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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研究。现在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研究越
来越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土地利用粗放和侵占耕地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现实迫切要求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进行综合分
析。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研究在我国具特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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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LUCC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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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 nature relationship is a central problemof geographical study , and also a newgrowing 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current natur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activity and global change ,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processes is undergoing fundamental
change over the past fewdecades .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interdiscipli nary research. Land use/ cover change ha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i n
China to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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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中期以来 , 随着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能源和资源

短缺等诸多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出现, 世界正面临非常严峻的

环境问题。自20 世纪80 年代起, 国际科学界先后发起并组

织实施了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 HDP) 、生物多样

性计划( DIVERSITAS) 四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 统称“地

球系统科学联盟”( ESSP) , 主要目的是综合研究地球系统及

其变化和对全球可持续性的影响。随着全球变化研究工作

的深入 , 科学家逐步认识到人类对土地利用所引起的土地覆

盖的变化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和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成为国际性的重点研究

课题。1988 年第21 届国际科技联盟理事会上, 中国科学院

叶笃正院士提出要将土地利用引发的全球环境问题作为除

温室气体以外的另一类重大和关键问题加以高度重视 , 这一

提议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从而促成了土地利用与土地

覆盖变化计划(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 LUCC) 的

诞生。

1  国内外 LUCC 研究进展

1 .1  国外研究进展  LUCC 研究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早期, 人们仅从经济角度探讨土

地利用变化的机理或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探讨土地覆被的景

观格局和过程的生态学意义。伴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

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土地资源的短缺、浪费和农地

非农占用的问题日益突出, 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

的重视[ 1] 。为此, 针对土地资源经济供给的有限性与其社会

需求增长性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 , 各界

广泛开展了相关的研究。瑞典从1972 年起在非洲进行荒漠

化和植被动态监测 , 对该地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进行

了长期的研究。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遥感与 GIS

技术在土地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典型地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变

化与监测蓬勃发展 , 并开始以此为基础的土地利用优化决策

的定量分析。1990 年全球变化研究委员会最早提出了一个

全球性 LUCC 研究框架。1992 年联合国制定的“21 世纪议

程”标志着国际上关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正式开始。而研

究的迅速开展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 和国际全球变

化人文因素计划( I HDP) 两大组织的大力推动有关。自从

1995 年IGBP 和I HDP 联合建立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计划以来, 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为重点的人地关系研究, 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土地覆被评价与模拟、联合国粮农组织

( LAO) 的土地利用分类、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 的土地

利用变化研究项目、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 的土地利用与土

地覆被研究项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um E-

cosystem Assessment ,M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土

地覆被与土地利用变化项目(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Change ,

LCLUC)”等在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和实施, 并取得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环节, 即 LUCC 的状况、LUCC

的驱动力及驱动机制、LUCC 的效应与作用机制以及LUCC 的

模型模拟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2] 。

在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中,LUCC 是自然与人文过程交叉

最为密切的问题, 而且LUCC 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

素的综合影响, 变化机制非常复杂。加强自然和社会科学的

综合研究 , 强调跨学科和综合性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主

要模式有: ①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以农、林、牧等与土地利

用最为密切的产业为重点, 从资源和产品的市场供需及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等角度分析土地利用的变化机制和土地

覆被的变化趋势 ; ②利用现有的与 LUCC 有关的模型在

LUCC、土地改良与土地退化的联系上深化与补充; ③在遥感

和GIS 技术支持下建立土地覆被空间模型; ④通过对自然和

社会经济各种要素作用下的土地使用者和管理者进行行为

分析, 建立相应 LUCC 模型[ 3] 。如CLUE 模型就是建立在农

业生态系统之上, 各种驱动力的变化都被转化为农业需求的

变化, 运用多元回归与相关分析的方法来量化不同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与重要的自然环境因子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间的

相互关系, 在不同尺度上对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进行空

间明晰的分配。研究中遇到的困难有 : 缺乏统一的理论体

系, 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由于驱动因子的非线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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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性和尺度性给建立综合模型带来困难等。由于人们认识

到仅仅把研究对象限定在LUCC 的发展变化规律上已不再符

合可持续性科学的要求, 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对人类- 环境耦

合系统( The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研究上[ 4] 。研究方法越来越注重多学科、多尺度的综合研

究, 力求在统一的理论体系指导下, 建立多尺度的、动态的、

空间明确的综合模型。如LUCC 项目在2005 年正式结束, 下

一步与其他领域研究, 特别是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

( 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GCTE) 研究综合, 进入

Global Land Project( GLP) 阶段, 把人类与环境耦合的陆地系统

(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terrestrial system) 作为研究重点, 对

人类- 环境耦合系统间的相互反馈开展综合研究。目标是

量测、模拟和理解人类 - 环境耦合系统, 为可持续发展和保

护土地资源提供政策借鉴。

1 .2 国内研究进展 “天地人和”与“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

古代哲学对人地关系的精华论述,“天时、地利、人和”思想以

及“裁成”、“辅相”的原则在2000 年的农业实践中一直起着指

导作用。全国范围土地利用的研究可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

初, 金陵大学教授J.L .Buck 对我国东部农业地区进行了广泛

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专著[ 5] 。为了服务于国家经

济建设, 我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土地利用

变化研究, 如农业土地分等定级、重点区域的土地资源调查

和简要规划以及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等, 在土地利用调查、

基础图件编制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20 世纪80 ～90 年代初, 国家土

地管理局组织了全国土地概查工作, 主要对中国土地利用的

发展变化规律、特点及土地资源潜力进行了研究, 并作出了

全国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八五”期间, 中国科学院启动并

完成了“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项目 , 实现

了全国范围的资源环境调查并建立了相应的技术系统。国

家科技部在“九五”期间设立了“国家级基本资源与环境遥感

动态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的科技攻关课题, 在全国范围内

建成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1∶10 万比例尺土地利用数据库 ,

并于2000 年实现了全面更新。“十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把“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研究”列为重点研究的综

合领域。“十一五”国土资源部也启动了中国 LUCC 研究计

划。各有关研究所、大学也纷纷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总

之, 在国际LUCC 研究的背景下, 我国学者紧跟国际研究动

态, 在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覆被变化监测、数据库构建、驱动

力分析和建模以及对农业生态系统及全球变化的影响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

方法与模型 , 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6] 。与国外研究相比, 我

国LUCC 研究的差距表现在: 研究零散, 不成系统 ; 尚未建立

系统的数据平台; 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模型。中国农

村土地变化问题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但研究基本上集

中在土地利用本身的问题上[ 7] , 对农村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学

科交叉的研究较少, 对于自然与人文的综合研究相对薄弱。

而关于不同区域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在宏观自然、社会经济背

景与农户经营的微观机制之间的联系的探索及综合对比研

究更不多见。

2  研究意义

2 .1  现实意义 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护耕地的土地管理制度

一直得不到落实[ 8] , 甚至土地违法大多涉及地方政府, 且出

现了“梯度西进”的态势。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未见成

效。由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居各

类“群体性事件”之首。“十五”期间 ,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 加之农业结构调整频繁, 全国耕

地面积净减少616 .00 万hm2 , 由2000 年10 月底的1 .28 亿hm2

减至2005 年10 月底的1 .22 亿hm2 , 年均净减少耕地123 .20

万hm2 。我国人均耕地数已到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之下。

2007 年3 月5 日,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 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

的历史性错误, 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

18 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这意

味着“十一五”期间我国年均净减少耕地面积绝不能超过

43 .30 万hm2 。

社会学界提出了我国特有的“三农”理论分析框架 , 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和宣传, 现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党

和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 ,1982 ～1986 年连续下发了5 个

一号文件。18 年之后, 从2004～2007 年又连续4 年下发了有

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这9 个一号文件从农业政策、土

地政策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再到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 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发展现代农

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

对解决“三农”问题越来越强调综合改革, 多部门配合, 全社

会参与。而且针对国家经济运行的现状, 国务院把国土资源

部定位为宏观管理部门, 赋予国土资源部参与宏观调控的重

要职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06 年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终结了2 600

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要靠“政策、投入、科技、改革”发

展现代农业, 推进新农村建设。因此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

国农业土地利用必将面临深刻的变化。

2 .2 理论意义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贯彻地理

学的各个阶段。地理学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文化

景观学以及人类生态学等都是聚焦于人地关系研究的不同

学派[ 9] 。人地关系研究从最初对土地景观退化的关心到现

在对全球环境及生态系统变化的研究, 研究范围不断拓宽 ,

涉及学科领域愈来愈多。针对人地系统所具有的脆弱性、风

险性、恢复性与适应性特性 , 当代地理学必须通过知识结构

的完善与调整、实验方法的改进与建立, 实现战略转型[ 10] 。

全球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LUCC) 不仅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 ,

而且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已达到了与自然要素对全球变化影

响的同一量级, 在一些区域成为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

LUCC 是自然与人文过程交叉和相互影响最密切的过程 , 需

要自然与社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但这方面的成功实例

很少。而且短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由人类社会驱动

所决定的, 所以各研究项目把研究重点由原来生态系统本身

的变化拓展到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互动上来[ 10] 。纵观

这些研究计划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发现, 地理过程从任何

角度看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 , 生态过程的研究也不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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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局限于生态系统内的动态与发展, 注重人类活动影响、注

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正成为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

要特点。地理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从自然向自然与人文结

合方向发展, 从无机向无机与有机结合方向发展, 从单要素、

单过程的研究向多要素、多过程耦合与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

从宏观到宏观与微观结合方向发展[ 11] 。

结合欧美和东亚各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成果可以发

现, 国外与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有许多共同之处[ 12] 。

但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

革道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有两个特有的矛盾: 人地关

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

盾。我国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由于

是“半截子”产权改革, 后续引发出来的问题显得远要比它所

已经直接解决了的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刻。由于问题的复杂

性, 土地制度到土地利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中

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

不同, 促使了土地制度的多种创新形态的产生。“土地政策

参与宏观调控”又是我国特殊国情、特定发展阶段下的一个

特殊选择, 其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就决定了我国的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 又要独自

探索我国人地关系的特有规律。因此, 对我国土地利用变化

规律的研究不仅是地理学发展的需要, 国际学术研究的前

沿, 而且还可做出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3  结语

在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中,LUCC 是自然与人文过程交叉

最为密切的问题, 而且LUCC 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

素的综合影响, 变化机制非常复杂。加强自然和社会科学的

综合研究 , 强调跨学科和综合性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但

在综合研究中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以及由于驱动因子的非线性、动态性和尺度性给建立综合模

型带来诸多困难, 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对人类 - 环境耦合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研究方法越来越注重多学科、多尺度

的综合研究, 力求在统一的理论体系指导下, 建立多尺度、动

态的、空间明确的综合模型。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 土

地利用/ 覆盖变化研究在我国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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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多样性指数由0 .65 上升到0 .69 , 说明人类活动对自然景

观的影响逐渐增大, 土地利用多样性程度提高 ; 优势度指数

由0 .19 下降到0 .15 , 说明由耕地支配的土地利用类型程度

呈下降趋势 , 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向多样化发展;8 年间, 沙坪

坝区耕地面积大量减少 , 转变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园地和

林地, 均匀度指数由0 .77 增至0 .82 , 说明各种土地利用类型

所占比重逐渐均匀。此外, 该区2001 ～2005 年土地利用空间

格局指标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1997～2001 年, 说明后一时段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强度大于前一时段。以上各指数的变化

表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 土地利用/ 覆

盖的破碎度加强, 该区土地利用朝有利方向发展。

4  结论

沙坪坝区是重庆市的重要工业基地 , 由于人口增长、经

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及退耕还

林政策的实施, 该区土地利用变化明显。

( 1) 1997 ～2005 年间, 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表

现为耕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林地、园

地和交通用地面积增大。

( 2) 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快。8 年间交通用地的变化速

度最快, 水域变化速度最小; 比较表 明, 后一时期各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均高于前一时期。

( 3) 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呈逐渐增

高的趋势, 土地利用强度明显增加。

(4) 通过空间格局变化分析,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呈上升趋势, 而优势度指数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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