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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南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耦合研究
!

蓝丁丁，韦素琼

（福建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研究中心，福州 CD###$）

摘! 要：在分析闽东南地区 EFFG—"##E 年城镇建设用地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建设用地的综合扩展系数将

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划分为 % 种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总结不同扩展类型的特征，

研究工业化阶段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县市，其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也

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各县市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系数进行

研究，发现其与城镇建设用地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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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已成为地理学和相关学科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E］，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土地利

用的时空格局演变［"］，土地利用 V 覆被变化的动态监

测与空间数据库的建设［CID］，土地利用变化机制或驱

动力［GI$］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

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上世纪 F# 年代以来，随

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研

究表明［W］，区域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与工业化及城

市化密切相关，区域经历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及

相应的经济结构模式都将面临不同的土地利用问

题，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也不例外，必有其内在规律

性。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探讨闽东南地区工业化发展

进程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对应关系，为地方政府

合理、集约利用城镇建设用地提供决策依据。

E! 研究区域与方法

E) E! 研究区概况

闽东南地区包括福建东南沿海的福州、莆田、泉

州、漳州、厦门 D 个地级市，合计陆地面积 %# G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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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福建省陆地总面积的 $ % &，见图 $。该区背山

面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是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福建省

人口和经济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地区。改革开放以

来，闽东南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增长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其在全省 ’() 中所占比例已由改革初期的

不到 *+,上升到目前的 -./ .,。支撑闽东南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随着工业

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

方式将会发生相应变化。

图 $0 研究区域示意图

$/ #0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 ’12 技术，对闽东南地区 $33*
和 #++$ 年的土地利用 45 影像进行处理，用 6789
:1;<&/ & 软件，提取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的空

间变化数据，分析 = 年间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

变化的趋势和特征，然后根据城镇建设用地的综合

扩展系数，对闽东南地区福州市区、长乐市、福清市、

厦门市区、莆田市区、闽侯县、仙游县、安溪县等 &$
个市（区）县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进行划分，掌握

不同扩展类型的特征，最后研究工业化阶段与城镇

建设用地扩展的耦合关系。根据研究数据来源和研

究地域单元的划分，将空间数据与属性相结合，以各

县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率为基础，构建如下模型［3］：

$）扩展速率 !"$。

!"$ >（
# $? % $! @ A $）B $++ （$）

式中 $? 表示研究单元末期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即

#++$ 年；$@ C # 表示研究单元初期城镇建设用地的

面积，即 $33* 年；# 表示研究期限，即 = 年。增长率

!"$ 反映的是各研究单元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绝对

增长率，它能直观反映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

#）内部结构递转系数 !"#。

!"# > &? A &@ （#）

式中 &? 表示研究末期（#++$ 年）城镇建设用地

占各研究单元所有土地类型的比例；&@ 表示研究初

期（$33* 年）城镇建设用地占各研究单元所有土地

类型的比例。内部结构系数 !"# 表示各研究单元城

镇建设用地在研究区所占比例的变化，反映内部结

构变化对研究单元空间扩展的影响。

&）空间结构递转系数 !"&。

!"& >
$? A $@

’? A ’@
（&）

式中 $?、$@ 意义与（$）式相同；’? 表示所有研

究单元末期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即 #++$ 年；’@ 表

示所有研究单元初期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即 $33*
年。!"& 表示各研究单元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占所有

研究单元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比例，反映空间结构

变化对研究单元空间扩展的影响。

D）城镇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 !"(。

!"( > !
&

) > $
!") （D）

城镇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 !"( 表示各研究单

元空间扩展综合强度，在本研究中，根据城镇建设用

地综合扩展系数 !"( 值来划分各研究单元城镇用地

的扩展类型。

#0 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特征

闽东南地区$33*—#++$年城镇建设用地从

#3/ 3+ B $+D 上升到 &&/ D$ B $+D E"#，净增加 &/ =$ B
$+D E"#，占到全省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值的 -*/ #.,，

年均增加 - +&#/ -# E"#，年均递增率为 #/ #=,，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 +/ D#,，见表 $。

表 $0 $33*—#++$ 年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

福州市 厦门市 莆田市 泉州市 漳州市 闽东南地区 福建省

$33* 年 % B $+D E"# -/ +D #/ -* &/ *- $+/ #* */ $- #3/ 3+ D./ D*

#++$ 年 % B $+D E"# -/ 3* #/ 3= D/ +* $$/ =. */ .* &&/ D$ =&/ +-

增长面积 % B $+D E"# +/ 3# +/ $3 +/ &3 $/ &# +/ *3 &/ =$ D/ *$

增长率 % , #/ =+ $/ &* #/ +& #/ D= #/ $D #/ #= $/ .&

0 0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福建省土地利用 45 影像（$33* 和 #++$ 年）解译数据。

0 0 从空间来看，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面积最大的是 泉州市，增幅达 $/ &# B $+D E"#，而且用地增长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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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对较高，此区域内建设用地扩展最为剧烈的有

泉州市区、晋江市、南安市等县市。其次，作为福建

省会城市的福州市，不仅建设用地扩展幅度较大，而

且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率高达 !" #$，是闽东南地

区城镇建设用地量增速最快的地级市。此区域建设

用地扩展最为剧烈的有福州市区、长乐市、闽侯县等

县市。最后，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速最小的是厦门市，

两者均小于闽东南地区的平均水平。

%& 闽东南地区各县市城镇建设用地扩

展类型

& & 从 ’(()、!**’ 年两期遥感影像数据中提取各县

市（区）研究单元的城镇建设用地数据，并根据划分

类型进行汇总，然后根据（’）+（,）式进行计算，得

出各个研究单元 !"’、!"!、!"%、!"# 的值，见表 !。

%$ ’ 类型划分及特征

根据（,）式求得城镇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

按照各县市的综合扩展系数 !"# 的大小排序，并参

照 !"’、!"!、!"% 的值，选择变化的拐点作为城镇建

设用地扩展类型划分的临界点，结果见表 !。当 !"#

"#$ * 时，为剧变型；当 #$ * - !"#"*$ # 时，为缓变

型；当 *$ # - !"#"*$ , 时，为相对稳定型；当 !"# .
*$ , 时，属于稳定型。

%$ !& 类型特征分析

由表 !、图 ! 显示，属于剧变型的地区包括福州

市区、厦门市区、莆田市区、晋江市、泉州市区、惠安

县等 ’, 个县市，这 ’, 个县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共同

特征是综合扩展系数 !"# - #$ *，其中，除安溪县以

外，不同县市的扩展速率 !"’ - !$ *；除闽侯、诏安县

外，内部结构递转系数 !"! - ’$ *；空间结构递转系

数 !"% - !$ *。这说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属于剧变

型的县市不论是从用地扩展速率而言，还是从建设

用地内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递转程度来看，都位居

闽东南地区的前列。属于缓变型的地区福清市、漳

州市区、石狮市、德化县等 ( 个县市，这些市县建设

用地扩展的综合扩展系数!"# - *$ #，扩展速率!"’ -
’$ *，空 间结构递转系数!"% 除漳州市区外都超过

’$ *，这 ( 个县市建设用地的内部结构递转系数以及

空间结构的递转系数比剧变型显然要低一些。属于

相对稳定型的地区有永春、东山、长泰 % 县，这些地

区建设用地扩展的共同特征是综合扩展系数 !"# -
*$ ,，用地扩展速率 !"’、内部结构递转系数 !"! 和

空间结构递转系数 !"% 绝大部分在 *$ % 以上。属于

稳定型的地区有仙游、南靖、华安、闽清、永泰 # 县，

这 # 县建设用地扩展的共同特征是综合扩展系数

!"# . *$ ,，用地扩展速率 !"’、内部结构递转系数

!"! 和空间结构递转系数 !"% 均处于较低水平。

图 !& ’(()—!**’ 年闽东南地区 %’ 个

县市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类型

,& 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建设用地扩

展的耦合关系

," ’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的对

应关系

工业化是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

的过程。尽管中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看法各

有不同，有胡佛（/" 0" 122345）6费希尔（ 7" 89:;45）的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罗斯托（<" <" =2:>2?）

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等，但大体上可将工业化过

程划 分 为 工 业 化 初 期、中 期、后 期 和 后 工 业 化 阶

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不仅强调经济增

长，更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质变关系，直接

表现为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人口状况、社会福利水

平的明显变动［’%6’,］。在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

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各产业以及内部各部门

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差异，将会导致土地利用结构的

重组。据分析［’#］，福建省于“九五”初期进入工业化

发展的中期阶段，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也随之进入一

个加速时期。根据本文的研究时段，选取 ’(() 和

!**’ 年的人均 @AB、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

业产值比重、以及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

采用因子分析作为权重确定方法，计算闽东南地区

’(() 和 !**’ 年 %’ 个市县的综合评价值，以此进行

工业化发展阶段判断，将闽东南地区划分为工业化

初期、中初期、中期以及后期 , 个阶段［C］，见表 %。

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县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

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表 !），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县市，

其建设用地扩展类型基本上属于缓变型（ 也有少数

属于剧变型）；步入工业化中期或中初期的市县，其

扩展类型以剧变型和缓变型为主；而尚处于工业化

初期的县市，其建设用地扩展则趋于相对稳定或稳

定。通过两个年份对比（ 表 %），得知工业化类型发

%第 ! 期& & & & & & & & & & & & & & 蓝丁丁，等：闽东南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耦合研究



生变化的共有 !" 个县市，而且绝大部分是向相邻类

型跃进。这些县市大多位于闽东南地区经济最发达

城市（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的强辐射区内，#$ 年

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极为迅速，乡镇工业蓬勃发展。

所以，笔者认为闽东南地区 %$$! 年工业化阶段类型

划分基本上可以代表闽东南地区各县市“ 九五”期

间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在此，将闽东南地区 &! 个市

县的工业化类型和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相结合，

表 %’ !##(—%$$! 年闽东南地区 &! 个县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

研究单元 )*! )*% )*& )*+ 扩展类型 *,+

’ 后

’ 期

福州市区 %- %.& & !- ./. % /- &(" ! %%- 0/. # 剧变型 #- ##

厦门市区 !- &// % !- !(% 0 /- "(% % .- ($( ( 剧变型 %- &#

莆田市区 "- $0. # (- /./ . %- 0#" # 0/- $0( . 剧变型 &- &&

’ 工

业

化

中

期

晋江市 &- 0!. ! /- /.& $ !!- "/0 . %&0- ."" $ 剧变型 0- ("

泉州市区 &- $.% ! !- /&& 0 &- .#! # !.- &#( . 剧变型 !#- /%

惠安县 %- !#( & !- #.! $ /- .($ # %/- "## 0 剧变型 $- #%

南安市 %- "&% / !- "$( . .- !"% / %0- .(& . 剧变型 /- &&

福清市 !- %#/ ( $- /"( . &- ".. ( %- "0! ( 缓变型 $- (!

漳州市区 !- &.( ! $- .&( ! $- .0$ / !- $$. # 缓变型 "- !!

石狮市 !- 0%% & $- %.$ ! !- 0/# . $- .". # 缓变型 (- (.

’ 工

业

化

中

初

期

长乐市 /- &0! ! !- /!( & (- &&" $ /!- /." & 剧变型 "- %&

龙海市 &- %$( ( !- 0"# 0 (- /&# / &(- (#! " 剧变型 %- !!

闽侯县 "- "&$ % $- ../ # "- .(. " !#- !$( . 剧变型 $- .%

安溪县 !- &#( # !- &&& $ %- ..# & /- &0# . 剧变型 $- ".

德化县 %- &!# & $- ".( / %- $$. . %- %(( # 缓变型 $- .!

永春县 !- /#" & $- !.# $ !- ($& ( $- ".& & 相对稳定型 $- /(

莆田县 %- $#/ . !- !/" . 0- $!$ & !(- #(0 & 剧变型 %- $#

连江县 %- #"% " !- &$! $ %- (/" . !$- !(% # 剧变型 !- "%

诏安县 &- &(" ( $- ((& & %- "&( $ /- "&( ! 剧变型 !- $$

云霄县 &- 0"( / $- (// 0 !- #(/ # "- .%# ! 缓变型 !- &"

’ 工

业

化

初

期

漳浦县 !- 0.& ( $- /". # &- &%( " &- %/( ( 缓变型 !- (#

平潭县 !- 00& & !- $%/ 0 !- $.% " !- #(. . 缓变型 $- %/

罗源县 &- !.. $ $- %!# . !- &&& & $- #&" & 缓变型 !- !$

平和县 !- #00 % $- %/" # !- (." / $- ."# $ 缓变型 $- #&

东山县 $- .0$ % $- .!# ( $- /.$ ! $- "!& 0 相对稳定型 !- %.

长泰县 !- &#! ! $- &"& & $- .0! . $- "!( & 相对稳定型 $- (&

仙游县 $- ../ 0 $- %&0 # !- %"! ( $- %(! ( 稳定型 $- %&

南靖县 !- !$% & $- !(/ % $- #!( / $- !(( # 稳定型 $- "&

华安县 !- $"# $ $- !!& ( $- "%$ $ $- $/$ ! 稳定型 $- %!

闽清县 $- .$# # $- !/. / $- /&( ( $- $(. # 稳定型 $- %"

永泰县 !- $$" . $- !#( $ $- ($% ( $- !!. 0 稳定型 $- !&

’ ’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福建省土地利用 12 影像（!##( 和 %$$! 年）解译数据计算、整理而得。为了不同时期

’ ’ 具有可比性和连续性，本文所有县市（区）仍然采用福建省 !##( 年的行政划分。

得出如下结论。

!）属于工业化后期的只有福州、厦门 % 市区，

其共同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占 345 的

"$6以上。这类地区由于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工业

化基本完成，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主要与房地产

开发有关，%$$! 年福州、厦门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额分别占 345 比重高达 !"- #(6 和 !$- !"6。该区

建设用地扩展内部结构递转系数和综合扩展系数较

高，均大于 /- $，所以其扩展类型仍属于剧变型。

%）属于工业化中期的市县由 / 个增加到 . 个，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7889：: : ;;;- +<=>?- +@A’ ’ ’ ’ ’ ’ ’ ’ ’ ’ ’ ’ 第 %" 卷



均位于闽东南经济快速发展区，!""#—$%%! 年人均

&’( 从!! ))*+,, 上升到!" --%+!# 元，年均递增率为!!+
%./，$%%!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 )+ -#!*,+ -,!,-+ ,!，这一

区域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除了莆田及泉州市

区 $ 个沿海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占 &’( 比重大于

!%/以外，主要与乡镇工业用地的急剧扩张有关，从

而导致这一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以剧变型为主，

缓变型为辅。

,）属于工业化中初期的市县由 $ 个增加到 )
个，!""#—$%%! 年的人均 &’( 从 # #*#+ )# 上升到

!! "*.+ #- 元，年均递增率为 !$+ .$/，$%%! 年三次

产业结构为 !*+ #%!*%+ )!!,,+ #"，以第二产业为

主，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主要以工业用地扩

张及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为主。虽然城镇建设

用地扩展类型主要是剧变型，但是其综合扩展强度

仍然相对较弱。

.）属于工业化初期的县市由 $. 个减到 !. 个，

且经济较落后，$%%! 年人均 &’( 仅为 - .,)+ $, 元，

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由 !""# 年的 ,$+ -"/ 和

$-+ %-/上升到 $%%! 年的 ,,+ ")/ 和 ,.+ --/，由此

可见这些县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处于工

业化的起步阶段。这些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比较

缓慢，扩展类型以稳定型和缓变型为主，还有部分属

于相对稳定型。

.+ $0 产业非农化率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耦合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建设用

地扩展的关系［!#］，提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产业非

农化耦合系数（!"#）的概念。

!"# 1
$!!

"#% （*）

0 0 其中 "#% 1（ & "#%2 ’ "#%! 3 4 !）5 !%%，!"# 表示城镇

建设用地扩展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系数；$!! 表示各

县市在研究期内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速率；"#% 表示

各县市产业非农化率的递变速率；"#%2 和 "#%3 分别表

示研究末期（$%%! 年）和初期（!""# 年）的非农化率，&
为评测期（* 年）。然后，根据（*）式计算闽东南地区

,! 个市县的 !"# 值，并将其划分为 . 种类型，对比表

$，当 !"# 6$( %% 时，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以剧变型为主；

当 !( %% 7 !"##$( %% 时，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以缓变型

和剧变型为主；当 %( *% 7 !"##!( %% 时，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以相对稳定型和缓变型为主；当 !"##%( *% 时，城

镇建设用地扩展以稳定型为主。各县市的城镇建设

用地扩展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系数（!"#）与城镇建设

用地综合扩展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表 ,0 !""#———$%%! 年闽东南地区 ,! 个县市工业化类型划分

年份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综合评价值：7%( ,% 综合评价值：%( , 8%( ,* 综合评价值：6%( #%

东山 永泰0 仙游 平和0 长泰 龙海 厦门市区0 福州市区

!""# 连江 闽清0 云霄 罗源0 南靖 惠安 漳州市区 石狮 晋江0 泉州市区

诏安 华安0 平潭 漳浦0 安溪 莆田 莆田市区

永春 德化0 长乐 闽侯0 福清 南安

（$. 县市） （$ 县市） （* 县市）

综合评价值：7%( ,% 综合评价值：%( , 8%( ," 综合评价值：%( .% 8%( )% 综合评价值：6%( "%

东山 永泰0 仙游 平和0 长泰 永春 德化 泉州市区0 晋江 石狮 厦门市区

连江 闽清0 云霄 罗源0 南靖 长乐 闽侯 漳州市区0 福清 南安 福州市区

$%%! 诏安 华安0 平潭 漳浦 安溪 莆田 莆田市区0 0 惠安

龙海

（!. 县市） （) 县市） （- 县市） （$ 县市）

0 0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

*0 结论

!）闽东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总体特征

是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量 较 大 ，占 全 省 扩 展 量 的

)#( $-)，并且扩展速率远大于福建省的其他区域。

$）从地区来看，闽东南地区 ,! 个市县 * 年间城

镇建设用地的扩展强度差异比较明显，大致可分为 .
种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

,）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

关系密切，即处于不同工业化水平的县市，其城镇建

设用地的扩展类型也明显不同，各县市的城镇建设

用地扩展与产业非农化耦合系数（!"#）与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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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综合扩展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按照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产业

非农化耦合系数（"$#）来判断区域城镇建设用地的

扩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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