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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土地利用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系

柏东亮，王 颖，王树涛，门明新
（河北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为了更好地探究土地利用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关 系，协 调 区 域 发 展。［方 法］

运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功能，以乡级行 政 单 位 为 单 元，分 析２０１０年 河 北 省 廊 坊 市 经 济 指 标 与 土 地 利 用

结构双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主要经济指标空间自相关系数在０．３９～０．７２；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

指标之间具有复杂的空间自相关性，具体表现 为：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与 农 用 地 比 率 呈 负 相 关，与 建 设 用 地 和

水域呈正相关；人均企业营业收入与园地、林地呈负相关，与建设用地和水域呈正相关；地均现价农林牧渔

产值与林地、交通用地、其他土地呈负相关，与 建 设 用 地 呈 正 相 关；粮 食 产 量 与 园 地、林 地、交 通 用 地、水 域

呈负相关，与建设用地呈正相关。［结论］以自然禀赋相似区域为研究区，能更好体现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廊坊市土地利用与经济指标间 都 具 有 显 著 的 空 间 自 相 关 性，并 且 北 部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明 显 优

于南部地区，且明显受到京津地区的影响；调控建设用地结构对平衡廊坊市经济发展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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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结构受到自然、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等

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数量和空间特征，且与区域

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性，能直接反映一个地

区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及空间分布状况［１－３］。研

究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空

间相关性，有助于了解区域中不同区位上土地利用情

况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从而为经济发展和合理利用土

地提供理论依据［４］。以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为研究

区域，能使研究结果具有最大可比性，体现相同自然

条件下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

对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做了较广泛的

研究，涉及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以及变化情况等与

人口、工业化、城市化、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建设用地

扩张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了计量模型分析、回归

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５－１０］。学者们

大多以定量模型为基础，对土地利用结构中某种地类

土地变化与对应经济指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或函

数关系进行了研究［１０－１２］。但是，已有研究尺度较 大，
得到结果较宏观，未能较好的反映具体位置的相互作

用关系。同时，已有研究极少考虑区域土地自然因素

差异对其利 用 状 况 带 来 的 影 响，结 果 往 往 缺 少 可 比

性。本文以地貌类型平缓单一，土地利用受自然条件

限制很小的廊坊市为研究区域，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

方法，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
设用地、交通用地、水域和其他土地８类，并选取农民

人均纯收入、人均企业营业收入、地均现价农林牧渔

业产值和粮食产量４项经济指标，以乡级行政单位为

单元，分析经济指标的空间聚类特征，以期更好地反

映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为平衡区域经济

发展差异，制定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地处北京、天津两

大直 辖 市 之 间，介 于 １１６°０６′３７″—１１７°１５′０５″Ｅ，

３８°２８′１４″—４０°０５′０２″Ｎ。现 辖 安 次、广 阳２个 区，大

厂、香河、永清、固安、文安、大城６个县和廊坊经济技

术开发 区，代 管 三 河、霸 州２个 县 级 市，９０个 乡 镇。

２０１１年 末 总 人 口 ４２０万，２０１２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１６１１．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３％。
廊坊市除北部有７６ｋｍ２ 的低山丘陵外，９８％的

土地为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其中冲击平原约占全市

总土地面积的８７．２％。北部的三河、大厂、香河３个

县，地势较高，廊坊市区及固安、永清、霸县、文安、大

城等６市县，全部为冲积平原区，地貌类型平缓单一。

廊坊市土地利用受地形限制小，主要为人为影响，能

较好的反映土地利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廊坊市国土资源局、

安次区国土资源局、广阳区国土资源局以及研究区内

其他县市国 土 资 源 局 提 供 的２０１０年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图。对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ＧＢ／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
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二调）”的转换关系，并根据研

究需要和研究区特点，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重新

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交通用地、
水域和其他土地共８类；并以乡级行政单位为单元，
对矢量数据进行地类统计。其他相关资料主要包括

廊坊市及其各县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统计 年 鉴、河 北 省 农

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１）等，基 于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与 Ｇｅｏｄａ软

件等工作平台进行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能描述整个区域内各单元属性

值的空间特征，统计量采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是已 被

广泛应用的统计量［１３－１４］。计算公式如下：

Ｉ＝ｎＳ０×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
ｎ

ｉ＝１
（ｘｉ－ｘ）２

（１）

式中：ｎ———研究单元总个数；（ｘｉ－ｘ）———第ｉ个单

元 上 的 属 性 值 与 平 均 值 之 间 的 偏 差，本 文 采 用

Ｋ－ｎｅａｒｅｓｔ标准 空 间 权 重，以 距 离 确 定 是 否 相 邻［１３］。

Ｓ０＝∑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Ｍｏｒａｎ’ｓ　Ｉ的值域为

［－１，１］，通 常 解 释 为 相 关 系 数。其 结 果 可 以 采 用

ｚ检验，置 信 度０．０５水 平 下，│ｚｉ│＝１．９６。当

ｚｉ＞１．９６时，表示 分 析 单 元 属 性 值 之 间 有 显 著 正 相

关；当ｚｉ＜－１．９６时，则存在显著负相关。高的属性

值通常在空 间 表 现 出 聚 集 现 象（简 称 ＨＨ 聚 集）；同

样，低的属性 值 与 低 的 属 性 值 也 会 表 现 出 空 间 聚 集

（简称ＬＬ聚集）；也 存 在 高 低 属 性 值 值 聚 集 的 现 象，
分为高值倾向于与低值聚集的聚类（简称 ＨＬ异常）
和低值倾向于与高值聚集的聚类（简称ＬＨ异常），称
为异常聚类格局。若│ｚｉ│＜１．９６，表明相关性不显

著，即倾向于随机分布［１３］。

２．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只能判断整体上是否有相关，局
部自相关能对全局自相关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空间关

联局 域 指 标（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Ａ）［１５］。一般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作为该指标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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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用公式表示为：

Ｉｉ＝ｘｉ′∑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 （２）

式中：ｘｉ′，ｘｊ′———各 单 元 观 测 值；ｗｉｊ———权 重；ｗｉｊ
确定的方法与全局自相关中方法相同。通过局部空

间自相关方法可以得到，可以绘制置信水平０．０５下

的ＬＩＳＡ分布图，得出具体相关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选取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人

均企业营业收入、单位面积现价农林牧渔４个经济因

素，以乡镇为分析单元，对廊坊市进行区域经济发展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全局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显

著性。结果表明：４种经济指标 Ｍｏｒａｎ’ｓ　Ｉ均大于０，

ｐ值均小于０．００１，因此可以拒绝零假设（表１），即整

个廊坊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

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聚集性。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具体聚类分布（如图１

所示），以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图１ａ）为 例 进 行 分 析，农

民人均纯收入 ＨＨ聚类（高高聚类）主要分布在三河

市东北部、香河县中南部、霸州市与文安县交界处，此

３处建设用地 ＨＨ聚类和耕地ＬＬ聚类明显，说明土

地利用结构在 空 间 上 与 农 民 纯 收 入 具 有 关 联 性；ＬＬ
聚类区主要发生在廊坊市南部大城县内，大城县耕地

比例达６４．１５％，而建设用地为全市最低的１４．２８％，
表明经济条件对土地利用结构影响显著；基本无异常

聚类，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相邻的区域内没有巨大

差别。其他 经 济 聚 类 图 可 参 照 图１ａ分 析。总 体 看

来，深灰色区域为廊坊市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三河

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组成的飞地，尤其三河

市，经济发展优于南部各市县；霸州市东部在南部市

县中经济发展最好，其他市县经济发展较一般。

表１　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指标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性

地区 指标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企业营业收入 地均现价农林牧渔产值 粮食产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５０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７２
廊坊市 Ｚ－ｓｃｏｒｅ　 ７．５５　 ６．８５　 １０．２０　 １２．８３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Ｚ－ｓｃｏｒｅ是标准差的倍数，ｐ－ｖａｌｕｅ表示概率，Ｚ与ｐ相关联，ｚ＜１．９６或Ｚ＞＋１．９６时ｐ＜０．０５，即置信度大于９５％。

图１　２０１０年廊坊市主要经济指标空间关联局部指标（ＬＩＳＡ）分布

３．２　土地利用结构与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分析

采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各乡镇各土地利用类 型 比

率，应用Ｇｅｏｄａ空 间 分 析 软 件，基 于Ｋ－ｎｅａｒｅｓｔ标 准

空间权重和经济数据对廊坊市９０个乡镇行政单元进

行全局 空 间 自 相 关 分 析，得 到 双 变 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

（表２）。以下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进行分析：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建设用地比率正相

关性较显著，与园地比率负相 关 较 显 著，与 耕 地 比 率

负相关显著，且与水域和其他土地有显著地正相关关

系，由此可得出，农民人均纯收 入 在 空 间 上 与 土 地 利

用结构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相关性，建设用地的比例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水 平。其

他项目可参照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分析。总体上看，
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 相 互 促 进 和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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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关系；农用地与经济发展在 空 间 上 存 在 矛 盾 关 系；
水域有助于提高经济收入，但 不 利 于 农 业 发 展；交 通

用地对农业生产有一定干扰作用。

表２　主要经济指标与土地利用类型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性

项 目
农民人均

纯收入
人均企业
营业收入

地均现价农林
牧渔产值

粮食
产量

耕 地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１０
园 地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２８
林 地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３７
草 地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６
建设用地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２
交通用地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３０
水 域 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４ －０．２７
其他土地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１

由于数据量较大，根据各项目之间的相关程度不

同，本文选取了园地与单位面 积 粮 食 产 量、建 设 用 地

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建设用地与粮食产量为例，采用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的方法，绘制廊坊市经济因素与土

地利用结构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时的聚集和异常

区域分布图，结果如图２所示。
以园地与 粮 食 产 量 为 例（图２ａ）进 行 分 析，总 体

看来，廊坊市园地与粮食产量在空间上主 要 呈 现ＬＬ
聚类和ＬＨ异常，ＨＨ 聚类和 ＨＬ异常较少；三 河 市

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北部呈现ＬＨ聚类，即园地

比率低、粮食产量高的异常聚 类，霸 州 市 和 文 安 县 东

部大面积呈 现ＬＬ聚 类。这 些 地 区 为 园 地 和 粮 食 产

量关系密切的 地 区，对ＬＬ聚 类 区 进 行 土 地 整 治，调

整园地结构，会对粮食产量产生较好影响。

图２　廊坊市主要经济指标与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关联局部指标（ＬＩＳＡ）分布

　　综合看来，廊坊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指标间空

间关系非常密切的区域主要有３个。（１）三河市、大

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所构成的飞地，建设用地比例

较大，应限制建设用地增加；（２）固安县、永清县及霸

州市３县交界处；（３）霸州市东部及其相邻的安次区

和文安县区域。通过土地利用 规 划 及 整 治 调 整 这 些

区域土地 利 用 结 构，将 对 此 地 经 济 发 展 产 生 较 大 影

响。除耕地、建设用地、园地、林地主要地类外的４种

地类与经 济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 显 著 区 分 布 较 为 零 散。
根据聚类区域及特点对不同乡镇土地 利 用 结 构 进 行

调整，增减建设用地指标，将对 区 域 经 济 产 生 较 大 作

用，可作为协调区域间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依据。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以土地利用条件相似的廊坊市为研究区，能

更精确的反映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 空 间 关 系 和 协

调性，对探索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协调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是十八

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 研 究 可 作 为 调 节 区 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
（２）廊坊 市 及 所 辖 县 域 单 元 内 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空间

聚集性，各类用地在村级行政单位之间存在着非常显

著的相关性。总体表现为北部 地 区 建 设 用 地 比 率 高

而耕地比率低，南部地区反之，经 济 发 展 程 度 亦 表 现

出南低北高的规律。由于廊坊市自然条件较均匀，这
种聚类关系和差别的存在主要受到区位、经济发展和

其他人为因素影响。
（３）廊 坊 市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人 均 企 业 营 业 收

入、单位面积现价农林牧渔和粮食产量在各乡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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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地相 关 性。廊 坊 市 北 部 地 区

各经济类 型 发 展 均 明 显 优 于 南 部 地 区，规 律 变 化 明

显，较少出现异常聚类。表明土地利用与区域经济发

展之间确有显著关系，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将对不同

经济指标产生重要影响。
（４）廊坊 市 经 济 指 标 和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之 间 关 系

复杂，通过 聚 类 分 析 得 出 了 具 体 位 置 的 具 体 相 关 关

系。其中，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在空间正相关最为密

切，建设用 地 比 率 很 大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经 济 发 展 的 水

平；而农用地与经济发展在空 间 上 表 现 出 矛 盾 关 系；

其他地类与经济发展之间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系。

调控土地利用结构，尤其建设用地结构对平衡廊坊市

经济发展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现阶段，平原地区建设用地的比率较好的反映了

经济发展的水平，在空间上表 现 为 空 间 聚 集 或 异 常，

且在不同尺度上都有较好的 说 服 力。本 文 从 乡 镇 尺

度对廊坊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间的 关 系 进 行 了 分

析，两者关系在不从尺度上的差异，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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