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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区土地利用冲突评价及调控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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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丘陵山区土地利用冲突评价可为土地利用调控优化与空间管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以重庆市江

津区2009年和2016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为例,
 

运用景观生态学风险评价方法测算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
 

对冲突

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最后提出相应的土地利用调控优化策略.
 

结果表明:
 

1)
 

土地利用冲突等级数量从多到

少依次为稳定可控、
 

一般冲突、
 

中度冲突、
 

重度冲突,
 

冲突等级空间格局呈现“一江一河三区”集中连片的分布规

律.
 

2)
 

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呈现出规律变化特征,
 

海拔越高,
 

冲突程度越小,
 

冲突地类随冲突程度发

生相应变化.
 

3)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全局的正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2016年热点区与冷点区较2009年都有

所增加,
 

集聚态势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加强.
 

4)
 

基于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等级,
 

提出3种土地调控

优化策略,
 

引导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发展,
 

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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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8%,
 

一方面城市扩张需要提供大量

建设用地以支持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粮食安全,
 

需要保障一定的生态

用地与农用地规模,
 

这一矛盾反映了各土地利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利用方式与数量等方面的不一

致,
 

其对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竞争与博弈加剧了土地利用之间的空间冲突[1].
 

土地利用冲突[2-4]是指

由于土地具有自然与社会两重属性,
 

受土地资源有限性、
 

土地资产增值性、
 

土地资源多功能性以及土地利

用竞争性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土地利用主体在利用土地资源、
 

土地资产与土地空间时产生的一定对立,
 

并

对社会、
 

经济与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不协调性结果的表现.
 

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形

势下,
 

正确处理建设发展、
 

耕地与生态保护等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
 

识别各类用地的土地利用冲突水平并

针对冲突区域提出相应的调控优化策略,
 

对实现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发展,
 

缓解土地资源压力和人地矛盾具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年来,

 

学者针对土地利用冲突与调控优化展开了一些相关研究,
 

其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

方面:
 

一是土地利用冲突区域识别研究.
 

谭术魁[5]通过对我国土地利用冲突的实证案例研究表明,
 

土地利

用冲突的发生常常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关系密切,
 

通过结合土地利用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诊断得出土地

利用冲突经常发生的区域主要有城乡结合地带(城市边缘区)、
 

农牧交错带、
 

水陆交错地带以及城镇化发展

较快的地区;
 

二是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测度研究.
 

杨永芳等[6]采用参与式调查法(PRA)定性确定了区域土地

利用冲突的类型,
 

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秦坤[7]、
 

肖建英等[8]运用PSR模型与模糊评价法构建了土

地利用生态冲突理论分析框架,
 

定量测算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指数.
 

此外,
 

多规划目标方法也较多

用于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定量测算[9].
 

综合来看,
 

目前国内还是定性为主,
 

定量分析为辅;
 

三是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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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区域优化调控研究.
 

阮松涛等[10]基于非合作博弈视角,
 

认为依靠规范的公益引导,
 

通过博弈方价值策

略选择与博弈均衡最优解的形成,
 

能缓和土地利用冲突.
 

白永杰[11]为了缓和秦州区土地利用冲突,
 

通过分

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在不同地类上的分布情况,
 

找出各冲突等级主导的土地利用类型,
 

提出了相应的土

地利用功能分区.
 

总结来说,
 

当前对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定量分析应用相对不足,
 

在构

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测度模型时,
 

传统统计分析方法难以揭示因地理现象变化导致的区域总体差异性和局

部空间异质性,
 

且研究样区大多选取东部平原城市(群)等大尺度区域[12],
 

对西部丘陵山区关注度较少.
重庆市江津区作为一个典型的丘陵山区,

 

相较于平原地区,
 

具有地形起伏变化明显、
 

生态系统脆弱、
 

多中心组团发展等区域特征[13-15],
 

海拔因子作为丘陵山区土地利用格局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使得不

同地类在海拔梯度上的分布呈现出规律变化特征[16],
 

也使得土地利用冲突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当前江津区

正朝着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和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目标发展,
 

城镇化、
 

工业化快速发展,
 

强烈的土地需求

导致各类用地之间矛盾加剧,
 

同时由于其地处长江中上游和三峡库区尾端,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高.
 

鉴于此,
 

本研究将基于研究区两期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采用景观生态学中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及空间自相关等研究

方法测算江津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指数,
 

识别在不同海拔条件、
 

不同冲突水平下的用地矛盾,
 

最后提出相

应的土地利用调控优化策略,
 

以期缓解丘陵山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要求下的土地利用冲突问

题,
 

为土地利用调控优化提供一种新思路与参考,
 

提高土地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开发利用.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江津区地处重庆市西南部,
 

区域总面积3
 

219.01
 

km2,
 

下辖4个街道与24个镇,
 

境内海拔介于161
~1

 

645
 

m,
 

地形南高北低,
 

长江横贯东西,
 

境内丘陵起伏,
 

四面高山环抱,
 

地块较为破碎,
 

属山地丘陵

地区(图1);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13.6~18.4℃,
 

植被丰富、
 

雨量充沛,
 

是长江水系的上

游干流区;
 

2016年,
 

全区总人口149.53万人,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比值为1∶0.62,
 

三次产业结构比

例为12.46∶64.02∶23.52.

图1 研究区示意及高程分布图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涉及到土地利用数据、
 

遥感影像、
 

数字高程(DEM)数据以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
 

土地利用

信息来源于江津区2009年、
 

2016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库与遥感影像数据(30
 

m×30
 

m),
 

通过

对土地利用数据的分析、
 

校对与归并,
 

整理得到研究区三大土地利用空间类型,
 

即农业生产空间(包括

耕地、
 

园地)、
 

生活空间(包括城乡建设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与生态空间(包括林地、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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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水域、
 

未利用地);
 

通过从地理国情监测平台获取DEM 数据,
 

得到研究区不同海拔下的海拔类型,
 

即海拔低于500
 

m为低海拔区,
 

海拔介于500~1
 

000
 

m为中海拔区,
 

海拔高于1
 

000
 

m为高海拔区;
 

为测

算土地利用冲突指数,
 

本研究结合研究区区域面积、
 

斑块情况与以往学者研究[17],
 

选择500
 

m×500
 

m空

间网格作为评估单元,
 

对处在行政区边界未布满整个空间网格的空间斑块按一个完整方格进行计算,
 

总计

有13
 

520个空间单元网格.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冲突测度指数

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不同利益群体对土地资源展开竞争博弈[18],
 

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和城镇建

设用地等空间开发活动对土地利用方式和区域景观格局产生影响,
 

改变了区域“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结构比例,

 

造成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土地生态服务功能,
 

土地面临一

定的生态风险,
 

当土地利用冲突对土地造成的生态风险较大时,
 

其对区域生态安全的负面效应越大,
 

反之

越小[19-20].
 

故本研究基于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发展与生态安全视角,
 

运用景观生态学风险评价来测算土

地利用冲突指数.
结合前人研究与研究区实际,

 

以土地利用外部压力值、
 

土地利用脆弱度指数和土地利用稳定性指数分

别代表土地利用冲突的风险源、
 

风险受体和风险效应,
 

故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可表达为:

F=fawmpfd +ffi-fpd (1)
式中:

 

F 为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
 

fawmpfd 为土地利用外部压力值;
 

ffi 为土地利用脆弱度指数;
 

fpd 为土

地利用稳定性指数.
1)

 

土地利用外部压力值(fawmpfd).
 

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AWMPFD)是测算景观斑块形状的复杂性指

数,
 

反映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空间外部压力,
 

可表征邻近景观对该景观单元生态干扰影响程度.

AWMPFD=∑
m

i=1
 ∑
n

j=1
 

2ln
 

(0.25Pij
)

ln(aij
)

aij

A  



 




 (2)

式中:
 

Pij 为斑块周长;
 

aij 为斑块面积;
 

A 为空间类型总面积;
 

i,
 

j为第i个空间网格内第j种土地利用类

型;
 

m 为研究区空间网格总数;
 

n为土地利用类型总数.
 

为方便统一计算,
 

将其结果进行0~1标准化处理.
2)

 

土地利用脆弱度指数(ffi).
 

空间格局的脆弱性是指由于景观格局在收到外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敏

感性以及缺乏适应能力从而景观系统结构、
 

功能发生改变的一种特性,
 

常用景观脆弱度(FI)指数来表征这

一特性.

FI=∑
n

i=1

Fi*ai

S
(3)

式中:
 

Fi 为各类景观的脆弱度指数;
 

ai 为空间单元内各类景观面积;
 

S 为空间单元总面积,
 

结合已有研究

与咨询相关专家[21],
 

对研究区各地类进行脆弱度赋值,
 

结果如表1所示.
 

为方便统一计算,
 

将景观脆弱度

结果进行0~1标准化处理.
表1 脆弱度赋值表

空间类型 土地利用现状 脆弱度赋值

农业生产空间 耕地 2
园地 5

生活空间 城乡建设用地 7
交通水利用地 6
其他建设用地 7

生态空间 林地 1
草地 3

未利用地 4
水域 8

  3)
 

土地利用稳定性指数(fpd).
 

景观破碎度(PD)反映土地资源的稳定性,
 

景观破碎度越大,
 

说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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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系统稳定性越差,
 

对生态灾害的扩散作用越强.

PD=
Ni

Si

(4)

式中:
 

Ni 为各类景观斑块个数;
 

Si 为各类景观总面积.
 

为方便统一计算,
 

将其结果进行0~1标准化处理.
根据倒U型曲线模型,

 

按照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累积频率曲线分布特征,
 

利用ArcGIS
 

10.2软件中自然

断裂法,
 

将土地利用冲突划分为4个等级:
 

(0.0,
 

0.4)为稳定可控,
 

[0.4,
 

0.6)为一般冲突,
 

[0.6,
 

0.9)为
中度冲突,

 

[0.9,
 

1.5)为重度冲突.
1.3.2 土地利用冲突自相关指数计算

为分析各级冲突单元在空间分布上的关联特征,
 

采用全局 Moran指数I 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量Gi

指数计算研究样区的空间自相关性[22-24].
 

其计算公式如下:

I=
n∑

n

i=1
∑
n

j=1
wij(xi-x)(xj -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5)

Gi=
∑
J≠i

wijxj

∑
J≠i

xj

(6)

式中:
 

n 为冲突单元总数;
 

xi 和xj 分别是位置i和j处的冲突分值;
 

x 为xi 属性的平均值;
 

wij 为空间权

重矩阵.
指数I表征的是整个研究区空间邻近的评价单元的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的相似程度,

 

指数I 的取值

在[-1,
 

1]之间,
 

大于0表明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
 

小于0表明存在着负的空间自相关,
 

等于0表明不存

在空间自相关;
 

Gi 指数是基于距离权重矩阵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
 

可以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有高值或

低值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2 结果分析

2.1 土地利用冲突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2.1.1 土地利用冲突程度分析

根据公式(1)至公式(4)计算得到研究区两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测算结果(表2、
 

图2),
 

从总体格局与等

级数量来看,
 

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单元格都分布较为集中,
 

冲突水平处于可控范围内,
 

稳定可控

与一般冲突占全部冲突等级的64%以上,
 

冲突等级数量从大到小依次为稳定可控、
 

一般冲突、
 

中度冲突、
 

重度冲突,
 

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呈递增趋势,
 

由2009年的31.58%增至2016年的36.35%.
稳定可控级别的空间单元变化幅度不大,

 

较2009年只减少了103个,
 

整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山镇与四

面山镇等高海拔地区,
 

这得益于该地区地表类型比较单一,
 

景观连续性强,
 

冲突强度较低,
 

且江津区对四

面山周边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重点保护林地等生态涵养价值高的生态用地,
 

为降低研究区生态风险

和控制空间冲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般冲突级别的空间单元数量较2009年减少了542个,

 

且大部分演变成了中度与重度冲突级别,
 

空间

位置分布在李市镇、
 

蔡家镇、
 

柏林镇等低中海拔区,
 

主要是由于江习高速、
 

四面山高速等公路网的大规模

建设,
 

占用了大量耕地、
 

林地,
 

对生态环境的切割干扰强烈.
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级别数量大幅度增加,

 

较2009年增加了645个,
 

并呈现出“一江一河三区”集中连

片的空间分布规律,
 

即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研究区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水平主要发生在长江、
 

笋溪河流

域周边、
 

白沙镇、
 

珞璜镇、
 

德感—双福街道等5个区域,
 

长江、
 

笋溪河流域周边地处河流与城镇村交界处,
 

水域、
 

园地、
 

建设用地相互之间变化频率高,
 

易造成土地利用冲突,
 

白沙镇、
 

珞璜镇、
 

德感—双福街道近年

来土地利用冲突加剧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化的快速扩张,
 

工业园区的建成占用了大量农用地、
 

未利用地,
 

土地利用类型较2009年更加复杂多样,
 

导致景观格局空间外部压力较大,
 

脆弱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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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统计表

冲突类型 冲突值
空间单元个数/个

2009年 2016年

空间单元百分比/%
2009年 2016年

空间单元个数

变化情况

稳定可控 [0.0-0.4) 5
 

137 5
 

034 38.00 37.23 -103
一般冲突 [0.4-0.6) 4

 

114 3
 

572 30.43 26.42 -542
中度冲突 [0.4-0.9) 3

 

263 3
 

386 24.13 25.05 123
重度冲突 [0.9-1.5) 1

 

006 1
 

528 7.44 11.30 522

图2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分级图

2.1.2 土地利用冲突时空特征分析

对研究区2009年和2016年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测算,
 

结果表明研究区不同海拔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冲突

呈现较强时空分异特征,
 

海拔越高,
 

冲突程度越小,
 

冲突地类随冲突程度发生相应变化(表3、
 

图3).
低海拔地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较多集中在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上,

 

冲突地类主要是农业生产用地

与生活用地,
 

这两者用地类型的中度与重度冲突水平在2009年和2016年均占到了总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

57%以上,
 

其中2016年重度冲突等级比例相较于2009年增加了16.53%.
 

原因是低海拔地区适合人类居

住与发展,
 

受人类活动与城镇化影响较大,
 

在城镇化过程中,
 

各类产业用地需求激增,
 

产业结构的变化使

得土地利用冲突逐步向该区域集中,
 

城镇人口的增长导致生活空间(主要是城镇用地)快速扩张,
 

挤占了农

业生产空间,
 

农业生产空间在不断减少的同时景观连续性也不断下降,
 

导致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比例不合

理,
 

区域景观格局外部压力与脆弱度指数升高,
 

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日益加剧.
中海拔地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主要集中在一般冲突与中度冲突等级上,

 

冲突地类以生活用地与生态用

地为主,
 

其中生活用地的一般与中度冲突水平占比之和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为68.26%和68.74%,
 

生

态用地的一般与中度冲突水平占比之和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为49.57%,61.06%,
 

2016年一般冲突等

级较2009年比例下降了17.05%,
 

但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比例较2009年共计增加了28.11%.
 

一方面

是由于乡村区域空间人地关系不尽协调,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但农村居民点数量没有相应减

少,
 

个别区域还出现了不减反增,
 

即“一户多宅”等现象,
 

且布局也较为散乱,
 

所以生活空间冲突水平有所

增加.
 

此外,
 

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新修农村居民点、
 

新修道路)还是对该区域的林地、
 

水域等生态用地造成

了景观格局分割,
 

减少了景观的连片规模,
 

引起生态空间冲突水平有所增加.
 

总体上来看中海拔地区土地

利用冲突水平与低海拔地区相比较为缓和,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比例较为合理.
高海拔地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主要集中在稳定可控等级上,

 

用地类型以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态用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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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其中农业生产用地的稳定可控与一般冲突水平占比之和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为84.15%和

77.72%,
 

生态用地的稳定可控与一般冲突水平占比之和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为93.42%和89.40%,
 

从变化趋势看,
 

2016年一般冲突、
 

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比例较2009年仅共计增加了5.93%,
 

表明当

前江津区高海拔地区土地生态风险较低.
 

原因在于高海拔地区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较少,
 

对地类的利用率与

转变率相对较低.
 

此外,
 

江津区为保护四面山的自然资源,
 

对江津区南部高海拔区域划定了严格的生态红

线,
 

区域景观规模与格局都得到了很好保护.
表3 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统计表

海拔类型 冲突水平
农业生产空间占比/%

2009 2016 变化量

生活空间占比/%
2009 2016 变化量

生态空间占比/%
2009 2016 变化量

低海拔 稳定可控 19.98 15.64 -4.34 22.00 15.50 -6.50 28.03 25.24 -2.79

一般冲突 17.30 25.26 7.96 20.79 26.86 6.07 12.37 14.91 2.54

中度冲突 30.40 23.72 -6.68 35.02 28.39 -6.63 25.74 22.58 -3.16

重度冲突 32.32 35.38 3.06 22.19 29.25 7.06 33.86 37.27 3.41
 

中海拔 稳定可控 25.57 22.25 -3.32 22.74 19.71 -3.03 31.39 26.68 -4.71

一般冲突 40.51 27.56 -12.95 43.46 35.41 -8.05 33.33 37.28 3.95

中度冲突 25.77 28.49 2.72 24.80 33.33 8.53 16.24 23.78 7.54

重度冲突 8.15 21.70 13.55 9.00 11.55 2.55 19.04 12.26 -6.78

高海拔 稳定可控 60.15 58.50 -1.65 27.25 23.75 -3.50 87.11 86.33 -0.78

一般冲突 24.00 19.22 -4.78 44.07 42.99 -1.08 6.31 3.07 -3.24

中度冲突 12.45 15.92 3.47 27.27 30.97 3.70 3.53 3.78 0.25

重度冲突 3.40 6.36 2.96 1.41 2.29 0.88 3.05 6.82 3.77

图3 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年份对比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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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运用Geoda软件,
 

以邻接度为空间权重,
 

计算研究区两期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的全局自相关系数

MoranI,
 

揭示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总体分布特征,
 

采用蒙持卡罗模拟的方法,
 

计算p 值来检验

MoranI指数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分析表4可知:
 

总体上看,
 

2个研究年份的 MoranI 指数全部为正,
 

在正态分布假设下,
 

对 MoranI指数检验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Z 值越大说明相关度越有统计学意义),
 

且

p 值都小于0.05,
 

说明在95%以上的置信度下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存在正的空

间自相关,
 

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
 

从年份对比来看,
 

2009年至2016年间

MoranI指数是上升的,
 

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空间集聚性呈增强趋势.
表4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的 MoranI指数

年份 MoranI Z 值 p 值

2009 0.360
 

7 12.153
 

9 0.021
 

5

2016 0.381
 

9 13.661
 

39 0.030
 

7

  为了合理揭示研究区内所有空间单元之间的空间联系模式,
 

进一步测算2009年与2016年的土地利

用冲突水平Gi 统计量,
 

运用Jenks最佳自然断点分类法将13
 

520个空间单元划分为5种类型:
 

热点区、
 

次热点区、
 

温和区、
 

次冷点区和冷点区,
 

从而生成研究区不同海拔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水平“冷热点”
分布图(图4).

图4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冷热点”分布图

从冷热点各类型的空间分布和单元数量上看(表5),
 

2009-2016年间,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冷
热点”区域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

 

局部发生变化;
 

热点区与冷点区均呈现增加的趋势,
 

温和区也持续增

长,
 

而次热点区与次冷点区逐步下降.
其中,

 

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地区(珞璜、
 

白沙、
 

先锋等镇街),
 

该区域近年来城镇用地需求量

激增,
 

呈连续分布状态,
 

土地利用类型复杂;
 

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土地利用类型比较单一的高海拔地区

(中山镇南部以及四面山镇大部分地区),
 

次热点区与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热点区与冷点区外围;
 

随

着时间推移,
 

研究区西部(油溪、
 

石门、
 

朱杨等乡镇)的次冷点区逐步被温和区以及次热点区代替,
 

珞

璜镇的次冷点区与温和区逐步被次热点区与热点区代替;
 

温和区总体数量略有上升,
 

增加了1
 

052
个,

 

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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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冷热点数量统计

海拔
热点区/个

2009 2016

次热点区/个

2009 2016

温和区/个

2009 2016

次冷点区/个

2009 2016

冷点区/个

2009 2016
低海拔 843 1

 

015 2
 

831 2
 

107 2
 

146 2
 

704 2
 

427 2
 

232 763 1
 

125
中海拔 243 282 1

 

245 715 192 628 567 542 714 850
高海拔 2 10 120 57 42 100 224 144 1

 

161 1
 

009
合计 1

 

088 1
 

307 4
 

196 2
 

879 2
 

380 3
 

432 3
 

218 2
 

918 2
 

638 2
 

984

2.3 土地利用冲突调控策略

根据上文分析,
 

当前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已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
 

若不采取相应措施,
 

将导致江津区

土地生态风险进一步提高,
 

土地资源利用领域矛盾愈加突出.
 

所以本研究结合研究区的海拔分布、
 

土地利

用空间分布与冲突等级,
 

提出不同海拔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冲突调控策略,
 

以达到缓和土地利用冲突水平、
 

促进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发展的目的.
2.3.1 低海拔地区冲突调控策略

该区域作为县域发展的重点地区,
 

冲突水平居高不下.
 

首先应加强生活用地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管

制,
 

统筹建设用地增量,
 

引导工业用地向园区集中,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梳理城市核心发展功能及相

关产业人口,
 

破解人地矛盾.
 

其次应提高耕地保护,
 

加大土地整治力度,
 

防止环境污染,
 

保证耕地数量不减

少、
 

质量不降低,
 

拓展土地生态空间.
 

最后要严格管控市区的绿地与湿地面积,
 

提升城市中的绿化覆盖率,
 

减少区域景观格局外部压力与脆弱度指数.
2.3.2 中海拔地区冲突调控策略

该区域近年来城镇化速率加快,
 

土地开发速度提高,
 

冲突水平日益加剧.
 

今后该区域的调控方向可分

为两方面.
 

一方面针对乡村区域空间人地不协调问题,
 

应严格按照镇级尺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控制

建设用地无序扩张,
 

引导农村居民点有序复垦,
 

坚持统筹协调,
 

落实占补平衡制度.
 

另一方面,
 

针对该区域

生态用地问题,
 

后续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应尽量利用当地原有的地形地势,
 

减少对生态用地景观格局的分

割,
 

并且加强对生态用地的后续保护,
 

做到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2.3.3 高海拔地区冲突调控策略

该区域受地形影响,
 

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开发活动较少,
 

整体上处于稳定可控状态,
 

在后续发展中应

严格控制影响生态环境的工程与土地利用开发活动.
 

对植被破坏较多区域,
 

采取封山育林及坡改梯等生物

与工程措施,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防止水土流失;
 

继续加强水域保护,
 

在重要水源保护地配套建设流域防

护林园,
 

维护生态用地的生态平衡与稳定,
 

促进水域与林地的协调同步发展,
 

实现其调节气候、
 

保护生态

环境的功能;
 

对于该区域,
 

还应设定跨区域的资源保护补偿措施,
 

明确“谁获利谁补偿,
 

谁保护谁受偿”的
补偿原则,

 

切实保障区域发展的公平性,
 

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 论

以重庆市江津区作为西南山地丘陵区的典型样区,
 

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持下,
 

以2009年、
 

2016年两

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数据源,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进行测算,
 

分析其时间演变特征与空间分

异特征,
 

对综合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提出不同海拔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冲突调控策略,
 

得到以下结论:
1)

 

2009-2016年间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等级数量与空间分布均特征明显,
 

稳定可控与一般冲

突占全部冲突等级的64%以上,
 

等级数量从大到小依次为:
 

稳定可控、
 

一般冲突、
 

中度冲突、
 

重度冲突;
 

空

间分布上,
 

冲突水平呈递增趋势,
 

呈现出“两江河三组团”集中连片的空间分布规律.
2)

 

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水平与冲突地类呈现出规律变化特征,
 

低海拔地区冲突集中在

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上,
 

冲突地类主要是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活用地;
 

中海拔地区冲突主要为一般冲突

与中度冲突,
 

生活用地与生态用地为主要冲突地类;
 

高海拔地区冲突集中在稳定可控等级上,
 

用地类型以

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态用地为主.
3)

 

全局自相关分析表明,
 

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空间正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并随着时间推移,
 

土

地利用冲突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程度增强,
 

MoranI指数由2009年的0.360
 

7上升到了2016年的0.381
 

9;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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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相关分析表明,
 

热点区逐步迁移至城镇用地激增、
 

土地类型复杂的低海拔地区,
 

冷点区主要分布于土地类

型比较单一的高海拔地区,
 

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
4)

 

针对江津区不同海拔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等级,
 

提出3种土地调控优化策略,
 

引导土地利用空间协调

发展,
 

提供主体功能明细、
 

发展导向明确、
 

开发秩序规范的区域协调发展思路,
 

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3.2 讨 论

本研究分析了丘陵山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时序变化与空间演变过程,
 

研究表明江津区土地利用冲突

主要以稳定可控与一般冲突为主,
 

且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主要集中在城区中心、
 

工业园区聚集地与长江流

域周边等低海拔地区,
 

这主要是由于当前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和自然因素(地形、
 

水文等)限制所造成的,
 

这

也与廖李红等[12]、
 

贺艳华等[25]的研究结果有很好的相似性;
 

冉娜等[26]通过对常州市金坛区冲突类型进行

耦合协调,
 

实现了区域“三线”划定,
 

本研究根据丘陵山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分布,
 

因地制宜提出土地利用

冲突调控策略,
 

对缓和区域冲突、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参考.
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系统的外部压力值、

 

脆弱度及稳定性等特点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测度指数,
 

未能

完全涵盖土地利用冲突所表现的内容,
 

比如土地利用制度冲突、
 

土地利用文化冲突及土地利用价值冲突

等,
 

仍需开展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当前国内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主要还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
 

在对土

地利用冲突等级的划分等应用研究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本研究根据研究区实际与冲突理论相结合,
 

存在

一定比例的定性分析,
 

结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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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s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support
 

for
 

land
 

use
 

optimization
 

and
 

space
 

control.
 

In
 

this
 

paper,
 

the
 

land
 

use
 

data
 

of
 

Jiangjin
 

district
 

of
 

Chongqing
 

in
 

two
 

periods
 

is
 

used
 

as
 

an
 

example,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land
 

use
 

con-
flict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SR
 

(perfectly
 

stirred
 

reactor)
 

model
 

and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
sessment

 

metho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conflict
 

index
 

and,
 

finally,
 

a
 

correspond-
ing

 

land
 

use
 

reg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grades
 

of
 

land
 

use
 

conflicts
 

appear
 

reducing
 

as
 

stable-in-control,
 

slight
 

conflict,
 

moderate
 

conflict,
 

high
 

conflict,
 

and
 

their
 

spatial
 

pattern
 

presents
 

a
 

concentrated
 

"two
 

rivers-three
 

groups"
 

distribution.
 

The
 

land
 

use
 

conflict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of
 

Jiangjin
 

district
 

show
 

a
 

regular
 

variation:
 

the
 

degree
 

of
 

conflict
 

diminishes
 

with
 

higher
 

altitude,
 

and
 

the
 

type
 

of
 

land
 

use
 

varies
 

with
 

the
 

degrees
 

of
 

conflic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exes
 

of
 

land
 

use
 

conflict
 

in
 

Jiangjin
 

district.
 

The
 

number
 

of
 

"cold
 

spot"
 

and
 

"hot
 

spot"
 

in
 

2016
 

is
 

more
 

than
 

in
 

2009,
 

and
 

the
 

agglomeration
 

situation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over
 

time.
 

This
 

paper,
 

based
 

on
 

land
 

use
 

conflict
 

level
 

of
 

different
 

elevations
 

of
 

Jiangjin
 

district,
 

proposes
 

three
 

land
 

use
 

reg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o
 

guid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spac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nd
 

use
 

conflict;
 

evaluation;
 

reg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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