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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识别研究 

简红婷 1，2，叶长盛 1，2* ，孙丽 1，21 

( 1．江西省数字国土重点实验室，江西南昌 330013； 2．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 以南昌市区为例，利用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数据，从水平、结构、密度等方面构建了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识别指

标体系，结合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方法，界定了 2013 年南昌市区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 1) 建设用

地占比指标与景观紊乱度指标半城市化地区分布情况相似，面积分别为 155．00 km2 和 260．25 km2，主要分布在青山湖区、

红谷滩新区和湾里区；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与人口密度指标半城市化地区分布情况相似，面积分别为 208．78 km2和 227．48 km2，

主要分布在青山湖区、青云谱区和红谷滩新区。( 2) 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总面积为 67．32 km2，以 12 块独立的、间断的片状

区域分布于城区外围，而并非是闭合的环状形态，其中 70%以上的面积分布在青山湖区，2 /3的区块位于赣江北岸。( 3) 城市

化地区相邻单位网格内各指标值较为连续、平稳，区域内发展健康、均衡； 半城市化区域内各指标值起伏变化大，值域范围广，

区域内发展无序、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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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下，乡村集聚为城镇，城

镇发育为城市。受全球化潮流影响，城乡交流愈发频繁，社会联系日趋紧密。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作用最为强烈的地区，由于城

乡二元体制的阻碍作用，衍生出一系列兼具城市职能和特点却未能划入城市的区域，使得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范围上的界线日益

模糊
［1］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外国学者戈特曼在关于大城市连绵区的研究中就提到过这一类型的地区，“处于城市之间的非

城市用地也并非以传统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而是以不同于城市的景观面貌、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密切，为城市人口

提供游憩场所，同时获得来自中心城市的各种服务的所在”
［2］
。关于此类特殊地域的概念，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是韦伯斯特对

其的定义: 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缘，由制造业发展所驱动形成的，与城市作用密切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半城市化地区
［3］
。由

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与管理，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粗放低效，各类用地肆意穿插，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人口和产业集聚

程度低，人地矛盾突出，环境脏乱差等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为了保证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及发展对环境

造成的恶劣影响，确定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围十分必要。 

最初的半城市化界定研究多以定性为主，较常见的以距离划分半城市化地区与中心城区的界线。国外学者 L·鲁斯旺认为是

城市建成区外 10 km 左右的环城地带； 巴特尔姆克斯认为是距离城市核心 8 ～15 km 的范围
［6］
。国内最初的研究由经验诊断

判定范围，如田莉等
［7］

在上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将紧邻中心城区的郊区定义为半城市化地区； 贾若祥等
［8］

从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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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将半城市化地区界定为已经初步具备城市某些特点和功能的小镇、乡和非农产业发达的村。人口密度也经常作为界定城市

的标准，1999 年我国统计部门规定“以人口密度 1500 人/km2 作为判别市辖区是否整体属于城市地域的门槛值”
［9］
，而在加拿

大，人口密度达到 400 人/km2 即可划为城市地区。显然，“距离”、“行政范围”和“密度”的标准因“地”而异，很难统一。

随着 3S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研究方法逐步呈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趋势。单指标方法比如运用信息熵模型计算景观紊乱度，但

阈值的选取主观性较大，且单指标判别方法难以全面体现出半城市化地区的复杂特征
［10－12］

，需结合其他方法减少误差。多指标

综合判别方法
［13－15］

主要是选取了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建设用地占比和景观紊乱度等指标，而基于行政

边界收集的数据使得范围的界定受限于行政边界，难免造成识别范围误差较大等问题，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并不适用； 采

用的断裂点方法较为客观，但仅取空间上 8 个方向进行计算对结果的准确性有一定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以南昌市 2013 年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建立用于衡量南昌市半城市化特征的多指标体系，根

据指标在 360 个方向上的突变点来界定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围
［15］

，探讨其地域分布及特征并简单论述其形成原因，以

期为南昌市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西南岸，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

有江南水都之称。研究区总面积为 661．36 km2，其中建成区面积 249．50 km2 ( 图 1) 。2013 年末，南昌市市区下辖: 东湖

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湾里区 5 区和红谷滩新区，中心城区跨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和青山湖区 4 区。2013

年，南昌市市区 GDP 为 1653．79 亿元，其中第二、三产业 GDP 的总和占市区 GDP 总和的 99．40%，总人口达 249．30 万，其

中非农业人口占 73．17%。南昌市作为中部崛起的代表城市之一，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建设用地不

断向外围地区拓展，某些区域内人口和经济要素的聚集已初具半城市化发展态势。识别出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的范围，有利于

科学地引导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的健康发展以及更好地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 

 

图 1 研究区范围示意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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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4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乡镇卷)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数据和南昌市 2014 年统

计年鉴； 土地利用数据源为 2013 年的 Landsat TM 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 30 m×30 m，经辐射纠正、几何校正、图像配准和

人工解译等处理后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

他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DEM 数据来源于中科院应用数据环境中心，空间分辨率 30 m×30 m。 

2．2 研究方法 

首先，根据半城市化研究已有的理论知识，考虑半城市化地区不同于城市与乡村的表现特征，建立用于量化南昌市半城市

化地区特征的指标体系。其次，将收集到的案例数据用 500 m×500 m 网格进行划分处理
［13］

，即运用网格插值的方法进行单位

网格内社会经济特征的矢量化。然后运用“断裂点”分析法，通过 ArcGIS 运算分析，得出 360 个方向上的断裂点位置，再将 4 

个指标断裂点范围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最后得到半城市化地区范围。 

2．3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
［12－13］

，结合已收集的数据，遵循科学性、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密度、水平、结构 3 个层面构

建识别半城市化地区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建设用地占比、景观紊乱度、二三产从业人员和人口密度 4 个指标。 

( 1)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半城市化地区土地价格低廉，土地开发利用粗放低效，建设用地占比低于城市但高于农村，利用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可直接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开发强度。 

( 2) 景观紊乱度指标。半城市化地区既有城市居住区、城市工业区，也有耕地和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多样，用地斑块破

碎化严重。景观紊乱度指标值越高，表明样例区域内的土地类型越多、用地斑块越小，因此可直接反映区域内土地利用情况。 

( 3)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城市过渡到农村不仅会在景观层面上表现出分异特征，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有较大差别
［14］

。采用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可间接体现区域内产业和就业结构情况，并能将半城市化地区与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农村地区较好地区分开。 

( 4) 人口密度指标。城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口集聚现象，半城市化地区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密度仅次于中心城区。 

2．4 数据处理 

通过 ArcGIS 软件实现指标量化与处理。应用信息熵模型计算景观紊乱度指标: 以 2013 年南昌市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将

用地类型划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四大类，再用 500 m×500 m 面域网格与基础数据进行相交( intersect) 分

析，共切分得到 2960 个面域单元，再应用信息熵模型计算各网格内景观紊乱度指标 W
［10－11，13］

，然后按照网格代码赋值于相应网

格。 

 

式中: Xi表示样本中 i 类用地面积所占百分比； i表示样本中土地利用类型数量。 

人口数据处理: ( 1)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计算:将基于各乡镇、街道收集到的二三产人口数据赋值于相对应的行政边界，

然后用网格把土地利用数据切分( intersect) ，得到包含土地利用信息的网格数据，再将人口数据按网格内城镇建设用地和工

矿建设用地占其所在乡镇街道总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分配于相对应的网格，最终得到每一个网格内二三产从业人员人口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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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网格的二三产人口密度指标。( 2) 人口密度指标的数据处理过程与之相同，只是人口密度是依据居住用地( 城镇用地和

农村居民点) 进行分配和计算的。( 3)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是利用切分得到的网格数据直接计算每个网格内建设用地占网格面积

的比例。由此可得出南昌市半城市化区的 4 个指标( 图 2) 。 

2．5 断裂点提取 

半城市化地区处于城市与乡村的模糊界线之间，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半城市化地区是有

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实体［15］。本文通过指标在空间分布上的突变特征，也就是“断裂点”( 同一方向上的指标，相邻两数值

差距最大的地方) ，作为分界标志用来界定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围。 

断裂点提取方法: 以南昌市中心城区的几何中心位置为中心点，向周围以 1° /条的间隔划 360 条断面线，与已经矢量化

的指标做相交分析( intersect) ，输出 360 个方向上指标的变化情况，得到 360 个数据列。根据断裂点分析法计算每一个数

列，提取各方向上数值落差最大的值为第一断裂点，取次大值为第二断裂点
［16］

。 

断裂点位置获取: 定义 i 方向上的第 j 个序列特征值表示为 Xij，那么该方向上第 j+ 1 个序列特征值表示为 Xi( j +1) ，

Vij 为指标在 i 方向的变化值，DDVij 为该序列对应的距离衰减值，比较该方向上的 DDVij 值，求取该方向上的 DDV 最大值即

为该方向上的断裂点。由此可得到 4 个指标在 360 个方向上从“中心区”到外围的断裂点位置( 图 3) 。N 为此方向上的序列

特征值总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指标量化结果分析 

从建设用地占比指标( 图 2 －a) 来看，中心城区(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部分青山湖区) 附近区域的城市建设用地

占比达 85%以上，从中心到外围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的距离衰减效应明显，并且有沿主要交通要道发展的趋势，另外，湾里区多山

地，绝大部分地区明显处于未开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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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的识别指标 

从景观紊乱度指标( 图 2 －b) 来看，除中心城区和湾里区部分地区以外，其他区域景观紊乱度指标特征值都表现为较高状

态，表明土地利用性质多样，用地斑块小，破碎化程度高，而且除湾里区以外，半城市化地区与乡村地区不具有明显分界特征。 

从二三产人员指标( 图 2－c) 来看，除东、西湖城区外，二三产从业人员人口密度较高的有青山湖城区、青云谱城区、桃

花镇、京东镇、湖坊镇、高新开发区、红谷滩新区部分地区，蛟桥镇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二三产从业人员也有一定密度的集聚。 

从人口分布( 图 2－d) 来看，东、西湖区为人口集聚核心，南外围的青山湖城区、青云谱城区和西南方向的红谷滩新区小

部分地区为人口集聚副中心，总体上都是向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北外围( 昌北地区)的人口分布已经衰减过半，尚未到达集聚

中心的标准。综合 4 个指标的表现情况来看，4 个指标都由从中心向外围递减，半城市化现象从中心城区外围开始显现。 

3．2 单指标半城市化地区范围的确定 

结合各断裂点和中心点的距离，参考地图比对断裂点所对应的实地情况( 图 3) ，发现很多区域由于水系的干扰形成了众多

不符合分界标准的断裂点，比如赣江沿岸、艾溪湖周边以及其他面积较大的水域。因此需要结合地面实际情况，对各指标在 360 

个方向上的断裂点进行一定的修改和校正，排除异常突变点，然后按角度顺序分别连接内外边界的突变点，从而得出单指标半

城市化地区的范围( 图 4) 。 

首先，从单指标半城市化区域分布情况来看( 表 1)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 图 4 －a) 的半城市化区域总面积为 155．00 km2，

从北到南分别是: 湾里区罗亭镇和招贤镇，青山湖区蛟桥镇、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洲乡、罗家镇、青山湖城区、红谷滩

新区以及西湖区桃花镇。景观紊乱度指标( 图 4－b) 的半城市化区域面积为 260．25 km2，4 个指标中分布范围最广，各区域

连接也更为紧密。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 图 4－c) 的半城市化区域面积为 208．78 km2，分布于青山湖区蛟桥镇、昌北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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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高新开发区、青山湖城区、青云谱城区、红谷滩新区和西湖区桃花镇。人口密度指标( 图 4－d) 面积上略大于二三产从

业人员指标范围，区域范围也与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相似，不同的是，湾里区罗亭镇和招贤镇有一定的人口集聚。总体来说，4 

个指标的半城市化区域大多都分布在青山湖区，其次是红谷滩新区、东湖区的半城市化区域分布最少。湾里区并未有符合二三

产从业人员密度标准的区域，表明湾里区并没有二三产从业人员的集聚情况。 

 

图 3 断裂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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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指标半城市化地区的范围 

从单指标半城市化地区指标特征值来看( 表 2)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中，西湖区半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平均值为

62．21%，其他区域都略低于西湖区，东湖区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平均值为 38．17%，在所有区域中最小。同时，东湖区的景观紊

乱度指标平均值高达 50．72； 其余区域的指标平均值也均在 40 以上。人口指标方面，东湖区在从业人员密度和人口密度上均

为最高，其次为西湖区，再是青云谱区； 红谷滩新区的二三产从业人员和人口密度指标值均都略高于青山湖区。另外，湾里区

没有识别出半城市化区域，因此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未做考虑。 

表 1 单指标半城市化区域分布情况 

指标 面积/km2 东湖区/% 西湖区/% 青云谱区/% 青山湖区/% 湾里区 /% 红谷滩新区/% 

建设用地占比 155.00 0.75 4.25 1.96 70.77 9.31 12.96 

景观紊乱度 260.25 3.44 3.38 1.58 69.74 9.60 12.26 

二三产从业人员 208.78 0.64 4.27 16.07 63.20 / 15.82 

人口密度 227.48 0.43 4.37 13.98 64.14 3.85 13.23 

表 2 单指标半城市化地区指标平均值特征表 

区域 
建设用地 占比 / % 

景观紊乱度 

二三产从业人员 / （ 人 /km2） 

人口密度/ 

（ 人 /km2 ） 

东湖区 38．17 50．72 6311 10230 

西湖区 62．21 49．34 5526 9966 

青云谱区 47．70 40．31 5112 8976 

青山湖区 55．17 42．51 3626 5661 

湾里区 55．53 40．59 / 2531 

红谷滩新区 50．66 46．21 3938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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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确定与分布特征 

虽然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和景观紊乱度指标所指示的区域已基本符合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围的集合，但是表征人口集聚和

就业结构的人口密度指标和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可在计算过程中区分城市和农村建设用地，使半城市化区域的范围更加准确。

因此，将 4 个指标得出的范围一一叠加，取交集范围为最后的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 图 5) 。 

从图 5 半城市化地区分布形态来看，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外围地带。由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和水系

分割的影响，分布形态呈无序的、不连续的片状区域。根据运行结果显示，半城市化地区主要分布在青山湖区和红谷滩新区，

另有西湖区桃花镇小部分地区，共 12 块独立的区域，总面积约有 67．32 km2，其中包括水域 4．72 km2 ( 表 3) 。青山湖城

区和青云谱城区交界处所在半城市化区域范围最大，面积达 12．56 km2 ； 其次是青山湖城区北端潘坊社区、塘山村、东涂坊

等地区所在区域，面积为 9．49km2 ； 红谷滩新区的半城市化区域分布在前湖周边的正西和东北方向，面积分别是 8．17 km2 和

6．25 km2 ；除此之外，其余半城市化区域均未超过 6．00 km2。 

 

图 5 南昌半城市化地区范围 

表 3 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运算结果统计 

半城市化地区分布位置 面积/km2 所在区 

东南方向延伸至昌东大道梧岗村，西北方向延伸至青云谱区上海南路 12.56 青山湖城区和青云谱城区 

青州陶村以南，下含潘坊社区、塘山村，东至东涂坊，南至艾溪湖北路 9.49 青山湖城区 

鱼尾村 0.78 青山湖区 

象湖西侧，南部以九洲大街为界 3.25 西湖区 

下庄湖以西 4.25 青山湖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港东大街以南，孔目湖以北，西至庐山南大道 5.00 青山湖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菊圃路以南，黄家湖以北 3.00 青山湖区蛟桥镇 

昌西大道与双港西大街交汇处东南方向 3.59 青山湖区蛟桥镇 

碟子湖大道以北双港西大街以南 4.98 青山湖区蛟桥镇、东湖区 

厚德路江西农业大学以北，枫生高速以西 6.00 蛟桥镇和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前湖东北方向 6.25 红谷滩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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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湖西 8.17 红谷滩新区 

将所得半城市化区域的指标特征值与城市化地区进行简单对比分析。 

从建设用地占比指标来看，半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占比指标平均值为 60．00%，而城市化连片建成区基本在 85%以上。虽然

半城市化区域内部分地区的建设用地占比最高值可达 100%，但是这种指标特征并没有像城市化地区一样普遍。总体来说，半城

市化地区的开发强度远不及城市化地区。 

从景观紊乱度指标来看，中心城区的景观紊乱度值保持在 11．92 以内，而半城市化地区景观紊乱度最大值达 131．51，平

均值为 52．26，是中心城区指标最大值的 4 倍有余。从实地考察情况知悉，大多数半城市化地区既有居民住房、工业厂房，又

有未开发利用裸露地块，还有部分地区保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村庄农田也不少见。 

从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上看，半城市化地区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平均为 2971 人/km2，城市化地区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均在

4708 人/km2 以上，而农村地区的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普遍低于 782 人/km2，相比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村地区，半城市化地区已

有一定程度的非农化水平，但依然低于城市化地区。 

人口密度方面，半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最高可达 13657 人/km2，高于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最低值 8568 人/km2，可以说明

部分半城市化地区人口有集聚态势，但其平均值较低，约为 4878 人/km2，表明半城市化地区人口分布总体上依然呈分散状态。 

将所求半城市化地区范围在地图上一一标识，对比 2013 年南昌市卫星遥感影像图可以发现，所求区域内包含各类用地，水

域、绿地、裸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等混杂交错。由此可知，南昌市个别地区用地规划并不合理，半城市化现象明显，同时

也进一步证明了所得结果的准确性。总体来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的分布区域较为分散，而且，赣江北岸半城市化地区面积

比重明显高于中心城区所在的南岸地区，分布情况较之后者也更为散乱，主要由中心城区辐射距离、交通通达度、赣江北岸发

展起步时间以及政策优势等原因导致。 

表 4 半城市化地区指标特征 

指标 半城市化地区指标最大值 半城市化地区指标平均值 城区指标值范围 

建设用地占比指标/% 100.00 60.00 85.97-100.00 

景观紊乱度指标 131.51 52.26 0.00-11.92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 /( 人 /km2) 9461 2971 4708 - 31628 

人口密度指标 /( 人 /km2) 13657 4878 8568-67937 

4 结论与讨论 

半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的过渡状态，也是各地城镇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由于半城市化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

规划，以致区域内各种发展问题层出不穷。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半城市化地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发展的

前沿地带，其空间范围的识别研究对未来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断裂点分析

方法，采用建设用地占比、景观紊乱度、二三产从业人员以及人口密度 4 个指标构建半城市化地区判别指标体系，通过矢量化

的指标求取内外断裂点，再将单指标断裂点所围合的区域进行叠加，最终得到了 2013 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范围，并得出以下

结论。 

( 1) 由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和水系分割影响，南昌市的半城市化地区并没有围绕中心城区呈现闭合的环状形态［15－16］，

而是无序的、以间断的片状区域散布于城区外围。总面积共有 67．32 km2，其中囊括水域 4．72 km2，共 12 块独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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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界定结果按区( 县) 划分，超过 70%的半城市化区域分布在青山湖区，其次是红谷滩新区，东湖区的半城市化区域

分布面积最小。以赣江为界，北岸半城市化区域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南岸且较之后者也更为散乱。 

( 3) 二三产从业人员指标的量化结果显示，湾里区二三产从业人员密度低且分布均衡，表明湾里区并没有二三产从业人员

集聚现象。除此以外，建设用地占比指标、景观紊乱度指标和人口密度指标在湾里区均有单指标半城市化区域分布。综合考虑

半城市化区域的多重特征，判定湾里区无半城市化区域。 

( 4) 将半城市化区域内的指标值与城市化地区的值域对比分析发现，城市化地区相邻的单位网格内各指标值较为连续、平

稳，指标量化特征有: 开发强度高、用地合理、人口稠密、非农化水平高； 而半城市化地区的指标值起伏大，值域范围广，指

标量化特征有: 开发程度不均衡、用地情况混乱、个别地区非农化水平高、人口呈分散集聚。 

研究通过在空间上 360 个方向上选取内外断裂点对半城市化地区进行界定，不受区域行政边界所限制。在断裂点的选取过

程中，令距离衰减值 DDV 最大值和次大值作为内外( 或外内) 边界点并未受主观意识干扰，相比于一些定性研究，断裂点方法

要更具灵活性和广泛适用性。由于南昌市水系发达，土地利用特征复杂，在断裂点的校正过程中会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若能

剔除水系的影响，对结果的准确性将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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