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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淮河生态经济带被提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国家级生态经

济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对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现有

研究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生态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不高，这与生态经济区内的重

要城市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生态和环境影响已引起全球关注，淮河

生态经济带是中国腹地生态系统较为稳定且未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南北过渡带地区，现被

规划为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区。然而，当前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的

研究较少，对其生态系统服务基底状态与时空变化也缺乏关注。据此，探究淮河生态经

济带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对于提升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

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有助于淮河生态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人地关系和谐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等为

理论基础，借助 GIS 和 RS 技术，对研究区 2000、2005、2010、2015 和 2020 年 5 个时

期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分析，提取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运用动态度、转移矩阵、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法、空间分析法、地理探测器、灰色预测模型等方法，开展淮河生态经济

带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 

（1）2000-2020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 年间研究

区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中耕地面积减少量最大，未利用地面积变化减少

量最小；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增多，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量最大。耕地和建设

用地是淮河生态经济带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总面积的 85.30%；草地动态变化最大，

动态变化率为 2.76%，未利用地的动态变化最小，仅为 0.28%；近 20 年研究区的综合动

态度处在 0.27%-0.28%，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土地尚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主要由耕地

和建设用地以及林地形成互为转化关系，其中耕地以转出为主，建设用地和林地以转入

为主。 

（2）研究时段内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

2000-2020 年间，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共减少了 166.17 亿元。从各

种用地类型的生态价值所占比重来看，占比最高的是水域，达到了 60%以上；淮河生态

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程度不断递增；高-高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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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北部淮海经济区的济宁市和东部海江河联动区和中西部内陆崛起区的南部

与西部地区的边缘地带，低-低值聚集区主要集中在北部淮海经济区。 

（3）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是由多个社会经济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

2020 年 20 年间，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为年末总人口、城镇人口、

人口自然增长率、GDP、人均 GDP、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2030 年研究区土地

利用变化预测中建设用地和林地的面积呈现增加趋势，耕地、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

4 类用地的面积呈现减小趋势；2030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5014.72

亿元，即未来 10 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将会进一步降低，其中林地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呈现增加趋势，耕地、水域、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5 类用地的生态价

值均呈现减小趋势。 

结合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的主要结论，本

研究以增强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

系统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不仅对提高土地资源管理的能力，促进

淮河生态经济带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为国内其他与淮河生态经济带有

相似背景的区域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灰色预测；淮河生态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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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生态

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一个新提高进行了部署，为今后生态文明

建设指明了方向[1]。十九大报告指出[2]，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3]。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4-5]，“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了我国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总基调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

文明建设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对污染采取了严厉而有效的措施予以治理，同

时在政策上也出台了一系列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相关

制度与政策。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

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的国家。“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一[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道路”[7-8]。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成为焦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

发展迅速，全国 GDP 从 2000 年的 10.03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1.36 万亿元，跃升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9]。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过度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力，致使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对土

地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10]。因此，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结构在 21 世纪过去的二十

年中发生极大变化，此举严重地阻碍着未来的发展。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不仅伴随着土

地覆被的变化，同时还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从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

该背景下，开展评估城市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万方数据



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 

2 

值的影响以及探索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可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优化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政策建议。 

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淮河生态经济带过去严重依赖工业化发展，

在取得阶段性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力资本缺乏和经济发展滞后

等一系列问题。该地区的困境也是其他欠发达地区的一个缩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中东地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生态经济带，如何

从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到全面的实现经济发展，如何找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与突

破口，是当前淮河生态经济带需要破解的难题。2018 年 10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正式确定将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的规划上升为国

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提出要把生态环境治理放在首要位置，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找寻资源枯竭型、老工业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有效方法，加

快推进动能更新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皆是致力于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的高质量

发展进程。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典型代表，研究该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我国处于流域的其他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土地原有的自

然景观，使能量在生态系统内部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

定产生影响，致使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生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直接关系到

人类福祉，土地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研究土地

可持续利用，维持人类活动和生态平衡发展的基本指标。国内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和生态脆弱区，如北京、广东、三亚等经济

发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11-16]，而对中小城市特别是“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淮河生态经济

带来说，其所辖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研究更为缺乏。值得一提的是，诸如淮河生态

经济带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针对性研究极少。虽然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资源非常丰

富，但以粗放型发展模式快速推动经济发展，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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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淮河生态经济带进行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为促进研究区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提供依据。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增加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研究的区域案例。淮河生态经济带位于

长江和黄河两大生态经济带之间，与长江经济带在地域与水系上分别相连、相通，是我

国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过渡带，拥有众多生物物种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储备，是中部地区重

要的煤炭和能源基地。本文从淮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出发，形成较新的思路，研究淮

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驱动力及未来变化预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等，

不仅可以丰富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研究的理论体系，

同时还可以增加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理论的区域案例。 

1.2.2.2 实践价值 

本文从土地利用变化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可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科学依据。人类因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此举在不同程度上

直接或间接给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造成一定的影响。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土地扩张，

土地扩张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空间布局和服务功能。如果毫无节

制的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使其转化为过多的建设用地，将会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最终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甚至价值丧失。如何平衡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集约利

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多个学科交叉

的方法，探讨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动态规律，以及引起

变化的原因，不仅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高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理论提供

了支撑，而且还可以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及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的制

定提供实证参考。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选择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以其城市化比较典型的 2000-2020 年为研

究时段，从中选取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5 个时期，基于这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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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采用 RS 和 GIS 相结合的方法，凭借 Landsat 遥感影像、土

地利用监督分类，最终得到 5 个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基础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使用土

地利用动态度(单一、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转移矩阵和土地利用程度等方法，从

各类土地的分布与数量、速度、方向和程度等方面，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

过程进行全面分析，然后从价值分布与变化、空间统计分析等方面，分析土地利用变化

影响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继而使用地理探测器探讨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

化的驱动力，最终借助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 10 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可

为认识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开展的工作具体

如下: 

(1)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转移矩阵、土地利用程度等模型分析 2000-2020 年间淮河

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过程。 

(2)参照谢高地提出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测

算各类用地的生态价值系数，得出所选年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价值、各类用地的

价值、以及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运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分析等空间统计分析方

法，探究淮河生态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特征。 

(3)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利用灰色预测模型

对未来 10 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预测。 

1.3.2 研究方法 

（1）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法 

单一动态度是用来描述某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速度状况，其表达式为[17]
 ：（见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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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动态度是从研究区总体出发，用来描述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剧烈程度的

指标，其表达式为[17] ：（见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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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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