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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们的社会经济
活动提供了空间载体[1]。土地利用是指人了对土地的使用状况，
即人类按照一定的经济、社会目的，采取一系列生物、技术手段，
对土地进行长期或周期性的经营管理和治理改造活动的过程[2]。
在1995年，“地球—生物圈计划”和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文计
划领域”联合提出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LUCC）计划。LUCC
的研究从描述性研究开始，再到对它定性研究，21世纪以来，科
学技术迅速发展，3S技术日益成熟，LUCC研究方向逐渐朝着时空
演变方向发展。

哈尔滨市作为黑龙江的省会，近年来经济、人口增长速度
持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导致城市不透水面面积迅
速扩大，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变化，出现土
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研究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城市土地利用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以遥感信息为数据源，运用GIS 技术，分析哈尔滨市
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与时空演变，旨在对哈尔滨市土地利用变化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并分析，进而为调整城市用地布局，
优化城市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具体做法
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地处中国东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哈尔

滨市区为研究区。研究区介于东经125°42′～130°10′、北
纬44°04′～46°40′之间，海拔130~200 米，地势平坦，主
要土地类型为耕地。北、东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西部与内蒙
古自治区相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共 9
个市辖区、2 个县级市、7 个县。本文研究区为九个市辖区，
分别为道里区、南岗区、道外区、平房区、松北区、香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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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https://www.webmap.cn/）生产的30 米全国地表覆盖数据，
该数据包括美国陆地资源卫星(Landsat)的TM5、ETM+、OLI多光
谱影像、中国环境减灾卫星(HJ-1)多光谱影像、16 米分辨率高
分一号(GF-1)多光谱影像。

利用ArcGIS对原始数据进行裁剪处理，得到哈尔滨市2000
年、2010 年、2020 年三期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依据国土资源
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 — 2017)标准、遥感影像
空间分辨率、研究目的和研究区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地类划分为耕
地、林地、草地、水体、不透水面和未利用地。

3  哈尔滨市土地利用变化
3.1 土地利用/覆被数量结构变化分析
哈尔滨市区土地类型主要以耕地、林地和不透水面为主。

2000—2010年，增加幅度最大的为林地，减少幅度最大的为水体，
其次为耕地; 林地的主要转入类型为耕地和草地，水体的主要转
出类型为草地。2010—2020年，增加幅度最大的为不透水面，其
次为水体，不透水面和水体的主要转入类型为耕地；减小幅度最
大的为耕地，其次为草地，耕地和草地的转出类型主要都是不透
水面和水体。

2000 年 -2020 年，耕地面积呈持续减少的趋势特征，耕地
的主要转出类型为不透水面；增加幅度最大的为不透水面，其次为
水体。总体上，近20年来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类型仍以耕地、林
地和不透水面为主，三者土地利用面积占总面积比重达到90%左
右，耕地-不透水面，水体-草地之间的转化较为频繁，耕地面积
减少较为迅速，建设用地呈现明显的逐年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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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动态度及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分析
为反映各地类之间的转化速率，引入综合土地利用动态模型

对哈尔滨市区两个时段土地利用动态度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为：
R2000-2010=0.44%、R2010-2020=10.86%，结果再次验证哈尔滨市
区各地类间相互转化频度较高，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较高，且两
个时段呈逐渐增长趋势。此外，参考朱会义等在中国土地利用区
域分异研究中提出的分级指数,利用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综合指数模
型计算哈尔滨市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土地利
用综合指数表明，1996年以来，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一
直呈增长趋势，在土地利用分级指数中不透水面和耕地位居前列。

2000-2020年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呈现不断增加的趋
势,随着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增加，土地利用信息熵2000-2010年增
加幅度不大，2010-2020年增幅明显，表明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系
统有序化程度增加，各类土地利用面积差异程度也有所增增加,土
地利用结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

3.3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特征
3.3.1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分析
2000—2010 年，变化较明显的土地类型为水体，主要分布

在呼兰区、道外区、松北区等地，基本位于哈尔滨市区的东北方
向上; 2010—2020年变化最明显的是不透水面，主要是平房区、
松北区等地区。

3.3.2 主要用地类型空间变化与重心转移
通过前文研究，得出地区主要用地类型为不透水面、耕地

和林地，本节将利用土地利用重心坐标对3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
变化与重心转移进行分析。根据土地利用重心坐标模型分别计算
出3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重心坐标如表8，并绘出重心移动轨迹 。

结果显示: 建设用地重心一直落在南岗区，在整个区域的
中心，20 0 0 — 20 1 0 年小幅向东北方向移动，年均移动距离
60m，2010 — 2020 年再次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年均移动距离
155m; 耕地重心也一直落在南岗区，在整个区域内偏西，总体
上呈现出先慢后快的南移趋势，2000-2010年小幅向西北方向移
动，年均移动距离35m，2010 — 2020 年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
年均移动距离60m; 林地重心一直落在阿城区，2000-2010 年小
幅向西北方向移动，年均移动距离135m， 2010—2020年以较
快速度向东南方向移动，年均距离738m。

4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在短期

内，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相对更大。
4.1 自然驱动力
自然驱动力是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

包括气候、土壤、水文及地形地貌等。
哈尔滨市区地处东北平原东北部，山势不高，平原辽阔，地

势平坦，中部有松花江通过，地貌类型较为单一，气候、地形、地
貌等自然因子变化的时间周期较长，对土地利用变化只有宏观的
意义，在短时间内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较小，因此综合其他研究成
果，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影响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

4.2 人文驱动力
根据相关文献，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归纳

为政策、经济、人口和交通因素。
4.2.1 政策因素
根据前文研究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最明显的特征是不透水面

的快速增长，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较快增长趋势。这与2003年10
月国家提出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息息相关。国家政
策引导积极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提升和优化第二产业，加
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信息、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高新
技术领域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哈尔滨新经济产业
园、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同样受到
政策的影响，建设用地重心一直在向北移动，这与2015年12月

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哈尔滨新区的开发与建设密不可分。它是
唯一一个对俄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
设导致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比如江北万达茂等。这些政策导
向充分表明影响了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

4.2.2 经济因素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步伐，决定了城市化水平的高

低。哈尔滨市区自2000年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2000年的738.08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160.07亿元（数据来
源：哈尔滨市历年统计年鉴、哈尔滨市统计网站）。经济建设的飞
速发展引起了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而成的生产函数向
更高层次变革。城镇化引起的这种变革突出表现在产值结构和就
业结构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第一经济效率即城市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等方面。2000年以来哈尔滨市的第
一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
重呈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加速了城市化步
伐。一方面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发展,占地面积增加推动了城市的
扩张;另一方面，建筑业，旅游业，商业等第三产业的日益发展促
进了城市对外扩张。

4.2.3 人口因素
人口是城市构成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对城市用地扩展

的影响主要是城市人口的数量变化。哈尔滨市区人口不断增加，从
2000年的348.12万人发展到2019年的553.04万人(人口数据来
源:哈尔滨市历年统计年鉴、哈尔滨市统计网站)。主要由于农村人
口大规模流入城市、郊区致使农业人口非农化。同时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住房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速了房地产开发的
进程,也使城市用地面积不断扩张"。由图7可以看出,哈尔滨市的
人口呈上升趋势,且近几年的增长率较高。此外,哈尔滨市城市居民
人均居住面积到2010年末为22.1m2, 比2000年增加9.46m2,截至
2019年末,哈尔滨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8.3m2;全市房地产年销售
量由2000年的2697761m2上升至2019年的9647783m2,使得哈尔滨
市周边原有的大片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从而加速了城市
扩张。面对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剧的现实和城市化加剧的趋
势,加强城市土地利用管理与合理规划十分必要。

4.2.4 交通因素
哈尔滨市的发展主要是沿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发展。

哈尔滨是“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地带。交
通网络四通八达，滨州，哈大，滨北，滨绥，拉滨五大铁路在此
接轨。公路呈辐射状通向全国各地，如长春、沈阳、大连等东北
主要城市和边境城市绥芬河、东宁等高速公路。松花江公路大桥、
阳明滩大桥和松浦大桥将江南和江北紧密联系在一起。密集的城
市交通网络推进了城市的的发展，使城市不透水面面积沿交通线
路有了很大的增幅。

5  结论
（1）时间变化上,2000 年以来,哈尔滨市区建设用地面积快

速增加﹐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林地和草地先增后减,变化幅度较
大,水域呈缓慢增加趋势,各地类间相互转化频繁,土地利用综合程
度较高,结构趋向均衡化。（2）空间变化上,2000—2020年,哈尔
滨市区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明显,建设用地和耕地空间差异较
大。研究区建设用地、耕地、林业用地重心转移速率上均呈现出
阶段性特征。（3）哈尔滨市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人类活
动,具体可归结为政策﹑经济、人口因素和交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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