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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化规律，

对于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实现沿江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时空维度对 2010,2015 及 2017 年湖

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 内的土地利用及“三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7 年，城镇空间

不断侵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农业空间同步占据生态空间，生态空间明显减少；生态空间转化为农业空间最为显

著，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变为城镇空间是空间交叉转换的主流趋势;地理基础条件决定了“三区空间”的总体分

布特征，相关政策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产业模式调整，但在农业空间的功能提升、城镇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

底线控制等层面还存在政策短板和有效的落地机制，总人口和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乡村人口规模的稳定，是城

镇空间与农业空间增长的内在动力，“土地利用一空间结构一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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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我国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发展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

开放带，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地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纳入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

内容。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导向下，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的发展将面临生态保护优先、经济结构调整、资源统筹使用、土

地利用优化等全方位的升级转型要求，尤其是沿岸地区土地资源的利用，在当前“自然资源工作集中统一、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管理机制改革背景下，需要以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以下简称“三

区空间”）统筹协调、高效利用的系统性思维应对国家要求。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和不断加剧的

人类活动严重消耗了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土地资源不合理开发（1）、自然环境恶化严重⑵、人口压力持续增大⑶、

人居环境质量下降⑷等问题严峻。基于此，科学构建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空间结构体系、合理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各资源要

素发挥协同效应，最终促使沿江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常态，也是当前长江经济带沿岸国土空间研究

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命题。 

目前，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领域，涉及经济发展、区域协调、空间演化、城镇化发展、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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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主题的文献在近五年内迅速增长，仅 SCI、SSCI、CSCD、CSSCI文献库中相关研究就达 1200余篇。其中，

对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②从土地利用的视角，通过构建土地利用转型模型要素体系、交叉

敏感性系数法、土地开发度三维理论模型、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协调发展度模型等模型方法，开展土地转型模式及特征
［5-6］

、

土地资源优化利用⑺、土地开发强度⑻、空间分布格局及转移方向⑴等研究，对土地利用演化的内在特征开展了客观、系统性的研

究;②以城镇空间为核心，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等相关

模型，从城镇化发展、城市建设用地演化、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的关系等视角，分析建设用地的增长趋势与特征 UE，

人口、空间、产业的城镇化耦合与协调发展［15-16］，城镇空间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协调发展［17-18］，城市扩张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及

区域差异［20］，城市及城市群土地使用效率［21-23］，城市扩张与生态响应［24］及城市生态承载力分析［25］，城市经济与社会和生态环

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机制［26-27］等，形成了目前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研究的热点方向，为当前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普遍重视

生态环境建设和用地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反映出普遍存在的城市建设与生态、农业之间较为突出的张力问题;③以生态空

间、农业空间的视角，通过构建碳排放模型，采用双变量空间分析法、合作博弈赋权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等方法，开展土地

使用的碳排放或、生态效应与生态效率的变化［29-30］、耕地利用变化[31]等研究，但总体而言，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并未支撑起空间

优化政策的执行、生态保护理念的落地，生态、农业空间在空间体系中的价值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土地

资源利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类尺度：一类是宏观尺度，面向全域经济带或重点地区开展土地资源要素互动关系和总量变化的

研究;另一类是微观尺度，对各类土地要素在区域内呈现的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研究。但是，在当前全国构建以“三区三线”

为主导的国土空间管制体系之下，尤其是针对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战略重点地区，需要从三类空间系统性、完整性的视角开展

互动研究和内在机制研判；同时，在研究的空间尺度上，需要在微观尺度与宏观尺度之间搭建有效的衔接路径，从微观尺度中

挖掘全要素的用地演化特征，从宏观尺度中分析复杂的驱动力机制。本文充分结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三区空间”划定的背景，

将两种尺度进行结合，并以土地资源要素所构成的“三区空间”为主要对象，对其在不同时期内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时空演化

特征分析，同时对特定时期内各类空间相互转化的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研究。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全长 1061km，涵盖荆州市、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全市域，以及恩施州（包括巴东县），宜昌市（包括

秭归县、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夷陵区、宜都市、枝江市），咸宁市（包括赤壁市、嘉鱼县、咸安区），黄冈市

（包括团风县、黄州区、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资料来源于《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09—2020）》）；

国土面积 54168.5km2,占湖北省国土总面积的 29.1%,2017年末总人口达 2851.71万，占湖北省总人口的 48.3%（数据来源于 2018

年湖北省及沿江县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经统计整理）；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有 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处

国家森林公园、27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国家地质公园、9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70处 4A级以上风景名胜区，以及多处长江沿

岸分蓄洪区;城镇体系较完备，产业基础较好，是湖北省东、西区域联系的天然纽带（图 1）。 

 

表 1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主体功能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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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县（区） 主体功能区定位 

巴东县，秭归县，夷陵区 

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枝江市 

宜都市，松滋市，公安县，江陵县，石首市，监利县，

洪湖市 

荆州区，沙市区 

赤壁市，嘉鱼县 

武汉市（含 13个辖区），咸安区，鄂城区，华容区，

黄州区，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铁山区，大

冶市 

梁子湖区 

浠水县 

团风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阳新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宜荆荆地区 

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宜荆农产品主产区 

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宜荆荆地区 

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咸宁农产品主产区 

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武汉城市圈核心地区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黄鄂黄农产品主产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武

汉城 

市圈核心地区;湖北省水生态体系保护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黄鄂黄农产品主产区；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

武汉城市圈其他地区 

 

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各县区的定位（表 1），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大致可分为三

类国土空间功能地区:①长江上游干流区间向中游干流区间的过渡地区，属于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国家层面生态功能区;②以江汉

平原为代表的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③以武汉城市圈、武鄂黄黄城镇连绵带为代表的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和建设区域。由于功能

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且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利用诉求等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所以相对于其他省域而言，湖北

省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环境保育和水资源环境修复的压力较大，沿岸地区土地利用及空间格局的优化就成为

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为此，湖北省从 2018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农业面源污染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整治等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并明确提出“在 2025 年之前，沿江 15km 范围内的

化工企业都要关改搬转”。对照安徽、江苏、湖南等省近期提出的长江沿岸 15km范围内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门槛制度，本文

将空间研究对象设定为湖北省沿长江干线 15km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及功能空间，国土面积达 39974.95km
2
。 

本文资料来源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09—2020）），

经整理。 

使用 Landsat遥感影像原始数据（http://data.ess.tsinghua.edu.cn/），FROM-GLC（全球土地覆盖的更精细分辨率观测和

监测）来自 Landsat专题 Mapper（TM）和 Enhanced Thematic MapperPlus（ETM+）数据生成的 30m分辨率的土地覆盖图，并针

对原始数据中由于云层干扰存在异常值的区域进行分类校正，采用 ENVI 软件对 Landsat7 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遥感数据来

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利用 ArcGIS技术提取 2010、2015及 2017 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范围

内的用地，包含农田耕地、森林、草地、灌丛带、湿地、水体、冻原、秃斑地及建设用地共九类，分析沿江用地的空间分布和

演化特征，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三区空间”划分开展时空演化比较分析，判断各类空间的规模增减及空间转化情况，分析

其演化规律及内在驱动机制。其中，“三区空间”中的农业空间包含农田耕地，生态空间包含森林、草地、灌丛带、湿地、水

体、冻原，城镇空间以建设用地为主，另外由于秃斑地规模相对较小且大多可用于建设开发，因此将秃斑地归为城镇空间（表 2）。 

表 2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空间用地分类及含义 

空间类型 用地分类 含义 

农业空间 农田耕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

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

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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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 森林 指生长乔木、竹类、以及沿海红树林地等林业用地 

 草地 指生长草木植物为主的土地 

 灌丛带 指郁闭度＞40%、高度在 2m以下的灌丛林地 

 湿地 指经常表面积水或渍水，一般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 

 水体 河流、湖泊、水库、坑塘、沟渠、滩涂、冰川及永久积雪 

 冻原 指表层被冰雪常年覆盖的土地 

城镇空间 建设用地 包括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及其它建设用地等 

 秃斑地 指城镇、村庄、工矿范围内尚未使用的土地，包括尚未确定用途的土地 

 

资料来源:《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经整理。 

2 研究过程及分析 

2.1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演化 

2.1.1演化过程及数据 

运用 ArcGIS10.6对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区域 2010、2015、2017年三期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 3个时间节点的九类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演化过程。通过分别对沿岸 15km区域九类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变

化特征的分析，以期细致且全面反映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规律，揭示其土地变化的时空特征，为探究三区空间时空演化特征提供

具体的参考依据。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2010、2015、2017年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如图 2、表 3所示。 

 

表 3 2010、2015、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用地分类数据 

用地类型 编号 

2010 2015 2017 2010—2017

年用地总量

变化值（km2） 

2010—2017年

用地总量 

变化幅度（％） 

用地面积

（km
2
）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用地面积 

（km
2
）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用地面积 

（km
2
）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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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耕地 1 14492.15 36.25 18120.36 45.33 20723.31 51.84 +6231.16 +43.00 

建设用地 2 863.29 2.16 1625.19 4.07 3973.04 9.94 +3109.75 +360.22 

森林 3 12466.29 31.19 10613.46 26.55 8309.03 20.79 -4157.26 -33.35 

水体 4 7172.88 17.94 6081.77 15.21 6044.53 15.12 -1128.35 -15.73 

草地 5 3804.60 9.52 2570.65 6.43 409.35 1.02 -3395.25 -89.24 

灌丛带 6 469.45 1.17 317.02 0.79 11.27 0.03 -458.18 -97.60 

秃斑地 7 373.81 0.94 458.97 1.15 28.45 0.07 -345.36 -92.39 

湿地 8 332.47 0.83 187.42 0.47 475.97 1.19 +143.50 +43.16 

冻原 9 0.00 0.00 0.11 0.00 0.00 0.00 0 0 

合计 — 39974.95 100 39974.95 100 39974.95 100 - - 

 

2.1.2演化特征分析 

2010-2017年，沿岸 15km区域内各类用地的分布及演化特征为:①农田耕地为区域内规模占比最大的类型，除恩施及宜昌分

布较少以外，其他沿岸地区均分布较多，主要围绕建设用地集中连片分布;用地规模持续增长，在原有基础上呈片状向外延伸，

用地完整性不断提高。②建设用地集中分布于武汉、宜昌、荆州、黄石、黄冈、鄂州等大中城市中心城区，武（汉）鄂（州）

黄（石）黄（冈）城镇连绵带最为集中，其他中小城市及沿江镇区建设用地与农田耕地、湿地、草地等穿插分布。增加的建设

用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沿原有城市建设用地向外扩张和内部填充，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格局特征;另一类

是近些年快速扩张的沿江产业开发园区。③森林主要分布在恩施及宜昌部分区域，空间分布以带状为主、点状和面状分布为辅

的格局；总量持续下降。④水体主要由长江及其支流、湖泊、水塘等组成。2015 年之前规模有所减少，但近几年规模保持相对

稳定。⑤草地主要分布在宜昌及恩施地区，以分散分布为主，少数呈带状分布;空间规模持续减少，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⑥灌

丛带主要分布在宜昌及黄冈地区，空间分布呈点状分布，但规模急剧下降。⑦秃斑地在空间形态上变化强烈，由 2010年主要围

绕建设用地呈面状分布，演变为 2017年以点状分布为主的特征。⑧湿地空间分布相对较少，绝大部分分布在荆州地区，空间上

主要呈点状分布;规模变化较大，但总量有所增加。⑨冻原除了在恩施地区偶有分布之外，现在已完全消失。 

 

整体看来，2010—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区域内土地利用规模增长量最大的类型为农田耕地，增长规模达到

了 6231.16km2；增长率最大的为建设用地，2017 年为 2010 年的 4.6 倍;减少规模最大的是森林，其次为草地，但草地规模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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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中锐减并接近消失;灌丛带和秃斑地的减少率均接近一倍,并接近消失;值得注意的是，湿地规模相对于其他用地而言，总量

较少，但历经了一个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过程，2017年的用地规模甚至超过了 2010年的规模。以上演变特征表明研究期间内湖

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内城镇化进程在近些年急速加快，占用了大量的森林、草地及灌丛带，同时对生态资源保护不够重视;

农田耕地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十分明显，这与湖北省“退耕还林”“集约高效使用耕地”等政策有很大出入，主要原因在

于沿岸地区自然生态基底较为优良，第一产业（如水产养殖）规模化增长带动其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等。总体而言，土地利用变

化的特征反映出近些年湖北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 

2.2“三区空间”时空演化特征 

2.2.1演化过程及数据 

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的划分为主要依据，将上述沿岸 15km区域内的九类用地整合为“生态、农业、城镇”三区空

间（图 3,表 4）。通过时间维度的对比，将 2010、2015、2017年沿岸 15km三区空间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到湖北省长江经

济带沿岸 15km三区空间的用地规模演变规律以及空间变化特征。 

表 4 2010、2015、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三区空间数据 

空间类型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2010-2017年 2010-2017年 

用地面积

（km2）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用地面积 

（km2）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用地面积 

（km2） 

占总用地面积

比重（％） 

空间变化值

（km2） 

空间变化幅度 

（%） 

农业空间 14492.15 36.25 18120.36 45.33 20723.31 51.84 +6231.16 +43.00 

生态空间 24245.69 60.65 19770.43 49.46 15250.15 38.15 -8995.54 -37.10 

城镇空间 1237.11 3.09 2084.16 5.21 4001.49 10.01 +2764.38 +223.45 

合计 39974.95 100.00 39974.95 100.00 39974.95 100.00 - — 

 

2.2.2演化特征分析 

分析可知，2010-2017年沿岸15km区域内“三区空间”的分布及演化特征为:①以农田耕地为内涵的农业空间增长规模最大，

占据了空间总规模的一半以上。②生态空间由 2010年占空间总量的 60.65%，到 2017年急剧下降到 38.15%，人为干预生态空间

的趋势愈加明显。③城镇空间由 2010年占空间总量的 3.09%，到 2017年急剧增加到 10.01%，增幅达到 223.45%，城镇化进程明

显加快;且空间增长方式主要是以原建成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通过占用周边的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进行城镇空间的扩张；

同时，城镇空间周边的农用空间随着城镇空间的蔓延而同步向外延伸，部分农业空间的完整性由于城镇空间的吞噬而受到一定

的破坏，农业空间的延伸进一步对生态空间进行侵蚀。 

整体看来，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明显因城镇空间的扩张而不断被侵占，但农业空间却同步对生态空间进行占据而不断增加，

生态空间在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双重侵占下，明显减少。 

2.3“三区空间”时空交叉转化特征 

2.3.1演化过程及数据 

选取 2010—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区域内“三区空间”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利用 ArcGIS对土地使用性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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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间叠加，得到各行政单元“三区空间”之间交叉转化的方向及数量（图 4,表 5）。 

 

表 5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三区空间”交叉转化数据 

行政单元 
农业空间→生态

空间的面积（km2） 

农业空间→城镇空

间的面积（km2） 

生态空间→农业空

间的面积（km2） 

生态空间→城镇空

间的面积（km2） 

城镇空间→农业空

间的面积（km2） 

城镇空间→生态

空间的面积（km2） 

鄂州 81.08 68.92 72.05 42.74 13.50 2.68 

恩施 6.47 0.86 253.49 12.65 0.20 0.12 

黄冈 262.74 150.66 619.91 149.80 70.87 15.36 

黄石 78.43 59.86 137.87 40.91 19.74 7.16 

荆州 369.54 398.01 1757.35 158.26 100.39 20.88 

武汉 273.94 493.10 256.72 209.31 55.92 18.06 

咸宁 109.50 45.50 341.02 22.14 6.35 5.08 

宜昌 170.00 164.24 760.79 127.14 9.93 8.78 

合计 1351.71 1381.15 4199.20 762.95 276.90 78.11 

 

2.3.2演化特征分析 

分析可知，2010—2017 年，沿岸 15km 区域内“三区空间”交叉转化的特征为:①生态空间转化为农业空间最为显著，尤以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荆州最为突出，宜昌、黄冈、恩施、黄石转化规模也较大，成为近些年来空间功能转化规模最大的区域;②

农业空间转化为生态空间则是以风景名胜区和生态旅游区最为集中的荆州、武汉、黄冈最为显著;③农业空间转变为城镇空间是

各行政单元空间转换的主流趋势，其中以中心城市武汉最为显著，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荆州、宜昌、黄冈等紧随其后;④生态

空间转化为城镇空间也较为显著，武汉、荆州、宜昌、黄冈增幅较大;⑤城镇空间向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化较少，但荆州、黄

冈、武汉等地由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风景区的增多而集并了部分乡镇建设用地。 

2.4演化机制分析 

2.4.1地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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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是影响区域空间格局分布的前提条件，并和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人文地理要素综合作用，共同决定着湖北省长

江沿岸土地利用结构和“三区空间”总体分布特征:①宜昌、荆州、武汉、黄冈、鄂州、黄石等中心城区，自古就是人口集聚、

区位条件突出、文化厚重的区域中心城市，开发建设条件也因地形地貌等因素较为突出，是城镇空间的核心分布地区，尤其是

武汉市中心城区，位于国家“两横三纵”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的核心区位，城镇空间规模达到了本区域内建设规模总量的一半

以上。②葛洲坝及三峡大坝上游库区，除巴东县城、秭归县城在狭窄的长江谷地有部分城镇空间外，大部地区以峡谷、山地为

主，重在水土保育的生态功能。③长江出宜昌城区后，经宜都城区和枝城，进入江汉平原，沿江地区以平原及水域、湿地为主，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和水产品核心产区之一，重在农业功能；同时也因长江荆江段（枝城至城陵矶）弯道蜿蜒而导

致泄洪不畅，历来是长江沿线地区洪灾危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荆江分洪区、人民大垸分洪区、洪湖分洪区、杜家台分洪区等

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长江分蓄洪功能;另外，沿线湖泊、湿地分布广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功能也日益突出；枝江市区、

公安县城、江陵县城、石首城区、监利县城、洪湖城区等城镇空间沿江大体呈均匀分布。④长江出武汉市区后，进入“平原+低

山丘陵”地带，沿江地区既有鄂（州）黄（冈）黄（石）为中心的城镇连绵地区（包含团风县城、浠水散花镇、蕲春蕲州镇、

武穴市区等城镇空间），也有大量生态保护资源，如遗爱湖、策湖、赤龙湖、武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网湖国际重要湿地，梁子湖、

龙感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张渡湖、武湖分蓄洪区;沿线地区也穿插、密集地分布着大量农业空间。此地段重在农业开发、生

态保护及城镇建设的综合功能。 

2.4.2政策推动 

自十八大正式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到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基本方略，

中央和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多项相关“三区三线”的政策、规划及标准，主要涉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划定三条控制线、探索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优化城市开发布局、推进城市群建设等内容；针对长江

经济带出台了区域协调、经济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农业污染治理等相关政策。近几年来，湖北省密集出台了多项相关长

江经济带空间结构优化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如《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湖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14—2030年）》

（2014）、《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2015）、《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5）、《湖北省水

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2017）、《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2017）、《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2018）、《沿

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湖北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关工作方案的通知》（2018）、《湖北长江经济带绿色宜居城镇建设专项

规划》（2018）、《湖北省耕地河湖草地休养生息总体方案（2016—2030 年）》（2018）等;另外，近几年湖北省也密集颁布或修订

了湖泊保护、天然林保护、耕地质量保护、土壤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地方条例，以及湿地公园、河道采砂、

地质环境、风景名胜区等管理条例。这些政策从制度和管理上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城镇产

业模式的调整:沿岸地区生态空间的保护范围以自然保护区、湿地、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分蓄洪区

等保护方式不断清晰和固化，沿江地区的污染企业也通过“关改搬转”等推进产业模式的调整。但在农业空间的功能提升、城

镇空间与沿江产业园的集约高效利用、底线控制（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等层面，还存在政

策短板和有效的落地机制，导致沿岸地区农业空间的大规模扩张与林业等生态空间保护的冲突较大，城镇空间尤其是中小城市

和乡镇地区的沿江城镇建设（以各种类型的产业园为代表）快速扩张，生态空间的总体规模不断下降等突出问题。 

2.4.3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从 2010—2017年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分析可知（图 5），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人口总量占湖北省人口总量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45.88%增长为 2017年的 48.32%，本时期内人口规模的增幅为 8.52%，远超同期湖北全省总人口规模 3.04%的增幅，而且以

城镇人口的增长最为显著，增长了 409.72万人，增幅达到了 32.28%（同期湖北全省城镇人口增幅为 22.93%，全国为 21.45%），

人口城镇化进程极为迅速，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是导致沿江地带城镇空间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在湖北省整体乡村

人口规模及比例下降的趋势下（2017年较 2010年降幅达 16.62%），长江经济带地区乡村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基本保持稳定（2017

年较 2010年增加 0.76%），这种地区与省域整体变化“反常”的现象，说明了近些年来沿江地区农业空间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乡村人口规模稳定的基础上，农业的产量、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都需要大规模的农业空间增长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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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产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从 2010—2017 年的产业变化趋势中分析可知（图 6）：①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从 2010 年

占湖北省 GDP 的 59.27%，到 2017 年占湖北省 GDP 的 63.45%，全省经济发展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在本时期内 GDP 增

幅为 137.82%，超过同期全省 GDP122.19%的平均增幅。②在产业内涵的变化趋势中，2017 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三产规模

全部超过了 2010年的一倍之多，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全省的比例由 2010年的 38.0%、58.8%、67.6%变化为

2017年的 47.2%、67.1%、63.5%；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全省的比重进一步增大，增幅也分别达到了 104.65%和 127.04%，远

超同期全省 64.93%和 98.98%的平均增幅，这与本时期内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样的趋势;第三产业增幅最大，

2010—2017年增长 156.44%，低于全省 172.77%的平均增幅，但占湖北省第三产业总量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65%左右，生态空间支

撑的旅游业和城镇空间支撑的服务业及信息产业，是本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整体看来，“土地利用一空间结构一经

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十分明显。③在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中，2017 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和全省的三产比例分别为

7.4：46.0：46.6 和 10.0:43.5:46.5，相比而言，第一产业的比例低于全省平均比例，第二产业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比例，这

与长江经济带地区密集分布产业空间有直接关联，能源电力、化工、电子信息、轻纺、冶金、汽车、机械等湖北省支柱性产业

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地区。另外，随着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购物等消费模式不断升级，

长江经济带沿线密集分布的城镇空间是承载这种变化的核心载体。同时，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地区作

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分布着大量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以及孕育长江

文化的人文历史景区，是生态空间保护及城镇空间优化的重要基础。 

 

2018 年 6月 8 日，《湖北省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方案》中提出沿江 1km 及 15km内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的相关工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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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对湖北省沿江 15km范围内主要污染企业进行提取，利用 ArcGIS进行统计分析，获取沿江 15km连片化工污染工业区共 628

处，污染企业面积达 233.49km2
o分析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区域内化工企业相关数据可知(表 6)，沿岸 15km地区不符合城

市建设要求的工厂、污染企业依然占据较大份额，就数量及用地规模而言，武汉市都是其中最显著的地区，这与武汉市过度追

求经济增长有关。 

表 6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区域内化工企业相关数据分析 

行政单元 
沿江污染企业

数量(个) 

污染企业占

地面积(km2) 

沿江总用地

面积(km2) 

比例

(%) 

武汉 209 90.59 361273.34 2.51 

荆州 142 68.32 835030.35 0.82 

鄂州 33 7.15 96986.08 0.74 

宜昌 142 41.86 571064.69 0.73 

咸宁 8 8.77 140627.24 0.62 

黄冈 49 13.09 324771.45 0.40 

黄石 30 3.65 119694.12 0.31 

恩施 15 0.06 99210.52 0.01 

合计 628 233.49 2548657.79 6.13 

 

基于 ArcGIS核密度分析技术，对研究区域的重污染化工企业的布局进行处理并可视化(图 7)，可直观看出，沿江 15km工业

区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武汉、荆州、宜昌三地均为污染企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且三者的污染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均与长江

相距较短距离。这一现象对于沿岸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部分污染性较强的工厂企业选址在靠近长江和农业空间附

近，工厂企业生产产生的废水直接渗入地下，工业残渣随意倾倒在农田附近的现象较为普遍，对该区域土壤造成极为严重的污

染。长远来看，沿线 15km范围内的工业园作为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其功能的转型(如污染企业的搬迁)、生态化发展

的准入门槛、严格的生态空间管控将成为必然趋势。 

 

3 研究结论及讨论 

以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 15km 范围内的土地与结构、“三区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 2010,2015 及 2017 年“三区空间”

的时空演化及交叉转换特征，探讨地理基础条件、政策推动、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发展与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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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变化等方面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农田耕地增长规模最大，建设用地增幅最大，森林用地减少规模最大，草地、灌丛带和秃斑地锐减并接近消失，湿地先

减少后增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明显因城镇空间的扩张而不断被侵占，但农业空间却同步对生态空间进行占据而不断增加，生

态空间在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双重侵占下，明显减少。 

②生态空间转化为农业空间最为显著，是空间功能转化规模最大的区域;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变为城镇空间是空间交叉转

换的主流趋势;农业空间转化为生态空间以风景名胜区和生态旅游区为代表;城镇空间向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化较少。 

③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共同决定着土地利用结构和“三区空间”的总体分布特征；国家

和地方各级政府近些年密集出台的相关政策，积极推进了本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城镇产业模式的调整，但在农业空间的功能

提升、城镇空间与沿江产业园的集约高效利用、底线控制等层面，还存在政策短板和有效的落地机制;总人口和城镇人口规模的

增加，以及乡村人口规模的稳定，是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增长的内在动力；长江经济带地区是湖北省支柱产业分布最密集的产

业增长核心地区，“土地利用一空间结构一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明显，也是生态空间保护及城镇空间优化的核心地

区。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及修复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改革，为生态环境保护、

粮食安全及农业发展、经济模式升级转型、城镇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提供资源保障和空间支撑。湖北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三区空

间”格局优化，在此背景下还有诸多短板需要补齐:①以长江为核心的生态体系构建刻不容缓，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沿线生态

保区域的整体化构建、环境污染的控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提高等方面亟待加强;②提升农业空间使用效率，优化农业资源空

间分布，改变当前“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③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着力提高“武鄂黄黄”城镇连绵带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整体土地使用效率与区域空间经济价值，培育武汉城市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中心地位，提

升宜昌市区、荆州市区、咸宁市区在湖北省城镇体系结构中的竞争力，优化沿江小城镇的空间布局与特色化发展，弥补湖北省

城市首位度过大的结构性问题；④统筹“三区空间”的底线思维与互动发展，严格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下的生态保护红

线、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下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城镇开发边界线，探索三区空间在功能互补与效

益共生等方面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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