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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重庆市近１０ａ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 了 分 析，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构 建 了 适 合 该 区 域 地 域 特 征 的

土地利用评 价 指 标 体 系，运 用 最 优 组 合 赋 权 法 对 其 土 地 利 用 状 况 进 行 定 量 化 评 价。研 究 结 果 表 明：

（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重庆市耕地急剧下降，其面积净减了２９３　６７９．７ｈｍ２，建设用地大幅增加，其面积净增了

７４　３３４．１ｈｍ２。（２）土地配置结构和土地利用程度分值呈现出总体下降态势，分别从１９９９年的０．７１３　２和

０．１１４　３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２９４　２和０．０３８　７，这表明目前重庆市用地矛盾突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仍

较低。土地利用效率与利用效益则增长明显，其分值分别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０６５　５和０．０４６　７增长到２００８年

的０．４４７　２和０．３０１　１，但总体水平还较低，表明土地产出率 还 有 很 大 的 提 高 空 间。（３）重 庆 市 土 地 利 用 绩

效值总体水平不高，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１７６　７增长到２００８年 的０．２５９　８，表 明 在 土 地 利

用总体规划和国家有力的土地宏观调控措施下，重庆市土地利用正朝着合理利用和持续利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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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地圈生物圈计

划（ＩＧＢＰ）和国际人文因素计划中关于全球环境变化

（ＩＨＤＰ）部分就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作为其核

心项目［１－２］，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 研 究 已

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土地利用是人类与土地

进行的物质、能量及价值、信息的交流、转换的过程，

它的 本 质，是 人 与 地 的 关 系，或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３］。

因此，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空间格局是人类土地利用对

自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土地政策响应的累积结

果。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性能对于促进区域社会

经济与生态 环 境 的 协 调 发 展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重庆市作为一个丘陵山区直辖市，集中了中国西南地

区的大部分典型问题，如贫困人口多，区域经济相对

落后，地处生态脆弱地带等等［４－５］。近 年 来 随 着 城 镇



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繁荣的同时，带动着土地

覆盖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剧烈变化，人地矛盾、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重庆市及三峡库

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

在分析近１０ａ来 重 庆 市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情 况 的 基 础

上，引入绩效概念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

评价，为重庆未来经济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

的合理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地貌以丘陵和中、低山

为主，幅 员 面 积８．２３×１０４　ｋｍ２。年 平 均 气 温８～
１８℃。年均降水量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０ｍｍ，拥有丰富的生

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独具特色的三峡旅游

资源，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重庆市是中国西南地区

和长江上游 的 经 济 中 心、重 要 的 交 通 枢 纽 和 内 河 口

岸，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大工业、大农业、大流通、大交

通的特点突出，具有一批带动能力较强的支柱产业、
优势行业和拳头产品［５］。

１．２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联

系最为密切的领域，尽管重庆市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

市，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特色仍没有改变。在

人多地少的市情下，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十分尖锐，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重庆市土地可持

续利用的前提是对土地利用现状与空间格局进行清

楚的认知 与 分 析。为 此，本 研 究 分 析 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各类用地数量的变化情

况可以反映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总体态势；运
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定量描述重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速度，对比较各年份土地利用变化差异及预测未来土

地利用变化趋势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采用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进一步分析各类用地变化的内在过程和

趋势，认识１０ａ来 重 庆 市 各 类 用 地 的 流 向 和 转 换 情

况。利用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模型对重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土地资源利用 状 况 进 行 评 价，了 解１０ａ来 重 庆 区

域经济发展所进行土地利用的绩效、经验以及存在问

题，为重庆市未来土地利用平衡目标确定及途径探讨

提供依据。

１．３　数据来源

（１）图件资料。包括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重庆市的土

地利用现状图，变更调查到２００８年的重庆市土地利

用地形图，土壤图，行政交通区划图，农业区划图册。
（２）文字资 料。重 庆 市 国 土 资 源 和 房 屋 管 理 局

提供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现状 变 更 数 据；社 会

经济统计资料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提供的相关社会

统计资料，包括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重庆市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１９９９—２００８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

市“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规划资料，重庆市土

地开发整理（复 垦）潜 力 研 究，重 庆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等。运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２，ＳＰＳＳ　１０．０
和Ｅｘｃｅｌ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构建评价指标的

属性值表，并以此作为整个评价工作的基础。

１．４　研究方法

１．４．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动态度［６］用以

反映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的变化速度，它既可以表

达单一土地类型的时空变化，也可以对区域土地利用

动态的总体状况及其区域分异进行分析，其表达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式中：Ｋ———研究时 段 内 某 一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动 态 度；

Ｔ———研究时段长，当Ｔ 设定为年时，Ｋ 值就是该研

究中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Ｕａ，Ｕｂ———研究

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为了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过程和趋

势，引入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其数学表达式为［７］：

ｐ＝｛ｐｉｊ｝＝

ｐ１１ ｐ１２ … ｐ１ｎ
ｐ２１ ｐ２２ … ｐ２ｎ
ｐ３１ ｐ３２ … ｐ３ｎ
ｐｎ１ ｐｎ２ … ｐ

熿

燀

燄

燅ｎｎ
式中：ｎ———土地利用类型数目；ｐｉｊ———期初至期末

类型ｉ转化为类型ｊ的面积。

１．４．２　土地利用绩效评价　土地利用绩效是土地资

源不同的利用程度及不同配置结构产生的利用效率、
效果和效益等的综合体现，即土地配置是否达到最佳

与最充分、最合理地有效利用。因此，本研究对土地

利用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从４个方面加以考虑：（１）
土地利用结 构；（２）土 地 利 用 效 率；（３）土 地 利 用 程

度；（４）土地利用效益［８－９］（表１）。本研究将主观赋权

法（ＡＨＰ［１０］法）和客观赋权法（熵值法［１１－１２］）所得到的

权重系数按照 最 优 组 合 赋 权 法［１３］结 合 起 来，客 观 地

反映各指标层对目标层的影响程度。计算得到土地

利用绩效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表１）。
最终将准则层的分值进行线性加权求和，构建土

地利用绩效评价模型［１２－１３］：

Ｐ＝ＡＷａ＋ＢＷｂ＋ＣＷｃ＋ＤＷｄ
式中：Ｐ，Ａ，Ｂ，Ｃ，Ｄ———土地利用绩效、利用结构、利

用程度、利 用 效 率、利 用 效 益 的 分 值；Ｗａ，Ｗｂ，Ｗｃ，

Ｗｄ———结构、程度、效率和效益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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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庆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因素层　　　　　 元素层　　　　　 权 重

土

地

利

用

绩

效

（Ｐ）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Ａ１） 各类土地利用面积，最大土地利用类型数 ０．１３５　６
农地与建设用地面积比（Ａ２） 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０．２４７　８

土地利用结构（Ａ）
垦殖指数（Ａ３）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０．１８０　２
森林覆盖率（Ａ４）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０．２２７　７
坡耕地比率（Ａ５） ＞１５°坡耕地面积，耕地总面积 ０．１２２　４
基本农田保护指数（Ａ６） 实际保护的基本农田面积、基本农田总面积 ０．０８６　３

土地利用率（Ｂ１） 已利用的土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０．１９５　５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Ｂ２） 人口数量，建设用地面积 ０．１７３　４

土地利用程度（Ｂ）
人均耕地面积（Ｂ３） 人口数量，耕地面积 ０．２０７　０
复种指数（Ｂ４） 年播种作物的总面积，耕地面积 ０．１７４　５
林地有效利用率（Ｂ５） 林地面积，宜林荒地面积 ０．１１６　６
容积率（Ｂ６） 区域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 ０．１３３　０

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Ｃ１） 固定资产投资额，土地总面积 ０．１３３　２
地均ＧＤＰ（Ｃ２） ＧＤＰ总量，土地总面积 ０．１９３　４

土地利用效率（Ｃ）
地均环保投资额（Ｃ３） 环保投资总额，土地总面积 ０．１６８　７
地均农业生产经营投入（Ｃ４） 农业生产经营投入总额，土地总面积 ０．１５５　４
地均基础设施投资额（Ｃ５）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土地总面积 ０．１５７　６

建设用地弹性系数（Ｃ６）
基期ＧＤＰ数量，比较期ＧＤＰ数量，
基期建设用地面积，比较期建设用地面积

０．１９１　７

人均ＧＤＰ（Ｄ１） ＧＤＰ总量，人口总数 ０．１２４　０
单位面积废物排放量（Ｄ２） 废物排放总量，土地总面积 ０．２４７　８

土地利用效益（Ｄ）
人均纯收入（Ｄ３） 居民家庭收入，各项费用性支付，家庭人数 ０．１３４　５
单位建设用地产值（Ｄ４） 经济总产值，建设用地面积 ０．２４２　６
单位农用地农业产值（Ｄ５） 经济总产值，农用地面积 ０．１６５　５
人均绿地面积（Ｄ６） 绿地面积，区域人口总数 ０．０８５　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分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重 庆 市 经 济 高 速 发 展，用 地 结 构

变化异常明显（表２）。总体看，耕地在１０ａ间呈持续

下降趋势，总共减少２９３　６７９．７ｈｍ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耕地面积变化显著，共减少２４２　１９３ｈｍ２，主要是由于

该阶段生态退耕和三峡库区淹没使得 耕 地 数 量 减 少

较多。２００４年 后 耕 地 减 少 幅 度 逐 渐 变 小，主 要 是 通

过大力实施土地开发整理新增了大量耕地；在耕地下

降的同时，林地和园地却与之 相 反，林 地 的 面 积 出 现

了明 显 的 上 升，１０ａ间 林 地 面 积 增 长 了３２０　２５２．４
ｈｍ２；园地也出 现 了 上 升 趋 势，１０ａ间 面 积 总 共 增 长

了７５　３４１．３ｈｍ２。

１９９９年以来，建设 用 地 面 积 逐 年 稳 步 增 加，１０ａ
间新增建设用地共７４　３３４．１ｈｍ２。其中是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增长４６　１３３．７ｈｍ２，交通用地增长１４　５８５．２

ｈｍ２，水利设施用 地 增 长１３　６１５．３ｈｍ２，可 见 居 民 点

及工矿用地增长最多，占总新增建设用地的６２．０６％。

在耕地减少速度放缓的同时，被开发复垦的未利用地

却逐 年 增 多，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间，未 利 用 地 总 量 减 少

６１　８５５．９ｈｍ２。

从土地利用动态度来看，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重庆市

园地的变化最为明显，年均动态度为５．６６％，园地面

积净增加５６　０４０．１ｈｍ２；耕 地 的 变 化 幅 度 仅 次 于 园

地，年 均 态 度 为－１．６０％，面 积 净 减 少 了２４２　１９３
ｈｍ２；林地、牧草地和建设用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

均变化幅度分别为１．５７％，０．０７％和１．２９％，分别净

增加２８０　４２８．８，９８３．２和４０　１１２．０ｈｍ２；另 外，其 他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呈现出下降趋势，年均变化幅度分

别为－１．３６％和－１．１０％，分 别 净 减 少８４　１１７．７和

５１　２５３．５ｈｍ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重庆市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分别

净减少５１　４８６．７０和３０　４１３．３０ｈｍ２，动 态 度 分 别 为

－０．５６％和－０．０８％，减少的速度较上前阶段有所放

缓；未利用地开发的速度较前阶段有所放缓，动态度为

－０．３７％，净减少１０　６０２．４０ｈｍ２；牧草地呈现出减少

趋势，动态度 为－０．０９％，净 减 少８４４．５０ｈｍ２；园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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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地较 上 一 阶 段 增 加 的 速 度 放 缓，动 态 度 分 别 为

２．１８％和０．３１％，分别净增加１９　３０１．２０和３９　８２３．６０
ｈｍ２；建 设 用 地 增 加 趋 势 显 著，幅 度 和 速 度 都 大 于 前

阶段，净增加３４　２２２．１０ｈｍ２，动态度为１．５３％。

表２　重庆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间不同时段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土地类型　
１９９９年

面积／ｈｍ２ 比重／％
２００４年

面积／ｈｍ２ 比重／％
２００８年

面积／ｈｍ２ 比重／％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间年变化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间年变化率／％

耕 地 ２　５２９　６１１．７　 ３０．７５　 ２　２８７　４１８．７　 ２７．８　 ２　２３５　９３２　 ２７．１８ －１．６０ －０．５６
园 地 １６４　９０３．４　 ２．００　 ２２０　９４３．５　 ２．６９　 ２４０　２４４．７　 ２．９２　 ５．６６　 ２．１８
林 地 ２　９７０　８４６．５　 ３６．１１　 ３　２５１　２７５．３　 ３９．５２　 ３　２９１　０９８．９　 ４０．００　 １．５７　 ０．３１
牧草地 ２３７　０７１．４　 ２．８８　 ２３８　０５４．６　 ２．８９　 ２３７　２１０．１　 ２．８８　 ０．０７ －０．０９
其他农用地 １　０３０　４５０．３　 １２．５３　 ９４６　３３２．６　 １１．５　 ９　１５９　１９．３　 １１．１３ －１．３６ －０．８０
建设用地 ５１８　８３６．５　 ６．３１　 ５５８　９４８．５　 ６．８　 ５　９３１　７０．６　 ７．２２　 １．２９　 １．５３
未利用地 ７７５　１４５．３　 ９．４２　 ７２３　８９１．８　 ８．８　 ７１３　２８９．４　 ８．６７ －１．１０ －０．３７

　　概括起来，重庆市土地利用的变化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两个阶段速度不同。耕地、其他农

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减弱；园地、林地面积

增加的趋势减弱；牧草地面积在两个时段内呈先增加

后减少的趋势；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趋势减强。

２．２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由表３可 以 看 出，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间 重 庆 市 土

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耕地急

剧下降，建设用地大幅增加，并 且 建 设 用 地 增 加 的 趋

势逐渐走强，可 见 近１０ａ来 重 庆 市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趋

势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直辖至今，重庆市

在国家宏观政策环境下迎来了经济文 化 发 展 的 新 时

期，伴随着的就是城市建设加 快，建 设 用 地 增 加 而 耕

地逐年减 少，虽 然 城 市 化 的 过 程 中 难 以 避 免 占 用 耕

地，但应该反思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

地方，只有在清楚认识问题的 基 础 上，才 能 为 将 来 更

好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找到 好 方 法，因 此，需 要 对 近

１０ａ来重庆市土地利用的绩效进行评价。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ｈｍ２

地 类　 耕 地 园 地 林 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１９９９年

耕 地 １　７１９　１２４．１　 ６６　７８１．７　 ５６２　３３２．７　 １５　６８３．６　 １３　９１２．９　 ７８　９２３．９　 ７２　８５２．８　 ２　５２９　６１１．７
园 地 ５　２６０．４　 ９４　４０７．２　 １７　５９５．２　 ５　６７２．７　 ２４　８８３．９　 ９　２０８．２　 ７　８８２．４　 １６４　９０３．４
林 地 １２５　６６６．８　 ３６　２４４．３　２　５４３　３４１．７　 ９５　９５８．３　 ３９　５１２．３　 ９０　９０７．９　 ３９　２１５．２　 ２　９７０　８４６．５
牧草地 ８１　６００．０　 ２　０８６．２　 ２　５８４．１　 １０７　６７７．８　 ７　９８９．３　 １３　７０２．７　 ２１　４３１．３　 ２３７　０７１．４
其他农用地 ６５　３３０．６　 ３２　０４７．０　 ３　５０３．５　 ２０６．１　 ７４３　５７２．９　 １０２　１１７．６　 ８３　６７２．６　 １　０３０　４５０．３
建设用地 １３０　７３７．７　 ８５２．９　 ２０　１５５．６　 ７７１．１　 ６　７５０．３　 ２８１　３３５．１　 ７８　２３３．８　 ５１８　８３６．５
未利用地 １０８　２１０．３　 ７　８２９．０　 １４１　５４１．５　 １１　２３９．６　 ７９　２９７．４　 １６　９７５．７　 ４１０　０５１．９　 ７７５　１４５．３
２００８年 ２　２３５　９３２．０　 ２４０　２４４．７　３　２９１　０９８．９　 ２３７　２１０．１　 ９１５　９１９．３　 ５９３　１７０．６　 ７１３　２８９．４　 ８　２２６　８６５．０

２．３　土地利用绩效评价结果

采用绩效模型计算得出重庆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土

地利用绩效值（表４）。由表４可以看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土地 配 置 结 构 分 值 从１９９９年 的０．７１３　２降 到

２００８年的０．２９４　２。随 着 直 辖 后 重 庆 市 经 济 社 会 的

跨越式发展，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 不 断 扩 展，导 致 土 地

资源的配置弹性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重庆市建设

用地面积的剧增和耕地的锐减的矛盾突出；土地利用

程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广度与深度，它不仅反映了

土地利用过程中土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同时也反映了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重庆市土

地利 用 程 度 呈 现 出 总 体 下 降 趋 势，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其

分值由０．１１４　４下降到０．０３８　７，可见目前重庆 市 土

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仍较低；在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

情况下，解决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的关键在于提

高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效率与利用效益就是反映土

地利用的投入产出情况的主要指标，研究表明重庆市

的土地利用效率与利用效益则增长明显，分值分别由

１９９９年 的０．０６５　５和０．０４６　７增 长 到２００８年 的

０．４４７　２和０．３０１　１，由 此 可 见，虽 然 目 前 重 庆 市 土 地

产出率较低，影响了土地资源 的 有 效 利 用，从 而 表 明

重庆的土地产出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应用土地绩效评价模型求得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重庆

市土地利用绩效值总体水平不高，但保持稳定增长趋

势：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１７６　７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２５９　８。
其变化情况与重庆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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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基本一致，表明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家有力

的宏观调控措施条件下，重庆市土地利用正朝着合理

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的方向发展。

表４　重庆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绩效

年 份
土地利用

结构Ａ
土地利用

程度Ｂ
土地利用

效率Ｃ
土地利用

效益Ｄ
土地利用

绩效Ｐ

１９９９年 ０．７１３　２　 ０．１１４　４　 ０．０６５　５　 ０．０４６　７　 ０．１７６　７
２０００年 ０．６７７　８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６１　２　 ０．０６５　４　 ０．１５４　３
２００１年 ０．５５３　４　 ０．１２３　２　 ０．０７３　３　 ０．０６６　２　 ０．１５３　２
２００２年 ０．５３２　１　 ０．１２０　１　 ０．０７６　５　 ０．０６１　１　 ０．１４７　７
２００３年 ０．５１０　９　 ０．０９８　７　 ０．１１２　３　 ０．１２９　８　 ０．１７２　３
２００４年 ０．４８７　７　 ０．０８７　６　 ０．１５６　６　 ０．１５３　３　 ０．２１６　６
２００５年 ０．４６５　５　 ０．０８３　３　 ０．１０８　４　 ０．１５７　６　 ０．２２６　８
２００６年 ０．３７６　５　 ０．０５４　４　 ０．２８６　６　 ０．１８３　９　 ０．２３２　５
２００７年 ０．３２４　４　 ０．０４３　２　 ０．３４７　６　 ０．２５６　４　 ０．２４３　６
２００８年 ０．２９４　２　 ０．０３８　７　 ０．４４７　２　 ０．３０１　１　 ０．２５９　８

３　结 论

（１）重庆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之间土地利用结构在

经济高速发展、三峡水利工程 的 建 设、人 口 增 长 以 及

宏观政策因素等的驱动下变化较大。耕地急剧下降，

１０ａ间其数量减少了２９３　６７９．７ｈｍ２；建设用地大幅

增加，１０ａ间共新增７４　３３４．１ｈｍ２，并且建设用地增

加的趋势逐渐增强，这正是人口增加和快速城市化的

必然结果。
（２）重 庆 市 土 地 资 源 配 置 弹 性 呈 下 降 趋 势，从

１９９９年的０．７１３　２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２９４　２；土地利用

程度也呈现出总体下降态势，土地利用效率与利用效

益则增长明显。可见目前重庆市用地矛盾突出、土地

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和土地产出率仍然较低。
（３）重庆市土地利用绩效值总体水平不高，但保

持稳定增长趋势，１９９９年 的０．１７６　７增 长 到２００８年

的０．２５９　８，其变化情况与重庆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自然条件变化基本一致，表 明 在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和国家有力的土地宏观调控措施下，重庆市土地利

用正朝着合理利用与持续利用的方向发展。
（４）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近１０ａ社会经济高速

发展，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居民 生 活 水 平 得 到 较 大 改

善，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 中 心，并 发 挥 龙 头 辐 射

带动作用，这与土地利用的逐渐合理利用和持续利用

是息息相关的，由此可见，只有 将 人 类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和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很好地整合起来，才能在今后

的研究中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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