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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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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贵阳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的统计资料，选取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化率等

１２个社会经济因子，运用ＳＰＳＳ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近１４ａ来贵阳市耕地面积变

化趋势以及变化因子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并揭示了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１４ａ来

贵阳市耕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人均耕地 面 积 变 化 态 势 与 总 耕 地 数 量 变 化 保 持 一 致。通 过 主 成 分 分 析

得出导致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 为 人 口 的 增 长，经 济 的 发 展 和 农 业 科 技 水 平 的 进 步。在 此 基 础

上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措施，以确保该市耕地资源得到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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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耕地更是宝贵的自然

资源和资产，是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保持一定

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关系着国

家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增

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居住、公共用地产生了巨

大的需求，使有限的耕地资源保护和城市建设用地需

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对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对预测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耕地需求，以及制定相应

的政策措施有着重要的意义［１－６］。耕地变化的驱动机

制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

对驱动力的数量化和模型化的研究［７－１０］。

本研究利用历年贵阳市耕地、社会经济发展资料

及其相关统计数据，运用ＳＰＳＳ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和

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社会经济因素对贵阳市耕地面

积的驱动力研究，为贵阳市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贵阳市位于贵州省中部的云贵高原东斜坡地带，

地理 坐 标 为 东 经１０６°０７′—１０７°１７′，北 纬２６°１１′—

２７°２２′，最高海拔１　７６２ｍ，最低海拔５０６ｍ，市中心平

均海拔１　０００ｍ，海拔高差达１　２５６ｍ。该市属东部平

原向西部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多样，海拔高，纬

度低，具有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的特点，资源丰富，

能源充足，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年均气温１５．３℃，年



日照时 数１　３５３ｈ，年 降 雨 量１　１９６．９ｍｍ，无 霜 期

２７０ｄ。土壤类型有黄壤、石灰土、水稻土和少量紫色

土。辖６个区（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

区、小河区），３个县（开阳县、修 文 县、息 烽 县），１个

县级市（清镇市），是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城市经济

圈的核心，对全省的经济有辐射带动作用。
本文运用ＳＰＳＳ数 据 处 理 软 件 进 行 相 关 分 析 和

主成分分析，对近１４ａ来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以

及变化因子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

年《贵阳统计年鉴》，以及《贵州六十年》。

２　贵阳市耕地利用变化分析

２．１　耕地面积数量变化

根据统计资料，１９９６年以来贵阳市耕地面积经历

了缓慢减少—急剧减少—平稳减少—上升４个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贵阳市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２００９
年耕地面积略有增加，总体呈下降趋势；人 均 耕 地 面

积变化趋势与耕地面积变化基本一致（图１）。
该区耕地面积从１９９６年的２．８９×１０５　ｈｍ２ 减少至

２００９年的２．７５×１０５　ｈｍ２，期间共减少１．３９×１０４　ｈｍ２，

１９９６年 贵 阳 市 人 均 占 有 耕 地 面 积 为０．０９１ｈｍ２，
到２００９年人 均 耕 地 面 积 仅０．０６９ｈｍ２，人 均 减 少

０．０２２ｈｍ２。

图１　贵阳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耕地面积变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耕地面积缓慢减少，从２．８９×１０５　ｈｍ２

减少到２．８５×１０５　ｈｍ２，共减少３．９４×１０３　ｈｍ２，平均

每年 减 少７８８．０６ｈｍ２，该 阶 段 耕 地 面 积 减 少 量 占

研究阶段内全部减少量的２８．３９％。５ａ间人均耕地

面 积 共 减 少０．００７ｈｍ２，占１４ａ间 全 部 减 少 量 的

３１．８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耕地面积呈现急剧减少的趋势，

２ａ间耕地面积共减少６　２７７．２２ｈｍ２，占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全部减少量的４５．２３％，耕地面积的缩减大部分集

中在该阶 段。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该阶段人均耕地

面积仍呈下 降 趋 势，但 幅 度 不 大，从０．０８１ｈｍ２ 降 至

０．０７９ｈｍ２，仅减少０．００２ｈｍ２，占全部减少量的９．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本阶 段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趋 于 平 稳

减少的 态 势，总 耕 地 面 积 从２．７５×１０５　ｈｍ２减 少 到

２．７２×１０５　ｈｍ２，年 均 减 少９７７．９７ｈｍ２，而 人 均 耕 地

面积减少了０．００９ｈｍ２，年均减少０．００３ｈｍ２。

２００９年 贵 阳 市 耕 地 面 积 略 有 增 加，共 增 加

３　１５９ｈｍ２，人均增加０．０００　８ｈｍ２。人均耕地面积与

２００８年基本持平。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减少 耕 地 主 要 流 向 为 建 设 用 地、
果园、林地和 弃 耕 地，建 设 用 地 包 括 居 民 点、工 矿 用

地、交通用地及水利建设用地。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

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使城镇扩展、工业规模扩大、交通道路的改扩建

等非农建设用地增加。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耕
地变为林地、园地和牧草地等高产出土地。三是因为

土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形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及浪费等。

２００９年主要是由于少量的土地开发复垦和大量

的农业结构内部调整导致的耕地数量的增加，这说明

贵阳市土地后备资源明显减少，土地开发整理的成本

越来越高。

２．２　耕地利用动态变化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区域内耕地的数量

在不同时段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不同。为了更好地分

析耕地变化的剧烈程度和速度，引入耕地动态度描述

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耕地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

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１）

式中：Ｋ———研 究 时 段 内 耕 地 动 态 度；Ｕａ———研 究

期初 的 耕 地 面 积；Ｕｂ———研 究 期 末 的 耕 地 面 积；

Ｔ———研究时段（当Ｔ 的时段设定为年时，Ｋ 为该研

究区耕地年均变化率）。
根据耕地动态度公式（１），计算得到贵阳市耕地年

均变化率。从表１可以看出，贵阳市耕地一直处于减

少状态，仅２００９年略有增加，且不同时段耕地年均变

化率波动幅度差异较大，其在不同的阶段耕地年均变

化率又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４个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耕地年均变化率最小，仅为－０．２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耕 地 年 均 变 化 率 快 速 增 大，达 到 －１．１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耕地年均变化率为－０．３４％；２００９年

贵阳市耕地 年 均 变 化 率 为１．１６％。其 中２００３年 耕

地的年变化率最大，高达－１．６４％。可见，贵阳市耕

地大量 减 少 和 耕 地 年 均 变 化 率 的 快 速 增 长 集 中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伴随着耕地总量和动态度的变化，贵

阳市土地利用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对未来

土地利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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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贵阳市耕地利用年变化率

年份 年变化量／ｈｍ２ 年变化率

１９９７ －７９０．７９ －０．２７
１９９８ －９９．２１ －０．０３
１９９９ －１　１１１．４０ －０．３９
２０００ －１　３１０．３３ －０．４６
２００１ －６２８．６０ －０．２２
２００２ －３　１３２．１７ －１．１０
２００３ －４　６２５．６８ －１．６４
２００４ －１　６５１．５４ －０．６０
２００５ －７５４．３０ －０．２７
２００６ －７９９．４５ －０．２９
２００７ －９３２．２８ －０．３４
２００８ －１　２０２．１８ －０．４４
２００９　 ３　１５９．００　 １．１６

３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３．１　分析因子选择

耕地面积变化过程相当复杂，其影响因素多样，
主要受自然、人口、城市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

影响。归纳起来不外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

方面，自然条件相对较稳定，对耕地面积变化影响较

小，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鉴于贵阳

市 的 社 会 发 展 和 该 区 的 实 际 情 况，结 合 贵 阳 市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耕地变化特征和现有资料，选取１２个

社会经济发展因子来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耕地面

积动 态 变 化 的 影 响。具 体 指 标 为：Ｘ１ 为 总 人 口（万

人），Ｘ２ 为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人），Ｘ３ 为国内生产

总值ＧＤＰ（亿元），Ｘ４ 为第１产业产值（亿元），Ｘ５ 为

第２产业 产 值（亿 元），Ｘ６ 为 第３产 业 产 值（亿 元），

Ｘ７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Ｘ８ 为农民人

均收入（元），Ｘ９ 为粮食播种面积单产（ｋｇ／ｈｍ２），Ｘ１０
为农业机 械 化 水 平（１０４　ｋＷ），Ｘ１１为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ｈｍ２），Ｘ１２为 城 镇 化 率。由 于 原 始 数 据 一 般 都 具 有

不同的量纲，部分指标数量级数上差异很大，所以，先
要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３．２　驱动因素分析

将上述指标 与 耕 地 面 积（Ｙ）的 标 准 化 处 理 数 据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因子相关

系数矩阵（表２）。

表２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子相关系数半矩阵

指标 Ｙ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 －０．８３＊＊

Ｘ２ 　０．８７＊＊－０．７９＊＊

Ｘ３ －０．８９＊＊　０．９６＊＊－０．９２＊＊

Ｘ４ －０．８９＊＊　０．９３＊＊－０．９４＊＊　０．９９＊＊

Ｘ５ －０．９０＊＊　０．９５＊＊－０．９３＊＊　０．９９＊＊　０．９９＊＊

Ｘ６ －０．８９＊＊　０．９６＊＊－０．９１＊＊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Ｘ７ －０．８６＊＊　０．９６＊＊－０．９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Ｘ８ －０．８４＊＊　０．９６＊＊－０．９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Ｘ９ －０．７１＊＊　０．７４＊＊－０．８０＊＊　０．８３＊＊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８４＊＊

Ｘ１０ －０．８８＊＊　０．９５＊＊－０．９２＊＊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８４＊＊

Ｘ１１ －０．９３＊＊　０．９４＊＊－０．８７＊＊　０．９７＊＊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７９＊＊　０．９６＊＊

Ｘ１２ ０．７２＊ －０．６１＊ ０．５１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６９＊＊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相关程度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相关程度显著。

　　由表２可以看出，所选１２项指标均与耕地面积有

极为显著的关联程度，相关系数＞０．７１，其中乡村农

业从业人员数、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其余

各因子均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表明这１２个因子都

是影响贵阳 市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的 主 要 因 素。而 在 选 取

的１２个指标中，Ｘ３ 与Ｘ４，Ｘ５，Ｘ６，Ｘ７，Ｘ８，Ｘ１０，Ｘ４ 与

Ｘ５，Ｘ６，Ｘ７，Ｘ８，Ｘ１０，Ｘ５ 与 Ｘ６，Ｘ７，Ｘ８，Ｘ１０，Ｘ６ 与

Ｘ７，Ｘ８，Ｘ１０，Ｘ７ 与Ｘ８，Ｘ１０，Ｘ８ 与Ｘ１０存 在 着 显 著 的

相关性，说明它们之间直接的相关性比较强，耕地面

积变化与社会经济各因子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直接的

关系，而且存在错综复杂的间接关系，因此很有必要

进行主成分分析。运用ＳＰＳＳ数据处理软件对样本进

行多因子主成分分析，得出特征值、主成分贡献率与

累计贡献率（表３）。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面积

变化的影响组合成不同的组分，其中第１，２主成分的

贡献率已经达到９５．４２％，说明此二者对耕地面积的

变化的影响达到９５％以上，为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影

响力因素。由此提出２个主成分，得出主成分载荷矩

阵（表４），主成分载荷矩阵反映了所提取成分与各因

子之间的相 关 关 系，系 数 越 大 表 明 影 响 越 大，由 表４
可以看出，第２主成分与城镇化率有较大相关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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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农业从业人数与第１主成分呈负相关外，其余各

因子都与第１主成分有较大正相关性。

表３　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

成分

初始成分

特征值
方 差

贡献率
累 积

贡献率

提取成分

特征值
方 差

贡献率
累 积

贡献率

１　 １０．７１８　８９．３１９　８９．３１９　 １０．７１８　８９．３１９　８９．３１９
２　 ０．７３２　６．１０３　 ９５．４２１　 ０．７３２　 ６．１０３　９５．４２１
３　 ０．２８３　２．３６０　 ９７．７８１
４　 ０．１８８　１．５７０　 ９９．３５１
５　 ０．０３９　０．３２２　 ９９．６７３
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８７　 ９９．８６０
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２　 ９９．９４２
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９９．９７５
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９９．９９３
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４　各主成分载荷

指标
主成分

第１主成分 第２主成分

Ｘ１ ０．９５４ －０．０７８
Ｘ２ －０．９２２ －０．０９６
Ｘ３ ０．９９８　 ０．０２９
Ｘ４ ０．９９３　 ０．０８３
Ｘ５ ０．９９７　 ０．０４１
Ｘ６ ０．９９６　 ０．０１５
Ｘ７ ０．９８８　 ０．０７１
Ｘ８ ０．９８８　 ０．１０９
Ｘ９ ０．８５０　 ０．２６５
Ｘ１０ ０．９９６　 ０．０２６
Ｘ１１ ０．９７４ －０．１４０
Ｘ１２ －０．６１２　 ０．７７４

由以上综合分析可知，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

主要有２个，第１公共因子主要包括：总人口、国民生产

总值、第１，２，３产业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
民人均收入、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农业机械化水平、建

设用地面积，第２公共因子为城镇化率。根据回归算

法计算因子得分矩阵，得到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Ｆ１＝０．９５４　Ｘ１－０．９２２　Ｘ２＋０．９９８　Ｘ３＋０．９９３　Ｘ４
＋０．９９７　Ｘ５＋０．９９６　Ｘ６＋０．９８８　Ｘ７＋
０．９８８　Ｘ８＋０．８５０　Ｘ９＋０．９９６　Ｘ１０＋
０．９７４　Ｘ１１－０．６１２　Ｘ１２ （２）

Ｆ２＝－０．０７８　Ｘ１－０．０９６　Ｘ２＋０．０２９　Ｘ３＋
０．０８３　Ｘ４＋０．０４１　Ｘ５＋０．０１５　Ｘ６＋
０．０７１　Ｘ７＋０．１０９　Ｘ８＋０．２６５　Ｘ９＋
０．０２６　Ｘ１０－０．１４０　Ｘ１１＋０．７７４　Ｘ１２ （３）

在上述分析的 基 础 上，以 选 取 的１２个 因 子 来 计

算每年的驱动力综合得分。在分析中，采用的变量是

经过因子分析后得到的２个因子变量，利用这２个因

子变量计算出每年的综合驱动力得分。由于这２个

因子变量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的不同侧面，因此在计算

综合实力时，应就不同的侧面给予不同的权数。考虑

到数据的获得难易，以这２个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率

作为权数，获得以下计算公式：

Ｆ＝ａ１Ｆ１＋ａ２Ｆ２ （４）
式中：ａ１———第１主成分权数；ａ２———第２主成分权数。

采用过标准化后的因子并结合式（２），（３），（４）可

以计算出主成分得分以及最后综合得分，得分情况如

图２所示。由图２可见，社会经济因素对贵阳市的耕

地变化的影响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影响贵阳市耕地

变化的驱动力逐渐加强。

图２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得分情况

３．３　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３．３．１　人口增长驱动　从主成分分析中可看出人口

增长是贵 阳 市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的 主 要 驱 动 因 素 之 一。
人口的增加，一方面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建设生产和

生活设施，另一方面又需要更多的耕地进行粮食生产

以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构成了对耕地保护的

双重压力。贵阳市人口从１９９６年的３１８．８５万人增加

至２００９年的３９６．７６万人，增加了２４．４３％，人均耕地面

积从１９９６年的０．０９１ｈｍ２ 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０６９ｈｍ２，
减少了２４．１８％，未来人口还将保持增长趋势。人口

增长驱动因素中的另外一个因子是城镇化水平，贵阳

市的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人口的集聚，住宅、公共建筑、商业、金 融 业 等 各

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城市扩张过程

中总体的土地利用强度并不高，耕地的流失也更加严

重。另一方面，城 市 化 带 来 了 城 市 生 活 的 现 代 化，人

们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加上一些

政府因素 的 推 动，使 得 一 些 高 消 费 场 所 处 于 亏 损 状

态，形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对耕地的急剧减少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导致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
耕地负荷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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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经济发展驱动　从表４中可看出ＧＤＰ，第２，

３产业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农民人均收入

是构成第１主成分的５个主要因子。随着改革开放

以来贵阳市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１９９６年贵阳

市的ＧＤＰ为１７１．１９亿元，２００９年增长到９０２．６１亿元，
增长了４２７．２６％；１４ａ中第２，３产业产值，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额 和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也 分 别 增 长３６９．６３％，

５９４．０５％，１２６．０６‰和２２２．１８％。

ＧＤＰ是土地开发利用活动中所得效益的价值量

度，是土 地 对 人 类 的 经 济 奉 献。贵 阳 市 快 速 增 长 的

ＧＤＰ，必然要求全市土地利用向着高效率、高产出的

方向转化，土地利用的类型、结构、方式、程 度 等 因 之

出现优化、重组变动，与此相应，耕地数量出现较大幅

度流入流出的时空变化。２，３产业是贵阳市经济发展

的主要方向，而２，３产业的发展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

作为启动条件，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十分突出，耕地不

可避免的被占用，从而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持续增

长的基本建设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使 得 政 府 加 大 基 础 设 施

建设力度，企事业单位的改扩建，加速了耕地向建设

用地的转移，造成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伴随着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在满

足物质需要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农村

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也占用了一部分耕地。

３．３．３　农业科技应用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因素　由表

４可知，农业总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与农业机械化

水平在第１主成分中也占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说明这

３个因素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也有较大的影响。１９９６—

２００９年１４ａ间，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２０．６６亿 元 增

加到５０．０７亿元，增幅为１４２．３５％，粮食播种面积单

产由３　８６５．８３ｋｇ／ｈｍ２ 增 加 到５　４３４．８９ｋｇ／ｈｍ２，增

幅为４０．５９％，农业机械化水平由３．６４×１０５　ｋＷ增加

到１．２０×１０６　ｋＷ，增幅为２２８．４８％。
农业机械化 水 平 的 提 高 是 科 技 在 农 业 生 产 中 得

到广泛应用的重要体现，它使粮食单产、农民人均纯

收入和农业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既反映了由于农业

科技的投入导致产量的提高，也反映了农业结构的调

整因素导 致 收 入 的 增 加，一 定 程 度 上 缓 解 了 人 地 矛

盾。同时，受利 益 的 驱 动，人 们 开 始 寻 求 经 济 效 益 更

高的土地经营方式，比如种植果林、挖塘养鱼等，进行

农业结构调整，使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４　耕地保护对策与措施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

生产的劳动资料，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的基础。加强耕地保

护不仅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更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必 须 面 临 的 艰 巨 任 务。根 据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和驱动机制分析，对贵阳市耕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

出以下对策和建议，以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１）控 制 人 口 增 长。根 据 统 计 资 料 显 示，近 年

来，贵阳市生育率虽然较低，但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

快，人口数量增加较多，而新增人口对耕地的需求是

占用耕地的驱动因素之一，因此，要保护有限的耕地

资源，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

增长。
（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地。采取切

实可行措施保护耕地，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加

快以改田、改土和兴修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

设，从 根 本 上 改 善 农 业 生 产 条 件，不 断 扩 大 高 产、优

产、高效的基本农田面积，减少受水土限制的耕地面

积，以充分发挥现有耕地的生产潜力。贵阳市中低产

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７０％，生产潜力较大，对这类

耕地应当在加强地力培肥的基础上，采取合理利用、
用养结合的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３）依靠科技进步，合理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

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农民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应该

根据市场需求，充分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利益，依靠

科技进步有序推进。因此，必需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种

果 树 和 挖 鱼 塘 等 现 象，充 分 利 用 荒 山 荒 坡 发 展 林、
牧、渔业。依据 农 产 品 市 场 发 展 态 势，按 照 各 副 业 内

在的有机联系性，向综合型、基地型、规模型和产业化

方向发展。合 理 调 整 粮 食 作 物 与 经 济 作 物 的 用 地 比

例、种植业与畜牧业用地的比例，调整各类作物内部

结构，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产出率。
（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耕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以加强生 态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作 为 发 展 的 战 略 重

点，坚 持 生 态 立 市，在 模 式 选 择 上 力 求 特 色 性、多 元

性、多级循环关联性和集约高效利用性，以全面提高

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积极推进土地整理的产业化，
保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

三者相统一的整体效益，不能盲目追求耕地面积的增

加，而忽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原则，把因地制

宜地开展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土地整理与农田基本

建设、退耕还林还草、土壤改良、水土流失治理以及村

庄改造、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从而改善生态环境和

农业生产。
（５）加 强 对 耕 地 资 源 保 护 的 宣 传 和 监 管。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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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报刊、杂 志、公 益 性 广 告、画 册、专 栏 等 各

种宣传媒体加强农业知识以及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
增强珍惜和合 理 利 用 土 地 对 维 护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和 社

会稳定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耕地的忧患意识，提高全

民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当节约用地和保

护耕地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才能成

为可能，耕地资源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同时，耕地面

积的减少与耕地的监管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

以通过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度，强化对耕地的监管，还
可以运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建立贵阳市耕地的动态监

测系统，增强对耕地监管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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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山区崩塌滑坡主要沿河流分布，地形对其影

响较大，而地震诱发的崩塌滑坡则突出显示为沿活动

断裂呈带状分布，并随距断裂带的距离逐渐衰减。
（２）坡度对崩塌滑坡的发生具有控制作用，震前

为坡度较缓的崩塌滑坡不敏感区，在震后仍表现为不

敏感区。
（３）活动断裂对崩塌滑坡敏感性的影响表现在：

靠近活动断裂的区域，崩塌滑坡的敏感性等级升高，甚
至低敏感的区域也可以转换为极高敏感区；而远离活

动断裂的区域，崩塌滑坡的敏感性等级则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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