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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enario Dynamic Simulation of Township Land Change and Carrying 
Capa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iy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镇土地变化与承载力多情景模拟*

——以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为例

熊彬宇   李永浮   赵伯川    XIONG Binyu, LI Yongfu, ZHAO Bochuan

采用转移矩阵法分析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多年土地利用变化，探索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揭示土

地利用变化模式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村镇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模拟出社渚镇至

2035年不同政策情景下村镇主要地类变化差异明显：水田面积在耕地保护和现状发展情景下稳定增长，但经济优先情

景与生态保护情景下出现增长缓慢的情况；采矿用地在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情景下减少较快；镇建设用地在经济优先

和耕地保护情景下增长较快，但在现状发展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中面积增长较慢或面积减少。研究表明，镇域村镇土地

利用变化SD模型既能有效地模拟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还可演绎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复杂非线性

关系，有利于测算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政策模拟调控。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nd-use change in Shezhu Town, Liy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for many years by using the transfer 

matrix method, explores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land-use change mode of villages and towns, 

reveal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change mode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constructs the SD model of 

land-use change of villages and town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dynamics. With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by 2035, the 

changes of primary land types of Shezhu Town are obvious. The paddy field increases steadily under the scenario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but the growth is slower under the scenarios of economic priority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mining land decreases rapidly under the scenario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onstruction land of the town increases rapidly under the economic priority scenario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cenario, 

but the area increases slowly or decrease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cenario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cenario.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D model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land-use chang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but also deduce the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which is conducive to measuring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and policy simula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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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村镇地区发展仍面临较多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分布细

碎且后备耕地资源匮乏。农用基础设施用地开

发监管力度不严，耕地资源浪费情况日益加

重。村庄居民点分布零散，建设用地利用粗放。

土地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地资源的

有限性与社会需求的无限性客观上要求对区

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配置[1]，而土地利用

结构优化不仅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更作为政策

工具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2]。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在一定投入与约束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测算平台研发及规划应用”（编号2018YFD11001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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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通过对各种土地资源类型进行科学数

量组合和空间优化布局[3]。早期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理论是为了寻求适合西方企业型农业建

立时代的合理生产方式而诞生的。德国农业经

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首先对农村土地利用展

开研究，提出农业区位论的观点[4]。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全球人口

数量膨胀，资源短缺、人地矛盾由此开始显现，

针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日益增多[5]。一些国内

学者引入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理论，将承载力

理论与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相结合。在

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提出区域特殊性、

系统协调性、综合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指

标体系设计原则[6]，并不断完善承载力指标体

系框架[7-8]。同时，在优化配置模型方面开展大

量研究，研究内容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9]、从

线性到非线性[10-12]、从单目标优化到多目标优

化[13]、从城市到城乡的过程转变[14-17]。由于乡

村地区数据较难获取，村镇地区承载力研究成

果相对较少。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९方法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建

模方法，由美国MIT的Jay W. Forrester教授于

1956年首创，在1960年代成型，后由他的学生

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Forrester[18]的《城

市动力学》、Dennis Meadows等[19]合著的《增

长的极限》，以及John D. Sterman[20]所著的

《商务动态分析方法》都是系统动力学理论和

应用的经典著作。

系统动力学方法是从系统的微观结构出

发建立系统的结构模型，用回路描述系统结构

框架，用因果关系图和流图描述系统之间的逻

辑关系，用方程描述系统要素之间的数量关

系，用专门的仿真软件进行模拟分析，因此系

统动力学方法包括因果关系图、流图、方程和

仿真平台[21]19。目前，广泛使用的微机版系统动

力学工具软件有Stella、Vensim、Powersim、

Anylogic等，其中Vensim软件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使用较多。本文基于Vensim PlE 9.0.1版本

开展仿真模拟。

系统动力学的发展主要基于5种理论与技

术：系统理论、信息反馈理论、决策理论、系统

力学和计算机仿真模拟[21]21。SD模型不同于

传统的数理分析模型，它是根据反馈回路构建

因果关系系统分析结构，以响应系统中的每个

子系统，尤其擅于处理非线性的多重反馈复杂

问题。这些特点正好适用于村镇地区耕地保护

与承载力研究，可以从社会、经济等要素全方

位模拟村镇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承载力。SD

模型素有“战略与政策实验室”之誉，基于

SD开展村镇土地承载力动态模拟研究，将有

助于制定合理的村镇耕地保护政策，确保粮食

生产安全，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ߛ݇ރ   ���

2007年3月，社渚镇与周边城镇合并为新

的社渚镇，行政区划变动造成社渚镇社会经

济统计资料和村庄土地面积数据无法获取和

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本文使用2009年—

2017年数据资料，其中人口、社会经济数据等

来源于《溧阳市统计年鉴（2009—2017年）》，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溧阳市社渚镇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2009—2017年）》。

2   社渚镇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研究范围选取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社渚

镇。溧阳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与浙、皖二省接

壤，东临宜兴，西与高淳、溧水相接，南与广德、郎

溪毗邻，北接句容、金坛，总面积1 535.87 km²。社

渚镇位于溧阳市西南部，距离市区约28 km，位

于苏皖交界处，青虾养殖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也是当地农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但该地区养

殖坑塘大多数是21世纪初由耕地转化而来，对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

此，从耕地保护和生态安全的角度，有必要开

展社渚镇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和国家土地类型分类标准，

将溧阳市社渚镇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坑塘养殖、

旱地、水田、村建设用地、镇建设用地、设施农

用地、其他农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未利用地9

种。利用溧阳市2009—2017年土地利用现状

变更数据得到这一时期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见表1-表2）。

从主要地类面积增减变化来看，如表1所

示，2009年至2013年间，耕地面积下降较多，旱

地和水田面积分别减少2.41 hm²和20.53 hm²，

下降0.17%与0.25%。镇建设用地与设施农用地

面积增加较多，分别增加45.81 hm²和10.25 hm²，

上升9.55%与46.71%。如表2所示，2013年至

2017年间，旱地、水田、设施农用地和镇建设

用地均有所增加，分别增加28.84 hm²、173.24 

hm²、8.33 hm²和37.36 hm²，上升7.10%、2.11%、

25.88%和7.11%。

从土地利用转移的流向情况看，2009年

至2013年间，未利用地开发情况较好，大部分

转变为其他农用地；村镇建设用地总面积均有

增加，其中主要从水田与坑塘养殖中转化而

来；设施农用地增加的面积主要来自其他农用

地；耕地“非农化”情况较为严重，耕地与水

田面积有所下降。2013年至2017年间，耕地

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村建设用地总量减少，

其中大部分转化为水田；其他建设用地总量减

少，主要转化为旱地与水田；设施农用地面积

的增加来源于其他农用地、水田和旱地；未利

用地的开发速度有所减缓。

从上述分析可知，社渚镇地类转换主要分

为农业用地内部转换和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

的转换。加之全镇人口、社会和经济要素的影

响分析，奠定全镇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的基

础，进而开展土地利用变化的仿真模型分析。

3   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构建

建ߣ֣ߧֺ֜ࠥ*9  ���

本文以社渚镇行政区划界限为空间边界。

根据文献与实地调研，耕地变化主要受耕地承

载力、土地政策和经济要素的影响。根据土地

利用转移矩阵中得到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

间的流向关系，结合社渚镇社会经济等要素建

立因果关系图（见图1）。

土地利用变化的SD模型既要考虑社会经

济要素对各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也要考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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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转换对社会经济要素的反作用，也就是两

者之间形成的互反馈关系，从而在SD模型中

形成多个反馈回路。

其中，全镇建设用地/耕地面积的供需平

衡状态有3种可能：超载、平衡或可载[22]。这种

平衡状态可以表征建设用地/耕地的承载能

力。如果未来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的建设用地面

积/耕地面积远超建设用地/耕地的实际供给能

力，表明全镇土地承载能力不可持续，必须对

人口—社会—经济系统做相应调整。

���  ֦֪ӯ用Պԗ的9*ֺࠥߣ֣ࡶ建

对社渚镇土地利用变化因果关系图加以充

实，使其更加具体化。通过Vensim-PLE软件，根据

每个变量的性质，用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

2013年㵢地利
䇤类㾮

2009年㵢地利䇤类㾮

㋴㲢䂙䐔 ⼖地 㯏㳐 ⫆建设
䇤地

䎓建设
䇤地

设㬊㝊
䇤地

㡅㰜㝊
䇤地

㡅㰜建设
䇤地 㸕利䇤地 ⢅⿐量

㋴㲢䂙䐔 2 985.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 0.00 1 446.17 0.00 0.00 0.03 0.00 0.01 5.22 0.00 5.27
㯏㳐 3.51 0.08 8 213.22 0.00 0.00 0.00 0.00 11.62 0.01 15.21

⫆建设䇤地 6.17 0.21 0.79 1 249.02 0.00 0.00 1.37 0.00 0.07 8.60
䎓建设䇤地 5.20 3.90 28.19 3.30 479.87 0.00 4.32 0.58 0.37 45.87
设㬊㝊䇤地 0.55 1.29 0.95 0.00 0.00 21.94 7.41 0.04 0.01 10.25
㡅㰜㝊䇤地 1.18 2.09 5.81 0.03 0.02 0.00 3 519.02 0.15 186.64 195.92

㡅㰜建设䇤地 0.12 0.12 0.00 0.00 0.00 0.00 0.56 753.47 0.00 0.79
㸕利䇤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33.00 0.00
⢅⿐量 16.71 7.68 35.74 3.33 0.05 0.00 13.67 17.62 187.10 281.92

㈜⢅⿐量 -16.71 -2.41 -20.53 5.27 45.81 10.25 182.25 -16.83 -187.10 0.00

表1  2009—2013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单位：hm²）
Tab.1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from 2009 to 2013 (hm²)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017年㵢地利䇤
类㾮

2013年㵢地利䇤类㾮

㋴㲢䂙䐔 ⼖地 㯏㳐 ⫆建设
䇤地

䎓建设
䇤地

设㬊㝊
䇤地

㡅㰜㝊
䇤地

㡅㰜建设
䇤地 㸕利䇤地 ⢅⿐量

㋴㲢䂙䐔 2 836.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 0.00 1 440.36 0.00 0.00 0.00 0.00 0.00 39.92 0.00 39.92
㯏㳐 136.86 0.00 8 179.06 38.73 0.00 0.00 8.30 37.53 1.19 222.61

⫆建设䇤地 0.45 0.83 0.32 1 211.95 0.00 0.00 0.79 2.77 0.03 5.20
䎓建设䇤地 3.26 4.16 21.17 6.78 525.74 0.01 1.84 0.00 0.14 37.36
设㬊㝊䇤地 0.15 1.10 2.44 0.00 0.00 32.19 4.49 0.00 0.16 8.34
㡅㰜㝊䇤地 0.90 0.68 4.22 0.00 0.00 0.00 3 691.08 0.00 0.04 5.83

㡅㰜建设䇤地 6.54 4.31 21.23 0.15 0.00 0.00 11.59 673.92 2.11 45.93
㸕利䇤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3.08 0.00
⢅⿐量 148.16 11.07 49.38 45.67 0.00 0.01 27.01 80.21 3.69 365.20

㈜⢅⿐量 -148.16 28.84 173.24 -40.47 37.36 8.33 -21.18 -34.28 -3.69 0.00

表2  2013—2017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单位：hm²）
Tab.2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from 2013 to 2017 (hm²)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社渚镇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因果关系图

Fig.1  Causality diagram of SD model of land-use change in Shezhu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图中“→”表示两变量间的因果链，描述了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示两变量变化方向一致，

为正因果链。“-”表示两变量变化方向相反，为负因果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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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函数、常量描绘出系统的结构，可得社渚镇

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系统流图（见图2）。

模型中部分变量间的方程关系是固定

的数量关系，可以直接写出系统方程式，有些

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数量关系，则需要运用

SPSS软件对历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社

渚镇土地利用变化系统部分方程如下：

建设用地承载力(单位：hm²)=（建设用地

面积－年末总人口×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10 000                                                     （1）

耕地承载力(单位：hm²)=耕地面积/10 000－ 

年末总人口×最低人均耕地面积/15                   （2）

粮食承载力(单位：t)=粮食产量－最低人均

粮食占有量×年末总人口/1 000                   （3）

该模型内反馈回路有以下3类：

①耕地承载力→旱地转村庄→旱地减少

量→旱地→耕地面积→耕地承载力。该回路是

一条负反馈，反映了耕地向村庄建设用地变化

过程中，耕地变化趋于平稳的特征，能使得耕

地总量相对满足村镇居民生活需要。

②建设用地承载力→坑塘养殖转建制镇

→建制镇增加量→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承载力。该回路是一条负反馈，反映

了坑塘养殖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变化过程中，

建设用地变化趋于平稳的特征，能使得城镇建

设用地保持相对平稳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进行

集约高效利用。

③GDP→财政收入→地方收入→坑塘养

殖转设施农用地→设施农用地增加量→设施

农用地→一产增加值→GDP。该回路是一条正

反馈，反映了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加

大设施农用地建设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

���   ֺࠥ运行检

为保证本文所构建模型的真实性和有效

性，需要对模型进行历史检验。模型的历史检

验方法主要是判断仿真结果与历史数据的相

对误差是否超过合理范围，如果误差小于该范

围，则说明模型有效，能较为精准地预测未来

的发展趋势，否则需要对模型进行结构或参数

上的修改，直到通过历史模拟检验。相对误差

的计算公式如下：

           （4）

式中：Dt为相对误差；Pt为时间t下的模拟

值；St为时间t下的真实值。当Dt绝对值小于10%

时，认为模型模拟结果较好，通过了历史检验。

由于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与之前年份差

距较大，因此采用2009—2016年相关历史数

据进行模型检验。以2009年为模型模拟起始年

份，2009—2016年为验证期，对模型中的年

末总人口、村庄建设用地、旱地和水田进行模

型历史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模拟结果表明：该系统模型相对误差率不

超过10%，在误差允许范围内[23]。这说明社渚

镇土地利用变化系统模型的模拟结果可靠，符

合建模要求，可以用来模拟不同情景下土地利

用变化情况和变化趋势，能够通过调节关键参

数进行仿真模拟实验。

4   土地承载力SD模拟与多情景模式分析

���   9*ֺࠥ的Ѣऱࠥܧ

在综合考虑溧阳市社渚镇的经济社会情

况后，结合对社渚镇未来发展规模和前景的预

图2  社渚镇土地利用变化SD模型系统流图

Fig.2  Flow chart of land-use change system in Shezhu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图中矩形符号表示状态变量，是系统中具备累积效应的变量。“ ”表示速率变量，表示单位时间内状态变量的

变化量。“Time”表示模型的时间，负责确定模型中表函数变量的取值。“ ”表示系统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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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尝试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系统中未来地

类之间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再通过对社渚镇

土地利用变化模型进行多情景模拟，可以得到

不同参数组合下的情景仿真模拟结果。本文模

拟的时间边界为2017—2035年，时间间隔为1

年，共选取31个控制变量，涵盖对各类土地面

表3  模拟结果与相对误差统计表

Tab.3  Statistical table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relative error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䐧⢅量㘜⧧ 㻷䓕
发展

ⷜ地
⡄⿅

㪛㲍
⡄⿅

经イ加㯺
增⧅

ⴈ㈑㘜㬅䓋⼖地 = - = =
⼖地䓋㝊⫆道路 = + = =

⼖地䓋㯏工建筑䇤地 = + = +
⼖地䓋公路 = - = =

㝊⫆道路䓋㯏㳐 = - = =
ⴈ㈑㘜㬅䓋㯏㳐 = - = =
㯏㳐䓋公路䇤地 = = = =

㯏㳐䓋㯏工建筑䇤地 = = = +
设㬊㝊䇤地䓋䎓建设䇤地 = = = +

㡅㰜䊑地䓋㯏工建筑 = = = =
㯏工建筑䇤地䓋䎓建设䇤地 = = = +

⹖㤟䓋⫆䓐 = = - +
⹖㤟䓋䎓建设䇤地 = = - +
⹖㤟䓋㝊⫆道路 = = - =

㡅㰜䊑地䓋公路䇤地 = = - =
㡅㰜䊑地䓋ⴈ㈑㘜㬅 = = - =
㡅㰜䊑地䓋⤪㌔䇤地 = + - =

㡅㰜䊑地䓋䎓建设䇤地 = = - +
㡅㰜⤾地䓋公路䇤地 = = - =

㡅㰜⤾地䓋㯏㳐 = + - =
㡅㰜⤾地䓋㝊⫆道路 = = - =
㡅㰜⤾地䓋⤪㌔䇤地 = = - =

㡅㰜⤾地䓋设㬊㝊䇤地 = - - =
⤪㌔䓋䎓建设䇤地 = = = +
⺜䊑䓋䎓建设䇤地 = = - +
㡅㰜㝊䇤地䓋⫆䓐 = = = +
㋴㲢䂙䐔䓋⫆䓐 = + + =
ⴈ㈑㘜㬅䓋⫆䓐 = - = +

㋴㲢䂙䐔䓋公路䇤地 = + + -
㋴㲢䂙䐔䓋㯏㳐 = + + -

ⷜ地单⥛ = Max = Max

注：“=”代表取2009—2016年间的平均值；“+”代表取2009—2016年间平均值的1.5倍值；“-”代表取2009—2016
年间平均值的0.5倍值；“Max”代表取2009—2016年间的最大值。

表4  发展情景方案

Tab.4  Development scenarios
积变化和承载力指标影响较大的参数。模拟方

案共设计出4种典型发展情景，代表社渚镇未

来土地利用方向且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见

表4），即（1）现状发展模式；（2）耕地保护模

式；（3）生态保护模式；（4）经济加速增长模

式。模型中以社渚镇2009年的数据为每个状态

变量的初始值，为模型输入各控制变量在4种

发展情景中的取值，得到各变量的仿真模拟结

果。对比分析这4种发展情景下变化较大的状

态变量及人口模拟结果（见表5），可见在不同

因素影响下土地利用与承载力指标的变化情

况（见图3）。

ߤӣڔ景ࠥەך   ���

（1）现状发展模式

现状发展模式是假定各地类间转化情况

不变设置的情景。在此情景下并没有高效集

约利用土地资源。从模拟结果来看，这是一种

高消耗、高耕地占用、低效益的发展情景。所

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该情景并不能

适应溧阳市社渚镇未来的发展。因此未来在

编制社渚镇国土空间规划时，不应延续当前

的发展策略。

（2）耕地保护模式

耕地保护模式加强了旱地、水田、设施农

用地和其他农用地的转入量，减少了此类用地

的转出量。这相对其他3种方案而言是一种低

土地资源消耗、低耕地占用、低效益的发展模

式。该情景虽然不能适应溧阳市社渚镇未来的

发展，但仍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未来国土空

年⳾
年㚊总人㋻ ⫆䓐建设䇤地 ⼖地 㯏㳐

䊅⥃䐖/人 真㬖䐖/人 㹔⥏/� 䊅⥃䐖/hm² 真㬖䐖/hm² 㹔⥏/� 䊅⥃䐖/hm² 真㬖䐖/hm² 㹔⥏/� 䊅⥃䐖/hm² 真㬖䐖/hm² 㹔⥏/�
2009 72 559 72 350 0.29 1 252.35 1 252.35 0.00 1 453.85 1 453.85 0.00 8 248.96 8 248.96 0.00
2010 72 705 72 404 0.42 1 254.52 1 260.26 -0.46 1 451.80 1 453.13 -0.09 8 249.04 8 245.92 0.04
2011 72 832 73 290 -0.62 1 254.42 1 259.46 -0.40 1 452.28 1 452.98 -0.05 8 246.52 8 238.97 0.09
2012 72 994 72 941 0.07 1 253.61 1 258.17 -0.36 1 453.52 1 454.79 -0.09 8 242.47 8 232.05 0.13
2013 73 177 73 194 -0.02 1 252.66 1 257.62 -0.39 1 455.96 1 451.44 0.31 8 236.38 8 228.44 0.10
2014 73 306 73 366 -0.08 1 253.16 1 258.11 -0.39 1 461.44 1 466.78 -0.36 8 236.91 8 231.86 0.06
2015 73 436 73 663 -0.31 1 253.85 1 259.03 -0.41 1 468.61 1 465.68 0.20 8 235.07 8 227.41 0.09
2016 73 703 73 663 0.05 1 247.44 1 213.49 2.80 1 474.10 1 469.82 0.29 8 367.01 8 392.39 -0.3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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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㤊㈑ 年⳾ 年㚊总人㋻/人 ⼖地/hm² 䎓建设䇤地/hm² 㯏㳐/hm² 设㬊㝊䇤地/hm²

㻷䓕发展㚄式

2009年 72 559 1 453.9 479.9 8 249.0 21.9
2020年 74 459 1 519.6 600.1 8 415.5 44.7
2025年 75 778 1 618.2 685.5 8 497.6 54.5
2030年 76 518 1 757.8 731.4 8 585.2 66.3
2035年 77 262 1 937.5 777.2 8 672.7 79.3

ⷜ地⡄⿅㚄式

2009年 72 559 1 453.9 479.9 8 249.0 21.9
2020年 74 534 1 521.1 605.1 8 456.9 44.8
2025年 76 164 1 621.1 711.1 8 608.2 55.3
2030年 76 905 1 760.6 756.8 8 766.6 67.9
2035年 77 652 1 938.9 802.5 8 924.9 81.8

㪛㲍⡄⿅㚄式

2009年 72 559 1 453.9 479.9 8 249.0 21.9
2020年 74 448 1 519.5 599.4 8 456.9 44.7
2025年 75 773 1 617.3 685.2 8 608.2 54.4
2030年 76 492 1 755.2 729.7 8 766.6 66.1
2035年 77 215 1 932.4 774.1 8 924.9 79.0

经イ加㯺增⧅
㚄式

2009年 72 559 1 453.9 479.9 8 249.0 21.9
2020年 74 472 1 519.5 601.0 8 388.5 44.6
2025年 75 794 1 618.7 686.6 8 425.7 54.3
2030年 76 558 1 759.7 734.2 8 468.2 66.0
2035年 77 328 1 941.7 781.7 8 510.7 79.0

表5  社渚镇人口与部分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结果

Tab.5  Simulation results of population and partial land-use change in Shezhu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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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构建的镇域村镇土地利用变化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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