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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城市化的内涵分析及其水平的测度出发
,

计算 了陕 西省的城市化水平
,

分析 了陕西省 19 4 9 年 以来
`

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
,

进 而又 对二 者进行 了相关分析
、

动态变化分析以 及辨证关系分析 和回归

预测分析
,

最后对陕西省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耕地提出 了一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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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

但不容

忽视的是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
,

不可避免地要

占用一部分耕地
,

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化和耕地保

护之间的关系是巫待解决的问题
。

笔者分析了陕

西省城市化水平与其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
,

并对

其 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 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建

议
。

1 城市化的定义及其水平 的测度

1
.

1 城市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城市化
,

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角度

进行 了解释川
。

地理学从地域空间组织变化的角

度
,

认为城市化是
“

地球表面某一地域内
,

城市性

状态逐渐扩大和发展的过程
” ; 经济学界比较统一

的观点为
:

所谓城市化就是农村人 口转移 为城市

人 口 的过程
,

或是农业人 口变为非农业人 口 的过

程 ; 人类学家从社会规范的角度
,

认为城市化是人

类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城市规划术语 》中采用 了比较综合的观点将城

市化定义为
: “

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

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
,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 口 转化

为城市人 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 ”
一些学

者也对城市化进行 了定义 [ 2一 5 〕 ,

如吴群定 义城市

化为
:

城市化是指城市的发展壮大
,

人口 由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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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进步过程图
; 牛星将其定

义为
:

由经济产业化
、

人 口 集中化
、

社会生活方式

文明化所引起 的城市人 口 不断集聚
、

城市地域 范

围不断扩 大
、

城 乡差别不断缩 小的一种 发展过

程川 ; 李振福认为城市化是一定地域在社会产业

结构上
、

人 口上
、

文化上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方

面向具有城市特点的表现形态变迁的系统的
、

动

态的过程 l ` 」 。

笔者总结认为
,

城市化过程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 I,
几一: ①农业人 口 向城市人 口的转化及城

市区域的扩张
,

即城市化的数量过程 ; ②城市文

化
、

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

扩散
,

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
,

经济结构向城市演进

以及城市 自身功能的完善等
,

即城市化的质量过

程
。

1
.

2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有两种方法
:

单一指标法

和综合指标法内
。

单一指标法是通过某一最具本

质意义的
、

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测度
,

如用城

市人 口 比重
、

非农 人 口 比重或非农产业产值等指

标
。

因为其指标的单一性
,

故通常会存在一定的偏

差
。

综合指标法是选用与城市化相关的多项指标
,

如城市人 口 占所在区域总人 口 的比例
、

城市建成

区单位土地面积的人 口 数
、

城市 的面积和城市之

间的平均距离等
,

依据特定的规律
,

以其综合值来

描述城市化水平
。

相对于单一指标法
,

综合指标法

能够更加全面
、

准确地反映城市化水平
,

因此
,

更

多的学者倾向于综合指标法
。

2 1 9 4 9 年 以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与

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选用两个主要指标来衡量陕西省的城

市化水平
:

①非农 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 ( K
Z
) ; ②

非农产业 G D P 占总的 G D P 的比例 ( K
:
)

。

根据陕

西省实际情况和专家的分析
,

运用特尔菲法分别

赋 予 K
.
o

.

8 和 K
: 0

.

2 的权重 [ 3 〕 ,

进行加权平均
,

即

得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 K
。

陕西省历年的耕地面

积和城市化水平状况见表 1
,

二者的变化曲线见图

1 9 4 9 年末
,

陕西省实有耕地 面积 43 8 4
,

67 x

1 0 3
h m

Z ,

2 0 0 3 年末减少到 2 7 9 5
.

8 2 X I O3 h m
2 ,

5 5

年间减少了 1 5 8 8
.

8 5 汉 l o 3
h二

2 ,

年均减少 2 8
.

8 9 又

l o 3
hm

Z ,

年递减率 0
.

6 5%
。

1 9 4 9 年陕西省总人 口

为 1 3 1 7
.

3 l X I O `

人
,

2 0 0 3年增加到 3 6 9 0 只 10 ,

人
,

年均增加 43
.

1 x 1 01 人
,

年增长率 1
.

2 % ;
其 中非

农人 口 由 1 9 4 9 年 的 15 4
.

9 义 10
,

人 ( 占总人 口 的

1 2肠 )增加到 2 0 0 3 年的 9 0 4 只 10
飞

人 (占总人 口的

2 4% )
,

年均增加 1 3
.

62 x 10
`

人
,

年增长率 1
.

5%
。

19 4 9 年陕西省非农产业 G D P 占总 G D P 的比例为

27 %
,

2 0 0 3 年达到 87 %
,

增长了约 4 倍
,

年增长率

1
.

8 %
。

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 K 由 1 94 9 年

的 1 5%增长到 2 0 0 3 年的 37 %
,

共增长了 22 个百分

点
,

年增长率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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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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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4 9~ 2 0 0 3 陕西省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 的变化

F ig
.

1 C h a n g e s o f u r b a n i z a t i o n l e v e l a n d c u l t i v a t e d a r e a i n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e e
( 1 9 4 9一 2 0 03 )

从 图 1 的曲线可以看出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变 ~ 1 9 6 5 年
,

为耕地再次增加阶段
; ① 19 6 5 年至今

,

化大致经历 了 4 个阶段
:

两个增加阶段和两个减 为耕地再次减少阶段
。

其城市化水平 的变化也大

少阶段
。

① 1 9 4 9~ 19 5 3 年
,

为耕地逐年增加阶段 ; 致经历了 4 个阶段
:

两个波动阶段和两个提高阶

② 1 9 5 4 ~ 1 9 6。 年
,

为耕地逐年减少阶段
;③ 1 9 61 段

:

① 1 9 4 9 ~ 1 9 5 2 年
,

城市化水平处于波动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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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 9 4 9 年的 15 %降低到11 %
,

然后在 1 9 5 2 年又恢 增加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处于波动阶段
,

耕地面积

复到 15 %的水平
;② 1 9 5 3 ~ 1 9 6 0 年

,

为城市化水 减少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则处于上升阶段
,

这从两

平提高阶段
; ③ 1 9 6 0 ~ 1 9 7 2 年

,

又是一个波动 阶 者曲线峰谷 的对应情况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

由

段
,

但总体上仍然在提高
; ① 1 9 7 2 年至今

,

为城市 此可以定性得出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之间具有

化水平直线上升阶段
。

将两者的变化情况相对照 一定的相关性
。

可以看出
,

两者的变化基本上是相反的
,

耕地面积

表 1 1 , 4 , ~ 200 3年间陕西省城市化水 平及耕地面积状况

U
r

ab
n i z a t毛o n le v e l a n d e u l ti v a te d a r e a i n S h a a n x i P r o v ln e e

( 1 9 4 9~ 2 0 0 3 )

242526252626272627282930302930293131323232333334363635376662706667706572667068儿74747575邝787778即7982837984邵87

年份

19 4 9

19 5 0

19 5 1

19 52

1 95 3

1 95 4

]9 5 5

19 5 6

19 5 7

19 5 8

1 9 5 9

1 96 0

19 6 1

19 6 2

19 6 3

19 6 4

] 9 6 5

19 6 6

J 9 6 7

1 9 68

1 9 6 9

19 7 0

1 9 7 1

19 72

19 7 3

19 7 4

19 7 5

K】
/%

l 2

7

8

10

l 4

l 4

1 4

l 4

14

15

l 6

K :
/% K /%

1 9

I 7

I 3

l 3

l 3

13

l 4

T口 b l e l

K , /%

2 7

2 7

2 5

3 5

3 7

3 8

4 4

4 5

4 9

5 7

6 4

6 7

5 I

5 O

52

5 5

5 1

5 9

J 4

14

l 4

1 4

l 5

l 5

l 5

1 5

1 4

4 7

5 8

60

6 1

64

6 3

63

6 3

K /%

l 5

l l

l l

l 5

l 8

l 9

2 0

2 0

2 ]

2 3

2 6

2 8

2 3

2 0

2 l

2 l

2 1

2 3

2 2

2 0

2 3

2 3

2 4

2 5

2 4

2 4

2 4

耕地面积 / x 1 0 3 h m 2

4 3 8 4
.

67

4 3 8 4
.

8 7

4 50 6
.

8 0

45 3 6
.

6 7

4 5 5 4
.

6 0

4 5 5 2
.

4 7

4 5 2 0
.

5 3

4 4 4 8
.

9 3

4 4 35 13

42 40
.

0 7

4 0 77
.

8 0

4 0 6 6
.

4 0

4 1 0 3
.

6 7

4 17 0
.

6 0

4 1 8 2
.

53

4 2 6 4
.

5 3

4 3 30
.

4 7

42 8 1
.

73

42 05
,

2 7

4 1 4 8
.

27

4 17 9
.

3 3

4 0 8 2
.

4 0

4 0 1 6
.

33

3 98 3
.

2 7

3 94 5 8 0

39 2 5
.

7 3

39 0 6
.

2 7

年份

1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8 0

1 98 1

19 8 2

19 8 3

】9 8 4

19 8 5

1 9 8 6

1 9 8 7

19 8 8

1 9 89

19 9 0

19 9 1

19 9 2

19 9 3

19 9 4

1 9 9 5

1 9 9 6

19 9 7

19 98

19 9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K ,
/%

14

] 4

1 5

1 5

l 6

1 6

16

l 7

l 7

l 8

18

l 8

l 8

] 9

I 9

l 9

l 9

2 O

2 0

2 l

2 1

2 l

2 2

2 2

2 3

2 3

2 4

24

耕地 面积 / 欠 I 0 3
hm Z

3 8 7 3
.

0 7

3 8 6 5
,

2 7

3 8 53
.

6 0

3 8 38
.

5 7

3 8 15
.

6 7

3 7 8 8
.

8 0

3 7 7 5
.

3 3

3 7 5 8
.

4 7

3 68 6
.

2 0

3 62 7
.

0 7

3 5 9 0
.

2 7

3 5 6 2
`

6 7

3 5 5 1
.

0 7

3 5 4 1
.

0 7

3 5 3 3
.

0 0

3 5 2 1
.

13

3 4 8 7
.

6 7

34 5 8
.

5 3

3 q 2 1 0 0

3 3 9 3
,

4 4

3 3 5 8 9 8

3 3 2 5
.

0 1

3 3 0 2 4 7

3 2 3 8
.

28

3 1 ] 3
.

96

2 9 65
.

8 3

2 85 4
.

8 1

2 79 5
.

8 2

注
:

数据来源
:

陕西统计 年鉴
。

N o r e :
D a t a e o m e f r o m s t a t is t i e s y e a r b o o k o f S h a a n x i p r o v in e e

.

3 1 9 4 9 年以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 与

耕地面积的关系分析
3

.

1 相关分析

利用表 1 的数据
,

对 1 9 4 9 ~ 2 0 0 3 年耕地 面积

( Y )和城市化水平 ( X )进行相关分析
,

得到两者的

相关系数为一 0
.

93 9
,

表明陕西省耕地面积与城市

化水平之间呈负相关
,

且相关性非常显著
。

3
.

2 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能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

笔者尝试提出了增减度
、

增减稳定度两个指标
。

各

概念的定义与意义如下
:

.

耕地 面积 Y 的历年面积 y
。 、

y : 、
y : 、

y 3

… y
,

与

城市化水平 X 的历年水平 二 〔, 、 二 , 、
二: 、

二 3

… 二
,

相对

应
,

以 y 和 x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构建函数
:

y 一 f (二 ) 一 a 二十 b

求解
a 及相关系数 R

, “ 和 R 分别称为增减度

和增减稳定度
。

当
: “ > o 时

,

表明在该时间段内耕地面积增

加
,

其值表示每年城市化水平每增加 (减少 l) 写时

耕地 面积的增加 (减少 )值
; a < O 时

,

表明在该 时

间段内耕地面积减少
,

其值表示每年城市化水平

每增加 (减少 )1 %时耕地面积的减少 (增加 )值
; “

一 O 时
,

表明在该时间段内耕地面积没有 发生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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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越大
,

表明增减 的稳定性高
,

相反
,

增减不

稳定或波动性较大
。

选取 1 9 4 9一 2 0 0 3 年的每个年代为一时间段
,

计算结果见表 2
。

表 2 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动态变化

T a b le 2 T h e d y n a m ie e h a n g e s o f u r b a n i z a t io n

l e v e l a n d C u l t i v a t e d a I’ e a

指标
2 0 世纪 20 世纪 2 0 世纪
5 0 年代 6。 年代 70 年代

2 0 0 0 ~
2 0 0 9

一 17
.

4 () 6一 18
.

9 4 1一 5 2
.

80 3一 6 8
.

9 4 9一 7 5
.

6 22一 7 0
.

8 7 5

一 0
.

54 一 0
、

5 8 一 0 54 2 一 0 9 2 7 一 0
.

9 7 8 一 0
.

8 0 6

注
:
2。。3 年后的数据是由一元线性 回归预测所得

。

N o l 。 :
I ) a t 子L a

f r e r 2 0 0 3 a r e g a i n e
d b y f o

r e e a s r o f a l i n
e a r

r e g r e s s l ( ) n
·

从表 2 可 以看 出
,

不同年代 的增减度和增减

稳定度不同
,

总体而言
,

耕地面积都是在减少的
,

但每个年代减少的幅度不同
。

减少幅度由 20 世纪

5 0 年代的 1 7
.

4 0 6只 l o 3
hm

Z

增加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

的 7 5
.

6 2 2 X 1 0 3
hm

Z ,

随后又下降至 7 0
.

8 7 5 只 1 0 3

h m
Z 。

增减稳定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其以前处于

一种波动的状态
,

20 世纪 8 0 年代和 2 0 世纪 90 年

代则非常稳定
,

都在 。
.

9 以上
,

2 0 0 0 年以后增减稳

定度为 0
.

8 0 6
,

有所下降
,

但稳定性仍比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高
,

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耕地面积随

城市化水平的升高呈稳定的减少趋势
。

3
.

3 辨证关系分析

城市化与耕地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占用与

被占用的关系
,

它们之间具有辨证关系
,

是对立统

一的
,

或如牛星等认为的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

的影响是从负面效应逐渐向正面效应转变川
。

一

方面耕地 面积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
,

特别是当城市化水平较低时
,

因城市扩展的方式

主要是以扩张土地面积为主
,

故随着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
,

占用的耕地面积就越大
,

耕地面积减少的

幅度也越大
。

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幅度从 20 世纪

5 0 年代的 1 7
.

4 0 6 又 l o 3
hm

Z

上升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

的 7 5
.

6 2 2又 I O 3
h m

, 。

另一方面
,

当城市化水平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
,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耕地面积减

少的影响将呈递减趋势
,

耕地 面积减少的幅度会

不断下降
。

陕西省 2 0 0 0 年以后耕地减少幅度已开

始下降
,

由 2 0 世纪 9 0 年代的 7 5
.

6 2 2 汉 1 0 “
hm

Z

下

降到 7 0
.

5 7 5火 l o 3
h m

艺 。

还有一方面是隐含的
,

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
。

众所周知
,

城

市越大
,

人均用地越少
。

我国城市人均用地 目前大

约为 99 m
Z ,

其中 2 00 x l少 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

用地 6 6
.

2 m
Z ,

20 X 10
`
以 下的小城 市人均用地

1 31
.

6 m
,
川

,

其人均用地是超大城市的两倍多
,

农

村的人均用地则更高
。

因城市单位土地容纳人 口

多
,

人均用地 比农村少
,

土地利用集约度高
,

因此

有助于提 高土地 的利用效率
。

如陕西省 1 9 7 8 一

2 0 0 3 年非农人 口增加 了 4 96 X 10
,

人
,

按城市人均

用地 99 m 2算需占用城市用地 4 9 1 0 4 hm
2 ,

若这部

分人 口按农村人均用地 160 m
Z

计算
,

则需 占用土

地 7 9 3 6 0 h m
, ,

两者相 比节约用地 3 0 2 5 6 h m
Z ,

可减

少将近一半的土地
。

另一方面
,

通过农村人 口 向城

市人 口转变
,

可以空闲出很多宅基地和非农用地
,

进而可 以通过复垦和土地整理使其转变为耕地
,

从而又增加了耕地面积
。

3
.

4 回归预测分析

利用表 1 的数据得陕西省城市化水平 ( X )和

年份 (t )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

X = 一 6 54
.

7 7 9 + 0
.

3 4 4 3 t ( R = 0
.

9 3 1 )

耕地面积 ( Y )和年份 (t )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

Y = 5 8 0 7 6
.

8 2 5一 2 7
.

4 3 7 t R = 0
.

9 6 9 )

据 此预测得陕西省 2 0 1 0 年
、

2 0 2 0 年和 2 0 3 0

年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分 别 是 37
.

26 %
、

40
.

71 %和

4 4
.

1 5%
,

耕 地面 积 分 别 为 2 92 8
.

4 5 又 10 3
h m

, 、

2 6 5 4
.

O S X I O 3
h m

“
和 2 3 7 9

.

7 2 X 1 0 3
hm

“ 。

未来 2 0 年

耕地年均减少 27
.

44 x l0
3
h m

“ ,

与前 54 年年均减

少 28
.

89 x l护 h m
Z

相比
,

耕地减少的幅度有所下

降
。

4 建 议

4
.

1 大力提高关中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

小规模推

进陕南陕北 的城市化进程 1 9 9 6 年我 国向联合

国人类 住 区第 二次大会 提交 的报 告 中提 出
,

到

2 0 1 0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要达到 45 %左右
,

预测

的陕西省 2 0 3 0 年城市化水平还低于这个 目标
,

由

此看来
,

陕西省的城市化进程急待提高
。

借鉴 日本人多地少发展城市化的经验
,

设立

关 中都市圈以大力提高关中地区 的城市化水平
,

籍此也可以使该区域的土地得到高度集约利用
:

以西安市为中心
,

履行国家科研与研发中心
、

国际

旅游 中心和西部现代制造业中心的职能
,

构筑具

有较高技术层次与文化 品位的产业结构形态
,

并

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现代工业
,

积极

培育科教
、

旅游
、

金融
、

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 (由

于西安和咸阳近邻
,

可将咸阳做为西安市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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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来规划其分工 ) ; 把宝鸡市作为关中都市圈的副

中心
,

与西安市共同构造并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群
,

做好电子
、

机 械
、

食品
、

有色金属
、

建材等支柱产

业 ;把铜川和渭南两市建成关 中都市圈的能源工

业基地和以冶金与化学工业为支柱的重型工业发

展基地 ; 把杨陵区建设成为具有全国意义和世界

影响的现代农业区
,

以高技术农业科研示范
、

良种

繁育
、

高新园艺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

培育和发展

现代生物工程
,

先进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
。

陕南陕北因自然条件所限
,

耕地数量 比较少
,

且质量不高
,

又因坡地 比较多
,

退耕还林任务比较

重
,

耕地面积减少趋势明显
,

故需小规模推进城市

化进程
。

4
.

2 以 土地立法为根本手段
,

依法保护耕地总量

的动态平衡
,

同时尽可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如

前分析
,

陕西省的耕地面积一直在不断减少
,

若按

照 2 0 10 年的全国城市化水平来算
,

则会减少的更

多
,

因此耕地保护 的工作巫待加强
。

设 立专 门的
“

土地利用委员会
” ,

制定详细具

体的法律条款
,

依法约束一些有悖于耕地保护的

行为
。

如依法规定农业保护区为永久性的土地
,

不

准进行非农建设
,

不许 申请
,

更不许批准 ;
鼓励并

引导利用质量较差的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等
。

开展土地整理工作
,

促进土地复垦复耕
,

增加

有效耕地面积
。

盘活城市中现存的闲置土地
,

充分

消化吸收存量土地
;
建成区的发展以旧 城改造为

主
,

尽量减少外延扩张
; 立体利用土地

,

向空间要

地
,

如充分利用楼顶建花园
、

菜地等
; 缩并零散村

庄
,

建设中心村
;在经济较发达乡镇推广建多层住

宅和公寓
,

限制发展庭院式
、

别墅式住宅 ; 在山丘

地区采取村庄上山
,

把占压的良田复垦为耕地 ; 把

闲置宅基地
、

废弃砖 瓦窑
、

沙坑
、

土壕
、

水塘等复

垦
,

扩大耕地面积
。

依靠陕西省的科研实力
,

与各大学合作
,

组织

专家进行耕地调查
,

确定需要储备 的耕地总量的

基本规模和耕地的适当使用数量
;
利用遥感

、

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建立
“

耕地实 时监测系统
” ,

以全面

及时的了解有关耕地的最新变化资料
。

适时调整耕地政策
,

提高公众参与耕地保护

的意识
。

通过经济手段
。

允许农 民将部分符合耕

作条件的土地作为保护地而获得政府保护补贴
;

通过文化政策
,

以提高公众健康
、

环境安全等名义

如保护风景的美学价值
、

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
、

保

护小流域 的完整性等等
,

来阻止耕地的非农 占用
;

通过计划生育政策
,

控制人 口数量
,

提高人 口 素

质
,

以提高单位人 口耕地面积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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