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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中国
$%

世纪
)%

年代土地利用变化时空信息平台，发展并实现了利用遥感技术建设

时间－空间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方法，建立了 $%

世纪
*%

年代后期、
)%

年代中期和
)%

年代末期

覆盖全国的遥感卫星影像库和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库。依据全国土地利用遥感时空数据对我国
$%

世纪
*%

年代后期到
)%

年代末期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我国
"%

年来土地

利用变化的时空规律，分析了这些规律形成的主要政策、经济和自然成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土地

利用规划与监测方面的建议。

+#######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自然资

源,"-。为了满足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土地资源时空信

息的迫切需求，“八五”至“九五”期间，由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主持，通过国家科技攻关

和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的实施，由中国科学院牵

头，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家测绘局

所属相关科研单位参加，依靠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
.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建成了
$%

世纪
)%

年代
"∶

"%

万比例尺土地利用数据库，恢复重建了
$%

世纪

*%

年代末期以来全国土地利用状况,$-。

取得的重大进展体现在：
'"(+

发展并实现了利用

遥感技术建设时间
/

空间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方

法，建立了
$%

世纪
*%

年代末期、
)%

年代中期和
)%

年代末期覆盖全国陆地的遥感卫星影像库和土地

利用空间数据库，构成了我国国土资源遥感时空数

据系列，为开展国家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与科学研究

奠定了技术和数据基础 ,0-；
'$(

依据全国土地利用遥

感时空数据对我国
$%

世纪
*%

年代末期到
)%

年代

末期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

我国
"%

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规律，分析了这

些规律形成的主要政策、经济和自然成因。

"++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时空特征

$%

世纪
)%

年代的
"%

年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

总面积为
0%+10&2&

万亩，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2"&3

，改变了我国土地利用的结构。耕地总面积增

加
$2$4

，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提高了
%20%5

；城乡、

工矿和居民建设用地总面积增加
"%2&5

，占陆地总

面积的比例提高了
%2"15

；水域面积略有增加。同

时，草地总面积减少
%2)5

，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减

少了
%2$)5

；林地总面积减少
%265

，占陆地总面积

的比例减少了
%2"$5

；未利用土地占陆地总面积的

比例减少了
%2%*5

。北方地区的变动幅度显著高于

南方地区，变化地块大，而且变化区域分布广泛。

$7#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基本特点

8"(#

耕地面积增加
9#9**

万亩，其中水田增加

$"$

万亩，旱地增加
9#$16

万亩。总体表现为南方及

黄淮海平原等传统耕作区耕地减少，东北、西北和

华北等农林、农牧交错区和沙漠绿洲区耕地增加。



!!!!!!!!"#$!

城乡建设用地增加
#!%&'

万亩，其中
()*

新

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
"

即占用耕地
#+),(

万亩）。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

沿海及内陆地势平坦地区，如黄淮海平原、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陇中以及乌鲁木齐—

石河子一带。

",$!

林业用地（遥感影像上不可识别的新增幼林

地和林带不包含在内）面积减少
)!%,&

万亩，包括有

林地（郁闭度大于
,'-

）、灌木林地、疏林地以及其

它林地等。总体表现为东北地区、四川盆地周边山

地与贵州等天然林区边缘农林交错地带的各类林

地减少，东南山地丘陵地区人工林地增加，如浙江、

福建、广西等省。

"&$!

草地面积减少
.+)..

万亩，减少部分主要开

垦为耕地，占减少总量的
%'-

以上。内蒙古东部草

原区、西北沙漠绿洲带以及华北、黄土高原农牧交

错带等地区为草地显著减少区，南方减少的草地多

为造林地，西南地区草地面积略有增加。

".$+

水域面积增加
#&'

万亩，主要空间分布特征

为东北地区水域面积减少，山东、浙江、广东和洞庭

湖地区水域面积扩大。

"%$+

未利用地面积减少
./'

万亩，其动态变化地

块多集中分布于北方地区。这是土地沙漠化、撂荒

所造成的未利用地面积增加与耕地开垦、植树种草

所造成的未利用地面积减小双向过程叠加的结果。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

")$+

东部（包括黄淮海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及

四川盆地城乡建设用地显著扩张，而占用的主要为

优质耕地。

"#$

东北山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林地和草地

的开垦为显著特点，东北平原以旱地、水田的相互

转换为主。

",$+

华北山地、黄土高原区及秦岭山区草地开

垦、退耕还林还草及撂荒现象并存。

"&$

东南、华南山地丘陵区植树造林成效显著，

林地面积明显扩大。

".$+

华中湖泊密集地区退田还湖的特征明显，华

中丘陵区毁林与造林同时存在。

"%$+

四川盆地周边山地、贵州及云南西部山区林

地减少，云南中部地区以退耕还林还草和草地向林

地的转换为主要特点，总体上西南地区以林地的变

化为主要特征。

"/$

西北干旱与绿洲农业区传统绿洲边缘部分

土地被开垦为耕地，同时绿洲内部分原有耕地因土

地退化而撂荒。

&++#'世纪 0'年代前后两个 .年土地利用变

化的差异

)00'

—
)00.

年和
)00%

—
#'''

年前后两个
.

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

")$+

耕地前后
.

年都有扩大的趋势，但水田面积

在前
.

年减少
%/&

万亩，后
.

年增加
((%

万亩，空

间上主要表现为前
.

年南方水田面积减少，后
.

年

北方水田面积增加。
)'

年来旱地的增加大部分是在

前
.

年，近
#+('/

万亩，后
.

年增加
)+&%(

万亩。

"#$+

林地前
.

年表现出显著造林效果的有东南

丘陵与东南沿海区、西南地区以及华北、黄土高原

区；东北地区表现了持续的林地面积减少趋势，前

后两个
.

年林地面积均有所减少。后
.

年，在天然

林保护工程启动之前，西南地区林地减少
.'#

万

亩。

",$+

草地大面积减少发生于前
.

年，达
,+%..

万

亩，其中大部分位于华北、黄土高原区农牧交错带、

东北及西北地区，其主要原因是草地开垦为耕地。

后
.

年减少
)+.''

万亩，主要为西北地区和华北、黄

土高原区。

"&$+

城镇工矿居民地的扩张速度在前
.

年明显

高于后
.

年，总扩张面积是后
.

年的
#1.

倍，其中东

南沿海城镇扩张区前
.

年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加面

积是后期增加面积的
.

倍以上。
0'

年代后
.

年，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城镇扩展

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

".

）未利用地前
.

年面积减少，后
.

年面积有

所增大，多为退耕和草地退化的结果。

.++主要结论

")$+#'

世纪
0'

年代，全国耕地总面积呈北增南

３６ ２００３年成果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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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总量增加的趋势。增量主要来自对北方草地和

林地的开垦。

!"#$

林业用地面积呈现总体减少的趋势，减少的

林地主要分布于传统林区，南方水热充沛区造林效

果明显。

!%&$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上表现为持续扩张

的态势，
'(

年代后
)

年总体增速减缓，但西部增速

加快。

*+#,"(

世纪
'(

年代我国的土地利用变化表现

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是导致这

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建议

!.#,

尽快实现本监测成果与各级土地管理部门

的连接。在对全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实施监测的基础

上，应当尽快实现与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连接，以

有效监管并遏制各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活动。同

时，应当将政策法规的制订、执行同土地市场的经

济驱动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执法与引导相结合，

确保我国土地利用事业沿着健康、科学、有序的轨

道发展。

*"#,

在今后的全国土地利用规划中，应充分考虑

我国现代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分异规律。同时，在

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中也应强调自然地理地

带的针对性。
.(

年来，在不同区域经济和政策对土

地利用变化的驱动过程中，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值得

总结和研究，这是今后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区科

学调控的重要依据。另外，由生态建设导致的土地

利用变化效果开始显现。应通过遥感监测及时总结

经验，使生态建设规划进一步符合不同区域的自然

地理地带性规律。如，在传统林区和水热充沛区要

加强林业工程建设；在半干旱和干旱地区要坚持以

草灌为主的自然植被恢复方针，减轻人类活动对土

地资源的压力，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重建。

*%#,

改变传统的资源规划与管理思路，在基础设

施日益完备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区域资源

优化配置的综合优势。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特

别是国家交通、电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备。在

今后的国家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规划中，应分析

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充分考虑今后
.(

—

"(

年日益完备的国家基础设施的作用。在充分研究

全国土地资源区域差异和区域优势的基础上，打破

局部区域自我封闭的传统观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

国资源区域分布多样性的特点，有效地开发利用国

际资源市场，在现代信息流的引导下，充分发挥现

代物流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区域土地资源优

化配置的综合优势，在最佳的区域组织最有效的生

产活动，取得最佳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

目标。

*+#,

建立全国土地利用变化与国土遥感科学数

据库，支持国家有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大决策。中

国科学院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过去
.(

年全

国土地利用数字专题图及国土遥感时空数据库，已

由国务院办公系统移植，并已在水利部的全国第二

次土壤侵蚀调查、国家环保局的全国生态环境调查

与评价工作中得到了应用。实践证明，作为重要科

学数据基础，全国土地利用变化与国土遥感科学数

据库是支持国家水土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与

重建等重大规划与决策的必备数据。建议在本项工

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土地利用变化与国土遥感科

学数据库，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系

统恢复重现和连续监测，支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的水土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等重大规

划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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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远 男，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5S\]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

5SR5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图学与遥感专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

完成了多项国家资源环境遥感项目，建成了相应的系统，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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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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