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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 

姚尧 蒋子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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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探索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有助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对人们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土地有重要意义。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为研究区，选取其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8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国

土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黔东南州国土空间在 1990至 2018年间，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一直是主导

空间；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之间的相互转移是黔东南州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类型；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逐渐增

加，生态空间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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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载体，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地矛盾的冲突越发凸显，需要不断地优

化调整国土空间格局、合理地开发土地利用方式，维持国土空间各功能的平衡。本文以黔东南州作为研究区，通过对国土空间

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基于国土空间概念内涵和分类体系的相关理论方法，探寻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为黔东南州合

理利用土地提供参考，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黔东南州 2000-2018 年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

据中心。将所得到的数据利用 ArcGIS软件结合构建的分类体系进行重分类，将数据中的地类分别归并到生活、生态、生产空间

之后，运用地图制作等工具得到四期数据的空间分布图；把土地利用数据按照分类体系的二级类重分类，依次将四期数据都重

分类之后转为矢量数据。 

1.2研究方法 

本文以对国土功能概念的理解为基础，以 CNLUCC数据分类体系为参考，借鉴刘继来和李广东等学者对国土空间分类体系的

研究，采用分级赋值的方法对土地利用类型所提供的各类功能进行打分并确定其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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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其实是对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一个归纳，所以在对国土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时也主要从土地利用结构的角度进

行。本文从空间结构和数量变化两方面对黔东南州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因土地利用动态度可以很好地比较区域内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将其运用到国土空间研究中可反映国土空间转移的特征。 

2 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2.1数量变化分析 

利用 ArcGIS对栅格数据按照分类体系一级类进行重分类，结合构建的国土空间分类体系来提取各土地利用类型空间的面积，

并计算各类空间变化面积及其所占比例，结果见表 1。 

由表 1分析，每个时期国土变化情况： 

表 1黔东南州 1990-2018年国土空间动态度和面积变化 

空间类型 

 
年份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18年 

面积变化(km2) 动态度 面积变化(km2) 动态度 面积变化(km2) 动态度 

农业生产空间 67.5200 0.09 -14.8500 -0.02 -83.5311 -0.11 

工矿生产空间 2.6235 1.75 14.2470 8.07 92.9673 29.15 

城镇生活空间 6.9750 2.89 9.9963 3.22 9.2736 2.26 

农村生活空间 0.5004 0.19 -0.8253 -0.30 4.1427 1.57 

绿地生态空间 -79.2000 -0.03 -36.5000 -0.02 -131.0877 -0.06 

水域生态空间 1.5741 0.57 31.9248 10.85 105.7716 17.24 

其他生态空间 0.0036 0 -3.8547 -5.01 1.1862 3.09 

 

表 2黔东南州 1990-2000年国土空间格局面积转移矩阵 

1990年 

2000年 

农业生产 

空间 

工矿生产 

空间 

城镇生活 

空间 

农村生活 

空间 

绿地生态 

空间 

水域生态 

空间 

其他生态 

空间 
转出合计 

农业生产空间 7437.5200 0.8784 6.9266 0.4351 38.8012 0.9989 0.0008 7485.5628 

工矿生产空间 0.0019 14.9909 0 0 0.0053 0 0 14.9981 

城镇生活空间 0.0140 0 24.0722 0 0.0079 0 0 24.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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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空间 0.0287 0 0.0007 26.5074 0.0046 0.0009 0 26.5423 

绿地生态空间 114.8037 1.7489 0.0884 0.0969 22563.0895 0.9528 0.0092 22680.7894 

水域生态空间 0.3812 0 0.0011 0.0003 0.0194 27.4342 0 27.8361 

其他生态空间 0.0009 0 0 0 0.0095 0 7.6702 7.6806 

转入合计 7552.7520 17.6182 31.0889 27.0397 22601.9374 29.3869 7.6802 30267.5033 

 

1990-2000 年：1990 年和 2000 年黔东南州国土空间的面积大小次序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比 1990 年，2000

年除生态空间中绿地生态空间面积减少了 79.2000km2 以外，其他类型空间面积都有所增加，农业生产空间面积增加最大，由

7497.7300km
2
增加到 7565.2500km

2
。单一动态度最大的是城镇生活空间为 2.89，表明在该时段内可能受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城镇生活空间有所扩张；其次是工矿生产空间为 1.75，说明在时段内研究区工业逐渐发展，称扩张态势；农业生产空间和其他

生态空间的值较小，变化较为稳定，绿地生态空间的动态度值为负值，说明研究区在该时段内存在些微侵占绿地空间的情况。 

2000-201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黔东南州国土空间的面积大小次序与 1990-2000 年相同。相比 2000 年，农业生产空间减

少了 14.8500km2，其他生态空间减少了 3.8547km2，绿地生态空间减少了 36.5000km2，前两种空间类型的变化较为平稳，动态度

绝对值最低，而其他生态空间的动态度值为-5.01；水域生态空间增加了 31.9248km2，单一动态度最大，为 10.85。 

2010-2018 年：2010 年和 2018 年黔东南州国土空间的面积大小次序依然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比 2010 年，

农业生产空间和绿地生态空间显而易见的缩小，分别减少了 83.5311km2、131.0877km2；工矿生产空间和水域生产空间明显扩张，

分别增加了 92.9673km2、105.7716km2，其他空间类型均有所增加。单一动态度最大的是工矿生产空间以及水域生态空间，动态

度值分别为 29.15和 17.24，表明了该时期这两类空间类型扩张幅度较大且较为明显。 

2.2国土空间转移分析 

将土地利用栅格数据按照国土空间分类体系的二级类重分类后转为矢量数据，运用 ArcGIS软件中相交工具和 excel表格制

作黔东南州国土空间在 1990-2018年的转移矩阵，结果见表 2，统计其空间转移情况，揭示研究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各空

间类型的演变方向。 

由上表所知，生态空间在黔东南州国土空间中所占面积比例最大，其中绿地生态空间面积在其中又占据很大空间，所以绿

地生态空间的转移变化对黔东南州总体空间结构的变化有极大的影响。1990-2000年，生产空间的转移特征主要是农业生产空间

的转出和绿地生态空间的转入。从转入情况来看，主要是绿地生态空间转移至农业生产空间，转移面积为 114.8037km2，除此之

外，其他各类型空间也有些微的转入；从转出情况来看，主要是农业生产空间转移到绿地生态空间，转出 38.8012km2，转出至

城镇生活空间 6.9266km2。生活空间转出面积略高，总体转移并不明显，主要还是从农业生产空间和绿地生态空间转入部分以及

转出至农业生产空间共 0.4270km2。生态空间转移特征表现为绿地生态空间的转出和农业生产空间的转入；从转入情况来看，各

类空间类型都有一定量的转入，转入量最大的为农业生产空间，转移面积为 39.8019km2；从转出情况来看，主要是向生产空间

的转移，其中其他生态空间和水域生态空间转移变化较小。 

3 结论 

黔东南州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州人口的 81.3%，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点林区之一。本文利用 1990年、2000年、2010

年和 2018年四个时期土地利用数据，并应用统计学、数学、遥感技术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前人对国土空间分类体系的研究，



 

 4 

建立黔东南州国土空间分类体系，分析黔东南州国土空间数量变化和空间转移，揭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规律。本研究给黔

东南州国土空间研究领域提供案例，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对国土空间的研究积累数据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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