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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战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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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支持,以景观格局特征参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参数为指标, 对生态省建设

中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效应进行了评价。借助 ArcView 分析工具,从吉林省 2000 年的 1∶100000土地利

用数字化地图中提取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吉林省的生态

经济类型, 为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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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trategy Assessment on Land-use Planning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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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 ir onmental impacts of landuse planning of Jilin Prov ince are assessed in the course of ecological

constr uct ion based on GIS. Indexes of landscape pat tern and serve funct ion value of ecosystem , and ex tract-

ing the data by ArcView from the dig ital land cover mapping w hich scale is 1∶100 000 are used in the assess-

ment . T he types o f ecolog ical economy system in Jilin Province are divided in or der to facilitate the valid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th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agr -product iv 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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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总面积为 1. 91

×10
5
km

2
。全省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多样性较强,从

东到西自然形成东部长白山原始森林生态区、东中部

低山丘陵次生植被生态区、中部松嫩平原植物生态

区、西部草原湿地生态区, 几乎是我国生态环境的缩

影。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吉林省局部生态环境质量有

所改善,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 但总体上仍处于

退化的趋势。为顺利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生态环

境良性发展, 吉林省从 2001年开始实施生态省建设

战略, 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角度, 追求

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共同提高的发展模式。

1　吉林省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结构分析

从吉林省 2000 年的 1∶100 000土地利用数字

化地图中,提取土地利用数据(表 1) , 在了解土地资

源利用情况的基础上, 对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的结构进

行分析,以便确定其生态经济类型。

从土地利用的组成结构来看,吉林省可大致划分

为东西 2 部分, 东部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以林地为

主, 而西部则以耕地为主。

空间结构分析主要是对吉林省土地资源的利用

情况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目的在于确定该区土地利用

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情况[ 1] ,空间结构分析的最终结

果以景观格局指数 [ 2]的形式来表征。吉林省 2000年

土地利用组成如表 2所示。

2　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析

本文在借鉴 Costanza 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进行价值核算的方法
[ 3]
,对吉林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对吉林省各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

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分析,汇总出吉林省各地区生态

价值的主要贡献者(见表 3)及各地区平均生态价值

的大小,为区域生态经济分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供定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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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年吉林省各地区土地利用组成结构数据

类

型

白城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松原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长春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四平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辽源地区

面积 / hm2 比例/ %

10 115. 28 44. 73 132. 10 62. 54 28. 30 78. 42 107. 22 74. 62 28. 30 55. 04

21 10. 45 4. 05 9. 54 4. 52 11. 98 3. 40 12. 10 8. 43 11. 98 23. 31

22 2. 10 0. 81 1. 06 0. 50 1. 27 0. 54 1. 15 0. 80 1. 27 2. 48

23 0. 54 0. 21 1. 25 0. 59 5. 01 2. 23 3. 74 2. 60 5. 01 9. 74

24 0. 03 0. 01 0. 01 0. 00 0. 01 0. 02 0. 05 0. 03 0. 01 0. 01

31 16. 33 6. 34 9. 00 4. 26 0. 15 0. 12 0. 69 0. 48 0. 15 0. 29

32 16. 76 6. 50 7. 14 3. 38 1. 11 1. 84 2. 25 1. 57 1. 11 2. 16

33 0. 91 0. 35 1. 04 0. 49 — 0. 29 0. 05 0. 04 — —

40 9. 56 3. 71 8. 30 3. 93 0. 54 2. 26 1. 79 1. 25 0. 54 1. 05

49 23. 52 9. 12 7. 78 3. 68 0. 28 1. 91 1. 36 0. 95 0. 28 0. 54

50 6. 65 2. 58 9. 34 4. 42 2. 76 8. 72 10. 92 7. 60 2. 76 5. 38

60 55. 62 21. 58 24. 67 11. 68 — 0. 26 2. 35 1. 63 — —

总计 257. 74 100. 00 211. 22 100. 00 51. 41 100. 00 143. 68 100. 00 51. 41 100. 00

类

型

吉林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通化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白山地区

面积/ hm2 比例/ %

延边洲

面积/ hm2 比例/ %

全　省

面积 / hm2 比例/ %

10 94. 80 34. 10 48. 65 26. 69 10. 17 6. 87 56. 34 13. 00 753. 88 39. 45

21 144. 30 51. 91 104. 41 57. 29 105. 52 71. 30 328. 39 75. 80 733. 68 38. 39

22 10. 42 3. 75 14. 20 7. 79 0. 34 0. 23 9. 83 2. 27 41. 48 2. 17

23 8. 84 3. 18 5. 24 2. 88 19. 14 12. 93 13. 02 3. 01 61. 36 3. 21

24 1. 19 0. 43 0. 72 0. 39 4. 93 3. 33 4. 25 0. 98 11. 22 0. 59

31 0. 29 0. 10 0. 32 0. 17 0. 22 0. 15 2. 84 0. 65 30. 07 1. 57

32 0. 89 0. 32 2. 56 1. 40 4. 72 3. 19 7. 12 1. 64 46. 31 2. 42

33 — — — — — — — — 2. 60 0. 14

40 5. 52 1. 98 1. 43 0. 79 1. 13 0. 76 1. 24 0. 29 34. 14 1. 79

49 1. 65 0. 60 1. 31 0. 72 0. 08 0. 05 6. 11 1. 41 46. 00 2. 41

50 10. 09 3. 63 3. 42 1. 88 1. 24 0. 84 3. 49 0. 80 65. 83 3. 44

60 0. 01 0. 00 0. 00 0. 00 0. 51 0. 35 0. 64 0. 15 84. 35 4. 41

总计 278. 00 100. 00 182. 26 100. 00 148. 00 100. 00 433. 25 100. 00 1910. 91 100. 00

　　注: ¹ 土地利用类型: 10为农田; 21为有林地; 22为灌木林地; 23为疏林地; 24为其它林地; 31为高覆盖度草地; 32为中覆盖度草地; 33

为低覆盖度草地; 40为水域; 49为湿地; 50为社会用地; 60为未利用地; º表中数据来源为吉林省的遥感影像,本文土地利用分类是在

参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依据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功能价值划分的。

表 2　2000 年吉林省各地区景观格局指数

参 数 白城地区 松原地区 长春地区 　四平地区 　辽源地区 　吉林地区 　通化地区 　白山地区 　延边州

1 11030 7672 11191 15324 4836 14206 6272 2557 7740

2 0. 428 0. 363 0. 779 0. 746 0. 941 0. 511 0. 344 0. 173 0. 179

3 88. 784 64. 559 76. 490 79. 102 73. 381 104. 760 79. 088 38. 341 61. 345

4 8. 274 32. 673 57. 424 45. 643 24. 700 17. 900 44. 538 51. 603 65. 526

5 1. 295 1. 294 1. 307 1. 304 1. 317 1. 314 1. 325 1. 312 1. 316

6 64. 549 69. 873 74. 097 73. 909 62. 276 67. 857 69. 756 79. 709 79. 467

7 20. 000 20. 000 24. 000 24. 000 19. 000 22. 000 21. 000 20. 000 24. 000

8 0. 001 0. 001 0. 002 0. 001 0. 004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9 1. 927 1. 650 1. 446 1. 353 1. 905 1. 770 1. 643 1. 110 1. 113

10 0. 643 0. 551 0. 455 0. 426 0. 647 0. 573 0. 540 0. 370 0. 350

　　注: 1斑块数; 2斑块密度; 3景观形状指数; 4最大斑块指数; 5分维数; 6聚集度; 7斑块丰富度指数; 8斑块丰富度密度; 9 S hannon多样性指

数; 10 Shannon均匀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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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吉林省各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及其组成

类

型

白城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松原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长春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四平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辽源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10 315. 87 45. 97 361. 95 68. 57 441. 24 81. 71 293. 79 79. 37 77. 53 55. 61

21 36. 01 5. 24 32. 89 6. 23 24. 09 4. 46 41. 72 11. 27 41. 29 29. 62

22 4. 52 0. 66 2. 28 0. 43 2. 38 0. 44 2. 47 0. 67 2. 74 1. 97

23 1. 33 0. 19 3. 06 0. 58 11. 22 2. 08 9. 14 2. 47 12. 25 8. 79

24 0. 07 0. 01 0. 02 0. 00 0. 06 0. 01 0. 09 0. 03 0. 01 0. 01

31 17. 49 2. 54 9. 63 1. 83 0. 26 0. 05 0. 74 0. 20 0. 16 0. 12

32 11. 45 1. 67 4. 88 0. 92 2. 58 0. 48 1. 54 0. 42 0. 76 0. 54

33 0. 45 0. 07 0. 52 0. 10 0. 30 0. 06 0. 03 0. 01 — —

40 24. 94 3. 63 21. 67 4. 10 12. 11 2. 24 4. 69 1. 27 1. 41 1. 01

49 275. 02 40. 02 90. 92 17. 23 45. 77 8. 48 15. 95 4. 31 3. 25 2. 33

50 — — — — — — — — — —

60 — — — — — — — — — —

总计 687. 14 100. 00 527. 82 100. 00 540. 00 100. 00 370. 15 100. 00 139. 42 100. 00

类

型

吉林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通化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白山地区

价值/元 比例/ %

延边州

价值/元 比例/ %

全　省

价值/元 比例/ %

10 259. 75 30. 99 133. 31 23. 84 27. 86 6. 10 154. 37 10. 79 2065. 68 37. 23

21 497. 28 59. 33 359. 82 64. 35 363. 63 79. 68 1131. 68 79. 13 2528. 40 45. 57

22 22. 44 2. 68 30. 57 5. 47 0. 74 0. 16 21. 17 1. 48 89. 32 1. 61

23 21. 65 2. 58 12. 84 2. 30 46. 84 10. 26 31. 88 2. 23 150. 21 2. 71

24 2. 41 0. 29 1. 45 0. 26 9. 98 2. 19 8. 60 0. 60 22. 69 0. 41

31 0. 31 0. 04 0. 34 0. 06 0. 23 0. 05 3. 04 0. 21 32. 20 0. 58

32 0. 61 0. 07 1. 75 0. 31 3. 23 0. 71 4. 86 0. 34 31. 64 0. 57

33 — — — — — — — — 1. 31 0. 02

40 14. 40 1. 72 3. 74 0. 67 2. 95 0. 65 3. 23 0. 23 89. 12 1. 61

49 19. 35 2. 31 15. 31 2. 74 0. 89 0. 20 71. 40 4. 99 537. 86 9. 69

50 — — — — — — — — 0. 00 0. 00

60 — — — — — — — — 0. 00 0. 00

总计 838. 19 100. 00 559. 12 100. 00 456. 35 100. 00 1430. 23 100. 00 5548. 43 100. 00

　　注:表中土地利用类型同表 1。

　　( 1) 吉林省 2000年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服务功能

总价值为 5. 55×10
11
元, 为 2000年吉林省国民生产

总值的 3. 05倍。这一结果高于Costanza 对全球生态

价值核算结果(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1. 80倍)
[ 3]

和陈仲新等对中国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结果(同期国民

生产总值的 1. 73倍) [ 4]。一方面,说明吉林省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优于全国以及全球平均水平,属于生态价

值盈余地区; 另一方面也表明吉林省在经济发展水平

上低于其它地区。

( 2) 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价值

比较中,最高的是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沼泽地,河流、

湖泊平水期与洪水期之间的土地) , 116 936元/ ( a·

hm
2
)。尽管其面积仅为 4. 89×10

5
hm

2
, 占全省总面

积的 2. 56% ,但其生态价值却占总价值的10. 32% ,

处于第 3位。这充分说明了湿地生态系统在生态服务

方面的重要性。对于居民地、交通、建设用地以及未利

用地没有考虑其生态价值,设为 0。这部分面积为

1. 46×10
6
hm

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 63%, 是生态

省建设中土地开发利用的难点。

( 3) 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的比较中,

有林地(郁闭度> 30)提供的生态价值最高, 2. 51×

1011元, 占总价值的 45. 31%。其次为农田, 2. 01×1011

元, 占总价值的 36. 19%。这 2类生态系统在吉林省

植被中所占的面积也最大。合理发展农业和林业2大

支柱产业,在吉林生态省建设中举足轻重。

( 4) 在各地区生态价值的比较中,延边州的生态

价值最高,总价值为 1. 43×10
11
元, 占全省总价值的

25. 83%。最低的是辽源地区, 总价值为 1. 38×10
10

元, 占吉林省生态价值的 2. 49%。

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最高的仍是延边州, 单价是

33 040. 67元/ ( a·hm
2 ) , 最低的是松原地区,单价为

25 536. 62元/ ( a·hm
2 )。由于去除了面积大小的影响

因素,生态单价能反映一个地区生态服务功能的高低

以及资源配置的优劣(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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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吉林省不同区域的生态价值及其组成

地　区 白城地区 松原地区 长春地区 四平地区 辽源地区

面积/ hm2 257. 74 211. 22 205. 35 143. 68 51. 41

面积/ % 13. 49 11. 05 10. 75 7. 52 2. 69

价值/元 687. 14 527. 82 540. 00 370. 15 139. 42

价值/ % 12. 38 9. 51 9. 73 6. 67 2. 51

单位面积价值/元 26 659. 93 24 988. 80 26 295. 99 25 762. 74 27 120. 49

地　区 吉林地区 通化地区 白山地区 延边州 全 省

面积/ hm2 278. 00 182. 26 148. 00 433. 25 1 910. 92

面积/ % 14. 55 9. 54 7. 74 22. 67 100. 00

价值/元 838. 19 559. 12 456. 35 1430. 23 5548. 43

价值/ % 15. 11 10. 08 8. 22 25. 78 100. 00

单位面积价值/元 30 151. 14 30 677. 30 30 834. 98 33 011. 33 29 035. 47

3　吉林省生态经济分区研究

根据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组成比例

关系以及平均生态价值的大小,应用 SPSS软件对吉

林省 9个地区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1, 2) , 以便了解各

地区之间的相似及相异性, 为进一步制定土地利用规

划提供决策依据。

图 1　吉林省生态系统相似性聚类结果

图 2　吉林省生态经济分区

从图 1, 2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可分为 4类生态经

济区:松原地区、白城地区为一类,长春地区、四平地

区为一类, 通化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为一类,延

边州和白山地区为一类。

3. 1　I类生态经济区

延边州和白山地区是全省生态环境条件最好、资

源配置最佳的区域。这类区域应依托特有的林地资

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 大力发展种植业(如粮食、蔬

菜及果树的生产)、畜牧业和林业等第一产业;逐步形

成以林产、矿产和能源(水力发电)为支柱, 以特色资

源为开发对象的医药、绿色食品行业等为主体的工业

格局,逐步创建东部长白山资源保护与旅游健康产业

生态经济区。

3. 2　II类生态经济区

吉林、通化和辽源 3个地区的资源配置为有林地

为主,平均生态价值处全省平均水平,属生态功能较

好的区域。但由于人为利用、破坏,森林生态功能较延

边和白山有所下降,次生林、人工林成为主体,结构单

一的纯种林取代了多样性高,群落完善的原始林。这

类区域应依托林业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 大力发

展医药加工、食品加工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逐

渐创建东中部水资源保护与特色工业生态经济区。

3. 3　III 类生态经济区

长春地区和四平地区由于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 生态系统结构单一, 属于生态条件一般的区域。这

类区域应利用土质肥沃、气候条件好、农田斑块集中

等优势,加强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利用省会的科技优

势,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的升

级和优化,逐步创建中部效益农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

生态经济区。

(下转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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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IV 生态经济区

白城地区、松原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不佳, 属于生

态条件脆弱的区域。这一区域应利用多样的土壤类型

和充沛的光热条件,大力发展第一产业(玉米、水稻等

主粮作物的生产) ;利用西部风能丰富和日照时间长

的优势,发展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利用丰富的矿产资

源,如石油、天然气等, 发展矿产资源开采业, 逐步创

建西部草原湿地保护与绿色产业生态经济区。

综上所述,吉林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上的完善与

经济上的落后,充分说明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功能

完善的资源、生态服务机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没有实现协调统一, 同时也表明吉林省具备良

好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建设生态省的环境条

件。通过系统分析吉林省的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从深层次上挖掘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分区,

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指明方向。

吉林省作为北方省份之一,是国家确定的实施生

态省战略的重要省份, 对该省开展土地利用规划

SEA 可以为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等的开展提供范

例。吉林省作为我国生态环境的缩影,具有多样的地

貌特征和独特的生态环境系统,对该省土地利用的景

观结构及其服务功能的评价,对全国的生态省等建设

也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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