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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用地与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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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定量重建历史时期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

地覆被变化的环境效应。根据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地形图资料，在ArcGIS平台定量重建民国时

期江西省范围内县级以上城市用地规模和结构，取得了一套可用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模型的

城垣周长、城市用地面积、城垣内非建设用地、城垣外建设用地情况的综合数据集，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县域尺度下的土地城市化水平。与更为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的比较表明，本套数据

集误差在±10%之内。有“城内田”现象的城市为20个，有“城外市”现象的城市为28个，分别占

江西省全部城市数的25%和35%。城市用地重建结果表明，江西省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总建

设用地面积为 87.99 km2，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0.053%。民国时期江西的整体城市化率为

0.047%，最高的南昌为 0.19%，最低的遂川县仅为 0.007%，城市化水平与县域人口总量呈正相

关（r = 0.457，P < 0.001）。空间格局分析表明，江西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具有北高南低的特点。

江西省民国时期城市用地和城市化水平数据集可以为相关全球环境变化模型提供直接的用地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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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活动是改变地表格局的主要驱动力，自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因素通过土地利用/土

地覆被变化（LUCC）对区域水循环、碳循环及大气成分有着深刻的影响[1]。随着全球变

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定量化重建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学者

的关注 [2- 3]，相关学者建立了多套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如全球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

（SAGE） [4-6]、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HYDE） [7]和中国传统农区耕地数据集（CHCD） [8]

等。这些数据为以 LUCC 为边界条件的全球变化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检验依

据。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建历史时期的耕地、森林等[9-11]，有关城市土地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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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相对较少。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是人类大规模和集中利用土地的主要形式，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城市用地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用地在土地利用/土地覆
被变化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12]。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利用现代土地利用模式和比例
关系，反推历史时期的城市用地的规模[13-15]。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认为现代的城市用地模
式是历史上用地模式的继承，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利用这一方法重建的区域历
史时期城市用地水平存在一定的误差，并且难以进行数据的精度校验。

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时期文献资料，明清以来朝廷和地方修志频繁，留下了丰富的
史志文书。何凡能等[12]学者利用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地方志中有关城池的城垣周
长里数资料，半定量化重建了清代本部18行省的城镇用地面积，成为历史时期城市用地
面积重建的重要进展。作为一种估算方式，从城垣周长里数推求城市用地面积相较于通
过因子分配的网格化重建用地格局更为准确，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① 史志资料中

有关城垣周长的数据大多为概数，一般只精确到“里”①，这样势必影响到定量重建的精
度；② 除少数重要城池外，史志中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城池平面形态，因此按照常见的方
形或圆形重建城市用地面积难免存在误差；③ 由于古代城市常出现“城内田”和“城外
市”，城垣面积并不直接代表城市用地面积，因此仅依据城垣周长里数资料较难反映真实
的城市用地规模。有鉴于此，定量重建历史时期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化水平亟需新的资料
和手段。

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民国时期各类地图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利用，为重建过
去的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如韩昭庆等[16]利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
府参谋本部编制的1∶10万广西省地形图对石山范围进行了复原，重建了该地区石漠化分
布的变迁过程。江伟涛[17]对民国时期江苏地区1∶5万地形图的系统研究表明，军事地形图
中对居住地均为实际形态直接描绘，并以色块表示房屋和聚落。而且在1∶5万和1∶10万
地形图中对筑有城墙的城市，会在图中将城墙详细绘出，如有城外街区亦通过色块标
示。由于城市，特别是城墙和建成区的分布在战争当中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军事地形图测绘的重点内容。

为重建历史时期的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化率，特别是区域尺度下的城市用地规模和
城市用地结构。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事地图的实测资料，基于1∶5万比例尺地
形图，在ArcGIS 10.2平台定量重建民国时期江西省范围内的县级以上城市用地面积、规
模和用地结构。取得了一套可用于各类历史时期土地利用模型的城垣周长、城市用地面
积、城垣外建设用地情况的综合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县域尺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水平。

2 资料来源与处理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文涉及区域为民国中期（20世纪30年代）江西省行政范围。尽管这一时期行政区

划调整频繁，但是县级行政单元基本稳定。根据1932年江西省行政区划资料[18]，全省被
划分为13个行政区、81个县（表1）。由于历史上的南昌、新建两县同城，新建县并没有
独立的城垣，因此本文将这两县的相关资料合并处理，共计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

本文所利用的资料为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保存的抗战时期日本侵华战争军
事地图，为 1∶5 万大比例尺测绘地形图，绘制时间主要为 1931 年、1933 年、1934 年、

① 根据清代体制，1800营造尺为1里，每营造尺相当于0.3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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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和1938年。本套地图大体覆盖赣北、赣中地区，并有与江西省毗邻的湖北、浙江
等图幅。由于本套地图在赣南地区有部分遗失和缺测，因此利用日本科学书院株式会社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的民国时期江
西省1∶5万和1∶10万地形图进行补充。

有关这一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测绘行为学界多有研究[19-22]。20世纪30年代日
本侵华派遣军参谋部陆地测量局大量盗绘江西地区地形，基本比例尺为1∶5万，抗战胜
利后由国民政府陆军参谋部陆地测绘局翻印出版，共计326幅，覆盖全省面积的74%[20]。
这批军用地图除了部分为日本非法测绘外，也有部分来自日军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政
府的相关地形图的转绘。地形图采用兰勃氏正锥投影法，并按照统一规范、图例、比例
尺、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进行测绘和印制[19]，图幅之间相互连续，省与省之间可以完全

拼接。以编号为188的《新淦县》②为例，简要介绍该套地形图的主要形制（图1）如下：

图幅大小为 46 cm×35 cm；图幅左上标有本幅地图的拼接关系；图幅右上角标有
“军事秘密·南支那五万分一图建昌八十四号”；左侧注明“昭和十三年制版（中华民国

二十三年制版③）·同·十三年六月发行”；右下方标明“标高·假定赣局水准点以百米达

起算”、“图式·据民国三年所定地形原图图式”；左下方标明“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
正下方为比例尺，除用文字标明“五万分一之尺”外，还分别用米制和町制绘出比例尺。
2.2 处理方法

本套地图中部分图幅上标有经纬度坐标信息，因此可以将其在ArcGIS 10.2软件中进
行定位和配准，其余图幅则根据接合关系进行拼接。同时利用ESRI自带的遥感底图，利
用明显的自然标志点（如山峰、河流等）进行反复微调，最后在WGS 84坐标下，根据
每个城市的城垣和建成区范围，利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 polygon 工具绘出其具体范
围，并在geometry工具中分别统计其面积和周长。

② 因“淦”字较为生僻，1957年将新淦县改为新干县。

③ 昭和十三年为1938年，民国二十三年为1934年，此图应为侵华日军在国民政府测绘军事地图的基础上改绘。

表1 1932年江西省行政区划简表
Tab. 1 Summar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1932

行政区

第一行政区

第二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

第四行政区

第五行政区

第六行政区

第七行政区

第八行政区

第九行政区

第十行政区

第十一行政区

第十二行政区

第十三行政区

驻地

南昌

萍乡

武宁

九江

鄱阳

上饶

临川

宜黄

吉安

永新

赣县

宁都

龙南

县数

8

7

7

6

6

6

6

6

7

5

6

6

5

辖区范围

南昌、新建、进贤、安义、新干(新淦)、高安、樟树(清江)、丰城

萍乡、宜丰、上高、新余(新喻)、分宜、宜春、万载

武宁、瑞昌、永修、靖安、奉新、修水、铜鼓

九江、星子、湖口、都昌、彭泽、德安

鄱阳、浮梁、乐平、德兴、万年、余干

上饶、玉山、广丰、横峰、弋阳、铅山

临川、东乡、金溪、余江、贵溪、资溪

宜黄、崇仁、乐安、南城、黎川、南丰

吉安、吉水、峡江、永丰、泰和、万安、兴国

永新、安福、莲花、宁冈、遂川

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崇义、大余(大庾)

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于都(雩都)、会昌

龙南、全南(虔南)、定南、安远、寻乌(寻邬)

注：为方便对比，相关地名统一使用现代名称，并于括号中注明其当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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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用地重建

3.1 城垣周长和面积重建
本套军事地形图中明确标绘出城市的城墙范围（图1），这也使得利用GIS软件精确

重建其城垣周长和面积成为可能。统计结果显示在江西省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中，共有
75个城市明确绘制了城墙范围，占全部城市数量的93.75%，具体重建结果如表2所示。
3.2 城垣内建成区比例

历史上很多城市在其城垣范围之内会有一定比例的空地、农田，此次研究发现“城
内田”现象在江西省也同样存在。而且由于江西很多县城处于丘陵地区，受到地形的限
制，其城垣内部还有山地。例如，湖口县城垣范围内有约一半的面积属于山地，建成区
仅占到 49.6%。因此定量重建城市建成区的比例对于提高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研究的精
度显得尤为重要。由图2可以看出，在江西省所有城市中有25%城垣内建成区比例小于
100%，其中最低的彭泽县仅为36.8%，平均值为56.9%。
3.3“城外市”用地面积

历史时期中国各级城市既是行政建制的产物，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各
级城市城垣之外，特别是进城的主要交通枢纽处有城外市的存在，这一部分区域同样属
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范畴。但是由于各类史志当中很少记载城外市的具体范围，以往在进
行推算时往往将这一部分面积与城垣内的非建成区部分相互抵消。借助于较为详细的大

图1 本套军事地形图的基本形制
Fig. 1 Major standard of military topographic map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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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地形图，本文重建了江西省范围内城外市分布情况，具体结果如图3所示。统计
结果显示，在所有城市当中，出现有“城外市”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有28个，其中面积占
其所在城垣面积的比例最大的是吉安县，约为 112%；最小的是武宁县，约为 3.9%；平
均值为43.3%。
3.4 总用地面积重建结果

ArcGIS重建结果显示所有80个城市中仅有25%城内存在非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所
占比例的平均值约为 43.1%。而且这些非建设用地大部分都是空地，农田和其他类型较
少。这些非建设用地大部分都处于人类活动显著影响的区域，基本没有天然植被的存
在。因此，从城市建设用地重建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城垣内面积和“城外市”面积都视
为城市建设用地。基于此，将江西省总体的城市用地面积进行重建，结果如表 3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民国中期全省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建设总用地面积为87.99 km2，约占全
省总面积的0.053%。

表2 江西省县级及以上城市城垣周长和面积
Tab. 2 Perimeters of city wall and urban areas in Jiangxi Province

城市

南昌

新建

进贤

安义

新干

高安

樟树

丰城

萍乡

宜丰

上高

新余

分宜

宜春

万载

武宁

瑞昌

永修*

靖安

奉新

修水

铜鼓

九江

星子

湖口

都昌

彭泽

周长(m)

8096

-
2941

2835

4257

5355

5632

4369

3093

2798

3674

3364

3043

5289

4216

3125

-
3507

2427

2832

4174

2536

6556

3670

3979

5107

3227

面积(km2)

4.50

-
0.66

0.64

1.19

1.59

1.62

1.04

0.66

0.50

0.84

0.74

0.52

1.62

1.10

0.65

-
0.71

0.48

0.61

1.19

0.34

2.76

1.02

0.84

1.98

0.78

城市

德安

鄱阳

浮梁

乐平

德兴*

万年

余干

上饶

玉山

广丰

横峰

弋阳

铅山

临川

东乡

金溪

余江

贵溪

资溪*

宜黄

崇仁

乐安

南城

黎川*

南丰*

吉安

吉水

周长(m)

2104

6453

2900

4689

3729

2146

4166

3894

3553

3663

3212

3923

2793

5469

1999

1869

4092

3859

2608

4522

2792

4136

4416

4993

4257

4675

2630

面积(km2)

0.28

2.83

0.65

1.37

0.95

0.31

0.97

0.90

0.88

0.86

0.79

1.06

0.51

2.18

0.30

0.25

1.15

0.84

0.56

1.40

0.61

1.25

1.33

1.78

1.40

1.28

0.45

城市

峡江

永丰

泰和

万安

兴国*

永新*

安福

莲花*

宁冈*

遂川

赣州

南康*

信丰*

上犹*

崇义

大余*

宁都*

广昌*

石城*

瑞金*

于都

会昌*

龙南

全南

定南

安远*

寻乌*

周长(m)

3127

3986

3175

2244

2877

2053

3290

2471

1786

-
7357

1995

3220

2043

2447

2677

3203

2853

2180

3116

2833

3416

-
-
-

3039

4634

面积(km2)

0.67

0.98

0.73

0.37

0.67

0.32

0.81

0.44

0.27

-
2.99

0.33

0.74

0.32

0.49

0.56

0.87

0.57

0.41

0.70

0.50

1.01

-
-
-

0.76

1.38

注：-：表示该城市无城墙和面积数据；*：表示该城市相关数据由1∶10万地形图计算得出；其余城市由1∶5万地形

图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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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化率及其空间格局

4.1 城市化率重建模型
城市化率既体现为人口的城市化也体现在土地利用的城市化上[23]，由于历史时期城

市人口数量较难获得，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土地利用的城市化。上节中我们已经基本廓清

图2 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垣内含有非建成区的城市(红线为平均值)
Fig. 2 Cities with several non-urban areas i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1930s (The red line is the average.)

图3 江西省“城外市”面积分布情况(红线为平均值)
Fig. 3 Cities with several urban areas outside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1930s (The red line is th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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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国中期江西省域范围内城市的城垣面积、城市内建成区比例以及“城外市”所占面

积。因此这一时期江西省的县域城市化率可以用以下公式求得④：

Ci =
(S1i × α + S2i)

Ai

（1）

式中：Ci为第 i县的城市化率；S1i为第 i县城垣内面积；α为第 i县城市内建成区比例；S2i

为第 i县“城外市”的面积；Ai为第 i县县域面积。
4.2 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

根据上文所述模型，得出民国时期江西的整体城市化率为0.047%。其中南昌（含新
建县）的城市化率最高，达到0.19%；而最低的遂川县仅为0.007%。将城市化水平重建
结果利用ArcGIS 10.2软件以专题图的形式展现出来（图4），可以发现在空间上江西省县
域城市化水平具有北高南低的特点。为了更好的说明其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利用中
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中1936年江西县域人口数据进行对比。由图5可以发现，人口规模
大的县其城市化水平也更高。

5 讨论

5.1 重建误差分析
本文主要是基于1∶5万的实测地图重建城垣周长和面积，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县域城

④ 县域范围和面积数据引用自《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http://cpgis.fudan.edu.cn/CPGIS/map-browser.asp）；部分无

城墙数据的城市，直接使用建成区面积进行计算。

表3 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用地面积重建结果
Tab. 3 Urban areas of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1930s

城市

南昌

进贤

安义

新干

高安

樟树

丰城

萍乡

宜丰

上高

新余

分宜

宜春

万载

武宁

瑞昌

永修*

靖安

奉新

修水

面积(km2)

6.65

0.66

0.64

1.19

2.29

1.62

1.04

1.00

0.60

1.43

0.74

0.56

2.25

1.32

0.67

0.21

0.33

0.80

0.61

1.19

城市

铜鼓

九江

星子

湖口

都昌

彭泽

德安

鄱阳

浮梁

乐平

德兴*

万年

余干

上饶

玉山

广丰

横峰

弋阳

铅山

临川

面积(km2)

0.34

3.64

1.02

0.84

1.98

0.78

0.36

3.08

0.65

1.37

0.95

0.31

1.12

1.46

1.61

0.99

0.79

1.13

0.85

2.54

城市

东乡

金溪

余江

贵溪

资溪*

宜黄

崇仁

乐安

南城

黎川*

南丰*

吉安

吉水

峡江

永丰

泰和

万安

兴国*

永新*

安福

面积(km2)

0.30

0.25

1.15

0.84

0.56

1.40

1.02

1.25

1.33

0.60

0.79

2.71

0.45

0.67

1.75

0.73

0.37

0.68

0.32

0.81

城市

莲花*

宁冈*

遂川

赣州

南康*

信丰*

上犹*

崇义

大余*

宁都*

广昌*

石城*

瑞金*

于都

会昌*

龙南

全南

定南

安远*

寻乌*

面积(km2)

0.44

0.27

0.33

3.74

0.54

0.31

0.35

0.53

2.32

0.87

0.98

0.41

1.42

0.67

1.01

0.48

0.24

0.45

0.76

1.38

说明：*表示该城市相关数据由1∶10万地形图计算得出；其余城市由1∶5万地形图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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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但是仍有少部分地区缺少
1∶5万地形图，只得依靠相关1∶10万
地形图的数据进行重建。由于 1∶10
万地图的覆盖范围相当于 4幅 1∶5万
地图，因此其测量的精度肯定小于1∶
5 万地图。不过由于 1∶5 万地形图未
能覆盖的县城仅占 18.75%，因此从
总体上来看，其误差不至于太大。另
一方面，虽然本套日本军事地图并没
有明确标明前期测量的精度和具体方
法，但是根据潘威等[24]对民国时期其
他地区军事地图的研究，其误差主要
来源于使用小三角测量平面控制所形
成的误差，一般认为其误差范围在1/
4000~1/1000之间。

为了进一步说明基于本套军事地
形图进行的城垣周长和面积重建可能
存在的误差，可以利用民国时期更大
比例尺的城市地图来和目前仍保留有
城墙的城市进行校验。根据资料的可
获得性，本文选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收藏 1926 年南昌市政筹

备处 1∶4000实测南昌市全图⑤进行对
比。另外，在地级城市和县城中选取
目前仍保留部分城墙的赣州市和资料
较为完善的金溪县作为代表，利用赣
州市地名志[25]与金溪县地名志[26]地图
资料并结合Google Earth工具进行城
垣周长和城市面积的测算（表4）。比
对结果表明，基于军事地形图的城垣
长度和面积的重建值与其他来源数据
的误差在±10%之内。而且规模越大
的城市（如省城和地级市）其重建误

⑤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maps/）。

图4 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level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1930s

图5 民国时期江西省人口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1930s

表4 本文重建结果与相关研究的对比
Tab. 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sent study and previous studies

南昌市

赣州市

金溪县

本文重建结果

长度(m)

8096

7357

1869

面积(km2)

4.50

2.99

0.25

其他来源数据

长度(m)

8358

7300

2076

面积(km2)

4.50

3.05

0.23

误差范围

长度误差(%)

-3.13

0.78

-9.97

面积误差(%)

0

-1.96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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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越小，仅为±3%左右。由于县城规模一般较小，在 1∶5 万地形图上所占面积往往较
小，这样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测量误差。
5.2“城周里数”与本文重建数据的比较

由于民国以后基本没有再进行城墙的改建，因此本文所获取的江西省城垣周长和面
积数据可以认为与清代的相关数据具有一致性。除少数县城在民国中期地图显示没有城
墙外，大部分的县城城垣周长和面积可与何凡能等学者依据史志记载“城周里数”重建
的江西清代城镇用地数据进行比较。何凡能的研究表明[12]，清代江西省城（南昌）、府
城、县城的平均面积分别为 3.12 km2、2.11 km2和 0.56 km2。本文的重建结果（表 3）表
明民国时期相应级别城市的总面积均值分别为 6.65 km2、2.22 km2、0.81 km2。可以看
出，在省城的面积的测算上两套数据的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个是由于史志记载中一般没有记录城墙外城市建设用地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利用城周里数通过几何方法推求面积可能与城市的实际平面形态不符。在数量最多的
县级城市的规模重建上，由于史志中所记录的各县城周里数大多为概数，因此在计算过
程当中会产生较大的误差。相较而言，府级城市（地级市）的面积在估算过程中，由于
各种原因的误差相互抵消，以致最终的结果相差不大。
5.3“城内田”与“城外市”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城市中并不完全是城市建设用地，往往还有农田、荒地等
非城市用地形态 [27]。如江伟涛 [28]对江苏省句容县民国时期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的研究显
示，城内田占到38.56%，其他非建设用地占5.54%。本文的重建结果显示，在20个城市
中有一定比例（平均值为 43.1%）的非建设用地，主要是山地、丘陵、农地和其他非建
设用地。从江西全部80个城市的数据来看，城市内部非建设用地的比例并不高。不过，
由于本次重建所依据的地形图比例尺为1∶5万，对于城市内部结构的反映会存在一定的
误差。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多城市开始突破城墙的范围发展出城外街区[27, 29]。这一
方面是因为入城的交通要道等区域容易发展商品经济，并进一步形成建设用地。但是另
一方面，也可能是城墙和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和地形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使其不得不向
城墙外扩张。本文的重建的数据表明，民国时期江西地区县级以上城市中有28个城市有
一定面积的城外建设用地。从整体看来，城外建设用地占这些城市内面积的比例为
43.3%。
5.4 城市化水平

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仅重建了民国时期江西省县级以上城市的用地城市化水平。
一方面县以下城市并未进行统计，势必会影响到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的测算；另外一方
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民国时期江西省县级以上城市人口数据，因此有关人口城市化水平
和人均建设用地的测算目前还尚难进行。相关研究表明[30]，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上海松
江县非农户比例约为 19%，施坚雅[31]对 1893年长江中游地区城市人口比例的估计值为
4.6%。民国时期江西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难以超过上海松江县，因此江西省的人
口城市化率应该介于这二者之间，但是具体的水平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6 结论

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地形图对江西省城市轮廓和用地结构的记录，
基于ArcGIS 10.2平台进行了数字化，获得了一套可用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模型的城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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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市用地面积、城垣内非建设用地、城垣外建设用地情况的综合数据集，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县域尺度下的土地城市化水平。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民国时期江西省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中，共有75个城市绘制了城墙范围，占全

部城市数量的93.75%。城垣周长方面，最大的南昌为8096 m；最小的宁冈为1786 m。

（2）有“城内田”现象的城市为20个，城垣内建成区比例最高的余干为83.5%，最

低的彭泽为 36.8%，平均值为 56.9%。有“城外市”现象的城市为 28个，比例最大的是

吉安为112%；最小的是武宁为3.9%，平均值为43.3%。

（3）城市用地重建结果表明，江西省 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建设总用地面积为 87.99

km2，约占全省总面积的0.053%。

（4）民国时期江西的土地城市化率为0.047%，其中南昌最高，达到0.19%；最低的

遂川仅为0.007%。空间格局分析表明，江西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具有北高南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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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AN Zhiwei1, JIA Yulian1, JIANG Meixin1, LIU Ying1, HONG Yijun2, LU Chengfang1

(1.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Wetland and Watershed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data sets can make contribution to good simul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In this study, urban land use and city patterns above or within the county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re reconstructed with the aid of the ArcGIS
platform on the basis of the military map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
comprehensive data set, which contains the city wall perimeter, urban land area, no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city wall, and construction land outside the city wall, is obtained. The
data set with a 10% error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with detailed data from other studies can be
applied to land use models of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ounty- scale level of land
urbanization is analyzed. The "farmland-inside-city" phenomenon occurred in 20 cities, which
accounted for 2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ities in Jiangxi. The "urban- outside- city"
phenomenon is found in 28 cities, which accounted for 3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ities in the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area of urban construction was 87.99 km2, which
accounted for 0.053% of Jiangxi's total area. The overall urbanization rate of Jiangxi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was 0.047%. Of all the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Nanchang had the
highest urbanization rate (0.19%), whereas Suichuan reached only 0.007%. The urbanization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pulation (r = 0.457, P < 0.001). The data sets of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in Jiangxi can provide land use data for releva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models.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Jiangxi Province; urban land use; urbanization level;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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