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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 ,农地非农化也是一种要素

投入 ,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种要素投入的作用是不同的。为了阐明农地非农化空间差异程度及其与

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引入占用耕地动态度和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随着经济发

展阶段的推进 ,从前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高级阶段 ,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是逐渐下降的 ;各种地类中 ,城市用

地和工矿用地占用耕地增加速度是最快的。与此同时 ,农地非农化相对于 GDP、二三产业产值的不平衡性

在不断增加 ,而对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不平衡性则有所减缓。从总体上来说 ,江苏省农地非农化的地域

差异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条件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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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and conversion is an inevitable p 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 A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 , land conversion is an inp ut factor and however ,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2
op ment , t he factor has different effect s on economic develop ment . In order to explain t he relationship be2
twee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land conversion and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 t his paper adopt s the

change rate of arable land occupation and imbalance index of land conversion. Result s show that t he rate of

farmland conversion is gradually descending , among all land categories and t he change rate of arable land oc2
cupation in city const ruction , indust ry , and mining is t he fastest . At the same time , t he imbalance of land

conversion relative to GDP and non2agricultural sectors is increasing and t he imbalance relative to labor of

non2agricult ural sectors is decreasing. On t he whole , spatial difference of land conversion in J iangsu Province

is basically in conformity wit h t 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

Keywords : land conversion ; spatial difference ; imbalance index; economic development

　　土地 ,尤其是农地 ,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

源基础 ,其数量、质量特征及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

间的配置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人口增加 ,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速度的加速 ,大量土地从农业部门

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据统计 ,从 1987 —2002 年全国

非农建设共占用耕地近 2. 467 ×106 hm2 。2003 年新

增建设用地 4. 278 ×105 hm2 ,占用耕地 2. 291 ×105

hm2 ,比 2002 年增长了 17 %[ 1 ] 。农地转变为非农建

设用地一方面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土地保

障 ,使得过去 20 a GDP 年增长率平均在 10 %左右。

中国的农地非农化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周期基本一



致 ,说明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对经济

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地非农化

配置的效率性[2 ] 。

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 :东部地区为

10. 85 % ,中部为 8. 75 % ,西部为 7. 79 %[3 ] 。对于这

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非农化差异 ,谭荣、曲福

田 (2005)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东中西 3 类地区农地

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内

部[4 ] 。以上研究主要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的农地非农化贡献率及差异 ,但对同一区域内不同发

展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规律并没有揭示。本文试图分

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地非农化的速率及变化规律 ,

从而为我国不同时期的农地非农化提供理论依据和

经验借鉴。

1 　农地非农化空间差异性测算模型

不同区域由于受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社会习惯

等影响 ,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处于不同的经济

发展阶段。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规律

进行研究可以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

为测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地非农化的地域差异 ,本

文采用下面 2 个模型。

1. 1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地非农化速率变化模型

借鉴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指标 ,本文构建了

各类用地占用耕地的动态度指标 ,研究某一区域范围

内某种土地占用耕地的数量变化情况 ,其表达式

如下 :

K =
U b - U a

U a
×1

T
×100 % (1)

式中 :U a ,U b ———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占

用耕地的数量 ; T ———研究时段长 ,当 T 的时段设定

为年时 , K 值就是该研究区域某种土地占用耕地的

年变化率。此值也就是研究区域内农地非农化的速

率变化。

1. 2 　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模型

为了测算研究区域农地非农化不平衡程度 ,我们

采用不平衡指数测算模型。不平衡指数主要是周一

星在研究城镇化差异程度[5 ]时构建的一个指标 ,其计

算公式为 :

I =
∑
n

i = 1
〔 2

2
( Y i - X i )

2〕

n
(2)

di =
2
2

( Y i - X i ) (3)

式中 : I ———不平衡指数 ; Y i ———各地域城镇人口占

整个研究区域城镇人口的比重 ; X i ———某地域的总

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占整个研究区域的比重 ;

n ———要比较的地域数。城镇化不平衡指数主要通过

建立坐标系绘制平面图来直观地表示研究区域城镇

人口分布相对于总人口、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等的不

平衡性。假设 X i 和 Y i 分别为横坐标和纵坐标 ,根据

X i 和 Y i 的值在 X —Y 平面上描绘点 ( X i , Y i ) ,当 X i ,

Y i 差异较小向直线 Y = X 靠近时 ,说明两者相对平

衡 ;当 X i , Y i 差异较大远离直线 Y = X 时 ,说明两者

不平衡。di 就是 X i 和 Y i 的值所确定的点与直线 Y

= X 的垂直距离 , di 的绝对值越小 ,说明 X i 和 Y i 越

相适应。

　　本文将 Y i 表示为各地域农地非农化面积占整个

研究区域农地非农化面积的比重 , X i 表示为某地域

的 GDP ,二三产业产值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整个

研究区域的比重 ,从而构建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测算模

型。通过计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农地非农化

相对于 GDP ,二三产业产值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

不平衡指数 ,从而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域农地

非农化的平衡状况及趋势。

2 　江苏省农地非农化空间差异实证研究

2. 1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指标比较多 ,传统的方

法主要依据人均 GDP 的钱纳里分类法和依据重化工

业比重的霍夫曼系数法等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江苏省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本研究在传统指标的基础

上 ,又补充了表征经济整体协调性的三次产业比重指

标 ,判别江苏省各地域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钱纳里分类法[ 6 ] ,我们对江苏省经济发展阶

段进行了划分 (表 1) 。

2 . 2 　江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域土地利用结构

变化

根据经济阶段的划分 ,我们将江苏省分为 5 个

区 ,分别为前工业化阶段 (包括宿迁、淮安、连云港) 、

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级转变阶段 (包括徐州和盐城) 、

工业化初级阶段 (包括南通、扬州、泰州) 、工业化中级

阶段和 (包括镇江、南京和常州)工业化中级向高级转

变阶段 (包括苏州和无锡) 。以这 5 个阶段为依据 ,对

比分析各地域 2002 —2004 年土地利用结构及变化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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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苏省各地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地区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 人均 GDP/ ＄ 经济发展阶段 　

南京
2002 4. 8 ∶47. 3 ∶47. 9 2 760. 99 工业化中级 　

2004 3. 7 ∶52. 6 ∶43. 7 3 992. 07 工业化中级 　

苏州
2002 4. 4 ∶58. 2 ∶37. 4 4 316. 15 工业化中级 　

2004 2. 2 ∶65. 7 ∶32. 1 7 004. 79 工业化高级 　

无锡
2002 3. 6 ∶54. 9 ∶41. 5 4 366. 64 工业化中级 　

2004 2. 2 ∶57. 6 ∶40. 2 6 380. 67 工业化高级 　

常州
2002 6. 4 ∶56. 7 ∶36. 9 2 683. 32 工业化中级 　

2004 4. 7 ∶58. 8 ∶36. 5 3 824. 78 工业化中级 　

镇江
2002 6. 2 ∶55. 8 ∶38. 0 2 538. 74 工业化中级 　

2004 4. 4 ∶59. 0 ∶36. 6 3 531. 26 工业化中级 　

南通
2002 15. 9 ∶49. 4 ∶34. 7 1 371. 60 工业化初级 　

2004 12. 1 ∶54. 2 ∶33. 7 1 909. 19 工业化初级 　

泰州
2002 14. 2 ∶49. 5 ∶36. 3 1 210. 42 工业化初级 　

2004 11. 7 ∶54. 0 ∶34. 3 1 692. 73 工业化初级 　

扬州
2002 12. 7 ∶48. 8 ∶38. 5 1 493. 91 工业化初级 　

2004 10. 1 ∶53. 3 ∶36. 6 2 096. 77 工业化初级 　

徐州
2002 16. 9 ∶46. 4 ∶36. 7 1 058. 47 前工业化阶段

2004 14. 0 ∶49. 5 ∶36. 5 1 450. 07 工业化初级 　

宿迁
2002 34. 4 ∶37. 3 ∶28. 3 582. 93 前工业化阶段

2004 28. 6 ∶42. 2 ∶29. 2 780. 54 前工业化阶段

淮安
2002 26. 8 ∶43. 0 ∶30. 2 877. 74 前工业化阶段

2004 22. 3 ∶47. 1 ∶30. 6 1 159. 21 前工业化阶段

连云港
2002 23. 5 ∶44. 0 ∶32. 5 915. 82 前工业化阶段

2004 21. 3 ∶45. 2 ∶33. 5 1 073. 93 前工业化阶段

盐城
2002 27. 1 ∶40. 4 ∶32. 5 1 022. 35 前工业化阶段

2004 22. 8 ∶44. 9 ∶32. 3 1 319. 98 工业化初级 　

　　注 :人均 GDP 按 1998 年汇率折算。

表 2 　江苏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

经济发展阶段 　 年份 农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农用

建设
用地

居民
工矿

交通
用地

水利
设施

未利
用地

前工业化阶段
2002 69. 47 50. 93 2. 38 2. 62 0. 00 13. 54 15. 56 12. 32 0. 61 2. 63 14. 97

2004 69. 44 51. 04 2. 33 2. 59 0. 00 13. 48 15. 70 12. 42 0. 66 2. 62 14. 86

前工业化向工业

化初级转变

2002 68. 56 49. 91 3. 66 2. 09 0. 07 12. 84 15. 14 11. 85 0. 76 2. 53 16. 30

2004 68. 94 50. 09 3. 62 2. 39 0. 02 12. 83 15. 34 12. 35 0. 87 2. 12 15. 72

工业化初级
2002 62. 45 48. 46 1. 94 0. 62 0. 00 11. 43 15. 42 13. 48 0. 85 1. 08 22. 13

2004 61. 98 47. 69 2. 17 0. 66 0. 00 11. 46 16. 20 14. 07 1. 05 1. 08 21. 82

工业化中级
2002 69. 45 43. 21 2. 76 8. 79 0. 27 14. 42 19. 83 16. 08 1. 29 2. 46 10. 72

2004 67. 75 39. 96 3. 91 8. 95 0. 12 14. 82 21. 81 17. 72 1. 55 2. 54 10. 44

工业化中级向

高级转变

2002 49. 29 34. 17 2. 78 3. 60 0. 00 8. 74 17. 74 15. 79 1. 49 0. 47 32. 97

2004 46. 61 29. 70 3. 28 3. 61 0. 00 10. 01 20. 55 18. 39 1. 74 0. 42 32. 84

　　注 :表中数据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数据整理而成。

　　从表 2 可以看出 ,2002 —2004 年 ,在前工业化阶

段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比重都下降 ,建设用地比重上

升 ,以交通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为主 ;在向工业化

初级转型的地区 ,农用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都有所

增加 ,未利用地比重大幅度下降 ;在处于工业化初级阶

段的地区 ,其变化趋势与前工业化阶段地区一样 ;工业

881 　　　　　　　　　　　　 　　　　　　水土保持通报 　　　　　　　　　　　　　　　　　　　　　第 30 卷



化中级和向高级转型的地区变化趋势是统一的 ,都是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比重下降 ,建设用地比重上升。

2. 3 　江苏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域农地非农化速率

为了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域农地非农化

速率变化情况 ,我们利用 (1) 式 ,即各类用地占用耕地

的动态度指标来计算各地的实际情况 (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出 ,在 2002 —2004 年间 ,江苏省经

济发展处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级阶段转型的地区 ,

农地非农化速度最快 ,该类地区各类用地占用地耕地

最快的是工矿用地 ;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级向高级

转变的地区农地非农化速度较慢 ,该类地区中占用耕

地最快的是建制镇用地 ,这也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可以带动村镇经济的发展。

2 . 4 　江苏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农地非农化空间差

异分析

运用公式 (3) ,分别计算位于 5 个经济发展阶段

地区相对于 GDP、二三产业产值、二三产业就业人员

的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 (见表 4) 。

表 3 　江苏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域各类用地占用耕地变化速率 %

经济发展阶段 　　　 农地非农化 城市用地 建制镇用地 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设施

前工业化阶段 39. 38 84. 48 35. 26 76. 36 39. 73 2. 63

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级转变 48. 56 89. 93 45. 86 124. 61 82. 23 - 14. 48

工业化初级 42. 75 118. 54 68. 65 74. 57 35. 38 - 2. 42

工业化中级 41. 59 43. 21 62. 83 96. 08 41. 25 22. 46

工业化中级向高级转变 27. 53 12. 15 97. 52 69. 84 23. 26 10. 34

　　注 :表中数据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数据整理而成都市。

表 4 　对 GDP,二三业产值和二三业从业人员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 %

项 目 　　　　　 前工业化阶段
前工业化向工业

化初级转变
工业化初级 工业化中级

工业化中级向

高级转变

2002 年 GDP 占江苏省比重 9. 11 13. 73 18. 29 24. 55 34. 32

2002 年垂直距离 di 2. 93 1. 17 0. 74 1. 36 - 6. 20

2004 年 GDP 占江苏省比重 8. 07 12. 67 17. 51 24. 41 37. 34

2004 年垂直距离 di 4. 60 1. 11 3. 44 1. 75 - 10. 19

2002 年二三产业产值占江苏省比重 7. 41 12. 08 17. 54 26. 02 36. 95

2002 年垂直距离 di 4. 14 2. 34 1. 27 0. 32 - 8. 06

2004 年二三产业产值占江苏省比重 6. 68 11. 28 16. 83 25. 42 39. 64

2004 年垂直距离 di 5. 58 2. 08 3. 92 1. 04 - 11. 81

2002 年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江苏省比重 15. 58 16. 99 24. 58 21. 80 21. 05

2002 年垂直距离 di - 1. 64 - 1. 14 - 3. 71 3. 30 3. 18

2004 年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江苏省比重 16. 35 16. 11 24. 58 21. 02 21. 95

2004 年垂直距离 di - 1. 25 - 1. 33 - 1. 56 4. 15 0. 69

　　注 :资料来源于 2003 年和 2005 年《江苏统计年鉴》。

　　应用公式 (2)和 (3) ,并结合表 4 ,可以得到 2002 年

和 2004 年的农地非农化相对于 GDP、二三产业产值和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不平衡指数变动状况 (表 5) 。

　　根据表 4 —5 ,从不平衡性程度来看 , 2002 年和

2004 年江苏省对 GDP ,二三产业产值和二三产业从

业人员而言的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还不是很严重 ,

最大值也就是相对 2004 年二三产业产值而言的农地

非农化不平衡指数 ,为 7. 36。

从反映各地域农地非农化面积比重与 GDP 比

重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是否

相适应的垂直距离 di 来看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垂直

距离在工业化初级前都为负 ,这说明这些地区农地非

农化面积占全省的比重相对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

省的比重要低。

表 5 　农地非农化不平衡指数变动状况

年份
农地非农化相对不平衡指数

GDP 二三产业产值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2002 3. 79 5. 03 3. 31

2004 6. 32 7. 36 2. 58

(下转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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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将长沙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归纳

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和农业科技水平因子 ,其中经济

发展水平因子是最为关键因素。

为了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保障粮食安全 ,不

能简单地因发展经济的需要而牺牲耕地数量。一方

面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耕地保护的法律法规与政策 ,另

一方面还必须重视规划的作用 ,并通过土地整理工

作 ,不断补充耕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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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 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来看 ,在江苏省各

经济发展阶段 ,建设用地的比重均呈增加趋势 ,只是

各自变动的幅度不同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比重不断

下降。

　　(2) 从农地非农化速度来看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的推进 ,从前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高级阶段 ,农地非

农化的速度是逐渐下降的 ;各种地类中 ,城市用地和

工矿用地占用耕地扩展速度是最快的。

(3)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从前工业化阶段向工业

化高级阶段不断演进的过程中 ,农地非农化相对于

GDP ,二三产业产值的不平衡性在不断增加 ,而相对

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不平衡性则有所减缓。从总

体上来说 ,江苏省农地非农化的地域差异与各地的经

济发展条件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 ,农地非农化

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来源 ,而往往忽视了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农地非农化所具有的规律和特

征 ,从而有可能导致大量的过渡性农地非农化 ,产生

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农地非农化

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分析国家层

面农地非农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

的经验借鉴 ,对农地资源非农化配置的宏观决策 ,也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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