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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偏离度评价

刘 欣, 黄贤金, 张兴榆, 王倩倩, 谭 丹
(南京大学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 要: 结合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控要求,对江苏省通州市 1997 � 2005 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进行了定量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结果表明 ,在研究时段内通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点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大量减少, 建设用地急剧

增加, 未利用地变化不大; 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差异明显,以 2001 年为分界点前后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

土地利用系统有序度较高且相对稳定,后一阶段土地利用变动相对剧烈,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得复杂。通

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类用地控制目标偏离程度差异很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

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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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Landuse Planning in

Tong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LIU Xin, H UANG Xian- jin, ZH ANG Xing-yu, WANG Qian-qian, TAN Dan

( Depar tment of L and Resour ces and Tour ism Science , N anj ing Univer sity , N anj ing, J iang 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By considering the r egulat ion r equirements o f previous general landuse planning and revealing the

dynamic change o f landuse in Tong zhou from 1997 to 2005,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 f

general landuse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acto rs o f landuse changes. The evaluat ion ind-i

cates that the to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nduse shif t is that farmlands ( especially arable land) decrease and

const ruction land incr eases abrupt ly, w hile non-use land has a lit t le change. T he differ ence of landuse shift is

obviou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 o phases by taking year o f 2001 as a cutt ing point : in the former phase, the

landuse sy stem is ordered and fairly steady and in the lat ter phase, how ever, there is an intense f luctuat ion

and the landuse space st ructure becomes complicated. T her e is a vast dif ference betw een landuse shif t and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the contro l target o f all kinds of landuses. T he gener al landuse planning in T ongzhou is

no t implemented very w ell.

Keywords: landuse; information entropy; deviation degree; general landuse planning

� � 自1995年�国际地圈 � 生物圈计划�( IGBP)和�全
球环境变化的人文计划�( IHDP)两大组织联合提出

LUCC研究计划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

成了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 1-3]。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包括空间上

的交替和时间上的演变两个方面, 在空间变化上多呈

现出不同土地类型间的变化,在时间变化上服从于人

类利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速度, 两者都涉及到变化

的内容与幅度问题[ 4]。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我国土地管

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未来一定时期的土地

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在数量、质量和空间上做出科

学的安排
[ 5]
, 以实现更为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和更为

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

划提供用地保障 [ 6]。目前,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修编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如何客观评

价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期为 1997 � 2010
年)的实施效果, 成为科学合理编制新一轮规划的关

键环节 [ 7]。规划的执行评价思路为:将规划方案中的

土地利用控制指标和现实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进行

对比, 定量分析规划实施的进度与差异[ 8]。

本研究对江苏省通州市 1997 � 2005年土地利用
变化的幅度、速度、转变等情况进行了分析, 借助于土



地利用状态偏离度模型在数量上衡量通州市土地利用

变化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控制目标之间的差距,

通过规划执行的效果评价促进规划的进一步实施,明

确规划修编的意义和改进的方向, 为今后该区域制定

土地利用计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供战略上的指导,

以达到土地资源更加合理与高效利用的目的。

1 � 研究区概况

通州市( 2009 年 4 月撤市建区, 这里仍称通州

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通地区的南部, 位于长江下游

北岸,西临如皋,北接如东,南靠长江,东濒黄海,东南

与海门接壤,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全境位于北纬

31�48�35� � 32�15�25�, 东经 120�37�50� � 121�25�35�
之间, 横宽纵窄, 中间阔两翼狭, 城区南距长江 24

km ,东距黄海 35 km;距离上海 120 km,距离区域中心

城市南通市 27 km。市域拥有海岸线 14. 7 km,总面积

1 640. 03 km2。2005年全市土地总面积1 346. 00 km2 ,

耕地面积 77 035. 76 hm2 ,人均耕地面积 0. 061 0 hm2。

改革开放以来, 通州经济发展迅猛。从 1978 � 2005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 4. 84亿元递增到 222. 08亿

元。2005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22. 08亿

元,其中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0. 39%, 59. 61% 和

30. 01%,人均 GDP 达 17 591元。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通州市 1997 � 2005年的土地
利用调查数据、通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文本

( 1997 � 2010年)、南通市国土资源统计报表。由于

研究期间国土资源部颁布了新的土地分类标准,导致

部分年度的土地利用数据无法衔接,为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而进行了调整,将土地划为 3大类(农用地、建设

用地、未利用土地) , 8小类(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

用地、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

以及未利用土地)进行研究与分析。

表 1 � 通州市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分布 hm2

年份

农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它

农用地
小计

建设用地

居民点

工矿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利设施

用地

未利

用地

1997 99 322 82 241 1 522 285 15 274 22 361 21 196 1 030 135 12 917

2001 98 494 81 168 1 504 254 15 568 23 240 21 593 1 491 156 12 866

2005 95 956 77 036 1 839 267 16 814 26 003 23 218 2 576 209 12 641

� � 注:数据来源于通州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

2 � 研究方法与模型的建立
2. 1 �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

为了更加准确的反映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

度和幅度,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类型

动态度模型来进行度量[ 9] ,采用土地利用单一动态度和

综合动态度表示通州市土地资源数量变化状况
[ 3-4,10]

。

K Si=
L ih- L ia

L ia
� 1
T
� 100% ( 1)

K C=
�
n

i = 1
( L ih - L ia)

2 � �
n

i= 1
L ia

� 1
T
� 100% ( 2)

式中: K Si � � � 第 i 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动态度;

K C � � � 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综合动态度; L ia ,

L ib � � � 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与研究末期

的面积; T � � � 研究时段长度。
2. 2 �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模型

土地本身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自然历史综合

体,具有结构和功能的有序性特征
[ 11]
。土地利用结

构特征可以用信息熵来表示, 信息熵的高低可以反映

城市土地利用的均衡程度, 熵值越高, 表明土地利用

的职能类越多, 各职能的面积相差越小
[ 12]
。

L E= - �
n

i= 1
P i lnP i (3)

式中: L E � � �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 P i � � � 第 i种土

地利用类型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2. 3 � 土地利用状态偏离度模型
土地利用状态偏离度是指土地利用现状规模与

规划预计规模的偏离程度
[ 7]

,可以反映土地利用规划

实施的效果,偏离度的正负对于不同的土地类型有着

不同的含义。

L Di= (
L ib

L ia+ ( L ip - L ia) � T
14

- 1) � 100% ( 4)

式中: L Di � � � 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用地状态偏离度;

L ip � � � 规划目标年第 i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规划控制

面积; 其它同上。

3 � 实证分析
3. 1 �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变化模型计算公式( 1 � 3) , 对通州
市 1997 � 2005年的土地利用单一动态度、综合动态
度与信息熵进行了计算。

在 1997 � 2005年间通州市土地利用变化非常显
著,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农用地面积大量减少, 但基数

较大导致其单一动态度仅为- 3. 39%;建设用地面积

急剧增加, 单一动态度达 16. 29%; 未利用地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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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且开发量不足, 单一动态度仅为- 2. 14%。

从8小类土地利用类型看,研究时段内通州市耕

地面积减少量累计 6 161. 68 hm2 ,其中退耕灾毁占用

125. 48 hm2 ,建设占用4 598. 65 hm2 ,居民点工矿用地

的总体规模增加较快, 占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

55. 52% ,交通用地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加量达1 545. 74

hm
2
。但通过土地开发和居民点整理复垦增加耕地

956. 65 hm
2
,农业结构调整 1 437. 55 hm

2
,增减相抵净

减耕地 5 205. 03 hm
2
。由于各类土地面积基数差异较

大,各类土地单一动态度与变化量的大小出现不匹配

的现象,如变化量最大的耕地、居民点工矿用地单一动

态度分别为- 6. 33%和 9. 54%, 而变化量较小的水利

设施用地单一动态度则为 54. 81%。

图 1描述的是通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与综

合动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 通州市

1997 � 2001年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变化曲线比较
平滑, 5 a的综合动态度均不超过 0. 1%, 表明土地利

用状态相对稳定; 而 2001 � 2005年间综合动态度变
动相对剧烈, 由 2001 年的 0. 06%变化到 2005 年的

1. 04%,说明土地利用状态变化强度较 1997 � 2001
年大。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起

初熵值较小, 由 1997 年的 1. 30缓慢的变化为 2001

年的 1. 29, 而后逐步升高到 2005年的 1. 39,并仍有

升高的趋势,且变化幅度较大, 表明通州市土地利用

系统经过一个有序度较高且相对稳定的过程后,无序

度逐渐上升,有序度逐渐降低, 并有向无序方向继续

发展的态势,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通

过分析可以看出,通州市研究时段内的土地利用综合

动态度与信息熵的变化趋势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两者均以 2001年为分界点前后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

阶段变化较为平缓, 后一阶段变动剧烈,说明 2001年

前通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较小, 2001 年后土地利

用变化相对活跃。

图 1 � 通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与综合动态度变化

3. 2 � 基于偏离度模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效果
分析

� � 结合上述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 选择 2001 与

2005年两个时段截面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效

果分析,根据公式( 4)计算得出这两年的各类土地利

用状态偏离度如表 2所示。

就农用地而言, 2001年耕地、园地、林地、水利设

施用地偏离度为负,表明这 4类土地面积低于规划目

标值,规划落实情况不够理想,其中耕地与规划偏移距

离最大,且 2005年较 2001年与规划目标的偏离程度

更大,但园地的偏离度由 2001年的- 1. 18%变化为

2005年的 20. 83%,其它农用地偏离度为正, 偏离程度

较大,表明在农用地结构调整中其他农用地向耕地、园

地、林地的转变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各类建设用地偏

离度都为正,表明建设用地的增长已经突破了规划目

标,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占地基数大,且偏离程度越

来越大,规划实施效果不好。未利用地偏离度为正,表

明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没有达到规划目标, 通过未利

用地开发整理来缓解耕地减少仍有潜力。

表 2� 通州市土地利用状态偏离度

地 类 � � �
基期年面

积/ hm2

目标年面

积/ hm2

2001 年偏

离度/ %

2005年偏

离度/ %

耕 地 � � � � � � 82 241 83 340 - 1. 77 - 7. 13

园 地 � � � � � � 1 522 1 522 - 1. 18 20. 83

林 地 � � � � � � 285 285 - 10. 88 - 6. 32

其它农用地 � � � 15 274 13 677 5. 88 18. 01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21 196 21 933 0. 62 7. 14

交通用地 � � � � 1 030 1 578 21. 64 86. 36

水利设施用地 � � 135 250 - 11. 40 0. 03

未利用地 � � � � 12 917 11 869 2. 58 3. 25

� � 注:数据来源于通州市土地总体规划( 1997 � 2010)及土地利用调

查数据。

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总体实施情况来看, 林地、

水利设施用地的规划实施结果与规划预期偏离程度

逐渐缩小, 比重偏离程度分别由 2001年的- 10. 88%

和- 11. 40%发展到 2005年的为- 6. 32%和0. 03% ;

而其它用地类型偏离程度仍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虽

然耕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偏离程度

不大, 但要看到其大基数的原因掩饰大偏离距离的本

质。园地、其它农用地、交通用地规划实施结果与规

划预期相比偏离程度较大,尤其是交通用地偏离程度

高达 86. 36%。

3. 3 � 原因分析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效果通过土地利用变

化与规划目标的差距来判断,而土地利用变化反映了

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关系[ 4, 13] ,是有诸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技术、社会以

及政治的变化[ 14]。从通州市来看, 具体因素有: ( 1)

研究时段内通州市的经济发展迅速, 人均 GDP 由

6 654元/人增长到 17 529元/人, 前 5 a 围绕 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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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 自 2001 年后增长率不断提高, 2005 年到

达23. 91% ;三大产业产值逐年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由 39. 56%

增加到 49. 74%, 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土地作为经

济发展的投入资本之一, 必然会发生数量上和结构上

的转变。( 2) 人口城市化水平由 1997 年的 25. 03%

提高到 2005的 32. 52%,其中 2001后城市化水平提

高迅速,到达诺瑟姆认为的城市化初级阶段和中期阶

段的转折区间( 30%左右) [ 15] ,进入城市化的中期加

速发展阶段,这是通州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呈现两个

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定会带

来土地的加速城市化, 表现为非农建设用地扩张, 占

用农地现象严重,大量耕地转变为居民点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在 1997 � 2005这 9 a间, 通州市新增建

设用地中有 79. 26%用地靠占用农用地来实现,其中

占用耕地比重高达 91. 96% ,造成了耕地与规划目标

偏离程度越来越大。( 3) 研究期间通州市的农业发

展战略发生转变,调整农业用地结构, 相当数量的灌

溉水田和水浇地等耕地转变为园地和其它农用地,造

成园地与其它农用地的动态度变化明显。( 4) 通州

市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 土地资源仍存在粗

放利用现象。比如农村居民点用地大部分超出国家

规定标准,而且有一些数量的乡镇超出了近 70%, 农

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情况不太理想, 农村人均用地

数量不减反增, 2005年全市农村人均用地比 1997年

增加 45. 27 m
2
/人。

4 � 结论与建议

( 1) 在经济、社会、政治等众多方面共同作用影

响下,研究时段内通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总体上可以

概括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大量减少, 建设用地急剧

增加,未利用地变化不大。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差异明

显,以 2001年为分界点前后分为两个阶段。1997 �
2001年土地利用系统的有序度较高, 且相对稳定;

2001 � 2005年变动相对剧烈, 土地利用系统的无序

度逐渐上升,有序度逐渐降低, 并有向无序方向继续

发展的态势,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

( 2) 通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

类用地控制目标偏离程度差异很大,除水利设施用地

的规划实施结果与规划预期差距相对较小外, 其余地

类偏离程度较大,规划实施效果欠佳。首先,就农用地

而言,耕地面积明显低于规划目标值,农用地结构调整

带来的园地面积增加致使园地面积远远高于规划目标

值,林地面积偏离程度有所缓解;各类建设用地的增长

已经突破了规划目标, 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偏离程

度不断加剧,交通用地偏离程度高达 86. 36%;未利用

地的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没有达到规划目标。

通过分析得出今后通州市应加强耕地保护力度,

在农业用地结构调整中应重视其它农用地向耕地、林

地的转变, 同时应该加大对未利用地开发力度, 缓解

因城市化而带来的人口增加和用地范围扩大对耕地

的压力 [ 16]。在城市化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的前提下,

适当控制建设用地, 鼓励未利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

变。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通州市还是有

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的,要在坚持集约利用土地的原

则基础上, 盘活土地存量, 保证土地资源的潜力,实现

土地的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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