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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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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上，以山东省南四湖流域２８个县（市、区）为评价单 元，采 用 熵 值

法、综合指数法和ＧＩＳ相结合的方法对２０１１年 该 流 域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空 间 差 异 进 行 了 分 析。结 果 表 明，山

东省南四湖流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受区域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异特

征，表现为湖东低山丘陵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低于湖西黄泛平原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同的县（市、

区），其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措施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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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１］，也是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近年

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资源受

到的各方面压力持续增大［２］，耕地资源锐减已表现为

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３］，加之我国后备耕地资源

极度匮乏，通过扩张耕地面积的途径来满足人们各方

面需求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耕地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程度成为解决我国人地关

系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农业是流域的主导产业，其中农、林、渔业等农用

地的面积占流域总面积８０％左右。作为我国重要的

商品粮生产基地，该地区耕地的粮食产量和耕地集约

利用水平直接关系到流域内的粮食安全以及国家的

粮食安全。基于此，本文拟对２０１１年山东省南四湖

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进行分析，以揭示山东省南四湖

流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特征，并为科学规

划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耕地资源，统筹区域农业发展提

供参考。
耕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出之于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等［４］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业用地的研究，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５］认为农用地集约利用是 指 在 单 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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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金、物质、劳动和技术以求获

得较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土地经营方式。后人对农用

地（尤其是耕地）集约利用的解释均在此基础上发展

而来。目前，尽管针对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界定尚未

有统一且明确的定义［６］，但纵观国内学者对耕地集约

利用内涵的研究［７－１０］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

为，集约利用是相对粗放利用而言的，耕地集约利用

是对耕地集中投入较多的物资、劳动、技术等生产要

素，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以取得耕地的最大经济效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我国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

染问题的日趋加剧，耕地集约利用除了要追求较高的

经济效益外，还要改善耕地集约利用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即要全面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效益。我

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

业发展道路，这就对我国现阶段的农用地（尤其是耕

地）的充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在参考相关

专家对耕地集约利用理解的基础上，对耕地集约利用

的内涵界定为：以耕地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基于

耕地资源合理配置和结构优化的前提，通过在有限的

耕地面积上合理投入各种生产要素（生产性投入和基

础性投入），达到提高耕地的资源、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等综合效益的目的，实现耕地资源的多功能性，从

而在耕地利用上走内涵挖潜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１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

模型

１．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包括很多方

面，依据科学性、综合性、主导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结
合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实际情况，
咨询相关 专 家，在 借 鉴 国 内 外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１１－１５］，从耕地集约 利 用 条 件、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投 入 强

度、耕地集约利用产出效果、耕地集约利用可持续状况

４个方面，选取１８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表１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指标内涵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耕地条件（０．２０７　６）

耕地自然质量指数（０．０８３　４） 耕地自然质量等

耕地安全指数（ｈｍ２／人，０．０５４　５） 人均耕地面积

土地垦殖指数（％，０．０２７　２）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复种指数（％，０．０４２　５）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投入强度（０．３８２　６）

单位劳动力投入（人／ｈｍ２，０．０６２　１） 农业从业人数／耕地面积

单位化肥投入（ｋｇ／ｈｍ２，０．１１３　５）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单位农药投入（ｋｇ／ｈｍ２，０．０４３　２） 农药施用量／耕地面积

单位机械投入（ｋＷ／ｈｍ２，０．０８７　６） 农机总动力／耕地面积

单位基建资金投入（元／ｍ２，０．０７６　２） 农业基建投入资金／耕地面积

产出效果（０．２３５　３）

粮食单产（ｋｇ／ｈｍ２，０．０６４　１） 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人均产粮（ｋｇ／人，０．０４３　７） 粮食总产量／总人口

地均产值（元／ｈｍ２，０．０４０　８） 种植业总产值／耕地面积

产投比率（０．０５２　１） 种植业总产值／种植业总投入

土地收益（元／ｈｍ２，０．０３４　６） 总收益／耕地面积

可持续状况（０．１７４　５）

灌溉系数（０．０６５　７）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森林覆盖率（％，０．０４９　１）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旱涝保收指数（％，０．０３３　５） 旱涝保收面积／耕地面积

耕地平衡指数（％，０．０２６　２） 年末耕地面积／年初耕地面积

１．２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各项评价指 标 计 量 单 位 和 性 质 不 同 带 来

的不可比性，需要先对样本数 据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采

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层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

消除量纲的影响。选取的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的指标，
除农药投入为负向指标（取值越小越好）外，其它指标

的取值均为正向指标（取值越大越好），采用极差标准

化对各数据进行处理。公式为：

正向指标：ｘｉｊ′＝（ｘｉｊ－ｘｊｍｉｎ）／（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负向指标：ｘｉｊ′＝（ｘｊｍａｘ－ｘｉｊ）／（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式中：ｘｉｊ′———标 准 化 后 某 指 标 的 值；ｘｉｊ———某 指 标

的 原 始 值；ｘｊｍａｘ———处 理 前 同 系 列 指 标 的 最 大 值；

ｘｊｍｉｎ———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小值。

１．３　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能较客观地反

映各指标对评价目标的影响程度，能够克服人为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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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主观性和多指标变量间 信 息 重 叠 的 影 响。其 基

本原 理 如 下［１６］，选 取ｍ 个 评 价 指 标，ｎ个 被 评 价 对

象，则ｘｉｊ为第ｉ个评价对象的第ｊ个指标的数值 。
（１）计算第ｊ项指标下第ｉ个评价对象占该指标

的比重：

ｐｉ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２）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

ｅｊ＝－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式中：ｋ＝１／ｌｎｎ，ｅｊ≥０，ｋ＞０
计算第ｊ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对第ｊ项指标，指

标值的差异越大，对目标评价 的 左 右 就 越 大，熵 值 就

越小，定义差异系数：

ｇｊ＝（１－ｅｊ）／（ｍ－Ｅｅ）

式中：Ｅｅ＝∑
ｍ

ｊ＝１
ｅｊ，０≤ｇｉ≤１，∑

ｍ

ｊ＝１
ｇｊ＝１

（４）求权值：

ｗｊ＝ｇｉ／∑
ｍ

ｊ＝１
ｇｊ　（１≤ｊ≤ｍ）

１．４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

根据指标标准化值与指标权重，将各指标值加权

求和，得到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公式为：

Ｓｉ＝∑
ｍ

ｊ＝１
ｘｉｊ′ｗｊ　（ｉ＝１，２，…，ｎ）

式中：Ｓｉ———第ｉ个 评 价 单 元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综 合 指

数；ｘｉｊ′———第ｉ个评价 单 元 在 第ｊ项 指 标 上 的 标 准

化值；ｗｊ———第ｊ项 指 标 的 权 重；ｉ———评 价 单 元 个

数（ｉ＝１，２，…，ｎ）；ｊ———指标个数（ｊ＝１，２，…，ｍ）。

２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２．１　研究区概况

南四湖系淮河流域，是微山湖、昭阳湖、独山 湖、
南阳湖等４个相连湖的总称，是山东省乃至华北地区

最大的淡水 湖 泊。山 东 省 南 四 湖 流 域 位 于３４°５１′—

３６°０２′Ｎ，１１４°６５′—１１７°５２′Ｅ之间，属暖温带、半湿润

季风气候区，流域年均降水量７５０ｍｍ左 右，受 湖 区

小气候影 响，流 域 内 降 水 呈 现 不 均 匀 的 时 空 分 布 特

征，一般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大于北部地

区；流域年平均气温１４℃，湖区年平均气温略高于流

域其他地区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　２７３ｈ；

２０１１年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行政面积２．９１×１０４　ｋｍ２，
行政范围包括济宁市、菏泽市、枣庄市全部县（市、区）
以及泰安市的宁阳县，共计２８个 县（市、区），耕 地 面

积１．５１×１０４　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５１．８９％，总人口

２　２７５．６４万人，其中乡村人口１　５５０．２６万，占总人口

的６８．１２％。整 个 南 四 湖 流 域 行 政 范 围 涉 及 苏、鲁、

豫、皖四省３２个县（市、区），本 研 究 所 涉 及 山 东 省 南

四湖流域指山东省境内的２８个县（市、区），占整个流

域面积的８６．８％。

２．２　数据获取

考虑到山东省南四 湖 流 域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数 据 的

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数据来源于《济宁市２０１１
年统计年鉴》《枣庄市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菏泽市２０１１
年统计年鉴》《泰安市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山东农村统

计年鉴２０１１年》《山 东 省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

表２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

行政区域
耕地
条件

投入
强度

产出
效果

可持续
状况

综合集
约度

济宁市中区 ０．０８３　２　０．０９８　７　０．１１０　２　０．０７３　４　０．３６５　５
任城区 ０．１１２　５　０．０８２　３　０．１００　４　０．０５２　０　０．３４７　２
兖州市 ０．１２５　４　０．１４４　８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３９　４　０．５９１　６
邹城市 ０．１０４　１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８４　７　０．０４９　１　０．３０４　５
曲阜市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３２　１　０．１４４　１　０．０８５　８　０．４７８　０
泗水县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８９　２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４７　８　０．２５２　０
微山县 ０．０６７　６　０．２０１　３　０．０８６　３　０．０７０　６　０．４２５　８
鱼台县 ０．１５９　４　０．１７５　７　０．１４４　７　０．１４６　５　０．６２６　３
嘉祥县 ０．１１７　２　０．１１５　５　０．０９１　２　０．１０３　３　０．４２７　２
金乡县 ０．１７４　６　０．１８４　８　０．１２１　４　０．１３８　４　０．６１９　２
汶上县 ０．１４４　９　０．１５９　１　０．１２０　７　０．１１２　９　０．５３７　６
梁山县 ０．１０８　９　０．１１８　９　０．０９０　６　０．１０２　１　０．４２０　５
宁阳县 ０．１００　１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１１　４　０．１０３　９　０．４１５　４
枣庄市中区 ０．１０５　６　０．１８９　６　０．１０１　４　０．０９２　４　０．４８９　０
薛城区 ０．０９０　５　０．１２７　４　０．１０８　４　０．０９６　５　０．４２２　８
峄城区 ０．１２３　２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３０　３　０．０９９　７　０．４９１　２
台儿庄区 ０．１５０　９　０．１０３　９　０．１４７　１　０．１３０　２　０．５３２　１
山亭区 ０．０７９　６　０．１３０　７　０．０５８　８　０．０６７　９　０．３３７　０
滕州市 ０．１２０　５　０．２３０　４　０．１６３　１　０．１３４　５　０．６４８　５
牡丹区 ０．１２５　２　０．１５０　５　０．１０１　６　０．１０９　１　０．４８６　４
曹 县 ０．１０８　８　０．１３２　７　０．０９３　７　０．０７３　３　０．４０８　５
单 县 ０．１０３　５　０．１１１　７　０．０７７　２　０．０６７　１　０．３５９　５
成武县 ０．１２５　１　０．１３４　５　０．１００　４　０．１０９　２　０．４６９　２
巨野县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８８　２　０．０７１　３　０．０４４　９　０．２９８　４
郓城县 ０．１２１　９　０．０９５　３　０．０７４　５　０．０７７　０　０．３６８　７
鄄城县 ０．１１１　１　０．１１５　６　０．０６６　７　０．０７５　５　０．３６８　９
定陶县 ０．１２４　９　０．１３３　６　０．１０４　１　０．０９４　３　０．４５６　９
东明县 ０．１２６　７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１０　６　０．０８２　９　０．４１９　２

根据国内外有关标准及相关文献［１３，１５，１７］，将山东

省南四湖流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以非 等 间 距 的 形 式

划分为４个集约等级（表３）。

２．３　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度评价结果

从表２和图１可以看出，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

（市、区）耕地综合集约度指数显示出明显的空间分异

性，表现为南四湖湖区四周地区和北部地区耕地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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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高，西部和东南部地 区 次 之，西 北 部 地 区 一

般，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最低。南四湖湖区四周地区

和北部地区的鱼台 县、金 乡 县、汶 上 县、兖 州 市、滕 州

市和台儿庄区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最高地区，这些区

域的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社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高，耕 地

条件优越，再加上农业生产性投入和基础性投入水平

在整个山东省南四湖流域都 处 于 较 高 水 平，因 此，耕

地利用效益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高。山东省南四湖

流域西部和东南部的枣庄市中区、峄城区、牡丹区、成
武县、定陶县、曲阜市耕地集约 利 用 水 平 处 于 中 度 集

约，主要是这些地区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
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导致耕 地 可 持 续 状 况 下 降，且

不合理的农业投入结构也是造成这些 地 区 的 耕 地 集

约利用水平处于中度集约的原因；西北部的济宁市中

区、微山县、嘉祥县、梁山县、宁阳县、薛城区、曹县、东
明县、郓城县、鄄城县１０个县（市、区）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水平处于一般集约状态；其主要原因为这些地区的农

业生产性投入和基础性投入的强度不 足 且 结 构 不 合

理。山东省南四湖流域东北部和西南部的任城区、邹
城市、泗水县、山亭区、单 县、巨 野 县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最低，处于不集约状态，主要 是 影 响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水平的４个准则层分值均较低，即这６个 县（市、区）
耕地利用条件、投入程度、产出 效 果 和 耕 地 可 持 续 状

况均较差。

表３　耕地集约利用等级划分标准

评价层次
等级标准

不集约 一般集约 中度集约 高度集约

耕地条件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７５　０］

　准则层
投入强度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２４０　０］

产出效果 （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８５　０］
可持续状况 （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５０　０］

　目标层 综合集约度 （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０　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４３０　０］ （０．４３０　０，０．５００　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６５０　０］

图１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综合集约度指数空间分异

２．４　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

２．４．１　耕地条件的空间差异　图２为山东省南四湖

流域各县（市、区）耕地条件综合指数 空 间 分 异 图，从

耕地条件综合指数来看，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

区）耕地条件表现出较明显 的 空 间 差 异。金 乡 县、鱼

台县、汶上县和台儿庄区４个县（区）耕 地 条 件 最 优。

其中，位于湖西沿岸的鱼台县和金乡县耕地自然质量

等指数最高，台儿庄区和汶上县分列第９和第１０；这

四个县（市、区）的耕地安全指数中，金 乡 县 和 台 儿 庄

区分别处于第２位和第３位，鱼 台 县 列 第５位，汶 上

县列第９位；汶上县的土地垦 殖 指 数 处 于 第１位，金

乡县其次，鱼台县和台儿庄区也较高。耕地条件处于

不集约水平的分别是济宁市中区、泗水县、微山县、巨

野县、山亭区、薛城区；这６个区的耕地自然质量等指

数和土地垦殖指数较低，其中，位 于 湖 东 北 部 低 山 丘

陵区的泗水县，耕地自然质量 等 指 数 最 差；湖 东 的 微

山县的土地垦殖指数最低。耕 地 条 件 中 度 集 约 的 有

牡丹区、成武县、郓 城 县、定 陶 县、东 明 县、峄 城 县、滕

州市、兖州市８个县（市、区）。耕 地 条 件 一 般 集 约 的

有曹县、单县、鄄 城 县、枣 庄 市 中 区、任 城 区、曲 阜 市、
邹城市、嘉祥县、梁山县、宁阳县１０个县（市、区）。

图２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条件综合指数空间分异

２．４．２　投入强度的空间差异　从图３耕地投入强度

综合指数看，位于湖西沿岸的 鱼 台 县、金 乡 县 和 湖 东

沿岸的微山县、滕州市以及枣庄市中区的耕地投入强

度处于高度集约，由于区域耕 地 条 件 好，社 会 经 济 发

展水平较高，劳动力丰富等，因此，这５个地区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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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投入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投 入 都 处 于 较

高水平；相比之 下，兖 州 市、曲 阜 市、汶 上 县、峄 城 区、
牡丹区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 资 金 投 入 不 足，山 亭 区、
曹县、成武县、定陶县的生产性投入不足，使得这９个

县（市、区）的耕地投入强度水平处于 中 度 集 约；耕 地

投入强度一般集约的区域有嘉祥县、梁山县、薛城区、
台儿庄区、单县、鄄城县，这６个县（区）不论是生产性

投入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都处于一般水平；
济宁市中区、任 城 区、邹 城 市、泗 水 县、宁 阳 县、巨 野

县、郓城县、东明县这８个县（市、区）由于生产性投入

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都 比 较 低，因 此，耕 地 投 入

强度水平为研究区最低。

图３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投入强度综合指数空间分异

２．４．３　产出效果的空间差异　从图４耕地产出效果

综合指数看，兖州市、曲 阜 市、滕 州 市、台 儿 庄 区 和 鱼

台县 耕 地 产 出 效 果 最 好，其 中，粮 食 单 产 平 均 为

７　２９７．２０ｋｇ／ｈｍ２，人均产粮平均为７６３．８１ｋｇ，地 均

产值 平 均 为７　７４８．２２元／ｈｍ２，土 地 收 益 率 平 均 为

４．６６元／ｈｍ２ 均为研究区最高水平；济宁市中区、金乡

县、汶上县、宁阳县、东明县、峄城区６个县（市、区）的

产出效果综合指数处于中度集约水平，这６个县（市、

区）的 粮 食 单 产 平 均 为６　７７７ｋｇ／ｈｍ２，人 均 产 粮 为

５４６．９４ｋｇ，地均 产 值 平 均 为６　５２１．６３元／ｈｍ２，土 地

收益率平均为３．７８元／ｈｍ２ 均处于中度水平，但 是，

产投比率平均１１．０６为研究区最高；任城区、嘉祥县、
梁山县、枣庄市 中 区、薛 城 区、牡 丹 区、曹 县、成 武 县、

定陶县９个县（市、区）的产出效果综合指数为一般集

约水平，其中，粮食单产平均为６　１８０．３３ｋｇ／ｈｍ２，人

均产粮平均为５３５．７２ｋｇ，地均产值平均为５　４２５．１６
元／ｈｍ２，产 投 比 率 平 均 为７．３６，土 地 收 益 率 平 均 为

３．０１元／ｈｍ２ 均为 研 究 区 的 一 般 水 平；邹 城 市、泗 水

县、微山县、单县、巨 野 县、郓 城 县、鄄 城 县、山 亭 区 这

８个县（市、区）的产出效果综合指数处于不集约利用

水平。这８个县（市、区）的粮食单产平均为５　９９０．８１

ｋｇ／ｈｍ２，人均产粮 平 均 为４９４．６３ｋｇ，地 均 产 值 平 均

为４　３８６元／ｈｍ２，产投比率平均为６．２９，土地收益率

平均为２．８１元／ｈｍ２，５项指标均为研究区最低水平。

图４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产出效果综合指数空间分异

２．４．４　可持续状况的空间差异　图５为耕地可持续

状况综合指数空间分异图。从图５可以看出，山东省

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耕地利用可持续状况综合指

数表现为兖州市、滕 州 市、鱼 台 县、金 乡 县、台 儿 庄 区

５县（市、区）高度集约，主要是灌溉系数、旱涝保收指

数和耕地平衡指数均较高，其中兖州市的灌溉系数和

旱涝保收指数是最高的，台儿庄区的耕地平衡指数最

高；济宁市中区、任 城 区、邹 城 市、泗 水 县、微 山 县、山

亭区、曹县、单县、巨野县９个县（市、区）耕 地 可 持 续

状况综合指数为不集约水平，主要是灌溉系数和旱涝

保收指数指标偏低所致，但这９个县（市、区）的 平 均

森林覆盖率较高。梁山县、嘉祥县、汶上县、宁阳县、成
武县、牡丹区６个县（市、区）的耕地可持续状况综合指

数处于中 度 集 约 水 平；郓 城 县、鄄 城 县、东 明 县、定 陶

县、曲阜 市、枣 庄 市 中 区、薛 城 区、峄 城 区８个 县（市、
区）的耕地可持续状况综合指数处于一般集约水平。

图５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

耕地可持续状况综合指数空间分异

３　结 论

（１）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耕地综合集

约利用水平表现出较明显的 空 间 差 异。总 体 上 呈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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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低的特点。综合集约利用 水 平 为 不 集 约 的 区 域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南四湖流域东北部和西南部，泗水

县多山地丘陵，耕地条件较差，开发利用比较困难，而
邹城市是 南 四 湖 流 域 重 要 的 产 煤 区，采 煤 造 成 土 地

（尤其是耕地）塌陷比较严重，单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落后，对耕地集约利用重视程 度 不 足，进 而 导 致 耕 地

投入强度不足；综合集约利用 水 平 一 般 集 约 区，主 要

分布在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西北部；综合集约利用水平

中度集约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南四湖流域西部和东

南部；而综合集约利用水平高 度 集 约 区，主 要 分 布 在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北部和湖区四周，事实上，金乡、鱼
台两县也是山东省南四湖流域重要的 农 业 基 地 和 蔬

菜产地，农业基础良好，而兖州市、滕州市和台儿庄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生产性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

投入高等都是这些地区的耕地集约利 用 水 平 处 于 高

度集约的原因。但是据相关专家［１８］对山东省耕地集

约利用水平的研究，结合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
区）农业现状，不难发现山东省南四湖 流 域 各 县（市、
区）耕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都不高，是 山 东 省 耕 地 集

约利用低效区。
（２）耕地利用条件、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产出效

果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客 观 因 素 决 定 的 耕 地 利

用条件，影响主观耕地投入强 度 的 积 极 性，从 而 共 同

影响耕地 利 用 的 产 出 效 果，最 终 形 成 耕 地 可 持 续 状

况。因此，在耕地自然 条 件 一 定 的 情 况 下，要 通 过 合

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农 业 科 技 水 平，加 强 生 产

性投入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耕地的利用效

率，进而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３）对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同的县（市、区）来

说，其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措施也不一样。耕地

集约利用水平高度集约的县（市、区），应 重 视 耕 地 利

用的可持续状况，重视土地生 态 效 益；而 中 度 集 约 和

一般集约的县（市、区），需要重视加大 对 农 业 基 础 设

施建设的投入，科学合理引导 农 业 的 发 展，促 进 耕 地

集约利用水平；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为不集约的县（市、
区）一般是耕地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因此，首先应该促进本地区的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然 后

多渠道筹借资金加大对农业的生产性 投 入 和 基 础 设

施投入，最后要因地制宜地发 展 特 色 农 业，提 高 农 业

发展水平，从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４）由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众多，涉及面

广，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有 些 能 够 较 好 反 映 耕 地

状况的指标，如耕地撂荒、土壤污染状况等，由于指标

数据不可获取未列入，本研究只选取了部分主要指标

对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各县（市、区）耕地集约利用进行

综合评价。对于如何进一步丰 富 和 完 善 耕 地 集 约 利

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如何提高耕地集约 利 用 水 平 以 及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的创新等是耕 地 集 约 利 用 研

究的难点，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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