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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
———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

李艳华，许月卿，孙丕苓，赵菲菲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系，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目的］研究河北省张北县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 素，为 该 区 域 土 地 管 理 决 策 和 土 地 资 源 可

持续利用供科学依据。［方法］以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ＴＭ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数理统计分析等技术与方法，系统分析了 张 北 县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 时 空 特 征，剖 析 了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 驱

动因素。［结果］张北县主要地类为耕 地、林 地 和 草 地，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土 地 利 用 数 量 变 化 主 要 表 现 为 耕 地

和草地面积的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变化更为剧烈；地类转换主

要表现为耕地、草地向林地转变以及耕地、草 地 向 建 设 用 地 的 转 变；空 间 变 化 主 要 表 现 为 东 部 坝 头 地 区 林

地增加明显，中部平原地区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结论］近２０年来张北县土地利用变化明显，主 要 受 自 然

及社会经济因素综合影响。此外政策因素也是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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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５年 国 际 地 学 与 生 物 圈 研 究 计 划（ＩＧＢＰ）
与全球环境 变 化 人 文 计 划（ＨＤＰ）联 合 提 出“土 地 利

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计划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ＬＵＣＣ）一 直 是 全 球 变 化 研 究 的 热 点 问 题［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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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分析数据

的技术支持，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成为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众多学

者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特征、驱动力以及趋势预

测等方面开 展 了 大 量 研 究，并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研 究 成

果［２－７］。但以往研究多关注大城市周围及经济快速发

展的热点地区，而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土地利用变

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

敏感，全球环境响应比较突出，研究生态脆弱区的土

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丰富土地利用变化科

学研究的实证研究以及促进ＬＵＣＣ和全球土地计划

研究的集成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８－１１］。
张家口市地处京津冀都市圈生态功能区，在阻挡

风沙、保障京津生态安全方面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又是京津地区的重要水源地。这里生态环境脆弱，土
地退化严重，人们生活贫困，土地利用矛盾尖锐。随

着京津冀一体化和区域协作发展进程的推进，张家口

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１２－１４］，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将加速，各业用地需求将增加，土地资源供需矛

盾将进一步加剧，迫切需要对这个特殊地域内土地利

用变化的过程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
文选择 张 家 口 坝 上 张 北 县 作 为 典 型 案 例 区，基 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期 ＴＭ 遥 感 影 像，运 用

ＰＣＣ（ｐｏ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遥感解译 技 术、
土地利用变 化 模 型、主 成 分 分 析 法 及 典 型 相 关 分 析

法，结合实地调查及问卷，系统分析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张

北县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揭示土地利用变化过

程及其演变规律，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以

期为张北县及张家口市土地管理决策和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供科学依据。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１）遥 感 数 据。以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
期ＴＭ影像为数据源，通过影像校正，将误差控制在

一个像元内，按照统一标准进行人机交互解译，并到

实地进行定点校对核实，将实地调研结果与解译结果

进行对照，结果显示解译精度高于８５％，满足研究目

的，进而得到张北县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

用覆被图。
（２）社会经 济 数 据。社 会 经 济 数 据 主 要 是 指 研

究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历史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张
家 口 社 会 经 济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以 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张家口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等。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进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定量研究。主成分分析

和典型相关分析具体方法见参考文献［５，１５］。
依据科学性、数据的可获取性、因子能定量化、与

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具有较大的相关性等原则筛选

与土地利用 变 化 相 关 的 驱 动 因 素 见 表１。将 选 取 的

指标在ＳＰＳＳ中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主 成 分

分析，进而进行典型相关分析，从而定量分析土地利

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１　张北县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

编号 类 型　　　 驱动因子

Ⅰ 经济发展
ＧＤＰＸ１０；第一产业产值Ｘ１１；第二产 业 产 值Ｘ１２；第 三 产 业 产 值Ｘ１３；人 均ＧＤＰ　Ｘ１４；经 济 密 度

Ｘ１５；固定资产投资Ｘ１６

Ⅱ 人 口 农业人口Ｘ２０；非农业人口Ｘ２１；人口密度Ｘ２２；单位从业人口Ｘ２３

Ⅲ 生活水平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Ｘ３０；人 均 储 蓄 余 额Ｘ３１；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Ｘ３２；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Ｘ３３；社会消费品总额Ｘ３４

Ⅳ 粮食安全保障
粮食播种面积Ｘ４０；粮食总产量Ｘ４１；粮食单产Ｘ４２；人均粮食产量Ｘ４３；人均耕地面积Ｘ４４；蔬菜
产量Ｘ４５；有效灌溉面积Ｘ４６

Ⅴ 农业技术进步 农机总动力Ｘ５０；化肥折纯施用量Ｘ５１
Ⅵ 自然因子 年平均气温Ｘ６０；年降雨量Ｘ６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由表２可见，张 北 县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以 耕 地、林 地

和草地为主，三者之和占到县域土地总面积的９０％。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耕 地、草 地 和 未 利 用 地 面 积 减 少，林

地、园地、建设用地和 水 域 面 积 增 加。其 中 耕 地 面 积

减 少 最 多，期 间 耕 地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比 例 减 少 了

１１．５８％。林地增加面积最多，２０１０年林地面积将近

为１９８９年的３倍，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林地面积增加

最为明显，期间林地增加面积占研究期间总增加面积

的７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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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张北县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比例

土地利用
类 型

１９８９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１９９５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２０００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２０１０
面积／ｈｍ２ 比例／％

耕 地 ２２１　４６４．００　 ５３．１６　 ２１７　９７６．８０　 ５０．３４　 ２１４　５３７．００　 ４９．６３　 １７５　４９２．００　 ４１．５８
林 地 ４５　８８３．００　 １０．６１　 ５２　３０５．００　 １２．０８　 ５６　９３１．００　 １３．１７　 １２０　９７６．００　 ２８．６７
草 地 １２４　９１０．００　 ２８．８７　 １２２　１６２．００　 ２８．２２　 １２０　５２８．００　 ２７．８８　 ８４　１３４．００　 １９．９４
园 地 １１９．００　 ０．０３　 １２４．００　 ０．０３　 １３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５１．００　 ０．０４
建设用地 ９　３９８．００　 ２．１７　 ９　４６４．００　 ２．１９　 ９　５８５．００　 ２．２２　 １０　６２１．００　 ２．５２
水 域 １１　３８５．００　 ２．６３　 １１　４８９．００　 ２．６１　 １１　３３７．００　 ２．６２　 １１　７０８．００　 ２．７７
未利用地 １８　９５３．００　 ４．３８　 １８　８０８．７３　 ４．３４　 １８　６０７．１３　 ４．３０　 １７　９８７．００　 ４．２６
合 计 ４３１　９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９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９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９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从不同阶段各地类转换看（表３），张北县各地类

间的转换以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最

为显著。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草

地之间的 相 互 转 换，少 量 耕 地 和 草 地 转 化 为 建 设 用

地，部分未利用地转化为草地及水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地类转换与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类 似，但 转 换 剧 烈 程 度 有

所增加；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为地类转化剧烈阶段，大量耕

地和草地转化为林地，部分耕地和草地转换为建设用

地，未利用地向草地转化幅度也有所增加。
相对于前 两 个 阶 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间 各 地 类 之

间转换幅度与剧烈程度均显 著 增 加。耕 地 转 换 成 林

地的 比 例 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间 为２．５２％，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期间则增加到１８．０６％；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比例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为０．０２％，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则

增加到０．１８％；草地转为林地的比例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为１．０３％，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则增加到２３．４％。

表３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面积 ｈｍ２

项 目
１９９５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耕地 — ５　５８４．２２　 １　４０３．４４ — ４８．１３ — ６３．２４
林地 １　７５８．７２ — ５９２．７３ — — — —
草地 １　０６９．６４　 １　２８４．５０ — — １２１．７７　 ５０．３８　 ３３３．８２

１９８９年 园地 — — — — — — —
建设用地 — — — — — — —
水域 — — １５３．８６ — — — —
未利用地 　５１．８７ — ３０１．５９ — — ２０６．９９ —

项 目
２０００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耕地 — ６　２７２．１５　 １　２７２．４７　 １１．８６　 ７４．８９ — ６３．８３
林地 ２　０１７．８３ — ５３３．９０ — １６．１４ — —
草地 １　２８４．２６　 １　８０２．９４ — — ４２．５９　 ５３．８６　 ３１２．７５

１９９５年 园地 — — — — — — —
建设用地 — — — — — — —
水域 — — １００．５６ — — — １１３．４２
未利用地 　５１．８７　 ２３．１５　 ５９７．９ — — ５４．０６ —

项 目
２０１０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耕地 — ３８　７５４．６０　 １　５４２．３４　 １８．１５　 ３７６．０５　 ８５．８６　 ５５．８８
林地 　１５８．３１ — ２１６．０６ — ５７．１６ — —
草地 ２　２２４．８４　 ２８　２４９．５０ — — ５８１．７６　 １８８．６０　 ３５２．３０

２０００年 园地 — — — — — — —
建设用地 — — — — — — —
水域 — — １２６．０８ — — — ７．５９
未利用地 — ７８．５７　 ８００．５１ — — ５８ —

　　从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空 间 转 换 看，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 耕

地和草地之间的转换较为明显，有部分耕地向草地转

化，亦有部分草地向耕地转化，这 符 合 了 张 北 县 地 处

农牧交错带的地理背景，当地 农 民 亦 农 亦 牧，主 要 靠

种植业和畜牧业为 生，因 此 在２０００年 以 前 县 域 耕 地

与草地转换显著，且多分布在中部平原地区。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大 量 耕 地 和 草 地 向 林 地 转 化，在 东 部 地 势 较

高的坝头地区转化更为明显。中 部 平 原 地 区 部 分 草

１４２第５期 　　　　　　李艳华等：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



地向耕地转化，部分耕地和草 地 向 建 设 用 地 转 化，部

分草地退化成未利用地。

２．２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基于张北县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张

北县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为

研究期，根据表１中相关指标，借助ＳＰＳＳ软件平台，
采用主成分分析及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土地

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剖析张北县土地利用

变化的内在及外在驱动机制。

２．２．１　主成分分析　通过分析各成分特征值及贡献

率，第１主成分的贡献率为６５．４１％，第２主成分的贡

献率为１６．１４％，第３主成分的贡献率为９．６８％，前３
个主成分贡献率之和为９１．２３％＞８５％，表明前３个

主成分的数值变化包含了所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可
用第１，２，３主成分来代替原 有 指 标。通 过 相 关 系 数

分析，最终 选 取 对 主 成 分 贡 献 率 较 大 的 ＧＤＰＸ１０，人

均ＧＤＰ　Ｘ１４，经济密 度Ｘ１５，非 农 业 人 口Ｘ２１，农 民 人

均纯收入Ｘ３２，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Ｘ３３，粮食总产量

Ｘ４１，人均粮食产量Ｘ４３，年降雨量Ｘ６１进行下 一 步 的

典型性相关分析。

２．２．２　典型相关分析　基于上述主 成 分 分 析 结 果，
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面积变化量设为因变量，园地和水域两者变化程度

较小，由ＳＰＳＳ共 线 性 排 除 未 进 入，因 此 不 予 考 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ＧＤＰ、人均ＧＤＰ、经济密度、非农业人

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粮食总产

量、人均粮食产量、年降雨量的 变 化 量 为 土 地 利 用 变

化驱动因子，在ＳＰＳＳ软件支持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

驱动因素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载荷体现２个变量组Ｘ 和Ｙ 之间的相关程

度，将每一变量从其余变量中 逐 步 分 离，以 分 析 土 地

利用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１５］。经典型相关系数

检验和冗余度分析，前３个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

均大于０．８，相关性极为显著，其被自然、社会经济因

素解释的比例较高，在８７％以上，后两个典型变量被

自然、社会经济因素解释的比 例 较 低，解 释 效 果 较 差

（表４）。可见，张北县的土地利用格局主要受自然条

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

表４　土地利用结构及驱动因素的典型载荷

变量名称及含义　　　　
典型载荷（典型变量）

Ｎｏ．１ Ｎｏ．２ Ｎｏ．３ Ｎｏ．４ Ｎｏ．５
耕地Ｙ１ －０．８４５　 ０．４１２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０　 ０．１６８
林地Ｙ２ ０．７１１ －０．４４９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２７土地利用

类型
草地Ｙ３ －０．６５４　 ０．６９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１
建设用地Ｙ４ ０．７１７ －０．４０８ －０．４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０
未利用地Ｙ５ －０．６０１　 ０．５４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９
ＧＤＰＸ１ ０．１３２ －０．３８３ －０．４４９ －０．３７５ －０．２２８
人均ＧＤＰＸ２ ０．１５３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３ －０．４０４ －０．２４７
经济密度Ｘ３ ０．１０９ －０．３７０ －０．３６０ －０．３８３ －０．２３５
非农业人Ｘ４ ０．８８６ －０．３７９ －０．３９３　 ０．４５３ －０．０４７社会经济、

自然条件
农民人均纯收入Ｘ５ ０．８１８ －０．３９６ －０．３７９ －０．３３３ －０．１８７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Ｘ６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４４６ －０．３２９ －０．２４２
粮食总产量Ｘ７ ０．６５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人均粮食产量Ｘ８ －０．５６２ －０．０３７ －０．１５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１
年均降水量Ｘ９ ０．５５９　 ０．６８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２５７

　　第１个典型变量将耕地减量从其 他 地 类 中 分 离

出来，与之相对应的解释变量主要是非农业人口和农

民人均纯收入。可见耕地面积 变 化 主 要 受 人 口 结 构

和农民收入影响，且非农业人口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

耕地面积呈负相关。

第２个典型变量将 草 地 减 量 从 其 他 地 类 中 分 离

出来，与之相对应的解释变量主要是年均降水量。可

见草地面积变化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且年均降水量

与草地面积呈正相关。

第３个典型变量将 建 设 用 地 增 量 从 其 他 地 类 中

分离出来，与之相对应的解释 变 量 主 要 是 ＧＤＰ和 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见建设 用 地 面 积 变 化 主 要 受

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影响，且ＧＤＰ和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收入与建设用地面积呈正相关。

第４个变量解释的 是 林 地 增 加 量 和 第５个 变 量

解释的未 利 用 地 减 量 和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相 关 量 较 小。

这主要是因为林地面积的变化更受当 地 生 态 脆 弱 条

件以及国家在当地实施的生态保护政策影响，与社会

经济因素相关性较小。

３　讨 论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解释

由典型相关 分 析 可 知，张 北 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土

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耕 地、草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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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变化 与 张 北 县 社 会 经 济 发 展、城 市 化 进 城 的 推

进、城镇居民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自然气候状况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耕地面积的变化主 要 与 非 农 业 人 口 的 增 加 和 农

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关。人口 因 素 是 影 响 土 地 利 用

结构变化的最活跃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人口总量的增

加，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从事行业或者生活区域

的改变。张北县 自２０００以 来 非 农 业 人 口 持 续 增 加，
城市化率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 县 域 非 农 业 人 口 仅 为４
万人左右，２０１０年县域非农业人口增加到７万人，农

业人口非农化趋势导致农业用地用途的转变，耕地面

积呈现持续减少态势，逐渐向建设用地或生态用地转

变（图１）。
此外，耕地面积的变化还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关。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始终是县域的主要支撑产

业，农民是县域人口的主体，对 县 域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变

化起着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由 图１可 知，在 研 究 期 阶

段，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粮食单产均呈现逐渐上升

的趋势。在对张北县农户问卷 调 查 的 过 程 中 发 现 县

域农民收入来源以外出打工、农业生产和土地承包以

及旅游业收入为主，农民从农 业 生 产 中 解 脱 出 来，农

民收入来源不再以农业生产 为 主。由 此 必 然 导 致 耕

地面积的减少，耕地被弃荒转变为草地或者因政策要

求变为林地。进城务工的人口 势 必 带 动 城 镇 的 进 一

步扩张，对住宅、商业、娱 乐 用 地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建

设用地面积进一步增加，同时使得一部分耕地被建设

用地占用。

图１　张北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非农业人口、

农民人均纯收入及耕地面积变化

草地面积 的 变 化 主 要 受 自 然 因 素 影 响。由 图２
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张北县

干旱化现象日趋严重，草地面积呈现减少的趋势。张

北县农民以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来源，草
地的面积及质量的保证是当地牧民得以生存的前提。

张北县草地中有部分荒草地 存 在，不 适 合 放 牧 活 动，

因此针对该部分荒草地应将其培育成 人 工 草 场 或 者

改造为林地。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降水及草地面积变化

建设用地变化主要 受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程 度 和 城 镇

居民生活水平因素驱动。张北 县 属 于 国 家 重 点 扶 贫

县，研究期属于县域经济调整 期，产 业 布 局 仍 以 第 一

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由图３可知，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张 北 县 经 济 总 量 增 长 迅 速，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态

势良好。经济总量的增长促进县域建设性投资，这为

建设用地面积扩张，加速县域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
亦需要更多的旅游地产等建设用地的保障，因此在此

期间建设用地面积处于不断上升趋势。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县域对建设用地的

需求。由图３可见，２０００年张北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不到４　０００元／人，２０１０年增长到１２　０００元／人，城镇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提

高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活动以及不动产投资等积极性，
增加了对城市住宅及基础设施用地的需求，促使城镇

范围进一步扩张，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持续增加趋势。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张北县经济总量、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３．２　政策因素与土地利用变化

前面土地利用变化 驱 动 因 素 定 量 分 析 未 考 虑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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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化的政策因素，而政策驱动因素在张北县土地利

用变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张 北 县 是 典 型 的 北 方

农牧交错区，气候干旱，风沙较大，水土流失及盐碱化

较为严重。为 了 改 善 当 地 的 生 态 环 境，政 府 在２０００
年启动了退耕还林试点工程，县委、政府确立了“为京

津阻沙源保水源，为农民增资源拓财源”的 工 程 建 设

方略，致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大 量 耕 地 及 草 地 向 林 地 转

变，林地面积在这１０ａ翻了一番，可见退耕还林工程

成效较 为 显 著。而 增 加 的 林 地 有６０．５％来 源 于 耕

地，属于退耕还林。
此外，张北县１９９９年开始把调整农业结构当 作

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形成畜牧业为

主导产业，马铃薯、蔬 菜、甜 菜、杂 豆 为 特 色 高 效 作 物

的“一主四特”农业经济结构格局。１９９８年全县进一

步推进了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发展了节水喷 灌，加 快 了 水 利 建 设 步

伐。１９９８年全县打机井１２１眼，大口井４５眼，各类农

田小井２　５０７眼，并利用新打的各类农田井发展喷灌

面积１．９３×１０３　ｈｍ２，全县水利建设和节水灌溉有了

新的突破。两者的结合使得县 域 内 水 浇 地 面 积 迅 速

增加，尤其是２０００年 以 后，呈 现 出 大 幅 增 加 的 趋 势，
而水 浇 地 来 源 一 般 都 为 旱 地，因 此 旱 地 面 积 在２０００
年以后减少速度更快。

４　结 论

（１）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张 北 县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以 耕

地、林地、草地为主，期间耕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

少，其他地类面积均在增加；耕 地 减 少 主 要 分 布 在 县

域东北部，中部平原地区建设 用 地 扩 张 明 显，林 地 增

加 最 显 著 的 区 域 分 布 在 县 域 东 北 部 坝 头 地 区，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增 加 更 为 剧 烈；地 类 转 换 主 要 变 现 为

耕地、草地向林地以及建设用 地 转 换，未 利 用 地 向 其

他地类 间 的 转 换，其 中 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转 换 最 为

剧烈。
（２）张北 县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受 自 然 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综合影响。人口结构和农民 收 入 是 影 响 耕 地 面 积

变化的主要因素，草地面积变化与自然因素降水量具

有密切关系，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主要受经济总量和居

民收入影响。此外，政策因素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亦

是导致县域地类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３）张北县作为张家口坝上第１县，是坝上保育

发展区和坝下优化发展区的过渡地带，土地利用以农

林牧业为主。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政策进程的推进，张
北县社会经济将得到快速发展，未来土地利用供需矛

盾将加剧，寻求既满足自身区域社会经济需求又满足

京津冀对其生态涵养功能定位要求的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模式，将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关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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