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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结构效率分析

孙丽娜，宋 戈，薛 睿，袁兆华
（东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３０）

摘　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及 结 构 效 率 分 析 可 以 为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调 整 提 供 决 策 参 考。以 黑 龙 江 省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单项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度分析

了１０ａ间黑龙江省的土地 利 用 动 态 变 化 情 况，并 采 用ＤＥＡ模 型 分 析 了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效 率。结 果 表 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黑龙江省各类用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变 化，其 中，哈 尔 滨 市 和 绥 化 市 变 化 幅 度 较 大。发 生

变化的原因主要与黑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 有 关。黑 龙 江 省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减 少 速 度 较 快，其 他 农 用 地 和 水

利设施用地的增加速度较快，１３个市（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表现不同。研究区可分为ＤＥＡ有效性

城市和无效性城市两种。从土地投入来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冗余量较大是导致ＤＥＡ非有效城市土地利

用产出未能达到最优水平的主要原因。从产出水平来看，ＧＤＰ和第一、二、三 产 业 产 出 不 足 是 土 地 利 用 结

构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ＤＥＡ计算结果提出了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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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全球环境变化和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自然生

态系统的空间已被人类各种土地利用所改变，土地利

用／覆被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

的过程［１］。目前，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研究主 要 有：一

是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李秀彬、



葛全胜、史培军、摆万奇等人［２－５］，分别 对 不 同 区 域 的

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的影响及动态演变模拟进行研

究。土地利用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空变化、空间

结构演变、结构性利用效率及合理利用度的研究等几

个方面［６－１０］，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及其判别性分析的研

究尚属不多。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有陈荣、陈彦光、郑
新奇、张兴榆等人［１１－１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做了相关理论、方法及实证方面的研究，将土

地利用变化与结构效率的合理性进行判别性分析相

结合的研究还未见报道。由于土地利用变化与结构

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本研究以黑龙江省１２个

地级市及１个地区为例，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

据的基础上，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及数据包络

分析（ＤＥＡ）方 法，分 析 黑 龙 江 省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活 跃

度、程度及土地利用结构的效率，并分析反映土地利

用结构效率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各指标对结果的作用，
挖掘影响土地利用结果效率的主要因素，为黑龙江省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提供决策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全国纬度最高的省

份，其北部、东部以乌苏里江为界，与俄罗斯相望；西

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该省下

辖１２个地级市和１个地区。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总人

口３　８２５．００万 人，全 年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ＧＤＰ）

８　３１０．０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１．８０％，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　０８９．１０亿元，增长８．２０％；
第二产业增加值４　３６５．９０亿元，增长１２．１０％；第三

产业增加值２　８５５．００亿元，增长１２．４０％。第一、二、
三产业产值构成为１３．１０∶５２．５０∶３４．４０，人均地区

生产总 值２１　７２７．００元。该 省 辖 区 内 土 地 总 面 积

４．５３×１０７　ｈｍ２，其中，农用地面积３．７９×１０７　ｈｍ２，建
设用地面 积１．４９×１０６　ｈｍ２，未 利 用 地 面 积５．８５×
１０６　ｈｍ２，分 别 占 总 面 积 的 ８０．１９％，３．１５％ 和

１２．３７％。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土地利

用现状年度变更 调 查 数 据，由 于１０ａ间 土 地 分 类 标

准存在差异，将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统 一 为 耕 地、园 地、林

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

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用地共１０种

用地类型。社会经济数据来自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黑龙江

省统计年鉴。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单项土地利用类型

动态变化度对黑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方法

具体计算过程略。
土地 利 用 结 构 效 率 运 用 ＤＥＡ 模 型 进 行 计 算，

ＤＥＡ是以相对效率概念 为 基 础 的，根 据 多 指 标 投 入

和多指标产出，对同类型部门或单位（ＤＭＵ）进 行 相

对有效性或 效 益 评 价 的 一 种 方 法，本 研 究 采 用 的 是

ＤＥＡ的Ｃ２　Ｒ模型［１３，１５］。具体模型为：
假设有ｎ个 评 价 单 元（ＤＭＵ），每 个ＤＭＵ都 有

ｍ项投入和ｓ种 输 出，其 投 入 产 出 用 向 量ｘｊ＝（ｘ１ｊ，

ｘ２ｊ，…，ｘｍｊ）Ｔ＞０，ｙｊ＝（ｙ１ｊ，ｙ２ｊ，…，ｙｍｊ）Ｔ＞０表示。
为方便，记ＤＭＵｊ０ 对应的输入、输出数据分别为ｘ０
＝ｘｊ０，ｙ０＝ｙｊ０，１≤ｊ０≤ｎ。那么评价单元ＤＭＵｊ０ 的

ＤＥＡ模型为：

ｍａｘｕ
Ｔｙ０
ｖＴｘ０

ｕＴｙｊ
ｖＴｘｊ

≤１　（ｊ＝１，２，…，ｎ）

ｕ≥０，ｖ≥

烅

烄

烆 ０

式中：ｖ＝（ｖ１，ｖ２，…，ｖｎ）Ｔ，ｕ＝（ｕ１，ｕ２，…，ｕｎ）Ｔ 分 别

为ｍ 种 输 入 和ｓ种 输 出 的 权 系 数，利 用Ｃｈａｒｎｅ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变换：

ｔ＝ １
ｖＴｘ０＞

０，ｗ＝ｔｖ，μ＝ｔｕ

可将 分 式 形 式 的Ｃ２　Ｒ 模 型 化 为 等 价 的 线 性 规

划：

（ＰＣ２Ｒ）＝

ｍａｘμ
Ｔｙ０＝ｈ０

ｗＴｘｊ－μ
Ｔｙｊ≥０　（ｊ＝１，２，…，ｎ）

ｗＴｘ０＝１
ｗ≥０，μ，

烅

烄

烆 ０

（ＤＣ２Ｒ）＝

ｍｉｎθ

∑
ｎ

ｊ＝１
ｘｊλｊ≤θｘ０（λｊ≥０；ｊ＝１，２，…，ｎ；θ＝Ｅ１）

∑
ｎ

ｊ＝１
ｙｊλｊ≥ｙ

烅

烄

烆 ０

若（ＰＣ２Ｒ）的 最 优 目 标 值ｈ０＝１，称 ＤＭＵｊ０ 为 弱

ＤＥＡ有效；若（ＰＣ２Ｒ）存在最优解ｗ０ 和μ
０ 满足ｗ０＞０，

μ
０＞０，μ

０ｙ０＝１，则称ＤＭＵｊ０ 为ＤＥＡ有效；若（ＰＣ２Ｒ）的
最优目标值ｈ０≠１，则称ＤＭＵｊ０ 为ＤＥＡ非有效。

２．３　变量的选取

选取不同地 类 的 土 地 利 用 面 积 作 为 ＤＥＡ输 入

指标，即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

地和其他用地这１０类用地面积为输入变量。土地利

用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本研究主

６５２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２卷



要选取人口规模———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区域人口

规模的关系，ＧＤＰ———反映社会经济 总 量，第 一、二、
三产业产值———反映用地结构合理性这５个指标作

为ＤＥＡ的输出指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

通过分析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黑龙江省各类用地面

积及结构变化 可 以 看 出（表１），黑 龙 江 省 总 体 耕 地、
林地、园地、其他农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水利设

施用地及其他用地面积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牧草地、
交通运输用地及未利用地面积减少；１２个地级市及１

个地区中，各类用地均出现不同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其中，哈尔滨市和绥化市变化幅度较大，耕地面积分

别减少和增加了７．３３×１０５　ｈｍ２ 和６．９６×１０５　ｈｍ２，
牧草地 面 积 分 别 减 少 和 增 加 了３．８９×１０５　ｈｍ２ 和

３．５８×１０５　ｈｍ２，林地面积分别减少和增加了１．２６×
１０６　ｈｍ２ 和１．２３×１０６　ｈｍ２。该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

的原因主要与黑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有关；鸡西市、
伊春市、牡丹江市、黑河市及大兴安岭地区各类用地

面积变化幅度不大，土地利用结构未发生变化；其他

地级市中，各类用地面积变化幅度不同，但土地利用

结构均在±１０％和±２０％左右变化，土地利用总面积

未发生变化。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土地利用面积及结构变化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农用地
居民点和工

矿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利设
施用地

未利
用地

其他
用地

黑龙江省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５．３４　 ０．３３　 １４．８６ －１４．３９　 ３６．８０　 ３．４４ －３３．９８　 ２．８８ －１９．６５　 ４．３７
结构变化／％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７５　 ０．０６ －０．４３　 ０．１０

哈尔滨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７３．３１ －０．０８　 １２６．０７ －３８．８７　 ２．５３ －３．５０ －６．７８ －１．５７ －１３．３３　 ４．７５
结构变化／％ －１３．４５ －０．０１　 ２３．９６ －７．２６　 ０．４９ －０．６２ －１．２７ －０．２９ －２．４６　 ０．９２

齐齐哈尔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０．９７　 ０．０７　 ４．３７ －４．２１　 ７．０９　 ０．１６ －６．７５　 ０．０２ －１．３５ －０．３７
结构变化／％ ０．２３　 ０．０２　 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６８　 ０．０４ －１．６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９

鸡西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１．０３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５ －２．４２　 ０．０２ －１．５１ －０．０１
结构变化／％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２ －１．０７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１

鹤岗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１．０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５　 １．４８　 ０．０４ －１．４１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结构变化／％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１１　 １．０１　 ０．０３ －０．９６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双鸭山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１．７０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６　 ２．３８　 ０．１０ －２．３０　 ０．２０ －４．３３　 １．８６
结构变化／％ ０．７７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５ －１．０４　 ０．０９ －１．９７　 ０．８５

大庆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２．０５　 ０．０３　 １．９６ －６．８３　 ２．１０　 ０．９０ －１．６３　 ０．２７　 ３．９１　 １．３３
结构变化／％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９３ －３．２２　 ０．９９　 ０．４３ －０．７７　 ０．１３　 １．８４　 ０．６３

伊春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１
结构变化／％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０

佳木斯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１２．０２　 ０．０２　 １．５０　 １．２３　 ３．４８　 ０．２８ －３．１２　 ０．１０ －１６．０９　 ０．６０
结构变化／％ ３．６７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３８　 １．０６　 ０．０９ －０．９５　 ０．０３ －４．９２　 ０．１８

七台河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１５ －０．４１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０
结构变化／％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２３ －０．６５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００

牡丹江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２．１６　 ０．０６　 １．０７ －０．６０　 ２．０４　 ０．２８ －１．８３　 ０．９６　 ０．１５　 ０．０３
结构变化／％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０１

绥化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６９．５９　 ０．２２ －１２３．４３　 ３５．７７　 ８．１１　 ４．９８ －２．８６　 １．６９　 １４．６６ －４．６３
结构变化／％ １９．５５　 ０．０６ －３５．９７　 １０．２２　 ２．３１　 １．３９ －０．８３　 ０．４８　 ４．１５ －１．３６

黑河市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８５　 ２．６６　 ０．０１ －２．６７　 １．０９ －０．４１　 ０．８１
结构变化／％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１２

大兴安岭地区
面积变化／ｈｍ２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０３ －０．８５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００
结构变化／％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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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单项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度

土地利用动 态 度 可 以 很 好 地 表 示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速度，可用以比较土地覆盖变化的区域差异。为定

量描述区域在 一 定 时 间 范 围 内 某 特 定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变化速度可采用单项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度，表

达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式 中：Ｋ———某 一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在 研 究 时 段 内 的 动

态；Ｕａ，Ｕｂ———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期初ａ及研

究期末ｂ时的面积（ｈｍ２）；Ｔ———研究时段长，如果Ｔ
表示年，那么Ｋ 就 是 研 究 时 段 内 某 种 土 地 类 型 的 年

动态度。

将黑龙江省土地利用数据代入动态度计算公式，
得出黑龙江省单项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度结果（表

２）。从表２可以看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黑 龙 江 省 交

通运输用地减少速度较快、其他农用地和水利设施用

地的增加速度较快；哈尔滨市林地增加速度较快、牧

草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减少速度较快；齐

齐哈尔市其他农用地和园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运输

用地减少速度较快；鸡西市、鹤岗市、伊春市其他农用

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减少速度较快；双鸭

山市其他农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

运输用地、未利用地减少速度较快；大庆市未利用地、
其他农用地、林地、水利设施用地增加速度较快，牧草

地减少速度较快；佳木斯市其他农用地、牧草地增加

速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未利用地减少速度较快；七

台河市其他农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增加速度较快，交

通运输用地减少速度较快；牡丹江市其他农用地、水

利设施用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牧草地减

少速度较快；绥化市牧草地、其他农用地、水利设施用

地、未利用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林地减少

速度较快；黑河市其他农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增加速

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减少速度较快；大兴安岭地区

其他农用地、耕地增加速度较快，交通运输用地减少

速度较快。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单项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度（Ｔ）

用地类型 耕 地 园 地 林 地 牧草地
其他

农用地
居民点和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利设施
用地

未利
用地

其他
用地

黑龙江省　　 ０．０４５　３　 ０．５７８　９　 ０．０６５　４ －０．６１１　９　 ６．４０３　０　 ０．３０５　７ －７．３９８　５　 １．５７５　９ －０．４５３　４　 ０．２６２　１
哈尔滨市　　 －２．９０２　９ －０．６５８　８　 ９．１９０　３ －８．３７７　３　 ２．７２５　６ －１．４１４　３ －７．３８７　６ －４．０３２　９ －３．８５９　６　 ３．０３５　８
齐齐哈尔市　 ０．０４３　５　 １．３６３　６　 ０．９６５　７ －０．７４６　７　 ８．２３０　５　 ０．０６９　６ －８．４１２　７　 ０．０８７　８ －０．４６３　８ －０．１４５　０
鸡西市　　　 ０．１４６　１　 ０．０８７　２　 ０．０５４　８ －０．３８５　４　 ５．０３０　２　 ０．０８１　０ －８．３６９　３　 ０．０９７　１ －０．４４４　８ －０．００５　５
鹤岗市　　　 －０．２４６　６　 ０．３４９　３　 ０．１５３　０　 １．０４４　６　 ５．００１　４　 ０．１０５　９ －８．８４６　４　 ０．１２８　４ －０．０８８　３ －０．０１１　６
双鸭山市　　 ０．２１０　８ －０．１０１　３　 ０．０５０　５ －０．２５１　０　 ４．９４７　６　 ０．１９６　４ －８．２０７　８　 １．８５３　５ －１．９６４　７　 ２．０２２　９
大庆市　　　 －０．３１９　６　 ０．４４７　１　 １．３７０　６ －１．０２４　６　 １．６４３　１　 ０．８８６　６ －４．７４４　４　 １．１７１　０　 ３．９３９　７　 ０．４８３　１
伊春市　　　 －０．３８９　３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２２　４ －０．２０１　２　 ３２．１３９　０　 ０．０７４　０ －６．６４７　３　 １．４９１　０ －０．０９９　５　 ０．０１７　７
佳木斯市　　 ０．９８６　６　 ０．６９１　０　 ０．２４４　１　 ２．３４７　３　 ４．５７１　８　 ０．３９８　２ －７．５２８　２　 ０．５６７　４ －１．７３５　３　 ０．２３７　８
七台河市　　 －０．１７１　３　 ０．２５０　５　 ０．０４４　１ －０．３４３　４　 １６．９５２　３　 ０．６９９　８ －５．７７９　３　 １．７７４　３ －０．２５２　２　 ０．０１２　７
牡丹江市　　 －０．３２２　２　 ０．７１９　２　 ０．０３７　６ －１．１８９　４　 ２４．９２９　８　 ０．４５１　８ －６．６９６　１　 ２５．４８５　５　 ０．１１１　７　 ０．０６７　９
绥化市　　　 ６．７６０　５　 ５．６４８　１ －６．２９４　５　１１８．９７０　４　 ２２．６３７　８　 ４．７９８　３ －７．３５８　１　 １３．２１８　４　 １０．７１０　２ －４．５０１　７
黑河市　　　 －０．０７４　１ －０．１４７　８　 ０．００４　５ －０．１９５　１　 ２１．２８７　３　 ０．０２０　６ －７．４５８　５　 ６．４３７　５ －０．０４４　９　 ０．９２０　４
大兴安岭地区 １．２７６　８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００　０　 ４５．１０２　３ －０．０７５　７ －５．５８９　２　 ０．７７３　７ －０．１７３　９　 ０．００２　７

３．３　土地利用结构效率

３．３．１　黑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值分析　运 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ＤＥＡ模型的编程，寻找最适合的权

重值，最后达 到 计 算 目 标。从 黑 龙 江 省 级１２个 地 级

市、一个地区 的 计 算 结 果 中 可 以 看 出（图１），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 间 研 究 区 分 为ＤＥＡ有 效 性 城 市 和 无 效 性 城

市两种。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黑龙江 省、鸡 西 市、双 鸭 山 市

呈现ＤＥＡ无 效，其 中 黑 龙 江 省 用 地 结 构 效 率 值 由

０．７８９　６下降 到０．７２５　７，鸡 西 市 效 率 值 先 下 降 后 增

加，由０．９７３　６变化到０．９５３　２，双 鸭 山 市 效 率 值４ａ

内呈波动状态，由０．６６２　５变化到０．５９４　５，其他城市

均为ＤＥＡ有效性城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和双

鸭山市呈现ＤＥＡ无效，黑龙 江 省 效 率 值 现 增 加 后 减

少，由０．８４２　１变 化 到０．８２６　９，双 鸭 山 市 效 率 值 由

０．７３３　７增加到０．８２７　９，其 他 城 市 为ＤＥＡ有 效 性 城

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牡丹江市呈现

ＤＥＡ无效，黑龙江省效率值由０．７８４　６下降到０．７６８　３，
双鸭山市效率值由０．６９５　６增加到０．７４８　４，牡丹江市

效率值由０．９８６　１减少到０．９８４　６，其他城市为ＤＥＡ
有效性城市；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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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无效，黑龙江 省 效 率 值 为０．７６７　２，鸡 西 市 效 率

值为０．９７９　３，双鸭山市效率值为０．９２７　４，其他城市

为ＤＥＡ有效性城市。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出现无效性

城市数量先减少后增加，且主要存在于黑龙江省及鸡

西市、双鸭山市、牡丹江市这３个城市中，说明黑龙江

省总体及鸡西市、双鸭山市、牡丹江的土地利用结构

存在不合理性，需要对其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以实

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各地市土地利用结构效率

３．３．２　黑龙江省土地利用投入产出分析　根 据

ＤＥＡ计算结果，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黑龙江省各地市土

地利用结构效率非有效的城市进行土 地 利 用 的 投 入

产出分 析。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从 土 地 利 用 投 入 水 平 来

看，鸡西市、双鸭山市 的 耕 地、林 地、未 利 用 地 和 其 他

用地的冗余量较大，说明这两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不高，导致土地利用产出未能 达 到 最 优 水 平，其 中 鸡

西市ＤＥＡ分值较大，土地利用结构效率要高于双鸭

山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鸡 西 市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效 率 提

高，转化为ＤＥＡ有效性城市，双鸭山市仍为非有效城

市，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冗余量较大仍

是导致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效 率 较 低 的 主 要 原 因；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双鸭山市仍为ＤＥＡ非有效性城市，同时，牡

丹江市有ＤＥＡ有效性城市转变为ＤＥＡ非有效性城

市，导致牡丹江市土地利用结构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及交通运输用地的冗

余量较大，导致土地利用产出 未 能 达 到 最 优 水 平，土

地利用结构效率降低；２００８年，牡丹江市再次上升为

ＤＥＡ有效性城市，鸡西市和双鸭山市再次成为ＤＥＡ
非有效性城市。各地市土地利 用 投 入 冗 余 的 情 况 说

明土地利用的投入量较大，但其产出水平却未达到最

佳收益，这从土地利用的产出 水 平 可 以 看 出 来，鸡 西

市在其土地利用效率非有效 的 几 年 间，ＧＤＰ、第 二 三

产值产出不足，双鸭山市ＧＤＰ、第二三产值产出均不

足。可见，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鸡西市土地利用结构效

率提高，２００８年 又 出 现 下 降，总 体 呈 上 升 趋 势；牡 丹

江市仅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出现ＤＥＡ非有效，其他年

份均为ＤＥＡ有效性城市；双鸭山市在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达到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说明双鸭山市土地利用方式较粗放，土地利用的投入

产出水平较低，导致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值较低。

３．３．３　黑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分析　根 据

ＤＥＡ结果及投 入 产 出 的 分 析，有 助 于 得 出 土 地 利 用

结构调整的方向。
本研究以黑龙江省１２个地级市土地利用类型的

面积作为ＤＥＡ分析的输入变量，人口、ＧＤＰ、第一二

三产业产值为 输 出 变 量，ＤＥＡ计 算 结 果 将 有 助 于 分

析各地 市 未 来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的 调 整 方 向。２００８年

ＤＥＡ计算结果表 明 鸡 西 市 和 双 鸭 山 市 为ＤＥＡ非 有

效城市，根据计算结果提出这两座城市的用地调整方

案为：鸡西 市 各 类 用 地 中 应 减 少 耕 地３　１８８．４５ｈｍ２，
其他农 用 地１　６８４．８３ｈｍ２，水 利 设 施 用 地８０４．８９
ｈｍ２，未利 用 地１　２００．６５ｈｍ２，其 他 用 地１　２０８．３８
ｈｍ２，增加园地３２．７７ｈｍ２，林地１　６５０．０２ｈｍ２，牧草

地１２０．８６ｈｍ２，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９３８．４１ｈｍ２，交通

运 输 用 地２７８．５３ｈｍ２，同 时，增 加 人 口４．５５万 人，

ＧＤＰ为２８２．５１万元，第二产值２３８．２９万元，第三产

值５１．７０万元，减少第一产值７．４９万元；双鸭山市各

类用地 中 应 减 少 耕 地１　５１１．９１ｈｍ２，园 地１８９．９１
ｈｍ２，其 他 农 用 地 １　５０５．４４ ｈｍ２，其 他 用 地

１　４６９．２５ｈｍ２，增 加 林 地 ２　４０８．０９ｈｍ２，牧 草 地

１１７．４５ｈｍ２，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１５１．７４ｈｍ２，交通运

输用地２３２．２１ｈｍ２，水利设施用地１３．４８ｈｍ２，未利

用地２　３７９．２５ｈｍ２，同时增加人口１１．９３万人，ＧＤＰ
为３２５．２７万 元，第 二 产 值２２１．２７万 元，第 三 产 值

１１１．０１万元，第一产值减少７．０２万元。

４　结 论

通过分 析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间 黑 龙 江 省 土 地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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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并 对 研 究 区 的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效 率 进 行

测算，通过 投 入 产 出 分 析 得 出 影 响 ＤＥＡ 非 有 效 城

市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调

整方案。
在总结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针 对 研 究 区 选 取 投

入、产出指标，通过计算得出黑 龙 江 省 及 各 地 市 的 土

地利用结构效率值，并分析原 因 提 出 调 整 方 案，对 于

指导黑龙江省及各地市土地利用提供方向，具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此外，运用ＧＩＳ技术将地类之间的转化

情况具体落实到空间上将是下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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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秦巴山区退耕还林工程设计的生态目标基本实

现（生态效益外显），体现在提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
恢复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变化、减少水土流失等方

面获得了群体认同的效果。而经济目标因目前尚处

于量的积累状态、工程初期缺乏充分论证和规划、缺

乏科技支持等原因尚处于内隐的状态，体现在粮食增

产、产业结构调整、引起家庭收入持久性增长等经济

效益方面的效益缺失或效益滞后现象；在农民养老问

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前提下，退耕户外出务工者

年老时仍以土地为生。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耕地补偿

款政策的实施正在抵消退耕还林后期减半补偿标准

的政策效应。在退耕还林经济收益没有实现自行替

代的情况下，政府应根据市场物价水平继续给予农户

以补助；通过科技指导、技术示范、退耕还林后续产业

扶持等措施，有望实现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双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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