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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格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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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及时间变化趋势，有助于探究雄安新区生态系

统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支持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政策的执行。 在已有对单一时间维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基础上，增加了对时空变异性的关注，对雄安新区未来时间节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预测，首先选取土地

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经济密度 ３ 个指标建立了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模型，然后根据综合增长率法和地区类比法预测土

地利用格局、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后叠加分析得到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格局。 预测结果

表明，２０３５ 年起步区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将大幅增加，进而带动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增加；本世纪中叶，新区人口密度和经济

密度的绝对值将大幅度提高，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一主、五辅”城区范围，与城乡空间布局相呼应。 基于研究

结果，提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加强白洋淀保护与修复和建设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生态基础设施几条建议，以期为未来的生

态系统服务供给、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布局等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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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包括对人

类生存及生活质量有贡献的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１⁃２］。 综合考虑人类基本生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和偏

好需求，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是指被人类社会消耗（能够获得的）或者渴望得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３］，与土地开发的强度或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

不同，影响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空间异质性和不平衡的问题［４⁃５］，明晰区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可为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提供支持［６］。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雄安新区被中共中

央、国务院设立为国家级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 ３ 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着重强调了新区规划要突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未来生态城市标杆，雄安新区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进京津冀生态建设中战略

地位重要［７］。 然而新城的建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强度人为建设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容易造成生

态系统脆弱，威胁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甚至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聚集和经济

的发展，雄安新区对粮食供给、水资源供给、空气净化、水源涵养和文化休闲等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将不断提

高，且具有空间分异特征。 因此，在城市发展初期，分析预测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可
为后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布局等提供指导［８］，建设高标准生态城市。

目前测算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研究方法有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矩阵法［９⁃１１］、生态足迹法、问卷调查法

和公众参与法、模型计算法、货币价值法等［１２］。 应用较多的是基于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ＬＵＣＣ）的生态系

统服务供需关系矩阵法，即以土地利用图为基础，利用专家经验制定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程度

的矩阵，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的精确度与土地利用数据精确度密切相关，而雄安新区

的发展和建设由于受政策影响较大，其土地利用变化机制与普通自然增长的城市不同，无法使用常见的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进行预测，因此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不能使用依赖于土地利用状况的供需矩阵法。 生态足迹

法是从物质文化、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三个方面参考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标准，把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

需求反映在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面积上［１３⁃１４］，测算生态系统需求，但无法反映区域内部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

空间异质性。 公众参与法和问卷调查法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支付意愿和偏好来研究生态服务需求和供

给，有利于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但容易存在认知和理解偏差［２］。 货币价值法能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

退化所涉及的经济风险的认识，有利于提高可比性和经济权衡评估［６］，但对于无形的服务，由于不可衡量性

和对人们感知的依赖，货币价值法难以测算。 目前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大部分是根据现状自然和社会

经济数据开展的单一时间维度的研究［１５⁃１８］，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异性的关注。 因此，本文根据研究区

域特征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彭建等人［１９⁃２１］ 的研究方法，选取社会经济指标中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

密度和经济密度三个指标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对雄安新区未来时间节点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时空分布进

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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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受到社会经济条件、行为规范、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影响［３］，未
来时间节点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需要结合未来的土地利用状况和社会经济数据，因此根据雄安新区规划

资料预估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两个关键节点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使用地区类比法和综合增长率法预测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的人口和经济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然后空间叠加分析，预测雄安新区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

间分布状况，探讨新兴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下的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变化的空

间规律，得到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差异，指导未来城市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人们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图 １　 雄安新区 ２０１７ 年土地利用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ａｐ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７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雄安新区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

设立为国家级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 ３ 个县及

周边部分区域（图 １），土地规划总面积 １７７０ ｋｍ２，根据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新区远景开

发强度控制在 ３０％，建设用地总规模约 ５３０ ｋｍ２，人口

规模控制在 １ 万人 ／ ｋｍ２；规划先行启动建设起步区，起
步区面积约 １９８ ｋｍ２，在起步区适当区域规划建设启动

区。 建设目标为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

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到 ２１ 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

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成效显著，为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新
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区域：雄安新区规划范围，
面积共 １７７０ ｋｍ２；先行开发的起步区，面积约 １９８ ｋｍ２；

预测时间节点：根据城市建设发展规律，综合考虑

城市规划目标等因素，确定预测时间节点为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５０ 年。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人口统计口径均为年末常住人口，雄安新区人口数据来自《保定经济统计年鉴》，深圳人口数据来自

《深圳统计年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土地利用数据是基于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２ 数据获

得的 １０ ｍ 空间分辨率的 ２０１７ 年全球土地覆被图（ＦＲＯＭ⁃ＧＬＣ１０） ［２２］，人口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和 ＧＤＰ 空

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２３⁃２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

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驱动因子以及数据可获取性，本文参考彭建等人［１９，２６⁃２８］ 的研究方法，选取社会经

济指标中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经济密度 ３ 个指标，综合计

算反映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异格局。 其中，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为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百

分比，人口密度为每 ｋｍ２ 范围的人口数量，经济密度为每 ｋｍ２ 范围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地均 ＧＤＰ。 为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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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县市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的较大差异，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在统计上采用对数法［１９］，预测生态系统服

务需求的计算公式如下：
Ｘ ＝ ｌｇ Ｐ ｉ × ｌｇ Ｅ ｉ × Ｄｉ （１）

式中， Ｘ 代表评价单元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Ｐ ｉ 代表人口密度； Ｅ ｉ 代表经济密度； Ｄｉ 代表土地利用开发程度。
２．２　 土地利用开发程度预测

基于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现状，结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规划》等重要权威批复性文件以及相应规划示意图，将国土空间分为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对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２０５０ 年国土空间结构进行初步预估（图 ２），在国土空间结构图的

基础上，利用 Ａｒｃｍａｐ 软件进行空间分析，计算得到 １ ｋｍ２网格内，建设用地面积所占的比例。

图 ２　 预估雄安新区国土空间结构

Ｆｉｇ．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２．３　 人口密度预测

２．３．１　 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人口密度预测

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在雄安新区的快速发展和建设过程中，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以疏

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主，起步区是先行启动建设的主城区，重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由于政策原因而

导致的政策内迁入人口［２９］将主要集中在起步区，人口的机械增长是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非起步区人口

增长在发展初期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小，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的

常住人口预测由两部分组成。
（１）起步区人口预测

雄安新区的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起步区主要负责承接来自北京的批发零售业、
制造业、医疗卫生教育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单位机构和人口，这些人口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北京

市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底北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１９２．８ 万人和 １００５．２ 万人。 在非首

都功能疏解过程中，由于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且基础设施等配套条件改善，对人才的吸引力及需求增

加，吸引大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迁入起步区。 以 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从业人口规模为基数，假设由于政

策原因迁入雄安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分别为 ３０％和 １０％［２９］。
（２）非起步区人口预测

建设初期非核心区的其他区域承接非首都功能较少，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小，常住人口预测主要与现状人

口空间分布情况相关，因此使用综合增长率法［３０］，以预测基准年上溯 ５ 年的历史平均增长率为基础，预测规

０９１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划目标年城市人口，计算公式为：
Ｐｎ ＝ Ｐ０ × １ ＋ ｋ( ) ｎ （２）

式中， Ｐ０ 表示基年人口总数， Ｐｎ 表示预测年人口数， ｋ 表示人口规模综合增长率， ｎ 表示年数。
２．３．２　 雄安新区 ２０５０ 年人口密度预测

地区类比法是借鉴战略地位、行政级别和土地面积等发展背景相似地区的发展经验，根据参照地区的经

济社会指标变化趋势规律，对相关指标进行预测［３１］。 雄安新区的成立和建设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成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及国家级新区，综合多方面发展背景特征，选取深圳为雄安新区

的参照城市，参考深圳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预测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至 ２０５０ 年期间 １５ 年的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４．７６％，以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人口密度分布图为基础，在 Ａｒｃｍａｐ 软件中使用栅格计算器，
根据公式 ２ 计算得到 ２０５０ 年雄安新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２．４　 经济密度预测

２．４．１　 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经济密度预测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是雄安新区发展定位的组成部分，先行启动建设的起步区重点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发展尖端技术产业基地，因此起步区与非起步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空间分异

特征，将雄安新区的经济密度预测主要分为两部分。
（１）起步区经济密度预测

采用地区类比法，根据起步区产业布局为重点承接北京疏解的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功能，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信息安全、量子技术、超级计算等尖端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国家医疗中心

的规划定位，参考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至 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数据，预测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建

设用地地均 ＧＤＰ 值 ２９２２７０ 万元 ／ ｋｍ２，结合每个面积为 １ ｋｍ２的正方形网格中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利用栅格计

算器工具计算得到 ２０３５ 年起步区的经济密度空间分布数据。
（２）非起步区经济密度预测

采用平均增长率法，以 ２０１７ 年为基期，根据雄县、容县和安新县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
预测 ２０３５ 年非起步区的地均 ＧＤＰ 空间分布情况，计算公式为：

Ｅｎ ＝ Ｅ０ × １ ＋ ｋ( ) ｎ （３）
式中， Ｅ０ 表示基年地均 ＧＤＰ， Ｅｎ 表示预测年地均 ＧＤＰ， ｋ 表示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 ｎ 表示年数。

以雄安新区 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ＤＰ 空间公里网格数据为基础（注：本文预测以 ２０１７ 年为基准年，但由于 ２０１７ 年

的人口和 ＧＤＰ 空间数据无法获取，以 ２０１５ 年数据代替），利用 Ａｒｃｍａｐ 中的栅格计算器工具，根据公式 ３ 进行

运算，得到 ２０３５ 年非起步区 ＧＤＰ 空间分布数据。
２．４．２　 雄安新区 ２０５０ 年经济密度预测

将地区类比法和综合增长率法相结合，参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
预测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至 ２０５０ 年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０．５７％，以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经济密度数据为基础，
利用 Ａｒｃｍａｐ 中的栅格计算器工具，根据公式 ３ 计算得到 ２０５０ 年雄安新区经济密度空间分布数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开发程度预测

根据雄安新区土地利用 ２０１７ 年数据、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预估国土空间结构数据得到雄安新区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开发程度图（图 ３）。 ２０１７ 年土地利用开发程度高值区分布在雄县、容城县和安新

县的县城，中值区分布在农村居民点范围，低值区分布在农田和白洋淀水域范围；２０３５ 年土地开发利用程度

格局发生变化，起步区范围内建设用地增加，导致土地利用开发程度最高；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开发程度高值区

集中在起步区和周边几个组团范围，同时白洋淀水域面积扩大导致其周围土地利用开发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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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土地利用开发程度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２　 人口密度预测

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起步区范围政策内迁入人口数量约为 １５８ 万人，使用综合增长率法计算 ２０３５ 年非起步

区人口总量约为 １２１ 万人，雄安新区总人口为 ２７９ 万人。 将地区类比法和综合增长率法相结合，预测 ２０５０ 年

雄安新区人口总量约为 ５６０ 万，《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规定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 ３０％，建设用地总

规模约 ５３０ ｋｍ２，新区规划建设区人口密度控制在 １ 万人 ／ ｋｍ２，预测所得 ２０５０ 年人口总量基本符合规划的人

口总量要求。
人口总量根据每平方公里内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分布，在 ２０１５ 年人口密度基础上得到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人口密度图（图 ４）。 雄安新区现状人口密度整体较小，相对密度较高值区分布在雄县、容城县和安新

县的县城；２０３５ 年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变化较大，高值区集中在起步区建设用地内；２０５０ 年人口在起步区基础

上，周围组团人口密度也相对增加。

图 ４　 人口密度

Ｆｉｇ．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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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经济密度预测

利用地区类比法和综合增长率法，参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预测起步

区范围 ２０３５ 年 ＧＤＰ 总量为 ２９２２ 亿元，非起步区 ＧＤＰ 总量约为 ５５２ 亿元，总量为 ３４７５ 亿元，雄安新区 ２０５０
年 ＧＤＰ 总量预测约为 １５６７７ 亿元。 ＧＤＰ 总量根据每平方公里内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分布，在 ２０１５ 年经济密度

基础上得到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经济密度图（图 ５）。 ２０１５ 年经济密度整体较低，较高值区集中在雄

县、容城县和安新县的县城；２０３５ 年新区整体经济密度增加，高值区集中在起步区，起步区与非起步区差距变

大；２０５０ 年新区整体经济密度进一步增加，起步区地均 ＧＤＰ 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２８ 万元 ／人，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图 ５　 经济密度

Ｆｉｇ．５　 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预测

基于雄安新区三个时间节点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数据，得到雄安新区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图（图 ６），评价结果根据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从低到高颜色渐变。

图 ６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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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雄安新区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存在差异，２０１７ 年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雄
县、容城县和安新县县城相比其下辖的乡镇，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大；三县相比，安新县的人口密度和经济

发展水平均最低；现有农田和白洋淀水域范围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较低，白洋淀区域由于水体和湿地的存在，
人口密度小，其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水平也最低。

雄安新区成立后，先行建设起步区，起步区的建设用地比例将大幅度增加，土地利用开发程度变高，大量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迁移入驻，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同时也将极大提高起步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承载人口

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多集中于建设用地，因此 ２０３５ 年的人口密度较高值区和经济密度较高值区均集中在起步

区的建设用地范围，且起步区与非起步区的差异明显，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异质性，需求高值区

将集中分布在起步区建设用地范围，因原容城县和雄县的人口和 ＧＤＰ 基数较大，需求较高值区分布于起步区

周围的雄县和容城县的县城等外围组团区域，需求最低值区分布在未开发建设的农田和白洋淀区域。
展望本世纪中叶，新区将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

要一级，人口和经济发展也将成为与北京和天津相协调的重要城市，人口总量增长迅速，逐步达到稳定水平，
新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的绝对值大幅度提高，生态系统

服务需求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一主、五辅”城区范围，与城乡空间布局相呼应。 新区规划实施白洋淀生态湿地

修复，淀泊水面增加，淀区恢复至 ３６０ ｋｍ２左右，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较大，需求低值区与淀区和耕地的分布范

围密切相关，生态用地面积增加，有效平衡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

４　 讨论

４．１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规律

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与土地开发的强度或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密切相关。 生态系

统服务需求的时空分布受到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由于建设用地集中承载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因此生态

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建设用地的分布基本吻合。 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

需求高值区分别集中在起步区和“一主、五辅”城市组团等建设用地密集的城镇空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低值

区则集中在土地开发程度较低区域，如各县域的农业空间和白洋淀水域等生态空间。 对比现有资料，《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规划实施白洋淀生态湿地修复，淀泊水面增加，淀区恢复至 ３６０ ｋｍ２ 左右，表明白洋淀

的修复和保护至关重要，与本文观点一致，生态用地面积的增加，可有效平衡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在维持

生态服务供需平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建议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平衡新区的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比例，留有充足的生态空间，加强

森林管护和城市绿地建设，以满足新区的水源涵养和空气净化等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同时，加强白洋淀的修复

与保护，恢复淀区水量，保护淀区水质，加大湿地保护力度，增加野生动物栖息地，满足需求新区及其周边区域

水源涵养和文化休闲等生态需求；建设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流域⁃城市⁃场地多尺度的生

态基础设施，通过保护河流生态廊道和合理布局城市绿地等措施平衡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系统服

务需求。
４．２　 研究优势与不足

以往研究在测算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时，通常是基于现状数据对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分析，较少对未

来时间节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进行预测，尤其缺少对新城的未来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关注。 本文

基于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相关重要权威批复性文件及其图件和各地的年鉴数据等，利用综合增长率

法和地区类比法分别预测未来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雄安新区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的数值

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而预测雄安新区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格局和时间变化趋势。
然而，本文是在综合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目标的一种趋势和方向的预估，以表征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格局情况，未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内容和类型进行区分，也无法表明实际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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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需求具体的价值，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还没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定量预测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方法，
如何定量预测新城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仍需要更多学者的探讨。

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是基于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结合重要权威批复性文件以及相应规划示

意图，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数字化对新区未来国土空间结构进行的预估，土地利用数据的质量对预测结果的精确

度有较大的影响，而因此更加准确和权威的土地利用数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预测结果。

５　 结论

本文基于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相关重要权威批复性文件及其图件和各地的年鉴数据等，利用综

合增长率法和地区类比法分别预测未来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雄安新区的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

度的数值和空间分布结构，根据模型分析得到雄安新区现状、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

格局和时间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雄安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增加，其人口变

化、经济增长和土地开发程度与政策规划密切相关，由于规划先行开发建设起步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预测

２０３５ 年起步区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将大幅增加，进而带动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增加；预测本世纪中叶，新区

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的绝对值大幅度提高，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一主、五辅”城区范围，与
城乡空间布局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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