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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区域城乡范围内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来龙去脉”及其与社会经济制度政策技术之间“前因后果”

驱动和响应的机制机理，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本文从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分析尺度、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机理分析等方面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城乡土地利

用转型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研究呈现出 3 个基本特征：基础性研究向应用性研究转变、研究的社会需求引致性、研究

分支更加清晰化和系统化。最后提出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对区域城乡土地进行“全域全覆盖 + 全地类要素 + 土地利用显隐性转型”的动态综合研究，是今后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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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其中

的核心内容包括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全面形成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健全有利于

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等方面。无论是城乡

一体化还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从地域范围而言

表达的是“全域”，却又隐蕴了土地的权属特征，它

承认土地权属的“二元制”，又作为“全域”共同协调

发展的代名词，在“润物细无声”中出现在国家战略

调整和工作部署中，成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

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结点。因此，以城乡全域为整

体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尺度的区域土

地利用转型机理与规律，可为制订合理的城乡规划

与管理政策提供可行的具有差别化的区域决策依据，

有助于提升城乡全域范围内土地利用潜力与效率，

也更有利于区域城乡融合、经济稳健以及可持续发展。

对城乡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进行联动研究，而不

是单纯的对单一地类进行研究，受启于我国的《城

乡规划法》。城乡规划的本质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

乡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

其中明确要将城镇、乡村范围内的各类建设用地及

耕地和基本农田等各项用地布局、建设好。第三轮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将城乡建设用

地设置为一项约束性的规划地类，以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的空间形式，将这项天花板红线指标从向上封

顶的数量向下落实到图斑。由此，众多的土地利用

转型的研究学者将目光逐渐聚焦在了城乡土地的范

围。从转型的视角研究城乡土地利用联动，突破了

城乡建设用地和城乡居民点等单一地类，以及城市

和乡村的地域和所有权分割，探索城乡全地域完整

范围内土地全地类要素联动，甄别城乡地域内土地

利用转型“来龙去脉”的时空特征规律及其与区域社

会经济制度政策之间“前因后果”的互馈机制机理，

可以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区域差别化的土地

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证研究基底，不仅拓展了土地利

用转型研究的空间尺度内涵，也进一步从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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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显隐性特征方面提高了土地科学研究的纵向

研究深度。

从土地利用转型的视角探索城乡范围内的土地

利用变化，是研究在城乡范围内土地资源流动与整

合的联动关系，已有的研究分析了耕地、林地、园

地等农业用地结构调整和农地流转引起的土地利用

类型与结构调整问题、土地“增减挂”、土地征用和

土地整治引起的土地权属和质量变化、城乡范围土

地“三生”空间的功能变化等问题，并引入了多种研

究方法和手段，取得了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本文

系统归纳了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有关内容，对城乡

土地利用转型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展望，

以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土地高效、

合理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2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视角

 “城乡”的概念不同于“全域”对土地权属的模糊

化，也不同于“二元”对社会结构的强烈分割化，它

是国家区域宏观战略调整和社会经济政策转型的响

应敏感区和实施区。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聚焦于

城乡范围内全地域覆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全地类要素联动的“来龙去脉”时空特征规律及其

与社会经济制度政策之间“前因后果”驱动和响应的

机制机理，是对土地利用转型体系化和系统化研究

的补充和拓展。研究城乡土地利用转型不仅仅要研

究土地利用对象的变化，最终是要通过引导和调控，

达到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促进城乡的可持

续发展。 

2.1    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内涵

作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综合研究新途

径之一的土地利用转型[1]，2002 年被引入国内，是指

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的土地利用形态

在时序上的变化。二十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土地利用形态被逐渐固化为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两

种，其中显性形态指一个区域在特定时期内主要由

土地利用类型构成的结构，具有数量（面积、份额）

和空间结构（类型格局、利用结构）两重属性；隐

性形态指依附于显性形态且需要通过调查、分析、

化验、检测才有可能获得的土地利用形态，具有质

量（养分含量、污染程度、退化程度）、产权（国

有、集体）、经营方式（个体、股份制、流转与规

模经营）、投入（资金、技术、劳动力）、产出（产

量、产值、产投比）和功能（生产、生活、生态、

文化）等多重属性[2]。

依据土地利用转型的内涵基础，有学者又提出

了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的内涵[3]。基于对城乡全域全地

类要素联动利用转型的理解，笔者认为对于城乡土

地利用转型可以理解为城乡土地利用形态在区域经

济转型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变化。如图 1 所

示，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城乡全域农用地、建设用

地、未利用地因为结构调整、土地征收、土地整治

等发生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社会

经济制度政策技术等的耦合机制机理，其中既体现

出结构变化和布局调整，又体现出权属变更和响应

效应。因为区域土地总面积自然供给的相对固定性

以及经济供给的相对弹性，决定了土地利用形态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短期的稳态映射性和长期

的动态变化性同时并存。 

2.2    城乡土地利用联动转型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城乡全域范围内，土地总面积基本长期保持

稳定，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系统对土地的 6 大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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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文献 [4] 修改。

图 1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模式
Fig.1    Conceptual schema for urban-rural land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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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

还是全国土地资源大调查 12 大类的划分，在不同的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城乡全地类要素间的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数量和结构特征是“你增我减”；空

间和布局特征是“此消彼长”。从数据上来说，我国

开展的 3 次土地资源调查及多年来年度变更调查所

取得的基础数据及开放式遥感影像图，完全可以保

证城乡全域全覆盖全地类要素时空变化特征与机理

研究的基础数据和底图要求。

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人口、土

地等资源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割，土地所有制结构也

相应地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在逐步

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城乡隔离发展造

成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显现，

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也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在土地

宏观调控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陆续出台了诸如“建

设用地节约集约”、城乡土地“增减挂”、城乡“人地

钱挂”等具体政策，尤其是上世纪末开始酝酿、试点

和推广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

是要实现城乡土地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创建城乡一

体化的土地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促进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

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因此，以城乡为整体，而不是

对城市、乡村分别进行研究，开展城乡全域范围内、

全地类要素联动基础上的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

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资源同市同价的实践需要。 

3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研究内容

自土地利用转型概念被引入国内二十年来，国

内诸学者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分析尺度、研究方

法、转型特征、转型机理和转型效应等多方面。而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目前仍是城乡割裂、界

限分明、地类单一的研究，基本未见与区域经济发

展阶段相对应的城乡全域全地类要素土地利用联动

转型的研究。 

3.1    分析尺度与研究区域

尺度是区域空间分析的基础，分析尺度包括时

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地理学中的研究区域是地方或

地区的泛指。分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假设基

础，是区域系统内部的土地利用转型有一定均质特

征，而且各个亚区间有所差别。我国各地间自然环

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空间差异性，土地资

源的利用方式、结构和利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征，这也就造成了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内，由于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土地

利用转型阶段。区域性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单种土地用途转换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

转型，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层面

考究其形态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5]。 

3.1.1    时间尺度　土地利用转型的时间分析尺度，

较多中期和中短期时间序列分析。由于我国长时间

序列土地基础数据和遥感影像图的相对匮乏，土地

利用转型研究的时间尺度鲜见百年以上，建国以来

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综合研

究[6]，纯定量研究的时间序列非常常见的是从遥感影

像获得的间断性的年度解译数据[7−9]，也有国土资源

系统土地统计年报和年鉴、1986 年以来的土地利用

年度变更数据[10−11] 和 2008 年以来的全国土地资源调

查数据，各种基础数据之间的连续性、长期性和口

径的相对一致性都比较差。 

3.1.2    空间尺度　土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分析尺度，

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宏观尺度有全国、省域、

城市群、流域、较大区域等；中观尺度有中小城市、

县域；微观尺度有乡镇、村域、农户和格网。区域

每一个地理现象和过程中，大尺度上理解格局和过

程，小尺度上理解数量和模式。

土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尺度研究目前最常见的两

种尺度是县域尺度[12] 和地级市尺度[13]，其中县域尺

度最为集中[8,14−18]，其他也有少量区域[19−20]、省域[21]、

长江沿线样带[22]、乡镇尺度[23−25]、村域尺度[26]、农户

尺度[27]、地块尺度[28] 和格网尺度[29]。因为采用分析

尺度的不同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近几年，也有

学者开始尝试从多尺度[30−31] 和尺度渐变[32−34] 两个角

度来分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以期寻找不同分析尺

度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比较特征和规律。 

3.1.3    研究区域　我国地理学研究区域按照区域特

征有横纵向划分，其中横向有以区域自然环境特征

划分黄土高原、平原、丘陵、热带等等；有以流域

划分长江中下游、黄淮海、塔里木河流域等；有经

济发展阶段不同划分东中西、东南沿海、京津冀、

长三角、贫困山区等；还有其他如垦区、城乡结合

带、城郊等等。而纵向一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三个层次：宏观区域如全球、国家、大区、城市群、

省等；中观区域如城市、县；微观区域如乡镇、社

2 期 杜文星等：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进展及展望 495



区、村庄或者具体用地单位。

土地利用转型的热点研究区包括长江上游[35]、长

江沿线[20]、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带）[8,18,32]、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16,36]、三峡库区[37−40]，其中针对长江中

游经济带和三峡库区的研究最多。鄂西[14]、黄淮海平

原[15]、陇中黄土丘陵区[23]、环渤海地区[41]、农牧交错

区[42] 等也有涉及。偶见典型基塘农业区、建三江垦

区和石灰岩贫困山区[27]、干旱区[43] 等区域。 

3.2    转型内容

土地利用转型之所以被称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研究的新途径和新视角，核心在于土地利用转型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的转型进行了

明确区分。

土地利用显性形态的变化，主要是不同地类间

在数量、面积、结构的变化方面[20]，基于土地利用转

型矩阵，计算伴随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城乡

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面积的增加，耕地、草地和

未利用地的减少[7] 以及变化的速度、幅度[11,44]，分析

时空变化特征及区域分异规律，土地利用显性形态

的转型研究从地类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变化这

一现象出发[45]，探寻其中的时空变化特征规律及形成

原因和过程[8]，是典型的现象-解释型研究。

某特定区域土地在数量和空间上长期保持不变

时，其土地利用依然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转型，

而这种转型更多地表现为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趋势

性演变[46]。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转型研究，博硕论

文[47−48] 和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都主要集中在土地利

用效率和功能转变两大方面。探讨土地利用隐性形

态分区[21]、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和变化机理[49]、

区域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利用的多功能转

变时空特征[50−51]，尤其是基于区域土地主导功能[52]

和“三生功能”转型[53−54] 的时空特征与机理，土地利

用隐性形态的转型研究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与

农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投入产出效率变化[49,55−56] 这

些理论假设出发，实证区域土地利用隐性转型特征，

是典型的理论－实证型研究。

土地利用转型的显性和隐性综合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结合地类的数量、空间结构

变化而发生的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功能的改变。

重点是耕地功能转型和耕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耦合机

理，如耕地利用类型结构、投入结构和种植结构决

定的区域耕地利用农业－生态服务－景观－就业保

障等多功能转型[57]、耕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形态和功能

形态分异及影响因素[58]、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空间结构

和内部功能形态转型的程度测度[32]、城乡建设用地利

用显隐性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59]。另一方面是土地利

用转型强度及显隐性转型的社会经济生态效应研究。

如耕地利用显隐性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60]、耕

地转型利用的景观生态指数测算[61]。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化，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持续聚焦在土地利用

显 隐 性 转 型 的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的 定 性 和 定 量 分 析

方面[56,62−63]。

综合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土地利用显性形态的转型主要关注的是土地利用数

量方面，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转型主要关注的则是

土地利用质量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基础数据

获取比较完整，对于土地利用显性转型的定量研究

无论是沿袭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的一些传统

数理模型或是 GIS 技术，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

都是相对完善而成熟的。而对于土地功能和效率的

隐性形态变化的定量研究，目前研究的核心仍停留

在土地利用各地类适当归并基础上的基础数据和遥

感影像图的获取上，对于土地权属、土地等级质量

 （养分、污染、退化）、经营方式（个体、股份制、

流转与规模经营）方面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基本还处

于盲区，原因一方面是相关数据的缺失、时点不连

续及不公开；另一方面是质量变化的长期动态监测

和排他性难度大；最后一点是社会调查相关数据的

工作量太大而代表性和可信度又不高。但毋庸置疑

的是，相对于土地利用显性转型研究，针对土地利

用隐性形态转型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并逐渐得到

重视。 

3.3    研究对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理学背景的研究比较善于

从空间分析尺度和研究地域两个方面综合研究土地

利用显隐性形态转型的时空特征和规律，而非理学

背景的学者更擅长的是在特定研究区域特定地类转

型的社会经济制度政策多因素驱动和响应耦合机理

综合研究。随着对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深入，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综合这几方面，形成了以 3 种综合

体为研究对象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空间分析尺度 +
土地地类 + 显/隐性形态转型、研究地域 + 土地地类

显/隐性形态转型和研究地域 + 空间分析尺度 + 土地

地类 + 显/隐性形态转型。

496 土　壤　通　报 第 52 卷



关于土地的地类分析中，最常见的是以土地用

途将土地利用类型（简称为“地类”）划分而得的三

大数据体系，一是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分为农

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3 个一级地类和相应的

二级地类，以及国土资源系统 2008 年之前与之相对

应的土地利用年度变更数据。二是第二次全国土地

资源调查 (2008 年)12 个一级类和相应的二级地类，

以及国土资源系统 2009 年之后形成的土地利用年度

变更数据。三是中国科学院系统依据遥感和 GIS 系

统形成的 6 个一级地类和相应的二级地类。其他还

有国土资源系统三大类、八大类、过渡时期分类等

不一而足。

土地利用转型的地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64−66]、

林地 [67−68]、居民点用地 [28,30,42,69] 和农村宅基地 [19,70] 转

型，近几年出现了城市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44]、

城乡建设用地[3,10,48,71]、工业用地[72] 和未利用地[73] 的

转型研究。在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单一地类或综合地

类变化的时候，最普遍问题是地类内涵的相对一致

性和统计口径的相对统一，而这两者却又会影响研

究对象的区域可比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区域实际效用。 

3.4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主要是综合了遥感和 GIS 技

术进行空间分析、数理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土地利

用数量和质量变化分析。

①数理模型。有传统的数理模型分析，如径向

基神经网络模型、三维表征模型、典型相关分析、

Multinomial logit (MNL) 模型[74]、信息熵和分维数[75]、

聚类方法 (kGA)、熵权 TOPSIS 模型[76] 等。也有不断

出现的进行解释和实证分析的新的数学方法，如利

用遗传算法 (K-means)、空间聚类方法 (SKGA) 等。

数理模型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研究中就被

大量使用，其在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趋势及驱

动及效应研究的量化方面，起到了极好的精细化研

究作用，是对土地利用及管理定性研究的极大补充

和实证。但在数学模型的选择和参数的确定上，数

学计量方法也存在着比较大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土

地利用变化及转型研究的区域宏观调控政策建议落

地时，数学模型模拟结果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资料

进行分析并实地调研加以佐证。

②遥感和 GIS 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历年遥感影

像采集和判别土地利用数据，还有利用核密度测算、

空间自相关[60]、地学信息图谱[77] 等方法进行土地利

用转型的空间分析。对与遥感影像技术手段获取基

础数据和图件，优势在于大范围连续观测，但其会

受到空间分辨率、获取成本和解译精度的限制，基

础数据和图件的准确性需要实地调研结果的校正和

纠偏。

③其他方法。近年来来出现了利用景观格局指

数分析耕地利用变化，以及几何分形维数[78]、地理探

测器、脱钩、多情景分析 [79] 和“格局－过程－效

应－调控”的多方法综合系统性数学实证方法，见

表 1。

表 1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涉及的主要方法
Table 1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method

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方法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GIS

其他方法
Other

method

土地利用
形态变化

显性转型的描述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
典型相关性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分维模型

空间分析、遥感影像解译、
地学信息图谱

耕地景观格局
变化表征模型

隐性转型的描述

三维表征模型、遗传算法的K-means、聚类方法
(KGA)、空间聚类方法(SKGA)、生态服务价值
测算、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土地利用功能
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用地功能变化类型生态贡献率

空间数据内插、
图形校正

地学信息图谱

综合转型
重心模型、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CLUE-S模型、
SD模型、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土地利用形态空间结构的几何
分形维数描述方法（边界维数、
半径维数、网格维数、
信息维数）

信息熵（形态和
结构分析）、风险
控制管理

转型时空变化
特征分析

时间序列变化 时间序列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测算、
空间自相关

空间布局变化 空间热点分析模型 空间查询与量算、缓冲区分析 几何分维

驱动机制
分析

社会、经济、制度
政策技术等驱动

聚类分析、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回归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
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主成分分析

叠置分析、空间自相关 脱钩分析

转型效应
分析

社会、经济、
生态效应

典型相关分析、PSR模型、多情景分析
空间分析、空间数据内插、
投影寻踪模型

地理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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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技术方法的综合使用，对于土地利用转型

研究都是极好的探索，随着社会经济技术整体水平

的提高以及多学科交叉的影响，GIS 空间分析技术、

计量经济分析、野外调查及制度政策分析方法的综

合，都会应用到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中，以进一步

加强自然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生态层面的融合分析，

最终形成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系统化分析体系。 

3.5    转型机理

区域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机理研究，

包括正向和反向两个维度，正向是从人类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通过一定的计量方法筛选出自

然、社会、经济、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驱动

因子，计算驱动力大小，探究驱动过程，总结出驱

动后土地利用转型时空分布规律和特征。反向研究

是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效

益评价及对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影响评价，社会方面

主要是对人口迁移、城镇化、农户行为、人文功能

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方面主要是农业经济、粮食作

物产出、地区 GDP、二三产业占比等方面的影响。

生态方面主要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碳（氮）

排放、景观生态、生态风险、生态弹性等方面的生

态环境影响的测度和评价。对土地利用转型的机理

分析，是格局－过程－效应－调控的综合研究，是

对土地利用转型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和深化。 

3.5.1    转型驱动因素和驱动机理　土地利用转型的

驱动力和驱动机理分析，因为受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研究的启发和影响，形成的研究成果极其丰

富，覆盖了从自然、社会、经济、土地管理制度政

策和工程技术的视角来分析土地利用转型机理。其

中自然资源与环境视角主要研究坡度、区位、土壤

质量、道路交通等自然条件因素变化的驱动。社会

视角主要研究人口流动、农村空心化[80]、城乡（功能）

转型发展、农户行为、农户生计变化等人文因素变

化的驱动。经济视角主要研究人均 GDP、第一产业

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耕地面积、效率等

经济方面投入产出因素变化的驱动。制度视角主要

是研究我国土地二元所有权下的土地经营权和使用

权、耕地和生态用地保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用途管制等土地管理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创

新，对城乡社会发展的推动而引致城乡土地利用的

转型。政策视角主要研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土地

有偿使用、土地流转[81]、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土地

整治等一系列覆盖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丰富而

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措施对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驱

动。工程技术视角主要研究土地整治[82−83]、国土综合

整治、村庄规划等技术措施改变田水路林村布局和

结构而驱动的土地利用转型。

从特定视角下研究土地利用转型驱动机理，屏

蔽了其他方面叠加造成的综合影响，这类研究具有

异质性特征。最为常见的一个视角是研究微观主体

差异驱动下土地利用的转型机理。如从农户异质性

视角[84]、农户生计变化和农户行为视角[85] 分析土地

利用转型的微观机制。另一个常见视角是从国家宏

观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

理。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4]、工业化[72] 和城镇化[32,86]

都会影响区域城乡土地利用转型。乡村转型及其快

慢会影响土地利用转型协调度[87]，乡村振兴[88] 和供

给侧改革[89] 影响农村闲置土地的利用。区域不同的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会形成相对应的土地利用形态

在时序上的变化，所以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会对应不

同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式[20]。

但是，由于区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多元驱动的

过程，任何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不是单纯

的农户行为差异性、人口结构变化、投入产出效率

变化等单一因素驱动的结果，土地利用转型也不可

能只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等单一层次因素的

驱 动 ， 部 分 学 者 已 经 开 始 结 合 人 口 － 土 地 － 产

业[41,90] 三方面来综合研究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理。

这是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和驱动机制研究的必然趋

势，也是复杂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土地科学研究的

实践要求。

近年来出现的多情景分析方法[79]，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解决多层次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土地利用转型

研究，即对同一地区由于国家宏观战略调整和土地

制度政策改革等多重背景驱动的土地利用转型新特

征、新模式和新机理进行的研究。 

3.5.2    转型效应分析　土地利用转型会对与之联系

的社会人口（含城镇化）、城乡经济、生态系统、

土地工程等方面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重

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土地利用转型的经济影响和生态

影响。

在土地利用转型的经济影响方面，因为国家粮

食安全的耕地保护红线基底，最受关注的是区域土

地利用转型对粮食产量 [84,91]、（小农）农业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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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60,92] 的正负面影响，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设用

地增长极限[93]。而因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红线

基底，最受关注的是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影响，

其中区域城乡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

转型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价值响应研究[13,18,53−54,63,94]

又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土地利用转型的碳

 （氮）排放[95−96]、生态风险管控[97] 和生态弹性[62]，在

源头－过程－结果三个阶段进一步丰富了土地利用

转型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内容。 

3.5.3    转型耦合机理　所谓耦合，一定是发生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的正反向联系和作用。正向

表现为驱动和影响，反向表现为响应和效应。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耦合机理主要体现为三种

关系，一种是不同地类之间转型耦合机理，如耕地

与农村宅基地之间的转型耦合[98]、耕地与城乡建设用

地之间的转型耦合[40]。第二种是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

经济转型之间的耦合机理[34]，主要是农村人口与农村

宅基地耦合变化特征[99]、耕地利用转型与粮食产量变

化[84,91]、农村土地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60,92]、乡村振

兴和乡村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88]、经济转型与土地利

用转型[36]。第三种是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制

度政策措施之间的互馈机制[5]，一方面土地权属、土

地整治、耕地保护、土地流转等有关土地开发利用

和保护的一系列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

实施，均会对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转型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生态

效应，无法适应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必须通

过管理形态的土地管理制度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改

革和创新,反向引导土地利用的转型方向与过程。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远程耦合视角解释土地利

用/覆被变化[100]，其实质仍然是从远程连接、全球化

和城市化角度探求土地利用变化，无论远程耦合还

是近距离耦合，核心在于耦合对象和耦合过程，即

土地利用转型的转型客体以及转型驱动和转型效应

双向研究。 

4    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现状的梳理，从分析

尺度与研究区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转型内容

和转型机理 5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发现已有的

研究表现出 3 方面的总体特征。 

4.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已经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

转变

土地利用转型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两个相

关依存、相辅相成的领域。其中基础研究是探索并

回答“什么是土地利用转型”这一原始问题。其主要

内涵是：土地利用转型的本质和性质、转型的时空

演变、转型的环境过程（社会、经济、生态过程

等）。它探索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土地利用

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动态变化规律，

不仅在于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形态特性之间的某些联

系规律，而且要更深入地揭示为什么会存在这些联

系；不仅在于发现土地利用转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分化变异特点，而且在于探索和判断产生变异的基

本机制。实际上，土地利用转型已经发展成为应用

综合手段研究土地利用转型的框架、内容、范围、

方法和技术体系及其社会经济生态的耦合关系和互

馈机理，探索更加完整的土地利用转型环境和行为

的研究，见图 2。

应用研究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原始动力，即

从传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到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

转型，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实现了资源合理配置到区

域协调发展的改变，从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社会驱

动因素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风险防范与评价，土

地利用转型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生态的

协调与可持续。土地利用转型的应用研究完整实现

了土地结构调整和空间优化－区域协调和城乡统

筹－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这一系列

过程，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农村土地制度

 

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耕地扩张 (林地
/未利用地-耕
地）林地收缩
土地过度开发
......

耕地收缩 (耕
地-城乡建设
用地/农村宅
基地）土地利
用效率提高/边

际化
......

生活用地收缩
生活用地适宜
生活用地扩张
土地利用均衡
......

土地利用显性形态

土地利用转型
要素 (社会/经
济/生态效应) 输出

要素 (土地/资金/劳
动力/政策等) 输入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

农业型 工业型 多功能型

 
注：根据文献 [101] 修改。

图 2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基础理论分析框架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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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社会－经济－生态协

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解决了社会与公众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见图 3。 

4.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内容与人类需求密切

相关

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已经从数量跨越到了质量

的研究，即从数量（面积/规模）、空间结构（类型

格局/利用结构），转变为质量（养分/污染/退化/土
地等级等）、土地权属（国有/集体所有）、经营方

式（流转与规模经营/个体或其他）、投入与产出（单

位土地产出效率/资金技术劳动力）、功能（生产/生
活/生态）等方面，再到数量与质量双方面综合研究，

充分反应出社会对于土地利用需求的变化，这种转

变与人类社会对于需求的进步，即从基本生活品需

求－安全需求－健康需求的走向是同步的。所以，

社会需求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发展的原动力，土地

利用转型研究也必将造福社会。见表 2。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全域最为显著的土

地利用显性形态变化是耕地撂荒、宅基地和工业用

地闲置废弃及其带来的林草和自然生态空间的持续

扩张。而最显著的隐性形态转型可以归纳为农业用

地边际化及其生态功能恢复等。农业用地边际化是

农用地利用的净收益由多到少的过程，其呈现形式

是劳动力投入减少和集约度下降。质量差、位置偏

远、地块破碎的耕地和空心化、城镇化造成的废弃

宅基地和工业用地最容易被边际化。随着新型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继续深入推进，坡耕地和废弃宅基地

被边际化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高。除此之外，土地

功能转型也是城乡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突出特

征，表现在农村土地生产功能的弱化和生态功能的

提升以及城镇土地生产功能的提高。 

4.3    研究分支的出现凸显出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

水平的提高

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研究传入我国开

始，土地利用与农业经济、生态服务、生态价值、

生态环境、景观生态等学科的研究结合日渐紧密。

尤其 21 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作为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 (LUCC) 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被引入国内，土地

利用转型数量、质量、效率、功能等显性、隐性转

型研究的开展以及遥感与 GIS 等新技术和各种数理

统计方法的综合应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

方法、学科研究的细化和研究分支的出现代表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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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应用机理图

Fig.3    Applied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land transition

表 2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 of urban-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土地利用转型
Type of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表征属性
Representation

attribute

表征指标
Characterization

index

内涵诊断
Connotative

diagnosis

土地利用显性
形态转型

数量结构变化、
用途转换

地类面积及其占比、耕地撂荒率、
林草覆盖度、农村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规模比例...

耕地由持续开垦演变为撂荒，林地由持续
收缩转为恢复性增长、农村宅基地和生态文明建
设用地由迅速扩展转为保持相对稳定

空间布局变化
耕地撂荒和林地覆盖的地形梯度坡度、
宅基地和工业集中化、
土地利用的景观形态学特征…

耕地撂荒与自然植被恢复首先发生坡度
大梯度高和土层薄的劣质土地、宅基地和
工业用地集中首先发生在乡村振兴和城乡
一体化建设、融合发展典型区域

土地利用隐形
形态转型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投入－产出效率指标、
劳均实际耕作面积、
地均劳动投入…

土地压力指数降低，发生了土地利用
效率的变化和部分土地的边际化

土地功能变化
生物性产品生产能力、生产性用地比例、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用地比例…

城乡土地生产功能重要性分化、土地生态
功能由退化转为恢复再到逐渐增强、
土地利用绿色转型

　　注：根据文献[10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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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系统化在逐渐加强，

土地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水平进入到一个新的时

代。见图 4。 

4.4    研究展望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核心是为实现城乡范

围内资源资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二元结

构”。而土地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其

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制衡与改革创新，

一直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为助力实现我国

城乡融合战略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城乡土地利

用转型研究已有的成果不仅扩展了土地利用转型的

理论研究思路，也为相关理论研究在今后的实践提

供了方法借鉴。

尽管如此，有关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还有

待深化。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目前的

相关研究仍然显得散，偏重于从耕地、宅基地、工

业用地等地类分别探讨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有关问

题，但实际上单种土地用途转换不能称之为土地利

用转型，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层

面考究其形态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所

以，研究城乡土地利用转型不仅要针对耕地或宅基

地等某一单一地类进行研究，还要对区域城乡范围

内综合地类进行“全域全覆盖 + 全地类要素 + 土地利

用显隐性转型”的综合研究。也只有掌握了全地类要

素“来龙去脉”动态平衡的转型研究，才能真正做到

有的放矢地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利用管理政策。

其次，目前的土地利用转型多是区域社会经济

转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重构等单一背

景下的研究，而土地利用转型归根结底是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与具体的城乡土地自然环境条件、区域土

地制度政策相结合，并假以土地整治等具体措施为

抓手联合共同驱动的。所以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

战略定位、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土地制度改

革的方向等多重背景驱动，尤其是在新型工业化和

城镇化、乡村振兴、自贸区（港）建设、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等多重背景作用下，研究耕地与基本农田

保护、生态用地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多情景

约束条件下的城乡土地利用显隐性转型的新特点、

新途径和转型的“因果”过程－格局－机制，对于实

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土地要素保障目标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今后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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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文献 [102] 整理。

图 4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体系
Fig.4    Research results system of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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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urban-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is  not  only a  hot  spot  of  the  studies  on global  land use trans-
formation in  general,  but  also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market  mechanisms,  to  re-distribute  urban-land  re-
sources and to acceler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economy. W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scal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method, driving mechan-
ism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es on land use transition were focused on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theory.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land  use  transition  was  stimulated  to  meet  people's  need.  Various  researching
branches on land use transition we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earch on land use transition. Furthermore, the follow-
ing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1) Research on overall urban-rural land transition combining with “out and in”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urban-rural land type and landownership at the whole region; (2) Research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new approaches and process mechanism of forward and reverse influence on social-economy re-
flecting to urban-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based on different pressure and 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for example, re-
gional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land us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reform, et al.
Key words: Land use transition; Urban-rural land; Element of land type;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prospect

[ 责任编辑：孙福军 ]

504 土　壤　通　报 第 52 卷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7.02.023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2006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10.00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0300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3009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7.02.023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2006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10.00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0300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3009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7.02.023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2006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10.00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0300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3009

	1 引言
	2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视角
	2.1 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内涵
	2.2 城乡土地利用联动转型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研究内容
	3.1 分析尺度与研究区域
	3.1.1 时间尺度
	3.1.2 空间尺度
	3.1.3 研究区域

	3.2 转型内容
	3.3 研究对象
	3.4 研究方法
	3.5 转型机理
	3.5.1 转型驱动因素和驱动机理
	3.5.2 转型效应分析
	3.5.3 转型耦合机理


	4 评述与展望
	4.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已经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
	4.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内容与人类需求密切相关
	4.3 研究分支的出现凸显出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水平的提高
	4.4 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