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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时空特征演变及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 

——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 

姚尧 王春燕
1
 

（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使用 2000、2010和 2018年的土地使用演变信息与有关社会经济信息，采取

灰度关联的方法，针对该县的土地使用时空演变和社会经济推动力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1)草地和耕种用地

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在减少，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都在增多，湄潭县在维持社会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了有

效的保护；(2)影响该县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因素、第三产业比重与土地利用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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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有效利用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通过研究贵州省湄潭县的土地使用情况、社

会经济水平，揭示该县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分析影响其变化的社会因子，并依据当地发展模式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促

进湄潭县以及类似地区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土地利用现状来源于遥感与解译；GDP、总人口、农民人均收入、三类产业的比例等社会经济信息都来源

于 2018、2010、2000年的统计数据以及湄潭县人民政府统计年报。基于 2000年、2010年和 2018年三个时期的数据，利用 ArcGIS

和 EXCEL软件计算不同阶段不同土地类型的面积和比例，并对土地利用结构状态进行比较分析。 

1.2分析方法 

(1)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土地利用的结构改变幅度表示在某个范围内每种土地利用种类在固定时间的面积改变，使用这个数

据能够运算出土地利用变化的整体趋向，主要采用土地动态度来表示。一般使用这个指标考察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结构改变的差

异，展示土地利用结构的未来变化形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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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均衡度来衡量研究范围内每种土地利用类型间的面积差异，它的数值越接近于 1，说明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均衡度越

强；优势度表示各种职能类型的结构布局情况和区域范围内土地利用结构被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主导的程度。 

(3)结合前人成果，采用灰色关联度的方式对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变化情况与社会经济驱动力进行研究，获得每个要素之间的

关联性。 

2 结果分析 

2.1土地数量形态演变特征分析 

按照湄潭县三年三期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该县这些年来土地利用整体的改变不大。全县面积中有四分之一是耕地面积，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建设用地、务农人员的流出导致耕地荒废，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变少。湄潭县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70%以上，在退耕还林的政策下，林地面积一直处于领先和上升趋势，这些年一共增多了约 14km2。前十年的草地

面积减少了约 16km2，后八年草地面积较为稳定，仅减少了 0.18km2，该县经济快速发展，建设用地增加为主要原因。由于水库

的开发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广，水域面积从 3.88km
2
增加到 14.72km

2
。伴随着交通运输用地、工业园区等建设用地的需求

逐年增长，2018年的建设用地规模是 2000年的近两倍。 

从动态度上来看，动态度最大的是水域，增加了 15.52%，且 2000-2010 年这个时期的增加速率较快。其次，动态度较大的

建设用地增长 5.21%，2000-2010年增幅不明显，2010-2018年增幅较大，增幅为 9.31%。草地的动态度变化主要集中在 2000-2010

年，减少了 5.03%，后 8年仅仅减少了 0.14%。耕地和林地的动态度变化均不显著，耕地和草地分别减少了 0.14%和 2.82%(见表

1)。以上数据可从侧面反映出，湄潭县建设用地的不断增加，表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合理范围内增加水域面积、林地面

积、减少耕地和草地面积，有助于湄潭县生态环境的完善。 

2.2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指数分析 

按照湄潭县这三年的土地利用情况数据，使用均衡度、信息熵、优势度等指标算出该县对应数据，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分析可知，从这三个时期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过去的 18年中，湄潭县的信息熵及均衡度的总体趋势是先减小后增大。2000-2010

年及 2010-2018年期间，信息熵的变化幅度为 0.02，并没有呈现稳定的变化趋势，说明在过去的 18年里，湄潭县土地利用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发展变化之中。2000-2010年期间，湄潭县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衡度与信息熵都在减少，反映出该县土地利用形

式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类之间的转换较为频繁，主要源于湄潭县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多以及工业化的盛行。

2010-2018年期间，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衡度与信息熵都出现了恢复的情况，反映出在这八年里，该县土地利用结构的整体趋势更

加科学平衡，土地类型能够平稳过渡。 

湄潭县的土地利用结构均值约为 0.42，说明该县土地资源开发与转化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让其为

人类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表 2湄潭县 2000、201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熵、均衡度和优势度统计 

年份 信息熵 均衡度 优势度 

2000年 0.682 0.424 0.576 

2010年 0.659 0.409 0.591 



 

 3 

2018年 0.681 0.423 0.577 

 

2.3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因子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选取 10个社会经济指标和土地利用信息熵及优势度进行分析，对各驱动

因子、优势度与信息熵作无纲量化操作，并根据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公式，综合研究土地利用结构系数和社会经济驱动有关系数

与关联性，继而得到土地利用结构和社会经济驱动的关联度与系数，结果如表 3所示。 

每种社会经济要素对于土地利用的优势度与信息熵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由以上数据可得出，湄潭县总人口数与信息熵关联

度最大，农村从业人数与优势度关联最大。人口因素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属于人类社会经济要素里最关键和具有生机

的土地利用转变驱动力之一，是人类为了满足对生存环境的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城镇化加快、农村“建房热”的出现、

基本建设项目的增加都需要占用土地。此外，随着湄潭县成为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及受技术和人才的影响，该县“天下第一壶茶

文化旅游”、“四月园林”、“茶海生态园”等旅游景点以及服务业发展迅速，造成了郊区土地利用整体布置和结构的调整。 

3 结论 

以湄潭县三年间土地利用的结构信息与社会经济数据，使用信息熵研究了土地利用构造的时空特点，使用灰色关联度的方

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关联性，得出人口因素、第三产业比重与土地利用结构关联度最高，指出了湄潭县土地利

用结构的缺陷，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表 1湄潭县 2000、2010、2018年三个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统计 

指标 期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变化幅度 

2000-2010年 -6.41 17.07 -16.04 4.88 0.50 

2010-2018年 -6.08 -3.44 -0.18 5.96 3.74 

2000-2018年 -12.49 13.63 -16.22 10.84 4.24 

动态度/% 

2000-2010年 -0.13 0.13 -5.03 12.58 1.11 

2010-2018年 -0.16 -0.03 -0.14 8.50 9.31 

2000-2018年 -0.14 0.06 -2.82 15.52 5.21 

 

表 3信息熵、优势度与各驱动因子的关联度排序 

指标 信息熵 排序 优势度 排序 

人均 GDP/元 0.552 4 0.549 4 

第一产业比重/% 0.58 3 0.52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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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比重/% 0.521 9 0.52 10 

第三产业比重/% 0.581 2 0.583 2 

总人口/万人 0.608 1 0.563 3 

农村从业人数/万人 0.477 10 0.703 1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0.543 6 0.537 6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0.552 5 0.549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0.537 7 0.53 7 

财政支出/万元 0.534 8 0.52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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