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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李团胜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国土资源学院!西安<9##=$%

摘要!基于陕西省9::9!!##9年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陕西省9::9年初到

!##9年末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在 这99年 间 陕 西 省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较 大!其 中 以 园 地 变 化 最

大&城市用地’农村居民点及交通用地增长较 快&从 地 区 来 看!杨 凌 土 地 利 用 最 活 跃!汉 中

土地利用最不活跃&土地利用程度最 大 的 是 杨 凌!最 小 的 是 商 洛&渭 南’西 安 和 杨 凌 的 土 地

利用程度提高了!其余各地土地利用程度减小了&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陕北’

陕南以生态退耕还林还草为主!关中 以 结 构 调 整 为 主&政 策 因 素’自 然 因 素’经 济 杠 杆 的 调

节及人口因素是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驱动力#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93!$!!文章编号"9###8#=;=$!##$%#!8#9=<8#;

9!引言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是推动全球环境变化综合研究的核心项目之一*9!"+!!#世纪

:#年代以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我国虽已进行了大量区域土地利

用变化研究*$!!:+!但多侧重于全国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或典型地区土地利

用变化!且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动态的监测分析主要应用遥感影像进行&遥感影像具有

即时’准确等优点&但它与比例尺有关!再就是与解译的精度有关&比例尺不同!分析的

精度也会不同&从目前的研究报道来看!基于土地利用详细变更调查数据的土地利用变化

分析的实例较少!对完整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案例也较少&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分

析只见于局部地区和小流域*;!99+!关于全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正是在

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陕西省9::9!!##9年这99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分

析&文中土地利用类型是指国土资源系统的统一界定的地类名称中的第一级类型&

!! 陕西概况

陕西省位于我国中部!南北狭长!东西宽短!介于东经9#=e!:f!999e9=f!北 纬"9e
$!f!":e"=f之间&全省明显分为"个地域单元!陕南亚热带湿润 区’关 中 暖 温 带 半 湿 润

区’陕北 $北部中温带’南部暖温带%干旱区&陕西省现辖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杨

凌’渭南’商洛’安康’汉中’延安和榆林等99个地区 $区%&!##9年全省人口"3>>$
9#<人!土地面积!3#=;$9#>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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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数据资料

资料利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地籍管理处提供的9::9年初到!##9年末这99年间的陕

西省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土地利用现状年度调查技术依据全国 .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技术规定/和 .日常地籍管理办法/!因此!该数据来 源 可 靠’规 范!地 类 名 称’
含义及统计口径为国土资源系统统一界定!具可比性&

<"!!研究方法与模型

为了全面反映陕 西 省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情 况!本 文 采 用 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9;!!#!"9!"!+’
土地利用类型 转 移 速 率*"9+’土 地 利 用 类 型 新 增 速 率*"9+’土 地 利 用 程 度 综 合 指 数 及 其 变

化*!!!"!+等模型来定量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其中!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及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计算模型 各 文 献 不 尽 相

同!因此!本文在应用时!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根据文献*"9+和*!#+的模型计算!土

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根据文献*!!+来计算&

$!结果与分析

图9!陕西省各地9::9!!##9年间

土地综合动态度

?QG39!DPMV1AT7MLPMLUQ_MZKL6AQV

ZMG7MM1R26LZ[UM1RZQRRM7MLH7MGQ1LUQL

/P66LSQZ[7QLG9::9!!##9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反映不同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及综合活跃程

度*"9+&全 省 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为

#3<!>I1689&各 地 中$见 图9%!以 杨 凌

综合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最 大!为93:$:I
1689!其 下 依 次 为 咸 阳$93!;;I1689%’
延安$93!>:I1689%和 铜 川$93#="I1

689%!以汉中最小!为#3!=>I1689&说明

杨凌土地利用总体来讲最活跃!这与杨

凌作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这几年的大力发展有关&汉中土地利用最不活跃&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速率

全省土地中!以耕地的转移速率最大!为平均每年93;;=I!其次为园地 $平均每年

939$=I%和未利用地 $平均每年93##<I%!林地和交通用地的转移速率较小!分别为平

均每年#3#<!I和#3#::I $见表9%!说明耕地转移为其它用途的最多!转移去向主要是

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9::9!!##9年间全省耕 地 有$!3>;$9#$PA!

转化为园地!有"=3::$9#$PA!转化为林地!!$3$:$9#$PA!转 化 为 牧 草 地!;3!"$9#$

PA!转化为居民点及城镇工矿用地 $见表!%&可见这99年间农业生产结构有了很大调整!
特别是近几年实行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使耕地面积减少&同时!城镇’农村居民点在这

99年间不断扩大!占地较多&园地的转移去向主要是耕地!99年间有93$;$9#$PA!的园

地转化为耕地&未利用地的转移去向主要是林地’牧草地和耕地!其中;3>"$9#$PA!的

未利用地转为林地!!:3!;$9#$PA!转为牧草地!可见荒地绿化工作开展较好&未利用地

转为耕地的部分主要是由荒草 地 转 为 耕 地!99年 间 有93>#$9#$PA!的 荒 草 地 转 变 为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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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见开荒现象依然存在&
从各 地 情 况 来 看!延 安 耕 地 转 移 速 率 最 大!为 平 均 每 年"3>>!I!其 次 为 铜 川

$!3>=!I1689%’杨 凌 $!3$9:I1689%’咸 阳 $!39;=I1689%和 商 洛 $!39=:I1689%&
延安耕地转移的主要去向是园地’林地和牧草地!杨凌耕地转移的主要去向是居民用地!
具体地说是城市用地!这与杨凌这几年城市发展较快有关&商洛耕地主要转移到林地’未

利用地’牧草地’水域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园地 转 移 速 率 以 宝 鸡’杨 凌’西 安 较 大!分 别 为 平 均 每 年>39=#I’=3>!$I和

!3>9;I!宝鸡和西安的园地主要转移到耕地上!杨凌的园地主要转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尤其是城市用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总体来说转移速率

较小!林地以杨凌转移速率最大!其去向主要是城镇用地&牧草地转移速率以安康最大!
主要是向耕地转移&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以宝鸡转移速率最大!主要转移为耕地&交通用地

以杨凌转移速率最大!主要转为城市用地&未利用地转移速率以榆林最大!主要转移为林

地和牧草地&
表#!陕西各地#KK#!!AA#年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速率 "$$&@##

%&’"#!%()9-+J).0.&0)-,6&+358)021)8-,3*,,).)+0.)7*-+8*+:(&+M*35.*+7#KK#!!AA# "$$&@##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点及城

镇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陕西 93;;= 939$= #3#<! #3==: #3!!: #3#:: #3!"$ 93##<
西安 93#<! !3>9; #3#9= #3#;" #3!$> #39<: #3">" #39<:
铜川 !3>=! 93>!> #3#"> #3;>; #3"#; #3##; #39=$ #3;<9
宝鸡 93<9$ >39=# #3#!9 #3"$" #3$"< #3#!> #3!=: 93#;#
咸阳 !39;= 93>=: #3#>9 #3#$= #3$#; #3#>; #3"9! #3"<9
杨凌 !3$9: =3>!$ 93;9< F #3"<# 93!=$ 939#9 93#;9
渭南 93#"! 93$<! #3#<: #39"> #3!#> #3#!! #39:< #3:#$
汉中 93"#9 #3<!$ #3#99 #39$< #3#9: #3#>< #3#>< #3"<"
安康 93<;$ #3!<# #3#;$ 93;;= #39#9 #3$#< #39>$ 93!!9
商洛 !39=: #3:>> #3#9! #3"$$ #3#>$ #3#:: #3=!< #3>">
延安 "3>>! #3$!> #39## #3;"! #3!99 #39#= #39:: #3:<<
榆林 #3<9: #3!=$ #3$!! #3="; #3#=: #39<< #3"=$ !3=$;

表!!陕西省#KK#!!AA#年间土地转移量 "N#A>(/!#

%&’"!!%()9-+J).0-,6&+358)021)8*+:(&&+M*35.*+7#KK#!!AA# "N#A>(/!#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点及

城镇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转出量

耕地 8 $!3>; "=3:: !$3$: ;3!" 93<: !3#9 $3!9 99:3$#
园地 93$; 8 #3!9 #399 #3!$ #3#< #3#" #3#< !3!9
林地 !3!" #3<# 8 93;: #3$# #3"< #3#; 93:> <3>"
牧草地 !3;" #3:> 9$3;$ 8 #3"! #3!9 #3#$ 93;" !93#"
居民点及城

镇工矿用地 93!9 #39! #3#" #3#" 8 #3#; #3#9 #3#" 93=9

交通用地 #3#" #3## #3#9 #3#! #3#> 8 #3## #3#9 #39"
水域 #3<# #3#$ #3#; #3#" #39# #3#$ 8 #3#: 93#;
未利用地 93:> #3:> ;3>" !3<9 #3"9 #399 #39; 8 9$3;>
转入量 9#3$$ $=3$> =:3<: !:3!; :3>> !3>< !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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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新增速率

全省八大类土地利用类型中!园地的新增速率最大!为平均每年!93:9#I!远比其

它类型的新增速率大&交通用地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新增速率也较大!分别为平均每年

93;;;I和93$9>I!耕地的新增速率最小!为平均每年#39;;I $表"%&
榆林耕 地 的 新 增 速 率 最 大!为 平 均 每 年"39#:I!远 比 其 它 地 区 大!其 次 为 安 康

$#3$!$I1689%&园地 以 延 安 的 新 增 速 率 最 大!为 平 均 每 年$;3!9#I!其 下 依 次 为 宝 鸡

$$93;>9I1689%’铜 川 $":3<$;I1689%’渭 南 $!>3<>$I1689%和 咸 阳 $!>39=:I1

689%!汉中的园地新增速率最小&林地的新增速率以杨凌最大!榆林和延安的也较大&其

它各地平均每年都小于93#I&牧草地以汉中和安康新增速率最大!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以

杨凌增加最快!其次为西安!增加较慢的是安康&交通用地的新增速率以杨凌最大!其次

依次为榆林’延安’安康’商洛和西安!渭南的交通用地的新增速率最小&水域新增速率

是商洛最 大!其 它 各 地 都 较 小&未 利 用 地 的 新 增 速 率 以 杨 凌 $93;"=I1689%’商 洛

$93":!I1689%和榆林 $93""=I1689%较 大!其 余 各 地 较 小!最 小 的 是 铜 川 $#3#<"I
1689%&

表<!陕西各地#KK#!!AA#年间土地利用类型新增速率 "$$&@##

%&’"<!O)H*+9.)&8).&0)-,6&+358)-,3*,,).)+0.)7*-+8*+:(&&+M*35.*+7#KK#!!AA# "$$&@##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点及城

镇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陕西 #39;; !93:9# #3=<9 #3;!! 93$9> 93;;; #3=>9 #3=""
西安 #39!# 9;3#!" #3#=9 #3#9: !3";" !3#>9 #3=;$ #39;>
铜川 #3!!; ":3<$; #3;;! 93#9> 93$$9 93;"< #39>: #3#<"
宝鸡 #3!"$ $93;>9 #3$": #3>:! 93$<: 93!<: #3;:= #3!:#
咸阳 #39$# !>39=: #3:>< 93"<; 93>""! 93!$; #3$"; #3$##
杨凌 #39!" 9=3$>$ "3$#" 8 <3=>9 =3##< #3:"! 93;"=
渭南 #39"= !>3<>$ #3=#>! #3$:#! 93#"# #3:<: #3>!= #3":!
汉中 #3#$> "3;!" #3!#$ $3;<; 939!9 93"#; #3":> #3#;;
安康 #3$!$ >3#": #3"<9 $39== #3>:; "3!#9 #3"!9 #3:":
商洛 #3!#"! $39!>$ #3">" #39$: 93#=; !3"#> 93!=$ 93":!
延安 #3#:! $;3!9# 93"9# #3:== 93>"= "3;#: #3;;> #3<9>
榆林 "39#: 9"3$:9 93$9> #3;#$ 93!;: "3>>; #3!>< 93""=

表>!陕西各地#KK#!!AA#年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其变化

%&’">!L2+&/*93)7.))&+3*089(&+7)-,6&+358)8-,3*,,).)+0.)7*-+8*+:(&&+M*35.*+7#KK#!!AA#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

9::9 !##9 程度变化 9::9 !##9 程度变化

陕西 !3"#9 !3!;! F#3#9: 渭南 !3>$" !3>=$ #3#99

西安 !3$;" !3=## #3#9< 汉中 !39>< !39=$ 8#3#9"

铜川 !3$#< !3"<; 8#3#!: 安康 !3!!: !3!#> 8#3#!"

宝鸡 !3!>9 !3!=; 8#3##" 商洛 !39$< !399= 8#3#"!

咸阳 !3>9! !3>99 8#3##9 延安 !3!;: !3!"> 8#3#="

杨凌 "3#<: "39>$ #3#;= 榆林 !3!:# !3!<: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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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参数

陕西省9::9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为!3"#9!!##9年为!3!;!!其土地利用程度变

化参数为8#3#9: $见表$%&即从全省来看!土地利用程度在减小&从各 地 情 况 来 看!无

论是9::9年还是!##9年!杨凌土地利用程度最大!杨凌9::9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为"3#<:!!##9年为"39>$&9::9年土地利用程度最小的是商洛!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为!39$<&!##9年土地利用程度最小的也是商洛!其值为!399=&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参

数看!土地利用程度增强只有西安’杨凌和渭南!其余各地土地利用程度都在减小&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包括自然条件的差

异及变化!人文因素 包 括 人 口’政 策’市 场 需 求 等!土 地 利 用 变 化 主 要 是 人 类 活 动 造

成的&

C"#!自然因素

陕西省地域辽阔!南北狭长!横跨纬度近;度!从南到北!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水热

条件由南向北递减!分别属于湿润的北亚热带’半湿润的暖温带和比较干旱的温带等不同

的气候带!从自然地带性规律来看!陕北是温带草原带 $包括温带典型草原亚带和温带森

林草原亚带%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关中主要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陕南属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带&陕西北部为风沙草滩地和陕北黄土高原!中部为关中平原!南为秦巴山地&
陕北黄土高原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黄土原区和河谷川地可发展种植业#风沙草滩地

区风沙危害严重#关中平原自然条件好!农业历史悠久#秦巴山地!水分条件好!除汉中

盆地’安康盆地外!山大谷深!地形起伏大&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陕南’陕北和关中土地

利用及其变化明显不同!陕北林草各占9-"左右!耕地以旱地为多!关中以耕地和林地为

主!陕南以林地为多&坡耕地主要在陕北和陕南!陕北%9=e的坡耕地:9<!<93"PA!!占

全省%9=e坡耕地面积的$<3#=I!陕南%9=e坡耕地<<:<$"3#>PA!!占全省%9=e坡耕地

面积的":3::I&近几年土地利用变化!陕南陕北以生态退耕为主!关中以结构调整和居

民点及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主要是居民点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为主&9::9!!##9年间!
关中共有=;>9"3#;PA!耕地转向居民点及城镇用地&

C"!!政策因素

土地利用变化与政策因素关系极大&如在文革中!以粮为纲!坡地修梯田!大面积开

荒!发展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的种植&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

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实行山川秀美工程以来!以粮代赈的政策!鼓励在不宜耕种的土地

上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林!逐步调整农林牧用地结构!使陕北和陕南耕地面积减少!而

林草面积增加&如!###年全省生态退耕还林还草93=:W9#=PA!!其中陕南陕北生态退耕

93$"W9#=PA!!占全省生态退耕的;:3:I!!##9年全省生态退耕:3<!W9#$PA!!其中

陕南陕北退耕;3;<W9#$PA!!占全省生态退耕的:93!I&截止!##9年!全省已退耕还

林还草"3=W9#=PA!&又如现在鼓励城市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建设及城市规模

有了很大发展!城市用地不断增长&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陕西基础设施建设空前加快!
近年来!西安0安康’西安0南京’神木0延安等铁路建设’西安0兰州公路拓宽改造’

9#;国道’!#"国 道 拓 宽 改 造 以 及 西 安0宝 鸡’西 安0临 潼’西 安0蓝 田’西 安0黄 陵’
榆林0靖边’西安市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等!还有农村路网建设等增大了对耕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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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大量转向农村居住用地’林地’草地’城市建设用地’园地和水域等类型的同

时!也转存在反向转移!陕西省99年间耕地转入量为9#3$$W9#$PA!!转向耕地的土地

利用类型主要有牧草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园地&从各地情况来 看!耕 地 转 出 量 大 的 地

区!其转入量也随之增加!说明耕地保护政策尤其是维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政策在土地

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C"<!经济杠杆的调节因素

经济杠杆的调节也是导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

户!为追逐最大的经济效益!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由于种植粮食经济效益低!往往入

不敷出!于是把 目 光 转 到 果 园’苗 圃 与 养 殖 上&如9::9年 全 省 园 地 面 积 为93;;W9#=

PA!!!##9年园地面积为>3#:W9#=PA!!园地呈增加态势&从9::9年到!##9年全省有

$!3>;W9#$PA!的耕地转向园地!有!!>3!;PA!耕地转向坑塘!有;"=39>PA!耕地转向水

库&耕地向园地’水库和坑塘的转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也是追求

经济效益的结果&

C">!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是人类社会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源于人!因此!人

口因素是最具活力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之一&人口的增长必然对居民点用

地及城镇用地的需求增加&9::9年到!##9年!全省人口由"3">W9#<人增加为"3>>W9#<

人!城镇用地从9::9年初的$"<$:3>:PA!增加为!##9年末的><>9<3="PA!!农村居民

点用地从9::9年初的$:#!";3>PA!增加为!##9年末的=!<9;"3#>PA!&

>!结!论

$9%在9::9年到!##9年这99年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比较大!其中变化最大的

是园地!其新增速率也是最大&耕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 地 $包 括 城 市 用 地%’
牧草地的变化速率也较大&

$!%从地区分布来看!杨凌土地利用最活跃!汉中土地利用最不活跃&延安的土地利

用类型相对变化率总体来讲较高&主要是延安在这99年间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城市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交通用地增长较快!说明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

陕西的交通状况在不断改善!城市发展的步伐在加快!关中尤为突出&
$$%土地利用程度最大的是杨凌!最小的是商洛!渭南’西安和杨凌的土地利用程度

在这99年间在提高!其余各地在减小&总体来讲!关中平原的土地利用程度在提高!陕

南’陕北的土地利用程度在降低&
$=%生态退耕还林还草主要在陕北’陕南!农业结构调整主要在关中&陕南陕北以林

草面积增加为主!关中以居民点及城镇工矿建设用地!尤其是城市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

和其它建设用地增加为主&
$>%驱动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主要是自然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经济杠杆的调节

因素与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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