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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使人口逐步由乡村向城市流动，人类所生存的土地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的人口及土地变迁过程导致的土地污染都是威胁生态安全的最关键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四种发展形态，并重点阐述了不同发展形态下的土地污染水平和污染来源，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识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污染演变规律、建立

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污染研究体系、从污染的机制剖析–效应评估–污染治理方面开展相

应的土地污染治理，是保障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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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caused the population to flow from coun-
tryside to city, and the land where human beings live is also changing. The land pollution caused 
by population and land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 threatening ecological secur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four development 
form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land pollution level and pol-
lution source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for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ntify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land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establishing the research system of land pollu-
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arrying out the corresponding 
land pollution control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effect evalu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to guarantee our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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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

迁移或转变为城镇人口，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城市常住人口

比例)由 1978 年的 17.92%提升到 2021 年的 64.27%。但是，伴随着人口城镇化，对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引起的土地变迁并未得到关注。人口逐步由乡村向城市流动，人类所生存的土地也在发生变化，引起了

土地城镇化如城镇数量的增加、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地域景观的变化和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1]。2010 年

至 2015 年中国建设用地面积共增加 24.6 × 103 km2，而人口城镇化引起的城市建设是耕地面积减少的最

主要原因：从 2010 年至 2015 年耕地面积共减少 4.9 × 103 km2。土地利用类型的大幅度变化也导致了土

地污染现象频发，由于污染的延迟性和隐蔽性，不像大气、水、固废等会及时被感知和防治，很多问题

会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暴露。国外从环境科学的层面，重点研究了城镇化发展导致的水污染、生态破坏、

土地利用退化等问题，但国内并未系统性对城镇化背景下的环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针对土地城

镇化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四种发展形态进行系统梳理，并重点阐述了不同

发展形态下的土地污染水平和污染来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形态 

城镇化的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结合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人口及土

地变迁过程，可以划分出乡村、城乡结合部、城市(老城区)和新型城市(以海绵城市为例)四个发展形态(阶
段)。这种城市核心区(新城区及老城区)、城乡结合带和乡村地区的三元地域结构构成了显著的城市化梯

度。就传统的城镇化发展趋势而言，一般都是以乡村–城乡结合带–城市的过程进行发展，即是由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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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逐步变化为城市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利用类型转变较为固定，即便面对土地污染的问题，也

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国外城镇化的建设大多遵循上述过程，研究表明这种循序渐进的发展状态下土地污

染水平较低并长期处于可控范围内[2]。但是，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这四个发展形态并不一定是

逐一进行发展的，呈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如由乡村或城乡结合带直接转变为新型城市)和停滞性(如在某一

阶段停止发展)。这种跳跃性和停滞性导致了土地变迁的复杂性，复杂的土地利用行为，将会影响土地生

态系统的平衡，带来土地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土地生态问题。其中，不论是逐一发展还是特殊

发展状况，所面临的土地污染都是威胁生态安全的最关键问题。 
土地污染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建设用地的扩张主要以占

用耕地为主，约有 67.5%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侵占，分别有 14.0%和 15.6%的新增建设用地来

自于对林地和草地的侵占。如果这些土地存在污染且未被修复，并在城镇化建设中被用作商业用地、住

房用地、学校，那就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甚至给使用土地的人带来健康损害。由于土地污染来源于环境

中的各个方面，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将会导致土地污染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整

个过程中，土地污染特征也不尽相同。对不同发展形态下土地污染水平和污染来源进行识别，能够为中

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利用变迁提供科学依据。 

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土地污染 

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起点，乡村和城乡结合带是人口城镇化及土地利用类型转变最明显的地域。

乡村地区土地主要以农用地为主，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主要就是将农用地变更为城市土地。调查结果显

示，在中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农村耕地土壤点位，中国耕地约有 333.3 万 hm2 受到

了中度和重度污染。农业农村污染源的排放是农村耕地受到污染的主要途径，农用地污染不仅包括化学

农药、除草剂等有机物类污染、放射性物质、致病微生物污染，同时也包括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数据

表明，农药及化肥的过度使用所造成的土壤(耕地)污染占总体土地污染的 40%~80% [3]。另一方面，在城

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存在污染问题的企业进入了乡镇地区。农村地区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环

境，特别是在人口比较多的地区，会进一步加剧污染。多种来源导致乡村土地污染治理进度缓慢，而快

速的城镇化建设由无法给予足够的整治时间，城市的扩大化及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将收到很大程度

抑制。 
城乡结合带是兼具城市和乡村土地利用性质的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进程中乡村向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城乡结合带作为城市–农村交互作用的界面，该区域逐渐表现出集

工业、农业、交通及生活于一体的复合污染特征，呈现出污染来源的复杂性及高度变异性，为这一特殊

地区的土地保护与利用带来了诸多影响。由于城乡结合带的城市和乡村特征兼具性，城乡结合带土地污

染包括城市污染和农业污染，这也就导致了城乡结合带土地污染有工业“三废”排放、肥料农药施用、

城市生活废弃物及交通工具排放等多个来源[4]。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下，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苏州等大型城市中心区逐渐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向周边郊区转移。另一方面，城乡结合

带在提供多种农产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菜地土壤由于地处城郊结合部。由于这些农田土壤中化肥/有
机肥施用量大，造成了大范围的农药、化肥和抗生素污染。城乡结合带作为链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桥梁，

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过渡点，其土壤环境质量将严重制约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对于乡村和

城乡结合带下的土地污染，若这两发展阶段下土地污染未得到整治，随着之后的城镇化建设及人口密度

的逐步增大，生态安全将被极大程度的威胁。 
相较于乡村和城乡结合带，城市中土地分布面积相对较小(主要体现为公园绿地及道路绿地)，但承载

着净化和美化城市环境、调节区域小气候等生态功能。但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城市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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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却成为了化学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汇，大量污染物在土地中累积并导致城市土地质量的恶化。此外，

污染物质能够长时间滞留在城市土地中并扩散，成为周边土地的二次污染源。对于老城区而言，土地中

含有的污染物主要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5]。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 50 万块工业场地计划用于

城市建设之中，其中，工业废弃地超标点位占 34.9%，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超标点位占 36.3%。另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交通工具向环境中排放的重金属、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污染物逐年增多，导致城

市道路土壤中呈现出显著富集的特征。交通排放占土壤金属污染的 72%~84%，且工业区和商业区土地污

染相对严重。总体而言，老城区中土地污染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人为特点，污染物含量明显高于乡村和城

乡结合带。在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将使土地完全失去或部分失去原来的使用价

值和建设价值。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了建设中国新城新区的指导理念及实践思路。中国特色新城新区是

经由主动规划与投资建设而成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单元，满足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

面的需要。对于这类新城区而言，往往建设有较多的公园绿地及道路绿地，但这些土地往往是由老城区

周边的农用地或工矿用地转变为新城区的城市绿地，土地中存在大量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6]。
在新城区的建设中，为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中国目前以海绵城市的概念建设了一大批试点城市。

但是，目前研究表明，由城市面源污染导致的海绵城市中部分土地也存在一定的污染，污染物主要以重

金属和 PAHs 为主。总体而言，新城区土地所受污染来源与老城区大体相似，主要来源于金属冶炼、燃

煤排放、交通工具排放等。新城区土地污染水平明显低于老城区，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土地污染风险。 

4. 结论 

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土地污染问题，现有研究多针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某一发

展形态下的土地污染及环境生态问题，并未系统性针对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污染研究等方

面开展研究。因此，识别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乡村–城乡结合带–老城区–新城区各个发展形态下的

土地污染来源及演变规律是重中之重。基于此，建立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污染研究体系、

从污染的机制剖析–效应评估–污染治理方面开展相应的土地污染治理，是实现土地的安全开发与利用、

保障人居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途径，是保障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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