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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UCC 的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演变 

及生态经济协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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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生态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复合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表征，也是判断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性的重

要依据。论文通过 GIS 地理空间方法解析南昌市 2008 年、2013 年、2018 年的 LandsatTM 影像获得土地利用数据，

利用相关模型分析南昌市土地利用幅度、速度、强度和生态资产价值的变化情况，并测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

调水平。结果表明：南昌市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生态资产价值主要源于耕地、林地和水域，但草地质量的下

降、林地面积的缩减和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使得生态资产价值下降了 2.45%；并且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较

低，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受了较大压力，从而提出要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注重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并

建立绿色长远发展的生态保护屏障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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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利用指的是人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据土地的自然特性，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对土地进行的使用与

管理[1]。最早在 19世纪由杜能提出土地利用模式一说[2]，基于该学说，国内外展开了关于土地利用类型、影响因素在内的大量研

究，土地利用能反映出一个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和特征。同时，现代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一系

列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土地利用的方式和格局开始影响到区域的生态环境状态。人类高强度的生存发展活动对生态资产开始

产生影响，如何对生态资产进行量化和衡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3]。“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面绿色转型。生态资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包含的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系统健康是资产价值的

具体体现[4]。对于生态资产价值的研究方面，国内外专家最早是从其概念入手，Vogt[5]认为消耗自然资源会直接影响到一国承担

债务的能力，并由此引申出“自然资产”的概念；Holdren & Ehrlich[6]引入“自然服务”概念并讨论对其价值的评估与计算，

进一步推动了生态资产的研究进展；Costanza等[7]把全球细分成 16类生态系统（共包含 17项不同类别的生态功能），并计算了

各类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谢高地等[8]根据中国陆地的生态形式特征建立了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李正等[9]、

郭年东等[10]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土地生态服务价值展开了研究。随后学者们引入空间技术模型对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
[11,12,13,14,15,16]

及未来预测
[17,18,19,20]

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层面，Solow等
[21]

结合新古典增长理

论模型研究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路径；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许多学者开始探求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的变化研究
[22],Leontief[23]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环境经济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而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由 Grossman & Krueger[2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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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解释了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聚焦于用回归分析、模糊数学等方法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25]。 

总的来说，对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价值变化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在不断演进，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土地利用结

构数据多源于省域等宏观层级，对于地市级的地类变化研究尚不完善。二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求推进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并行发展，但协调性理论在生态资产价值评估中的应用还尚缺乏。南昌市拥有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但近几年社会经济高速

发展，建设用地的扩大和生态用地的减少不断增加着土地的生态负荷。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南昌市为例，借助 ArcGIS和 ENVI工

具从地市级微观层面出发，从大小、速度、强度等角度综合反映南昌市土地利用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通过地类间的分布转化研

究生态资产价值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土地对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的贡献程度，最后依据弹性理论评测生态环境与经济

发展的协调水平，旨在把握南昌市生态资产变化的特征规律，从微观层面的生态资产价值动态变化视角，为优化地区土地利用结

构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概况 

南昌市位于江西省北部，是江西省省会，地处赣江下游地区，接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辖 6区 3县，截至 2019年

年底，常住人口共 537.14万人，气候温暖湿润且各季节温差大，夏冬季长。南昌市具有独特的丘陵地形以及富饶的水资源，总

面积 7402.36km2，其中水域面积达到 29.78%，共 2204.37km2。 

1.2数据来源 

为研究时序上南昌市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变化趋势，本文通过美国地质勘测局（USGS）获取 LandsatTM数据，为保证数据的

精确性，选择南昌市 2008 年、2013 年及 2018 年云量在 10%以下的空间影像，遥感影像特征情况所示；人均 GDP 等经济数据来

源于 2009年、2014年及 2019年的《江西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1监督分类解译法 

本文在获取相应年份的原始遥感影像后，在修正原始影像几何畸变的基础上，对图像进行配准、融合、镶嵌和大气矫正等预

处理工作，按照南昌市行政区划范围裁剪影像。采用监督分类模块建立训练样本，通过最大似然法区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为加

强解译精度，通过目视解译对分类结果进行不断地修正和细化，最后得到 2008 年、2013 年和 2018 年南昌市土地利用覆被分类

结果。 

2.2土地利用变化速率分析 

根据获取的各年份地类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方法研究各种地类在一定时段内的变化速率
[26]
。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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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特定地类的土地利用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末、期初该地类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hm2;T为研究时期。 

2.3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 

土地利用强度能表征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和干扰程度，开发和干扰程度越大，对应的利用强度越高，则利用活动对土地生态价

值的影响则越大。按已有标准将土地利用方式按强度从小到大分为 1～4 级，1 级为未利用地，2 级为林地、水域，3 级为耕地，

4级为建设用地[27]。根据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计算出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强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L代表综合土地利用强度指数；Gi代表各地类土地利用强度指数；Ri代表各类用地面积比重。 

2.4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 

利用生态资产价值量估算法修正单位面积服务价值[8]，从而测算南昌市生态资产总价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EA 为相应年份南昌市生态资产总价值，元；VCi为各地类生态资产价值当量系数，元/hm2;Si为各类土地的实际面积，

hm2;i为 6种土地利用类型。 

以谢高地等[8]提出的中国陆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为标准，在充分考虑地域自然禀赋差异性的基础上，利用江西省

当量因子乘数，修正研究区单位生态资产价值系数。 

2.5贡献度测算法 

为了判定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资产的影响程度，基于各地类在生态资产价值变化量中的所占比例，研究相应地类对生

态资产的贡献程度[28]，计算公式为： 

 

式中：EA为地类变化对生态资产总价值变化的贡献度，%；EAia、EAib分别代表研究期初、期末各地类生态资产价值，元；EAa、

EAb分别代表研究期初、期末生态资产总价值，元。 

2.6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性研究 

人口与经济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反映出环境—经济的协调关系，引入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理念（EEH），即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r）与人均 GDP(GDPr）变化率之间的比值
[29]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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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SVr0、ESVrj分别为期初和期末的人均生态服务价值；GDPr0、GDPrj分别为期初和期末年份人均 GDP。 

为了表现生态资产与 GDP 增长速度的关系，对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进行划分[30]，以此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所

承受生态环境压力的大小，按标准分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 EEH>0和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冲突 EEH<0两种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南昌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通过 ArcGIS 地类解译后，得到 2008年、2013 年、2018 年南昌市土地利用类型图（图 1），以此计算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

速率和强度，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测算各地类和综合生态价值的变化情况，测算各地类变化对生态资产价值的贡献度情

况，最后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分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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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南昌市土地利用覆被分类变化图 

可以看出，研究期内南昌市各地类的面积和比重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其中，南昌市耕地面积占比始终保持在 57%以上，其次

是林地（17%以上）和水域（16%以上），并且各地类面积比例由大到小的变化为：建筑面积为 19.41%，草地为-10.39%，未利用

地为 8.53%，水域为-3.15%，林地为-1.89%，耕地为-1.49%，可以看出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等自然用地类型在研究期内面积

占比有所下降，而南昌市建筑用地、未利用地面积增速显著，这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密不可分。 

为了更好地反映南昌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速率，本文将研究时期分为 2008—2013年、2013—2018年两个阶段，从而可得到相

应阶段内南昌市各地类土地利用的动态度情况。在研究期间内，南昌市未利用地、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最快。建设用地的动态度

指数均为正值，表明建设用地的面积在研究期间内一直呈现出增长趋势，而且增长率也在不断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导致的

农村人口流量转移，城市建设用地不断膨胀，集约利用程度不强造成土地结构发展难以平衡。 

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可知，南昌市土地利用强度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小幅变化趋势，变异范围为-0.014和 0.01。随着城市

的快速扩张发展，南昌市的未利用地占比在逐渐下降，建设用地面积在不断提高，并且农地流转改善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农地利

用率普遍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强度也显著提高。 

3.2生态资产价值核算及其变化分析 

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计算南昌市各地类生态资产价值变化情况。 

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呈现总体下降趋势，由 2008年的 159.70亿元下降到 2018年的 155.78亿元，下降了 3.92亿元，下降

率为 2.45%。其变化趋势总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08—2013年，生态资产价值下降 3.47亿元，下降率为 2.17%;2013—2018年，

生态资产价值下降 0.45 亿元，下降率为 0.29%。同时，生态资产价值主要来源于耕地，其次是水域和未利用地，三者总价值比

重于 2018年提升至 74.84%。在研究期限内，南昌市林地、草地的生态资产价值呈现下降趋势，除水域外，其余用地均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与近年来南昌市城市建设发展密不可分，建设用地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用地空间。 

具体的生态资产价值变化情况可知，水文调节、废物处理、保持土壤价值在研究期内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特征，其他的生态

资产服务价值类型均呈现递减趋势。其中，水文调节所提供的生态资产价值最高（43.62亿元/年，占比 27.78%），原材料生产提

供的生态资产价值最低（5.21亿元/年，占比 3.31%）。另外，南昌市生态资产的服务价值主要来源于水文调控和废物处置，占总

价值的 54%以上，可以看出，生态资产价值变化与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水域面积的调整有密切关联。 

以南昌市两个阶段为例，分析了南昌市各地类的生态资产贡献。2008—2013 年，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呈下降趋势，林地、

草地、河流湖泊生态资产的贡献度呈反向变化，而耕地与未利用地贡献度则相反；2013—2018 年，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呈下降

趋势，除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的生态资产价值呈反向变化外，河流湖泊的生态资产价值贡献度由第一阶段的 2.771转

变为-0.136。从总体上来看，河流湖泊面积的减少是导致这一阶段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南昌市的草地总体

质量状况不高，其对生态资产的贡献程度相对较小；同时，南昌市在节水、防风、固沙、净化空气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要进一

步加强沙源治理和“退耕还林工程”；并且，未利用土地对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的贡献率呈现先负后正的趋势，表明南昌市土地

储备的稀缺性正在逐渐减弱。 

3.3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 

利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模型得出南昌市 3个研究阶段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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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3 年南昌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处于较低冲突区（-0.2306），表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

一定程度的矛盾，该时期区域人口和经济增长迅速，城市建设需求巨大，城市附近大量耕地和林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

的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2013—2018年南昌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为-0.0040，属

于低度冲突区，说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较前期有所提升，但仍表现出冲突状态。总体来看，2008—2018 年南昌市生

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为-0.0103，属于低度冲突区，说明研究期内南昌市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较弱，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承

受了较大的压力，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人均 GDP增长率。 

从全研究期来看，随着研究时间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仍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协调程度仍为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呈

现不可持续状态。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来看，南昌市以小规模种植农业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绿色集约型农业体系，并且耕

地保护力度不足，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城市建设占地的现象也十分严峻，耕地、林地面积不断减少，居民工矿区

和交通运输用地的无序扩张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同时，近年来南昌市经济活动加快，人口增长激增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难度。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南昌市应尽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促成向生态城市的转型，平衡好生

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 ArcGIS 和 ENVI 工具对 2008 年、2013 年、2018 年南昌市遥感影像进行地类解译，获取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

利用变化幅度、速度和强度，在此基础上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测算南昌市的生态资产价值，并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

调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南昌市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比重最大，达到 57%以上；研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其中建设用地变化最大，增加

了 19.41%，其次是草地（-10.39%）和未利用地（8.53%）；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均值为 2.876，表明近年来南昌市城市化进程加

快，建设用地和储备用地面积在不断提升。 

(2）从各地类提供的生态资产价值来看，南昌市生态资产价值主要来源于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从具体的生态资产价值类

别来看，水文调控和废物处置两项生态价值达到总价值的 54%，但南昌市草地总体质量不高和林地面积减少过快，加上建设用地

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用地空间，导致生态资产价值研究期内增长率为-2.45%，由 159.70 亿元下降至 155.78 亿元，

降低了 3.92亿元。 

(3）南昌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在研究期内有小幅提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度冲突区（-0.0103），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承受了较大的压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可持续状态，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人均 GDP 增长

率。 

4.2政策建议 

(1）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在保持维护现有林地的基础上，继续加大保护力度，增强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功能；严格坚守耕

地红线，合理利用开发未利用地，防止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侵占其他生态用地面积，维护地区生态系统平衡。 

(2）注重生态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要辨识土地利用架构的空间变化机制，考虑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如何多方面

系统科学地评判生态资产价值，以及权衡各地类间用地功能的转化是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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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绿色长远发展的生态保护屏障。各地区应依托生态区位节点优势，布局长远性的区域绿色发展战略，严格保护好重

点生态功能区。坚持以防为主、以治为辅的生态发展理念，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将生态资产保护列入城市发展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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