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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青海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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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指出对高原地区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意义。以青海省为例 , 运用因子分

析法提取出反映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的三个影响因子 , 分别为城乡发展用地因子 、未利用土地因子和水利设施用

地因子;利用聚类分析法总结出三个因子在青海省的空间分布特征;以三个因子为自变量与青海省主要经济发展

指标进行回归分析 , 总结出高原地区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定量影响规律 ,并就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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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 , 既包括自然范

畴 , 也包括社会范畴 ,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 1]作为人

类生产生活的承载空间 ,不同地区土地资源类型及其组合决

定了该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 ,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我国东部地区土地资源肥

沃 、地势平坦 ,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 ,经济发展的

空间成本较低 ,加上劳动力 、资本和区位等其他优势条件 ,经

济发展很快 , 部分省市已经跨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我国西

部广大地区尽管地域辽阔 ,但很多地区可利用土地匮乏且生

态环境脆弱 , 生产建设的空间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很高 , [ 3]再

加上劳动力素质偏低 、资本薄弱 , 经济发展缓慢 ,大多数省份

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由此可见 ,土地资源结构对区域经

济发展意义重大。

高原地区是人们根据地形地貌划定的特定地区 , 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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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结构上具有不同于平原 、盆地和丘陵等自然地理区域的

显著特征:林地 、牧草地和未利用地等人类活动较弱的土地

面积很多 , 而耕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等人类

活动较强的土地面积较少。形成这种土地资源结构的主要

原因在于高原地区的气候 、地形和地质等自然条件造成的高

土地开发成本 , 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等因

素。[ 4]在我国 ,这类区域所占比重很高 , 西部地区的西藏 、青

海 、云南等省份大都属于高原地区 , 它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都受到土地资源结构的影响 , 因此 , 研究高原地区土

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青海全省均属青藏高原 , 平均海拔达 3 000多米 ,高山 、

河流 、盆地等地貌较为发育 , 与西藏共称为 “世界屋脊 ”。[ 5]

由于大部分地域属于生态脆弱区 ,人类生产和城镇建设活动

强度很低 , 使得全省土地资源结构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承

载畜牧业的牧草地占到了全部土地面积的 58.9%,二是高达

35.9%的土地难以开发利用 , 三是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0.36%和 0.04%。[ 6]这种土地资源结构是人类历史活动积累

形成的 , 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海省的经济发展模

式和方向 , 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 , 仍将是青海省经济发

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 , 以青海省为案例研究高原地区

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寻找土地资源结构与经济

发展的定量关系 , 不仅能为青海省挖掘土地资源潜力 、合理

布局开发重点提供基本的科学依据 ,对其他高原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意义。

　　二 、研究框架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土地资源的分类有多种方法 ,我国普遍采用地形分类和

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7]从经济开发角度出发 , 本文以土地利

用类型进行划分 , 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典型性 , 将土地资

源分为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利设施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共八个类型 。这种分类

着眼于土地的开发和利用 ,着重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所带

来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在此基础上 , 构

建起评价指标体系 , 如表 1所示。

表 1　青海省土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农用地 耕地面积 、园地面积 、林地面积 、牧草地面积

建设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 、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未利用土地 未利用土地面积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采用数理统计中的因子分析 、层次聚类法和相

关分析法。[ 8]首先 ,从《青海省统计年鉴 2007》中采集 8个地

(区)级行政单元的 8类土地资源面积指标 , 计算出每类土地

面积占所在地理单元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 构建起 8 ×8数据

矩阵 , 采用 “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 , 提取出反

映土地资源结构类型的主因子。接着 ,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把

主因子表达为变量表达式 ,计算出 8个地理单元的各因子得

分 , 对结果采用 “沃尔德(Ｗａｒｄ)”法进行聚类分析 , 将所有地

理单元归纳为不同类型土地主导区域 , 进而总结出青海省土

地资源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第三 ,对所有地理单元在各影

响因子上的得分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相关分析 , 得出表

达土地资源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程度的数学方程 , 根据方程

对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价。

　　三 、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影响因子分析

　　1.土地资源结构影响因子提取

采用因子分析法 ,根据特征值大于 1.0的原则提取出反

映土地资源结构的三个主因子 ,如表 2所示。三个因子的累

积方差贡献率达 90.146%,可很好地反映原始指标所代表的

信息 , 因此选择这三个因子代表原始数据是科学的 , 可视为

影响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的主要因子。因子荷载矩阵表达

了提取因子与原始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 ,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

表(表 3)对三个土地资源结构因子分析如下:

表 2　因子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 /%

Ｆ1 4.357 54.468 54.468

Ｆ2 1.747 21.841 76.309

Ｆ3 1.107 13.837 90.146

表 3　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分析的因子荷载矩阵

指标名称
因子荷载系数

Ｆ1 Ｆ2 Ｆ3

耕地面积比重 0.948 0.100 0.191

园地面积比重 0.571 0.245 0.631

林地面积比重 0.879 -0.017 0.395

牧草地面积比重 -0.494 -0.862 -0.060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比重 0.881 -0.031 -0.240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 0.978 0.067 0.126

水利设施用地面积比重 -0.017 0.176 0.885

未利用土地面积比重 -0.247 0.949 -0.158

第一主因子 Ｆ1 的特征值为 4.357, 方差贡献率为

54.468%。在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比重和耕地面积比重上具

有最高的正荷载 ,与林地面积比重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比重

高度相关。这其中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代表

了人类的非农生产和建设活动 , 耕地因人类维持自身生活 、

生产等活动对食品的需求而产生 ,一定面积的林地则是人类

活动的生态环境保障。综合考虑 ,可将Ｆ
1
解释为 “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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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因子。

第二主因子 Ｆ2 的特征值为 1.747, 方差贡献率为

21.841%。在未利用土地面积比重上具有最高的正荷载 ,与

牧草地比重高度负相关。由于 Ｆ2在未利用土地面积上具有

最高的荷载值 , 故可将 Ｆ
2
命名为 “未利用土地”因子。需要

注意的是 , 由于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在 Ｆ2上的作用方向相

反 , 因此 ,Ｆ2对外部的影响要受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两种相

反作用的变量决定。当未利用土地面积增加或牧草地面积

减少时 , Ｆ
2
对外起正面作用;反之 , 当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或

牧草地面积增加时 , Ｆ2对外部起负面作用。

第三主因子 Ｆ3的特征值为 1.107, 方差贡献率为

13.837%。在水利设施用地面积比重上具有最高的正荷载 ,

与园地面积比重高度相关。水利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

与园地开发相关 , 有利于林果种植业的发展 ,且 Ｆ3在水利设

施用地面积比重上荷载值最高 ,故可将Ｆ3命名为 “水利设施

用地”因子。

根据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大小和方差贡献率多少可以看

出 , 影响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的主导因子为城乡发展用地 ,

其次为未利用土地 , 然后才是水利设施用地。这种土地资源

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2.土地资源空间结构特征

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 乘以各地理单元在三

个因子上的得分 , 求得各地理单元土地资源丰度水平指数。

通过对水平指数进行聚类 ,可将全省地理单元划分为较丰富

地区 、较匮乏地区和匮乏地区三种类型。各地理单元在主导

土地资源类型上也各具特点 ,如图 1所示。从图 1中可以看

出 , 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空间分布具有如下特征:

(1)土地资源丰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高度一

致。土地资源主要集中在省域东部的海东地区和西宁市 ,省

域北部的海北州和海西州也有一定分布 , 由于地处省内海拔

较低区域 , 又具有交通优势 , 因此 ,它们的土地开发成本相对

较低 , 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内相对较高。与此相对是 , 省域南

部各州都属于土地资源匮乏地域 , 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落

后 ,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省域南部大都属于青南高

原 , 生态环境脆弱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成本很高 , 传统畜

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土地资源丰度

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一致情况 ,充分表明了

高原地区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2)各地理单元土地资源结构差异明显。青海省大部分

地区如海西州 、玉树州和海南州以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为

主 , 其他地理单元的土地资源总量中尽管也多为牧草地 , 但

不同地理单元受自然地形和资源开发活动方向的影响 , 在土

地资源构成上具有较大差异。海东地区大部分为湟水河谷

地 , 气候和地形都有利于种植业和林业发展 , [ 9]还是西宁机

场所在地 , 加上公路系统较为完善 , 故城乡发展用地在土地

资源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西宁是青海省会城市 , 城乡居民

点居住用地比例较高 ,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产生的食品需求也

带动了周边城镇商品农业的发展 ,使得全市土地资源结构以

城乡发展用地为主;海北州尽管交通不便 , 但林地和工矿用

地比重较高 , 综合起来 , 城乡发展用地也成为该区主要土地

资源类型。黄南州和果洛州大部分属于 “三江源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 水利设施用地和园地在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尽管

很低 , 但相对其他地理单元而言却较为突出 , 故而划入水利

设施用地主导地域。

　　四 、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下面将通过对各地理单元在三个因子上的得分与地区

生产总值(Ｇ)和一产增加值(Ａ)、工业增加值(Ｉ)、三产增加

值(Ｓ)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以探讨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强度 ,所得结果如表 4所示。

　　　　

图 1　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空间分布

19



表 4　青海省土地资源结构因子与主要经济指标的拟合结果

序列 标准化拟合方程 确定系数(Ｒ2) Ｆ检验(ｓｉｇ=0.01) 备注

1 Ｇ = 0.616Ｆ1 +0.499Ｆ2 - 0.208Ｆ3 0.672 0.178 各因子回归系数Ｔ检验均未通过

2 Ａ = 0.688Ｆ1 -0.064Ｆ2 + 0.558Ｆ3 0.789 0.077 各因子回归系数Ｔ检验均未通过

3 Ｉ= 0.330Ｆ1 + 0.713Ｆ2 - 0.285Ｆ3 0.699 0.152 各因子回归系数Ｔ检验均未通过

4 Ｓ= 0.782Ｆ1 +0.225Ｆ2 - 0.184Ｆ3 0.695 0.155 各因子回归系数Ｔ检验均未通过

　　从回归结果来看 ,四个方程均未能通过Ｆ检验 ,同时 ,各

因子系数也未能通过 Ｔ检验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资源

结构因子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造成这种原因的可能性为

样本数据偏少 , 自变量个数与样本规模之比为 3∶8(小于

1∶3), 而一般情况下是 1∶10以上为好。实际上 , 如果将样本

数据复制一份再进行线性回归 ,可以发现各回归方程已经在

显著水平 0.05下都通过了Ｆ检验 , 个别影响因子的回归系

数也在 0.0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 Ｔ检验 。据此可以推断 , 即

使方程拟合结果不甚理想 ,但土地资源结构因子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作用趋势是相同的 ,方程依旧可以表达相似的影响作

用关系。

　　1.对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

首先 , 从方程 1的确定系数 0.672可知 , 三个土地资源

结构因子可以解释 67.2%的地区生产总值变化信息 ,表明经

济总量变化受这三个因子的影响较大。其次 , 从回归方程各

因子的系数大小来看 ,三个因子对经济总量变动的影响作用

大小不同。城乡发展用地因子的影响作用最大 , 其每提高 1

个标准单位 , 地区生产总值将变动 0.616个标准单位;未利

用土地因子的影响作用其次 , 其每提高 1个标准单位 , 地区

生产总值将变动 0.499个标准单位;水利设施用地因子的回

归系数在经过数据调整后仍未通过Ｔ检验 , 表明其对经济总

量的影响不显著。第三 ,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系数符号来

看 , 各因子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方向不同。其中 ,城乡发展用

地因子 、未利用土地因子都和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正相关 , 而

水利设施用地因子对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影响为反方向。

土地资源对经济总量影响的机制在于土地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 , 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 工

业化和城镇化都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青海省

的工业化进程具有以资源型企业推动为主导的特征 , [ 10]企

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有便利交通设施的支撑 ,工业化推动

下的城镇化进程则需要有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支持 , 而城镇

化进程带来的人口集聚又进一步引起了耕地开发规模的扩

大。由于高原地区的未利用土地通常也是难以开发的土地 ,

故上述土地的扩张需求都将以侵占牧草地作为最终结果。

在城乡发展用地可以比牧草地产生更高经济效益的情况下 ,

城乡发展用地扩张和牧草地减少都将引起经济总量的增长 ,

而水利设施用地的增加将引起经济总量的减少。

　　2.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 , 从方程 2的确定系数 0.789可知 , 三个土地资源

结构因子可以解释 78.9%的一产增加值变化信息 ,表明农业

发展受这三个因子的影响较大。其次 ,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

系数大小来看 ,三个因子对农业发展变动的影响作用大小不

同。城乡发展用地因子的影响作用最大 ,其每提高 1个标准

单位 , 一产增加值将变动 0.688个标准单位;水利设施用地

因子的影响作用其次 ,其每提高 1个标准单位 , 一产增加值

将变动 0.558个标准单位;未利用土地因子的回归系数在经

过数据调整后仍未通过 Ｔ检验 , 表明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

显著。第三 ,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系数符号来看 , 各因子对

农业发展的作用方向不同。其中 , 城乡发展用地因子 、水利

设施用地因子都和一产增加值变化正相关 , 而未利用土地因

子对一产增加值变动的影响为反方向。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 , 原因有二:第一 , 水利设施建设有

利于农业生产 ,林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可以产出更多的农产

品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设施用地的增加意味着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 , 直接为农产品商品化提供了需求条件 , 由此必

然提高一产增加值;第二 , 由于未利用土地难以开发 , 当牧草

地增加时 , 所引起的未利用土地因子作用强度是降低的 , 而

未利用土地因子对一产增加值的影响又是反方向 , 因此 , 最

终结果反而是正方向 ,即未利用土地因子的降低(实际上是

牧草地面积增加),将引起一产增加值的上升。

　　3.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 , 从方程 3的确定系数 0.699可知 , 三个土地资源

因子可以解释 69.9%的工业增加值变化信息 ,表明工业发展

受这 3个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大。其次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

系数大小来看 , 三个因子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

未利用土地因子的影响作用最大 , 其每提高 1个标准单位 ,

工业增加值将变动 0.713个标准单位;城乡发展用地因子影

响作用次之 , 其每增加 1个标准单位 , 工业增加值将变动

0.330个标准单位;水利设施用地因子的回归系数在经过数

据调整后仍未通过 Ｔ检验 , 表明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不显

著。第三 ,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系数符号来看 , 各因子对工

业发展的作用方向不同 。其中 , 城乡发展用地因子和未利用

土地因子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正相关 , 而水利设施用地因子

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为反方向。

各因子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类似于对经济总量增长

的影响机制 , 故在此不再赘述。

　　4.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 , 从方程 4的确定系数 0.695可知 , 三个土地资源

因子可以解释 69.5%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变化信息 ,表明服务

业发展受这三个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大。其次 ,从回归方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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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系数的 Ｔ检验结果来看 ,只有城乡发展用地因子对服务

业发展有显著影响 , 其每提高 1个标准单位 , 第三产业增加

值将变动 0.782个标准单位。第三 , 从回归方程各因子的系

数符号来看 , 各因子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方向不同。其中 ,

城乡发展用地因子 、未利用土地因子都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变化正相关 , 而水利设施用地因子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为反方向。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服务业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区位特

征相一致的。服务业高度集中于城镇内部 , 居民点及工矿用

地的扩张意味着聚集人口的增加 ,可以为服务业带来更多的

客源;交通运输用地的增加表明区域交通条件改善 ,将扩大

企业的服务范围 , 也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相对的是 ,

未利用土地 、牧草地 、园地和水利设施用地的变动不会对服

务业产生明显影响 , 这时 , 城乡发展用地因子成为对服务业

发展有显著影响的唯一因子。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因子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 ,

基于青海省 8个地理单元的 8个土地利用指标和 4个经济

增长指标 , 对高原地区土地资源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

了定量研究并就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 主要结论包

括:

(1)影响青海省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因素可归纳为城乡

发展用地 、未利用土地 、水利设施用地共三个主因子。它们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强度大小不同 , 城乡发展用地因

子影响最大 , 未利用土地因子影响其次 , 水利设施用地因子

影响作用最小。

(2)各影响因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异 , 共同决定

了青海省各地理单元的土地资源总量水平 。总体上看 , 土地

资源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高度一致。

(3)各影响因子对经济总量变动和三大产业发展的影响

具有显著差异。城乡发展用地因子对经济总量变动和三大

产业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未利用土地因子对经济总量变动和

工业发展有显著影响 ,水利设施用地因子仅对农业发展有显

著影响。

总之 , 本次研究初步确定了青海省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

结构影响因子与影响作用大小 ,这与高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基

本吻合 , 对青海省乃至高原地区利用土地资源调控影响区域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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