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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地区土地资源特点的基础上，从耕地保障能力、生活空间、经济和生态承载力等方面建立

起评价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承载

力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评价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整 体 较 强，寒 亭 区、昌 邑 县 和 博 兴 县 承 载 能 力 相 对 较

弱，在单项评价中，土地承载能力整体较弱。通过单项 评 价 和 综 合 评 价，掌 握 了 地 区 土 地 资 源 的 承 载 能

力以及土地利用的特点，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土地开发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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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１］。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的建立，将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消

费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随着开发的深入会产生大

规模的土地需求。通过对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

研究，可以为地区产业调整、人口布局和用地规划提

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位于山东省北部地

区，是以黄河历史冲积平原和鲁北沿海地区为基础，

向周边延伸扩展形成的经济区域。包括东营、滨州

２市，以 及 潍 坊 北 部 寿 光、寒 亭、昌 邑，德 州 市 乐 陵

市、庆云县，淄博市高青县，烟台市莱州市等１９个县

市区（图１）。

图１　评价区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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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 角 洲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潜 力 巨 大，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年７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稳 步 提 升，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达 到

２０．６％，高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同 时 也 高 于 鲁 南 经 济

带、省会都市群和半岛蓝色经济区同期的增长率。７

年间黄河三角洲地区累计投资额达到１１　８１０．９４亿

元，累计地均投资额４　４５７亿／ｋｍ２（图２）。

图２　评价区ＧＤＰ和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评价区土地后备资源得天独厚，目前区内拥有

未利用地 近５３．５×１０４ｈｍ２，人 均 未 利 用 地 达０．０５

ｈｍ２，比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高 近４５％。未

利用地集中连 片 分 布，其 中 盐 碱 地１８．０×１０４ｈｍ２，

荒 草 地９．９×１０４ｈｍ２，滩 涂１４．１×１０４ｈｍ２，另 有 浅

海面积近１００×１０４ｈｍ２，黄河冲积年均造地０．１５×

１０４ｈｍ２。

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资源比较丰富，但是也存

在土壤盐渍化、土地沙化、海咸水入侵等地质环境问

题，再者该地区属于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对区

域土地开发利用产生负面作用［２］。

２　土地承载力评价方法

以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为评价核心，从耕地粮

食供需和人口生存角度入手，分耕地保障能力、生活

空间、经济承载能力和土地生态空间承载能力４个

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主成分分析确立各指

标的权重，建立综合评价模型，最后运用加权综合评

价模型计算出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

本文的数据 主 要 来 源 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山 东 省

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山东城市统计年鉴》。

２．１　指标体系及权重

为 了 充 分 反 映 黄 河 三 角 洲 地 区 土 地 资 源 承

载 现 状，从 耕 地 供 需、生 活 空 间、经 济 承 载 能 力 和

土 地 生 态 承 载 能 力４个 方 面，进 行 了 科 学 的 指 标

选 取（表１）［３－７］。

表１　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土
地
资
源
承
载
力
评
价

耕地保障能力

粮食保障能力 实际人口数量／粮食理论承载人口值

耕地就业保障能力 实际农业人口数／耕地理论可以解决农业人口就业数

人均粮食保障额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所确定的最低粮食保障量

农民人均耕地保障 安排农业人口就业所需的耕地数量

生活空间承载能力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农村居住用地面积／农村人口数

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人口数

经济承载能力
地均ＧＤＰ 地区ＧＤＰ／地区面积

全国重要地区ＧＤＰ承载水平 选取香港、东部地区和全国重要城市地均ＧＤＰ作为评价参考

生态承载能力
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城市绿地面积／城市人口数

评价区森林覆盖率 林业用地面积／评价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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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区土地资源综合承载

力，首先根据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法）中两两因素重要

性比较的标度表，对４项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因素的

重要性比较，其重要性先后排列是：耕地保障能力最

重要，生活空间和经济承载能力次之，生态承载能力

最次。然后采用了专家评定打分的方法确定指标层

权重。

２．２　指标实测值与标准值

由于各项指标的数值范围、计算单位都有所不

同，为进行统一的综合评价，要进行归一化处理，采

用“标准位评分法”，即指标根据有关的国家标准或

企业标准来比较，没有标准的按理想值或期望值为

参照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Ｆｊ ＝
Ｍｉ／Ｎｉ　（当Ｍｉ 为正指标）

Ｎｉ／Ｍｉ　（当Ｍｉ 为负指标烅
烄

烆 ）

式中：Ｍｉ、Ｎｉ 分别为第ｉ项指标的实际数值、标准值。

２．３　承载力指数及评价标准

在各准则层单项指标的基础上，按其各自评分

标准和权重计算准则层的承载力指数，公式为：

Ｃｊ ＝∑（Ｆｉ×Ｗｉ）　（ｉ＝１，２，３，４）

式中：Ｃｊ 为某准则层的承载力指数；Ｆｉ 为该指标层

中实际值与理想值的比值；Ｗｉ 为该子系统中某一单

项指标的权重值。

根据评价区资源环境本底和地区发展情况，参

考相关学术成果，且询问业内专家，最后确定土地资

源承载力评分标准（表２）。

表２　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及等级划分

指数 ０＜Ｘ≤０．５　０．５＜Ｘ≤１　１＜Ｘ≤１．５　１．５＜Ｘ≤２　Ｘ＞２

等级 弱 较弱 一般 较强 强

２．４　土地承载力指数

２．４．１　耕地保障能力

耕地保障能力主要包括粮食保障能力和农村人

口就业保障能力。粮食保障能力是指区域粮食生产

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根据世界

粮农组织所确定的人均粮食占有标准４００ｋｇ，计算

出理论上地区粮食生产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然后将

其与实际数相比，得到粮食保障指数。

按照山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确

定的农民人均收入６　９９０元，每公顷产出７　５００元计

算，黄河三角洲地区每个农村劳动力应该占有耕地

０．４１ｈｍ２。（根 据 评 价 区 多 年 统 计 资 料，耕 地 收 入

占农村全部收入的比重为４４％）根据这一指标可以

推算出耕地资源所能承载的农村劳动力，然后将其

与实际人口数相比得到就业保障指数。

将粮食保障指数和就业保障指数加权求和得出

耕地保障指数。

２．４．２　生活空间承载能力

生活空间主要分为农村生活空间和城市生活空

间两个部分。参照山东省建设厅制定的《山东省建

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中对城市建设用地控制

标准分别进行了规定，要求辖区城市和县城的人均

建设用 地 分 别 控 制 在１１０ｍ２ 和１２０ｍ２；山 东 省

２００９年全省农民人均建设用地为３４．２ｍ２／人。将

评价区实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与参照标准相比，可

以得到农村生活空间的承载指数。

２．４．３　经济承载能力

土地资源的 经 济 承 载 能 力 主 要 通 过 地 均 ＧＤＰ

来体现。地均ＧＤＰ的意义在于体现城市土地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般作用程度，特别是国

民经济生产在单位土地资源上的效果，单位土地面

积ＧＤＰ越高，土地资源的经济承载能力越大。

２００９年统 计 资 料 显 示，我 国 香 港 地 均 ＧＤＰ最

高达到１３．７６亿 元／ｋｍ２，全 国 重 要 城 市 为２亿 元／

ｋｍ２，东部地 区 为０．２亿 元／ｋｍ２，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为

０．０４亿元／ｋｍ２。综合国内发展水平和地 区 规 划 要

求，选取东部地区地均ＧＤＰ作为评价标准，将评价

区的地均ＧＤＰ与东部地区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评

价区土地资源经济承载能力。

２．４．４　生态承载能力

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土地资源的生态承载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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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地区建设与生态平衡

之间的协调和矛盾关系，本次选取城市人均绿地面

积和区域森林覆盖率两个指标来进行评价。人均绿

地面积参照《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所

规定的不低于９ｍ２／人 进 行 评 价，森 林 覆 盖 率 参 照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实 施 细 则》的 相 关 规 定 以

３０％为评价标准。通过将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实际

指标值与标准值进行比对，可以得到人均绿地指数，

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与法律规定的森林覆盖率进行对

比可以得到森林覆盖指数，然后将二者加权求和计

算区域生态保障指数。

３　评价结果及建议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承载能力

综合指数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土地资源单项评价指标承载指数

区（县、市）

耕地保障能力 生活空间承载能力 土地生态承载能力

粮食保

障指数

就业保

障指数

耕地保

障指数

农村生

活空间

城市生

活空间

生活空间

综合指数

人均绿

地指数

森林覆

盖指数

生态保

障指数

经济

承载能力

东营区 ０．３　 ０．５５　 ０．４　 ０．９８　 ０．７３　 ０．８６　 １．９２　 １．２９　 １．６　 ０．８６

河口区 ０．１９　 １．５２　 ０．７２　 １．１２　 ０．７３　 ０．９２　 １．９２　 １．２９　 １．６　 ０．２２

垦利县 ０．８９　 ０．５５　 ０．７６　 １．０６　 ０．２１　 ０．６３　 １．８７　 １．５８　 １．７３　 ０．４

利津县 ０．８９　 ０．５２　 ０．７４　 ０．９３　 ０．２３　 ０．５８　 １．６３　 １．３２　 １．４７　 ０．４３

广饶县 ２．５８　 ０．３４　 １．６８　 １．０４　 ０．４４　 ０．７４　 ３．２　 １．４　 ２．３　 １．５８

寒亭区 １．７　 ０．６２　 １．２７　 １　 １．４７　 １．２３　 ０．７６　 １．３４　 １．０５　 ０．４５

寿光市 １．５９　 ０．６　 １．２　 ０．６９　 １．２３　 ０．９６　 １．２２　 １．４７　 １．３４　 ２

昌邑市 ２．１２　 ０．６　 １．５１　 １．２７　 １．０４　 １．１６　 １．８８　 １．４１　 １．６４　 ０．７４

高青县 ２．３７　 ０．３３　 １．５６　 １．１５　 ０．５３　 ０．８４　 ２．３１　 １．４　 １．８６　 ０．５７

莱州市 １．８４　 ０．３４　 １．２４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１．３１　 １．１７　 ２．４２

庆云县 ２．３７　 ０．１９　 １．５　 １．２４　 ０．２２　 ０．７３　 １．６　 ０．６６　 １．１３　 ０．７７

乐陵市 ２．７８　 ０．３　 １．７９　 １．１　 ０．３２　 ０．７１　 ０．３９　 ０．８３　 ０．６１　 ０．２１

滨城区 １．１５　 ０．７２　 ０．９８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７２　 １．８６　 １．３　 １．５８　 １．３１

惠民县 ２．１１　 ０．４５　 １．４５　 ０．９９　 ０．４９　 ０．７４　 ２．１７　 １．１４　 １．６５　 ０．３４

阳信县 ２．７１　 ０．３３　 １．７６　 ０．８７　 ０．２７　 ０．５７　 １．３７　 ０．７６　 １．０６　 ０．５１

无棣县 １．８４　 ０．４　 １．２６　 １．０５　 ０．２１　 ０．６３　 １．９５　 １．１９　 １．５７　 ０．３７

沾化县 ０．９　 ０．３　 ０．６６　 １．０１　 ０．３７　 ０．６９　 ０．９９　 １．０８　 １．０４　 ０．２１

博兴县 ２．３１　 ０．４４　 １．５６　 ０．８７　 ０．８　 ０．８４　 １．１１　 １．２６　 １．１８　 ０．８４

邹平县 ２．５４　 ０．４１　 １．６９　 １．０４　 ０．４５　 ０．７４　 １．３４　 １．０５　 １．２　 １．８

　　（１）耕地保障能力。评价区耕地保障能力存在

地域差异特征，东营区作为东营市乃至整个评价区

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行政单元，人均农业用地数量最

少，粮食需求以外调为主，耕地保障能力最弱；广饶

县、昌邑市、高青县、乐陵市、阳信县和邹平县是传统

的农业县，人 均 粮 食 产 量 远 高 于 全 省４５６ｋｇ的 人

均 水 平，人 均 耕 地 面 积 能 够 保 障 农 民 的 基 本 就 业

需 求。

（２）生活空间承载能力。研究区生活空间承载

能力整体来说较弱，莱州市、昌邑市和寒亭区承载力

处于一般水平，其余地区承载力较弱。主要原因是

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普遍超过了建设

用地控制标准，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

（３）经济承载能力。区域经济承载能力水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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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得益于地方采矿业、制造业和农业产业化影

响。莱州市和寿光市地方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地均

ＧＤＰ水平最高，而 沾 化、乐 陵 等 普 通 农 业 县 则 经 济

相对较为薄弱，区域经济承载能力弱。

（４）生态承载能力。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保障

能力整体较好，乐陵市城市绿化面积较小且区域森

林覆盖率较低使得生态保障整体分值较小；北部和

东部地区生态保障能力较强，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

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保护地区，绿化

水平较高。

计算并汇总后的评价区各行政单元土地资源承

载力评价结果如表４。

表４　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综合指数

区（县、市） 耕地资源保障能力 生活空间承载能力 经济承载能力 生态承载能力 综合分值 土地承载能力等级

权重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１８　 １ －

东营区 ２．６３　 １．１９　 ０．３２　 １．５１　 １．５３ 较强

河口区 ３．３２　 １．１３　 ０．０８　 １．５１　 １．６９ 较强

垦利县 １．３０　 ２．８８　 ０．１５　 １．６１　 １．５３ 较强

利津县 １．３５　 ２．７１　 ０．１６　 １．３８　 １．４６ 一般

广饶县 １．２６　 １．６１　 ０．５８　 ２．２０　 １．３８ 一般

寒亭区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１７　 ０．９５　 ０．７４ 较弱

寿光市 ０．９６　 １．１３　 ０．７４　 １．２４　 １．０１ 一般

昌邑市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２７　 １．５４　 ０．８６ 较弱

高青县 １．３０　 １．３７　 ０．２１　 １．７６　 １．１６ 一般

莱州市 １．３７　 ０．９６　 ０．８９　 １．０７　 １．１０ 一般

庆云县 ２．０６　 ２．７１　 ０．２８　 １．０８　 １．６７ 较强

乐陵市 １．３８　 ２．００　 ０．０８　 ０．５５　 １．１１ 一般

滨城区 １．０１　 １．４０　 ０．４８　 １．４９　 １．０８ 一般

惠民县 １．０７　 １．５２　 ０．１３　 １．５７　 １．０７ 一般

阳信县 １．２８　 ２．４５　 ０．１９　 １．０１　 １．３０ 一般

无棣县 １．２１　 ２．８６　 ０．１４　 １．４９　 １．４７ 一般

沾化县 １．８５　 １．８５　 ０．０８　 ０．９６　 １．３０ 一般

博兴县 １．０５　 １．２０　 ０．３１　 １．０９　 ０．９４ 较弱

邹平县 １．１０　 １．６０　 ０．６６　 １．１２　 １．１４ 一般

　　根据所确定的评分标准，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地

资源承载力情况如下：大部分地区承载水平一般，东

营区、河口区、垦利县和庆云县承载水平较强，寒亭

区、昌邑市和博兴县承载水平较弱。

东营市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发

展地区，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且后备资源充足，地区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基础较好，同时土地开发空间较

为广阔，建设用地供应充足。滨州市受经济发展水

平影响，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强度较低，同时受土壤盐

渍化影响，耕地质量较差，农业发展受限。各地区发

展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承载水平较高，能够为地区发

展规划的实施提供土地资源保障。

４　结果与给论

（１）根据地区发展规划定位要求，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是地区发展重点和突破口，耕地数量和质量的

保障是地区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以土地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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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基础，在土地后备资源丰富的东营市对未利用

地进行适度开发，尤其是对易于开发的分布于山前

平原的近山阶地和黄泛平原的交接洼地及缓平坡地

要优先开发。同时要加强对土壤盐渍化地区的治理

工作，提高土地质量。

（２）对于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的地区，例如垦

利、利津、庆云和无棣，要有效利用现在建设用地，对

城中村改造升级，提高新建建筑容积率，将人均建设

用地控制在标准之内，同时放缓新建宅基地审批速

度，严格控制新建农村住宅，政策上支持农村破旧房

屋的修缮和改造，借助于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实施

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挂钩），并扩大试点范围，

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整合，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程度。

（３）借助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

划》的实施，结合自身特点，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

集聚，形成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提高单位面积经济产

出，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４）建议加大城区绿化率，对受土壤盐渍化影响

的地区增加刺槐、旱柳、枣、榆等耐盐碱化树种的种

植面积，寒亭区、莱州市和沾化县城区人均绿化面积

较小，建议加大道路两侧以及公共场所的绿化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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