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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利用效率分析。 

华 文 丁建中 张 燕 彭补拙 
(南京大学城市与费簿学幕 南京 210093) 

捕 要 事文分折了诅州市土地利用理抗、谊空过程丑土地利用效率，井针对存在的同题提出了对蘸。 

说孵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经挤条件的刳约．蛊州各县(压、市)的土地和用结构和效率地域差异曼著：3十山 

区县土地利用 林地为主，璺挤教率差i太面积用地(如林、并)效率低；而京薛平原城蕾的居住点置工矿用地效 

率高。 

美建词 土地和甩理抗；洧变过程i土地利用效率 

l 温州市土地利用现状与特征 

温州市地处浙江东南部，位于北纬27‘02 ～28’37 ，东经119’37 ～121’30 ，属亚热带南 

部地区；地貌类型以山地为主．丘陵盆地和滨海水网平原各占近 20％。温州是一个经济发 

达的中等城市，下辖鹿城、瓯海、龙海3区，瑞安、乐清2市和洞头、永嘉、平阳、苍南、文戚、泰 

顺6县；1996年末，全市人rn为704．34万。 

根据 1994年底的土地详查资料和 1996年的土地变更资料，温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共划 

分为8大类，42亚类。1996年底全市土地总面积122．56万公顷，其中耕地26万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21 22％，园地3．73万公顷，占3．04％，林地 61．57万公顷，占50．23％，牧草地 

44．15公顷，居民点及工矿用地5．05万顷，占4．49％，交通用地 8940．83公顷，占0．73％， 

水域面积 13．49万公顷，占 l1．O1％，末利用土地 11．37万公顷，占9．28％。温州市土地利 

用类型面积比例排序为；林地>耕地>水域>来利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园地>交通 

用地>牧草地。 

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温州市土 

地利用存在差异，其土地利用特征为泰顺、文戚、永嘉3个山区县以林业为主，交通不便，经 

济落后；东部平原河网地区，由于人类干扰强度太，土地利用类型齐全，以耕地、水域、居民点 

及工矿用地为主，呈多样化，土地利用破碎化程度高．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在东部河网区，有 

瓯江，飞云江、鳘江穿境，内河河网密布，并有广阔的沿海滩涂，是温州市的后备土地资源所 

在地。 

2 温州市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 

人类活动通过人地系统内人地问各种相互作用和联系。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土地利用过 

程。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强烈的经济活动给温州市的土地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突出 

表现在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上。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过程，探讨土地利用的变化机 

制．可为今后台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优势和潜力，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0 国家白然科学基盒舞助项目(498o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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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有益的经验。 

2．1 耕地的动态变化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是人类获取粮食、纤维、油料等基本农产品的基础条件之一，也 

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农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温州市耕地 

面积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建国初期到 1957年。随着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农民生产积极性 

高涨，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1955年耕地面积达23．03万公顷，是建国以来耕 

地最多的一年，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53．65万吨，增加到 1957年的93．43万吨(表 1)．粮食 

单产也增加了近 163 6％，该时期土地开发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2 1958年到 1968年。随着全民大炼钢铁．大规模兴修水利和修筑公路。加上洪涝灾害 

冲刷淤积农田，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68年比1957年耕地净减少 20．62万公顷，粮食总 

产波动很大．全市粮食总产徘徊在 100万吨左右。 

3 1969年至 1977年，虽然曾一度掀起“农业学大寨 的运动，各地大搞造田造地．但由 

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温闸人无心务农经商．经济停滞，甚至措波．该时期耕地面积 

从1969年的 20．25万公顷下降到1977年的 19．95万公顷。粮食产量波动较大。 

4 1978年至今，由于生产关系大 

调整，经济运行机制逐渐由计划型向市 

场转变，土地使用制度率先从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土地经营单位 

由队(场)逐渐转为农户或农场工人；城 

乡经济进A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正 

逐步向农副工综合经济方向转变．城市 

和村镇建设速度加快，农村建房进人高 

潮．非农建设用地明显增加：进A 90年 

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房地产 

热”、“开发区热”的必起，加上工农产品 

价格剪刀差的拉大。农业生产和风险性 

增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弃耕 

改园或抛荒的现象普遍发生，因此出现 

了第二次耕地速减期，耕地面积期由 

1978年的19 87万公顷下降到 1995年 

的17．15万公顷．年均递减 1502．46公 

顷，年均递减率为0．77％．人均耕地逐 

年下降：该时期粮食总产波动较大．1984 

年全市粮食总产剖历史最高记录 182． 

襄1 盈州市耕地、人口、粮食变化状况 

年甜 耕地面稠 鞭童总产 总^口 粮童单产 ^均耕地 

。 (72叠峨) (72吨) (72̂ )(公斤／公嘎)(公目_／̂ ) 

往：耕地仅指水田和草地．簧聋来藩于溢州市统计年鉴f1989- 

1997)盈抗 满生机的沮州)。 

25万吨，80年代均在150万吨以上．90年代产量有所回落，其中1994年只有 127．63万吨。 

2．2 城镇建设等非农用地的动态变化 

城镇的扩展过程与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温卅I市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 

年问，由于地处国纺前线．国家很少有重大项目在那里建设，地方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发展呈 

现缓慢发展或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空问不断发展．在地域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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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向开发与沿交通线路的走廊或轴向发展，温州的城市主要向深水岸区发展，建制镇主要 

沿 104国道和温瑞河等对外交通干线发展，且城镇出现沿各级公路及三大河流向西部延伸 

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90年代以来，温州市城镇发展的数量和面积也是十分迅速的． 

19犯 年温州有市辖区 1个，县(市)9个，建制镇 23个，1996年温州有市辖区3个，县(市)8 

个，建制镇146个，建制镇数量是原来的6倍多。1990～1996年的6年问，温州市建成区面 

积增加了19o6．3公顷，年平均扩展317．32公顷，城镇用地增加了3983．4公顷，年平均增长 

664公顷，6年同共占用耕地 3571．71公顷，占城市新增总面积的 89．66％，即温州市城镇规 

模的扩大约九成是靠占用耕地扩展的(表2)，各县(市、区)城镇土地利用极不平衡．沿海城 

镇土地所占比重较高，城镇密度也很大，而西部山区城镇用地面积少、密度小，城镇密度相差 

3．5--13．5倍。9O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平原区城镇扩展的年平均增长率在 2．5％以上．扩展 

速度以市辖区最快，年均扩展面积为328．17公顷，年增长率达 6．67％。而西部山区的泰顺 

县，其城镇用地年均新增面积只有4．78公顷，城镇用地增长率仅为 1．O3％。 

衷2 1990年与1995年城镇用地扩展豆萁占用耕地情况 

城市用地不断扩展的同时，用地结构也发生显著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工业用地和居住用 

地的结构变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在发展传统工商业、饮食服务业、物资供销等部 

门的同时，旅游业、房地产、专业市场、信息咨询服务、综合技木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 

三产业的用地比重不断上升，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及占地少的工业正在大城市迅速发展． 

占地多、单位土地产值低的传统工业则逐渐向郊区或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 

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住房用地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1) 

城市中心商务区不断强化，居住区向高层化发展。(2)中心区周围的居住区得到强化．档次 

提高。(3)城市边缘居住区成片开发，安居工程启动。(4)城乡结合部成为外来人口聚居区。 

除城镇建设用地外，全市交通、水剥工程设施投资规模大，农民个人建房积极性很高，几 

项加在一起．年均用地增幅为935．5l公顷，以交通建设为例，1996年公路总里程比1990年 

增长 1893公里，增长了 92％，并已建成公路、铁路、港1：3、机场在内的立体交通网络。 

总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城镇等非农业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今后．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城市和交通建设用地的增长不可避免，而建设用地的增加是以占用大量耕地为 

代价的，这对温州市的粮食保障和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84· 土 壤 2001年 第2期 

3 温州市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3．1 土地利用水平分析 

温州市地貌复杂多样．沿海地区开发早，土地利用类型齐全．水平较高。具体表现在土 

地利用率、土地垦殖率、耕地复种指数、林地利用指数、农林用地率几个方面。由表3可见， 

全市平均土地利用率达 90．7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戚县虽屑山区．但土地利用率高， 

农林用地广，居全市 (县、市)之首；温州市的土地垦殖率为21．22％，高于全国 14．21％的平 

均水平，考虑到温州有半数县是山区县[1】，山多田少的特点，这个土地利用垦殖率是 比较高 

的．但在区内有差异。东部沿海平原区比山区高；农林用地率反跌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文 

成、泰顺、永嘉以其最大的林地面积与较多的耕地，构成较高的农林用地率，而市辖区最低； 

林地利用指数是有林地的面积比，温州林地利用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了该市的林 

业发展水平不高。 

采3 1996年温州市土地利用水平分析表 

注：资料来源：沮州市土地管理局。置州市土地簧 ．1996 

上述土地利用率等指标虽能较好地体现土地利用中某一侧面的特点．但不能反映土地 

利用的总体状况。而且，也不便于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埘。本文借用刘纪元在(西藏土 

地利用)一书中提出的方法[3J，分析了温州市土地利用程度，其模型如下： 

La=100∑( G) h∈(100，400] 

式中La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La越大，反映土地利用从 自然状况一半自然状况一 

完全人工状况的变迁越快，表明了土地利用强度的加深；Ai为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分级标准见表 4．它是依据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自然综合体的影响大小．将土地利用类型分 

为4个等级，并赋予一定指数值，利用强度越大，城市化过程越快，Ai越大；Q为第 i级土地 

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计算出的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列于表 3的最后一列，可见温州市 

土地利用程度远高于全中水平，其中鹿城区为全市最高．达284．7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8 

倍。表明该区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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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经济分析 

温州市的永嘉、文成、泰顺3个山区县土地利用类型以韩地为主，耕地分析较少，且多望 

天田与旱坡地，工商业欠发达，非农建设用地不多；而沿海的乐清、鹿城、龙湾、瓯海、瑞安、平 

阳、苍南 7县(市、区)拥有大片平原．用地有的以耕地为主，有的耕她、林地并重，高产地、灌 

溉水田几乎全部分布在沿海7县(市、区)，县城镇多，工商业发达．非农建设用地较多。地域 

差异与用地差别．带来土地生产力差距增大。表5计算了温州市及各县<市、区)的土地经济 

产出。从表中可以看出．温州市土地单位面积产值为 8．86万元／公l页，鹿城、龙湾2区最高． 

分别为温州市平均水平的 l5倍和9．76倍，而泰顾、文成、永嘉3个山区县最低；单位面积农 

村社会总产值反映了农村土地生产能力，也以市区的 3个区为最高．其中龙湾区为温州市平 

均水平的10．89倍，而 3个山区县最低，其中泰顺只有温州市平均水平的6．99％；单位面积 

农林产值为农林牧业产值(舍畜牧业．不合渔业与工副业)与农林用地面积之比，它体现了农 

林用地的生产能力，也是以温州市区最高，其中鹿城为垒市平均水平的5．85倍，文成、泰顺、 

永嘉最低，分别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8．39％、48．39％、53．23％。 

裹 5 温州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率表 (单位：万元，公埂) 

注：表中效据以 1996年当年竹计算。 

4 结 语 

通过对温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分析，我们发现温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与 

用地效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表现为大面积土地利用类型的效率低，例如，林地面积居 

垒市之首，但效率只有8．25元／亩，是全市最低的，其次是耕地，而城镇居民及工矿用地刚正 

好相反。这是因为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区域经济重心向非农产业转移，工业比重快速上升， 

对农业的投入减少和农业管理弱化，并出现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等现象．加上政府的强制性 

措施未能与经济利益挂钩，使务农务林效率低，结果，农民在经营上只限于应付，使农、林生 

产蹈人了低投入一楹放经营一低产出．甚至人不敷出的境地。 

在土地利用方面，工业企业用地大幅度增长，既有大面积集中占地又有分散小片占地， 

而且存在着对土地圈而不用、闲置浪费的现象．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由于城镇扩展造成对耕 

地的大量破坏和浪费．耕地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可能会使温州 

失去昔日。鱼米之乡”的优势。 

(下转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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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退化．有些地方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芨芨草草场资源是当前研究 

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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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确保生态与社会效益．必须通过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处 

理好用地结构与收益倒挂的问题，尤其要有效控制耕地的非农化趋势。如开展多种经营．多 

层次地开发利用林地。制止水土流失，防止地力衰退．保持并提高耕地质量．以此提高农、林 

业自身造血功能，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潜力．从而实现依靠经济利益机制 自发地调节土地利用 

类型转换的目的，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对非农用地也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市用地的 

协调发展；并因地制宣地开发利用温州市的“四荒四低”土地后备资源，实现各种土地利用类 

型的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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