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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扩展及地表覆盖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甚至生态安全% 中国海岸带区域城市人口

和经济活动高度集聚!城市化速度快!引起了城市扩展及城市地表覆盖结构的剧烈变化% 然而!目前对于海岸带区

域的城市扩展及地表覆盖状况的认识仍不清晰% 本研究利用 23 9空间分辨率全球城市土地利用b覆盖变化数据

产品!从多个角度剖析了海岸带区域城市扩展和地表覆盖结构的时空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

!

中国海岸带区域城

市土地面积由 /333 年的 5GKK 万 J9

/ 增加到 /3/3 年的 !G03 万 J9

/

!扩展强度为 1G!5S% !5G32S的城市以高强度

扩展!这些高强度扩展城市主要位于中北部海岸带% 海岸带区域城市在加速扩展!/333./353 年的扩展速度为

5 /K3G3! J9

/

b)!/353./3/3 年城市扩展速度上升为 5 0I5GI! J9

/

b)%

"

/3 )间城市不透水面面积持续增加!但城

市不透水面比例下降!城市绿地空间比例升高% /333 年时!海岸带区域城市不透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面积分别占

城市土地面积的 K1G!1S和 /3G05S!到 /3/3 年!分别占 K2GI3S和 /KGI/S%

#

海岸带区域 02G22S城市的扩展超

前于人口增长% 小城市的地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用地效率高% 研究结果可为海岸带区域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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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CYI1) Y/2I"文献标志码# P"""文章编号# /31I 432!_'/3//(3! 433IK 455

收稿日期# /3// 432 432) 修订日期# /3// 43K 43K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P类(+国土空间格局和重点开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状态诊断与地理图景效应评估,'编

号" _FP/2533/35(和自然资源部委托项目+规划体检评估相关地理空间数据分析评价,'编号" /3/550553H!(共同资助%

第一作者# 史姝姝'5110 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遥感信息处理研究% (9).&" 8,.8,;8,;1/Kh5K2G=$9%

通信作者# 陈永强'51I2 4(!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 ?PR海洋遥感研究% (9).&" =&UTh5K2G=$9%

3"引言

海岸带是海陆交汇地带!拥有优越的资源和环境

条件!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约 K3 J9以

内的范围!世界上人口多于 5K3 万人的大城市有 /b

2 位于海岸带区域#5$

% 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大量

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在海岸带空间#/$

% 海岸带

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扩展是城市化和城

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最直接表现!城市下垫面连续扩

张导致城市空间布局和结构发生变化#2 4!$

% 大规模

的城市扩展带来的土地覆盖变化会对气候和生态环

境造成巨大影响!产生城市热岛效应&区域气候变化

和城市生态服务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H$

!海岸带区

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K$

% 城市土地覆盖

主要包括城市不透水面&绿地空间和水域等% 城市

不透水面是指在人为土地利用活动影响下产生的地

表水无法向下渗透到土壤中的人工地表覆盖!主要

包括道路&广场和建筑屋顶等#I$

% 城市绿地空间主要

包括位于城市建成区中的公园&草地和林地等#0$

% 城

市不透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比例反映了城市生态环

境质量和城市宜居舒适性#1 453$

% 研究分析海岸带区

域城市扩展和地表覆盖结构特征!对海岸带区域城市

的合理开发及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岸带区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地

带!该区域的各省市区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5HS!

却拥有全国 I3S以上的大中城市和近 !3S的人口!

并创造了全国 K5S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87$N

9'8+.=<*$7;=+!#FY(

#55$

% 海岸带区域城市的扩展

速度远快于内陆多数城市!其特殊的海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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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及人类活动的影响#5/$

!城市化

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加剧了该区域的环境问题!人

口持续增加和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紧张#52$

%

如何对海岸带区域城市扩展状况进行大范围长时间

序列的遥感监测以及对城市内部地表覆盖时空特征

进行科学描述是评价海岸带区域城市国土空间利用

质量的重点问题!是提高城市用地效率!实现城市人

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目前!海岸带区域城市扩展研究受到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5! 45H$

% 马金卫等#5K$研究了滨海城市烟台

市的城镇空间扩展过程!发现城镇建设填海造地侵

占了大量海域% 同样!填海造地使得厦门市大面积

的滩涂变成了城市建成区!向海要地建设新城区!城

市扩展速度快!出现飞地的跳跃式发展#5I$

% d;

等#50$从整个城市和城市内区级 / 个尺度量化了深

圳市的城市扩展情况!结果表明从 51I1./35I 年深

圳市快速扩张!城市用地增长了 2 !33S) A)$等#51$

对舟山群岛城市扩展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 KHS的

城市扩展集中在综合开发型岛屿) d)-等#/3$研究表

明珠江三角洲区域城市 /333./35H 年城市土地面

积在持续扩大!但城市扩展强度呈现了下降趋势!且

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5$

) 高啸峰

等#//$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用地规模也向

着多中心化趋势发展% 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

个城市的研究或者某一城市群的城市扩展研究!对

中国整个海岸带区域城市扩展及地表覆盖结构变化

的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海岸带区

域 /333./3/3 年的城市扩展和城市土地覆盖的时

空分异特征% 利用 23 9空间分辨率全球城市土地

利用b覆盖变化数据产品'%&$V)&;*V)- &)-7 ;8'b=$EN

'*=$9<$8.+'8[.+, 23 98<)+.)&*'8$&;+.$-! #D6DA4

23(!将距海岸线 H3 J9缓冲区内的城市作为研究

区!通过对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等

进行分析!揭示中国海岸带城市扩展及内部地表覆

盖结构变化特征和空间差异!并结合城市土地增长

弹性系数和地均 #FY等指标衡量城市扩展质量和

城市用地效率!为海岸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

术支持%

5"研究区概况

我国海岸线漫长!东西&南北跨度大!大陆海岸

线北起鸭绿江口!南抵北仑河口!共跨越了 23 个纬

度!包括热带&亚热带及温带三大气候带% 全国共有

5! 个省市特别行政区处于沿海地区!分别是辽宁&

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2 4/H$

% 本文将与全国的

海岸线 H3 J9缓冲区相交的地级市及以上行政区

'不包括台湾省(作为研究区!共涵盖了上海&泉州&

广州等 IK 个市级行政区及香港和澳门 / 个特别行

政区!研究区范围如图 5 所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

查数据统计!研究区的城市人口共 !GKH 亿人!占全

国总城市人口的 2/G/2S%

图 !"研究区示意图

#$%&!"Q63+)C9*>(-.+/01 *23*

'审图号" #?'/351(50/! 号435% 图 /&图 K 和图 1 同%(

/"数据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b覆盖数据

和社会经济数据% 土地利用b覆盖数据主要采用

a;)-%等#/K$研发的 #D6DA423 产品!下载自国家

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平台' ,++<" bb[[[G=,.-)%'$88G

=-b%'$)*=b'-b.-7':G,+9&(!主要包括 /333 年&/353

年和 /3/3 年 2 期的城市边界数据&城市不透水面组

分和绿地空间组分数据% 该数据基于等级尺度的城

市下垫面表征以及制图的原理和模型算法!主要识

别了陆地表层不透水面比例大于 2HS的集中连片

且和中心城区密切联系的建成用地!即城市土地%

该套数据产品的城市土地制图精度为 12S!城市地

表结构组分信息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3G13!均方根误

差低于 5HS!可以满足研究的需求% 辅助数据包括

来自欧洲航天局'(;*$<')- ?<)='P%'-=U!(?P(的

%&$V)&&)-7 =$E'*数据 ' ,++<" bb9)<8G'&.'G;=&G)=G

V'(% 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城市人口数据和 #FY数

据!城市人口数据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采用了

/333 年&/353 年和 /3/3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自各

省市的人口普查公报% #FY数据来源于 /333 年和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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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

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G5"城市扩展分析

城市扩展状况采用城市扩展速度和城市扩展强

度来分析!以比较不同时段内城市扩展的快慢&强弱

及趋势#/I$

% 城市扩展速度指研究时段内平均每年

城市扩展的面积) 城市扩展强度指年际城市面积增

长的比率# /0 $

% 具体公式分别为"

/&

+

/

*+

5

G

/

*G

5

! '5(

)&

+

/

*+

5

'G

/

*G

5

( +

5

V533W ! '/(

式中" /为城市扩展速度! J9

/

b)) )为扩展强

度!S) G

5

和G

/

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期的年份) +

5

和

+

/

分别为G

5

和G

/

对应的城市土地面积!J9

/

% 依据自

然断点法!按城市扩展强度将研究区城市分为低强

度扩展城市')lKS(!中强度扩展城市')为#K!

5/(S(以及高强度扩展城市')

!

5/S(%

以 /3/3 年城市土地面积为分层标准!选择

5 333 J9

/

!H33 J9

/和 533 J9

/为分界点!将研究区

城市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城市扩展的协调性则采用城市土地增长弹性系

数来测定% 城市土地增长弹性系数 I是指某段时

间内城市土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用来

衡量城市扩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1$

!其公

式为"

I&'(

#

X(

Y

( V533W ! '2(

式中"(

#

为城市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率)(

Y

为城市人

口年均增长率% I的最优值为 5G5/!当 Im5G5/

时!表明城市土地相对人口增长来说扩展过快!反

之!表明城市土地扩展不足) 且I值越大时!说明城

市空间扩展越稀疏#23$

%

2G/"城市地表覆盖变化分析

基于 /333 年&/353 年和 /3/3 年 2 期城市不透

水面和绿地空间数据分析城市地表覆盖组分空间变

化及差异特征!统计不同年份城市区域对应的不透

水面和绿地空间比例和面积% 城市不透水面比例及

城市绿地空间比例分别指城市不透水面面积及城市

绿地空间面积所占城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公式分

别为"

%+-

9

&

%+-

+

V533W ! '!(

5'+

9

&

5'+

+

V533W ! 'H(

式中" %+-

9

和5'+

9

分别为城市不透水面比例和城

市绿地空间比例!S) %+-和 5'+ 分别为城市不透

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的面积!J9

/

) + 为城市土地的

总面积!J9

/

% 将 %+-

9

!

KHS的城市表示为高不透

水面比例城市) %+-

9

在#K3!KH(S的城市表示为中

等不透水面比例城市) %+-

9

lK3S的城市表示为低

不透水面比例城市%

2G2"城市用地效率分析

城市用地效率采用地均 #FY来衡量!即每 J9

/

城市用地产出的 #FY% 通过地均 #FY可以表示城

市经济增长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关系!反映城市的经

济集中程度和发展程度!来判断城市规模大小的合

理性#25$

%

!"结果与分析

!G5"海岸带区域城市扩展时空特征

/3/3年!中国海岸带区域城市土地面积共 !G03

万 J9

/

!由 /333年的 5GKK万 J9

/扩展了 2G52万 J9

/

!

城市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沿推进!扩展强度为1G!5S%

海岸带区域城市在加速扩展!/333./353 年的城市

扩展速度为 5 /K3G3! J9

/

b)!/353./3/3 年上升至

5 0I5GI! J9

/

b)% 近 /3 )间!城市土地面积扩展排

名前五位城市依次是上海 '5 H/5G0I J9

/

(&无锡

'5 !I0G11 J9

/

(& 苏 州 ' 5 !!KG!0 J9

/

(& 天 津

'5 52/G!0 J9

/

(和杭州'5 55KG33 J9

/

(!主要位于

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区域!这些城市在各自区域

城镇化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2/$

% 研究区

城市扩展强度如图 / 所示%

图 4"研究区城市扩展强度

#$%&4"S2<*,3:>*,.$(,$,+3,.$+1 $,+C3.+/01 *23*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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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扩展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上看!海

岸带中北部区域城市扩展强度高!高强度扩展城市

数量占比 !5G32S!在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分布

较多% 低强度扩展城市只有 5/ 个!主要包括上海市

及广东省的多个城市% 有 2! 个城市以中等强度扩

展!数量占比 !2GH1S!/3/3 年的城市土地面积共占

研究区的 2KG2IS!在整个海岸带区域呈分散分布!

如天津市&浙江省温州市和广东省湛江市等%

由于海洋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空间!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给沿岸城市土地扩展带

来了巨大影响#22$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

划0中指出!中国海岸带区域形成了三大海洋经济

圈...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和南部海

洋经济圈!包含上海&深圳和广州 2 个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还包含天津&厦门和珠海等 5/ 个区域海洋中

心城市#2!$

!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城市土地面积统计结

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以看出!城市土地面积最

大的是南部海洋经济圈!该区域包含城市多!发展

较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但南部海洋经济圈的

城市扩展面积一直小于其他 / 个经济圈!/3 )间

城市土地面积共增加了 1 //1G2/ J9

/

% /333.

/3/3 年!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扩展面积最大!共增

加了 5G52万 J9

/

!扩展强度高!达 52G30S% 其次是

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强度分别为

55GK1S和 HG10S% 2 个经济圈的城市土地均呈加

速扩展态势!北部和东部经济圈更为明显% 北部和

东部经济圈城市后 53 )'/353./3/3 年(的扩展速

度均为前 53 )'/333./353 年(的 5GH 倍左右)南部

经济圈城市扩展速度相对平稳%

表 !"三大海洋经济圈中海洋城市及城市土地面积

;*<&!"P*2$,3)$+$3.*,0/2<*,7*,0*23* $,+C3+C2339*2$,33)(,(9$))$2)73.

海洋经济圈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区域海洋中心城市
土地面积bJ9

/

/333 年 /353 年 /3/3 年
扩展强度bS

北部海洋经济圈 . 天津&大连&青岛 ! K30GK1 0 11KG15 5H 205G5I 55GK1

东部海洋经济圈 上海 连云港&宁波&舟山 ! 2/IG3! 0 H25GKK 5H K!2G30 52G30

南部海洋经济圈 深圳&广州
厦门&汕头&珠海&湛江&海

口&三亚
I I5/G0H 55 I/3G!I 5K 1!/G5I HG10

""北部海洋经济圈包括渤海湾&辽东半岛以及山

东半岛沿岸!包含天津&大连和青岛 2 个区域海洋中

心城市'图 2(!都属于中强度扩展城市% /3 )间!这 2

个中心城市扩展面积分别为 5 52/G!0 J9

/

!!!/GH2 J9

/

'V( 天津市

'=( 大连市

')( 北部海洋经济圈 '7( 青岛市

图 ?"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

#$%&?"S2<*,3:>*,.$(,(-,(2+C32,9*2$,33)(,(9$))$2)73

'审图号" #?'/3//(!23I 号435% 图 ! 和图 H 同%(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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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H/G/H J9

/

!扩展方向有所不同% 其中!天津在

/333./353 年以填充型扩展为主!/353./3/3 年转

为以外延型为主!空间上呈现沿西北.东南轴向延

伸扩展%大连城市扩展以填充型为主!主城区土地

逐渐趋于饱和% 青岛城市土地向内陆纵深扩展!表

现为环湾发展的空间形态% 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间

联系较少!各自独立分散发展!城市间差距较大!城

市发展稍落后于其他 / 个经济圈%

东部海洋经济圈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沿岸

'图 !(!位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的交汇区域!城市发展具有极大的优势!城市扩展

强度大% 包含了上海这一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以及连

云港&宁波和舟山 2 个区域海洋中心城市% /3/3 年

上海城市土地面积为 / 0!/G!/ J9

/

!城市土地面积

在海岸带区域城市中排名第一!/3 )间共增加了

5 H/5G0K J9

/

!扩展强度为 HGIKS!扩展模式由外延

式逐渐转变为填充式发展% 连云港城市扩展强度为

/5G55S!城市土地沿南北轴向高强度扩展!尤其是

在 /353./3/3 年城市扩展较快!这 53 )扩展面积

是前 53 )扩展面积的 /G0 倍% 受制于地形因素!宁

波和舟山扩展面积相对较少% 其中!宁波城市土地

向四周延伸扩展!且向南部扩展较多) 舟山是典型

的群岛城市!城市土地受地形因素影响明显!但自

/355 年国家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后!城市土地面

积增长显著% 东部海洋经济圈在上海这个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的带领下!城市间协作条件优越!逐渐实现

聚拢发展%

'V( 上海市

'=( 连云港市

')( 东部海洋经济圈 '7( 宁波市和舟山市

图 E"东部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

#$%&E"S2<*,3:>*,.$(,(-3*.+32,9*2$,33)(,(9$))$2)73

""南部海洋经济圈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

湾和海南岛沿岸组成!包含了深圳和广州 / 个全球

中心海洋城市!以及厦门&汕头&珠海&湛江&海口和

三亚 K 个区域海洋中心城市'图 H(% 其中!广州的

土地面积增加最多!/3 )间共增加了 122GK/ J9

/

%

广州和深圳发展早!在前 53 )城市土地面积增长

快!后 53 )的扩展速度明显变慢!城市扩展强度低!

分别为 HGH5S和 2G5/S% 厦门作为福建省的区域

中心城市!城市扩展面积也较大!为 21!G20 J9

/

%

汕头&珠海和湛江在各自区域中起到引领作用!城市

土地面积逐年增加!以中等强度扩展% 海南岛沿岸

城市以海口和三亚为核心!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城市

土地增加面积分别为 15GI1 J9

/和 !0G02 J9

/

% 南

部海洋经济圈以广州&深圳这 / 个全球海洋中心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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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核心!城市土地组团聚集发展!东莞和深圳&珠 海和澳门等地城市土地边界趋于融合%

')( 南部海洋经济圈'局部(

'V( 深圳市 '=( 广州市 '7( 厦门市 ''( 汕头市

'Q( 珠海市 '%( 湛江市 ',( 海口市 '.( 三亚市

图 O"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

#$%&O"S2<*,3:>*,.$(,(-.(/+C32,9*2$,33)(,(9$))$2)73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应同时具备+全球城市&中

心城市&海洋城市,三大特征!发挥城市核心吸引

力!带动周边城市一同发展!是+中心城市,的关键

所在% 北部海洋经济圈目前尚未有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心城市的核心凝聚力不足!空

间统筹发展水平不够% 土地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要

素!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相互制约!关于三大海洋经济

圈城市扩展趋势的研究与目前城市的发展水平相

一致%

北部&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土地增长

弹性系数 I依次为 5!GI0!0GI0 和 /G0H!说明北部

海洋经济圈的城市扩展更为稀疏!而南部海洋经济

圈的城市扩展更为紧凑!从图 2.H 中也可以看出!

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间联系紧密!城市组团聚集发

展% 城市土地增长弹性系数 I在最佳值 5G5/ 附近

的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其中最为接近的是厦

门和佛山 / 市!I分别为 5G31 和 5G5!!城市扩展与

城市化水平较为协调% 连云港&南通&宿迁&泰州&盐

城&淮安和丹东&葫芦岛&鞍山&淮安&锦州以及辽阳

这 55 个城市的人口呈减少趋势!而城市土地面积在

持续扩展!城市扩展与城市化水平不协调程度大!城

市化水平亟待提升% 02G22S城市的Im5G5/!表明

多数城市扩展超前于人口增长% 梅州和营口等城市

的Im533!远远大于最优值 5G5/!城市扩展速度远

快于人口增长速度% 深圳和海口的 I分别为

3G!5 和 3GH2!这些中心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快!人口

聚集能力强!城市扩展略慢于人口增长速度%

!G/"海岸带区域城市内部地表覆盖分异特征

近 /3 )间随着城市化浪潮的不断推进!海岸

带区域城市不透水面在迅速增加% /333 年时!海

岸带区域城市不透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面积分别

占城市土地面积的 K1G!1S和 /3G05S% /3 )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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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透水面面积以 $%$&'% ()

"

*+的速度持续增

加!共增加了 ,- $-.&/0 ()

"

" 同时!城市绿地空间

面积以 %./&0# ()

"

*+的速度增加了 $ '%$&$. ()

"

" 到

"#"#年!海岸带区域城市不透水面积为 '# 000&/% ()

"

!

占城市土地面积的 .'&/#1# 城市绿地空间面积为

," -,%&"- ()

"

!占城市土地面积的 ".&/"1" 总体

来看!研究区城市不透水面面积在持续增加!但不透

水面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城市绿地空间比例在不断

升高" 研究区 /- 个城市中!高$中等以及低不透水

面比例城市的个数分别为 "' 个$0, 个和 % 个" 其

中!高不透水面比例城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上部

的江苏$山东等省份!如淮安$宿迁$德州和日照等城

市# 低不透水面比例城市包括莆田$珠海$崇左及澳

门等城市# 海岸带区域有 '*0 城市的不透水面比例

处于中等水平!分布广泛%图 .&"

图 !"研究区城市不透水面比例

#$%&!"'()*)(+$),)-.(/0,$1*2(3$).4

4.(-052$,+624+.78 0(20

!!"###'"#"# 年三大海洋经济圈城市地表覆盖

比例如图 / 所示" 三大海洋经济圈中!南部海洋经

济圈城市不透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面积最大!"#"#

年分别为 ,# .-#&%" ()

"和 % %%-&,' ()

"

!占城市土

地面积的 .'&#%1和 ".&"01" 东部海洋经济圈的

城市不透水面增加最快!"# +间城市不透水面面积

增加了 / #%-&%0 ()

"

" 北部海洋经济圈 "# +间城市

绿地空间面积增加最多!共增加了 ' %"-&#, ()

"

"

从城市不透水面比例来看!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

不透水面平均比例最高!"# +来一直处于领先!但呈

现了下降趋势!由 "### 年的 /,&,.1下降到 "#"# 年

的 .%&/%1" 与之相反!' 个经济圈的城市绿地空间

比例均呈现上升趋势!"### 年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城

市绿地空间比例最高!为 "'&#"1!到 "#"# 年上升

到 ".&"01!略低于北部海洋经济圈的 "-&#,1" 城

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重视城市绿地建设!致力于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宜居城市"

图 9"三大海洋经济圈城市地表覆盖比例

#$%&9"'()*)(+$),)-.(/0,4.(-0525)32(0%2$,

+62+6(2210($,225),)1$55$(5:24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需有宜居宜业的城市环

境!城市绿地空间面积比例是重要的生态环境评价

指标之一!三大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中心城市的地表

覆盖情况如图 - 所示"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上海$深

圳和广州的绿地空间面积比例变化分别呈现了(增

2增)!(减 2增)和(增 2减)模式!到 "#"# 年绿地

空间面积比例分别为 ".&/%1!".&$'1和 "/&"#1"

"#"# 年区域海洋中心城市中绿地空间面积比例最高

的是青岛市!为 "-&/'1" 其次是三亚市!为 "-&.%1#

"# +间 !三亚市绿地空间面积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

%+& 天津市 %3& 大连市 %4& 青岛市 %5& 上海市 %6& 连云港市

图 ; <="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中心城市地表覆盖

#$%&; <=">.(-0525)32(0%2)-10($,252,+(0:5$+$24$,+62+6(2210($,225),)1$5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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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宁波市 %8& 舟山市 %9& 深圳市 %:& 广州市 %;& 厦门市

%(& 汕头市 %<& 珠海市 %)& 湛江市 %=& 海口市 %>& 三亚市

图 ; <?"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中心城市地表覆盖

#$%&; <?">.(-0525)32(0%2)-10($,252,+(0:5$+$24$,+62+6(2210($,225),)1$55$(5:24

趋势!"#,# 年绿地空间比例为 '"&-%1!绿地覆盖率

高!在海洋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珠海市$广州市和

海口市紧随其后!绿地空间比例分别为 "-&%$1!

"/&"#1和 "/&#/1!着力打造绿色滨海城市"

%&'!海岸带区域城市用地效率分析

进入 ", 世纪以来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研究区城

市的地均?@A都在上升!而随着城市规模变大!城

市地均?@A在逐渐降低" 研究区内城市地均 ?@A

情况如图 $ 所示!其中!香港和澳门 " 个特别行政区

拥有的土地资源少!但 ?@A高!地均 ?@A较大" 此

外 !深圳以 "'&/$ 亿元*()

"的地均?@A遥遥领先!

图 @"研究区城市地均AB'

#$%&@"AB'*2(.(/0,:0,7$,+624+.78 0(20

城市用地效率高" 宁德$舟山$茂名和南通等城市因

城市土地面积小而 ?@A高!地均 ?@A都在 ,0 亿

元*()

"以上" 江苏省的几个城市地均 ?@A也都比

较高!在城市土地面积上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产业

优势!以较少的土地面积贡献出较大的经济效益!城

市土地效率较高" 上海$苏州$广州$杭州和青岛等

城市的地均?@A都在 ,# B,0 亿元*()

"之间!较大

的城市土地面积创造了相对多的?@A!城市规模大

对周边城市具有一定的聚集作用!大型城市靠拢组

团发展!城市?@A平稳发展"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布局的逐步优化!三大海洋

经济圈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在城市发

展和整体定位上有所不同!城市用地效率也表现出

差异性" "###年时!三大海洋经济圈地均?@A从大

到小依次为东部%'&/%&$北部%'&#%&和南部%"&"#&"

到 "#"# 年时!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地均?@A最大!为

,#&/$!南部海洋经济圈地均 ?@A%,#&/"&超越北部

海洋经济圈%.&$"&" 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用地

效率较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 南部海洋经济

圈城市土地面积最大!经济发展稍落后于东部!稳中

求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北部海洋经济圈教育科研

优势显著!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着眼于先进制

造业方向发力!城市土地扩展潜力大!要多关注城市

间协同发展的优势!提高城市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大

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的结构升级!

提升城市的整体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生产要素的合

理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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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结论与讨论

利用 23 9空间分辨率全球城市土地利用b覆盖

变化数据产品'#D6DA423(分析了中国海岸带区

域城市扩展状况!对比分析了不同区域城市扩展的

特征及城市内部地表覆盖结构的时空差异% 得出以

下结论"

5(中国海岸带区域城市土地面积 /3 )间共增

长了 2G52 万 J9

/

!扩展强度为 1G!5S% !2GH1S的

城市扩展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海岸带中北部城市扩

展强度高% 三大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规模和模式存

在显著异质性!南部海洋经济圈城市发展早!扩展

少!城市集中平稳扩张) 东部海洋经济圈城市扩展

势头猛!强度大!城市聚拢发展) 北部海洋经济圈城

市扩展慢!城市发展分散%

/(/3/3 年!中国海岸带区域城市不透水面面积

和绿地空间面积分别占城市土地面积的 K2GI3S和

/KGI/S% 近 /3 )!城市不透水面面积在持续增加!

但不透水面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城市绿地空间比例

不断上升% 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不透水面和城市

绿地空间面积最大% 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不透水

面比例最高!城市不透水面增加最快% /3/3 年北部

海洋经济圈的城市绿地空间比例最高!/3 )间城市

绿地空间面积增加最多%

2(中国海岸带区域 02G22S城市的扩展超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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