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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洛江区建区近10 年来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关系为例 , 研究该地区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 , 试图揭示在城市
化发展阶段和状态下 , 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洛江区建区以来在工业化推动下城镇化水平提高 , 区内土地利用在数量、方式、结构都发生
了变化, 且由于城镇化在地域上的差异 ,洛江区各乡镇土地利用变化差异显著 , 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结合城镇化与土地利用的规律 ,
对未来洛江区土地利用做出预测, 同时提出了土地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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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的转化 , 即生

产力城市化, 相应的就是生产力二要素( 人口与土地) 的转化

———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 1] 。城市化进程中

土地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数量、经济产

出以及利用结构的变化上。其中土地利用的结构变化体现

在由原本的林地、耕地、园地、水域等农业用地向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交通用地、城市用地转化。

1  工业化推动下的洛江区城镇化发展

1 .1 洛江区工业化进程 泉州市洛江区于1997 年6 月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 地处泉州中心城区东北部的洛阳江畔, 是泉

州东北片区的轴心, 面积381 .74 km2 ,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区域内多以盆谷、山地地形相间为主 , 其中包括区中

心万安街道、工业重镇双阳街道和河市镇在内的平原; 群山

环绕形成的盆谷型文化重镇马甲镇和农业型罗溪镇、虹山

乡。洛江区设立以来, 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表1) , 成为区域内

经济发展的主力,2006 年洛江区三次产业比重是6 .65∶66 .25

∶27 .10。

  表1 洛江区建区以来工业总值及城镇人口统计

年份 工业总值∥亿元 城镇人口∥人 城镇人口比重∥%

1997 13 .30    8 501    5 .3

1998 16 .95 9 693 6 .0

1999 19 .45 11 049 7 .0

2000 23 .02 11 664 7 .0

2001 26 .50 13 405 8 .0

2002 31 .08 29 776 17 .6

2003 37 .66 31 129 18 .2

2004 50 .51 33 174 19 .1

2005 63 .43 47 470 26 .9

2006 76 .12 49 912 27 .7

 注 : 资料来源于泉州市洛江区统计资料。下同。

  由于洛江区各行政单位本身的地理差异十分突出 , 所以

各乡镇( 街道) 的工业总值也有较大的差异( 图1) 。

1 .2  源于工业发展推动下的洛江区城镇化发展 工业化进

程推动了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业促进地区政府部门在

城镇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投入更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随着

工业化的推进, 洛江区在城镇固定资产的投资由1997 年建区

时的9 480 万元增加到2005 年的75 033 万元,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由1997 年的14 329 万元增加到2006 年的130 359 万

元, 增幅巨大, 城镇人口也呈现出相应的增长( 表1) 。

图1 洛江区建区以来乡镇( 街道) 工业总值特征

由于1997 ～2001 年区域内城镇化的人口统计口径为城

镇户籍人员, 而在2002 年后则以非农业人口为该区城镇人口

的统计依据, 因此在1997 ～2001 年与2002～2005 年城镇人口

统计数量及城镇化上呈现较大的差异。但不论从两个不同

时间段中的哪一段来看两者城镇人口的增速都较大, 分别

是:2001 年比1997 年增长 57 .7 % ;2005 年比 2002 年 增长

59 .4 % 。2006 年洛江区城镇人口仅占全区总人口的27 .7 % ,

若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则洛江区城镇化水平为40 .5 % ,

而同年泉州市为48 .0 % , 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

2  洛江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2 .1 洛江区土地总体利用现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 区域

内的土地利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不论是从土地利用的性

质、方式、结构、数量及经济产出都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一

般而言 , 在城市边缘地区土地的利用性质将由农用地向工业

用地、居住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发展。

洛江区从大的区域范围看, 它是泉州市东北方的城市边

缘区。在设立泉港区前 , 洛江区占泉州市区土地面积的2/ 3 ,

拥有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从洛江区建区前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以及区域自然资源和条件上看, 它应是一个以农业生

产为主的地区, 是为泉州市区提供农副食品的主要基地, 因

此其农业用地地位显得十分突出。随着泉州的经济发展战

略调整 , 洛江区从设立开始就将经济建设放在发展规划的重

中之重。工业开始得到发展, 而农业在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

地位悄然改变。区域内部分土地利用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部分耕地开始在有规律、有计划的安排下转向工业用地和城

镇建设用地以及居民点和商业用地。1997 年末洛江区实际

拥有耕地3 576 .7 hm2 , 到2002 年末实际拥有耕地为3 3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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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2002 年以后由于采取控制了工业、城镇建设等用地, 优

化土地利用方式, 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 洛江

区的耕地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此时的各种非农用地主要来

源于原本非农用地资源重组、城镇内部的再城市化以及充分

利用未利用的土地部分。

2 .2 洛江区各乡镇( 街道)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由于洛

江区本身各个乡镇及街道在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条件、工业

化、城市化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2) , 因此6 个乡镇、街道

不论是土地利用方式或利用结构以及变化都有着十分突出

的特征。通过对比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进程与土地利用变

化的对应关系后将洛江区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分为4 类。

  表2 2006 年洛江区各乡镇( 街道) 土地面积及经济社

会发展与城市化特征

乡镇

占地

面积

km2

工业生产

总值

万元

工业总产

值占全

区比重∥%

城镇人口占

全区人口

比重∥%

万安   14 .82   406 855   52 .12    22 .18

双阳 24 .02 125 616 16 .09 29 .80

河市 84 .40 152 274 19 .50 8 .95

马甲 118 .51 76 402 9 .78 29 .65

罗溪 115 .88 16 719 2 .14 9 .41

虹山 24 .11 2 723 0 .34     -

2 .2 .1 城市化高度发展 , 土地利用剧烈变化, 以万安街道为

主。万安街道作为洛江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 拥有优越的自

然地理条件和得天独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是区域内最富有

发展潜力的一个街道。万安作为泉州东北方向上的一个重

要的城市边缘地区存在 , 是泉州市区与洛江区的过渡地区 ,

连接泉港区、惠安县与泉州市区的桥梁, 因此在城市建设中

的优先地位比较明显, 在区域城市景观建设中万安区的城市

景观最接近泉州市区的城市景观。万安街道自建区起就完

全城镇化, 至2006 年占全区城镇人口的22 .18 % , 区域内土地

利用因建区的需要在性质上发生骤然变化, 主要是由原本的

农业及工业用地、未利用土地向当前的城市用地及交通用地

转变。2005 年末万安街道实有耕地面积10 .13 hm2 , 仅占全街

道土地面积的0 .70 % 。

2 .2 .2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 , 土地利用稳定快速变

化, 以双阳街道和河市镇为主。双阳街道和河市镇是洛江区

内重要的工业基地。2006 年两镇的工业总值占全区工业总

值的35 .59 % , 是继万安街道后区域内另一重要的经济体。

双阳街道是由原来的双阳华侨农场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

展而来的, 是洛江区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 目前城镇

化率100 % , 是洛江区土地利用在性质上变化最为明显的地

区, 是洛江区甚至泉州市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典型。河

市镇是典型的农业重镇, 这里有自然条件极为优越且保护较

为完善的大片平原, 适于发展农业生产。由于该地区靠近洛

江区经济和行政中心, 与泉州市区的交通方便 , 因此该镇受

到洛江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正处于逐步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该类型区的土地利用在结构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

原先土地利用以耕地为主向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城镇

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转变, 将在纵贯双阳、河市平原, 贯通

万安到马甲的交通主干道的两侧有选择地规划出部分土地

用于城市建设及工矿用地建设, 建立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

2 .2 .3 城市化逐步发展, 土地利用开始发生变化。马甲镇

的土地利用有其特殊性。著名的私立大学———仰恩大学座

落于马甲镇旁。仰恩大学的创建给马甲镇带来了大量的人

口与信息 , 促进了马甲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2003 年仰恩

大学开始了新生生活区与第2、3 教学区的建设 , 随着工程的

竣工, 大部分的农业人口开始住进新村成为城镇人口, 地域

景观也开始城市化, 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甲的城市化。伴

随着整个泉州市的经济发展, 马甲镇同样有了自己的工业园

区———大厅铺工业园区, 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但由于该地区

大多被山地环绕, 交通发展和工业化限制较大 , 因此城市化

发展较慢, 土地除极少部分用于城镇建设和交通用地以及工

业发展需要外, 大部分仍为农业用地。

2 .2 .4 城市化落后, 土地利用变化极小。罗溪镇与虹山乡

的各种条件都不如马甲镇优越, 因此这两个乡镇的土地利用

变化极小。该地区 GDP 仍然以农业生产总值为主, 是洛江区

典型的农业型乡镇, 该地区的城镇人口较少, 在洛江区政府

2007 统计年鉴中虹山乡的城镇人口仍为0 。

洛江区的土地利用类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南高北低而

变化, 在南北两端出现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土地利用的极端。

2 .3 洛江区各乡镇( 街道) 土地利用效益分析  伴随工业化

与城市化进程发生变化的不仅有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 还包

括土地利用的经济产出在内的土地利用效益问题。土地利

用有包括环境、经济等在内的各种效益。一般来说, 经济发

展较好的地区土地利用率较高, 单位面积产出较大, 这里以

对洛江区贡献最大的工业作为土地利用率的比较依据。

在洛江区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中 , 单位面积的土地经济

产出随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至2006 年洛

江区6 个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率分别为: 万安27 453 .10 万

元/ km2 , 双阳5 229 .64 万元/ km2 , 河市1 804 .20 万元/ km2 , 马

甲644 .69 万元/ km2 , 罗溪144 .28 万元/ km2 , 虹山112 .94 万

元/ km2 , 呈现离行政中心越远土地利用率越低的规律。图2

分别以1997、2001 、2005 年为例对洛江区土地利用的经济产

出的增长速度进行分析。

图2 洛江区3 个时期各乡镇( 街道) 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

1997 年万安街道工业总产值为3 951 .55 万元/ km2 , 而最

北部的虹山乡仅有5 .39 万元/ km2 , 两地的差异巨大 , 此时的

双阳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也仅有64 .69 万元/ km2 ; 到2001 年万

安街道上升到11 227 .39 万元/ km2 , 双阳街道达到746 .5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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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km2 ; 而2005 年, 双阳街道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生产

总值为3 505 .87 万元/ km2 , 增速惊人, 可见此时 , 该地区成为

洛江区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万安街道由于工业发展到达

一定程度之后开始侧重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增长有所

放缓。

  可以预测, 在未来洛江区的发展中万安的第三产业得到

发展之后将对第二产业进行优化, 那时双阳、河市等地的工

业又将得到快速发展的良机, 万安和双阳、河市的土地经济

收益都将有更大的提高。

3  洛江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议

作为泉州地区最有活力的工业化发展地区之一, 洛江区

在未来海西经济建设及福建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中都将得到

更好的发展机会。在即将到来的洛江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快

速发展的黄金时段 , 做好区内土地利用的调控和提高土地利

用的经济产出, 保护耕地、林地、园地等农业用地以及平衡区

域内的土地利用结构显得相当重要。但在洛江区狭长的地

理空间中如何平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了洛江区土地利

用规划难题之一。目前 , 洛江南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了较

为充足的发展, 特别是万安已完成了初步的城市化建设, 而

北部则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 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较

低, 以虹山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最低, 城镇人口比重为0。因

此, 在政府工作中应加强北部的经济投入和政策倾斜, 推动

该区的经济建设, 以便平衡区域内的土地利用 , 避免南部土

地利用过分紧张而导致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同

时提高北部的经济生活水平和全区的综合实力。

在南部, 作为洛江区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应注意产业的

转移。万安街道在未来的发展中作为洛江区的行政和商业

中心的特征将日益突出, 因此有必要在经历一定的工业化发

展之后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导致

该地区工业规模和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甚至将外迁一部分

工业污染突出的企业 , 这带来的将是土地的集约和环境的改

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万安区域内土地的集约和利用

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土地配置的进一步优化。“轻工业地带”

的双阳将在万安产业结构调整中获得利益, 该地带的工业将

在已有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 规模工业的比重也会得到

提高, 单位面积的土地工业生产总值也将再次快速增加。

“近郊工业带”河市产业结构中的农业比重将会有所下降, 而

工业将得到相应的发展。

北部是洛江区的“郊区”,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根据虹山

和罗溪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潜力, 因地制宜。

在罗溪将建成一条连接马甲与罗溪之间的隧道, 缩短两地路

程, 使得罗溪与洛江经济中心甚至整个泉州市区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 这或许会给该镇带来一定的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总

的来说, 洛江的北部自然条件对现代化的限制使其发展农

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更为实际 , 这也符合当

地的社会实际。只有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才能使该地

区的土地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又能有效控制人类

对环境的影响, 避免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破坏。

而对于处在中间的同样是“近郊工业带”的马甲镇则有

发展旅游休闲的条件, 可依托仙公山和仰恩大学、仰恩湖的

优势走旅游与休闲的发展道路。可在适当的发展工业的同

时, 加强对仙公山旅游资源的开发, 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利用仰恩大学的巨大效应, 引进人才发展高校产业推动城镇

化的建设, 同样可在仰恩湖风景秀丽、湖边民风淳朴等基础

上建设具有山水特色的休闲中心或高档生活别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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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基本为持续上升, 最高水位出现在年末, 最低水位出现在

年初; 其他地貌单元地下水位动态为交替变化 , 一般有两个

高水位期, 出现在2 ～4 月或8 ～10 月; 有两个低水位期, 出现

在7～9 月或4～5 月。

5  建议

( 1) 认清现状, 重视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咸阳

市由于近年来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对地下水的开采量也

逐年增加, 特别是从1987 年以后, 地下水埋深持续下降 , 而且

这一状况还将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因此, 有关部门必须从大

局出发 , 从长远利益出发, 严格控制地下水的超量开采。

( 2) 加强节约用水, 特别是农业灌溉节水。在春旱高用

水期开采浅层地下水, 满足作物需水, 降低地下水位腾出地

下库容, 为汛期蓄水创造条件, 以期达到汛期不涝, 旱季不缺

水的目的。在北部旱原缺水地区, 可利用有限的地下水资

源, 首先解决当地人畜饮水问题, 其次可以搞喷灌、暗管、渗

灌等节水灌溉, 同时做好退耕还林工作 , 达到改善小气候、涵

养水源的目的。

( 3) 重视地下水动态分析及研究工作。通过地下水动态

的观测工作 , 不仅能掌握历史及当前的地下水水位、埋深及

运动, 还能通过动态分析进一步研究区域地下水动态的规

律, 预测地下水未来发展的趋势, 并可针对性地指导地下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 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开发利用不当带来的

被动局面[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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