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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以土地资源及利用为核心的区域

持续发展研究

周生路 彭补拙 徐彬彬 石晓 日

4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

南京 5  6 6 ! �7 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5  6 6 6 ∀7

摘 要 本文以土地资源及利用为核心
,

以区域 &8 ∋ − 9 系统为对象
,

并以该系统要素

及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和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为内容
,

对桂林市区域持续发展进行了研

究
。

结果表明
,

未来该市区域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 研究方法上
,

可 以土地资源及利用为

核心和突破口 开展区域持续发展研究
,

从而促进持续发展尽快进人实践
,

并丰富其研究理论

和手段
。

文章最后提出了保证桂林市区域持续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

并对区域持续发展的研究

方法进行了探讨
。

关键词 区域持续发展
,

&,; 三− 9 系统
,

土地资源
,

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 <  < !

空间尺度上持续发展可分为部门
、

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
。

其 中
,

区域层次具有特殊重

要 的地位
,

它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体 =(>
,

并推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深人与完善
。

区域持续

发展及其决策
,

强调 自然
、

人文的交叉与综合 =5>
。

鉴于这方面的难度
,

目前国内外对此还主

要集中于理论探讨
,

实例研究则开展较少
。

但后者是 当前持续发展研究深人的关键 (�>
。

为

此
,

本文拟以桂林市作为案例
,

以土地资源及其利用为核心
,

进行 区域持续发展的实际研

究
。

 研究区情况及研究思路

) ( 研究区情况

桂林市位于我 国广西壮族 自治 区的东北 部
,

辖市区
、

市郊 及临桂
、

阳朔两县
,

面积

? 5 ? ∀ ≅ Α  5 ,

人 口  5∀
1

5 万人
。

该市地处南岭山地南坡
,

介于我国亚热带东部与西部
、

东部土

山红壤 向西部石 山红壤等 自然条件
,

以及沿海富裕发达 向内陆贫困落后社会经济的过渡

带上
。

综合自然区划属 以丘陵
、

山地
、

盆地等为主的华中区川黔亚区 =?>
,

土地利用区划则属

面积广大的江南 4或称东南 7丘陵土地利用区 =<>
。

该市属典型的亚热带喀斯特地貌
,

境 内中

低 山
、

丘陵
、

平地纵横交错
、

分异明显
。

其 中
,

中低 山占 5!
1

? Β
,

行政上大致包括临桂县黄

沙
、

宛田
、

茶洞
、

南边 山和阳朔县普益
、

金宝等乡镇
:
丘陵占 5�

1

 Β
,

包括市郊雁 山
、

大埠
、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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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及 临桂 县六 塘
、

两江
、

五通
、

渡头
、

保宁
、

中庸等乡镇
: 平地 占 5 ! 16 Β

,

包括市郊朝 阳
、

大

河
、

穿山
、

甲山
、

拓木
,

临桂县庙岭
、

临桂
、

会仙
、

二塘
、

四塘及 阳朔县城 关
、

高田
、

福利等乡

镇
。

这大致体现了我国东南低山丘陵区的土地地貌构成格局
,

具有较强代表性
。

) Ε 研究思路

区域持续发展是 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
,

它包含人类社会本身以及 与其有关的各种因

素
,

具有 自然 一 人文互 为祸合的特点 =�>
。

根据这些因素的基本特 征
,

可将其概括为人 口

4& 7
、

资源 487
、

环境 4∋7 三大类
,

或人 口 4&7
、

自然资源 487
、

生态环境 4∋7
、

社会经济 4−7 四大

类
。

这些 因素与其发展 49 7所形成的区域 &8 ∋ 9 或 &8 ∋ − 9 系统
,

即为区域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对象
。

其中
,

&8 ∋ 9 系统为广义对象
,

&8 ∋ −9 系统为狭义对象
,

其操作性较强
。

本文

主要基于 后者
,

并 以土地资源及利 用 为核 心
,

开展 区域持续 发展 的研究
。

内容 包括
Χ

&8 ∋ − 9 系统组成要素人 口 4&7
、

自然资源主要为土地资源 487
、

生态环境 4∋7 和社 会经济

4− 7的发展变化预测 : 以土地资源及利用为核心
,

进行 &8 ∋ − 9 系统要素关系的分析和预

测 : &8∋ − 9 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等
。

5 区域 &8 ∋ −9 系统要素的发展变化

51  人 口的发展变化

人 口作为 &8 ∋ − 9 系统组成要素之一
,

是区域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

但人 口 内涵

广泛
,

除数量及其增长外
,

还包括人 口 素质
、

结构和构成等
。

按照这一人 口 内涵
,

根据第

三
、

第四次人 口 普查及人 口 统计资料
,

采用线性 回归
、

相除法 + Φ 4 
,

(7 模型 =Δ 和离散型 中

国人 口模型等方法进行人 口 发展预测
,

结果见表  
。

由此可见
,

该市人 口 增长率虽然将有

所下降
,

但增长绝对量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
人 口城镇率有较大提高

,

但农村人口仍将扩大
,

5 6 6 6
、

5 6  6 和 5 6 5 6 年分别约增加 ?
1

5
、

Δ
1

Δ 和   
1

� Γ (6 ?
人

,

剩余劳动力不断剧增
:
外来游客

则增长迅速
。

未来区域发展的人 口压力十分艰巨
。

表 桂林市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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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的发展变化

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的发展变化
,

从结构和利用水平两个方面进行预测
。

其中利用水

平由于桂林市地处我国严重缺粮区而主要 以粮食产出衡量
。

&∀ &
∀

! 土地资源结构的发展变化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资源结构变化发展预

测 ∗+,
,

未来该市园地
、

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

道路交通用地
、

水利水域用地等均有较大发

∗ +, 徐彬彬
,

周生路
∀

桂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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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并 占用 相 当数量 耕地
1

其中 一! ! < 一 5 6  6 年分别 占用 ∀ ? <
、

� ! �
、

? 6 一
、

� � ∀ Ξ Α  5 ,

 ! ! <一

5 6 5 6 年占用  �<<
、

? ∀!
、

“? 和 Δ 5< ΞΣ 5 。

加之不宜耕作耕地的弃耕等
,

届时全市耕地将分别

减少 � 5 � ∀ 和 ∀ 6 ! ?      5
。

而 目前该市可供开垦的宜耕荒地仅 � � < 5 ΞΣ 5 ,

因此未来保持区域耕

地面积动态平衡的任务十分艰巨
。

为满足 区域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

应将不断提高单产

水平作为该市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途径
。

51 51 5 粮食产量预测 土地粮食产量通过趋势潜力和资源潜力两种方法预测
。

其中
,

趋势潜力根据  ! ∀ ∀一  ! ! < 年粮食产量数据
,

采用相除法 + Φ 4 
,

(7 模型预测
:
资源潜力则

从作物光合作用与环境要素关系原理出发
,

并据粮食生产的可能投人增长水平
,

采用逐项

资源要素订正法预测
。

公式为
Χ

夕 Ψ 叮4Ζ
,

%, 琳 <,  7
’

4( [ ≅( 7
’

−
’

Ο
· 。 ·

4( 一 Ι 7 4(7

叮4Ζ
,

%, 班  , <7 Ψ Π =
Η ,

叮4Ζ
,

力
,

叮4Ζ
,

%, 助 >
·

≅
·

∴烤4]7 ⊥ 3 4_ 7 ⊥ 3 4动 > [ �⎯ 45 7

Π =
Η ,

叮4Ζ
,

%7
,

口4Ζ
,

%, 助 > Ψ Λ
·

叮4Ζ
,

力 ⊥ 4( 一 Λ 7
·

口4Ζ
,

皿 刚 4�7

、4Ζ
,

%, 咐 Ψ =( 一 ≅Τ
·

4( 一 ∋ %Η [ ∋ %Σ 7>
·

。4Ζ
,

力 4? 7

式中
,

_ 4Ζ
,

%, 班 <  7 为优良品种水稻经济生产潜力
,

其中
,

Ζ 为太阳总辐射
,

% 为温度条

件
,

α 为水分状况
,

− 为土壤质量
,

,为投人管理水平
: ≅ (为水稻产量与粮食总产量之 比

: − 为

耕地总面积 : Ο粮地面积系数 : Η
粮地复种指数

: Ι 田间损耗系数
: Λ 灌溉保证率 : ≅ 土地质量

订正系数
,

≅ Ψ 4Η
, ·

汽 ⊥ Η Ε ·

凡 ⊥ Η 。 ·

凡7 [ 4]
( ⊥ 凡 ⊥ 凡7

,

只和
Η ‘

分别取各等级土地面积

比率及其平均 质量分值 =∀> : 3 4]7 养分投人订正系数
,

取养分可能投人与理想 投人之 比
:

3 4_ 7优 良品种使用订正系数
,

取一般品种与优良品种产量之 比
: 3 4动 农业技术和管理水

平订正系数
,

用一般农业技术及管理水平与理想水平之 比衡量
: _ 4Ζ

,

力
、

_ 4Ζ
,

%, 助 分别

为水稻光温和气候生产潜力
,

采用 #∋Ω 法测算
,

并进行新品种增产效应校正叭凡水分产

量反映系数
: ∋加 最大蒸发蒸腾量

: ∋ % Η 实际蒸发蒸腾量
。

所得粮食产量趋势潜力 5 6 6 6
、

5 6  6 和 5 6 5 6 年分别为 � ! 5 ? 5
、

? < 5  ? 和 < ! 5 �ς Γ 一6 ?
吨

:

高
、

中
、

低 投人增长水平下 资源潜力
,

5 6 6 6 年分别为 � ? ! < ∀
、

< � < ! ∀ 和 ? 5 Δ Δ 5 β  6
?
≅3

,

5 6  6

年为 Δ 5 ? 5 !
、

< ! Δ � 5 和 ? Δ � ! 6 Γ (0 ?≅3
,

5 6 5 6 年为 <  Δ < <
、

� � � < � 和 <犯  < Γ (0 ?≅ 3
。

由此可见
,

该市粮食生产 的资源潜力较大
,

但如按 目前的投人增长速度
,

未来其实现水平仍然很低
。

因此今后应加大投人力度
,

努力发挥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
。

51 � 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

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
,

从污染物排放和森林覆盖两方面预测
。

其中
,

污染物排放根据

环境污染现状
,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

环境整治和管理水平及其与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
,

运

用趋势和定额分析相结合方法
,

并参考有关环境污染综合整治规划预测
,

结果见表 5
。

由

表 5 桂林市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Ο 预测结果 4Γ  6
“

Ο7

% Η Ι (ϑ Ε 阮山ϑ ΟΜ0Α
。Π 山ςΝ ΞΗΚ 3 ϑ 0 Κ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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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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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0 ((2 ΟΗ Α Ος ΜΑ

伽
(ΜΑ ϑΜ妙4

Γ (0? 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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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ΛΜ ϑ ΟΜ 0 Α Τϑ ΗΚ

工业废水排放量

,, Λ 2 ,’− ΟΚΜ Η( χ Ης Οϑ χ Η Οϑ Κ

生活污水排放量

; Πϑ χ Ης Οϑ χ Η Οϑ Κ

生活垃圾排放量

)Μ Πϑ Π;ΙΙΜ ςΞ

−众排放量

−众

% −&排放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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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
,

未来该市固体
、

液体
、

气体污染物排放量均有较大增加
。

该市现有林地  ∀  Δ5? 】,Α  5 ,

宜林后备荒地资源 5 <  � <Ξ Α  5 ,

分别占土地总面积 ?5
1

∀Β和

<
1

!Β
。

因此该市森林覆盖较相邻地 区差的局面将难 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另外
,

该市森

林覆盖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

尤其与旅游风景保护 区分布不协调
。

该市现有林地 主要分布

于 山地
、

丘陵区
,

占全市 �6 Β 以上
,

而
“

甲天下
”

桂林山水所在 的漓江两岸各乡镇土地面积

占全市 �6
1

ΔΒ
,

但林地仅占  �
1

ΔΒ
。

其中漓江上游市郊各乡镇土地面积 占全市 Α
1

Δ Β
,

而林

地仅 占 �
1

 Β
。

但 目前该市林地绿化程度较低
,

山丘地 区一般为 Δ6 Β一 ∀6 Β
,

漓江两岸为

�6 Β
,

其中上游市郊各乡镇仅 5?
1

<Β
,

均有较大发展潜力
。

因此今后在开垦宜林荒地植树

造林 4其 中漓江两岸宜林荒地全部发展为林地7的同时
,

应将加强现有林地绿化作为森林

覆盖提高的重要途径
。

据林业部 门预测
,

该市 5 6 6 6
、

5 6  6
、

5 6 5 6 年有林地森林覆盖率
,

将分

别 由  ! ! < 年 � 
1

∀Β 提高达到 ��
1

<Β
、

�!
1

?Β 和 ?6
1

!Β
。

前期提高较快
,

后期则 由于宜林后

备荒地资源的匾乏而提高较慢
。

51 ? 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

国民经济一
、

二
、

三产业及农业经济结构的未来发展
,

根据该市  ! ∀ < 一  !!< 年有关产

值数据
,

采用相 除法 + Φ 4(
,

(7 模型预测
,

并进行灰色 关联分析
。

结果为
,

5 6 66
、

5 6  6 和

5 6 5 6 年一
、

二
、

三产业 当年 价产值之 比
,

将 由  �
1

Δ Χ ? ?
1

? Χ � ∀
1

!
,

变为  �
1

5 Χ � ∀
1

Δ Χ ? ∀
1

 和   
1

5 Χ

�?1 ! Χ < �
1

!
,

不变价产值之比由  ?
1

Δ Χ?!
1

Δ Χ � <
1

� 变为 �
1

? Χ <�
1

� Χ �Δ
1

� 和 �
1

Δ Χ �6
1

� Χ � <
1

Δ :
农业中种

植业
、

林业
、

畜牧 业
、

副业和渔业 当年价产值之 比
,

由 <∀
1

Δ Χ �
1

6 Χ 5 � 1!Χ Δ
1

< Χ�
1

! 变为 ?<
1

?Χ  
1

∀Χ

?<
1

� Χ 51 5Χ <
1

6和 ��
1

 Χ(
1

 Χ <�
1

Δ Χ 61 ! Χ <1 5
,

不变价产值之 比则 由 <Δ
1

∀ Χ ?
1

< Χ 5 �1 ?Χ Δ
1

� Χ �
1

Δ 发展为

?Δ
1

< Χ�
1

! Χ �!
1

< Χ ?1 ! Χ ?
1

5 和 ? 6
1

< �
1

? Χ ?∀
1

∀ Χ �
1

 Χ?1 5
。

一
、

二
、

三产业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关联度
,

当年价 为 6
1

Δ∀
、

∗
,

∀?
、

6
1

Δ5
,

不变价为 ∗
,

Δ6
、

6
1

∀!
、

6
1

∀5
: 一

、

二产 业与第三产业产值增长关联

度
,

当年价为 61 �� 和 61 “
,

不变价为 61 � 和 6
1

∀�
。

种值业
、

林业
、

畜牧业
、

副业
、

渔业产值与

农业总产值增 长关联度
,

当年价为 6
1

! 5
、

6
1

∀ 6
、

6
1

Δ 5
、

6
1

Δ �
、

6
1

< Δ
,

不 变价为 6
1

! ∀
、

6
1

∀  
、

6
1

Δ �
、

6
1

Δ  
、

6
1

? �
。

由此可见
,

该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扩大
,

但与一
、

二产业关联较小
,

这不利于区域

经济尤其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
:种植业产值比重虽将有较大下降

,

但与农业总产值关联较

强
,

表明其对农业发展影响重大
,

应予重视
:
林业产值比重进一步下降

,

体现了其发展注重

生态和社会效益
,

而对经济效益重视不足
,

这不利于林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
:
畜牧业产值比

重不断扩大
,

但 与农业总产值关联较小
,

表 明畜牧业发展远快于农业总体水平
,

今后应创

造条件促其发展
。

� 区域 &8 ∋ −9 系统要素的相互关系

�1  人 口一资源关系

本文人 口 一资源关系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粮食人 口 承载状况予以揭示
,

其核心问题包括

土地产出和人均消费两个方面
。

本研究 土地产出以粮食产量 为准
,

其它食物则只作为外

部条件考虑
。

研究区未来土地资源粮食产量前文 已预测得到
。

但供人们生活消费的 口粮

和畜禽饲料转换粮数量
,

则需从其中扣除必要的种子粮
、

储备粮和工业用粮等
,

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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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每公顷播种面积 Δ< ≅3
、

总产量的 5Β 和每百元  ! ∀6 年不变价产值  
1

! Δ< ≅3 = 6>
。

人均

粮食 消费标准
,

则根据研究 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自然条件和膳食习惯等
,

并注意食物消

费变化的一般规律即
Χ

随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达到温饱以后
,

人的食物消费主要表现为结

构优化而非量 的大幅提高
,

进行预测和设计
。

步骤为
Χ

4(7 分别预测研究 区城镇
、

农村
、

国

内和 国际游客生活消费水平及其对应人均食物构成
,

包括 口粮
、

植物类和畜禽等动物类食

品 :
457 根据研究 区畜禽饲料粮标准 =(6>

,

及上述食物构成 中畜禽品数量
,

测算城镇
、

农村
、

国

内和 国际游客人均畜禽饲料转换粮
:

4�7 将上述人均 口粮和畜禽饲料转换粮
,

按其人 口 比

例加权平均得到区域人均 口粮和畜禽饲料转换粮等粮食总体消费标准
,

高
、

中
、

低消贫增

长分别约为 ? 6 6
、

� ∀ � 和 � � Δ ≅3 [ 人
·

年
。

所得高
、

中
、

低消费增长水平下土地粮食趋势潜力 的人 口承载量
,

5 6 6 6 年分别为 ∀Δ
1

5
、

!  
1

6 和 ! <
1

6 Γ  6
?

人
,

5 6  6 年 为  6 5
1

∀
、

 6 Δ
1

? 和   5
1

( Γ (∗
?

人
,

5 6 5 6 年 为  5 ?
1

�
、

 5 !
1

∀ 和

 � <
1

< Γ  6
?

人
:
对 应 人 口 超 载 指 数

,

5 6 6 6 年 分别 为 Δ ?
1

ΔΒ
、

� Δ
1

?Β 和 � 6
1

�Β
,

5 6  6 年 为

Δ�
1

5Β
、

�<
1

∀Β 和 <∀
1

!Β
,

5 6 5 6 年为 Δ?
1

�Β
、

�Δ
1

5Β 和 �6
1

 Β
。

土地粮食资源潜力的人 口承载

量和承载指数见表 �
。

由此可见
,

未来该市土地资源人 口压力的严峻形势难以缓解
: 由中

至高投人增长和消费增长对应土地粮食人 口承载量增幅分别约为 56 Β 和 ? Β
,

因此加强投

人是缓解该市土地人 口压力的关键 : 另如将畜禽精饲料中粮食比例由 �6 Β 提高至 <6 Β
,

则

对应土地粮食人 口承载量下降约 5 
1

?Β 一 5�
1

 Β
,

因此饲料粮消耗是影响资源 一人 口关系

的重要因素
,

未来畜牧业应走
“

节粮
”

型发展道路
。

表� 资源潜力法不同投入增长水平下土地粮食的人口承载状况

% Η Ι (ϑ � &0 & 2(ΗΟ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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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Θ ΗΝ ΜΟΤ 0 Π &0 Οϑ ΑΟΜ Η( 3面
Α &Κ 0 Λ2Ν ΟΜ 0 Α 0 Π (Η Α Λ ΗΟ Λ ΜΠΠϑ Κϑ ΑΟ Μ叩

2 Ο (ϑΡ ϑ(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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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Κϑ 韶ϑ 0 Π

ϑ 0 Ας 2 Σ &ΟΜ 0 Α

(ϑΡ 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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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高水平

低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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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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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提高水平

人 口承载量 4Γ (0 ?

人 7

Θ 0

&2(
ΗΟΜ0Α

ϑ

啊
Μ妙4Γ (0 ?

7

人 口超载指数
, 7 4Β7

,Α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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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 人 口超载指数 0 ! 1 2 ∗人 口 预测数 一 人 口承载量 , 3 人口承载量
,

其中国内和 国际游客需将人次数按其平

均逗 留时间 ∗) 天 ,转换成人 口 当量数
,

公式为 4 0 ) 2 3 ) ∃(
,

式中 2 为人次数
5 指数为负表示人口未超载

。

! & 经济一资源关系

本文经济一资源关系研究重点在于其空间匹配关系
,

即各地域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

及利用的空间配置
。

经济发展采用系统聚类法分 区
,

遵循 内涵全面
、

有机组合
、

简明易取
、

横向可 比性强
、

互为补充等原则
,

选取乡镇企业总产值
、

水果总产量
、

鱼总产量
、

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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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
、

人均粮食产量
、

人均水果产量
、

人均鱼产量
、

人均生猪存栏
、

人均大牲畜存栏和人

均乡镇企业产值等作 为指标
。

土地资源及利用采用由上而下 4;& Λ 0χ Α7 分类和由下而上

4ε
0
ΟΟ0 Σ 2& 7归类相结合方法进行分区

。

其中
,

前者通过  !!? 年  6 月美国 Φ − − 卫星  Χ  6

万遥感 %Φ 图像景观解译进行
,

并注意土地组成要素的地学分析和专题图件的对比分析
:

后者则采用系统聚类方法
,

指标为耕地
、

园地
、

林地
、

牧草地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

道路交通

用地
、

水利水域用地
、

未利用荒地
,

以及水田
、

旱地
、

有林地
、

裸岩石砾地等面积较大且具代

表性的次级土地类型面积 比率
。

结果见表 ?
。

表? 桂林市经济发展
、

土地资源及利用分区

% Η Ι (ϑ ? Ε ∗ (( ϑ ς 0 Π ϑ ϑ0
Α0 曲

ϑΗ( Λϑ
Ρ ϑ(0&Σ ϑΑ 仁 (ΗΑ Λ Κϑ ς0 2 Κϑ ϑ Η ΑΛ ΜΟς 2ς ϑ ΜΑ +

(Μ(ΜΑ ∗ ΟΤ

分区类别

Ε0 Αϑ ΟΤ Θϑ ς

分区名称 分 区 范 围

Ε ∗ (( ϑ Α 田((ϑ ς Ε 0( (ϑ ςϑ0 Θϑ ς

面积比例 4Β 7

# Κϑ Η Κ ΗΟΜ 04 Β 7

经济分区

,区

  区

   区

,/ 区

6
目

(,
‘δ[Α

1

⋯
!56
少_
�, ∀!

,�,�,一

土地分区

朝阳
、

大河
、

穿山
、

拓木
、

临桂
、

庙岭
、

甲山

会仙
、

四塘
、

二塘
、

雁山
、

六塘
、

两江
、

五通
、

金宝

渡头
、

保宁
、

中庸
、

大埠
、

草坪
、

南边山
、

黄沙
、

宛田
、

茶洞
、

杨堤

普益
、

葡萄
、

福利
、

城关
、

兴坪
、

白沙
、

高田

朝阳
、

大河
、

穿山
、

拓木
、

临桂
、

庙岭
、

会仙
、

四塘
、

二塘

雁山
、

六塘
、

两江
、

五通
、

渡头
、

保宁
、

中庸
、

大埠
、

草坪

南边山
、

黄沙
、

宛田
、

茶洞
、

普益
、

金宝

葡萄
、

福利
、

城关
、

兴坪
、

白沙
、

高田
、

杨堤
、

甲山

! 
∀

#

& ) %

) ∃ )

&#  

呕!!#!!!#呱

土地利用 6 区分布于桂林近郊台地
,

区内林地面积小
,

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则 占相 当比

重
,

水域有一定优势
5 7 区处于中郊丘陵

,

区 内耕地
、

园地
、

林地
、

牧草地
、

水域和可开发利

用荒地均有一定优势
,

用地结构较协调 5 7 +区位于该市西北 和西南远郊山地
,

林地面积大

是该区最大特点和优势
5
8 区主要分布于漓江两岸喀斯特风景旅游 区

,

裸岩石砾地 比重

大是 该区最大特点
,

另外耕地
、

园地
、

旱地和可开发利用荒地也具一定优势
。

经济发展 6

区也主要位于桂林城市近郊
,

该 区乡镇企业较发达
,

渔业生产也具一定水平
5 7 区位于中

郊丘陵和远近郊台地
,

该区粮食
、

渔业和生猪生产均有较高水平
,

乡镇企业也具一定规模
5

9 区主要分布于远郊山地和远 中郊丘陵
,

受地形和区位条件影响
,

该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

平较低
5
8 区位于漓江两岸喀斯特风景旅游区

,

该区水果生产发展很快
,

总产量 占全市一

半以上
,

粮食生产有一定水平
,

但乡镇企业发展较慢
。

据此
,

该市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及利用分区比较相近
,

但也存在一定差异
。

土地资源

及利用分区上
,

近郊 台地
、

中郊丘陵
、

远郊 山地和漓江两岸喀斯特旅游风景区各乡镇分属

同一类型区
。

而经济发展上
,

近郊台地区交通条件较好乡镇
、

近郊台地交通条件较差及 中

郊丘陵交通条件较好乡镇
、

山区和中郊区交通条件较好乡镇
、

离城区较远的漓江两岸喀斯

特旅游风景区各乡镇
,

分别组成一类型 区
。

这一方面表 明由于区位和交通条件 的影响该

市土地资源利用受到一定 限制
,

并 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优势脱节
5 而另一方面也表 明该市

尤其远郊农村经济大多只据 自身资源条件发展
,

受城市和旅游业需求市场导向较差
,

目前

仍属于 自给半 自给
、

传统专属农作物 的 自然经济
,

从而造成农产 品商品化率低
,

发展水平

不高
、

速度缓慢
。

因此今后该市农村经济应重视城市
、

旅游业需求导向
,

并 与土地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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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形成分工协作 的不 同经济区域
,

从而向产业化
、

高效城郊型商品经济转换
。

? 区域 &8 ∋ −9 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

?1  评价方法

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
,

按照 目标一准则一指标一分指标一子指标等层次
,

建立 区域

&8 ∋ −9 系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4图  7
。

其中评价指标
、

分指标
、

子指标遵循系

统全面
、

科学合理
、

简明易取
、

独立性强
、

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等原则选取
,

它们可分为总量
、

总体和结构等类型
。

评价准则
、

指标
、

分指标
、

子指标权重值
,

采用 # φ &法并参照有关研究

作适当修正后确定
。

目标层 &8∋ − 9 系统持续发展
0 Ι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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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硬盖率

: ∋ 5 一人均森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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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水排放量
,

瓦 ,  
一工业废水排放量

,

瓦  5 一生活废水排放量
: 肠厂废气排放量

,

助
 
一 −场排放量

,

瓦 55
一% −& 排放量

:乙�
一生活垃圾排放

量
: − , ,

一经济总量
,

−川一∃∋ 甲
,

− , , 5
一∃9 &增长率

: < 5
一人均产值

,

− Χ 5 ,
一人均 ∃ 9 &

,

<  55 一人均 + 9 &

增长率
: < 5 
一第一产业产值比例

,

< 55一第三产业产值比例
。

 7 括号中数据为权重
1

图 ( 区域 &8 ∋ −9 系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

8 3
1

 ,ΑΛ ϑ Γ ςΤςΟϑ Σ Π0 Κ ϑΡ Η( 2Η ΟΜ0 Α 0 Π 玲3 Μ0 ΑΗ( &8 ∋− 9 ςΤςΟϑ Σ Λϑ
Ρ ϑ (0 Θ Σ ϑΑ Ο

各评价指标
、

分指标
、

子指标优劣分值
,

以其  !!< 年数值为基准采用相对指数法测

度
。

其中
,

数值大小 与持续性高低呈正相关和负相关指标分值
,

分别按下列 4<7 式和 4�7 式

确定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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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Ψ ( ⊥ 4
Η 、一 Η 。7[ Η 。 4< 7

试Ψ ( ⊥ 4Η
。 一 Η (

7[ Η 。 4� 7

式中
,

试为评价年指标优劣分值
, Η 。为  !!< 年指标值

, Η Μ
为评价年指标值

。

?1 5 评价结果

区域 & 8 ∋ −9 系统要素及系统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
,

分别采用逐级加权求和法计算
,

结果见表 <
。

由此可见
,

尽管桂林市未来经济将持续发展
,

但随着人 口包括外来游客的增

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区域人 口
、

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环境面临较大压力并不断加剧
,

从

而导致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下降
。

表< 区域&8 ∋ ς9 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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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来桂林市 区域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

为此
,

今后应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并促

进农村剩余劳力转移
: 开发利用周边地区旅游资源

,

形成大桂林旅游圈
:
保持耕地动态平

衡的同时努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
加强环境整治的规划和管理

,

进一步 改善生态环境
:重

视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结构的优化配置等
。

5
1

土地资源及利用与区域 &8 ∋ −9 系统各要素密切相关
,

是该系统的联结核心
。

因

此
,

可以 土地资源及利用为核心和突破 口开展区域持续发展研究
。

�
1

区域持续发展研究 内容 和论题应据 区域发展所处阶段进行界定和选择
。

目前桂林

市社会经济大体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
,

人 口
、

粮食生产
、

经济产业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

是 区域发展研究的主要 内容和论题
。

?
1

&8 ∋ − 9 系统及其要素具有不同的地域结构
,

其优化调整是促进和实现区域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

因此
,

区域持续发展研究应重视地域结构 的理论和方法
。

本文虽在资

源一经济关系研究 中对地域结构方法进行 了一定尝试
,

但需进一步探讨
。

<
1

区域持续发展是 &8 ∋ − 9 系统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

价指标应是多维
、

多层次的
。

但随评价指标的不断细分
,

各指标间的独立性趋于减弱并使

问题复杂化
,

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

对此需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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