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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袁耕地数据取自详查数据遥

人口椅人 非农人比重椅 % 耕地面积椅hm2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椅hm2 人均耕地面积椅hm2/人 生产总值椅亿元1996 7 159 414 58.0 403 051.22 113 464.17 0.056 3 782.13
1997 7 239 017 58.4 402 536.01 114 140.05 0.055 6 912.33
1998 7 317 907 58.5 401 667.78 114 955.21 0.054 9 1 015.891999 7 401 993 58.7 398 755.37 117 063.84 0.053 9 1 085.682000 7 491 943 58.9 396 514.90 118 539.08 0.052 9 1 206.84
2001 7 582 259 59.2 394 956.38 120 816.14 0.052 1 1 347.80
2002 7 680 958 59.8 389 157.75 124 842.45 0.050 7 1 492.74

表 1 1996耀2002年武汉市人口尧耕地变化

1 武汉市耕地动态变化分析

1.1 耕地数量变化 1996耀2002年统计数据渊 表 1冤表明袁7
年间武汉市共减少耕地 13 893.47 hm2袁 年均减少 1 984.78
hm2遥 从生产总值及人口数量增长情况看袁城市集聚效益明
显袁城市化进程加快袁人口增长速度较快遥 而耕地数量又在
减少袁人均耕地自然减少较快遥 1996年武汉市人均耕地尚
有 0.84 hm2袁而 2002年这一数值降为 0.76 hm2袁小于人均耕

地警戒线 0.8 hm2袁 所以武汉市的耕地形势是很严峻的遥 但
从武汉的城市性质考虑袁武汉市作为中心城市袁农业并不是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袁 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主要是服务于
城市和周边居民的生活袁 要在一个城市内达到人均耕地指
标是比较困难的袁但如果不有效地控制减少速度袁从长远看
势必影响和制约城市的发展遥
分析耕地资源去向袁 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占耕地面积

武汉市耕地利用变化窑驱动力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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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1996耀2002年武汉市耕地动态变化分析袁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驱动力机制袁并结合这 7年的统计数据袁对未来武汉市城
市建成区面积尧总人口数尧非农人口比重及耕地面积进行预测袁用以指导武汉市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及合理的土地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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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 44.9 0%袁农业结构调整中耕地转变为园地占耕地面
积减少的 6.84 %袁生态退耕占耕地减少面积的 6.84 %袁耕地
转变为水体占耕地减少面积的 27.29 %遥因此建设用地成为
武汉市近年来耕地乃至农用地减少的主导因素袁 其次是农
业结构调整中耕地挖塘尧 改园地及生态退耕还林的影响使
耕地面积有所减少遥
1.2 耕地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 耕地数量变化不仅在时

间方面表现出阶段性袁而且在空间位置上表现出区域差异袁
武汉市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尧 人口增长率及城市化速
度不同袁使得各区耕地数量变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遥从城区
位置分析袁主城区耕地面积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5.27 %袁然而
耕地减少面积却占到全市耕地减少面积的 22.1 %遥 其中以
洪山区尧汉阳区耕地减少的速度最快袁洪山区耕地减少面积
占到整个主城区耕地减少面积的 79.53 %袁这与近年来洪山
区加快城区建设及人口聚集速度加快有关遥江岸区尧江汉区
和桥口区 3个老城区耕地减少的速度趋于平缓遥 城郊地区
近年来耕地减少速度在加快袁 占到全市耕地净减少面积的
77.9 %袁其中江夏区尧东西湖区尧黄陂区耕地面积减少的速

度最快遥由此可见武汉市耕地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袁耕地保
护的压力依然很大遥
2 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袁1996耀2002年袁武汉市耕地面积
明显减少袁并且耕地变化在空间上呈明显的区域差异袁影响
耕地面积变化的因素既有经济利益和人口等内在因素袁也
有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遥
2.1 经济利益驱动 从耕地数量变化及 GDP情况看袁经济
发展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尤为明显遥这种驱动体现在袁从
1996到 2002年袁武汉市 GDP年增长率达 13 %袁并且在郊
区农村和城区表现不同遥在郊区农村由于受市场机制作用袁
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农业袁 许多土地经营者发
现经营农业的效益远远低于工业尧服务业等遥根据有关部门
1990年数据测算袁 每公顷土地的年产值袁 耕地是 3 115.05
元尧淡水养殖为 6 682.35元尧交通用地是 18 250元尧城镇工
矿用地是 116 200元袁城镇用地尧交通用地和淡水养殖的年
产值分别是耕地的 37.3尧3.6和 2.15倍[1]曰并且在市场机制作
用下袁 利用效益相对低下的耕地就有向效益较好的其他用
地转换的驱动遥 如 2003年武汉市果园面积由 10 254.5 hm2

增加到 12 726.2 hm2袁 增长 24.1 %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由
99 870.9 hm2增加到 101 827.4 hm2袁增长 2 %曰交通运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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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 097.2 hm2增长到 9 524.7 hm2袁增长 4.7 %曰水利建设用地
由 15 874.3 hm2增加到 15 902.9 hm2袁增长 0.2 %遥 可见这种驱
动正是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遥
2.2 人口增长的压力 1996耀2002年袁武汉市人口由715.94
万增加到 768.10万人袁年均增长 8.69万人袁年均增长率为
1.21 豫遥 除了导致耕地面积的明显下降外袁最直接导致城
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袁 建设用地从 113 464.17 hm2 增加到
124 842.45 hm2袁城市用地从 24 012.21 hm2增加到 25 451.83
hm2袁年均增长分别为 1 896.38和 239.94 hm2袁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1.67豫和 1豫袁城市用地扩张速度略低于建设用地扩张
速度袁城市扩展弹性系数渊 即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
长率之比冤见表 2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该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袁除 2002年
外其余各年该系数均小于适宜系数 1.12袁 说明 1996耀2001
年城市用地扩张速度在合理范围之内遥 2002年为 1.45袁表
明该年城市用地增长速度相对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曰
1996耀2002年全市城市扩展占地合理性系数是 1.21袁 略大
于 1.12袁说明近几年总体城市用地扩张速度略快遥今后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城市用地还将持续扩张袁城市发展必然
占用农地甚至是耕地袁将进一步加大对耕地保护的压力遥
2.3 政策驱动 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对耕地数量的变化

起到震荡器和减振器的作用遥 尽管耕地变化是长期社会经
济因素综合作用累积的结果袁 但政策可起到缓和或者加剧
这一过程的作用遥在 1996耀2002年这 7年袁对耕地减少有影
响的最主要的政策就是野 退耕还林冶遥 武汉市 2003年共有
5 773.1 hm2全部为退耕还林袁 其中 90 %是未成林袁10 %是
苗圃建设遥
3 耕地利用变化预测

3.1 耕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解释

土地覆被变化常用的一种系统分析模型[5-7]遥 该模型要求在
某一地区尧某一时段内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因变量)与其
驱动因子(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袁通过对可能引起土地
覆被变化的各种驱动因子进行多变量分析而建立的一种数

学模型袁以便确定土地覆被变化的原因遥考虑武汉市历年耕
地变化袁以及现有资料情况袁选择 1996耀2001年序列资料作
为基础数据袁从中选取以下 6个影响因子院城市建成区面积
渊 km2冤尧人口渊 万人冤尧农业总产值渊 万元冤尧非农业人口比重尧
集体建设占地渊 千 hm2冤尧农民建房占地渊 千 hm2冤遥 经过逐步
回归分析袁 剔除与耕地面积变化相关系数较差的农业总产
值渊 万元冤尧集体建设占地渊 千 hm2冤尧农民建房占地渊 千 hm2冤
3个指标袁重新得出与耕地相关的影响因素有 3个院城市建
成区面积渊 km2冤X1尧人口渊 万人冤X2尧非农业人口比重 X3袁用多
元统计软件 SPSS分析处理袁建立多元线性模型如下院

Y越1 038 047-1 303.692 X1垣437.115 X2-1 179 847 X3 渊 1冤
式中院Y 为预测期耕地面积曰X1为预测期城市建成区面积
渊 km2冤曰X2为预测期人口渊 万人冤曰X3为预测期非农业人口比

重遥预测模型的 F值为 125.057袁R2为 0.996袁模型极具显著性遥
3.2 建成区面积尧人口及非农业人口比重预测
3.2.1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预测要要要 一元线性回归法预测遥
通过对 1996耀2002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散点图分析 渊 图 1冤袁
散点图几乎呈直线分布遥 因此袁以时间作为自变量 x(年数)袁
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因变量 x1袁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院

x1越-4 218.929+2.241x渊 F=155.000 R2=0.984袁模型极具
显著性冤 渊 2冤

通过方程计算可得院 武汉市 2010 年建成区面积为
230.285 7 km2袁2020年为 251.000 0 km2遥

3.2.2 人口及非农业人口比重预测遥 由城市建成区面积预
测袁同理可建立人口及非农业人口比重预测模型为院

x2=-16 572.8+8.661 x渊 F=3 188.094 R2=0.999袁模型极具
显著性冤 渊 3冤

x3=-469.521+0.264 x渊 F=86.646 R2=0.972袁模型极具显
著性冤 渊 4冤
3.2.3 结果输出遥 将 2010尧2020尧2030代入式渊 2冤尧渊 3冤尧渊 4冤袁
计算出 2010尧2020尧203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尧人口总数及非
农业人口比重袁代入式渊 1冤即可计算出 2010尧2020尧2030年
武汉市耕地面积渊 表 3冤遥

4 结论

渊 1冤1996耀2002 年武汉市耕地面积共减少 13 893.47
hm2袁 人口增加了 52.16万袁 人均耕地面积 2002年为 0.76
hm2袁已低于全国警戒线袁所以武汉市耕地形势是严峻的遥

渊 2冤耕地数量变化除了在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袁在空间
上也表现出地域性遥主城区的汉阳区尧洪山区耕地减少的速
率最快袁郊区江夏尧新洲尧黄陂 3区减少的速率最快遥

渊 3冤影响武汉市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袁最主要的是经济
利益的驱动袁然后是人口压力的影响导致的城市建设占地袁
而政策的导向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遥

渊 4冤由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及 SPSS软件袁建立耕地变化
模型袁可以看到院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和城市化加快袁未来
武汉市建成区面积将逐渐提高袁人口总数也将持续上升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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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7耀2002年城市扩展弹性系数
城市扩展的弹性系数椅豫

1997 1.101998 0.20
1999 1.042000 0.26
2001 0.852002 1.45

表 3 2010尧2020尧2030年武汉市建成区面积尧人口
总数尧非农人口比重尧耕地面积预测

建成区面积km2
人口总数
万人

非农人口比重% 耕地面积hm2
2010 285.58 836.61 61.1 310 545.07
2020 307.89 922.42 63.8 287 112.592030 330.30 1 009.03 66.4 265 0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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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口比重将逐渐增多袁但是耕地面积将继续减少袁所以武
汉市耕地的严峻形势将会加剧袁必须合理规划,利用该区域
的耕地资源袁地区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袁否则必然会对该地
区产生消极尧抑制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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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得到最大发挥遥
2.2.3 提高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遥城市土地成本的存在袁
使得土地使用者将土地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袁并
在已使用的土地上追加投资袁 通过技术水平提高土地资源
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袁使城市土地资源利用达到最佳经济效果遥
3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关系

3.1 产业结构优化可以减少城市土地资源的绝对使用量

据有关数据表明袁一尧二尧三产业在 2000耀2010年的年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 3.5 %尧7.5 %和 9 %袁形成低尧中尧高的增长关
系袁预计到 2010年袁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 10.3 %袁
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57.4 %袁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上升到 32.3 %遥
据日本的统计资料表明袁用于一尧二尧三产业的土地的单位
面积产值之比为 1颐100颐1 000遥 由此可见袁产业结构的优化袁
第一产业比例下降袁第二尧三产业比例上升袁不仅增加了单
位土地的收益袁而且可以减少土地的使用量袁因为第三产业
中的商业尧金融尧服务业尧旅馆等行业占地较少而且更容易
获得较高利润遥
3.2 产业机构优化促使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城市经

济结构的调整与用地结构的调整要密切结合尧协调进行遥单
位用地产出率高的产业和行业袁 如第三产业袁 特别是金融
业袁可集中于交通条件好袁居民较集中的中心区袁而单位用
地产出率低的产业和行业需要适当向边缘地区分散遥 面积
对城市土地所起的限制相对较小袁 相反城市的土地位置与
交通运输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限制较大遥 土地位置不同意味
着运输成本高低不同袁 商品流转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长短
不同袁交通运输条件可以促使消费者迅速密集或疏散遥

产业结构优化使得那些与城市最佳功能布局相违背的

行业与部门袁或迁出袁或合并袁压缩其用地规模袁运用土地杠
杆为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遥例如袁长年
亏损的原北京二厂被东安集团兼并袁 将原厂址改成大型双
安商场遥又如北京一轻系统在三环路内因经营成本太高袁效
益不好而急需搬迁的工业企业有 92家袁 共占地 66 hm2曰这
些土地开发房地产获得了较高收益袁 所获收益是工业企业
获得的收益的 20倍遥 由此可见袁借助地租杠杆可以优化产
业结构袁进而配置与调整城市土地资源遥
3.3 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 产业

结构优化可以使得产业关联度增加袁 经济结构的关联度增
加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遥 技术创
新可以引进新产品袁开发新生产方法袁开辟新市场袁获取新
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来源袁 最终结果是城市经济效益得
到了提高遥由于技术密集产业增加了投入袁城市经济增长逐
步从外延扩张型变为内涵型提高袁 城市土地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袁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率势必得到提高袁实现城市土地资
源集约利用的目的遥

4 建议与结论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相互统一

的袁相互促进遥 产业结构优化转变改善了土地资源配置袁促
进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遥与此同时袁城市土地资源的集
约利用袁 一方面要满足经济利益主体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
场化目标曰 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城市及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
均衡尧城市内部集中和分散有致尧提高生产规模效益和居民
消费规模效益尧自然资源的保护袁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更好
的物质条件遥
4.1 减少或避免产业结构的野 同构化冶 随着市场经济的

逐步成熟袁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袁地区重复建设袁产业结构
野 小而全冶和野 大而全冶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袁各地区封闭市
场应该得到改善袁即减少产业结构的野 同构化冶袁从而更好地
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遥产业结
构的野 同构化冶一旦得到改善袁城市土地资源绝对使用量因
重复建设的数量减少而减少袁同时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遥
4.2 产业结构野 高度化冶 产业结构野 高度化冶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袁 第 1方面是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
例曰第 2方面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曰第
3方面是提高末端高端加工产业的比重遥 通过产业结构的
野 高度化冶袁可以提高各个产业生产效率袁高附加值与高新技
术商品增加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曰产业结构的野 高度化冶促使
引进的产业与原有产业结构之间发生关联与传导袁 推动技
术发展和先进技术能够得到普遍推广使用遥产业结构野 高度
化冶袁意味着用地较少的第 3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相对提高袁大力依靠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袁提高企业规模
效益袁促进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遥

野 十一五冶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袁就是要在社会生
产尧建设尧流通尧消费的各个领域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袁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遥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正是响应了建设节

约社会袁两者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
要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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