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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研究不仅是剖析人文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的最佳切人点和优先研究领域
之一，而且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的支持下，对我国东部沿
海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典型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并运用GIS空间分析、信
息图谱等先进方法，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动力机制及其资源
环境效应。
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对合理调控城市用地扩展、促进土地
合理而节约集约利用具有较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概略说来，本书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较重要的理论和应用创新：　　第一，系统地综述了西方城
市土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较深入地评析了历史形态方法与生态学派、空间经济学方法与经济
区位理论、行为分析方法与社会行为学派、政治经济学方法与政治区位学派等各种研究方法与理论派
系的独到功力及其局限性，并指出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第二，改正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测算方法和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空间分异的衡量指标。
本书首先从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涵义出发，细分出未变化部分、转变部分和新增部分三种空间类型，
并据此对国内现有测算土地利用变化速率的数量分析和动态度模型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了更加具有可比较性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展的衡量指标和空间分析测算模型，可以更为精细和
准确地测算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程度，清晰地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扩展中
心及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第三，实证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案例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时空模式。
本书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我国东部沿海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上海和绍兴）和珠江三角洲等案
例地区，在不同时期相同比例尺的区域土地利用图进行叠合运算和空间统计分析，构建各区域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间的马尔可夫转变矩阵，定量化、定位化地揭示了区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转化的来
源和去向，并更为精确地计算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率；并通过对多时相间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
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揭示了各案例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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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问重组”（批准号40101010
）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城市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与对策研究”
（KZCX2-SW-318）之第三课题“半城市化地区空间结构重组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40571056）的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进一步修改加工而成的。
全书以城市土地利用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采用GIS空间形态、聚类分析、信息图谱、统计
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与文献综述、实地调研、政治经济学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技术路线
，对我国东部沿海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上海市和绍兴市）和珠江三角洲等典型地区城市土地利用
扩展模式及动力机制进行了案例研究，旨在：①探寻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及分异规律；
②剖析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主导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③分析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资源环
境效应；④提出合理调控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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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统计，北京二环以内的普通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在7500元到12000元左右，三环以内为6000元
至7500元，四环以内为4500元至6500元，四环之外也需要3000元以上，而j匕京市年平均家庭收人只
有25000元，购买房屋无疑成为普通收入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与此相对的是，商品房闲置现象日益严重，1998年北京市房屋闲置已经达到260多万m2。
　　我国70％～80％的居民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为了使这一收人类型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住房，必须
要考虑他们的购买能力和预期收入。
造成目前房屋闲置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房屋价格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房地产开发
商在建设之初没能充分考虑适合居民当前和预期收入水平条件下，房屋的市场空间和容量，以及不同
经济收入群体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量。
　　对于开发商而言，在市区建设高档住宅，每平方米的收益要高于在郊区建设低档住宅。
但目前我国没有形成足够的高收入群体，因此，高档住宅闲置率最高，相反在郊区一些经济实用住宅
闲置率却很低。
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我国不同经济收入群体对住房需求的容量。
在地价相对便宜的区位，大量开发适合于普通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住宅空间，是激活我国房地产市场
的最佳途径。
同时，通过城市土地空间职能置换，在一些区位优越的空间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对促进城市经济整体
发展意义重大。
　　在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对住宅区位选择的模式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上文所述，在西方发达国
家一般高收入阶层多居住于环境质量优良的郊区，低收人家庭则多居住在环境条件较差的市区。
我国由于公共交通设施尚不发达，个人拥有汽车量还很低，另外，郊区的综合社会服务水平较差，因
此，市区仍然是高收入家庭的首选区位空间。
相反，郊区由于地价低廉，房屋价格相对符合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郊区住宅则是我国普通收
入家庭的主要选择区位空间。
但随着交通条件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私家车的普及，郊区住宅的居住主体也将会相应发生
变化。
为此，新的住宅区开发，既要避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在郊区大规模开发高级别墅，也要同时看到住
宅区位选择的一般性发展规律。
　　2.社会群体与住宅区位选择　　社会群体主要是指不同的职业（如文艺界、政府公务员、教师和
工人等）、年龄阶层（如青年、中年和老年）、民族和宗教团体等。
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倾向于选择特定住宅区位空间。
一般相同职业的社会群体在住宅区位空问选择行为上具有类似性和趋同性。
如北京回龙观接近于海淀区，将来有轻轨电车与中关村相连接，因此，40％购房居民为科技、文化和
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相同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居民也倾向于在特定的区位空间居住。
同一群体在特定的区位空间集中，一是便于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二是有利于获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三是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认同性，从自身安全和心理要求出发，在购房时尽量选择相同社会群体的
居住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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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沿海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的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性项目的支持下，对我国东部沿海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典型地区进行了
大量的实地调查，并运用GIS空间分析、信息图谱等先进方法，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土
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动力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
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对合理调控城市用地扩展、促进土地
合理而节约集约利用具有较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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