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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城市化是当前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问题,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城市化的最主要形式之一,对典

型区域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研究,可为当地及类似区域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以重庆市两

江新区 2010—2018 年自然、社会、经济数据为依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两江新区城

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趋势呈先快后缓;扩展区域集中

在“四山槽谷地带冶和嘉陵江沿岸;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来源为耕地,以及少部分林地和园地;扩张的主要

时间驱动因素为 GDP 值和第二产业占比,主要空间驱动因素为河流、坡度、距行政中心和距主要高速公路距离;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受多因素影响,在长时间序列下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在空间上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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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摇 言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1]。 土地利

用变化的研究是认识人地关系重要载体[2]。 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受全球环境变化影响,在一些国际组

织影响和推动下,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LUCC)逐渐成

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重点领域[3-4]。 人类活动离

不开土地,随着全球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

化率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用地也不断扩张[5]。 到

20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会接近 70% ,达到发达国家

水平[6]。 正是城市化这一过程,不断推动我国城市

建设用地快速扩张[7],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受

到政府和广大学者的关注,城市化体现一个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而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城市化的具

体体现,因此,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及各驱动因

素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研

究,专家及学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时

空特征[8-10]、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11-12]。 在城市

建设用地时空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选取自然,
社会,经济以及政策等方面因素进行分析[13]。 在研

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CLUE-S 模型,CA-Markov 模型

等方法[13-19]分析各驱动因素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展

数量的关系,在土地利用方面国内外学者在土地利

用转型的定性,定量,以及预测模型研究中都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而在研究区的选取中,多是集中在大城

市和大区域[20-22],缺乏对县域尺度和特定的典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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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
重庆市两江新区是国内继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

新区之后成立的第 3 个国家级开发区,因地处内陆,
且地形多为山地丘陵,与前两个开发区情况大不相

同,两江新区在有限的土地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

值,新区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在地区经济发

展中起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区域非常具有特殊性,且
对区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研究较少,近年来对城市

建设用地演变及因素的研究,多从人口、经济、产业

等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综合研究[23-26],很少对影响因

素进行分类再进行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研究,因此将

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此,利
用主成分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对两江新区

2010-2018 年间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

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其演变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为
两江新区用地和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1摇 研究区概况

1郾 1摇 研究区概况

两江新区(29毅33忆54义 ~ 29毅54忆2义N、106毅26忆4义 ~

106毅45忆35义E)位于重庆市主城区长江北面、嘉陵江

东面,区域内含渝北、江北、北碚 3 个行政区中的

部分区域如图 1,规划面积约为 1 200 km2,研究区

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水充足,
年均温约为 18 益,年降水量 1 100 mm 左右,区内

水系发达,资源丰富,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
貌格局为“四山夹三槽冶高差明显,从东往西依次

为明月山、铜锣山、龙王洞山、中梁山,区域内低山

地丘陵广布,海拔在 58-868 m 之间,是典型的山

地城市。
两江新区(以下简称“新区冶)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是国务院批准的第 3 个,内陆第一个国家级

开发开放新区。 截至 2018 年末新区常住人口为

264郾 71 万,其中城镇人口 238郾 12 万,城镇化率高

达 90% 以 上, 2018 年 新 区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

2 933郾 43 亿元,占全市的 14郾 41% ,新区已成为重

庆市的经济支柱区域,在 2010—2018 年间地区人

口不断增加,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也不断增长,新区在 8 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对区域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

图 1摇 研究区的区位

Fig郾 1摇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郾 2摇 数据来源和处理

新区的范围矢量图来源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2010 年,2015 年,2018 年 3 期新区 0郾 6 m
分 辨 率 的 Google Earth 高 清 影 像, 使 用

LocaSpaceViewer 3郾 1郾 8 软件下载获得,30 m 分辨率

DEM 数 据 来 源 于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 ( http: / /
www郾 gscloud郾 cn / ),参考相关研究经验从《两江新区

发展报告 2018》,《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局

网(http: / / tjj. cq. gov. cn / )选取社会经济水平,产业

结构,社会消费品总额等数据作为新区城市建设用

地时间驱动因素,参考 2017 年最新版《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以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把居住、公共设施、工业、仓储等用地归类为城市建

设用地,对 3 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提取到各土地利

用数据以及主要交通干线,通过野外定点踏勘和

2018 年遥感影像对比,土地利用数据解译精度为

96郾 3% 左右,主要河流、高程、坡度等数据利用

ArcGIS10郾 2 软件从 30 m 分辨率 DEM 中提取得到,

95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8 卷

并以此作为空间驱动因素,将所有矢量数据最后统

一为同一坐标系,且全部以新区范围为界限。

2摇 研究方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ArcGIS10郾 2 软件空间分析

工具 、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 从县域视角出发,
综合社会,经济、自然等因素全面分析影响新区城市

建设用地演变的主导因素。 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
分析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主要时间驱动因素,
利用 ArcGIS10郾 2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和地理探测器,
分析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演变和地理探测器分析

空间驱动主导因素。

2郾 1摇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统计学方法,方法是将

具有相关性的多个变量,重新构建一组相互无关联

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本研究采用主成分

分析方法分析新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时间驱动因

素。 基本步骤为:分析—降维—因子分析。 先用方

差最大法得到特征根,显示变量之间存在必然的相

关性,则主成分才有合理性,再运用 KMO 和 Bartlett
球度进行检验,最后选择合适的变量做因子分

析[20]。

2郾 2摇 地理探测器

王劲峰等[27]提出的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

空间分异,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种方法。 地

理探测器共分为 4 种,使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

测器,从中分析获得变量因子与结果变量的相关性。
首先把不同类型因子经过离散化分类处理,对不同

类型变量归一化在统一空间尺度下进行分析,表达

式为

q = 1 - 1
N 滓2移

L

h = 1
Nh 滓2

h

式(1)中:q 为变量因子(X)对结果变量(Y)的解释

力,q 的值域为[0,1],q 值越大表示变量因子(X)对
结果变量(Y)解释力越强,反之则弱。 h = 1,…,L 为

变量 Y 或因子 X 的分层,即分区或分类;Nh和 N 分

别为层 h 和全区的单元数; 滓2
h和滓2分别是层 h 和全

区的 Y 值方差[27 ]。
通过 ArcGIS10郾 2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提取到各

栅格距主要河流,铁路、主要高速公路、区县行政中

心的距离,以及各栅格海拔小于 300 m 和坡度小于

15毅的土地面积。 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

进行空间驱动的分析,而地理探测器擅长分析类型

量,对于不属于类型量的数据需要适当的离散化处

理,因此利用以上得出数据通过专家知识,和直接等

分等方法对各因子进行离散化处理,各类因子均分

为五类,且各因子均采用 2010 年现状数据,各探测

因子类别化空间分布如图 3。

3摇 结果分析

3郾 1摇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

3郾 1郾 1摇 城市建设用地时序演变特征

对 2010、2015、2018 年 3 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
由表 1 得到 2010—2018 年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

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增长势头呈“先快后缓冶趋

势,第一阶段 2010—2015 年新区城市建设用地快速

增长,增长总面积为 117郾 52 km2,占总增长面积的

74郾 86% ,年均增长 23郾 5 km2,这一阶段属于新区成

立初期,经济增速快,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第

二产业,在这一阶段产业占比超过 50% ,由于第二

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土地的需求比较大,从而造成

这一阶段土地需求增速快,增长规模大,这一阶段称

为快速增长阶段。 第二阶段 2015-2018 年阶段,城
市建设用地相对前一阶段增长放缓,增长面积为

39郾 46 km2,年均增长 13郾 15 km2,这一阶段第二产业

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用
地需求放缓,从表 2 和图 2 来看近十年新区城市建

设用地不断扩张,减少的只占极少部分。 其中通过

表 2 可以看出大量耕地和小部分园地、林地减少,其
中耕地减少的大部分转移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林地

和园地减少也转移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极少部分耕

地转移成为园地和林地。

表 1摇 2010—2018 年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百分比

Table 1摇 The area and percenta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Liangjiang New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18

年摇 份 2010 2015 2018

城乡建设用地 / km2 367郾 65 485郾 17 524郾 63

比例 / % 31郾 36 41郾 38 44郾 7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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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010—2018 年两江新区各地类变化情况

Table 2摇 Changes of each category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8

地类 / km2
年摇 份

2010 2018
变化量

城市建设用地 367郾 65 524郾 63 156郾 98

其他用地 7郾 44 7郾 08 -0郾 36

耕摇 地 440郾 25 305郾 64 -134郾 61

林摇 地 224郾 75 215郾 36 -9郾 39

园摇 地 75郾 62 63郾 83 -11郾 79

草摇 地 3郾 86 3郾 66 -0郾 20

水摇 域 52郾 89 52郾 26 -0郾 63

3郾 1郾 2摇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演变特征

通过对新区各土地利用数据的解译,分析城市

建设用地空间演变特征,从图 2 可以看出新区在

2010 年时期城市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沿岸

及龙王洞山与铜锣山的槽谷地带,大致呈西南-东
北走向,其他为小块零散分布。 在 2010-2015 年这

一阶段,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扩张区域集中在海拔相

对较低和坡度相对较缓的嘉陵江两岸及明月山与铜

锣山的槽谷地带,呈条带式分布,其中明月山和铜锣

山槽谷地带的扩张规模比较大,嘉陵江两岸相对较

少。 2015-2018 年阶段城市建设用地主要在原有的

边缘基础上小规模的扩张,从总体来看 2010-2018
年城市建设用地有小部分的减少,这一部分呈零散

小规模片状分布。 最后分析得出新区城市建设用地

总体扩张及变化区域主要集中在海拔相对较低和坡

度较缓的嘉陵江两岸、长江北岸以及四山槽谷地带,
新区北部的城市建设用地整体变化规模较小。

图 2摇 2010-2018 年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Fig郾 2摇 Changes i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8

3郾 2摇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因素分析

3郾 2郾 1摇 时间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利用主

成分分析法得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主要时间驱动

因素。 通过文献分析法,相关分析、以及结合国内学

者研究经验[ 15-16] 等选取表 3,GDP(X1)、第二产业

比(X2)、固定资产投资(X3)、房屋施工面积(X4)、
农业人口数(X5)、城镇化率(X6)、财政收入(X7)、
社会消费品总额(X8)8 个因素作为时间驱动因素。
主成分分析选择 SPSS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基本步

骤为:分析®描述统计®描述®降维®因子分析。
先使用方差最大法得到特征根,显示变量间的必然

程度的相关性,这样才能说明主成分分析的合理性

如表 4,之后再用 KMO 及 Bartlett 球形进行检验如

表 5, 最后 KMO 输出结果值要大于 0郾 5,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的值小于 0郾 05,综上才能说明所选

择变量是适合做因子分析的。

表 3摇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驱动因素

Table 3摇 Spatio-temporal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时间驱动因素 单摇 位 空间驱动因素 单摇 位

GDP(x1) 亿元 高程小于 300 m 面积占比(y1) %

第二产业比重(x2) % 坡度小于 15毅面积占比(y2) %

固定资产投资(x3) 亿元 距主要河流距离(y3) m

房屋施工面积(x4) ㎡ 距铁路距离(y4) m

农业人口数(x5) 万人 距主要高速公路距离(y5) m

城镇化率(x6) % 距区县行政中心距离(y6) m

财政收入(x7) 亿元

社会消费品总额(x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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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4摇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自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郾 000 郾
X2 -0郾 757 1郾 000
X3 0郾 916 -0郾 476 1郾 000
X4 0郾 378 -0郾 072 0郾 397 1郾 000
X5 -0郾 920 0郾 509 -0郾 934 -0郾 521 1郾 000
X6 0郾 940 -0郾 649 0郾 953 0郾 296 -0郾 880 1郾 000
X7 0郾 952 -0郾 556 0郾 973 0郾 481 -0郾 984 0郾 927 1郾 000
X8 0郾 997 -0郾 716 0郾 942 0郾 352 0-郾 931 0郾 954 0郾 966 1郾 000

表 5摇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Table 5摇 KMO test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results

Kaiser-Meyer-Olkin 样本足够度度量 0郾 62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0郾 122

df 28

显著性 0郾 000

摇 摇 表 6 由 SPSS20 输出的主成分结果,累计程度由

大到小排列,前 2 个成分特征值都大于 1,贡献率达

到 91郾 86% ,可看出主成分提取是比较合理。 再经

过方差极大值旋转法之后,对因子载荷旋转得出主

成分是有明显的代表性。 从表 7 可得出,第一主成

分 GDP(X1)和第二主成分第二产业比重(X2)是城

市建设用地时间驱动因素的主要影响因素。
表 6摇 主成分提取结果

Table 6摇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results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主成分提取 因子旋转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计 / %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计 / %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计 / %

1 6郾 335 79郾 185 79郾 185 6郾 335 79郾 185 79郾 185 5郾 651 70郾 634 70郾 634
2 1郾 014 12郾 676 91郾 861 1郾 014 12郾 676 91郾 861 1郾 698 21郾 227 91郾 861
3 0郾 515 6郾 435 98郾 296
4 0郾 095 1郾 187 99郾 483
5 0郾 029 0郾 258 99郾 741
6 0郾 021 0郾 213 99郾 84
7 0郾 017 0郾 165 99郾 982
8 0郾 003 0郾 110 100

表 7摇 旋转因子载荷

Table 7摇 Rotation factor loading

影响因素
载摇 荷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X1 0郾 962 0郾 248
X2 -0郾 821 0郾 254
X3 0郾 867 0郾 411
X4 0郾 133 0郾 912
X5 -0郾 834 -0郾 503
X6 0郾 939 0郾 228
X7 0郾 882 0郾 450
X8 0郾 964 0郾 253

摇 摇 GDP 值,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也是反映国民经济的

综合性指标。 新区成立近 10 年,地区发展主要以

GDP 增长为目的,新区 GDP 从 2010 年的 1 001郾 81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 933郾 43 亿元, GDP 的增长

推动了大量的土地转换和开发。 根据级差地租理

论,这一发展的过程主要是将经济效益比较低的用

地转化为更高产出的用地,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的价

值。 为了寻求 GDP 的快速增长,区域内二、三产业

不断发展,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区域内大量其他用地

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且新区内主要以汽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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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及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土地需求量大。
伴随新区经济的快速的增长,新区城市住宅用地、商
业用地、工业用地等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也快速扩张,
所以 GDP 是推动其他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快速转

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是衡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第二

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和人口,在新区发

展的前 5 年,第二产业比重都是超过 50% ,这一时

期城市建设用地从 367郾 65 km2 增长到 485郾 17 km2,
而后 3 年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城市建设用地从

485郾 17 km2 增长到 524郾 63 km2,相对于前一阶段增

长速度放缓,从中可以得出随着第二产业比重变化,
城市建设用的扩张规模也随第二产业比重变化而变

化,所以第二产业比重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规

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图 3)。
3郾 2郾 2 空间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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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研究区空间驱动因子类别化分布

Fig郾 3摇 Classification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driving factor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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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研究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驱动因素决定力分布

Fig郾 4摇 Distribution of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study area

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器对新区城市建设

用地进行空间演变因素进行探测,得到空间演变的

决定力结果如图 4,根据决定力分布图可以分析得

出,影响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的主要因素为距主

要河流距离,坡度、距区县新政中心和距主要高速公

路距离。
(1) 距主要河流距离,河流是城市一项重要资

源,其体现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区域的资源地理位置,
为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用水的保障,从探测结

果决定力来分析,距河流距离驱动因子决定力为

0郾 42,是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演变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而实际也是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大部分沿

区域中嘉陵江两岸和长江北岸分布,符合探测结果,
说明河流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城乡建设

用地沿河流分布充分保障了城市区域的生产和生活

供水,且河流还有重要的交通功能,河流运输相对其

他运输有价格和运输量的优势,新区经济发达,第二

产业比重大,河流为新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水运

交通。
(2) 坡度,其体现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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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又一个重要因

素,坡度决定了开发的成本与空间分布,新区城市建

设用地演变的区域主要发生在坡度为 15毅以下的位

置,坡度越大开发成本越高,开发难度也越大,反之

则成本越低,难度越小,因此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

主要发生在坡度相对平缓的槽谷和沿河流区域,这
也一点也和蒋佳佳等[28]研究结果相符合。

(3) 距区县行政中心距离,其体现城市建设用

地变化的经济地理位置,从中可以反映城市建设用

地受城市各功能影响的大小,距区县行政中心距离

越近,说明更容易受到城市功能辐射,对土地利用变

化的推力会更大,城市建设用地发生的可能性也就

越大,反之则更小,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特

点与此相同,这也说明了,距区县行政中心距离是影

响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另一个重要的空间

驱动因素。
(4) 距主要高速公路距离,距主要高速公路距

离体现了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交通地理位置,高速

公路是现代化城市的主要交通基础设施之一,是连

接城市内外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是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和区域经济交流的重要条件。 发达的交通,能够

最大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决定力大小来看,新区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为距主要

高速公路的距离,新区内经济发达,二、三产业比重

大,对交通依赖度高,发达的交通促进了新区的二、
三产业的发展,而区域内二、三产业发展离不开对土

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这些主要变化区域正是受到距

高速公路的距离这一驱动因子影响,从中可以得出

距主要高速公路距离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

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4摇 结论和讨论

4郾 1摇 结摇 论

利用 3 期 Google Earth 高分辨率影像的数据,综
合影像解译数据和统计年鉴等各类资料,以国内第

一个内陆国家级开发区新区为研究案例,分析新区

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再利用主成分分析、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时间和空

间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深入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

演变的时空驱动机理。 首先对各类因子的筛选,进
行了时间驱动因素的主成分分析,后对各栅格数据

的类别化处理,进行空间驱动因素的探测分析,综合

得出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主要时空驱动因素,
并得出结论:

(1) 新区城市建设用地在时间上,扩张规模前

期规模大,后期规模相对变小,扩张速度先快后慢,
在空间上,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集中在海拔

较低和坡度较缓的嘉陵江两岸以及新区的四山槽谷

地带。
(2) 从各类型土地利用变化量来看,新区的城

市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为耕地,园地和林地较少,符合

前人研究结果。
(3) 结合各方面因素,在各时间驱动因素中,分

析得出 GDP 和第二产业比重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主

要的时间驱动因素,符合新区实际情况。
(4) 在空间驱动因素中,分析得出距河流距离

和坡度两个因素是影响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主

要自然方面空间驱动因素,距行政中心和距主要高

速公路距离是影响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演变的主要社

会经济方面的空间驱动要素,说明城市建设用地发

展受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
4郾 2摇 讨摇 论

以新区为研究案例,分析了新区城市建设用地

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驱动机制,这对于新区今后的

用地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根据

驱动因素的分析,社会经济方面因素是新区城市建

设用地时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而自然因素是影

响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驱动因素,这对于新区

以后城市发展方向和产业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数

据。 但也有不足的地方,首先是因子的选取方面,因
子样本量太小,再者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区域内的

一些基础设施会发生变化,而地理探测选取的因子

是同一年份的,这样会忽略后面年份中因子的变化,
再者就是新区的成立是政策主导的产物,所以政策

在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
对于政策影响力大小是今后值的探讨的问题。 建议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全面筛选因子,考虑研究

时段内各因子,而不只是一个时段的因子,更加全面

的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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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Taking

Chongqing Liang Jiang New Area as an Example

LIU Yi1 ,SHAO Jing鄄an1,2 ,LIANG Xiu鄄yin1 ,
LIU Yang1 ,FAN Guan鄄long1 ,LUO Qia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of Surface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Urbanization is a key issue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urbanization. Resear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ypical regions can
provide important data support for urban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local and similar regions . Based on
the 2010-2018 na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ata of Liangjiang New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s, geographic detectors and other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o - temporal chang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Liangjiang New Are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Liangjiang New Area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trend is rapid first and then slow; the expansion area is concentrated in the " four
mountains and troughs" and along the Jialing River, the main sourc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cultivated land,
and a small part of woodland and garden land; the main time driving factors for expansion are the GDP valu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main spatial driving factors are rivers, slopes, distances from
administrative centers and major highway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
the long-term series, it is mai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factors, and spatially affected by natural factors.

Key words:urban construction land; leading factors; Liangjiang New Distric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eographic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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