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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
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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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对指导区域土地资源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从土地

利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建立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并构建评价

模型, 对曲周县域的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曲周县土地利用属于中级协调发

展类经济滞后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状况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 但土地利用的综合

效益水平低下,与生态环境效益相比, 其社会经济效益略显滞后。在此基础上, 运用经济学中的库兹尼茨

曲线进行区域土地利用模式的选择,表明曲周县土地利用应选择跨越式发展模式,即沿着库兹尼茨曲线中

的 NSFYPW 轨迹曲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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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Land Use at County Scale
A Case Study at Quzhou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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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signif icant of land us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evaluat ion to inst ruct land resource use.

As an example, Quzhou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the indices system and the model of evaluat 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land use w 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society-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

ity of environment . The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 ree of land use in Quzhou County w as evaluat-

ed integrat ivly.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it is of the type of intermedia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economy-lagged, and the level of society-economy development is in perfect harmony w ith the quality of env-i

ronment of land use in Quzhou County. But the level of land use integrat ive benef it is low , society-economy benef it

is lag ged appreciably, compared w ith environment benefit . Then according to the Kuznet s curve in econom ics, the

land use mode choice is analyz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NSFYPW track mode of land use in Quzhou County

should be ch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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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高速推进, 人类对土地资源的

开发利用程度正在逐步加大, 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

益得到了逐步提高; 但与此同时, 整个生态环境质量

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 严重威胁着土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如何正确处理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

此我们基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的概念,通过对区域

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以明晰区域土地

资源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状况,并以此判断区域土地利用的

发展阶段, 为区域土地利用模式的选择提供科学指

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1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概念

协调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发展相互关系的概念,

表明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统一、配合得当



的关系;发展则是描述了系统或系统内要素本身的运

动变化过程。协调发展则是在发展过程中系统之间

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一致, 配合得当,总体在良性

循环的基础之上,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变

化过程,强调了一种 整体性 、综合性 、内生性 的

发展聚合[ 1 2]。因此, 协调发展度不仅反映了区域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同步性,而且也反映了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水平[ 3]。

考虑到土地利用是一个包含自然、经济、社会等

方面的复合巨系统, 它既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 又受

到人类活动的约束。人类对土地资源利用的最终追

求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还包括了土地利用

生态环境系统的良好运转,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土

地利用协调发展度的概念正是为了把握土地利用过

程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综合水平以及

协调程度而提出的, 它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内容。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将土地利用协调发

展度定义为: 在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土地利用过程中

的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之间协调程度,

以及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水平的定量化表达。

因而,要实现区域土地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 就

要对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并

依此选择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来调节人类利用土地

资源方式,这成为实现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最优途径。

2 研究区域概况

曲周县地处东经 114 50 22. 3 115 13 27. 4 ,

北纬 36 35 43 36 57 56之间,位于河北省南部, 距

邯郸市东北 54 km。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3. 1 。年平均降雨量为 542. 7 mm。

位于漳河冲积扇、漳河 滏阳河冲积平原和黄河冲积

平原交汇处,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交通较发达,

有省道两条,邯临公路和曲魏公路纵横贯穿全县交汇

于县城城区。全县土地总面积为 67 669. 5 hm2;土地

利用程度较高, 土地利用率达 98. 0% ;土地利用结构

主要以耕地为主,相对比较单一。在追求经济快速发

展的今天, 同样也存在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

题,例如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盐碱地返盐现象等等。

3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

3. 1 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标准的确定

土地利用的协调评价系统主要包括了土地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高低两个方面及其关

系的内容。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 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

高低则是由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整治措施的实施

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决定的。因此, 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

建设等 5个方面, 依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全面性以

及数据易获取性等原则, 结合曲周县的区域实际情

况,构建曲周县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重点参考 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 、全

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 和 全国生态示范区建

设试点考核验收指标 中提出的 三类不同地区实施

目标 指标要求, 并依据 曲周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

划纲要 、曲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 2010) 、

曲周县乡(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 2010) 、

曲周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2002年) 所设定的曲周

县发展目标,结合曲周县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现状,

以 2010年为目标年,通过专家知识确定各评价指标

的标准值(见表 1)。

3. 2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考虑到各评价指标量纲、数量级和数量变化幅度

的差异, 首先对现状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消除量纲

差别,得到值域为 0 1 并且极性一致的数值[ 4]。标

准化的计算公式为:

x ij =
x ji / max 当指标 x ji 越大越好时

max / x ji 当指标 x ji 越小越好时
( 1)

式中: x ij 为标准化后某指标的值; x ji 为处

理前某指标的实际值; max 对应指标的评价标

准值或规划值。

3. 3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至关

重要, 关系到评价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美国

运筹学家 T . L . Sat ty 于 20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层次

分析法,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将决策者的定

性思维过程定量化,实现了复杂系统决策思维过程的

模型化和数量化处理, 从而科学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具有严谨和易于操作的特点[ 5]。本文采用专家咨询

( Delphi法)和层次分析法( APH)相结合的方法,对每

个指标层及其下属的指标因子进行赋权[ 4] , 各指标

的权重值见表 2。

3. 4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 3]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是通过效益评价

模型和协调度函数的构建来完成。在本文中, 土地利

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由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评价函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土地利

用协调度和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函数 4部分构成, 其

中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价功效函数构成了土

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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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利用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以及各指标标准值

评价因素层 权重 评 价 指 标 层 权重 2002年 标准值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经济效益 0. 5

社会效益 0. 5

1 单位土地面积 GDP 产出/ ( 104元 hm- 2 ) 0. 351 3. 23 8. 28

2 单位土地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04 元 hm- 2 ) 0. 189 1. 41 3. 83

3 单位土地面积工业产值/ ( 104元 hm- 2 ) 0. 109 0. 55 2. 35

4 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入/ ( 104元 hm- 2 ) 0. 351 0. 93 2. 16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 184 5 532 11 000

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 210 2 728 4 770

3 人口密度/ (人/ hm
- 2

) 0. 039 5. 88 6. 11

4 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比重/ % 0. 129 4. 00 0. 50

5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2 0. 083 22. 00 33. 00

6 科技进步贡献率/ % 0. 145 40. 00 55. 00

7 国民科技素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总人口比例) / % 0. 116 52. 00 > 80

8 人均用电量( kW h/人) 0. 094 469. 55 1000

生

态

环

境

生态环

境质量
0. 3

生态环

境整治
0. 4

生态环

境建设
0. 3

1 县城及建制镇大气 TSP日均浓度/ ( mg m- 3) 0. 400 0. 556 0. 201

2 县城及建制镇大气 SO2 日均浓度/ ( mg m- 3) 0. 400 0. 086 0. 077

3 化肥使用强度(折纯) / ( kg hm- 2) 0. 200 1 601. 80 < 500

1 盐渍化土地治理率/ % 0. 070 100 100

2 工矿土地复垦率/ % 0. 151 50 85

3 县城及建制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 118 55 80

4 秸秆综合利用率/ % 0. 127 80 90

5 农林病虫害综合防治率/ % 0. 168 30 80

6 农用薄膜回收率/ % 0. 061 20 90

7 畜禽粪便处理率(综合利用率) / % 0. 113 90 100

8 乡镇企业污染治理率/ % 0. 192 80 90

1 新能源在农村能源中所占比例/ % 0. 106 6 30

2 生物防治推广率/ % 0. 256 20 80

3 自来水普及率/ % 0. 198 40 90

4 林木覆盖率/ % 0. 126 16 20

5 县城及建制镇人均绿地面积/ m2 0. 314 3 9

3. 4. 1 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价函数模型为

f i =

n

j= 1
w ij x ij , F ( x ) =

2

i= 1
w if i (2)

g i =

m

j = 1
p ijy ij , G ( y ) =

3

i = 1
p ig i (3)

式中: x ij , y ij 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评价指标层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 ij , p ij 分别为

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f i , g i 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因素

得分; w i , p i 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

价因素层各评价因素的权重; F ( x ) , G ( y ) 分别

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综合得分。

3. 4. 2 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

T = F( x ) + G ( y )

式中: T 土地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指数; , 为

待定系数,考虑到土地资源利用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

态环境质量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取 = = 0. 5。

3. 4. 3 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

C = ( F
k

G
k
) / F

2k

式中: C 协调度,反映了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程度; k 调节系

数,一般情况下, k 2, 且 k 5,本文取 k = 2。

3. 4. 4 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D = C * T

式中: D 协调发展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不同阶

段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区域) 土地资源利用社会经

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总体发展水平及其两者之间的

协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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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分

类体系及其判断标准 根据上文所得协调发展度 D

值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状况分为 3大类和 5个小类,然后按照其社会经济

综合效益评价结果 F ( x ) 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价结果

G ( y ) 的对比关系划分为 15种基本类(表 2)。

4 评价结果分析

4. 1 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以

及评价模型, 对 2002年曲周县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

相关评价, 具体评价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2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分类体系及其判断标准

第 1层次
第 2 层次

D类型

第 3 层次

F ( x ) 和 G ( y ) 对比关系 类 型

协调发展

0. 90~ 1. 00 优质协调发展类

F ( x ) > G ( y ) 优质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优质协调发展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优质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0. 80 ~ 0. 89 良好协调发展类

F ( x ) > G ( y ) 良好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良好协调发展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良好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0. 70 ~ 0. 79 中级协调发展类

F ( x ) > G ( y ) 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中级协调发展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中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0. 60 ~ 0. 69 初级协调发展类

F ( x ) > G ( y ) 初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过度发展

0. 50 ~ 0. 59 勉强协调发展类

F ( x ) > G ( y ) 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0. 40 ~ 0. 49 濒临失调衰退类

F ( x ) > G ( y ) 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

0. 30 ~ 0. 39 轻度失调衰退类

F ( x ) > G ( y ) 轻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

失调衰退类

0. 20 ~ 0. 29 中度失调衰退类

F ( x ) > G ( y ) 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

0. 10 ~ 0. 19 严重失调衰退类

F ( x ) > G ( y ) 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

0. 00 ~ 0. 09 极度失调衰退类

F ( x ) > G ( y ) 极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

F ( x ) = G ( y ) 极度失调衰退类经济环境同步型

F ( x ) < G ( y ) 极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

表 3 2002 年曲周县土地利用状况综合评价结果

评价目标
社会经济发展

指数 F( x )

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 G ( y )
综合指数 T 协调度 C

发展协

调度 D

评价结果 0. 4648 0. 5639 0. 5143 0. 98 0. 7105

4. 2 评价结果分析

参考表 2所示协调发展度分类体系及其判断标

准,结合本研究模型运行结果可以看出:曲周县土地

利用综合效益水平 T = 0. 5143, 反映出当今曲周县

土地资源利用整体上处于中级水平。土地利用协调度

C = 0. 98, 表明在当今土地利用总体效益比较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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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处于高度协调

状态水平下;而在总体水平上, 曲周县土地利用的协

调发展度 D = 0. 7105,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另外,

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

结果也可以看出,曲周县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经济综

合效益水平 ( 0. 4648) 低于生态环境质量水平

( 0. 5639) ,说明在当前生态环境质量条件下, 可以适

当通过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而提高土地利用程

度,以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平。

整体上而言, 曲周县土地利用处于中级阶段, 土

地利用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处于极度协

调水平,但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水平明显偏低, 社会

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土地

资源利用现状与其规划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都

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在当今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下,

表现出社会经济略显滞后的现象, 有必要在今后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充分挖掘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

空间。

5 区域土地利用模式的选择

5. 1 土地利用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引入经济学中的库兹尼茨曲线,进行区域土

地利用模式最优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在土地利用的

过程中,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之间存在类似经济学中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不同的人类发展导致了不同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一

是不考虑环境破坏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结果环境退

化很可能超出生态不可逆的阈值; 二是部分考虑环境

成本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 使环境退化的峰值降低。

这种模式要求发展环境无害化的技术与政策,因此它

意味着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双重变革,后者包括制

定环境标准、去除有害的环境补贴和明晰产权、环境

成本内部化;三是大部分消除环境成本的环境库兹尼

茨曲线,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 因

此要求从人口、消费以及技术、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社

会变革。第 3种才是环境革命推崇的发展道路。据

此,我们可以绘制土地利用的库兹尼茨曲线, 如图 1

所示[ 6] :

图中 K 1 为安全警戒线, K 2 图为生态环境系统

承载阈值。从图 1我们可以总结出 3 种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的模式。

( 1) SAXT 轨迹模式。此模式下的土地利用是

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 片面追求社会经济效益

的提高,而且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其后果是突破

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崩

溃;此模式下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不但不会提高,

相反会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因此最为不可选择。

图 1 土地利用的库兹尼茨曲线

( 2) SAPW 轨迹模式。通过强行的政策手段以

及环境治理措施,将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质量

水平严格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保持生态环境的良

性发展,然后在环境与经济最佳动态关系的发展通道

上寻求其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最终实现土地利用综

合效益的全面提高,此模式下的土地利用表现出最强

的可持续能力。

( 3) SAXQ YPW 轨迹模式。这是一种先发展后

治理的土地利用模式途径.前期阶段片面追求土地利

用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高出安

全警戒线) , 后期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不断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

土地利用维持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同步协调

的轨道上,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能力较强。

5. 2 曲周县土地利用模式的选择 跨越式发展

上述分析可见,曲周县土地利用的经济环境状况

处在土地利用综合水平低下,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不

高,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堪忧。高度协调水平上, 土地

利用处于库兹尼茨曲线的 NM 阶段, 超过安全警戒

线,但仍略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级协调发

展类经济滞后型。因此,今后曲周县土地利用方向应

该在保持高度协调的状态下,改变土地利用综合水平

低下,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不高,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堪

忧的状况,使其沿着 NMFYPW 轨迹曲线模式发展,

即维持当今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不继续恶化( M 点)

的前提下,立足于曲周县当地实际,遵循生态系统演

替规律,进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农工

贸一体化建设。此发展模式跨越生态环境先污染后

治理的发展阶段,边发展社会经济, 边治理生态环境,

67第 2 期 张富刚等: 县域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



在社会经济实力的强力支撑下,逐步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达到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步发

展,实现当今生态环境质量条件下的最大经济发展空

间潜力,走向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6 土地利用的政策建议

为使曲周县走向以上跨越式的土地利用模式路

径,实现曲周县在维持经济环境高度协调水平下, 社

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提高的土地资源利用方

式,结合实地区域特点状况, 为今后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 进行区域土地资源的再开发治理, 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 高度重视当前局部地区出现的 反盐 现

象,通过合理控制水资源的利用,包括灌溉方式、用水

量、灌溉频率等方面的管理控制, 进行及时有效的治

理,防止盐渍化的进一步的加重;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面对水资源严重短

缺的现状,对其进行有效调节利用, 控制需水量大的

作物播种面积,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2) 改变单一的土地利用格局, 进行结构优化调

整。首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第

二、三产业的发展; 同时调整农业结构内部的种植结

构,通过产业结构逐步调整, 引导土地利用结构的不

断改变,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牧副渔业,

有效引导耕地向林地、牧草地、园地的转变。

( 3) 健全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服务体系。以中国

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为依托, 不断完善科技服务体

系,加大科技普及推广力度,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教育,

提高就业农民自身素质水平。通过实现农户生产的

小市场与国家大市场的有效衔接,促进农产品的商业

化流通,推动农业的高效发展。

( 4) 加大环保投资力度, 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稳

步提高。严格控制大气环境污染,以及老工业区的声

污染、交通污染等;跟踪监测滏阳河和支漳河水质状

况,并进行综合治理; 加强废气物处理设施建设,通过

无害化处理,提高废气物综合利用率。

( 5) 开展生态示范区建设,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生态农业。依据曲周农业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 进

行合理的区域规划,通过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减少

水土流失量,并实施秸秆还田, 培植绿肥以及实施产、

供、销一体化的生态体系等措施, 开展生态农业示范

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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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城市水土保持率指标的功能

城市森林与一般森林相比,它面临的生存环境已

发生恶化。不但年生物量、水保率低, 且生态服务功

能受到了严重影响。城市水保率是城市绿地生态服

务功能高低的检验指标之一。城市绿地相对面积小,

入渗率低,水土流失率就大。水土流失率与相对绿地

面积呈线性关系,绿地面积比率大水土保持率也大,

绿地面积比率小,其水保率也小。在城区还要推广乔

灌草组成的复层结构绿地,复层结构能有效地增加单

位面积上的绿量,具有最大的减尘率和土壤水分入渗

量。可增加对雨水的净化, 减缓地表径流,减少水和

土的流失,增加城市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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