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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西南岩溶区特别是山区，人多地少，土地资

源中坡地资源多、坝子耕地少，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欠

发达阶段，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保护的矛盾较为突

出，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面临较大

的压力。特别是2000年以来，西南岩溶区进入快速

城镇化阶段，城镇建设、工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等

占用大量坝区耕地，部分坝子耕地非农化现象明显；

另一方面，受域外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吸引，由于

地形崎岖、交通不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落后等因

素，坝子周边山区农民出现大规模的乡一城迁移现

象，耕地撂荒，村落空心化严重，针对上述问题，学术

界与政府亟需树立土地资源山坝统筹利用与管理的

理念。这不仅关系到岩溶山区、坝区耕地资源保护

和基本口粮田的安全，也关系到坝周山区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乃至乡村活化等。而土地持续利用、乡

村活化对促进脱贫攻坚、山区国土空间优化等非常

关键。因此，对西南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

演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研究评述

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理论框架、重点

内容和技术路线，旨在厘清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

用研究的几点认识，以期为相关案例的研究提供

参考。

1 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研究

的必要性

1．1 综合认识岩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理论需要

土地覆被／土地利用变化(LUCC)及其驱动机制

一直是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核心⋯。近年来，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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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越来越多地受域外的主体和因

素等远程驱动力的影响，例如，人口迁移、贸易、土地

市场发展和物种入侵等驱动因素陋q1。远程耦合理论

能够揭示人口迁移等要素变化对要素流出、流人区

域土地利用的影响过程，是综合研究相互关联区域

土地利用耦合变化及其演化机制的有效分析途径H 3。

两个关联区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制能有效刻画岩

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及其内在规律。

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人口迁移浪潮对

人口流出、流入区域土地利用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

是对中国中西部广大山区土地利用影响更甚，一方

面偏远山区出现坡耕地撂荒[5]、空心村[6 3现象(2016

年贵州省近1 500万农业户籍人口乡一城迁移，导致

耕地大量撂荒，根据贵州省沿河县农户调查数据，耕

地撂荒率达到39．23％[7书3)；另一方面，坝区耕地大量

被占用，贵州省典型的蒲场、洋川万亩大坝耕地从

1963年占比90．81％下降到2010年的79．94％阳1(坝

区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城镇扩张n叫)。在西部大开发、

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易地扶贫搬迁等

现状综合作用下，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存的上述问题

仍将进一步凸显，因此，亟待加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

用耦合演化的理论研究。

1．2支撑岩溶区土地资源山一坝统筹利用与管理的

现实需要

中国西南岩溶区由于特殊的地质背景、崎岖的

地形，山地多、坝地少，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低，脱贫

攻坚任务重，保障经济发展和保护耕地矛盾突出。

例如，作为典型岩溶区，贵州省碳酸盐岩出露面积达

13万km2，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3．8％’1¨，属于《全国

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划定的西南岩溶山地石

漠化生态脆弱区。贵州省山地面积占88．09％，非山

地只占到11．91％【1 2。，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5年的调查，贵州省

有51个万亩耕地大坝、1 14个五千亩耕地大坝以及数

量众多、规模较小的河谷坝地、峰丛洼地底部坝地。

坝区耕地地势平缓，是贵州优质耕地和粮食主产区

分布区域，也是区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空间

(贵州省165个五千亩以上坝区中，城市规划、开发区

涉及占用的有79个)，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显得更为突

出。近年来，在就近城镇化、易地扶贫搬迁等政策作

用下，非农建设占用或农业结构调整造成坝区耕地

面积减少，坝区耕地资源保护形势严峻。而受地形

的制约，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坝周山区农业人口大

量迁出从事非农就业，坡耕地撂荒和空心村现象严

重，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突出。针对岩溶区土地

资源问题，加强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

研究非常必要。此研究将揭示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

地利用耦合变化规律，探索土地资源山坝统筹利用

模式，为提高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水平，乃至促进山区乡村活化、脱贫攻坚、山地城镇

化建设和生态保护提供理论支撑n 3‘。

2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进展

LUCC研究关注的是人类利用土地的格局、过

程、驱动力以及生态环境效应，对我们认识复杂多样

性土地系统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的作

用¨4—6I。随着西部开发、脱贫攻坚等战略实施，人们

对山区国土开发、山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日

益重视和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逐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1 坝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作为石漠化生态脆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和长

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区，西南岩溶山区土地利用格

局一过程一演化机制一效应研究历来是研究焦点¨7叫9I。

已有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伴随山区城镇化、工业化

进程，山区建设用地占用大量坝区优质耕地阳。引，减

少的耕地主要分布于0。50缓坡度陋1I，其原因是城镇

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出现的乡一城迁移现象，一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需要工业园区、住房等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山区城镇扩张加速，占用大量

耕地心21；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乡一城迁移从事非农就

业能消除贫困，显著提高山区农户收入和生计水

平心引，山区新建农村聚落占用了坝子道路周边区位

较好、交通方便的优质耕地陉4|。此外，农业结构调整

使得坝区耕地由粮食生产向花卉苗木、果树等园艺

种植等利用方式转变。面对上述坝区耕地保护的严

峻形势，政府也有一定的政策响应，例如，贵州省制

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五千亩以上坝区耕地保护工

作的通知》(黔府办函[2014]125号)等政策规定。但

乡一城迁移背景下坝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优质耕地

利用与保护瓶颈、坝区土地利用管理调控的方向等

仍有待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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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坝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与坝区土地系统严峻保护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坝周山区土地系统人口压力进一步缓解，人地关

系逐步向好。其原因是，受山区农业劳动力乡一城迁

移的影响，农户非农收入增加，土地经营对山区农民

生计的重要性下降心5|，农户粗放利用土地甚至放弃

部分劣质耕地，产生农地边际化现象心矧】，撂荒耕地

发生植被自然演替形成林地，这是山区森林转型(又

称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重要原因№’28。29]，这一过程也

被称为森林转型的“经济增长路径”[30|。山区耕地坡

度是影响农地边际化的关键因素b¨。从农地边际化

效应来看，坝周山区坡耕地退耕减少了对坡地的扰

动，有利于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3 2|，

如增加区域碳汇、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供给能力提

升b3|。但耕地边际化降低了山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

用水平，造成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应探索一种达到

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双赢目的的山地耕地开发利用

模式b4|，或采取资金补贴等政策措施减缓耕地边际

化c35|。在坝周山区人口空心化的背景下，坝周山区

交通不便、区位闭塞的村落空心化现象最为严重[24】。

聚落空心化使得以民族特色景观为典型特征的村落

形态面临消失的危险b6。。未来，应关注坝周山区人

口外迁对农村社区耕地、宅基地利用与管理的影响

研究，以及人口外迁后生态空间的变化，旨在为坝周

山区乡村活化、土地开发项目合理布局和生产一生

活一生态空间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2．3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现有研究大多孤立地从城

镇化背景下坝区耕地被建设占用、山区聚落空心化

两方面开展研究，理论上未能系统地、综合地揭示复

杂、开放的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格局、时空

特征和驱动机制，在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协同变化的

发生过程、关键影响因素等驱动机制研究上存在不

足。此外，山一坝系统类型、规模、区位条件、村落居

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生计等都会影响山一坝系统耦合

演化模式、路径及其效应，因此应进一步探究山一坝

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应锁定

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等关键要素，开展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理研究，而且中国西南岩溶区

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悬殊(例

如，贵州脆弱的岩溶环境、多民族文化等自然人文因

素交织)，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理更为特

殊，因此，迫切需要学术界关注和开展岩溶区山一坝

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研究。

3对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研

究的认识与展望

3．1理论框架构建

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理分析

框架的构建是未来研究的关键。在Telecoupling

Framework of Land—Change Science理论基础上㈨】，运

用到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初步构建岩溶

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理理论分析框架

(图1)。该框架从山区、坝区系统内部、山一坝系统之

间、山一坝系统外部等视角，在考虑区域发展政策、主

体功能区定位等背景条件下，分析人流、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技术流等要素流动可能对山区、坝区人

地系统特别是土地利用产生的影响。这将为山一坝

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理的案例研究奠定理论基

础，也将为岩溶区土地资源山坝统筹利用模式的建

立提供理论支撑。今后应关注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

地利用耦合演化模拟系统的建立，实现山一坝系统土

地利用耦合演化参数设置、要素输入、情景模拟、成

果输出、优化调控等功能。

3．2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一原因分析一效应评估研

究逻辑b7‘，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研究

未来应关注：

(1)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变过程。

研究典型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土地利用景

观格局变化，分析土地利用、景观结构的耦合演变特

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比分析不同地质背景(岩溶

区和非岩溶区)、不同区位(城郊、县城、乡镇等)、不

同产业类型(工业型、资源型、农业型、旅游型等)山一

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变的时空差异。

(2)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动力

机制。首先构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机制

的理论解释框架。通过梳理和分析远程耦合理

论幢圳、近远程交互耦合理论b引等文献，研究山一坝系

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综合(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因

素、微观层面农户主体行为)理论解释框架，并力争

构建模拟平台。其次，开展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

演化机制的实证研究。通过调查访问和收集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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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社会经济数据，建立典型山一坝系统土地利

用耦合演化数据库；从宏观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微观

经济主体行为两个层面，剖析典型山一坝系统土地利

用耦合演化的驱动机制，并重点关注人15迁移对山一

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影响。

(3)岩溶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变特征、

阶段性、演变类型及空间差异及不同类型的管控模

式等。分析不同类型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变

特征、不同时期演化的阶段性特征，探讨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耦合演变类型、发展趋势和方向，并在把握

发展态势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提出岩溶区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优化调控模式。

(4)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对山区生产一生活一

生态空间的格局、功能的影响评估。分析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变化对山区生产一生活一生态空间格局的影

响时空特征，并定量评估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变化对

山区生产一生活一生态空间功能的影响。探讨山一坝

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政策含义，为岩溶区土地

资源山坝统筹利用与可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3．3主要研究思路

未来研究应选取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岩溶区典型

山一坝系统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地理学、土地科

学、农户经济学、地理信息科学、数理统计和景观生

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借助3s技术、参与式农户调查、

模型模拟等方法(图2)，首先研究典型山一坝系统土

地利用的耦合演化时空特征，特别是典型山一坝系统

土地利用变化的垂直梯度特征，揭示坝周山区、坝区

宏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差异和演变态势，对

比分析不同地质背景(岩溶区和非岩溶区)、不同区

位(城郊、县城、乡镇等)、不同产业类型(工业型、资

源型、农业型、旅游型等)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

化的异同。其次，在构建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

化机理理论解释框架基础上，剖析山一坝系统土地利

用耦合演化的发生机制，关注于旱、全球变化等自然

因素变化对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影响分

析，重点探讨经济社会宏观因素中人口迁移等要素

流动对其影响的机理，从山区、坝区系统内部、山一坝

系统之问、山一坝系统外部等视角，分析人流、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要素流动可能对山区、坝

区土地利用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就近城镇化、易

地扶贫搬迁、扶贫政策、高效农业发展、生态保护等

政策凶素对山一坝系统土地利用耦合演化的影响。

在典型山一坝系统案例研究中，应着重考虑样本村坡

度、海拔、人地关系等自然地理特征、交通、区位、收

人的社会经济梯度差异等因素选取坝周山区、坝区

典型村，根据典型村落大小、农户生计的多样性、国

家不同时期的政策等因素选取若干典型农户。通过

参与式农户调查，结合地形图、高精度遥感影像、GPS

等手段，确定典型农户宅基地、耕地地块位置，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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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and use coupling evolution of mountain‘_-basin

systems in karst areas

ZHAO Yuluanl'2,WEI Xiaofang‘，LI Xiubin2

(1．School of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China；2．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of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evolution of land use in karst mountain··ba-

sin systems，and summaries the progress and issues in this aspect．Then，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land use COU-

piing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ountain··basin systems in karst area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elecoupling frame··

work model．Next，four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are suggested，including coupling evolution process，driving

mechanism，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land use in mountain-basin systems．Finally，

thought lines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case study．

Key words mountain-basin system，telecoupling，rural-urban migration，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kars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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