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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研究的重要方面 ,是评价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以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人地矛盾突出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 ,从水土资源支撑系统、经济技术支撑系统、社会支

撑系统和生态环境支撑系统 4 个方面建立了江苏省土地综合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多因素加权综合

评价法对各县 (市)进行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将全省分成高承载能力区、中承载能力

区和低承载能力区 ,整体表现出从东南部—中西部—北部和沿海承载能力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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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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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area of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es , land carrying capacity is an impor2
tant reference basis to evaluat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ability of a special region. Select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 st udy case where has fast socio2economic develop ment speed and prominent man —land cont radiction , the

paper established t 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f rom t he four sup2
porting systems including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 economy and technology , society , and eco2environment .

Then , comprehensiv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is evaluated by applying t he weighted multi2factors synt hetic ap2
praisement met hod at county level .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ed result s , l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J iangsu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 i . e. , high , moderate , and low carrying capacities. On the whole , it de2
creased f rom south east , midwest to north and seaboard of J iangsu Province.

Keywords : comprehensiv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 Jiangsu Province

　　土地承载力长期以来就是广泛研究的热点问题。

传统的研究是以耕地为基础 ,食物为中介 ,人口容量

的最终测算为目标 ,仅考虑人类对“食”的需求 ,并强

调区域空间的限制性而忽视其开放性[1 ] 。实际上 ,人

类食物结构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逐步改观 ,并且非

耕地资源同样蕴藏着巨大的食物生产能力[2 ] 。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区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

加强 ,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对区域内已有自

然资源存量的依赖性将越来越低[3 ] 。部分地区土地

资源的功能、土地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也随着区际分工

的不同而发生了很大变化[4 ]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

对土地承载力的涵义进行新的探索[426 ] ,并指出了土

地的综合承载功能 ,即土地 (不仅仅是耕地)所承载的

是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一个地区的土地综合

承载能力与该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因素间有

着复杂的反馈关系[7 ] ,其大小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

特点的反映 ,也取决于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水

平 ,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状

况[1 ] ,因此 ,土地综合承载力是资源条件、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等系统共同支撑下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各种

活动的一个承载能力。论文选择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 ,研究土地综

合承载能力的空间分异以期能为江苏省差异化土地

利用战略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



1 　区域概况

区域概况见参考文献 [ 8 ]。在本研究中 ,通过对

各省辖市辖区数据进行了合并整理共得到 65 个基本

研究单元 (包括 13 个省辖市市区、27 个县级市和 25

个县) 。

2 　研究方法

2. 1 　指标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的空

间分异 ,它反映的是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 ,因此本文

以各支撑条件来衡量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的相对大小。

在科学性、可操作性、系统性、全面性、数据可得性和

独立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的指导下 ,借鉴相关研究成

果 ,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 ,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社

会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 4 个方面构建土地综合承载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 ,6 ,9 ] 。

在该评价体系中 ,生态环境支撑系统指标体现借

鉴国家环保总局 2006 年颁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

技术规范 (试行) 》[10 ] 且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及可替代

性对部分指标做了相应替代 ,具体替代及计算方法见

参考文献[8 ] 。

表 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评价目标 评价准则 评价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土

地

综

合

承

载

力

人均土地/ hm2 正效应 0. 178 5

人均耕地/ hm2 正效应 0. 176 5

土地利用率/ % 正效应 0. 123 0
水土资源

支撑系统 (0. 25)
农用地比例/ % 正效应 0. 113 4

优质农田比例/ % 正效应 0. 148 7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比例/ % 正效应 0. 094 2

水资源保障程度 正效应 0. 165 6

经济密度/ (104 元 ·hm - 2 ) 正效应 0. 103 0

人均 GDP/ 元 正效应 0. 104 6

单位建设用地非农增加值/ (104 元 ·hm - 2 ) 正效应 0. 096 1

单位农用地一产增加值/ (104 元 ·hm - 2 ) 正效应 0. 051 8

单位面积引用外资额/ ( Ã·hm - 2 ) 正效应 0. 097 7

经济技术

支撑系统 (0. 25)

投资密度/ (104 元 ·hm - 2 ) 正效应 0. 066 9

一产劳动生产率 104 元 正效应 0. 059 5

二产劳动生产率/ 104 元 正效应 0. 085 8

三产劳动生产率/ 104 元 正效应 0. 093 2

复种指数/ % 正效应 0. 051 5

粮食单产/ (kg ·hm - 2 ) 正效应 0. 056 3

农业机械化程度/ (kW ·hm - 2 ) 正效应 0. 063 4

农田水利用地占农用地比例/ % 正效应 0. 070 2

交通用地比例/ % 正效应 0. 109 6

公路密度/ (km ·km - 2 ) 正效应 0. 091 0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 正效应 0. 153 8

社会支撑

系统 (0. 25)

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 % 正效应 0. 124 0

非农从业人员比例/ % 正效应 0. 112 9

文教科卫支出占 GDP 比例/ % 正效应 0. 131 0

单位面积从业人员/ 人 正效应 0. 156 7

万人卫生机构病床数/ 张 正效应 0. 120 9

生物丰度 正效应 0. 250 0

植被盖度 正效应 0. 200 0

水域面积比例/ % 正效应 0. 200 0

农地侵蚀程度 负效应 0. 066 6
生态环境

支撑系统 (0. 25)
农地盐渍化程度 负效应 0. 066 6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 (kg ·hm - 2 ) 负效应 0. 066 6

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 (t ·hm - 2 ) 负效应 0. 060 0

单位面积废气排放量/ (m3 ·hm - 2 ) 负效应 0. 060 0

单位面积固体废物排放量/ (t ·hm - 2 ) 负效应 0. 030 0

　　注 :各指标数据根据江苏省及各县 (市)统计年鉴 (2005) ,土地利用统计表 (2005) ,江苏省农用地资源分等研究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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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数据的标准化

数据采用百分比标准化法[11 ] 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 ,水资源保障程度是根据《江苏水功能区划报告》

整理的五级定性评价结果[12 ] ,采用表 2 所示标准进

行标准化。

表 2 　水资源保障程度标准化赋值规则

保障程度等级 高 较高 中等 低 很低

标准化赋值 100 80 60 40 20

2. 3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土地综合承载力支撑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

开放系统 ,其子系统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 ,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都同等重要 ,具有不可

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四大支撑系统相对总目标土

地综合承载力应具有相同的权重[6 ] 。水土资源支撑

系统、经济技术支撑系统和社会支撑系统下各指标的

权重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确定 ,即首先采用

熵值法[13 ]和相关系数法[14 ] 相结合计算出初步权重

后 ,征询相关专家意见进行调整 ,直至专家意见基本

一致从而确定出最后指标权重。生态环境支撑系统

各指标权重参考《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试

行) 》[10 ]进行确定。各指标最终权重见表 1。

2. 4 　评价模型构建

在建立土地综合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 ,必

须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量化 ,即进行综合评价。综合

评价的方法很多 ,但应用最广泛的还是综合指数法 ,

该法具有过程简单且易理解的优点 ,也便于横向和纵

向的对比分析[15 ] 。因此本研究同样采用该方法 ,其

评价模型为 :

E = ∑W i ×Ei , 　Ei = ∑W ij ×x ij

式中 : E ———土地综合承载能力指数 ; Ei ———第 i 类

分系统支撑能力指数 ; W i ———第 i 类系统相对综合

承载能力的权重 ; W ij ———第 i 类分系统第 j 个指标

相对第 i 类分系统支撑能力的权重 ; x ij ———各指标

的标准化值。

3 　结果与分析

土地综合承载能力指数在 41. 56～68. 78 之间 ,

变幅 27. 22 ,变异系数为 12. 15 % ,各县 (市)间差异明

显。根据土地综合承载能力指数相对大小 ,可以将全

省分成高承载能力区、中承载能力区和低承载能力区

3 大类型区 (表 3) ,其空间分异特征非常明显 (图 1) 。

表 3 　土地综合承载能力分级标准及分区结果

类型区 分值范围 县 (市)数 包括县 (市)名称

高承载

能力区
≥60 10

昆山市、无锡市区、太仓市、常州市区、常熟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南通市区、吴江市、苏

州市区

中承载

能力区
[50 ,60 ] 27

南京市区、扬州市区、丹阳市、泰州市区、扬中市、金坛市、镇江市区、溧阳市、溧水县、高

淳县、宜兴市、靖江市、徐州市区、姜堰市 、高邮市、兴化市、江都市 、泰兴市、句容市、宝

应县、盐城市区、通州市、连云港市、海门市、洪泽县、仪征市、建湖县

低承载

能力区
< 50 28

金湖县、海安县、淮安市区、盱眙县、如皋市、如东县、泗洪县、大丰市、宿迁市区、启东

市、阜宁县、铜山县、泗阳县、沛县、涟水县、东台市、射阳县、东海县、沭阳县、邳州市、新

沂市、灌云县、滨海县、灌南县、响水县、赣榆县、睢宁县、丰县

　图 1 　水土资源支撑系统承载能力空间分异 　　　　　　　　　　图 2 　经济技术支撑系统承载能力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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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社会支撑系统承载能力空间分异 　　　　　　　　　　　图 4 　生态环境支撑系统承载能力空间分异

图 5 　土地利用综合承载能力空间分异

3. 1 　高承载能力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 ,是全省社会经济最为发
达的地区。土地总面积 1. 34 ×104 km2 ,2004 年年末

总人口 1 241. 70 万 ,地区生产总值 6 605. 73 亿元 ,分

别占全省的 12. 77 % ,17. 23 %和 42. 53 %。第一、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2. 14 % ,

62. 50 %和 35. 36 %。

该区是全省土地综合承载能力最高的地区 ,土地

综合承载能力指数为 63. 03。其中 ,除生态环境系统

支撑能力与其它地区差别不大外 ,其余三大支撑系统

均处于全省先进水平 ,尤其是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

术支撑系统。从水土资源支撑系统看 ,虽然该区土地

资源紧张 ,但土地质量高 ,水资源保障能力强 ,因此水

土资源支撑能力高 ,水土资源系统承载能力指数平均

值达 63. 94。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 ,该区一直是

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高 ,人才、资金、技术集聚度高 ,因此社会支撑系统和

经济技术支撑系统支撑能力高 ,其承载能力指数分别

为 63. 76 和 61. 93。该区水网密布、植被覆盖率高、

环境保护力度大 ,因此生态环境效益高 ,生态环境支

撑系统承载能力强 ,承载能力指数为 62. 50。但不可

忽视的是 ,该区工业发达 ,污染物的排放已使本区水

体质量有所下降 ,如太湖近年来多次蓝藻爆发 ,对当

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开始显现出限制性 ,

因此 ,该区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

保护与治理。

3. 2 　中承载能力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的沿江及其毗邻

地区。土地总面积 3. 63 ×104 km2 ,2004 年年末总人

口 2 779. 90 万 ,地区生产总值 6 301. 87 亿元 ,分别占

全省的 34. 56 % ,38. 58 %和 40. 58 %。第一、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6. 91 % ,

54. 64 %和 38. 45 %。

该区是全省土地综合承载能力中等的地区 ,土地

综合承载能力指数为 54. 34。在四大支撑系统中 ,水

土资源支撑系统和生态环境支撑系统均处于较高水

平 ,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则处于中等水

平。该区人地矛盾不如苏锡常地区尖锐 ,且土地质量

和水资源保障能力都较强 ,因此水土资源支撑能力

高 ,水土资源系统承载能力指数平均值达 62. 61。从

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看 ,受沿江开发和

苏中崛起战略的影响 ,该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对资

金、技术、人才的吸引力逐渐提高 ,同时受苏南的辐射

带动作用 ,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与深受

上海经济圈影响的苏锡常地区相比仍嫌落后 ,因此土

地利用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处于全省

中等水平 ,其承载能力指数分别为 51. 14 和 36. 32。

该区包括宁镇扬丘陵区 ,森林资源丰富、植被盖度高 ,

由于社会经济处于中等水平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

对滞后 ,污染及废弃物排放密度相对较低 ,因此生态

环境质量高 ,承载能力强 ,生态环境支撑系统承载能

力指数 6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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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低承载能力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北部及沿海地区。土地总

面积 5. 54 ×104 km2 ,2004 年年末总人口 3 184. 45

万 ,地区生产总值 2 623. 64 亿元 ,分别占全省的

52. 67 % ,44. 19 %和 16. 89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25. 47 % ,42. 95 %

和 31. 58 %。

该区是全省土地综合承载能力较低的地区 ,土地

综合承载能力指数为 40. 72。四大支撑系统承载能

力均处于全省最低水平。该区耕地资源丰富 ,但由于

地处苏北及沿海地区 ,土地盐渍化程度高 ,土地质量

相对较差 ,水资源保障程度低 ,因此水土资源支撑能

力较低 ,水土资源支撑系统承载能力指数平均值为

57. 33。从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看 ,虽

然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全省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

但受区位条件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 ,区域发展水平

差距日益加大。广大苏北地区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落后 ,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弱 ,因此土

地利用社会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支撑系统处于全省

最低水平 ,其承载能力指数分别为 40. 72 和 27. 38。

从生态环境系统支撑能力看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落后 ,建设用地开发密度

低 ,使得污染及废弃物排放密度相对较低 ,因此生态

环境系统支撑能力整体与其它地区差异不大 ,承载能

力指数为 60. 70。

4 　结 论

本文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江

苏省为研究区域 ,研究其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的区域差

异 ,对江苏省差异化土地利用战略的制定从而实现土

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社会、经济、生态之间以及区域

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是对各评价单元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相对

大小的横向比较 ,对所有评价单元采用的是同一个评

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百分比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该研究方法隐含的前提是所有评价单元中效益

型指标的最高值和成本型指标的最低值是所有评价

单元单一指标的承载力。实际上每一个评价单元都

有其特征性资源环境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下的

最优指标组合特征 ,其既是计算各单元承载力的基础

也是当前土地承载力研究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

因此如何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背景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地域差异性和特殊性 ,形成科学、合理、实用并有

较强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土地综合承载力分析

仍需进一步的研究。但作为不同评价单元之间土地

综合承载能力相对大小的横向比较分析 ,本研究结果

仍能反映江苏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的区域差异特征 ,对

差异化土地利用措施与政策的制定仍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从江苏省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研究结果看 ,生态

环境支撑系统在各县 (市)间差异相对较小 ,对土地综

合承载能力区域差异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支撑系统和

经济技术支撑系统支撑能力 ,这反映了江苏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的社会现实。为了区域之间

的协调发展 ,江苏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如产业转移、

财政、税收等相应措施鼓励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 ,提供土地综合承载能力 ,缓解地区之间发展不

平衡的社会现实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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