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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9_9B_86_E7_c67_490468.htm 由于人多地少是我国

的基本土地国情，利用粗放又是当前土地利用的基本现状，

在兼顾生产、生活和生态目标之下，我国土地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和尖锐。集约利用有限土地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达到节约

用地目的，是我们当前走出土地困境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之

一。鉴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深刻性和外延的广泛性，为了

更好指导土地集约利用实践，必须采用系统科学方法深入剖

析土地利用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土地集约利用的影

响因素。 一、土地利用的系统性 从资源利用角度来看，土地

利用是土地资源自然生态利用（自然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利

用（经济再生产）的有机藕合，也即特定地区自然、社会、

经济和生态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因各种自然过程和人类活

动产生的物质、能量、价值和信息流动使得土地自然生态利

用成为经济社会利用基础，而经济社会利用又衍生并嵌套于

自然生态利用，二者相互依存、制约和渗透。按系统论创始

人冯贝塔朗菲关于系统即若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

约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有机整体的论断，土地利用

中为满足生物生存需要和人类社会发展而开展的资源利用活

动，不仅构成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环境中相关要素相互作用

和影响的持续运动过程，而且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自

我调节能力的资源利用生态经济系统（图1）。 土地利用系

统涵括土地自然生态利用和经济社会利用的全部过程和环节

，包括土地资源系统、自然生态利用系统和经济社会利用系



统三个一级子系统，并可进一步划分为更低层次的子系统。

在三个一级子系统中，土地资源系统处于核心位置，系统结

构通过植物本能的生存需要和人类有目的活动而把相关资源

环境联为一体。在土地资源自然生态利用方面，自然界的植

物群体在其生命进程中利用土地提供的生长空间、土壤中水

分和养分以及气候所提供光能、热量和降水，将这些自然资

源转化为供自身生长发育所需生物化学能；植物在利用自然

环境提供资源要素以满足生存之需同时，中间产物和输出产

品进入自然环境后不可避免引起相关组分或要素性状的改变

，产生相关土地利用的生态效应。在土地经济社会利用方面

，人类为了达到社会进步目的，必须从经济环境中获取相关

经济资源，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等，以期提

高单位土地有效产出，满足不断增加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并因而给土地利用打上了深深的经济社会烙印。在其长

期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生态作用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

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地资源类型、质量和分布等综合特征

不断变化，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演进性和空间分

异性，既为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利用提供了先决条件，也

从侧面反映了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 土地利用系统归根结

底是人（人类社会）地（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结果，由于不

同属性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系统结构（意指系统内

部各要素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或分布关系）并非各子系统或

要素简单相加，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组织形式和分布关系。如

前所述，由于土地利用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藕合性，土地

利用系统结构具有复杂藕合特点，加之系统组成成分的多层

次和交互作用，系统结构同时呈现出高阶非线性特点。根据



系统要素组织形式或分布方式，系统结构可划分为时间、空

间和时空结构三种类型。土地利用系统既因组成要素和利用

活动空间分异具有空间结构，又因其随时间变化而具有时间

结构，但在普遍情况下，土地利用系统既不能脱离空间也不

能脱离时间而存在，是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有机统一。 生

态经济系统功能通常包括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价值增值和

信息传递四个方面，作为生态经济系统，土地利用系统也具

有类似基本功能（图2）。土地利用系统物流包括自然物流与

经济物流。自然物流始于自然生态利用，是经济物流的前提

和基础，以营养元素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自然环境─植物

（生产者）─人类（消费者）─分解者（微生物）─自然环

境序列循环进行。经济物流来自人类社会，是自然物质经人

工合成、分解、冶炼等改变后而获得，通过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生产序列循环。自然物流与经济物流既是并存也

是继起的，藕合为系统物质循环运动。土地利用系统能流分

为自然能流和辅助能流，自然能流是系统内太阳、生物和各

种潜在能流总称，在不超过承载能力时，这些能源都可更新

和重复使用；辅助能流则来自人类社会，只有极少部分可以

更新和重复使用，二者相辅相成并以自然能流为基础。价值

流动依附于能流和物流，是系统内能、物流在分配、交换中

的价值体现，并使得生态经济系统区别于其它系统。就土地

利用系统而言，追求价值增值是系统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动力

之一。系统价值流动进行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上，其形成、增

值和转移一般经过准备、物化和实现三个阶段。在土地利用

系统中，信息以物质、能量为载体，通过物流和能流转换而

实现对其获取、贮存、加工、传递和转化，反映了系统不同



组分以及系统－环境间的普遍联系。系统信息可分为自然信

息和人工信息，前者存在于自然生态利用过程，而后者存在

于经济社会利用过程。在土地利用系统中，因信息流动而实

现的信息传递是系统进行反馈进而对系统做出调控的主要原

因。 土地利用系统还具有相对独立性、机制复杂性、系统层

次性、自组织性和时空动态性等系统特点。土地利用系统产

生于土地利用活动，是土地利用的系统化，隶属更高层次的

资源利用系统，但因具有一定结构并执行特定功能而被视为

相对独立的生态经济系统，其相对独立性既表现在与周围环

境关系上，也表现在系统内部组成上以及强烈的空间地域性

上；土地利用系统不同组分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竞相制约

，在能流、物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带动和人工技术调配下通

过复杂非线性作用联接起来，不仅形成作为整体的资源利用

系统，而且与外界存在复杂联系，由于系统不同成分分别受

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规律制约，系统运行机制呈现出复杂多

维的特点；土地利用系统在纵向上具有很强层次性，极顶为

土地利用系统，其次是土地资源系统、自然生态利用系统和

经济社会利用系统三个一级子系统，并可依此进行更细层次

划分，处于基底的是土地资源具体利用活动，在不同层次之

间，低层次系统是高层次系统发展基础，而高层次系统又反

过来带动低层次系统发展，层次越高，系统属性、结构和功

能越复杂；土地利用系统本质上是一个非平衡、非线性、高

阶次和多回路复杂开放系统，不仅系统整体与土地利用过程

的全部方面存在复杂联系，参与土地利用的各项要素与外部

环境也存在着密切的能量、物质、价值与信息交流，开放的

土地利用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和涨落



，再加上子系统或要素的协同和相干效应，会逐渐从原来混

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而土

地利用系统这种在一定条件下自行产生组织性和相干性，从

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自组织性是系统主要特点之一；土地利用

系统组分复杂，由于受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规律共同制约，

使得系统不仅在空间上呈现一定构型，时间上也表现出一定

顺序，在不同阶段特点不同，体现出系统作为过程而存在的

特点，土地利用系统时空动态性表现在系统随时空变化呈现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变化，在其发

展变化过程中，系统组成要素和外界环境均发生显著变化，

系统结构逐渐由单一到复合，功能则由简单到复杂。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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