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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用地矛盾#统筹协调区域土地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

阿勒泰地区为例!建立分区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法及综合分析法分别确定了量化方案和定性分区方案!最后进行方

案调整确定了
B

个土地利用功能区!并提出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方向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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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勒泰地区各个县市之间及内部自然%资源%社

会%经济发展等条件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且各地

土地资源的禀赋也是千差万别!受此影响!各地区土

地开发利用的方向%程度%强度等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土地利用不均衡性显著!人地矛盾突出$在西部大开

发%跨越式发展模式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明确因地制

宜的土地利用方向!实行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措施!统

筹区域土地利用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地区的

综合实力已显得尤为重要$

!

!

研究区概况

!#!

!

基本概况

阿勒泰地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位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北部!地处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北缘!该

地区东西横距为
B$#IK

!南北纵距为
BCBIK

!与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三国接壤!边境线长
!!FA

公

里$现辖
C

县
!

市!分别是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

县%富蕴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和青河县$

#$$F

年

阿勒泰地区地方
a?\

达到
!!A8$

亿元!第一%第二与

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
#=8$

亿元%

BA8$

亿元和

B#8$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
#"8FJ

%

B$8#J

和

"E8FJ

$

#$$F

年末全地区总人口为
CE8AA

万人!非

农业人口
"#8AB

万人!占总人口的
BF8AJ

!农业人口

""8$"

万人!占总人口的
E$8"J

/全区有汉%哈萨克%

回%维吾尔%蒙古等
"C

个民族!少数名族与汉族分别

占到
E=8A$J

和
B!8"$J

/人口出生率为
!E8$#j

!自

然增长率
!!8BEj

(

!

)

$

!#"

!

土地利用概况

阿勒泰地区现有农用地
=EC!CA"8F#

公顷!占全

区土地总面积的
A#8ABJ

!其中!耕地
#B="=F8FB

公

顷!耕地面积最大的是福海县!为
F"#AA8!E

公顷!其

次是阿勒泰市!为
B=E!E8EF

公顷/建设用地
CE

A="8##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8ECJ

!其中!城

镇村建设用地
"E$E#8B"

公顷!面积最大的是阿勒泰

市!为
FEC$8$"

公顷!其次是福海县!为
CCAC8AF

公

顷/未利用地面积
"!B"E$"8AF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

面积的
#C8A!J

!其中!福海县未利用地面积最大!为

!F!=F"B8#B

公顷!占全地区未利用地面积的
C!J

!

福海县未利用地面积大于其他地区未利用地面积总

和!土地利用后备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难度大(

!

)

$

"

!

阿勒泰地区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原则及依

据

"#!

!

分区原则

本次分区除严格遵循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农业优

先%比较利益%指向性%专门化和多样化相结合及自上

而下的原则之外!还应体现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要

求%突出土地利用问题和管理措施的相似性%体现社

会经济特点相对一致性及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

)

!

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以定量为主!定

性为辅!在保证区域内各县市行政界线完整性的前提

下!对阿勒泰地区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功能区划分$

"#!#!

!

体现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要求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应围绕促进区域间合理分工

BB



协作和协调发展的目标!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战略

相适应!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安排各类各业用地!统筹安排土

地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

"#!#"

!

突出土地利用问题和管理措施的相似性

土地利用分区必须以各区域基本条件的相似性

和利用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以各基本区域单元的

自然%社会经济及土地利用的现状为基础!考虑土地

利用方式的延续性!兼顾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兼顾

局部%整体利益!兼顾眼前%长远利益$

"#!#'

!

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土地利用的开发%利用%整理和保护等一切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行政职能$而时下!此次功能

分区!将不打破区县级行政区划界线!不再对县市级

的行政区范围做进一步拆分!以各个县市为分区单

元!有利于土地利用规划的贯彻落实!同时也有利于

避免跨区域管理而产生的矛盾!保证合理协调用地$

"#!#/

!

体现社会经济特点相对一致性

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鲜明地域差

异对土地利用的方式%特点%方向都不同程度地产生

着影响$为了进行合理的区域开发!必须首先从这种

具有差异的相对一致性出发!因地制宜!以此作为分

区的基础$

"#"

!

分区依据

此次功能分区主要是依据阿勒泰土地利用现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城市发展规划%产业

结构调整及布局规划%基础设施用地布局规划及与土

地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进行$

'

!

分区方案的确定

为保证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科学合理

及分区方案的可实施性!兼顾主观及客观相统一的定

律!分别制定定量分区方案及定性分区方案!最终综

合确定了阿勒泰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最终方案$

'#!

!

定量分区方案的确定

'#!#!

!

研究方法的选取(

'X0

)

关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方法有很多!且应用广

泛!常见的有打分法%叠图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

析法等!由于阿勒泰地区图件数据等资料收集的有限

性!且叠图法%打分法过于主观性!因此本文结合主成

分分析法和分层聚类分析法中的
h

型聚类对阿勒泰

地区进行功能区划分$借助
%\%%

数理统计分析软

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原始指标进行筛选!之后运用

聚类分析法对其分类$主成分分析法是应用降维思

想将选取的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归并%转换为

较少几个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既保

留了原始指标的大量信息!同时也避免了信息的重

叠$分层聚类分析法又称系统聚类分析法!是对观测

量进行分类!先将若干个样本观测量各自看成一类!

并规定样本与样本之间的距离和类与类之间的距离!

之后将特征相近的观测量分为一类!将特征差异加大

的量分为不同的类$

'#!#"

!

指标体系的构建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指标涉及面较广!数据量较

大!综合分析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概

况及地区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等!分别从土

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资源开发密度等方

面选取
!!

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

)

*单位农用地第一

产业产值&

,

!

'%单位建设用地第二产业产值&

,

#

'%单

位建设用地第三产业产值&

,

"

'%单位建设用地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

B

'%城市化水平&

,

E

'%人口密度

&

,

C

'%农用地占全区面积比重&

,

A

'%耕地占全区农用

地比重&

,

=

'%建设用地占全区面积比重&

,

F

'%园林草

地占全区面积比重&

,

!$

'%未利用地占全区面积比重

&

,

!!

'!见表
!

$

表
!

!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原始指标数据

行政区域
土地利用效益+&元,公顷D!

' 土地开发密度+
J

土地利用结构+&人,公顷D!

' 土地开发潜力+
J

,

!

,

#

,

"

,

B

,

E

,

C

,

A

,

=

,

F

,

!$

,

!!

阿勒泰市
C"B8AC "CB#C8#!!#$=AC8=CE=F#=8!A CB8FE !C8#C =#8"E E8BB !8BA =B8C= !C8!=

布尔津县
#A$8A# EEE"=8F= AE""!8=##!F=$"8!" #A8B$ C8"$ =!8C" #8AF $8EC =C8"$ !A8=!

富蕴县
!=C8"!#$B"#F8!$EFAF!8!##EE""!8#" #F8A# #8EA =C8C= $8== $8#A F$8FA !"8$E

福海县
E$F8$C #!BAB8=! ##BF"8!E "CFFC8EC "C8FA #8"C B!8EF C8AB $8A# EC8$F EA8CF

哈巴河县
ACF8""#AAB$C8E!F=FA=8F=#"AE#F8CA #$8=C F8BE CA8AC C8AB $8E" ="8!A "!8A!

青河县
!BF8E" C=F=B8=B C"$B=8"B!AAFF#8=B ##8=! "8F$ F!8$F $8C# $8#A FB8=! =8C"

吉木乃县
#$$8FC #CF!E8FE E##!B8="!BB!F=8EE #=8=" E8EC F#8A$ !8=E $8"F F!8A$ C8F!

!!

注(数据来源)阿勒泰统计年鉴*

0

C

1

EB

!!!!!!!!!!!!!!!!!!!!!!!!!!!!!!

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
!



'#!#'

!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表
#

中的指标数据的量纲存在差异!相同的

量纲之间也存在很大不同!这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之前需将各

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A

)

!本文应用
%\%%

软件采用

其默认的
XY4&,6(

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

结果见表
#

$

表
"

!

标准化后的数据

行政辖区
X,

!

X,

#

X,

"

X,

B

X,

E

X,

C

X,

A

X,

=

X,

F

X,

!$

X,

!!

阿勒泰市
$8FFBA D$8C!=A !8EA#F D!8!F$E #8!#A$ !8FCE# $8#C$B $8CFB$ #8$=CC $8$EEE D$8"!$B

布尔津县
D$8BAC=D$8B#=F $8!E"F $8CAC$ D$8"A=FD$8$CA$ $8##$# D$8#FB=D$8$FFE $8!=$" D$8#!=F

富蕴县
D$8=!AF !8$B== D$8""$# !8$==! D$8##B$D$8=#=! $8E$## D!8$$ABD$8AFC# $8EB$" D$8B=C$

福海县
$8B=CC D$8ACA#D!8BF#"D!8BBBF $8#EF= D$8=A!$D#8$!E" !8!AF$ $8#=B= D#8!B=$ #8$!=F

哈巴河县
!8E"=A !8AABE $8=F$A $8==!C D$8=!E" $8EAEA D$8EEB# !8!AF$ D$8!A!CD$8$C$F $8EC!!

青河县
D$8FCCCD$8#FEBD$8##== $8!F$F D$8C=E#D$8EEC= $8AB=B D!8!$BBD$8AFC# $8="C# D$8A"B!

吉木乃县
D$8AE=AD$8A!"#D$8ECC"D$8#$!#D$8#="BD$8#!=$ $8="=" D$8CBEED$8E$AF $8EFCE D$8="$C

'#!#/

!

最终分区指标的确定

对表
"

中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最终

确定了单位农用地第一产业产值&

,

!

'%单位建设用

地二产值&

,

#

'%单位建设用地三产产值&

,

"

'%单位建

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

B

'%人口密度&

,

C

'%农用地占

土地总面积比重&

,

A

'%耕地占农用地面积比重&

,

=

'%

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

,

F

'%园林草地占土地

总面积比重&

,

!$

'%未利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

,

!!

'

共
!$

个指标!可见所选取的原始指标也比较合理!以

此进行聚类分析进行分类$

'#!#0

!

分区方案的确定

将
"8!8B

中所选定的指标标准化数据导入
%\%%

数理统计分析软件!通过计算平方欧式距离确定样本

之间的亲疏程度!之后选择了质心聚类法进行聚类分

析确定类与类之间的距离(

E

)

!分区结果见图
!

!样本

#

%

"

%

C

%

A

表现出较高的相似程度!归为一类!而样本

!

%

B

%

E

两两之间差异性显著各自为一类!在此基础上

得出定量分区方案!见表
"

$

图
!

!

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

!

定性分区方案

定量分区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而定!往往存

在并不能精确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实际的情况!即定量

分析方法缺乏灵活性$因此!本次功能分区应用综合

分析法即经验法!对造成土地利用地域差异及区域发

展不平衡的因素进行纵横对比分析!并结合,十二五

规划-关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要求!兼顾实际的城

市规划%自然生态规划和旅游规划等的空间布局!进

行了综合%全面%科学的定性分区!见表
"

$

'#"#!

!

优化开发区

阿勒泰市作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作

为优化开发发展地区!重点加强城市功能建设和完

善!以调整%优化结构为主线!密切联系周边县市!形

成以阿勒泰市为区域发展中心!以红墩镇%北屯镇%切

木尔切克乡为增长极的发展模式!发挥其中心辐射带

动作用$

'#"#"

!

重点开发区

位于优先集聚区外围!包括以阿勒泰市+北屯镇

区+福海县为点!以
#!C

国道和奎北铁路为轴的重点

开发区!是未来阿勒泰地区重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

开发区域$

'#"#'

!

限制开发区

位于开发拓展圈的外围!包括布尔津县%哈巴河

县%富蕴县!这三个地区主要是以农牧%旅游%矿业为

主的综合区域!生态敏感%系统稳定性差!对外来干扰

抵抗力弱!因此应当因地制宜!适当引导%控制!进行

低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

'#"#/

!

禁止开发区

主要包括青河县%吉木乃县!生态极其脆弱的地

区!着重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实施低密度开

CB

!!

科技和产业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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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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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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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此类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水源保护区等进行严格保护!发展生态经济!

做到生态首位!保护第一$

'#'

!

综合分区方案

对于量化分区方案和定性分区方案!二者存在着

一定差异!尤其是量化方案!与阿勒泰实际存在相当

大的差异!因此!结合目前阿勒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的实际状况及上一次土地利用规划分区的情况!对量

化分区方案和定性分区方案做了整合!进行了综合分

区!其中!阿勒泰市作为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

中心的地位不变!是地区优先发展区!见表
"

$

表
'

!

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方案

定性分区方案 定性分区方案 综合分区方案

第
2

类 阿勒泰市 优化开发区 阿勒泰市 优化开发区 阿勒泰市

第
22

类 福海县 重点开发区 福海县 重点开发区 福海县#富蕴县

第
222

类 哈巴河县 限制开发区 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富蕴县 限制开发区 布尔津县#哈巴河县

第
27

类
富蕴县#布尔津县#

青河县#吉木乃县
禁止开发区 青河县#吉木乃县 禁止开发区 青河县#吉木乃县

/

!

分区土地利用战略及发展方向

/#!

!

优化开发区

本区主要包括阿勒泰市$以集约发展%提高发展

水平为目标!坚持城乡建设%优化开发的原则!提高建

设用地的集约水平和产业的发展层次!基于区域城乡

体系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批准

的各类规划为依据!严格按照规划的范围%性质%规

模%发展方向及控制指标%设计条件和环境要求开展

进行!不再随意占用禁建区与限建区$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发挥比较优势!完善城镇基

础设施!优化升级与周边县市的交通联系!增强中心

城市的服务功能!以提升其集聚和辐射功能/积极发

展乳业%蔬菜%肉类等优势农副产品的加工配送业和

房产业%物流业等!培育地区畜牧业生产基地/打造阿

勒泰市
D

布尔津县旅游经济圈!打造冬季冰雪旅游基

地!积极延伸以喀纳斯为中心的旅游产业链$

/#"

!

重点开发区

主要包括福海县%富蕴县$土地利用以城镇工

业%居住%交通%绿地%公共设施及配套基础实施等非

农业用地为主!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从实现整体最有发展的角度!合理控制各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与发展方向$同时!各城镇工业用地%边境经

济合作区建设用地应结合产业潜力协调发展$

阿勒泰地区未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将转移到

本区中的福海县!因此其作为重点开发区要积极实施

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巩固发展第一产

业!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优化畜牧业品种!推进农牧

产品加工业发展!提高农畜产品加工和精深加工的能

力!继续加强新疆良种繁育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建

设/运用资源优势!以资源为支撑积极扶持石油化工

工业及矿产加工开采业!培育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

业!扶持煤电%煤化工%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此

外!继续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充分发挥黑色金属%有色

金属%非金属资源的优势!建造此类资源冶炼及加工

基地/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升商贸服务业水平!培育

第三产业为新增长点!尤其是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发

展旅游业!提升旅游资源的品味!同时整合区域内旅

游资源!与其他景区构成网络体系/完善红山咀口岸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口岸经济发展!与内部经济带联

结!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

!

限制开发区

主要包括布尔津市%哈巴河县$本区作为禁止建

设区和适宜建设区的过渡!其土地利用要保证此区生

态缓冲带的作用!同时也应对其适当引导控制!进行

低强度开发建设$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

展!实行限制开发!既要做到充分利用!又要防止造成

重大的经济和环境损失!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和限制

开发措施$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集约农

业%观光农业!推进农业的标准化%信息化%规模化%产

业化进程!尤其是建造无公害豆类基地!同时!大力发

展畜牧业!构筑全疆重要的良种牛基地!推进农牧业

的精深加工!走特色农业发展道路/发挥区域自然资

源和地缘优势!加快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适度扩大矿

业规模开发!延长产业链/依托喀纳斯知名度及其旅

游带动效应发展特色旅游%旅游商品制造!打造国际

会议与会展业%休闲度假业%绿色牧业生产基地!沿布

尔津县至喀纳斯景区形成以旅游开发%旅游农副产品

供应基地为主的旅游经济发展轴线!将喀纳斯培育成

为世界级景区!推进冬季旅游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促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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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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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哈巴河+喀纳斯+布尔津旅游大循环格局的形成!

同时!继续巩固和发展壮大商贸%餐饮和交通运输服

务等传统第三产业!并依托口岸优势!推动建立区域

性物流中心!逐步建立外向型经济体系$

/#/

!

禁止开发区

主要包括青河县%吉木乃县$对本区应进行严格

的空间管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控制人口流入!严禁

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活动!维护生态系统和功

能的完整性/注重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各种自

然保护区域实行重点保护!促进区域甚至是阿勒泰地

区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

本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

优势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农工业产业化进程!强化

以特色果蔬为主的生产基地建设!利用广阔的草场优

势!发展畜牧业!形成以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精深加

工为主的生产格局/建设好三道海子%塔克什肯口岸

等旅游景点和景区!开发富有本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旅

游品牌!加强区内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并利用地缘

和资源优势!发展边境旅游/依托口岸优势!积极发展

边境贸易!做活做大边贸服务业!发展口岸物流%仓储

运输业等第三产业!建立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

0

!

结语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统筹区域土地利用的必然

要求!是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对

阿勒泰地区进行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确定了分区

方案及制定了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措施!符合区域发展

实际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有利于协调区域土

地利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在研究区域土地

协调合理利用的过程中!要积极开展土地利用功能区

划分工作!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和措施!

分类指导!各地区内部及地区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促

进!以减少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等!为区域

协调发展奠定空间基础和支撑!实现土地资源合理有

效利用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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