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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Yuzhou city as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l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and relevant materials of Yuzhou city during 2006-2020 by employing the 
methods of single and comprehensive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the paper explai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land use in this region.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Yuzhou city is 
in the stage of acce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n and pro-
tection is faced with serious challenges. Currently, the land use of Yuzhou city demonstrates a se-
ries of character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farmland i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e input level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not only low, but the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is also poor; the structure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unreasonabl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gradually outstanding; the internal use structure 
is problematic, and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destroyed. They se-
rious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of Yuzhou 
city lan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s countermeasures: to carry out the basic na-
tional policy of land and protect agricultural land actively; to put lots of effort into developing the 
land-saving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utilization of land re-
sources; to adjust to the needs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 es-
tablish the econo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l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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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禹州市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对禹州市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研

究。运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阐述了该区域土地利用现状与变化情况。调查研究

的结果表明：禹州市正值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和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禹州市

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日益明显；农用地不但投入水平低，农业生产条件不发

达，更与建设用地矛盾日益激化，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内部利用结构存在问题，局部地区土地资源

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影响着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为促进禹州市土地的优化利用，应采取以下措施

对策：落实土地基本国策，积极保护农用耕地；大力发展节地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顺

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建立土地保护规划实施的经济调节机制。 
 
关键词 

禹州市，土地利用，土地资源保护 

 
 

1. 引言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一切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

都是建立并取决于土地利用这一基本点之上的，一切土地活动由此而派生。但由于人口急剧增长、资源

不断消耗、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发展受阻，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人们共同关注的四大

问题[1]。我国土地利用存在着如水土流失、耕地质量退化、城镇建设土地滥用和浪费、土地利用结构和

布局不尽合理、农林牧区一部分土地资源以及工矿废弃土地未能充分利用等一系列问题[2]。如何在人口

持续增长、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建设用地势必进一步扩大的新形势下，对数量有限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和充分利用，提高土地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分析土地

利用变化特征，找出其原因又是核心问题之一[3]。我国学者广泛应用多种系统分析与数理统计方法从各

个角度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LUCC)原因的研究：史培军等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深圳市土地利用变

化的内在与人文驱动力 H3；摆万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将主要影响因素与土地利用类型置于统一系统

中以考察长期动态趋势，并定量诊断出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大小等。本文以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地矛盾日

趋尖锐的旅游典型区域禹州市为研究对象，对禹州市 2005~2010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进行了分析，意在

揭示其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变化的特征和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为该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提供了科学依据[4]。 

2. 研究区自然概况 

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颍河上游。市区东北距郑州市 80 公里，东南距许昌市 36 公里(图 1)。市域

东与许昌、长葛接壤，西与登封、汝州毗邻，南与襄城、郏县交界，北与新郑、新密相连。全市跨东经

113˚03'至 113˚39'、北纬 33˚59'至 34˚24'之间。东西长约 55 公里，南北宽约 47 公里，土地总面积 1469 平

方公里。2005 年全市总人口 119.73 万人，城镇化率为 23.97%。禹州市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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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in Yuzhou city 
图 1. 禹州市地理位置 

 
季分明，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均属淮河水系。禹州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的有铁、铜、铝、

煤、水泥灰岩、建筑石材等 24 种[5]。禹州市主要农产品有小麦、玉米、红薯、烟叶、油菜、花生、芝麻、

中药材等，是全国闻名的优质烤烟基地。禹州有“华夏第一都”之称，自夏代起，封建帝王数次建都于

此。有古钧台、禹王锁蛟井、逍遥观等 50 多个人文景点；白沙水库、大洪寨、摘星楼、等多个自然旅游

景点。禹州市交通便利，其北距郑州国际机场 40 公里，东临京广铁路和京深高速公路和 107 国道，西临

焦枝铁路和 207 国道，平(顶山)——禹(州)铁路、豫 31、豫 01 公路在市内交汇，贯穿全境，形成了四通

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6]。 

3. 材料与方法 

数据收集于禹州市国土资源局，主要资料有《禹州市统计年鉴》(2005~2010 年)、《禹州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及禹州市国土资源局对禹州市土地利用现状的确认数据。对特定范围内的对象

进行实地调查，进行数据收集，在 Excel2007 和 SPSS ll.0 的支持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南

岳区土地利用变化特点进行系统分析[7]。 

4. 禹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动态变化分析 

4.1. 禹州市土地利用现状 

2005 年禹州市土地总面积 146,900.76 公顷，其中农用地 104,103.96 公顷，建设用地 21,958.71 公顷，

未利用地 20,838.09 公顷。总体上看，禹州市三大类土地中，农用地的比重最高，建设用地次之，未利用

地的比重最小。各类土地面积及结构组成如下图 2~4。 
全市农用地面积为 104,103.9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0.87%。其中，耕地 89,785.07 公顷，占农用

地总面积的 86.25%；园地 3412.0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3.28%；林地 6435.64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18%；牧草地 1.69 公顷；其他农用地 4469.51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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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ll kinds of agricultural land area (hm2) 
图 2. 农用地各地类面积(公顷) 

 

 
Figure 3.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hm2) 
图 3. 建设用地各地类面积(公顷) 

 

 
Figure 4. All kinds of unused land area (hm2) 
图 4. 未利用地各地类面积(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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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21,958.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95%。其中城镇用地面积为 3773.41 公顷，

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11.70%；农村居民点面积 14,722.17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71.42%；采矿用

地为 897.09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4.35%；独立建设用地面积为 1431.69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

地总面积的 6.95%。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1240.78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5.65%。水库水面 413.27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面积的 33.31%；水工建筑物面积 54.93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面积的 4.43%。其

他建设用地：面积 104.53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0.48%。 
全市未利用地面积 20,838.0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19%。其中，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19,460.11 公

顷，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93.39%；水域面积为 848.67 公顷，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4.07%；滩涂沼泽面积

为 529.31 公顷，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2.54% [8]。 

4.2. 禹州市土地利用现状特点 

4.2.1. 农用地为主，人均少，投入低，保护压力较大 
全市 2005 年耕地面积为 89,785.07 公顷，分别占全市土地总面积和农用地面积的 61.12%和 86.25%，

高于河南省 47.88%的平均水平。由于人口过多，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075 公顷，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高，重用轻养，致使土地肥力下降，耕地用养失调。

而且随着可供建设的未利用地日益减少，各项非农建设用地将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农业结构调整等也

将占用部分耕地，并且补充耕地的难度在逐年加大，耕地保护面临的压力较大[9]。 

4.2.2. 建设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待优化 
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 21,958.71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4.95%，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14,722.17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67.04%，人均农村居民点为 161.72 平方米，部分乡镇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高达

200 多平方米，高于国家规定的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标准 150 平方米的控制上限，且土地集约度不高，

利用率低，用地整理潜力较大。工矿企业缺乏系统规划、空间布局零乱，交通用地，特别是公路建设不

够完善，道路通达度不够，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0]。 

4.2.3.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 
近年来，禹州市加快制造业、旅游业、煤炭深加工、电力能源、建材业、陶瓷业、中药材加工业等

重点行业发展，落实国家及省重点项目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而禹州从维护粮食安全角度考虑，未来可

用作新增建设用地的空间有限，各项建设用地的供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11]。 

4.2.4. 局部地区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禹州市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属于低山丘陵区，在长期的土地开发活动中，缺乏合理引导、综合规划、

导致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土地生态遭到破坏；对煤炭、石料等矿产资源的开采缺乏控制，

存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率低等现象；农药化肥使用不当，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

污染；工业“三废”排放明显增多，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无序开采矿产资源，造成

煤矿比较集中的地区不同程度的产生地面下沉、滑坡、地表出现裂缝或塌陷现象。 

4.3. 禹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4.3.1.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 
2005~2010 年，禹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土地减少，园地、林地、独立工矿用

地、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及水利设施用地增加(表 1)。绝对数值变化最大的是未利用地、城镇用地和林地，

其次是农村居民点用地、耕地和交通用地[12]。研究期间内，禹州市地利用结构有较大变化，总体看来，

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他农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所占比例减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所占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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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2005-2010 agricultural land structure change in Yuzhou city (hm2) 
表 1. 禹州市 2005~2010 年农用地利用结构变化(公顷) 

土地利用类型 
基期年(2005) 

面积增减
(2006~2010) 

近期年(2010)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用地 

耕地 89,785.07  61.12  716.00  90,501.07  61.61  

园地 3412.05  2.32  111.69  3523.74  2.40  

林地 6435.64  4.38  1640.70  8076.34  5.50  

牧草地 1.69  0.00  0.00  1.69  0.00  

其他农用地 4469.51  3.04  −152.92  4316.59  2.94  

小计 104,103.96  70.87  2315.47  106,419.43  72.44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市 2410.81  1.64  332.35  2743.16  1.87  

建制镇 1151.64  0.78  45.00  1196.64  0.81  

农村居民点 14,722.17  10.02  −341.36  14,380.80  9.79  

采矿用地 897.09  0.61  0.00  897.09  0.61  

独立建设用地 1431.69  0.97  183.65  1615.34  1.10  

小计 20,613.40  14.03  219.64  20,833.03  14.18  

交通水利

用地 

铁路 120.57  0.08  0.00  120.57  0.08  

公路 652.02  0.44  129.97  781.99  0.53  

水库水面 413.27  0.28  0.00  413.27  0.28  

水工建筑 54.93  0.04  269.02  323.95  0.22  

小计 1240.78  0.84  399.00  1639.78  1.12  

其他建设

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 43.64  0.03  0.00  43.64  0.03  

特殊用地 60.89  0.04  0.00  60.89  0.04  

小计 104.53  0.07  0.00  104.53  0.07  

总计 21,958.71  14.95  618.63 22,577.34  15.37  

未利用地 

水域 848.67  0.58  0.00  848.67  0.58  

滩涂沼泽 529.31  0.36  −215.88  313.43  0.21  

自然保留地 19,460.11  13.25  −2718.23  16741.87  11.40  

小计 20,838.09  14.19  −2934.11  17,903.98  12.19  

土地总面积 146,900.76  100.00  0.00  146,900.76  100.00  

4.3.2. 土地利用变化速度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可以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来表示[13]。(计算公式和依

据来源于王秀兰，包玉海在地理科学展上发表的文章[14]) 
1)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1 100%a b

a

U U
K

U T
−

= × ×                                  (1) 

式中，k 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 Ub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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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T 为研究时段长，当 T 时段设定为年时，K 的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2)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1

1

1 100%
2

n

i
i

n

i

Lud j
LC

TLui

=

=

 ∆ −= × ×



∑

∑
                              (2) 

式中，LUi为监测起始时间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ΔLUij，为监测时段内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转为非 i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绝对值；T 为监测时段长度，当 T 的时段设为年时，LC 的值即为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年变化率[15]。 

4.3.3.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原因 
据表 1 中的有关数据和公式(1) (2)，可以计算出禹州 2005~2010 年土地利用动态度表 2、表 3。 
由表 2 和表 3 可知，2005 年以来禹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 4 种土地类型(即耕地、林地、园地、

交通水利用地)用地近 5 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交通用地动态度为 3.74%，这与近年来禹州市交通水利

建设的力度加大有很大关系；林地地动态度为 2.35%，这一数字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禹州市大力改

善生态保护植树造林；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则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具体原因如下： 
1) 未利用地比重下降。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禹州市后备土地资源丰富，2005

年未利用地面积 20,838.09 公顷，本区未利用地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因为这部分未利用地，如荒草地、裸

土地等，由于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和发展旅游的需要，而被转化为农用地，尤其是林地、园地和其他农

用地，也有小部分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本区未利用地面积会越来越小[16]。 
2) 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禹州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繁

荣，结合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农村居民点近、远期发展规划，制定迁村并点、集中居住的激励政策，建

设中心村和基层村，加大空心村和零星居民点的撤并力度。 
3) 耕地比重上升。各类防护林、绿化带等生态建设应尽量避免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必须按照数

量质量相当的原则履行补充耕地义务。积极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程，到 2010 年，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

补充耕地 240 公顷，适度开发宜耕后备土地。 
4) 建设用地比重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近年禹州市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快速发展，

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政府加快制造业、旅游业、煤炭深加工、电力能源、建材业、陶瓷业、中药材

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发展，落实国家及省重点项目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5) 林地比重增加。一方面禹州市按照“严格保护、积极培育”的要求，以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目标，

加强林地管理，禁止毁林开垦和非法占用林地，严格控制各项建设工程占用国家重点公益林、天然林、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生态脆弱地区的林地。另一方面加大有林地的管理力度，加强低效林地的改

造，加快迹地更新及受损林地的恢复和重建、封山育林等[17]。并加大各林区的建设，以确保全市林地面

积从 2005年的 6435.64公顷提高到 8851.34公顷，增加 2415.70公顷，林地占农用地比重由 2005年的 4.38%
提高到 2010 年的 6.03%。全市林地目标情况见表 4。 

5. 禹州市促进土地利用优化的措施 

5.1. 落实土地基本国策，积极保护农用耕地 

2010 年底，禹州市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4316.59 公顷，较 2005 年减少了 152.92 公顷，平均每年减少

耕地 30.58 公顷，减少速度较快。因此，必须积极核实土地基本国策，切实保护耕地，首先，要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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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2005-2010 level one using land area of dynamic change in Yuzhou city (hm2) 
表 2. 禹州市 2005~2010 年一级地类利用面积动态变化情况(公顷) 

一级地类 
 农用 建设 未利用土地 耕地 

2005 104,103.96 20,613.40 20,838.09 89,785.07 
2010 106,419.43 20,833.03 17,903.98 90,501.07 

净变化量 2315.47 219.64 −2934.11 716.00 
单一动态度 1.21 2.74 −2.58 0.86 

 
Table 3. 2005-2010 second class using land area of dynamic change in Yuzhou city (hm2) 
表 3. 禹州市 2005~2010 年二级地类利用面积动态变化情况(公顷) 

二级地类 
 林地 交通水利用地 农村居民点 园地 

2005 6435.64 1240.78 14,722.17 3412.05 
2010 8076.34 1639.78 14,380.80 3523.74 

净变化量 1640.70 399.00 −341.36 111.69 
单一动态度 2.35 3.74 −0.53 0.12 

注：资料来源于禹州市土地资源局。 
 
Table 4. 2005-2010 woodland area of change in Yuzhou city (hm2) 
表 4. 禹州市 2005~2010 年林地面积变化(公顷) 

单位 2005 年林地面积 近期增量 2010 年林地面积 远期增量 
花石乡 176.83 103.93 280.76 92.73 
苌庄乡 755.82 161.47 917.29 89.26 
顺店镇 297.47 0.00 297.47 0.00 
范坡乡 88.95 0.00 88.95 0.00 
浅井乡 855.41 226.21 1081.62 95.71 
张得乡 18.71 −0.57 18.14 41.71 
朱阁乡 82.48 109.89 192.37 75.80 
小吕乡 49.73 0.00 49.73 −3.28 
无梁镇 194.51 213.18 407.69 81.97 
鸿畅镇 274.20 90.72 364.92 0.00 
梁北镇 26.74 −4.19 22.55 0.00 
神垕镇 356.21 55.08 411.29 82.24 
褚河乡 88.52 0.00 88.52 0.00 
方岗乡 41.25 −1.96 39.29 0.00 
古城镇 18.93 0.00 18.93 0.00 
山货乡 0.00 0.00 0.00 0.00 
文殊镇 231.81 0.00 231.81 0.00 
磨街乡 686.25 195.28 881.53 84.73 
火龙镇 40.59 −1.27 39.32 0.00 
方山镇 384.81 207.79 592.60 62.24 
郭连乡 19.53 0.00 19.53 −0.35 
鸠山乡 1672.08 292.73 1964.81 92.94 
颍川街道 16.05 0.00 16.05 −16.05 
夏都街道 13.51 0.00 13.51 0.00 
韩城街道 26.71 −5.24 21.47 0.00 
钧台街道 18.53 −2.35 16.18 −4.65 
禹州市 6435.64 1640.70 8076.34 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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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护耕地的各项措施，树立合理的政策目标，因地制宜地实行退耕还林、还牧、还水，适时适地进行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提高耕地资源开发利用效益。其次，加强土地整理，大力开展土地开发复垦整

理。目前，禹州市土地的垦殖率仅为 18.10%，需加强土地整理，提高土地数量与质量，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18]。 

5.2. 大力发展节地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 

近年来，禹州市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对建设用地提出新的需求，并

且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也必将增大。2005 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2410.81 公

顷，至 2010 年末，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2743.16 公顷，比 2005 年净增加 332.35 公顷，但目前禹州市建

设用地仍处于外延发展阶段，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土地供需矛盾日趋严峻。因此，大力发展节地经济，

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已迫在眉睫。 

5.3. 顺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位于禹州市主城区东南侧，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功能完善。该区

也是禹州市工业发展接替区，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效应极为明显。集聚区内基础设施配套，路网系统基

本建成，产业链条渐趋完善，基本形成建材、制造、煤炭深加工、钧陶瓷、农副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

将产业集聚区纳入中心城区。统筹布局，将发展区、控制区内基本农田全部调出，在发展区内安排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 500 公顷，保障产业集聚区合理的发展空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禹州市将重点发展旅游

商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流通等产业，以促进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9]。 

5.4. 建立土地保护实施的经济调节机制 

首先禹州市为耕地保护实施经济激励机制，设立耕地开垦专项基金和基本农田建设专项基金，实行

“以建设促保护”的耕地保护战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农民有关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服

务、生产性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与所种植耕地面积增减、质量升降挂钩的专项耕地种植财政补

贴。其次禹州市提高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范围，

以当地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准[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

地整理、耕地开发。最后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不得低

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禹州市 2006~2020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运用单一土地利用

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阐述了该区域土地利用现状与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禹州市正处于工

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和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禹州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人口增

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日益明显；农用地不但投入水平低，农业生产条件不发达，更与建设用地矛盾日益

激化，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内部利用结构存在问题，局部地区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

影响着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分析该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发现近年来禹州市大力改善生态进行植树造林，

造成农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为促进禹州市土地的优化利用，本文给出以下应对

措施：1) 落实土地基本国策，积极保护农用耕地；2) 大力发展节地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

3) 顺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4) 建立土地保护规划实施的经济调节机制。希望本文研究能为该区域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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