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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明了 $CCG—"##J 年重庆都市区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K6//）的驱动机制，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利用重庆市都市区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与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与逐步回归

分析方法。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重庆都市区耕地、未利用土地和水域面积减少，其他用地类型面积增加；农业发展

与结构、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生活水平、建设性投资和粮食安全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是该区 K6// 的主要

驱动力；气温、降水等自然因子对区域 K6// 也有一定影响，但作用相对较小。通过研究有效揭示了重庆市都市区土

地利用 E 覆盖动态变化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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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研究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

的热点问题［$FB］，其研究内容包含多个方面，而土地

利用 E 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及其驱动机制是其中的关

键。深入探讨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的各种驱动力，是

认识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规律，预测未来土地利用 E
覆盖变 化 趋 势 和 制 定 土 地 可 持 续 利 用 决 策 的 基

础［H］。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

现象，涉及土地资源自然属性和人类利用方式的变

化。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落

实在具体区域上会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其驱动

因子和驱动因子的作用程度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

异。重庆作为中国新兴的直辖市，其土地利用类型

和空间结构在直辖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J］。目前，

国内学者分别针对重庆市不同区域土地利用 E 覆盖

变化驱动力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例如，何丹等利用

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江津市土地利用变化及

社会驱动力［D］；杨朝现等分别对重庆市不同类型经

济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重庆市北碚区土地利

用变化及驱动力进行了分析［)FG］。但有关重庆市经

济发展的主导和核心区域———都市经济圈的研究还

比较缺乏。有鉴于此，本文对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

动力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

区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的研究内容。

$ 研究区概况

重庆位于东经 $#JO$)P $$#O$$P、北纬 "GO$#P
B"O$BP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

带。其中，都市区界于缙云山和明月山之间，长江与

嘉陵江交汇处及其附近河谷地带，包括渝中区、沙坪

坝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大

渡口区和巴南区等 C 个行政区。气候属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G Q 左右，冬季气温

平均在 D G Q，夏季平均气温在 ") "C Q，日照总

时数 $ ### $ "## 0，冬 暖 夏 热、无 霜 期 长、雨 量

充沛、温润 多 阴、雨 热 同 季，常 年 降 雨 量 $ ###
$ H## 55。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坡地面积较大，

成层性明显。

" 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是研究土地利用 E 覆盖变化与各

种社会经济、自然驱动力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可以有效模拟各种驱动力作用下土地利用 E 覆盖的

变化，具有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特点，易于抓住复杂

系统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系统内部重要的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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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本文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

方法对研究区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

研究和分析。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线性变

换，将原来的多个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

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使用提取出的主成分

代替原始变量，从而在不丢掉主要信息的前提下避

开了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便于进一步分析。逐步

回归方法就是一种自动从大量可供选择的变量中选

择那些对建立回归方程比较重要的变量的方法。研

究中土地利用 ! 覆盖数据来源于国土局的统计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均源于统计年鉴［"］。

#$ % 驱动因子的选取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各种

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其中自然驱动力包括环境变化、气候、地形等驱动因

子，社会经济驱动力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社会

行为、土地利用者主体行为等驱动因子。土地的自

然特性和环境条件决定了其适宜的利用方式，利用

方式适宜与否影响着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在土地

利用变化的社会驱动力中，人口、经济发展、城镇化

等因素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是人

类社会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具活力的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之一。人口密度

和土地利用变化速率成正相关关系，人口增长速度

越快，土地利用变化也越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土

地利用及其结构演变的最根本动力。经济发展对土

地变化的驱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二三产业的

发展增加了用地的需求；二是市场导向下的农业资

源配置引起农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工业化和城镇

化不仅通过人口集中、产业集中、地域扩散占用土地

等使土地利用非农化，而且通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的扩散改变原来的土地利用结构［%&］。由此可见，

影响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的因素众多且错综复杂，而

选择驱动因子和指标要尽可能细致全面，但指标过

多往往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因此，根

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为了全面地反映各种驱动因

子对其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

’ 大类共 #’ 个驱动力指标［%%］（表 %）。

表 %( 重庆都市区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驱动因子选取

)*+$ %( ,-..*/0 12 2*341/5 6/7879: 3;*9:<5 79 =*96 -5< ! 318</ 79 .<4/1>1=74*9 */<* 12 ?;19:@79:

编号 类型 因子名称

! 经济发展

!"#%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第一产业 ABC（万元）；!"#D ：第二产业 ABC（万元）；!"#E ：第三产业 ABC（ 万

元）；!"#F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G ：区县级财政预算内收入（万元）；!"#H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 ：年末全部就业人员数（万人）；!"#" ：公路客运量（万人）

" 人口 !"#%& ：年末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 ! I.# ）

# 生活水平
!"#%D ：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万元）；!"#%E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F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G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H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

$ 建设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基本建设投资（万元）

% 农业发展与结构 !"##& ：农业总产值（万元）；!"##% ：林业总产值（万元）；!"### ：牧业总产值（万元）；!"##D ：渔业总产值（万元）；

& 粮食安全保障 !"##E ：粮食总产量（ 4）；

’ 农业技术进步 !"##F ：农村用电量（万千瓦时）；!"##G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万 4）

( 自然因子 !"##H ：年平均气温（J）；!"##’ ：年降雨量（..）

#$ # 驱动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由于所选指标较多，且很多指标之间在不同程度

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直接纳入研究中分析，不仅

复杂，而且可能因为多元共线性问题而无法得出正确

的分析结果。因此，本文首先利用 ,C,,%E$ & 对几大类

驱动因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由于主成分分析对样

本量没有严格要求，因此，对于时间序列偏短情况下的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驱动力分析则更为有效。

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中的特征值、贡献率与累

计贡献率的计算公式，计算得特征值及各个主成分

的贡献率与累计贡献率（表 #）。由表 # 可知，第一、

第二、第三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 "#$ ’DHK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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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达到分析要求。

表 !" 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 !" #’( ()*(+,$-.(/ $+0 12+34)%.3(0 4$3( 25
3’( 64)+1)6$- 12762+(+3/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8 9 累计贡献率 8 9
: !:& ;:< =>& ;?: =>& ;?:
! !& <@< A& B<< ?<& <@>
@ !& B;; =& @B: A!& ?@=

" " 主成分载荷是主成分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根据主成分载荷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各变量在第

一、第二、第三主成分上的载荷得到主成分载荷矩

阵。为使各因子之间关系更加明显，采用最大方差

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各主要变量之

间关系紧密的因子的负荷得到加强，得到驱动因子

负荷矩阵（表 @）。

表 @" 主成分载荷矩阵

#$%& @" #’( -2$0)+* 7$34)C 25 3’( 64)+1)6-( 12762+(3/

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 B& ?B= B& <<A B& :=A

!"#! B& A;@ B& !A> B& BBA

!"#@ B& =;; B& >@= B& :=A

!"#; B& ?:A B& <B; B& :A?

!"#< B& =;= B& <?= B& !@@

!"#> B& ?;= B& ;<A B& !:A

!"#= B& =?= B& <? B& !::

!"#? B& ;@A B& =?? D B& @==

!"#A D B& >:: D B& :=< D B& :?>

!"#:B B& =:? B& >< B& !;:

!"#:: B& >A; B& >= B& !@=

!"#:! B& =:< B& ><< B& !@!

!"#:@ B& >A> B& >? B& !@

!"#:; B& ?A? B& @<> B& !<;

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 B& ?=< B& ;!= B& :A?

!"#:> B& =!A B& >;> B& !!<

!"#:= B& ;<! B& >;> B& >

!"#:? B& ?! B& <@? B& :A!

!"#:A B& ??= B& ;!< B& :<<

!"#!B B& A> B& !@: D B& :!>

!"#!: B& :! B& A!< D B& B@

!"#!! B& ?A= B& @?; D B& B<>

!"#!@ B& B@> D B& @>? D B& ?=<

!"#!; D B& @=! D B& ?!A D B& @!?

!"#!< B& <A= B& ==< B& :!>

!"#!> D B& ??! B& B?@ D B& :;:

!"#!= D B& !>@ B& !@; D B& =>;

!"#!? D B& ::; D B& ::: D B& ?B@

" " 由表 @ 可知，第一主成分与 !"#!、!"#!B、!"#!!、

!"#:;、!"#!>、!"#:A、!"#:<、!"#>、!"#;、!"#:、!"#=、!"#<、

!"#@、!"#:>、!"#:B、!"#:! 的载荷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反

映了经济发展、农业发展与结构、生活水平、建设性投

资、农业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等因素的重要性；第二主

成分与 !"#!:、!"#!;、!"#?、!"#!< 的载荷系数较大，这些

指标反映了农业发展与结构、粮食安全保障、经济发

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等因素的重要性；第三主成分与

!"#!@、!"#!?、!"#!=的载荷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反映了农

业发展与结构、自然因子等因素的重要性［:!］。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根据主成分载荷，农业发

展与结构、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生活水

平、建设性投资、粮食安全保障、自然因子这几类要

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研究区土地利用 8 覆盖变

化。但从作为最主要综合指标的第一主成分与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人类活动（ 社会经济因素）

是重庆都市区土地利用 8 覆盖变化的主导因素。

主成分实际上是原来各指标值的线性组合，该

线性方程的系数即为对应主成分的得分矩阵。表 ;
是计算得到的研究区域各类指标第一、第二、第三主

成分的得分矩阵。

!& @ 驱动因子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主成分分析一般不能被看成是研究的结果，而

应继续采用其他多元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因

此，本文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几大类驱动力指

标进行分析后，再利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来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 8 覆盖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因

子，进而具体分析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情况。

利用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主成分表示为

各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从而得到各类因子各主成

分的标准化值。在实际研究中，影响土地利用 8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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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驱动因子很多，为了得到一个可靠的回归模

型，需要一种方法能有效地从众多因子中挑选出对土

地利用 ! 覆盖变化贡献大的变量，与土地利用 ! 覆盖变

化的观测数据建立“最优”的回归方程。利用每类因

子各主成分的标准化值与各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面积

（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来判别影响各

类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指

标［"#$"%］。表 & 是计算得到的回归方程列表。可以看

出，研究区内各种不同的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的变化，

影响其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是有所差异的。

#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 "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过程

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将重庆都市区土地利用

分为 ( 大类，分别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城镇

及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从 "))*—+,,& 年，重庆都市区各土地利用类型

的面积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耕

地，减少了 ## -((’ - ./+。其次是城建用地，增加了

"( &%-’ +% ./+；未利用土地减少了"& -)&’ )+ ./+。园

地、林地、水域和牧草地的变化较平稳，尤其是牧草地，

覆盖面积很小，且 * 年间只增加了 )’ #+ ./+（表 %）。

#’ +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 +’ " 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0 耕地是研究区面

积比例最大的一种覆盖类型，其变化主要受人口、生

活水平和粮食安全保障等因素的影响。表明随着经

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区域非农占用耕地不断增加，导致耕地面积逐渐

减少。重庆都市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人口和粮食

压力突出，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高，使得单位面

积耕地的生产力提高，从而可以以较少面积的耕地

投入来满足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为耕地面积

的流失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研究区耕地的变化

受人口压力和粮食安全保障条件的驱动也较大。

#’ +’ + 园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0 研究区园地的变

化主要受人口的影响，且与之正相关。不断增长的

人口中，农业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而非农业人口则增

长迅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的压力，引起

土地利用方向的调整。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不再仅

仅以传统种植业作为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而是将

一些高质量的耕地改为果园等经济作物用地［"%］，从

而导致区域内园地的占有面积呈上升趋势。

表 -0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各类驱动因子 第一、二、三主成分得分矩阵

123’ -0 1.4 56789 674:;6;4<= /2=8;> 7: =.4 :;85=，5467<9 2<9 =.;89 ?8;<6;?@4 67/?7<4<=5 7: 426. =A?4 7:
:26=785 98;B;<C 6.2<C45 ;< @2<9 D54 ! 67B48 ;< 5=D9A 2842

编号 类型 指标

各类指标

第一主成分

得分矩阵

各类指标

第二主成分

得分矩阵

各类指标

第三主成分

得分矩阵

编号

! 经济发展

!"#" ,’ ,-% ,’ ,"* E ,’ ,,#

!"#+ ,’ "#& E ,’ ,** E ,’ ,&)

!"## ,’ ,"(* ,’ ,&* E ,’ ,,&

!"#- ,’ ,&) E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E ,’ ,-) ,’ +,# E ,’ +"+

!"#) E ,’ ,*+ ,’ ,(- E ,’ ,#"

" 人口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生活水平
!"#"# E ,’ ,,# ,’ ,() ,’ ,"-

!"#"- ,’ ",+ E ,’ ,(- ,’ ,##

编号 类型 指标

各类指标

第一主成分

得分矩阵

各类指标

第二主成分

得分矩阵

各类指标

第三主成分

得分矩阵

编号

# 生活水平

!"#"& ,’ ,*% E ,’ ,-+ ,’ ,,)

!"#"% ,’ ,"" ,’ ,%" ,’ ,"#

!"#"( E ,’ ,%- ,’ ,)- ,’ "(

$ 建设性投资
!"#"* ,’ ,&# ,’ ,,* ,’ ,,+

!"#") ,’ ,)" E ,’ ,-+ E ,’ ,,*

% 农业发展与结构

!"#+, ,’ "&* E ,’ ",% E ,’ ",*

!"#+" E ,’ "&) ,’ +)# E ,’ ,(+

!"#++ ,’ """ E ,’ ,-& E ,’ ,*(

!"#+# ,’ "+# E ,’ ,*" E ,’ #"&

& 粮食安全保障 !"#+- ,’ ",& E ,’ "*) E ,’ ,&*

’ 农业技术进步
!"#+& E ,’ ,#( ,’ "#( E ,’ ,+%

!"#+% E ,’ ")+ ,’ +"# E ,’ ,"(

( 自然因子
!"#+( E ,’ ,%& ,’ "(* E ,’ +)-

!"#+* ,’ ,#(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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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各类

驱动因子逐步回归结果

$%&’ !" $() *+),-.*) /.0)%1 1)21)**.30 1)*4/+* 35 )%6( +7,)
35 5%6+31* 81.9.02 6(%02)* .0 /%08 4*) # 639)1 .0 +() *+487 %1)%

土地利用类型 回归方程 !:

耕地 " # $ ;% < & => $< $ <% ?;=’: ( =% !@’? ( :% =?A’B >% AA>

园地 " # ;% :: & => $< ( ?% <=’: >% AA>

林地 " # B%:= & =>$B ( ;;%=!!’; $ =%::A’! $ @%??B’= >% A;=

牧草地 " # $ =% = & => $B ( :% >>@’@ >% ;!<

城镇及建设用地 " # =% ==< & => $B ( :% =!B’= >% ABA

水域 " # $ !% : & => $< $ =?% !@A’; ( <% >?@’< >% ABB

未利用地 " # $ =% < & => $B $ ?% B@<’: >’ A<@

" " 注：’= ’@ 分别为经济发展、人口、生活水平、建设性投资、农

业发展与结构、粮食安全保障、农业技术进步和自然因子 @ 类驱动因

子的第一、第二、第三主成分标准化值；) C >’ =

?’ :’ ? 林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研究区林地变化

的驱动因子主要是经济发展、建设性投资和农业发

展与结构调整等几个因素。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增强的各种经济活动

对本区林地的变化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基建投资

和农业结构调整对重庆都市区林地的变化也产生了

一定影响，尤其是区内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与研究

区林地面积的增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需要说明

的是，研究区林地增长的政策驱动因子在模型中没

有得到反映，但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政策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 :’ ; 牧草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草地是研究区

面积比例最小的一种覆盖类型。区域草地覆盖变化

主要受气候因子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大。在这

@ 年间，区域草地面积变化量并不大。

表 B" 重庆都市区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

$%&’ B" $() 6(%02)* 35 +() /%08 4*) # 639)1 .0 D)+13,3/.+%0 %1)% 35 E(302F.02 513D =AA@ +3 :>>! (D:

时间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城镇及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土地

=AA@ 年 :?: !<>’ ; =;; @@’ @ =:= AB=’ ; =<@’ =; <; B<;’ @; ?> @@A’ == A: A!?’ @@

=AAA 年 :?> B>@’ ; =; @?A’ >; =>= ABA’ ! =<@’ =; << =??’ <A ?> <=A’ A: A: ;@=’ !?

:>>> 年 :?= ?<;’ B =! ?:=’ B= =>: >@;’ B =A=’ ;<? ? << @>!’ ! ?> B<:’ @= A> ;<A’ BB

:>>= 年 :?> @A@’ ; =! <A!’ >? =>= <A@’ = =@@’ =: <@ ;@B’ ?A ?> !A!’ :< A> =B@’ A=

:>>: 年 ::? ?B;’ : =B @BA’ A< =>@ =>?’ @ =@@’ =: <@ !=B’ ?? ?> !<B’ B? @< B:!’ A!

:>>? 年 :== >@!’ B =@ ;;A’ !! =:> ;!:’ A =@<’ ;B @; @:<’ ;= ?> ;;:’ >; @: ;@!’ ?A

:>>; 年 :>: ;!=’ ! :> >;!’ !@ =:B <>@’ < =@<’ ;B @< @<A’ A : @?<=’ :@ <A ;@!’ BA

:>>! 年 =AA >A? :> @<A’ @! =:< !:<’ = =@<’ ;B A: :?A’ = :@ :@>’ <! << ;!<’ AB

=AA@—:>>! 年增减面积 G ?? ;<<’ ; B ?A=’ >! !!B!’ < A’ ?: =< !B;’ :B G : B>@’ ?B G =! ;A!’ A:

" " 注：水域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水面、苇地、滩涂、水工建筑等；未利用土地包括荒草地、沼泽地、田坎等

?’ :’ ! 城镇及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城镇

及建设用地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为集中，也是受

人类各种活动影响最为明显的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

研究区内，城镇及建设用地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有着紧密的关系。研究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第

三产业的发展等，对城镇及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是

该区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面积持续增加的最基本的

驱动力。而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建设性投

资的不断增加则为这一驱动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另外，沙坪坝大学城校区的建设，对重庆都市区

建设用地的快速增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 B 水域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研究区水域面积

变化与地区建设性投资和农业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

关系。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基建投资的不断增加，

由此带来的频繁的各种经济活动对水域带来了很大

压力，因此基建投资与水域面积的变化相关性较大。

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与水域面积变化成正相关，表

明地区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水域面积的扩展。

?’ :’ < 未利用土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研究区中

未利用土地的面积比例是仅次于耕地和林地的一种

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其面积的减少，主要用于城建

用地、林地面积的增加。未利用土地的变化主要受

人口的驱动作用，且与之有一定的负相关性。这是

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来源于土地，随着区域人口

的不断增长，人们不得不加紧开发未利用土地来满

足自身的需求［=@］。另外，重庆都市区经济比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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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高，未利用土地完全可以开

发为其他各种适宜性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因此，研

究期内这个地区的未利用土地面积呈现持续减少的

变化趋势。

"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重庆都市区为研究区，利用 #$$%—&’’(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与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主

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阐明研究区土地利

用 ! 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重

庆都市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强烈，土地利用程度提

高较大。其中，耕地、未利用土地和水域面积减少，

其他用地类型面积增加；农业发展与结构、经济发

展、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生活水平、建设性投资和粮

食安全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是该区 )*++ 的主要驱

动力；气温、降水等自然因子对区域 )*++ 也有一定

影响，但作用相对较小。

随着重庆都市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加速

了其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合理利用土地必须正确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二者的关系。在坚持集

约利用城市用地，保护耕地，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同

时，也要防止因过度限制正常的城市建设用地而增

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本。土地利用中要兼顾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这将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的整

体效益，实现土地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稳定性，保证

土地资源潜力和防止土地退化，并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需要说明的是，应用上述方法对研究区土地利

用 ! 覆盖变化的驱动力进行辨识及空间差异分析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很多因子难于进行量化分析。

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以及人们行为习惯的

改变等因素大多对区域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具有重

要的影响，但目前量化分析比较困难。尽管如此，由

于研究区的地域特性，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 ! 覆盖类

型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不仅对经济发展起作用，而

且有深远的生态意义，故对它的驱动力研究能为研

究区的土地利用开发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合

理的依据，并且可以丰富这一区域土地利用 ! 覆盖研

究的内容。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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