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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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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土地资源的优劣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土 地 利

用变化差异及成因分析将为区域土地资源 的 可 持 续 利 用 提 供 科 学 依 据。采 用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土 地 相 对

变化率、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等指标，分析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陕北、关中和陕南３大区域的耕地、林地、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的时空变化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１４ａ来，陕北、关中、陕南３大区域土地利用

变化主要呈现耕地数量持续减少，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的趋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使陕北

地区耕地明显减少而林地增加较快，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带动了该区域工矿用地的增长。关 中 地 区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该区域居民点及工 矿 用 地 增 长 显 著，同 时 也 是 耕 地 减 少 的 主 要 原 因。陕 南 受 秦 巴

山区自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各类用地的变化较为缓慢，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明显低于陕北和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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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和

环境条件［１－２］，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对区域生态环

境产生重要 影 响，并 以 累 积 的 方 式 影 响 全 球 环 境 变

化。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

国土地利用发生快速变化，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的

区域分异特征［１－４］。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差异形成既



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联

系。目前，土地利用区域差异及协调发展越来越成为

中国土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研

究热点［５－９］。依据土地利用差异性合理利用土地，对于

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貌类型复杂，土地

构成要素多样，加上人类生产活动的长期影响，土地

利用的区域差异明显［１０－１１］。作为西部大开发与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点 区 域，陕 西 省 近１４ａ来 土 地 利 用 变

化引起的人地关系演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

不同地区经济基础、城市化水平等有明显差异，陕西

省土地利用演化过程存在显著的区域特点［１２－１４］，制约

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时间和空间２个角度出

发，分析近年来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特征

及成因，将为本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也可为同类地区的土地利用调控与管理提供借鉴

和启示。

１　研究数据与方法

根据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陕西省从北向南形

成陕北、关中和陕南３大自然区域。其中陕北包括延

安市和榆林市，关中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

阳市、杨凌示范区和渭南市，陕南包括汉中市、安康市

和商洛 市，全 省 共 辖１１个 市（区）。研 究 中 以 各 市

（区）作为基本单元，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相对

变化率和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等指标，研究表征全省

社会、生态、经济状况的耕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

地的时空变化差异特征，并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数据主要来 源 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 的《陕 西 省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以及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的 陕 西 省

统计年鉴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其他土地共８类。

２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现状

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９年 陕 西 省 的 耕 地 主 要 分 布 在

关中和陕北地区，分别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４２．５８％
和３４．７９％，其中 榆 林 市 耕 地 面 积 最 大，其 次 是 渭 南

市。园地主要分布在延安、榆林、渭南和咸阳，分别占

全省 园 地 总 面 积 的１８．６０％，２２．１０％，２１．３４％和

１９．０６％；林地主要分布在陕南秦巴山地，占全省林地

总面积的４９．４２％，其次是延安占１９．０９％；牧草地主

要分布在陕北地区，占全省牧草地总面积的８１．６８％。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集中在关中的西安、咸阳、渭

南 和 陕 北 的 榆 林，分 别 占 全 省 该 地 类 总 面 积 的

１６．８６％，１３．６４％，１５．９０％和１５．８８％；交 通 运 输 用

地 亦 集 中 在 关 中 地 区，占 全 省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的

４４．１４％；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

南地 区，分 别 占 全 省 该 地 类 总 面 积 的３６．５３％和

３５．０％；其他用地主要分布在陕北榆林，占全省该地

类总面积的４３．４５％，而在其他地区分比较少。

表１　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各市（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 １０４　ｈｍ２

市（区）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西安市 ３０．１５　 ３．２２　 ４８．３１　 ２．３７　 １２．１０　 １．９９　 ２．１４　 ０．６９
铜川市 ９．８８　 ２．０２　 ２０．３１　 ３．５３　 １．７５　 ０．５６　 ０．２６　 ０．５４
宝鸡市 ３６．２８　 ４．３２　 １１８．０５　 ９．０１　 ６．７４　 ２．１５　 ２．６２　 ２．０１
咸阳市 ３５．８７　 １６．２０　 ２２．２２　 １２．４５　 ９．７９　 ２．５５　 １．８４　 ０．９８
杨凌区 ０．６６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渭南市 ５７．３３　 １８．１４　 ２０．５５　 １３．１５　 １１．４１　 ３．０４　 ４．４１　 ２．２８
汉中市 ３５．８４　 ３．０４　 ２１２．６３　 ３．８６　 ５．４６　 ２．０１　 ４．８０　 ３．３２
安康市 ３４．１８　 １．８１　 １８４．１１　 ２．８２　 ３．４１　 １．４３　 ３．５７　 ４．０３
商洛市 ２０．４５　 １．６１　 １５８．４４　 ５．７１　 ３．４９　 １．２２　 ２．４７　 ２．４８
延安市 ３６．０７　 １５．８１　 ２１４．４０　 ８９．４９　 ５．８５　 ３．４５　 ２．７９　 ２．４５
榆林市 １０２．９７　 １８．７９　 １２４．１０　 １４６．４５　 １１．３９　 ４．９８　 ６．０４　 １４．４９
陕西省 ３９９．７０　 ８５．０１　 １１２３．１９　 ２８８．８４　 ７１．７５　 ２３．４２　 ３０．９９　 ３３．３４

２．２　土地利用时间变化差异

土地利用动态度［１５］表达了研究区一段时间内某

类土地的数量变化情况，即研究区内某类土地利用类

型在此期间的年平均变化速 率，因 此，土 地 利 用 时 间

变化差异可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来反映：

Ｋ＝ＬＡ
（ｉ，ｔ２）－ＬＡ（ｉ，ｔ１）
ＬＡ（ｉ，ｔ１） ×１Ｔ×１００％

（１）

式中：Ｋ———研究 时 段 内 某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动 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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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ｔ２），ＬＡ（ｉ，ｔ１）———研 究 期 末 和 期 初 第ｉ类 土 地

的数量；Ｔ———研究 时 段。当Ｋ＞０时，表 明 该 类 型

土地数 量 在 增 加；Ｋ＜０，说 明 该 类 型 土 地 数 量 在 减

少；Ｋ＝０，表 明 该 类 型 土 地 数 量 无 变 化。根 据 式（１）

计算出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各市（区）耕地、林地 和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动态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各市（区）耕地、

林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动态度 ％

市（区） 耕 地 林 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延安市 －４．８４　 ３．５８　 １．８２
榆林市 －１．４６　 １．６７　 １．４６
陕北地区 －３．１５　 ２．６３　 １．６４
西安市 －１．５３　 １．２４　 ４．５１
铜川市 －１．４８　 ２．０２　 ０．１５
宝鸡市 －１．８３　 ２．１７ －０．５９　
咸阳市 －２．４３　 ２．７６　 ０．６５
杨凌示范区 －１．８６　 ２．０５　 ９．２８
渭南市 －１．４９　 ０．９９　 ０．７９
关中地区 －１．７７　 １．８７　 ２．４７
汉中市 －１．６２　 ０．８２　 ０．４９
安康市 －２．８０　 １．２２　 ３．５０
商洛市 －２．６０　 １．３２　 １．８３
陕南地区 －２．３４　 １．１２　 １．９４
陕西省 －２．１８　 １．８０　 ２．１７

由表２可知，１４ａ来全省各市（区）均出现不同快

慢的耕地 减 少，年 平 均 减 少 速 度 为２．１８％。减 少 最

快的是 延 安，年 均 减 少４．８４％，远 高 于 其 他 地 区；其

次是 安 康、商 洛、咸 阳，减 少 速 度 在２．４０％～２．８％；

宝鸡、西安、杨凌、铜川、汉中、渭南和榆林减少速度在

１．４６％～１．８６％。陕北减少速度最快，其次是陕 南，

关中地区耕地减少相对较慢。

全省各市（区）均表现出林地增长的趋势，陕西省

年均增长速度为１．８０％，陕北的林地增长速度较快，

关中和陕南增长速度相当。延安市达３．５８％，铜川、

宝鸡、咸阳和杨凌示范区增长速度在２．０％～３．０％，

榆林、西安、安 康 和 商 洛 增 长 速 度 在１．０％～２．０％，

渭南和汉中林地增长较慢，小于１．０％。

除宝鸡市外，各市（区）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都出

现不同快 慢 的 增 加。西 安、杨 凌 和 安 康 增 加 速 度 最

快，分别是４．５１％，９．２８％和３．５０％。从 整 体 看，陕

南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长速 率 略 高 于 陕 北。关 中 的

铜川、咸阳和渭南以及陕南的汉中居民点工矿用地增

长速率均在１％之下，宝鸡市居民点工矿用地呈现负

增长现象。

２．３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差异

土地利用动态度从 纵 向 反 映 了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的

时间变化差异，而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差异可用

某类土地类型的相对变化率［１６］来表示：

Ｒ＝│Ａｂ－Ａａ│×Ｃａ│Ｃｂ－Ｃａ│×Ａａ
（２）

式中：Ｒ———土地 利 用 类 型 相 对 变 化 率；Ａａ，Ａｂ———
某特定研究单元某一土地类型研究期初和期末面积；

Ｃａ，Ｃｂ———研究区该 土 地 类 型 研 究 期 初 和 期 末 面 积。
当Ｒ＞１，表示该区域该 类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变 化 较 全 区

域大；Ｒ＝１，表示二者相同；Ｒ＜１，表示该区域该类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较全区域小。根据式（２）计算出陕西

省各市（区）耕地、林地、居民点工矿用 地 相 对 变 化 率

（如表３所示）。

表３　陕西省各市（区）的耕地、林地

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相对变率 ％

市（区） 耕 地 林 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延安市 ２．０５　 ２．０９　 １．３１
榆林市 ０．６２　 ０．９８　 １．０５
陕北地区 １．３４　 １．５４　 １．１８
西安市 ０．６５　 ０．７３　 ３．２５
铜川市 ０．６３　 １．１８　 ０．１１
宝鸡市 ０．７８　 １．２７　 ０．４３
咸阳市 ０．１１　 １．６１　 ０．４７
杨凌示范区 ０．６３　 １．９３　 ６．６８
渭南市 ０．６３　 ０．５８　 ０．５７
关中地区 ０．５７　 １．２２　 １．９２
汉中市 ０．６９　 ０．４８　 ０．３５
安康市 １．１９　 ０．７１　 ２．５２
商洛市 １．１０　 ０．７７　 １．３２
陕南地区 ０．９９　 ０．６５　 １．４０
陕西省 ０．８３　 １．１２　 １．６４

总体来看，陕北 地 区 耕 地 变 化 率 最 大，其 次 是 陕

南，关中地区耕地变 化 较 平 缓。关 中 的 宝 鸡、西 安 和

陕南的汉中耕地变化幅度比较接近全省平均水平，陕
北的延 安 耕 地 变 化 率 最 大，是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的２
倍多。

林地增加的区域差异也较明显，陕北地区林地变

化大于 关 中 和 陕 南，其 中，延 安 变 化 最 显 著，达 到

２．０９。陕南 地 区 各 市 林 地 变 化 最 小，汉 中 仅 为０．４８，
平均变化率约为陕西省平均水平的１／２。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的 相 对 变 化 率 最 高 的 是 关 中

地区的杨凌和西安，杨 凌 为６．６８，西 安 为３．２５，远 高

于其他地区和 全 省 的 平 均 水 平１．６４；而 关 中 其 他 市

的变化率在０．１１～０．５７，相对低于陕南和陕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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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的区域差异

为客观反映土地利用的价值和效益，考虑各指标

资料获取的可能性与利用性，选取地均ＧＤＰ、单位建

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和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额３项指标反映陕西省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如表４
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各市（区）

的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 万元／ｈｍ２

市（区） 地均ＧＤＰ
单位建设用地第
二、三产业产值

单位建设用地
固定资产投资额

延安市 １．９４　 １００．１１　 ８２．９０
榆林市 ３．０４　 ９３．７４　 ６４．６９
陕北地区 ２．５３　 ９５．９０　 ７０．８５

西安市 ２６．９３　 １９７．３４　 １８８．７６
铜川市 ３．９９　 ７４．７７　 ４５．８９
宝鸡市 ４．５８　 ９６．７４　 ８５．７１
咸阳市 ８．９８　 ６６．５１　 ７４．４８
杨凌示范区 ３０．９３　 ９５．９４　 ５６．６９
渭南市 ４．６８　 ４３．０４　 ４０．８８

关中地区 ９．５０　 １０３．１３　 ９８．６３

汉中市 １．５１　 ５０．７８　 ３７．３８
安康市 １．１６　 ５１．９９　 ６７．７３
商洛市 １．０８　 ４３．６０　 ５４．０２
陕南地区 １．２７　 ４９．０９　 ５０．５０
陕西省 ３．９８　 ９１．６３　 ８３．１３

地均ＧＤＰ关中 地 区 远 高 于 陕 北 和 陕 南，西 安 和

杨凌分别高达２６．９３万元／ｈｍ２ 和３０．９３万元／ｈｍ２，

其他地区也均高于陕西省水平３．９８万元／ｈｍ２，而陕

北和陕南的地均ＧＤＰ均低于陕西省水平。
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关中地区的西安市

最高，其次宝鸡和杨凌、陕北的 延 安 和 榆 林 高 于 全 省

水平。陕南地区最低，仅为４９．０９万元／ｈｍ２，约为陕

西省水平９１．６３万元／ｈｍ２ 的１／２。

单位建设用地固定 资 产 投 资 额 只 有 关 中 的 西 安

和宝鸡高于全 省 水 平，尤 其 是 西 安，是 全 省 水 平 的２
倍多。其他地区则全部低于全省水平，只有陕北的延

安接近全 省 水 平，为８２．９０万 元／ｈｍ２。最 低 的 是 陕

南的汉中，仅 为３７．３８万 元／ｈｍ２。这 说 明 从 投 资 强

度来看，也是关中最高，陕北其次，陕南最低。

３　区域差异成因分析

（１）陕北地 区 土 地 资 源 丰 富，但 地 形 破 碎，生 态

环境恶劣，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

施，是该地区耕地迅速减少以及林地快速增加的直接

原因。结合表２—３可知，近１０ａ多来陕北地区耕地

的减少最为显著。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重化工

基地建设占用也使该地区的耕地大量减少，并致使工

矿用地快速增加。从表４可知，近年来石油、天然气、
煤炭等资 源 的 开 发，快 速 带 动 了 陕 北 地 区 的 经 济 建

设，提高了土地利用强度和效 益，用 地 产 值 和 投 资 强

度分别高于和接近全省平均 水 平，但 地 均ＧＤＰ仍 明

显低于全省和关中水平。
（２）关中地 区 地 势 平 坦，自 然 条 件 优 越，农 业 具

有精耕细作的传统，耕地减少 低 于 陕 北 和 陕 南，经 济

快速发展和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是 该 区 域 耕 地 减

少的主要原因。由于杨凌示范区和西安市的带动，总
体上，关中地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增长高于陕北和

陕南。西安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区，杨凌

是全国唯 一 的 农 业 高 科 技 示 范 区，建 设 用 地 增 长 快

速。高产出率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西安、杨凌和宝

鸡，其高新技术产业、装 备 制 造 业、信 息、旅 游 等 产 业

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较大，从而使 关 中 地 区 的 土 地 利

用效益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
（３）陕南地区处于秦巴山地，是陕西省生态退耕

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点地 区，另 外，该 地 区 灾 害 发

生频繁，灾害毁损也是耕地减少原因之一。陕南林地

面积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１／２，虽然退耕还林的力度

加大，但林地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相对稳定。由于受到

山区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 相 对 滞 后，城 市 化 水 平

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长较 慢，如 汉 中 市 的 居 民 点

及工矿用地增长在全省范围 内 仅 高 于 铜 川 市。陕 南

的土地利用效益在全省范围内最低，地均ＧＤＰ、用地

产值和投资强度均远低于陕西省水平。

４　结 论

１４ａ来，陕北、关中、陕南３大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区域差异明显。西部生态建设 和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工 程

的实施，使陕北地区的耕地减少剧烈，林地增加较快，
能源重化工基建设带动了该区域工矿 用 地 的 快 速 增

加。关中地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增长最显著，带来

明显的土 地 利 用 效 益，同 时 也 是 耕 地 减 少 的 主 要 原

因。陕南地区各类用地的变化较为缓慢，土地利用强

度和效益明显低于陕北和关 中 地 区。针 对 陕 西 省 土

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为促进土地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持续利用，提出以下措施和建议。
（１）陕北地区。深入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控制水

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发展经济林果种植的农业集约化

道路，形成“林—草—牧”时 空 混 配 型 土 地 利 用 模 式。
加强中低产田改造，采取工程 措 施 治 沟 造 地，增 加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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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稳产基本农田。保障煤、油、气、盐等矿产资源开发

用地，加强 能 源 重 化 工 基 地 建 设 中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力度。
（２）关中地区。严格保护耕地，大力推进高标准

基本农田建设。以西咸新区为核心，加快关中城市群

建设，形成大西安都市圈经济区。挖潜改造城镇内部

存量土地，以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

台，深入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３）陕南地区。积极建设水源涵养林，适度开发

利用区域优势资源。重点建设川坝区基本农田，因地

制宜开展土地整治。加大以汉 中 市 为 中 心 的 汉 江 沿

岸城镇群建设，适度扩大城镇规模，提高城镇化水平，
加大防灾减灾力度，积极推进陕南移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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