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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浙江省为例，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浙 江 省 及２０１２年 各 市 土 地 利 用 变 更 数 据 和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数

据，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产出、耕地利用程度 及 耕 地 可 持 续 状 况４个 角 度 出 发，选 取１２项 评 价 因 子 构 成

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 浙 江 省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状 况 从 横 向 和 纵 向 两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综

合评价，并对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时序变化

明显，近１０ａ来呈现波动性增长；耕地利用集约度区域差异性明显，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其中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及政策性因素是引起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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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
随着城市扩张和经济高速发展，耕地资源减少和建设

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１］。同时，人口持续增

长也使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大，人们逐渐意识到耕地集

约程度的变化可能比耕地面积缩小对我国粮食安全

的影响更大［２］。在耕地后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

提高耕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走内涵挖掘式道路，

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３］。浙江省人口众多，
耕地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水平（０．０３８ｈｍ２）不及

全国平均水平（０．０９ｈｍ２）的１／２，如何妥善处理好耕

地资源保护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已引起各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也成为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有关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逐渐增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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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耕 地 集 约 利 用 内 涵 的 界 定、配 置 模 式 的 确

定、耕地集约度评价、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等方

面［４－５］。邵晓梅等［６］采用综合评价法和人工神经网络

两种方法，从小城镇的角度，对耕地利用水平进行了

综合评价，为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和科学规划提供了依

据。曹银贵等［７］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两种方

法对三峡库区的耕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了研究，并对

这两种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利用两

种方法做出的准则层权重大小基本一致，两种方法均

适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虎陈霞等［８］从村镇的角度

出发，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村镇土地资源集约利

用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刘瑞平等［９］以耕作

区粮食产量作为耕地质量指标，研究了自然因素和社

会经济因素对耕地质量的贡献率问题。张桃林等［１０］

则指出，耕地在保持高强度的化肥及农药的投入状态

下，可能会导致土壤生态系统发生突变，引起更大的

环境风险。同时还指出，耕地集约度的变化受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程久苗等［１１］利用权熵法对安

徽省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耕地利用效益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较大。从

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针对耕地集约利用评

价方法比较单一，同时在评价指标确定上人为主观因

素影响较大，同时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来说未免有

些宽泛和缺乏针对性。本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高的浙江省为例，利用权熵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利用功效 系 数 法 并 结 合 ＧＩＳ，从 横 向 和 纵 向 两 个 角

度，对浙江省耕地利用状况进行集约度评价，并对耕

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丰富耕地

集约利用评价方法，并为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提供政

策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陆域

面积１．０２×１０５　ｋｍ２，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较多，
雨量丰沛，空气湿润，雨热季节变化同步，气候资源配

制多样，气象灾害繁多。浙江省地形复杂，山地和丘

陵占７０．４％，平原和盆地仅占２３．２％。２０１１年浙江

省生产总值为３２　３１８．８５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

值１　５８３．０４亿元。总人口４　７８１．３１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６１６．７６万人，占总 人 口 的１２．９０％［１２］。浙 江 省

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对外开放省份，是综合性

农业高产区域，以多种经营和精耕细作见长。

１．２　数据来源

以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与空间分异为

研究对象，其中耕地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及各

地级市土地 利 用 变 更 调 查 数 据（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社

会经济数 据 来 源 于《浙 江 省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２年）》及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２　研究方法及实证

根据研究区经济较发达、耕地种植模式多样化的

特点，构建了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
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省级数据 和２０１１年 市 级 数 据 为 样

本，利用信息熵的方法分别确定了评价指标的权重。
并运用ＳＰＳＳ　９．０和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等软件对浙江省耕

地利用时间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异性进行分析。

２．１　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耕地利用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社会、经济构成的

复杂系统，耕地集约利用不能用单个或少数几个指标

进行简单评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应切实结

合耕地集约利用内涵，另一方面应客观全面地反映区

域耕地利用实际，同时耕地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立也应该能正确反映耕地的利用状况，体现出耕地的

质量水平 和 数 量 水 平。因 此 在 遵 循 科 学 性、可 操 作

性、全面性、前瞻性、可比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相

关研究［１３］，并充分考虑指标数据可获取性，结合相关

专家意见，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

效益、耕地可持续状况４个准则层出发，在考虑耕地

的资金、人员、设施投入及当地耕地本身特性的基础

上，筛选出１２项评价指标，构建了浙江省耕地利用集

约度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２．２　原始数据标准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属于多因素综合评价，各评

价指标来源 多 样 化，不 同 的 评 价 指 标 量 纲 和 性 质 不

同，为了使各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对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所采用的数据标准化计算方法为：

　
　　　Ｃｉｊ＝Ｂｉｊ／∑

ｍ

ｉ＝１
Ｂ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１）

式中：Ｃｉｊ———第ｉ个参评对象的第ｊ个评价指标标准

化值；Ｂｉｊ———第ｉ个参评对象的第ｊ个 评 价 指 标 的

原始值；ｉ———参评对象个数；ｊ———评价指标个数。

２．３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信 息 论 中，信 息 熵 是 表 示 系 统 有 序 程 度 的 度

量［１４］。其中，信息熵越小说明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对

系统评价的重要性越大；信息熵越大说明系统无序程

度越高，对系统评价的重要性越小。通过对信息熵的

计算获得评价指标的权重，该方法即为权熵法。权熵

法是利用原始数据进行数学计算以此获得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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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这种仅利用数学计算获得评价指标权重的

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其他方法所带来的人为主观因

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信息熵Ｐ（ｘｊ）计算公

式为：

　　
Ｐ（ｘｊ）＝－ｋ∑

ｍ

ｉ＝１
ＣｉｊｌｏｇＣ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２）

式中：ｋ———调节系数。

表１　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Ｂ

Ｂ１ 耕地投入强度

Ｂ１１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ｋｇ·ｈｍ－２）

Ｂ１２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ｋＷ·ｈｍ－２）

Ｂ１３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人·ｈｍ－２）

Ｂ１４单位耕地面积资金投入／（１０４元·ｈｍ－２）

Ｂ２ 耕地利用程度

Ｂ２１复种指数／％
Ｂ２２耕地有效灌溉率／％
Ｂ２３单位耕地面积农膜使用量／（ｋｇ·ｈｍ－２）

Ｂ２４垦殖指数／％

Ｂ３ 耕地产出效益

Ｂ３１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１０４ 元·ｈｍ－２）

Ｂ３２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１０４　ｋｇ·ｈｍ－２）

Ｂ３３农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 （１０４元／人）

Ｂ４ 耕地可持续状况 Ｂ４１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人）

　　通过各评价指标的熵值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首先计算各参 评 指 标 的 差 异 系 数。第ｊ项 参 评 指 标

的差异系数ｐｊ为：

　　ｐｊ＝１－（ｘｊ）　（ｊ＝１，２，…，ｎ） （３）

则第ｊ项参评指标的权重系数ｈｊ为：

　　ｈｊ＝ｐｊ／∑
ｍ

ｉ＝１
ｐｊ　（ｊ＝１，２，…，ｍ） （４）

经计算后，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

的权重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Ｂ１１ ０．０８４　６　 Ｂ２３ ０．０８４　３
Ｂ１２ ０．０８４　４　 Ｂ２４ ０．０７５　９
Ｂ１３ ０．０８５　９　 Ｂ３１ ０．０８４　５
Ｂ１４ ０．０８７　６　 Ｂ３２ ０．０８４　７
Ｂ２１ ０．０８４　８　 Ｂ３３ ０．０８２　９
Ｂ２２ ０．０８４　５　 Ｂ４１ ０．０７５　９

２．４　评价模型的确定

在借鉴城市土地利 用 综 合 效 益 评 价 方 法 的 基 础

上［１５］，采 用 功 效 系 数 法 横 向 评 价 浙 江 省 耕 地 利 用 集

约度情况。功效系数法是将各 评 价 指 标 进 行 函 数 转

换之后，得出各评价指标的功 效，再 将 各 评 价 指 标 进

行加权综合得出每个参评对 象 的 总 功 效 系 数。具 体

计算方法为：

Ｕ（Ｘｉ）＝（
Ｃｉ－ｂｉ
ａｉ－ｂｉ

）×０．４＋０．６　（ｉ＝１，２，…，ｎ） （５）

式中：Ｕ（Ｘｉ）———第ｉ项评价指标功效；Ｃｉ———第ｉ项

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ａｉ———系统稳定临界点指标

上限；ｂｉ———系统稳定临界点指标下限。其中为使评

价结果更加合理，本研究系统 临 界 点 上、下 限 值 分 别

采用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得出评价对象功效之后，用线性加权法对每一个

参评指标配以用权熵法计算出的权重系数，并进行相

加，得到评价对象的总功效系数Ｄ：

　　Ｄ＝∑
ｎ

ｉ＝１
ｈｊ·Ｕ（Ｘｉ） （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横向评价

通过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功效，计算得出浙江

省近１０ａ来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情况（表３），通过功

效系数表可以 看 出，近１０ａ来 浙 江 省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状况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上升趋势并不

明显。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得分值由

起始年份的０．７６３　２增至评价截止年份的０．８５２　５，年
平均增长量为０．００８　９。从表３中也可以看出，耕地利

用集约度得分值的高低，受到 来 自 耕 地 投 入 强 度、耕

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效益及耕地可持续状况４方面

的影响。其得分值的高低与这４方 面 的 变 化 有 着 密

切的关系。从表３中可以看出，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

度得分波动性较明显，但总体耕地集约度得分处于逐

年增加的趋势，说明浙江省耕 地 利 用 逐 渐 趋 向 合 理，

耕地资源的配置逐渐趋于优 化。受 经 济 发 展 和 市 场

需求的综合影响，种植业内部结构变动频繁和耕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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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速度的加快导致耕地投 入 强 度、利 用 程 度、产 出

效益和耕地可持续状况不稳定，是引起浙江省耕地集

约度呈现波动上升变化的主 要 原 因。通 过 浙 江 省 耕

地利用集约度和评价指标权重系数表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产出效益的变化对耕地利用

集约度的影响较大，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产出效益的

变化趋 势 与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的 变 化 趋 势 基 本 保 持

一致。

表３　浙江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耕地利用集约度功效系数

年 份
耕地利用

集约度
耕地投
入强度

耕地利
用程度

耕地产
出效益

耕地可
持续状况

２００２　 ０．７６３　２　 ０．７００　７　０．７９５　３　０．７３４　２　 １．００２　０
２００３　 ０．７２４　３　 ０．７１２　０　０．７７３　５　０．６２９　９　 ０．８８０　２
２００４　 ０．７５３　３　 ０．７５６　５　０．７７８　４　０．７０１　４　 ０．８０２　２
２００５　 ０．７８９　０　 ０．８２３　９　０．８２８　５　０．７３４　１　 ０．６４３　６
２００６　 ０．７６５　５　 ０．８１３　３　０．７８１　３　０．７２９　６　 ０．６００　７
２００７　 ０．７６３　１　 ０．８０８　１　０．７９０　２　０．７１４　５　 ０．６０３　３
２００８　 ０．７８２　３　 ０．８０６　５　０．８０４　３　０．７７２　１　 ０．６１１　５
２００９　 ０．７９５　１　 ０．８０５　４　０．８０１　７　０．７７９　２　 ０．７７３　５
２０１０　 ０．８０５　５　 ０．７９９　１　０．８０５　２　０．８２４　２　 ０．７７３　５
２０１１　 ０．８５２　５　 ０．８４４　８　０．８６０　８　０．８７６　０　 ０．７７３　５

３．２　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准则层变化

近年来，浙江省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逐 渐 加 快，人 民 生

活水平逐 年 提 高，产 业 机 构 经 过 调 整 也 逐 渐 趋 于 合

理，农业产值所占ＧＤＰ的比重逐年降低，耕地资源配

置及集约度状况逐渐趋于优 化。从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评价准则层来看，不同准则层 变 化 情 况 不 一 致，其 中

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利用程度近１０ａ来变化幅度较

小，与耕地集约度变化状况基本保持一致。耕地产出

效益和耕地可 持 续 状 况 近１０ａ来 变 化 情 况 较 大（图

１）。其中耕地产出效益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呈现出直线加

速上升的变化态势。耕地产出 效 益 功 效 系 数 自 评 价

起始面至 评 价 截 止 年 增 长２２．６０％。反 映 在 评 价 指

标上主要体现在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 值 的 提 高 和 农

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的提高。其 中 单 位 耕 地 面 积 农

业产值由２００７年的３８．３８万元／ｈｍ２ 以年均１０．２１％
的速度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５７．９８万元／ｈｍ２。农业从业

人员人均产值在近５ａ来更是以年均１５．０７％的速度

保持高速增长。耕地投入强度 和 耕 地 利 用 程 度 在 近

几年来上升趋势并不是很明显。可以说，耕地产出效

益的逐步攀升是２００７年以来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

得分连年快速增长的主要贡 献 力 量。从 耕 地 可 持 续

状况来看，浙江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近１０ａ来 变 动 幅 度 较

大，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浙 江 省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呈 现 逐 年 降

低的趋势，而且下降速度较快，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人均耕

地面积缩减速度变缓。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人均耕地面积

有一 个 较 大 幅 度 的 上 升，２００９年 之 后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基本保持不变。２００６年之前政府对耕地占用的政策

并没有明 确 的 规 定，２００７年 温 家 宝 在《政 府 工 作 报

告》中指出：“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 和 节 约 集 约 用

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一

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１８亿亩这条红线。”中央十

二五规划建议也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

整理复垦”。正是由于此项政策的提出使我国耕地面

积减少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 遏 制。同 时 浙 江 省 耕 地

占补平衡及农村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使浙江省在一

段时间内耕地补充面积多于同期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人均耕地面积有一定的增加。

图１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

４　浙江省耕地利用纵向评价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２０１１年各地级市统计

年鉴及相关数据资料，收集相 关 数 据，并 对 收 集 数 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１），根据评价指标权重及计算

模型算出各地级市耕地集约功效系数 及 各 准 则 层 功

效系数，得到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分级状况。将不

同地区耕地 集 约 度 导 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分 析 浙 江 省 耕

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特征。

４．１　浙江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区域差异性分析

根据各评价指标的 权 重 系 数 及 浙 江 省 各 地 级 市

耕地集约度评价指标标准化数据（公式１），采用计算

模型得到浙江省各地区耕地 利 用 集 约 度。评 价 结 果

表明，浙江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集约度得分（Ｄ）处于

０．６６２～０．８８９之间，平均得分０．８０２，其中０．８＜Ｄ＜
０．９的 评 价 单 元 数 占 全 部 评 价 单 元 数 的６３．６４％，耕

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较好。不 同 地 区 之 间 耕 地 集 约

利用水平差异悬殊，其中嘉兴市因较高的耕地利用程

度和较高的耕地产出效益，Ｄ高达０．８８９，而舟山市耕

地投入、产出、利用程度及可持续状况都相对较差，Ｄ
仅为０．６６２。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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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及农业产业结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耕地集

约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性较明 显。从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水平分级图来 看（图２），北 部 城 市 靠 近 杭 州 湾，经 济

发展水平比南部地区高，同时北部地区相对南部耕地

自然禀赋相对较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北方明显高于

南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

图２　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分级

４．２　准则层区域差异性分析

４．２．１　耕地投入强度的区域差异　浙江省耕地投入

强度功效系数平均值为０．８１１，该省耕地利用投入水

平相对较好。不同地区耕地投入区域差异性较明显，
地级市耕 地 投 入 强 度 功 效 系 数 最 低 地 区 为 湖 州０．
７０８，最高为衢州０．８９９，二者相差较为悬殊。从耕地

投入强度评价 图（图３）和 耕 地 节 约 利 用 水 平 分 级 图

（图２）可知，耕地投入水平高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

平不一定高。从评价指标层来看，耕地投入等级较高

的地区主要是单位耕地面积种植业资 金 投 入 相 对 较

高。农业仍是此部分地区重要的基础产业，同时这些

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业基础设施配套状况

较好，对机械、化肥和电力的投入较充分，农村人口相

对较多，单位耕地面积农业劳 动 力 投 入 较 多，因 此 耕

地投入水平相对较高。

图３　浙江省耕地投入强度评价

４．２．２　耕地利用程度区域差异　浙江省各地区耕地

利用程度功效系数最高的为嘉兴０．９５３，最低的为舟

山０．６２１，两者相差０．３３２，相差较悬殊。该省耕地利

用程度功效系数平均值为０．７８１，利用程度属于典型

的正态分布，整体而 言，全 省 耕 地 利 用 程 度 不 高。从

浙江省耕地利用程度评价图（附图４）和来看，浙江省

耕地利用程度区域差异性与耕地集约 利 用 水 平 区 域

差异性有一定的关联性，均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利

用ＳＰＳＳ　９．０对耕地集约度功效系数和耕地利用程度

功效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在ｐ＝０．０１
水平上 呈 显 著 相 关 性，相 关 系 数 高 达０．９３６，说 明 浙

江省耕地利用程度越高的地区耕地集 约 利 用 水 平 相

对越高。耕 地 利 用 程 度 由 复 种 指 数、耕 地 有 效 灌 溉

率、单位耕地面积农膜使用量及复垦指数４项评价指

标构成，利用程度的差异性与区域种植结构有着密切

的关系。种植业结构直接影响 着 单 位 耕 地 劳 动 力 需

求 和 耕 地 产 出 效 益，进 而 影 响 区 域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状况。

４．２．３　耕地产出效益区域差异　浙江省耕地产出效

益功 效 系 数 最 高 的 是 湖 州０．９３０，最 低 的 是 舟 山

０．６５７，两者相差０．２７３，两者同样存在较大差距。耕

地产出效益功效系数平均值为０．８００，整体而言浙江

省耕地产出效益较好。从耕地产出效益评价图（附图

５）来看，浙 江 省 耕 地 产 出 效 益 也 具 有 显 著 的 分 异 特

征，产出效益与耕地集约度及 耕 地 利 用 程 度 一 样，均

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耕地产 出 效 益 功 效 系 数 与 耕

地利用集约度功效系数也呈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０．８６５。耕地产出效益的高低与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及

种植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宁波市为例，该市经济

发展水平在浙江属前列，主要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为 工 业，
同时宁波地区农民从商比例较高，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较低，大部分以经济作物为主。耕地产出效益准则层

由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及

农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三项评价指标构成，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地区产出效益得分值。

４．２．４　耕地可持续状况区域差异　考虑到研究区实

际状况及数据的可获取状况，耕地可持续状况准则层

仅选取一项评价指标，即人均耕地面积。从评价结果

来看（附图６），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相差较大，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２。同时不同

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差较大，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是

丽水市０．０６４ｈｍ２／人，最小 的 是 舟 山 市０．０２７ｈｍ２／
人，两者相差０．０３７ｈｍ２／人，区 域 分 异 性 比 较 明 显。
人均耕地面积的多少与地区自然资源 禀 赋 及 人 口 的

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耕地面积的多少与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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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占用也有关，在地区经济 发 展 中，应 合 理 保 护 耕

地，确保耕地面积的存量。

５　耕地集约利用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浙江省耕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定性分析，总结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主要

体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农业发展水平和政策等方面。

５．１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对耕地集 约 利 用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经

济发展、科技进步、人 口 增 长 等 方 面。不 同 地 区 经 济

发展水平不同，产业 结 构 也 不 同。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科技的进步，对农村机械化、水 利 设 施 等 的 建 设 和 投

入会不断的加大，使农业机械化水平及有效灌溉面积

得到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耕地集约利

用水平的提高。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
使城市化水平随之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大

量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减。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降低地区耕地集 约 利 用 水 平。同 时 经 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产业结 构 也 会 不 断 的 优 化，在

此过程中农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会 不 断 的 降 低，这 在 一

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因此，地区社

会经济的 发 展 对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的 影 响 是 多 方 面 的。

以浙江省１１个地级市数据为 样 本，对 地 区 耕 地 集 约

度功效系数与地区人均ＧＤＰ进 行 了 相 关 性 分 析，相

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经济发展水

平虽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相 关 性 并 不 明 显，相 关 系

数仅为０．４８。从图２中也可看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

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一定高。

５．２　农业发展水平

从评价体 系 准 则 层 来 看，农 业 发 展 水 平 越 高 的

地区，耕地投入强度和 耕 地 产 出 效 益 也 越 高，耕 地 利

用水平也 相 对 较 高。通 过 对 浙 江 省１１个 地 区 标 准

化后的地均农业产值和耕地集 约 度 功 效 系 数 相 关 性

分析也可发现，耕地集约度水平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

曲线基本吻合（图４），耕地集约度功效系数标准化值

与标准 化 后 的 地 均 农 业 产 值 之 间 呈 显 著 相 关 关 系

（Ｒ＝０．８３３＊＊，ｐ＜０．０１）。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体

现的是地区对农业发展的重 视 程 度。农 业 发 展 水 平

较高的地区农业基础水平较好，地区对农业的投入占

总投资的比重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同时从图７
可以看出，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的 地 区，自 然 资 源 禀 赋

也相对较好，农业自然灾害也 相 对 较 少，利 于 农 业 的

机械化、规 模 化 发 展，因 此 耕 地 集 约 度 水 平 也 相 对

较高。

图４　浙江省各市２０１１年耕地利用效益功效系数

与地均农业产值标准化值之间的关系

５．３　政策因素

通过浙江省近１０ａ评价指标层数据的定性及定

量分析不难发现，政策因素对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有

着重要的影响。该因素并不直 接 影 响 耕 地 的 产 出 或

者利用程度，但影响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并直接作

用于对耕地的投入。通过相关实践调研，发现随着农

村地区对农业税费改革的展 开，耕 地 生 产 成 本 降 低，
耕地收入 增 长，农 业 生 产 热 情 比 政 策 实 施 前 明 显 高

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的 提

高。同时，国家对土地相关政策的实施对耕地集约利

用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耕地面积红线的提出，使非农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速度明显降低，特别是此项政策

实施的开始几年，可以明显的看出耕地集约度曲线的

变化。此外，国家对农 业 行 业 的 政 策 性 补 贴，例 如 农

业器械购置补贴、农业科技资 金 投 入 等，在 一 定 程 度

上都促进了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

６　结 论

（１）浙江 省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水 平 时 序 变 化 性 明

显。全省集约利 用 状 况 总 体 较 好，近１０ａ来 耕 地 集

约利用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上升这一变化趋势，但上升

趋势并不明显。不同评价准则层变化情况不一致，其
中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利用程度近１０ａ来变化幅度

较小，与耕地集约度变化状况基本保持一致。耕地产

出效益和耕地可持续状况近１０ａ来变化较大。
（２）浙江 省 耕 地 利 用 集 约 度 水 平 区 域 差 异 性 明

显。耕地集约利用水 平 呈 现 北 高 南 低 的 特 点。耕 地

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 及 可 持 续 状 况 地 域 差

异性也比较明显，同时不同准则层之间也有一定的关

联度。
（３）耕地 集 约 利 用 影 响 因 素 多 样 化。通 过 定 性

和定量分析，可以将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因素分为３
方面：社会 经 济 因 素、农 业 发 展 因 素 和 政 策 性 因 素。
其中社 会 经 济 因 素 对 耕 地 集 约 利 用 有 着 多 方 面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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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合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的情况及问题，今

后浙江省应加大对南部地区耕地的投入，积极推广农

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种植积 极 性，加 大 农 业 基 础 设

施的建设，走 规 模 化、多 样 化、现 代 化 的 农 业 发 展 之

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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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对于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２３８　Ｕ，２３２　Ｔｈ，４０　Ｋ含

量，成都经济区与世界、全国和四川省处于同一水平。
（２）成都经济区不 同 土 壤 的 天 然 放 射 性 含 量 大

小顺序为：２３８　Ｕ：黄壤＞草毡土＞灰潮土＞水稻 土＞
棕壤＞紫色土；２３２　Ｔｈ：棕壤＞黄壤＞草毡土＞水稻土

＞灰潮土＞紫色土；４０　Ｋ：棕壤＞草毡土＞黄壤＞紫色

土＞灰潮土＞水稻土。
（３）对同类型土壤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平原

地区比高山地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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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榆林地区2001和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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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贵阳市1993，2000和2010年土地利用被现状 

附图4浙江省耕地利用程度评价 附图5浙江省耕地产出效益评价 附图6浙江省耕地可持续状况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