不能囊括所有影响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的指标 ，因此对后续处理和计算会有误差 ．后续研究将会在完善 PSR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再对

舟山新区未来土地利用的预测方面 ，以及土地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此外 ，

本研究接下来将加入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作为重要的技术基础 ，通过全方位应用数字国土 、虚

拟现实等信息技术 ，为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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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Evaluation of Zhoushan Islands New District
Based on PSR Model

CHEN Yanbei ，ZHOU Jiahe ，SHEN Danfeng ，WANG Guoxi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 rban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３１００１８ ，China）

Abstract ： Frail environment and limited available land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bottleneck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Zhoushan islands new district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Zhoushan islands new
district in a decade（from ２００１ to ２０１０） by using PSR evaluation model ，the overall evaluation value rose from ０ ．０１１ ８ to
０畅０８１６ with an increase of nearly ７ times ，which showed declining land utilization pressure as well as increasing benefits and
the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end of the land utilization in Zhoushan is good ，however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nd
resource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surrounding marine environment ．

Key words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PSR model ；Zhoush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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