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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强度与稳定性
———以长江经济带的典型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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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的特征,旨在为实现城市集中扩张区域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依据。[方法]以分别位于长江经济带上的上、中、下游的三个典型大城

市—成都、武汉、上海为例,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框架,深入阐述了长时间序列

下三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强度及稳定性特征,进而探索城市扩张与优质耕地保护的协同机制。[结果]

①1990—2020年,三大城市周边耕地总面积持续降低,优质耕地不断流失、补充耕地压力大,中期耕地流失

情况最为严重。武汉市在后期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②1990—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整体表现为

土地利用的快速变化,仅成都市在前期表现为慢速变化。③1990—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耕地的

转出和建设用地的转入一直呈现活跃状态,耕地转入则保持稳定状态。2010年后成都和武汉的建设用地

转出开始活跃。④1990—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过程呈现出稳定的倾向

性系统转换模式,建设用地转入主要来源于耕地。[结论]未来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需要科学制定刚弹

结合的耕地管控策略,并从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实现对耕地的多功能保护,建立多元化耕地保护激励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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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ofChangeandStabilityofCultivatedLandAroundLarge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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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cultivatedlandchangesaroundlargecitieswerestudiedto
provideakeybasisforrealizing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cultivatedlandresourcesand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nationalspaceintheconcentratedexpansionareasofcities.[Methods]Threetypicallarge
citiesintheupper,middle,andlowersections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Chengdu,Wuhanand
ShanghaiCity)wereselectedasexamples.Basedonaland-usetransfermatrixandaframeworkforanalyzing
theintensityofland-usechange,itelaboratedontheintensityandstabilitycharacteristicsofcultivatedland
changearoundthethreebigcitiesoveralongperiodandexploredthesynergisticmechanismbetweenurban
sprawlandtheprotectionofhigh-qualitycultivatedland.[Results]① Thetotalareaofcultivatedland
aroundthethreemajorcitiesdecreasedcontinuouslybetween1990and2020,withthelossofhigh-quality
cultivatedlandandthepressuretoreplenishcultivatedland,andthelossofcultivatedlandinthemiddleof



theperiodwasthemostserious.WuhanCityachievedabalancebetweenoccupationandcompensationfor
cultivatedlandduringthelatestage.②Thebigcities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showedrapidland-
usechangesbetween1990and2020,andonlyChengduCityshowedslowchangesintheearlyperiod.③The
transferoutofcultivatedlandandthetransferinofconstructionlandaroundthebigcitiesintheYangtze
Rivereconomicbelthadbeenactivebetween1990and2020,whereasthetransferinofcultivatedlandhad
remainedstable;thetransferoutofconstructionlandinChengduandWuhanCitybegantobeactiveafter
2010.④ TheconversionprocessofcultivatedlandtoconstructionlandaroundthebigcitiesintheYangtze
Rivereconomicbeltbetween1990and2020showedastabletendencysystematicconversionpattern,andthe
transferinofconstructionlandmainlyoriginatedfromcultivatedland.[Conclusion]Inthefuture,itwillbe
necessarytoscientificallyformulatearigidandelasticcombinationofcultivatedlandcontrolstrategies,

realizethemultifunctionalprotectionofcultivatedlandfromtheperspectiveofregionalecologicalsecurity,

andestablishadiversifiedcultivatedlandprotectionincentivesystemaroundthelargecitiesoftheYangtze
Rivereconomicbelt.
Keywords:landuse;intensityanalysis;cultivatedlandchange;stability;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变

化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1]。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服务功能,还对全球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以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2-5]。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

城市扩张过快、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剧烈变化已成为显

著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土地利用变化尤为突

出[6-7]。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生态

系统结构,还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产生了

深远影响。因此,研究大城市周边土地利用变化,特
别是耕地变化,遏制城市扩张侵占耕地、维持区域耕

地总量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8-9]。此外,虽然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作为一种标准

方法被广泛用于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数量结构特征,
但其在揭示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转化信息方面仍存

在局限性[10-12]。因此,AldwaikS.Z.等[13]在2012年

设计了一套以转移矩阵为基础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强

度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从系统论的角度描述了土地利

用的变化过程[14],自上而下地从三个维度全面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大小和强度:间隔层次、地类层次和

转化层次[15],为深入理解土地利用变化过程提供了

有力支持。
目前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

整体的相关研究[8-9],缺乏城市集中扩张区域(如大城

市周边)的研究。本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

三个典型大城市(成都、武汉和上海)的长时间序列遥

感监测数据,运用强度分析框架对大城市周边的耕地

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将强度分

析框架应用于多个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的研究,丰富

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不

同城市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城

市扩张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制定更科学的土地

利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本
研究的结果对于长江经济带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战略区域[16],其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区

域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揭示大城

市周边耕地变化的稳定性特征,可以为长江经济带大

城市的农业空间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为土地政策

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这也有助于推动长江经

济带的国土空间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综上所述,本研究

通过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个典型大城

市周边的耕地变化强度,不仅有助于丰富土地利用变

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还将为长江经济带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是与国家发展全局紧密相关的关键

战略发 展 区,横 跨 中 国 东、中、西 三 大 区 域,地 处

97°21'8″—122°57'7″E,21°9'41″—35°7'24″N,覆盖

9个省和2个直辖市,总面积约2.05×106km2,地形

气候适宜、交通发达,区域 GDP贡献超过全国的

40%,是目前中国经济产业密度最高,人口最密集地

区之一。因此,长江经济带在支撑国家战略,促进国

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经济社会迅猛

发展之下,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步伐显著加快,土地

利用时空格局剧烈变化。本文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

上、中、下游的三大典型城市(成都、武汉和上海)辖区

为研究区,旨在通过具体案例反映长江经济带大城市

周边土地利用状况。成都、武汉和上海等大城市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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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成都作为长

江经济带上游的璀璨明珠,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

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武汉地处长

江中游,被誉为“九省通衢”,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

重要交通枢纽;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和国

际化大都市,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均位居全国前列。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包括

成都市、武汉市和上海市1990,2000,2010和2020年

4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辨率为30m),以及

根据1∶1000000土壤类型图和第二次土壤普查获

取到的土壤剖面数据编制而成的中国土壤质地空间

分布数据。依据长江经济带的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和

研究目标,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2017),将数据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

和未利用土地6类。根据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构建

评价体系计算得到耕地质量数据。

2.2 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

强度分析是一种以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为基础、自
上而下的解释性框架[13],从间隔、地类和转化3个层

次层层递进对土地利用变化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

间的转化机制进行了深入解释,后一层次是对前一层

次更详细地分析。

2.2.1 间隔层次 间隔层次主要反映整个时间间隔

内的土地利用面积(S)、观察变化强度〔S(t)〕和平均

变化强度(U)之间的关系。通过计算不同时间阶段

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并将其与平均变化强度进行对

比分析。以U 为基准,如果S(t)>U,则这一时间阶

段内的土地利用经历了快速变化,反之则变化缓慢。
若每个时间间隔的S(t)都相等,则S(t)=U,说明在

整个研究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始终保持稳定,不同时间

间隔内土地利用变化均匀[15-17]。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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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j)-C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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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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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 为地类总数;Ctij为i类土地在时间间隔t内

转为j类土地的数量;Yt 为时间间隔t的期初时间

节点,Yt+1为时间间隔t的期末时间节点;YT-Y1 代

表整个研究期。

2.2.2 地类层次 基于间隔层次,地类层次主要揭

示了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增减

模式,探讨面积增减的强度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强度

分为活跃和稳定两类。采用年平均增加强度(Gtj)和
年平均减少强度(Lti)作为解释特定类型土地利用变

化的指标[18]。由S(t)可知各时间间隔内的观察变

化强度,若Gtj或Lti>S(t),则表示该地类的增加或

减少处于活跃状态;否则,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则

处于稳定状态。年平均增加强度(Gtj)和年平均减少

强度(Lti)公式分别为:

 Gtj=
〔(∑

J

i=1
Ctij)-Ctjj〕/(Yt+1-Yt)

∑
J

i=1
Ctij

×100% (3)

 L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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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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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4)

式中:Gtj为j 类土地在时间间隔t内的增加变化强

度;Lti为i类土地在时间间隔t内的减少变化强度。

2.2.3 转化层次 转化层次揭示了土地利用类型间

的转换与占用是处于活跃状态还是保持稳定,从而对

转移矩阵转换信息提供更为系统、详细的挖掘。在考

虑到地类n 的增长方式时,式(5)和(6)明确定义了

某一地类n 的增长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内是来源

于还是被转化为非n 地类。式(5)给出了当i≠n,每
种地类i转化为地类n 时,其变化强度Rtin的变化情

况。对于不同时间间隔,式(6)定义了当地类n 增长

时,它的年平均转变变化强度Wtn
[15]。

 Rtin=
Ctin/(Yt+1-Yt)

∑
J

j=1
Ctij

(5)

 Wtn=
∑
J

i=1
Ctin( )-Ctnn /(Yt+1-Yt)

∑
J

j=1
〔(∑

J

i=1
Ctij)-Ctnj〕

(6)

若Rtin=Wtn,则地类n 从不同地类i中同比例

获取相同转入面积,地类n 从不同地类i获取转入的

过程是均匀的;当Rtin>Wtn时,表明地类n 的增长倾

向于占据i类土地;当Rtin<Wtn时,表明地类n 的增

长避免于对i类土地的占用。如果在整个研究期内,
地类n 均倾向于或避免于占据i类土地,表明地类n
对i类土地的占用过程具有稳定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特征分析

通过对成都、武汉和上海市辖区1990,2000,

2010年和2020年4期土地利用栅格数据进行统计,
得到成都市、武汉市和上海市1990—2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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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20年耕地变化统计表(表1)。由表1
可知,199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典型城市耕地

总面积整体上经历了持续降低的变化过程,其中:

2000—2010年间耕地减少 情 况 最 为 突 出,2010—

2020年耕地面积的变化整体表现出缩小趋势。三大

城市中,武汉市的补充耕地面积远多于成都市和上海

市,且只有武汉市在2010—2020年间耕地面积出现

了小幅 增 加(24km2),基 本 达 到 耕 地 占 补 平 衡。

1990—2020年间成都市、上海市补充耕地和占用耕

地的面积都有所上升,且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在2010
年均开始下降,由此可见这两个城市的耕地资源在研

究期内逐步走向动态平衡,但占用的耕地面积始终超

过了补充的耕地面积,反映了成都市和上海市的补充

耕地压力均比较大。

表1 1990—2020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耕地变化

Table1 Cultivatedlandchangeintypcialcitiesof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1990to2020

年 份 城市
耕地总

面积/km2
占用耕地/
km2

补充耕地/
km2

耕地变化
面积/km2

耕地面积
年变化率/%

成都 3668.54 -196.64 4.48 -192.16 -4.98
1990—2000 武汉 5242.43 -175.33 30.30 -145.03 -2.69

上海 4554.50 -196.64 4.48 -192.16 -4.98

成都 3203.66 -495.26 30.48 -464.88 -12.67
2000—2010 武汉 4761.07 -586.25 104.95 -481.36 -9.18

上海 3775.68 -495.29 30.48 -464.88 -12.67

成都 2904.22 -510.35 210.91 -299.44 -9.35
2010—2020 武汉 4785.06 -414.43 438.12 23.99 0.50

上海 3332.47 510.35 210.91 -299.44 -9.35

3.2 三大城市周边耕地转化特征分析

叠加分析1990年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得
到1990—2020年成都市、武汉市和上海市辖区耕地

转化类型表(表2)。由表2可知,三大城市优质耕地

流失问题始终较为突出,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用地不断

占用周边优质耕地,导致高肥力耕地的流失;另一方

面,新增耕地质量和数量均不达标,间接导致耕地的

流失。1990—2020年间转为草地、建设用地、林地和

水域的耕地绝大部分为优质耕地,部分为较差耕地,
耕地转入面积远低于转出面积,其中除对建设用地的

把控之外,其他地类补充耕地多为质量较差的耕地。
其中上海市耕地减少量最多,为1638.93km2,与

1990年相比减少了32.97%,且均为优质耕地。上海

市在补充耕地质量方面对建设用地把控比较严格,但
补充耕地面积远远低于其对耕地的占用面积,此外,
补充的耕地质量差,无法直接投入使用,间接造成耕

地数量与质量的减少,因此上海市耕地占补平衡和进

出平衡需要在区域层面进行协调。

3.3 三大城市辖区耕地变化强度特征分析

3.3.1 间隔层次变化分析 计算并对比成都、武汉和

上海 1990—2020 年 3 个 时 间 间 隔 (1990—2000,

2000—2010和2010—202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面积

及变化强度(图1)。由图1可知,三大城市在1990—

2020年期间整体表现为土地利用的快速变化,其中

只有成都市在1990—2000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表现

为慢速变化,说明在此期间成都市的城市化进程较为

缓慢,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都市的

城市化步伐加快引起了土地利用格局快速变化。在

整个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强度都呈现

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上海市的土地利用年平均变化强

度最 大(U上海 =0.47%),其 次 是 武 汉 市(U武汉 =

0.28%),成都 市 的 年 平 均 变 化 强 度 最 小(U成都 =
0.23%)。此外,在3个时间阶段内上海市的土地利用

变化强度均高于武汉市和成都市。从图左侧的面积

变化可以看出,1990—2020年间三大城市的土地利

用变化面积呈稳定态势。

3.3.2 地类层次变化分析 图2为成都市(图2a)、
武汉市(图2b)和上海市(图2c)市辖区1990—2000,

2000—2010与2010—2020年土地利用强度的地类

层次变化。整体来看,三大城市的耕地减少变化强度

在不同时间间隔内都大于平均变化强度,表明在

1990—2020年间耕地的转出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局
部来看,只有武汉市的耕地减少变化强度在2010—

2020年期间小于平均变化强度,耕地的转出保持稳

定状态。与此相反,三大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变化强

度在1990—2000,2000—2010与2010—2020年间均

大于平均变化强度,表明三大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入在

1990—2020年间一直保持活跃状态。此外,除了成

302第6期       刘慧等:大城市周边耕地变化强度与稳定性



都市的耕地增加变化强度在2000—2010年间大于平

均变化 强 度,三 大 城 市 的 耕 地 增 加 变 化 强 度 在

1990—2020年间均小于平均变化强度,反映出三大

城市耕地的转入在1990—2020年间整体上保持稳

定;成都市和武汉市的建设用地减少变化强度在

2010—2020年间大于平均变化强度,表明成都市和

武汉市在2010年后建设用地的转出开始活跃,两个

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方向开始转变。

表2 1990—2020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耕地转化类型

Table2 CultivatedlandconversiontypesintypcialcitiesofYangtzeRiveeconomicbeltfrom1990to2020

城市

耕地转化为其他地类

转化地类  
面积/
km2

比例/%
耕地质量

等级

其他类型转化为耕地

转化地类  
面积/
km2

比例/%
耕地质量

等级

成

都

耕地→草地 5.31 0.47 1 草地→耕地 1.24 0.69 4
耕地→建设用地 1024.54 90.18 1 建设用地→耕地 97.26 54.10 1
耕地→林地 84.17 7.41 4 林地→耕地 67.47 37.53 4
耕地→水域 21.99 1.94 1 水域→耕地 13.77 7.66 4
耕地→未利用地 0.13 0.01 — 未利用地→耕地 0.03 0.01 —
合计 1136.15 100.00 — 合计 179.77 100.00 —

武

汉

耕地→草地 3.00 0.42 2 草地→耕地 1.81 1.66 2
耕地→建设用地 511.01 71.84 2 建设用地→耕地 23.70 21.75 2
耕地→林地 28.81 4.05 2 林地→耕地 22.09 20.27 2
耕地→水域 165.32 23.24 2 水域→耕地 58.52 53.71 2
耕地→未利用地 3.16 0.44 — 未利用地→耕地 2.84 2.61 —
合计 711.30 100.00 — 合计 108.96 100.00 —

上

海

耕地→草地 24.27 1.30 2 草地→耕地 12.04 6.07 5
耕地→建设用地 1689.44 90.47 2 建设用地→耕地 35.78 18.03 2
耕地→林地 30.50 1.63 2 林地→耕地 14.69 7.40 3
耕地→水域 122.91 6.58 2 水域→耕地 135.97 68.51 5
耕地→未利用地 0.31 0.02 — 未利用地→耕地 0.00 0.00 —
合计 1867.44 100.00 — 合计 198.47 100.00 —

图1 不同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典型城市土地利用面积和强度的间隔层次变化

Fig.1 Intervallevelchangesoftypicalurbanlanduseareaanditsintensityindifferentperiodsof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三大城市在3个时间阶段内其他生态用地的强

度变化趋势各异。通过分析图2a可知,成都市其他

生态用地的变化强度在1990—2000年间均小于平均

变化强度,呈稳定状态;成都市其他生态用地的增加

变化强度在2000—2010年间均大于平均变化强度,
其转入呈活跃变化趋势;成都市林地、草地的变化强

度在2010—2020年间均低于平均水平,表现为稳定

状态,水域的增加变化强度高于平均水平,表现为活

跃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图2b可知,在整个研究时段

内,武汉市林地的变化强度均低于平均强度,呈稳定

状态,草地、水域的变化强度均高于平均强度,呈现出

活跃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图2c可知,上海市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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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变化强度在1990—2000年间高于平均变化强

度,说明草地的转出处于活跃状态;上海市草地的增

加变化强度在2000—2010和2010—2020年间明显

上升,且大于平均变化水平,草地的转入呈活跃状态,
说明上海市后期逐渐重视起对于草地的用途管制;上
海市水域的减少变化强度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均大于

平均变化强度,水域的转出表现为活跃变化趋势;林

地在1990—2000和2000—2010年间增加和减少变

化强度均小于平均变化强度,表现为稳定状态,林地

的增加变化强度在2010—2020年间大于平均变化强

度,表明在此阶段林地的转入开始呈活跃变化趋势。
整体来看,三大城市其他生态用地变化较为稳定,相
较于城市扩张对三大城市其他生态用地的影响,其对

耕地的扰动更为持续和剧烈。

图2 不同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典型城市地类层次强度变化

Fig.2 Hierarchicalintensityoftypicalurbanlandclassesindifferentperiodsof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3.3.3 建 设 用 地 转 化 层 次 变 化 分 析 通过分析

1990—2000,2000—2010和2010—2020年这3个时

间阶段内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面积

变化(图3),可以发现三大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

主要依赖于对耕地的占据,并且三大城市由耕地转化

为建设用地的面积均明显超过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此外,三大城市其他地类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或

避免性系统模式,由图3a可知,成都市林地、草地和

未利 用 地 转 变 为 建 设 用 地 的 变 化 强 度 在1990—

2020年间均低于平均强度,表明建设用地的增加避

免于对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占用。由图3b可知,
武汉市草地向建设用地转变的变化强度在1990—

2020年3个时间间隔内均高于平均强度,表明武汉

市在1990—2020年间建设用地的转入除了来源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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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还来源于草地;水域、未利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

变化强度在1990—2020年间均低于平均强度,表明

建设用地的增加避免于对水域、未利用地的占用,并
呈稳定的系统转换模式。由图3c可知,上海市草地

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变化强度在1990—2000年高于平

均强度,且大于其他地类的转变变化强度,表明上海

市在此期间建设用地的最主要转入来源为草地;在整

个研究期内,上海市林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变化强度

均低于平均水平,表明建设用地的增加避免了对林地

的占用,并呈稳定的系统转换模式。

图3 不同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典型城市不同地类转化为建设用地变化面积和变化强度

Fig.3 Changeareaandintensityofdifferentlandtypestransformedintoconstructionlandin
typicalcitiesofYangtzeRivereconomicbeltindifferentperiods

4 讨 论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典型大城市为研究对象,围
绕城市扩张导致的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大量耕地被

侵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是对现有长江经济带

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体系[8-9,19-20]的有力补充,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也能为长江经济带

大城市周边农业空间格局优化及耕地保护政策的制

定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一般而言,建设用地无序扩

张占用大量耕地,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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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土地利用变化强度逐渐加大;耕地转出和

建设用地转入变化活跃,主要表现为耕地向建设用地

的倾向性转换,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主要来源为耕

地[14-15,18]。这些研究都佐证了本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21]。然而,就具体变化而言,本文所呈现出的研究

成果同中有异:在城市化进程中,京津冀地区[22]、青
海省海西州[15]和青藏高原[23]土地利用强度均呈现先

慢速后快速的变化特征,而本研究中发现长江经济带

三大典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均保持快速变化特

征,此差异可能由于不同地区地理、经济、社会以及地

区发展政策等因素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城

市化对其他生态用地的扰动,其对耕地的扰动更为持

续和剧烈;在耕地总面积持续降低的过程中,主要表

现为转出的耕地绝大部分为优质耕地,补充耕地为质

量较差的耕地。其中武汉市在2010—2020年间基本

能够达到占补平衡,在协同城市发展和耕地资源之间

的变化关系、耕地质量保育和提升方面表现较好,说
明武汉市发展开始考虑长远利益,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上海市在对建设用地补充耕地质量方面把

控严格,在1990—2000年间草地向建设用地的倾向

性转换最为突出。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大城市周边

需科学制定刚弹结合的耕地管控策略。通过借鉴国

外经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编制区域耕地保护相关

的专项规划,对于一切违规占地行为予以严厉惩罚;
同时,对于建设用地进行严格审批,对不顾公共利益

损毁、滥用、私自占用耕地者予以重税重罚[24]。在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时将城市发展考虑在内,提前预留出

相应的发展空间,并在保证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足够的

条件下,划定具有弹性的城市增长边界,允许在城市

周边的部分优质耕地中进行建设用地的扩张;在耕地

保护与城市扩张严重冲突区,同时也设立耕地保护弹

性区,在该区域内对耕地保护和城市扩张进行权

衡[25]。二是大城市周边需实现耕地多功能保护。长

江经济带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不宜过分

强调耕地占补平衡,而要从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强调

对耕地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的保护,科学评估其生态

效益,并给予农民相应的耕地多功能利用津贴及发展

权补偿,建立多元化耕地保护激励体系[24]。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研究主要基于土

地利用数据和强度分析方法,碍于篇幅的限制,主要

对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未来有待进一步

使用空间结构分析以更具体地解释城市扩张导致的

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问题;②成都、武汉和上海市是

长江经济带大城市中的典型,具有经济、地理及发展

政策等方面的独特性,这使得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探索长江经济带其他大城市扩

张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差异,为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为详实的理论支撑。

5 结 论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强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以成都

市、武汉市和上海市为例,对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

耕地变化强度及稳定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城市

扩张侵占耕地提出了针对性的区域耕地保护策略。
(1)在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方面,1990—2020年

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耕地总面积持续降低,整体

来看中期耕地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由于优质耕地不断

流失、新增耕地质量和数量均不达标,导致补充耕地

压力较大。表明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明

显的矛盾,建议设立严格的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城市

化进程中优质耕地不被轻易侵占,同时实施土地复垦

和整理工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对新耕地的需

求。其中位于中游的武汉市表现较好,在2010—

2020年间基本达到耕地占补平衡,下一步关注重点

应放在确保城市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和谐共生。
(2)在土地利用面积变化速率方面,1990—2020

年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整体表现为土地利用的快速

变化,其中只有位于上游的成都市在1990—2000年

间的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慢速变化,自1999年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上游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引起了

土地利用格局快速变化。下一步应继续利用西部大

开发战略带来的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耕

地的直接占用。
(3)在不同地类转化方面,1990—2020年间长江

经济带大城市周边耕地的转出和建设用地的转入一

直保持活跃状态,耕地转入保持稳定状态。2010年

后成都市和武汉市的建设用地发展方向开始转变、建
设用地的转出开始活跃。对于上海市这样的东部沿

海城市,应更加注重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高效化,通
过城市更新和土地再开发等方式,释放更多的发展空

间。在地类之间转化的倾向性方面,1990—2020年

间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边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过

程呈现出稳定的倾向性系统转换模式,建设用地面积

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对耕地的占据,且耕地转化为建设

用地的总面积远超过了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其中武

汉市在1990—2020年间建设用地的转入除了来源于

耕地,还来源于草地;上海市在1990—2000年间建设

用地的最主要转入来源为草地。这表明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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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为了引导地类转

换更加合理和可持续,建议加强规划引导,明确各类

用地的空间布局和用途管制,避免无序开发和随意转

换。推广生态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鼓励将闲置或低

效利用的土地转化为生态用地或绿地,提升城市生态

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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