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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龙胜县县域行政辖区管辖范围的六镇四乡，通过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体系，运用TOPSIS方法，

对龙胜县土地使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不同功能的协同和权衡进行了测算。通过

系统聚类分析法将分析区域分为3类。结果表明：1) 龙胜地区的土地生产功能与土地生活功能呈明显的

正向相关关系，具有协同作用；土地的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

二者是一种权衡关系，其中生产功能与生产功能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最大；2) 第一类的乡镇是龙胜镇其

土地总体使用功能得分较高；第二类的乡镇有龙脊镇、瓢里镇，土地使用功能总体得分为中度，生态功

能未能完全发挥，与第一类城市相比，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还有提高的余地；剩余的七个乡镇为第三类，

一方面受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乡镇的地位、政府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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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six towns and four township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ngsheng County's county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the land use status of Longsheng County was evaluated by construct-
ing a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evaluation system and applying TOPSIS method, and the synergy 
and trade-offs of different functions were measured by applying relevant analysis methods. The 
analysis area was divided into 3 categories through 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1)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land and the living function of land in Longsheng 
area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l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living function, 
and the two are a kind of trade-off relationship, among which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s the largest; 2) the township in the first 
category is Longsheng town whose overall land use function score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own-
ships are Longji Township and Liao Li Township, whose overall land use function score is mod-
erate, an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cannot be fully played, and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category of cities; the remaining 
seven townships are the third category,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geo-
graphical condi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tus of townships and gov-
ernment policies on the ot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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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力量薄弱，覆盖范围太窄，这就加强了农户对土地

的依赖，增加了土地流转的矛盾，增加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阻力。近几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

入，我国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越来越突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争夺与冲突

日趋激烈[1]。不合理的用地结构导致资源环境冲突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2]。与此同时，对土地使用的

研究也由原来的土地使用模式转向了对功能变化的研究，而对土地使用的多功能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3]。
土地利用功能的多功能评估，可以为统筹多功能利用、合理开发利用、提高利用效率、推动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4]。 
权衡和协同理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5]。协同作用是指两种或更多的生态系统服

务同时得到改善；权衡作用是指由于增加使用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减少某些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

的供应[6]。在多种用途的土地使用研究中，运用协同和权衡的思维，来体现“三生”功能互补或此消彼

长的协调和平衡[5]，有利于为区域合理安排土地利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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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十九大以来，国家从“五位一体”总体战略的高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国土空间规划，全面挖掘乡村的不同功能，实现不同功能的稀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7]。土地利用多

功能评价能够为土地利用提供科学、合理利用、统筹规划、保障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缓解人地矛盾，

为评估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利用政策和准则提供参考依据，以实现土地的多功能和可持续利用[8]。 
不同类型的土地功能类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人为的选择性利用，使得这些土地功能的作用表现

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协调关系。在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市化的大环境下，如何正确

认识土地多功能之间的权衡和协同作用，并探讨权衡关系形成机制，既能避免负面影响，又能促进各功

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深化国土资源的保护、可持续使用和管理，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综合以上，站在完善乡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视角，对龙胜县进行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探究土地多

功能利用权衡协调关系，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打造整体协调、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空间结

构，以期为优化龙胜县土地多功能利用、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和实践借鉴。 

1.2. 研究综述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19 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三生”空

间的总体要求，以“三生”为基础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多功能演化，将土地利用变化纳入区域转型发展，

从新的角度看待土地利用变化[9]。当前，我国土地使用的研究重心由土地使用模式转移向土地使用功能

的研究[10] [11]，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农业的角

度向生态景观的拓展，从定性的角度到定量的研究。中国学者对土地多功能的认识也比较深入，从功能

类型划分上，早期学者将其划分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 3 种[12]，随着对土地使用功能的研究，

人们逐步将土地使用功能与国土空间的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并将其划分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

能三个方面[13]；在多功能评估方面，研究者根据土地的相关性建立了指标系统，利用灰色关联投影法、

改进的突变水平法、TOPSIS 模型等。[14] [15] [16] [17]，从多尺度空间角度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演化的规

律和特点进行了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是主要的数据来源[18] [19]。 
中国学者多以省、市为研究单位，对多功能用地的平衡–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为进一步开展土地

多功能评估工作提供参考[20]。我国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衡量和协调尺度和协调的基础上，选择一个作为

研究类型。也有一些文献提出了比较单一的研究方法，即主体之间的平衡和协同，以及尺度的平衡和协

同，从而得出的结论比单一的研究更加复杂和多样。而国外的研究大多是选择一个规模或一个主题，而

更多的是把生态系统与管理和规划政策联系在一起。 

1.2.2. 研究评述 
总的来说，我国的土地利用多功能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但是研究规模

相对比较宽泛[10]，大部分的研究以国家、省、市为主要指标，而以乡镇为评价单位的研究很少[21]。同

时，中国乡镇地区是乡村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单位，对乡村规模的多功能进行探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土地管理方法。因此，以乡镇尺度对龙胜县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进行评价，进而进行权衡协调研究分析，

在一定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也是实施土地减贫的一种有益探索。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多功能类型划分 

土地利用多功能是指在不同类型的土地在不同的使用方法下，可以产生差别化的产品和提供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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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土地利用的多功能评估是指土地利用的可持续使用，它能够反映出人们在多个层面上的需要，如

生产物品的供给、生活服务的提供和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目前尚未对土地的各种使用功能进行

明确规定[17]。有学者将土地利用功能分为生产、生态、生活或社会、经济、环境三大功能[22]，也有学

者认为文化功能[23]是土地利用的重要功能之一，土地利用功能分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功能[16]。 

2.2.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鉴“三生”功能概念以龙胜县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立足点并以

实际情况为基础，将土地利用功能区分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 3 类，并基于以上 3 个维度，

选择相关指标，建立龙胜县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1) 
 

Table 1. Multi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system of land use 
表 1. 土地利用多功能分类及指标体系 

功能 指标 代号 指标解释 性质 

生产功能 

人均农林用地 A1 农林用地面积/区域总人口 + 

土地垦殖率 A2 耕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工业用地比例 A3 工业用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A4 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土地总面积 + 

交通用地密度 A5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区域土地面积 + 

生活功能 

人均居住面积 A6 居住用地面积/区域总人口 + 

建设用地比例 A7 建设用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人口密度 A8 区域总人口/区域总人口 + 

养老保险参保率 A9 来自统计年鉴 + 

人均耕地面积 A10 耕地面积/区域总人口 + 

生态功能 
林地覆盖率 A11 林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自然保护和保留用地比例 A12 自然保护和保留用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土地利用生产功能是指土地多样化用过程中保持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的功能。本文选取人均农林用

地(A1)、土地垦殖率(A2)体现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选取工业用地比例(A3)、地均固定资产投资(A4)体现

土地经济活动产出的功能。 
土地利用生活功能是指土地利用系统提供居民居住场所、工作机会、空间负载、社会保障等关系人

类福祉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本文选取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A5)体现土地为人类提供栖息居住的功

能，选取建设用地比例(A6)体现土地的就业支持功能，选取人口密度(A8)体现土地空间承载功能，选取

养老保险参保率(A9)体现土地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使用生态功能是指在土地使用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转移和转换，为人类的生存、生产、可持

续发展提供的一系列资源供给、环境净化等功能。本文选取人均耕地面积(A10)体现土地资源供给功能，

选取林地覆盖率(A11)体现土地净化环境功能，选取自然保护和保留用地比例(A12)体现土地维持生态系

统平衡功能。土地利用系统之所以呈现出多功能性，这是由于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

相互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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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方法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利用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1) 对于正向指标的无量纲处理： 

( ) )(min max min
ij ij j j jX X X X X′ = − −                           (1) 

2) 对于逆向指标的无量纲处理： 

( ) )(max max minij j ij j jX X X X X′ = − −                           (2) 

式中： ijX 代表第 i 地区的第 j 指标值；max jX 和 min jX 代表地区第 j 个指数中，所评价样本的标准差和

最小值； ijX ′代表第 i 地区第 j 指数的标准化值； 
3) 特征比重。求第 j 个指标中所有指数所占的比例 Pij，方法如下： 

1

m

ij ij ij
i

P x x
=

′ ′= ∑                                     (3) 

2.3.2.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计算。熵的评价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它可以通过指数变化的大

小来决定指数的权重。该方法能够很好地反映所指指标的内部信息，能较为完整地表达出各种信息要素。

具体的计算步骤为： 
1)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值： 

( )
1

ln  0 , ln 0
m

j ij ij ij ij ij
i

e k P P P P P
=

= − = = =∑ 当 时                          (4) 

2) 利用信息熵计算熵权： 

( ) ( ) [ ]( )
1 1

1 1 ,  0,1 , 1
n n

j j j j j
i i

W e e W W
= =

= − − ∈ =∑ ∑                         (5) 

2.3.3. 构建评价模型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 Solution)模型，该方法是一种用于工程项

目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具有较好的优劣性。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利用原始数据，测算时数据的

损耗小，不受参考序列选择的干扰，几何意义的直观。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 基于熵值法得到的熵权，构建加权的决策矩阵： 

ij j ij m n
V Y W W

×
 = =                                      (6) 

2) 正、负理想解的确定。假设 V+是一个正的理想解，而 V−是一个负的理想解。 

{ } { }1 2 3max 1,2,3, , , , , ,i ij mV V i m V V V V+ + + + += = = ⋅⋅⋅�                        (7) 

{ } { }1 2 3min  1,2,3, , , , , ,i ij mV V i m V V V V+ − − − −= = ⋅⋅⋅ = �                        (8) 

3) 确定各年份评价指标到正理想解(T+)、负理想解(T−)的距离。令 D 为评价指标到正理想解的距离，

D 为评价指标到负理想解的距离： 

( ) ( )2 2-

1 1

m m

i ij i i ij i
i i

T v v T v v+ + −

= =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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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综合得分 iQ ： 

i i i iQ T T T− − += +                                      (10) 

2.4. 土地利用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分析方法 

2.4.1. 相关系数方法 
本文参照有关的研究思想，运用相关系数法对各个职能进行权衡和协同的相关分析，使其具有较强

的直观性和可视化性，已经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和协调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4]。 

2.4.2. 系统聚类分析法 
系统聚类分析法，采用全球知名的分析软件 SPSS，采用组间联结法(Between-groups Linkage)对两个

试样的间距进行分析，同时采用二值欧氏距离平方(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来计算两个试样之间的关

系。在生态安全评估指标选择、权重计算、指标临界点的选取等方面，聚类分析是可行的。尤其是在指

标数量较多、指标值变化频繁的情况下，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来确定指标的基本类型及规律，并据此选择

指标，能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取得较好的效果[25]。 

3.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概况 

3.1.1. 龙胜县区域概况 
龙胜自治县地处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广西第一高峰猫儿山的西边，

位于越城岭山脉的西南方，北纬 25˚29'21''~26˚12'10''，东经 109˚43'28''~110˚21'14''。(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Longsheng county 
图 1. 龙胜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3.1.2. 龙胜镇、龙脊镇等乡镇区域概况 
龙脊镇，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下辖镇，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东南部，东北与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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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接壤，西邻龙胜镇，东南与灵川县青狮潭镇为邻，南连临桂宛田瑶族乡，北接泗水乡，行政区域面。

积 237.34 平方千米(见表 2)。 
 
Table 2. General situation of each township in Longsheng County 
表 2. 龙胜县各乡镇区域概况 

 龙胜镇 瓢里镇 三门镇 平等镇 龙脊镇 泗水乡 江底乡 马堤乡 伟江乡 乐江镇 

人口/ 
人 

37,024 14,944 14,533 28,280 15,990 13,377 8878 11,525 9936 19,039 

行政村/ 
个 

14 10 13 21 15 9 8 8 12 13 

土地总面积/ 
公顷 

26745.04 20951.5 37276.4 36820.49 23283.88 19032.04 24682.4 15319.9 16560.3 24379.02 

耕地面积/ 
公顷 

1803.57 1109.68 1381.43 3125.57 1380.43 1402.87 741.19 1162.29 1029.44 2054.33 

农林 
用地面积/ 

公顷 
24828.36 19877.8 35371.33 34858.05 21720.03 17799.31 24127.3 14415.24 14431.15 23235.57 

林地面积/ 
公顷 

21006.26 15859.8 32673.36 27917.32 18745.89 15370.62 22951.53 12618.64 13015.37 18126.43 

居住面积/ 
公顷 

307.32 137.52 141.08 198.18 182.47 130.33 112.32 90.3 86.07 141.44 

建设用地/ 
公顷 

629.64 382.82 499.3 306.35 354.05 235.16 174.83 131.67 159.22 215.45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面积/ 

公顷 
55.32 3.89 4.8 1.68 9.96 2.04 2.23 1.94 1.77 1.74 

自然保护与 
保留用地工业/ 

公顷 
1224.04 690.8 1405.78 1656.1 1209.8 997.57 380.26 772.99 869.95 928 

工业总产值/ 
万元 

- 38,145 31,390 35,000 21,520 30,107 - 1048 2120 23,000 

固定 
资产投资/ 

万元 
31,600 8827 3830 37,400 44,527 8165 222,345 8325 9252 5608 

3.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龙胜县政府工作报告、龙胜县统计年鉴。GlobeLand30 采用 WGS-84
坐标系，是中国研制的 30 米空间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数据。 

4. 结果与分析 

4.1. 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结果 

该文主要以龙胜县及其所辖的六镇四乡区域范围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

功能等方面，构建了土地功能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还对其土地利用多功能也分别进行了综合

评估，分析研究了龙胜县的土地利用主要功能以及各部分功能之间的相互权衡关系和相互协调的关系，

得出如下了的主要评价计算结果。(见表 3 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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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eight of land function index 
表 3. 土地功能指标的权重 

目标层 子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综合权重 

总功能 

生产功能 0.5766 

农业生产 
人均农林用地 0.1093 0.0630 

土地垦殖率 0.0961 0.0554 

经济发展 
工业用地比例 0.2494 0.1438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1440 0.0831 

交通设施 交通用地密度 0.4012 0.2313 

生活功能 0.2670 

居住功能 人均居住面积 0.2820 0.0753 

就业支持 建设用地比例 0.2689 0.0718 

空间承载 人口密度 0.2740 0.0732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参保率 0.1751 0.0468 

生态功能 0.1563 

资源供给 人均耕地面积 0.2155 0.0337 

环境净化 林地覆盖率 0.5764 0.0901 

生态维持 自然保护和保留用地比例 0.2082 0.0325 

 
Table 4. Multifunctional scores of land in each township 
表 4. 各乡镇土地多功能综合得分 

 土地利用总功能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龙胜镇 0.6803 0.7688 0.5824 0.3010 

瓢里镇 0.3996 0.3991 0.5070 0.1992 

三门镇 0.2602 0.163 0.3224 0.7046 

平等镇 0.2418 0.2181 0.2853 0.3412 

龙脊镇 0.3622 0.3165 0.5322 0.4391 

泗水乡 0.2687 0.1938 0.4306 0.4785 

江底乡 0.3110 0.1294 0.4637 0.7205 

马堤乡 0.2357 0.1738 0.2891 0.5250 

伟江乡 0.2170 0.1667 0.2637 0.4165 

乐江镇 0.2158 0.1858 0.2876 0.2941 

4.2. 龙胜县土地利用多功能权衡协同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 2018 年龙胜县 10 个乡镇的土地利用多功能得分值，结果如表 3 所示。以 10 个乡镇的

土地利用总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得分值为样本，利用 SPSS 软件计算出龙胜县所辖六

镇四乡土地各功能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5)，分析各功能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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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表 5. 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间的相关系数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生产功能 1 0.711* −0.535 

生产功能  1 −0.168 

生产功能   1 

 
由表5统计检验结果可知，龙胜县土地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11，

说明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之间是协同关系，相互促进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所需的农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

有直接的联系，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使耕地的生产能力得到不断的优化和提高，从而提高了土地的

产量，进而推动了土地的经济发展。所以，生产和生活功能的作用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龙胜县土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5，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为权衡关系。这是

由于大量的化肥、农药、塑料膜的大量使用，使得土地的产量增加，但同时也会对耕地的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的损害，化肥的大量施用，容易造成“白色污染”。同时过分追求土地的生产效能可能会导致过度

开采林地，进而造成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 
龙胜县土地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68，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为权衡关系。尽管

施用化肥、杀虫剂、塑料薄膜等可以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会给土壤生态环境带来一定

的破坏与污染负担，化肥的施用不仅会对农田产生污染，而且还会引起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对人体

健康产生危害。 
为此，龙胜县要加大对龙胜县土地的保护力度，对被污染的土地进行治理，对被污染的土地实施生

态渠道综合整治，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增加耕地的生产能力；要充分发挥龙胜县的优势和特点，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发展状况，使土地生态功能与其它功能相互协调，优化国

土空间规划，使土地利用经济效用达到最大。 

4.3. 龙胜县土地利用多功能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上述公式，对龙胜县 10 个乡镇 2018 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标进行了测算，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龙胜县 10 个乡镇的土地利用功能多功能指标进行了系统的聚类分析，并采用 Ward 连

接的树形图将 10 个乡镇划分为 3 个等级。(见图 2) 
从表 5 和图 2 所提供的信息看出，龙胜县土地利用多功能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1) 第一类的乡镇是土地利用总功能得分值最高的龙胜镇。首先，其地理位置与政策优势十分显著；

其次，龙胜镇是龙胜县第二、三产业聚集的区域，其各方面综合实力位居全县第一。因此，就业保障、

住房保障、产业发展等子功能在土地使用中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保障和经济功能水平也比较高。与之相

比，生态保护的作用仍有提高的空间，应当以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引导和促进发展； 
2) 第二类的乡镇有瓢里镇、龙脊镇。这两个乡镇土地利用功能的多样性总得分比较接近，总体用地

功能指数在 10 个乡镇中属于中等偏上。与一类乡镇相比，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仍有提高，生态功能未能

充分发挥。要突出创新科学技术带来的福祉，整合产业发展结构，提高医院治疗、教育、文化水平，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特别是在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支出中所占

比重偏低，需要提高环保意识。总体来说，这 3 项功能在开发过程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瓢里镇生

态功能指数偏低，森林覆盖率低，土壤侵蚀程度高，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各乡镇土地

使用功能的协调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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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ee diagram obtained by cluster analysis 
图 2. 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的树状图 

 
3) 第三类的乡镇有平等镇、伟江乡、乐江镇、泗水乡、马堤乡、三门镇、江底乡。结果表明，该类

乡镇的土地使用功能总体上类似，总体使用功能指数偏低。这是由于喀斯特地区的由于地理位置较集中，

耕地面积较少，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此难以进行开发，同时，自然农业生产状况也十分恶劣，开垦率

很低。虽然已努力发展，但由于其区位、周边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其发展程度较低，工业发展基础

较差，产业结构也较为不合理。3 大土地主要使用功能都受到了制约，所以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

此同时，生态环境受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协调各土地不同功能的权衡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国家的宏观发展目标，从多功能利用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多功能土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所辖四镇六乡为研究对象，采用TOPSIS模型评价龙胜县所辖乡镇土地多功能，

并借助 SPSS 软件利用系统相关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分析龙胜县所辖乡镇土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以及

空间特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 龙胜地区的土地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协同作用，二者之间具有

一定的因果联系，土地生产力的提升将会促进土地的经济收益，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土地功能互动的

外部体现；土地的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二者都是一种权衡关

系，而生产功能与生产功能之间的负相关关联性最大，这表明，随着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其对其环境的

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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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空间上的差异分布，对龙胜县 10 个乡镇的土地使用功能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并且以此为基

础将 10 个乡镇划分成 3 大类。其中第一类的乡镇是龙胜镇其土地使用功能的多样性程度比较接近，总体

使用功能得分也比较高；第二类的乡镇有龙脊镇、瓢里镇，土地使用功能总体得分为中度，生态功能未

能完全发挥，与第一类城市相比，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还有提高的余地，但生态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第三类的乡镇有平等镇、伟江乡、乐江镇、泗水乡、马堤乡、三门镇、江底乡，土地使用功能总体

得分偏低，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比如地形地貌和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与乡镇的地位、政府政

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5.2. 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土地使用的多功能效能和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使其今后的用地功能更加协调稳定发

展，在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龙胜县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 
1) 加强对土地使用的保护和保护作用。在保障人民水资源、耕地等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强化乡镇绿

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等生态绿色化的建设，提高农村生态资源的供给与维系功能。降低化肥用量，提

高污水处理量、节约能源、环保投入、严格控制排放、提高污染控制能力和提高国土资源的生态保护； 
2) 维持土地使用功能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今后，为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社会保障功能，改善公共服

务、工作、住房、娱乐休闲等功能，将成为土地使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的经济、社会保障职能还有

待进一步扩展，龙胜县要走一条适宜发展的发展道路，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降低环境负荷，不断提高土

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功能； 
3) 发挥整体优势，强化土地利用总功能。目前，我国的生态系统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因此，今后的

土地可持续利用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土地利用功能是系统的、整体的，在提高某些功能的基础上，

必须强化土地利用的结构与布局，协调各职能的作用，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尽量减少互相制约的作用，

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 
4) 根据实际情况，改善多功能用地的使用。龙胜县 10 个乡镇的土地利用多功能分区存在着显著的

差别，其中一级乡镇是土地综合功能得分最高的地区，在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

发展绿色工业、特色旅游为重点。二类乡镇土地综合功能指数为中等，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加速整体发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高林地覆盖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实现生态功能。

在土地使用总功能得分最低的 3 个乡镇中，由于地势、地势、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调整农

业发展方式，走现代化的路子，在充分利用国家和政府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市的生态功能，

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使城市的多功能化程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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