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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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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梳理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现状、促进并深化后续研究，采用文献法与归纳法分析我

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的主要视角集中在城市群土

地利用问题诊断、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力研究以及土地利用综合属性评价等方面，今后还需加强理论体

系创新研究，拓展研究内容，拓宽研究尺度，并重视研究数据的积累与方法的准确应用。重点研究方向

主要包括对典型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和城市群腹地耕地保护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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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高度集聚的表

现。进入２１世纪，与独立的城市相比，城市群体组

织具有更强的参与国家乃至全球竞争与合作的社会

动力和经济基础，也逐渐成为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

基础地域单元，对保障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长三角、珠

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率先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城市群体空间组织，为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

城市化进程也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并在内部自组织

驱动和外部有组织驱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若干具

有成长潜力的代表性城市群。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载体。城

市群作为人类活动影响下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互动最为频繁的经济区域和国土开发格局中的热点

区域，其土地利用是城市群地域空间演化和资源配

置格局的直接表现，是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质

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命题。近年来，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学术界

对城市群土地利用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本文拟在

梳理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

展望未来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的发展趋势，为拓展

和深化城市群土地资源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地理学、经济学、规划学和

生态学等学科视角在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与形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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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２－８］、城市产业经济联系［９，１０］以及生态环境格

局［１１－１３］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土地

资源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群相关研究则起步较

晚。土地利用研究历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管理

实践联系紧密［１４］，伴随着我国城市群的形成和发

展，学术界主要从城市群土地利用问题诊断、土地利

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土地利用综合属性评价等３方

面开展研究。

１．１　城市群土地利用问题诊断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区域

经济一体化态势明显，城市与城市之间社会经济活

动联系密切，逐步形成了面积较大、城市数量较多的

连片城市化区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群体组

织。土地资源长期粗放利用导致的耕地大量流失、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暴露出来，针对城

市群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问题诊断的研究开始集中

出现［１５－１７］，政策建议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但研究角度较为单一，研究方法以实地调

研和定性分析为主。

随着“蔓延式”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日益

严重，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对土地

可持续利用与城市化质量提升的制约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之一［１８，１９］。此外，陈竹等［２０］从武汉城市圈

“两型”社会建设政策创新的视角出发，探讨优化开

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等分区土地差异化开发方式和相

应的土地开发外部性问题及政策建议。

１．２　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薛东前等［２１］从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的角度分

析了城市群的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和土地利用优

化配置趋势，指出以交通为轴线的土地利用轴向扩

展因具有土地利用潜在高经济性而成为城市群扩展

的最基本形式，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与城市群

演化方向通常具有一致性，是国内较早将城市群土

地利用置于空间过程层面并将其与城市群空间演化

相结合的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群的不断发育以及城市群土地利

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越来

越显著，运用各种定量模型和数学方法开展城市群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研究区域也扩展

到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董晓峰等［２２］应用 ＧＩＳ分析比较了１９８６年和

２０００年兰州都市圈土地利用变化方向和变化空间

形式，认为兰州都市圈正处于发育期，建设用地的增

加具有明显的圈层性差异特征，主要以沿河沿路扩

展为主；王天巍等［２３］从农户、乡镇和区域３个尺度

分析了武汉城市圈边缘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过程

和驱动因子，认为不同尺度上的驱动因子和驱动过

程存在差异，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作用域较小或非

普遍存在的驱动因子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张新焕

等［２４］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例，将都市圈、都市圈核

心区和都市圈城市区分别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３

种尺度，运用多源数据分析了乌鲁木齐都市圈土地

利用／覆被变化；刘建红等［２５］运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影像数据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

进行遥感制图，分析认为该地区人均耕地水平低、林

地质量较差等土地利用问题，提出资源约束下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雷征等［２６］分析了武汉城市

圈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结构演变规律和驱动力，

认为该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均质性较差，但发展方向

趋于合理；土地内在特性、产业结构和交通通达性是

影响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过程

偏重结构数据，空间数据分析不足；刘庆等［２７］根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

分析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动态变化，认为社会发展、经

济增长、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是

导致该地区耕地资源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耕地数量

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经济发

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侯伟等［２８］运用１９８６、

１９９６和２００６年３期ＴＭ／ＥＴＭ 影像数据分析了辽

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指出建设用地占用耕

地是过去２０ａ、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辽中城市群土

地利用时空变化的主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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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与优化配置研究方

面，董捷等［２９］运用灰色预测等方法和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

建立了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并采用

灰色关联度方法获得了“两型社会”建设目标下的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但尚未考虑土地利用空间布

局；柯新利等［３０］应用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对

２０２０年武汉城市圈耕地利用布局进行区际优化，与

传统元胞自动机模型相比，该模型考虑了研究区各

子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能够根据不

同的建设用地需求紧迫程度合理配置建设用地和耕

地指标；研究也指出基于该模型开展耕地区际优化

配置仅考虑了当前区域发展情况，对区域发展公平

性和耕地补偿机制研究还应加以完善；何丹等［３１］分

析了京津冀都市圈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景观格

局变化情况和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影响因子，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模拟了３种研究区未

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但模型设计主要从土地利用

自然演变的角度考虑，尚未加入社会、经济和政策等

人文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１．３　城市群土地利用综合属性评价

土地资源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针对

城市群的土地利用评价研究侧重对土地资源综合属

性的评价，主要包括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土地承载力

评价和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

１．３．１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周晓艳等［３２］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武汉城市

圈９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空间差异；沈彦［３３］

依据城市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系统

协调度模型评价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长株潭城市群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认为土地利用结构子系统和

土地利用强度子系统是影响该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

用系统的两项重要因素，区域各子系统协调性较好，

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

征；王中亚等［３４］通过构建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模型评价长三角、珠三角和

京津冀３大城市群共计３８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

程度；李丹等［３５］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秩相关系数和

协调度方法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用地综合效益

水平，认为各城市协调度指数在空间上呈现两极分

化格局，时序变化趋势也有所差别。

１．３．２　土地承载力评价

谢强莲等［３６］测算并比较了长株潭城市群２３个

县（市、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划分４类承载区域，认

为承载力区域差异受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

和政策等多因素影响；欧朝敏等［３７］从时空尺度评价

了长株潭城市群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７年各城市综合承载

力，指出土地承载力对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升作用

超过交通承载力、人口承载里、水资源承载力和环境

承载力。

１．３．３　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

方创琳等［３８］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

３方面选取指标要素建立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

态状况诊断模型，研究表明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伴

随着土地利用变化，武汉城市圈表现出整体先下降

后提高的缓慢变化态势，城市圈内部各城市生态环

境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刘庆等［３９］运用较

客观的熵理论和模糊数学方法评价长株潭城市群土

地生态安全水平，研究表明近１０ａ来随着土地资源

压力的增大，区域土地生态系统逐渐恶化；傅丽华

等［４０］等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

区开展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认为加大重点区域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力度、确定差异化的生态补偿区

域、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科学实施城市群生态

风险管理，是调控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重要策略。

２　研究特色与不足

２．１　研究内容和尺度

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是在紧密结合国家社

会经济需求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保障区域土地

资源有效利用、统筹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提供了科学支撑。

从上述研究进展来看，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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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提炼土地科学研究一般范式的基础上，以实证

分析为主，从城市群内部微观尺度、个案中观尺度和

全国（区域）宏观尺度等多个层面关注典型城市群土

地利用时空变化以及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生态时

空耦合过程，但忽视了对我国长期以来低质量、粗放

型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矛盾和当前统筹城乡发展

形势下城市群土地利用科学问题的凝练，难以形成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成果。绝大多数研究

与城市土地利用或一般性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实证

研究区别不大，从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的角度深入分

析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过程及机理、建立城市群土

地资源优化利用模式和路径的研究较少；研究重点

关注了城市群内部各大中型城市的土地利用，对受

不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中小型城镇以及土地利用

变化较为剧烈的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差异化研究较

少；从研究尺度上看，针对典型城市群地区的中－宏

观尺度的土地利用研究较多，深入城市群微观内部

的研究较少，且微观层面上应用土地利用结构数据

的研究较多，应用空间数据的研究较少。

２．２　研究数据与方法

“３Ｓ”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城市群土地利用研

究提供了更高的技术平台，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诸多

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主要包括基于ＧＩＳ

和ＲＳ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和

聚类分析等为代表的统计模型方法、以模糊数学、系

统协调度、信息熵理论和灰色模型等为代表的数学

模型方法、以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等为代表的

地理模拟方法等，此外还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常

用的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但由于城市群

体系统在我国发育较晚，研究需要的统计数据往往

不完整，部分模型方法的应用受到局限；有的实证研

究选择变量或指标时取决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忽视

了严格的理论假设和规范分析，影响研究结果的解

释效力，不同研究的结论之间也缺乏可比性。时间

序列长、空间属性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持是保障城市

群土地利用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基础。不少研究

都因基础数据的限制而只能开展静态分析与评价，

或难以进行空间定位。

此外，由于城市群土地利用受到复杂的社会经

济因素的影响，其研究重点应朝着科学解释各种因

素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的影响机理以及土地利用的反

馈作用方向发展，但如果缺乏合理的定性判断而盲

目采用定量方法建模可能会有失准确，研究结果的

解释力与验证性也会显得不够充分，因此定量研究

手段在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中并不能完全替代定性

分析，只有将有效的定量方法与合理的定性分析集

成运用才能产生更为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

３　结论与展望

３．１　研究趋势

土地资源合理与可持续利用是保障国家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城市群地域空间组织

因技术、资本、人力等资源要素的高度集聚与流动使

其土地资源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摊大

饼”式蔓延和非理性城市化现象促使我们必须将城

市群土地集约、生态、优化利用置于建设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性位置。城市群土地

利用研究应在综合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研究和土地利

用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地理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

科理论和方法，加强研究深度，拓宽研究内容，多元

化运用各种研究手段，从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

方法等方面促进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的发展。

理论层面上，从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自然

地理学等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在完善目前城市群土

地利用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较为科学、严密的城市

群地域空间组织与土地利用时空过程的理论体系，

为准确把握城市群土地利用研究的目标、定位和内

容提供科学依据，为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及其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视角上，针对不同的研究尺度和城市群内

部不同空间结构，在加强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与土

地利用综合属性评价的基础上，重视典型城市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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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演化及生成规律的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

量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等不同战略目标下的城市群

土地利用模式与途径。

研究方法上，从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技术、

现代数学模型和地理计算的应用角度出发，运用科

学、有效的定量手段开展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分析、

动态模拟与决策支持研究，同时注重公众参与、实地

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提升研究成果的社

会价值。

３．２　重点方向

３．２．１　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与机制研究

城市群是人文因素十分活跃的研究土地利用变

化的热点地区，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改造以及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和资源利用方

式的影响都将对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典型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研

究，包括城市群土地利用演变的时空过程、自然和人

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作用和驱动机制，土

地利用变化对经济社会空间结构和生态环境格局的

影响，以及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预测、动态模拟

及其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效应机制和评估。

３．２．２　城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

实现城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是城市群土地利

用研究的重要目标。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

导下，开展典型城市群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

环渤海等城市密集区、武汉、长株潭等长江中游城市

群、中原经济区、成都平原等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综

合调查，在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和土地利用综

合属性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典型城市群土地利用与

城市化空间形态和城乡统筹发展相互机制的案例研

究，探讨各地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土地

集约利用模式；开展不同尺度、不同决策目标下的城

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并建立有较强针对性

的政策调控体系。

３．２．３　城市群腹地耕地保护研究

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

的城市群体空间通常也位于耕地质量较高、光温水

资源协调性较好的地区，优质农田更易在快速城市

化进程中因城市用地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大量流

失，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的不同也使得城市群腹地

农业生产对复杂的人文因素作用产生不同的反馈。

城市群耕地保护要从粮食安全与生态管护的角度重

点创新统筹城乡的城市群耕地保护约束机制和激励

机制，促进城市群不同地域、不同产业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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