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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展过程分析
———以北京为例

朴Y 妍，马克明!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Y <$$$=#）

摘要：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利用 *4IJH4D 系列遥感图像的解译成果，分析了北京地区 <;=7 > !$$! 年不同规模城镇的

扩展过程。研究表明，（<）北京近 <=4 来，各区县城镇规模对其扩展度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其影响程度日

益增长。（!）北京近 <=4 来，各区县的城镇用地的扩展强度是以城区为中心，四周辐射逐渐变慢，且对扩展度起到重要作用的是

空间位置和地形条件，也就是说地形条件越趋向于平原，空间位置越接近于市中心，城镇用地扩展机会将越大。（8）北京近 <=4

来，大部分区（县）城镇用地不断向外扩张，迅速侵占、同化周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草地、其他用地为主），原有城

镇扩展迅速，城镇分布局部集中，范围也不断扩大。

关键词：城镇用地；扩展度；贡献率；年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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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是 67 世纪世界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了 87 倍，且城

市人口比例也从 89: 上升到 ;7: 以上［8］。预计到 67<7 年，世界上将有超过 =7: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6］。

国内外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探讨［9 > 87］，?- 等人基于北京市 8@A9 年到 6776 年的遥感数据，阐明了北京 8A- 来城

镇用地的扩展模式，研究表明城市用地扩展近似于螺旋状，先是在西北1东南方向扩展，而后在东西方向发展，

再后是在东北1西南方向扩张；刘曙华和沈玉芳曾把上海作为具体案例，对城市扩展的模式、动力机制和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在郊区化与城镇用地扩展的研究方面［88 > 8;］，B),/* 和 C)’"D’5 以维也纳为例建立郊区化

增长模型，针对郊区人口迁移、郊区同城市中心的交通情况、郊区土地价格、景观吸引力、社会保障及商业推动

因素、区域内交通等方面对郊区化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马清裕和张文尝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

设等情况，选择 9 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展开问卷调查，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

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在城镇用地扩展机制或驱动力分析上［8= > 6<］，C,-. 等人利用遥感图像以及有

关信息研究了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用地的变化强烈的受制于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政

策；梁进社和楚波利用劳瑞模型分析出北京其首都功能的中心市区性和近郊性，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是北京

“摊大饼”式扩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针对城镇用地扩展的政策研究［89，69 > 6E］，B,#"). 在城镇偏向性政策的研究

中，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城市偏向政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政策对于城镇扩

展的导向作用；余文源等人在北京新城土地利用政策研究中，指出对新城土地利用政策制定新框架的必要性

及其意义。

然而，目前有关城镇用地扩展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城镇，停留在整体景观水平，缺乏对不同规模城镇扩展

过程进行分析。实际上，城镇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规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镇扩展的速

度和模式［6A］。同时，如果把一个区域的城市用地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规模城镇组分的

扩展差异必定带来其整体分布格局的变化，两者共同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的城市化进程。而目前城市

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多考虑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和社会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缺乏对一个区域上城镇分布空间

格局与扩展过程的关系研究。实际上，如果存在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那么周边城镇的扩展会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中心城市的空间辐射作用［6@，<7］。可见，城镇的规模与空间布局显著影响区域城市化进程，此方面研究

对于认识和预测区域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作用，属于当前城市化研究的薄弱环节，亟待探索研究。

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例针对以上问题开展了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整个过程表现为

由自由扩张型向政策引导型转变，首都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十分典型。在此背景下，研究其 8A- 间（8@A9
> 6776 年）不同规模城镇的城市化过程，可为北京地区制订城市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区概况

)& )* 自然地理概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地理坐标为东经 88;F6;G > 88EF<7G，北纬 <@F<AG > 97F;8G，西部和北部主要为山

区，分属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东南主要为平原区，部属华北平原，山区面积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6 $ <，平原区

面积约占 8 $ <。行政管辖 8A 个区县，即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

通州、顺义、昌平、平谷、怀柔 8= 个区以及延庆、密云 6 个县（图 8）。

)& +* 社会经济概况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教育、科学文化中心，并且还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现代

化建设全面开展，社会事业广泛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 6776 年全市总人口达到 88<=& < 万人，人口

密度为 =E; 人 $ HI6，国内生产总值为 <686E877 万元。

+*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首先采用 8@A9、8@@8、8@@E、6776 年 9 个时段的美国陆地卫星 B-.24-" 系列遥感图像作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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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北京各区县分布示意图

1,+& /0 2!’ 3)4.5-67 )8 9’,:,.+ ()4.",’;

0 延庆 <-.=,.+；怀 柔 >4-,6)4；密 云 ?,74.；昌 平 @!-.+#,.+；顺 义

A!4.7,；平 谷 B,.++4；门 头 沟 ?’.")4+)4；城 区 @,"7 C).’；通 州

2).+C!)4；房山 1-.+;!-.；大兴 D-E,.+

源，在 F65-; GH-+,.’ IJ K 和 L6(M,; N& O 等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的支持下，以 /NIP 年 / Q/O 万的北京地形图为基

准，经过波段选择、几何镶嵌与纠正、假彩色合成与增强

处理等一系列遥感信息处理方法后，在 F65-; GH-+,.’
IJ K 下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从而得到土地利用分

类初步结果，随后根据实地调查和有关资料对判读错误

地区进行修正，并进行重编码等分类后处理，最终获得

了 P 个时期的北京各区县土地利用类型图（图 R）；其后

再对每一时段土地利用类型图随机选取 SOO 个检验点，

根据实地考察进行精度检验。对于野外调查资料中无

法反映的检验点，通过参考合成影像图、地形图等资料

利用 F65-; GH-+,.’ I& K 下 L((46-(7 L;;’;;H’." 模块进

行精度评价，总体分类精度达 TU& KV；根据所获得的 P
个时期的北京各区县土地利用类型图在 L6(W,’% S& R
的 B-"(! L.-*7;" R& O（M6,5）模块下进行两两空间叠加运

算，最后获得了 S 个时段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动态扩展

图（图 S）。

为了降低复杂性，本研究将地形条件、地理位置相

近且占地面积较小的 I 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合并成为

一个大区统称为城区。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北京各区县为城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

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延庆县、密云县等 // 个区域（图 /）。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主要根据影像光谱特征、地物分布特点与地面调查情况分为农业用地、林业用地、草

地、水体、城镇用地、其他用地等 U 种土地利用类型（表 /）。

表 !" #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组成

$%&’( !" )*+,*-(-./ *0 /12 ’%-345/( .6,(/
土地利用类型

X-.5Y4;’ "7#’
主要组成

@)H#).’.";

农业用地 1-6H*-.5 主要包括耕地、果粮间作地 @6)#*-.5，,."’6(6)# *-.5

林业用地 1)6’;"67 主要包括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灌丛 @).,8’6 8)6’;"，36)-5*’-8 8)6’;"，H,E’5 8)6’;"，;!643

草地 M6-;;#*)" 主要包括灌草丛、亚高山草甸 M6-;;*-.5，;43-*#,.’ H’-5)%

水体 Z-"’6 3)57 主要包括水库、河流、湖泊 @’;’6[),6;，6,[’6;，*-\’;

城镇用地

94,*"Y4# *-.5
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点、农村居民点、机场、其他大型建筑用地

]63-. 6’;,5’.",-* -6’-，646-* 6’;,5’.",-* -6’-，-,6#)6";，)"!’6 *-6+’ 34,*5,.+;

其他用地 ^"!’6 *-.5 主要包括裸地、其他未利用地 9-6’ *-.5，)"!’6 4.4;’5 *-.5;

7"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 S 个时段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动态扩展图所获得的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信息，计算

S 个时间段各区县 U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为城镇用地的贡献率、年贡献率以及城镇用地扩展度，分析对比不同

规模城镇的扩展过程。

7& !" 计算公式及有关意义

贡献率

本文所采用的贡献率可反映一个时段里各区县 U 种土地利用类型各自转为城镇用地的大小：

!"# $ "
U

# $ /
%"# "

//

" $ /
"

U

# $ /
%"#

IS/R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RT 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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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接彩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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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表示在某一时间段内 " 区（县）的 #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为城镇用地的贡献率。$"#表示在 % 时期的 " 区

（县）的 #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 % / %! 时期的城镇用地的像素个数。

年贡献率

本文所采用的年贡献率可反映一个时段里各区县 0 种土地利用类型各自转为城镇用地的速率：

!&"# ’ "
0

# ’ 1
$"# %! ("

11

" ’ 1
"

0

# ’ 1
$"#

式中，!&"#表示在某一时间段内 " 区（县）的 #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为城镇用地的年贡献率。

扩展度

本文所采用的扩展度可反映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动态扩展的剧烈程度：

)" ’ （"
0

# ’ 1
$"# "

11

" ’ 1
"

0

# ’ 1
$"# * $"2 "

11

" ’ 1
"

0

# ’ 1
$"# + %!

式中，)" 表示在某一时间段 " 区（县）的城镇用地扩展度。

表 !" 近 #$% 来北京各区县 &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为城镇用地的贡献率

’%()* !" ’+* ,-./01(2/1.3 0%/1- -4 & )%.5627* /89*7 /0%.74-0:1.3 1./- (21)/629 )%.5 1. ;*1<1.3 ,-2./1*7 5201.3 0*,*./ #$ 8*%07

年份

3’-4
土地利用类型

5-.6789’ ":#’

近 1;- 来北京各区县 0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为城镇用地的贡献率

<!’ ()."4,=8",.+ 4-",) )> 0 *-.6789’ ":#’9 "4-.9>)4?,.+ ,.") =8,*"78# *-.6 ,. @’,A,.+
()8.",’9 684,.+ 4’(’." 1; :’-49（B ）

延庆 怀柔 密云 昌平 顺义 平谷 门头沟 城区 通州 房山 大兴 总 CD’4-**

1E;1 F 1EE1 农业用地! G& 1G 1& 11 1& 2H I& ;J H& 0J 1& 20 K& KJ ;& KE H& KG H& 0I 0& I0 I;& K1

林业用地" K& K1 K& 1; K& G2 K& K2 K& KG K& 1K K& KG K& 2J K& KK K& KI K& KK 1& GI

草地# K& HH K& J1 1& ;I K& GK K& G1 K& JH K& G0 K& IE K& 1I K& J1 K& GG 2& ;0

水体$ K& KI K& KI K& KJ K& K2 K& KG K& KG K& KK K& 1J K& KE K& KK K& KG K& 2K

城镇用地% 1& 11 1& 2K 1& 0K I& ;J H& GH 1& HJ K& JH G2& 10 2& K; I& I2 H& GG 2G& IG

其他用地& K& KK K& KK K& KK K& KK K& KK K& KK K& KK G& KK K& KK K& K2 K& KG G& K;

1EE1 F 1EEJ 农业用地 1& 02 1& K2 1& GJ H& KE 2& HK 1& 0H K& 1E J& EK G& 0H G& E2 H& JI II& HJ

林业用地 K& KK K& KI K& KG K& K1 K& KK K& K1 K& K0 1& 1E K& K1 K& KK K& KK 1& IH

草地 K& KE K& HE K& H; 1& H; K& EE K& H0 K& J2 G& 0E K& JE K& ;E 1& GK 1K& G;

水体 K& KG K& KI K& K1 K& K; K& K2 K& KK K& KG K& G2 K& K2 K& K1 K& KH K& 22

城镇用地 1& IJ 1& 0E 1& ;J I& EG H& J1 1& 0G K& 0; GI& 2K H& G1 H& IG H& GJ 2G& 1H

其他用地 K& KK K& KK K& KK K& KG K& KK K& KK K& K0 1& ;K K& GI K& KJ K& KH G& GG

1EEJ F GKKG 农业用地 K& H0 K& 2E K& JJ G& 2K G& JH 1& KE K& GK 0& J; I& HK H& 12 2& EJ G;& 01

林业用地 K& KK K& KG K& GH K& KK K& KK K& KK K& KH K& GI K& KK K& K1 K& KK K& 2H

草地 K& 1G K& 11 K& G0 K& G1 K& KH K& K1 K& K2 K& JJ K& K2 G& H; K& 12 H& G2

水体 K& KK K& K2 K& KH K& 10 K& G0 K& 1H K& K1 K& IK K& 1H K& K0 K& KG 1& 1J

城镇用地 1& IH G& KH 1& EE 2& JI 0& HG G& G1 K& ;I GJ& H; H& I2 2& 1J 2& GI 0G& JI

其他用地 K& KK K& KK K& KK K& KK K& KK K& KK K& GJ G& I; K& KK K& K1 K& KI G& JK

L L 延庆 3-.M,.+；怀柔 N8-,4)8；密云 O,:8.；昌平 P!-.+#,.+；顺义 Q!8.:,；平谷 R,.++8；门头沟 O’.")8+)8；城区 P,": S).’；通州 <).+S!)8；房山

T-.+9!-.；大兴 U-V,.+；总 CD’4-**；! T-4?*-.6；" T)4’9"4:；# W4-99#*)"；$X-"’4 =)6:；%@8,*"78# *-.6；& C"!’4 *-.6

=" 结果分析

=& #" 城镇规模对其扩展度的影响

首先，对各区县城镇大小与其相对应扩展度进行相关分析，得出 1E;H 年各区县城镇大小与 1E;H 年到

1EE1 年城镇用地扩展度的相关系数为 K& EKI，1EE1 年各区县城镇大小与 1EE1 年到 1EEJ 年城镇用地扩展度的

相关系数为 K& E20，1EEJ 年各区县城镇大小与 1EEJ 年到 GKKG 年城镇用地扩展度的相关系数为 K& ;J1，结果发

KH1G L 生L 态L 学L 报L L L GJ 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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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个阶段城镇大小与其扩展度的相关系数全都接近于 0& 1，且均在 0& 02 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城镇规

模对其扩展度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城镇用地所占面积越大，扩展机会也将越大。

表 !" 近 #$% 来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展度

&%’() !" &*) ’+,(-.+/ (%012’)3/%02,40 1)56))2 47 8),9,05 :4+0-,)2 1+6,05 6):)0- #$;)%62

年份

3’-4

近 25- 来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展度

6!’ 78,*"98# *-.:;< ’=#-.;,). :’+4’’; )> ?’,@,.+ ()8.",’; :84,.+ 4’(’." 25A’-4;（B ）

延庆 怀柔 密云 昌平 顺义 平谷 门头沟 城区 通州 房山 大兴 总 CD’4-**

215E F 2112 0& /G 0& H1 0& I/ 0& J0 0& G0 0& /E 0& 0J 2& J0 0& J0 0& GG 0& 1E J& 1I

2112 F 211G 0& / 0& HG 0& /0 0& 1I 2& 0G 0& /I 0& 25 H& /0 0& JH 0& JI 2& 00 5& 0I

211G F H00H 0& 2H 0& 2J 0& HJ 0& I5 0& J0 0& HE 0& 2H H& 20 0& GH 2& /E 2& HE G& E5

K K 其次，经过对此两项数据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各区县城镇大小与其相对应扩展度有着明显的幂率

关系（! L 0& 02），公式可表达为：

" M # N $%

式中，" 为城镇用地扩展度；$ 为城镇大小；#，% 为常数项。

从图 E 中可看出 215E 年到 2112 年期间指数 % 为 0O G/EJ，2112 年到 211G 年期间上升为 0& 52IE，211G 年

到 H00H 年期间又增长至 2& 01E2。这可以反映城镇规模对其扩展度不仅有较大的正面影响，而且其影响力还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大。

<& =" 不同规模城镇的空间分布、地形条件对其扩展度的影响。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在 215E 年到 2112 年城镇用地扩展度最快的为城区，依次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

通州区、昌平区、密云县、延庆县、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2112 到 211G 年城镇用地扩展度最快的仍为城

区，其次是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房山区、通州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怀柔区、门头沟区，211G 到 H00H
年，城区的扩展度还是处于第 2 位，其次是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密云县、平谷区、怀柔区、

延庆县、门头沟区。

可以看出，在 / 个时间段里城区的城镇用地扩展度一直保持着首位，随后保持前 I 位的有大兴区、房山

区、顺义区、通州区、昌平区。结合图 H 不难发现在空间位置上，这 I 个区是紧紧包围着城区，其余 I 个区（县）

除门头沟外均相对远离城区，这表明北京近 25- 的城镇用地扩展度是以城区为中心，四周辐射逐渐变慢的，也

就是说，区县空间位置越接近于区域市中心，城镇用地扩展机会将越大。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门头沟区虽然紧

挨着城区，但因其区内大部分地段位于山区，严重受地形条件的制约，所以其城镇用地扩展度一直处于最

低位。

从表 / 中又可以发现，北京近 25- 来城镇用地扩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112 年到 211G 年是近

25- 来北京城镇用地扩展度最高的时段。同样 22 个区县也可分为 / 种趋势：下降型、先上升后下降型、上升

型；下降型包括延庆县、怀柔区、密云县，先上升后下降型包括昌平区、顺义区、平谷区、门头沟区、城区，上升型

包括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

从图 H 中可知：（2）下降型区（县）主要分布在北京北部，其大部分地段位于山区，难以扩展城镇用地，并

且它们离城区较远，所以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流较为不便；虽然其中个别区县如延庆拥有大面积的平原，但

因其被山区半包围且与平原区隔山相望，很难与其他区（县）进行交流，所以城镇也很难加快兴旺速度，导致

城镇用地扩展度也逐渐下降。（H）先上升后下降型分布在北京的中部，大部分地段位于平原区且离城区较

近，为城镇用地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及同市中心便利的交流环境，自 215E 年到 211G 年此类区县的

城镇用地扩展度一直持续上升，特别是 2112 年到 211G 年它们的扩展度达到了最高点，与前一时段相比有大

幅度的增高趋势（除平谷区外），但正由于 2112 年到 211G 年先上升后下降型的区（县）发展过于迅猛，从而导

致其城区的城镇用地大小接近当期的饱和状态，因此在后一时段此类区（县）的城镇用地扩展度有所减退。

2E2HK I 期 K K K 朴妍K 等：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展过程分析———以北京为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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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 各区县城镇大小（!）与其相对应区县城县用地扩展度（"）

的双对数回归分析

1,+& 0/ 2)34*’ *)+-5,"!6 5’+5’77,). -.-*87,7 4’"%’’. "!’ 7,9’ ): ’-(!

()3."8（!）-.; ,"7 ’<#-.7,). ;’+5’’（"）

（-）!：=>?0 年的北京各区县城镇大小 @54-. 7,’ ): A’,B,.+ ()3.",’7

,. =>?0；"：=>?0 年到=>>= 年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展度 A3,*"C3#

*-.;7D ’<#-.7,). ;’+5’’7 ): A’,B,.+ ()3.",’7 :5)6 =>?0 ") =>>=

（4）!：=>>= 年的北京各区县城镇大小 @54-. 7,’ ): A’,B,.+ ()3.",’7

,. =>>=；"：=>>= 年到=>>E 年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展度 A3,*"C3#

*-.;7D ’<#-.7,). ;’+5’’7 ): A’,B,.+ ()3.",’7 :5)6 =>>= ") =>>E

（(）!：=>>E 年的北京各区县城镇大小 @54-. 7,’ ): A’,B,.+ ()3.",’7

,. =>>E；"：=>>E 年到FGGF 年北京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展度 A3,*"C3#

*-.;7D ’<#-.7,). ;’+5’’7 ): A’,B,.+ ()3.",’7 :5)6 =>>E ") FGGF

其中个别区县如门头沟区大部分土地位于山区，很难扩

展城镇用地，但因紧挨城区便于交流，虽然扩展度不高

但还是受城区影响形成先上升后下降型区域；平谷区其

实是下降型到先上升后下降型的过渡区，其既具备下降

型的特点，也具有先上升后下降型的特点，虽然它的城

镇用地扩展度高峰期位于 =>>= 年到 =>>E 年，但相比之

下因其与城区距离较远，物质和能源上交流不便，导致

在 =>>= 年到 =>>E 年期间平谷的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无

法得以大幅度的提升。（H）上升型区县主要分布在北

京的南部，其大部分地段位于平原区且紧挨城区，这些

都为上升型区县的城镇用地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

件和同市中心方便的交流环境，与先上升后下降型不同

的是它们的城镇用地扩展度未能在 =>>= 年到 =>>E 年

期间得到大幅度的增高，但因有地形条件和地理位置上

的优势，仍有潜力完成进一步的扩展，最终在 =>>E 年到

FGGF 年此类区县城镇用地得到了快速扩张。

总而言之，近 =?- 来不同规模城镇的地形条件和其

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对扩展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

是说地形条件越趋向于平原，空间位置越接近于市中

心，城镇用地扩展机会将越大。

!& "# 不同规模城镇扩展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分析

从表 F 中可以看出 =>?0 年到 =>>= 年期间转化为

城镇用地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农业用地、草地、其他

用地，其贡献率依次为 H?& G=I 、J& ?KI 、F& G?I ，且年

贡献率依次为 J& 0HI 、G& ?0I 、G& HI 。从农业用地转

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城区、大兴区、房山区内；从

草地转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密云县、平谷区，怀

柔区、房山区内；从其他用地转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

位于城区。=>>= 年到 =>>E 年期间转化为城镇用地的

土地利用类型依然为农业用地、草地、其他用地，其贡献

率依次为 HH& 0EI 、=G& F?I 、F& FFI ，且年贡献率依次

为 J& J?I 、=& E=I 、G& HEI 。从农业用地转化而来的城

镇用地主要位于城区、顺义区、大兴区内；从草地转化而

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城区、昌平区、大兴区内；从其他

用地转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城区、通州。=>>E
年到 FGGF 年期间转化为城镇用地的土地利用类型仍然

是农业 用 地、草 地、其 他 用 地，其 贡 献 率 依 次 为 F?&
=KI 、0& FJI 、F& EI ，且年贡献率依次为 J& EFI 、G& ?JI 、GL J0I 。从农业用地转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

城区、大兴区、房山区内；从草地转化而来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房山区、城区、密云区内；从其他用地转化而来

的城镇用地主要位于城区、门头沟区。

综上所述，近 =?- 来转化为城镇用地的土地利用类型按大小依次为农业用地、草地以及其他用地。农业

F0=F / 生/ 态/ 学/ 报/ / / FE 卷/



!""#：$ $ %%%& ’()*)+,(-& (.

用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年贡献率持续增长，转入主要发生在城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草地转化为城镇

用地的年贡献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大部分区（县）都参与了转入的发生；其他用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年贡

献率一直在增加，转入主要发生在城区范围内。结合图 / 和图 0 可以发现近 12- 来北京大部分区（县）的城镇

不断向外扩张，表现为迅速侵占、同化周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特别是农业用地），原有城镇扩展迅速，城镇分

布局部集中，范围不断扩大等特点。

!" 讨论与结论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以及全国政治、教育、科学文化中心，其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研

究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特别是城镇用地扩展的过程，将有利于北京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

协调发展，并为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化与生态安全的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各大城市的发展

策略及发展方向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有关北京地区城镇扩展方面的研究也很多［3，14，15，/1，/0，01，0/］，本文不但验证了前人的科研成果，证明了

北京城镇用地主要是通过侵占农业用地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扩张，且这种现象大部分发生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

的平原区内的结论，同时还分析了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展过程：

（1）北京近 12- 来，各区县城镇规模对其扩展度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其影响程度

日益增长。

（/）北京近 12- 来，各区县的城镇用地的扩展强度是以城区为中心，四周辐射逐渐变慢，且对扩展度起到

重要作用的是空间位置和地形条件，也就是说地形条件越趋向于平原，空间位置越接近于市中心，城镇用地扩

展机会将越大。

（0）北京近 12- 来，大部分区（县）城镇用地不断向外扩张，迅速侵占、同化周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以农

业用地、草地、其他用地为主），原有城镇扩展迅速，城镇分布局部集中，范围也不断扩大。

同其他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一样，城镇用地的扩张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本文所涉及

到的地形条件和空间位置等自然因素，还有交通，政策、经济、人口、文化等人文因素。因此进一步完善数据资

料和研究方法，继续分析其他因素对北京城镇用地扩展的影响，以完成对北京不同规模城镇扩展过程的系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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