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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型与农业景观变化类型间相互作用研究
———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梁小英 , 杨明楠 , 陈 海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通过半访谈式的实际调研获取数据 , 利用多元对应分析和系统聚类方法 , 从农户的社会经济条件 、

拥有土地状况等方面 ,探讨了其与不同类型农业景观变化类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 ,(1)农户类型与

农业景观格局间变化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不同农户类型对于景观变化的类型作用不同;(2)多元对应分

析方法有利于揭示农户与农业景观格局间的相互作用 , 为探索宏观景观格局的优化奠定基础;(3)确定导

致高西沟景观变化的主要农户类型 ,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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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Household Types an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ypes

—A Case Study of Gaoxigou Village in Mizh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LIANG Xiao-ying , YANG Ming-nan , CHEN Hai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 i' an , Shaanx i 710069 , China)

Abstract:Through investiga tion and interview s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usehold types and ag ricultural
types in Gaoxig ou Vi llag e , Mizhi County , Shaanxi Province is explo red by using the multi-co rrespondence

analysis(MCA)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 sis(HCA).A naly ses show that(1)there are close relation-
ships betw een household types and ag riculture landscape change types.(2)The combinat ion of the HCA and

MCA is helpful to reveal the interact ion mechanisms betw een household land use behavior and landscape type

change.(3)This a rticle dete rmines the main household type that inf luences the landscape change in the area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regulat ing landuse behavio r of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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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基

本细胞的农户 , 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

体
[ 1]
。随着改革的深入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农村资

源的利用与开发 ,农业景观格局演变 ,农村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 2-3] 。通过微观视角探讨农

户土地利用行为 ,通过宏观尺度分析农业景观格局的

研究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4-5] 。社会学和经济

学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尺度 ,对其有详实

的调查和富于逻辑性的说明 ,但由于缺乏空间的视

角 ,其研究结果难以应用到区域发展中;地理学分析

虽然注重对空间的研究 ,但由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

尺度 ,难以对微观个体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 6-7] 。因

此 ,探讨微观主体———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与宏观农

业景观格局之间的互动机理 ,对于了解农户行为的变

迁 ,认识和理解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过程 ,进

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优化农业景观格局 ,显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7-8] 。

本文以生态环境脆弱 ,人地关系紧张的陕西省米

脂县高西沟村为例进行研究。首先 ,利用系统聚类法

和多元对应分析法(MCA)初步分析了高西沟村农业

景观格局变化的类型及其特点;其次 ,利用 MCA 方

法探讨了农户社会经济条件及拥有土地状况等方面

与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类型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 ,

分析了农户类型与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类型之间的相

互作用 。最后 ,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 ,并指出今后进

一步的研究方向 。

1　数据来源

先后两年(2007年和 2008 年)利用半访谈式的

调查 ,对高西沟村 126 户农户进行实际调研 ,回收有



效问卷 232份。农户调研主要涉及农户社会经济状

况 ,个人相关信息 ,农户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状况。其

中 ,由于土地利用权属变化起始于 1992 年(该村于

1992年进行土地利用权属第二次调整),因此 ,本文

研究的起始年份为 1992年。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变

化属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范畴 ,在本文中作为受

农户影响的农业景观格局的变化(以下同)。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及景观类型的变化

高西沟村位于无定河东岸的金鸡河流域 ,距离米

脂县 20 km ,属于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区 ,由 40 架山 ,

21条沟组成 。该村 1992年进行最后一次土地利用

权属的调整 ,有效期为 20 a。从 1992 —2009年 ,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如图 1所示 。从图 1中可以看

出 ,饲草地和经济林地的面积变化较大 ,其中 ,经济林

面积的变化量占总变化量的 18%。耕地种植结构变

化以薯类和谷类变化较为明显 。

该村景观格局变化的类型大体包括:耕地转化为

生态林 ,耕地转化为经济林 ,耕地转为草地 ,草地转化

为生态林 ,耕地转化为天然草地。由于该村对生态林

统一规划 ,且将生态林平均分配给各个农户。因此 ,

转化为生态林的景观变化类型(包括耕地转化为生态

林 、草地转化为生态林)将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各类型的景观格局变化如图 2所示 。

2.2　基于农户的景观类型的划分

结合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类型和景观转化类型 ,

利用HCA方法 ,得出基于农户的景观变化类型 。从表

1可以看出 ,基于农户的景观变化类型可划分为 4类。

景观变化类型 1中 4种景观转化类型均涉及 ,但

以耕地转化为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为主。景观变化

类型 2涉及 3种景观转化类型 ,没有耕地转化为天然

草地类型 ,且 3种转化类型较为均衡 。

图 1　1992—2009年高西沟村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图 2　1992—2009年高西沟村景观类型变化

表 1　基于农户的高西沟村景观变化类型

基于农户景观变化类型

影观转化类型
景观变化类型 1(5) 景观变化类型 2(6) 景观变化类型 3(23) 景观变化类型 4(45)

1 耕地转耕地　　
0.01～ 0.5(4)
>0.5(1)

0(1)
0.01 ～ 0.5(2)
>0.5(3)

0.01～ 0.5(23)
0(1)

0.01 ～ 0.5(10)
>0.5(34)

2 耕地转经济林　
0(4)

0.01～ 0.5(1)
0(1)

0.01 ～ 0.5(5)
0(17)

0.01～ 0.5(6)

0(11)
0.01 ～ 0.5(23)
>0.5(11)

3 耕地转人工草地
0(1)

0.01～ 0.5(4)
0.01 ～ 0.5(4)
>0.5(2)

0(23)
0(42)

0.01 ～ 0.5(3)

4 耕地转天然草地 0.01～ 0.5(5) 0(6) 0(23)
0(44)

0.01 ～ 0.5(1)

　　注:括弧中的数字为所涉及到的农户数目。

　　景观变化类型 3涉及 2种景观转化类型 ,没有涉

及到耕地转化为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 ,主要以保持耕

地为主 ,部分耕地转化为经济林。景观变化类型 4中4

种景观转化类型均涉及 ,但以耕地转化为经济林为主。

2.3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农户类型的划分

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受其个人偏好 、社会经济条

件 、市场和政策的影响。本文选取户主受教育程度 、

户主年龄 、劳动力数量 、各种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例

(种植业收入 、畜牧业收入 、经济林收入 、打工收入

等)、生活和教育支出 、政府补贴等指标来对基于土地

利用方式的农户类型进行划分 ,结果如表 2所示。类

型 1年龄最大 ,受教育程度最低 ,打工收入在所有农

户类型中最低;该类农户收入来源较为均衡。类型 2

年龄较大 ,受教育程度较低 ,经济林收入在所有农户

类型中最高;该类农户以季节性打工为主 ,打工收入

占总收入的 62%。类型 3平均年龄较小(排名第 2),

受教育程度较高(排名第 2),主要以养殖牲畜为主 ,

种植业和经济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较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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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4年龄最小 ,受教育程度最高 。且以打工为主 ,

将耕地出租给其他农户 ,没有养殖牲畜;打工收入占

到总收入的 92%,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为零。类型 5

年龄较大 ,受教育程度较低 ,种植业收入在所有农户

类型中最高;打工收入较高(第二),其它或收入来源

较为均衡。

表 2　高西沟村农户类型划分

影响因素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农户受教育程度 2.1 2.2 2.8 4.0 2.3
农户年龄 61.0 59.1 53.3 33.0 58.7
劳动力数量 3.8 3.0 5.0 4.0 3.6
种植业收入/元 2 320.0 1 829.5 766.7 0 2 411.5

畜牧业收入/元 2 322.7 3 180.0 1 1591.7 0 2 647.7
经济林收入/元 1 540.0 2 000.0 583.3 1 915.9 1 560.0
打工收入/元 4 333.3 1 1318.0 8 000.0 50 000.0 8 613.6
生活支出/元 4 800.0 5 640.9 4283.3 30 000.0 5 434.1
教育支出/元 2 520.0 2 681.8 3 333.3 0 2 409.1
作物面积/ hm2 0.45 0.38 0.26 0.01 0.61
经济林面积/ hm2 0.18 0.25 0.07 0.03 0.21
牲畜数量 9.80 6.86 56.0 0 10.1
政府补贴/元 1 328.0 1 067.7 1 313.3 1 900.0 1 306.3

2.4　农户与景观类型变化间相互作用

不同农户的类型 ,其土地利用方式有较大差异。

微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宏观景观格局的改变有

较大影响 。本文利用多元对应分析(简称为 MCA),

探索农户类型与景观变化类型之间的关系 ,试图揭示

农户与景观类型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如

图 3所示 。MCA 在解释图形时遵循如下原则:

(1)落在由原点(0 ,0)出发接近相同方位及图形

区域的同一变量的不同类别具有类似的性质 。

(2)落在原点出发接近相同方位及图形相同区

域的不同变量的类别间可能有联系 。

图 3　农户类型与景观变化类型相互作用的MCA分析

景观变化类型 1和类型 4 与农户类型 3关系较

为密切 ,且景观变化类型 4 与农户 3关系更为紧密。

这主要是因为农户类型 3以养殖牲畜为主 ,为保障饲

草料需种植较大面积的苜蓿。景观变化类型 2和农

户类型 1与农户类型 5关系较为密切。农户类型 1

和类型 5为回避风险 ,其收入来源较为均衡。与其他

农户相比 ,这两类农户 4种景观变化类型均涉及 ,且

较为均衡 。景观变化类型 3与农户类型 2关系较为

密切 。这主要与该类农户平均拥有的经济林的面积

最大有关。农户类型 4较为特殊 ,与各景观变化类型

的联系较少 。这主要与该类农户常年在外打工 ,土地

租让给其它农户有关 。因此 ,高西沟村农业景观变化

与该类农户没有关联 。

3　结 论

(1)农户类型与农业景观变化类型存在较为密切

的关系。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 ,可以在 4种宏观

景观变化类型与微观的 5种农户类型之间建立联系。

(2)多元对应分析方法有利于揭示微观农户土

地利用行为与宏观景观格局变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作

用 ,为定量分析两者间相互作用奠定基础 。

(3)确定高西沟主要景观变化类型 ,及影响该类

景观变化的主要农户类型 ,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

为 ,优化农业景观格局积累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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