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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凉州区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经济发展中的凉州区的耕地保护工作

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建设占用耕地量、非农 GDP 产值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标，并对非农 GDP 进行重新界

定，采用改进的脱钩分析方法。 [结果] （1） 凉州区 2001—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 GDP 的关系主要呈

现出 7 种状态，即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衰退脱钩、衰退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表现为强脱

钩和弱脱钩的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 40%，总体上有 2 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 （2） 脱钩弹性曲线总

体上表现出 M 形变化，呈现出“非理想状态—畸形状态—理想状态”的周期性变化，且凉州区近年来都表现

为脱钩的理想状态，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结论] 对非农 GDP 进行了重

新界定，改进了脱钩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产生脱钩的原因与凉州区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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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by construction 

in liangzhou distr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demonstra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angzhou district. [Methods] Two indices including the 

occupation of cultivation land by construction and redefined non-agricultural GDP were used. And decoupling 

method was adopted.[Results] (1) In 2001-2010,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ccupation of cultivation land 

by construc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GDP mainly presented seven kinds of state ,they were : strong negative 

decoupling, expansively negative decoupling, decoupling, and recessive association , weak decoupling and 

expansive association. Among of them, terms in the state of strong decoupling and weak decoupling covered 

40% of the investigated period. Generally, two years were in the strong decoupling state. (2) The decoupling 

elastic curve generally looked like a M shape. It presented a "the ideal state - deformed state - ideal" cyclical 

change. And in recent years, development of liangzhou district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ideal decoupling s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deorbited the former economic growth rout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pense of cultivation land resource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elucidated by the improved decoupling method 

and redefined non-agricultural GDP were exactly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liangzhou district.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coupling analysis; non-agricultural GDP; 

Liangzho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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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红线“双保工程”问题日益突出[1-2]。由此，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研究成果主要从定量与定性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定量分析耕地总量或减少量与 GDP、人均 GDP

或其他经济指标的总量或增长率的关系；二是定性分析 GDP 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建设占用和各种耕地

流失的问题，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缓解的对策[3-4]。然而，将脱钩分析方法运用到耕地占用与经济发

展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3]。陈百明[4]、郭琳[5]、宋伟等[3,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耕地占用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但在研究中忽略了其他地类被占用也会贡献非农 GDP 的增长[7]。鉴于此，本研究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对非农 GDP 进行重新界定及对脱钩分析方法在土地利用中进一步完善的前提下，以河西

农业大区——凉州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经济发展中的凉州区的耕地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凉州区地处河西走廊东端，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东端。地理坐标101°49＇—104°43＇E、

36°09＇—39°27＇N。南北长326 km，东西宽204 km，国土面积33 238 km
2，海拔1 367~3 263 m。现辖

19镇18乡、2个生态建设指挥部，7个城区街道办事处，全区总面积5 081km
2，有449个行政村，聚居着

汉、回、藏、满等25个民族，总人口1.02×10
6人，其中农业人口7.85×10

5人，非农业人口2.37×10
5人。凉

州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新高原３大高原交汇地带，平均海拔1 632 m，农用地2.06×10
５ 

hm
2，

占土地总面积的 42.35%。其中，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水面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24.16%,1.54%,2.81%,13.46%和0.38%；建设用地为3.42×10
4 

hm
2，占土地总面积的7%；未利用地为

2.47×10
5 
hm

2，占土地总面积的50.65%
[8-9]。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武威统计年鉴（1998—2010 年）》、《武威市改革开放三十年资料汇

编（1978—2007 年）》、《武威六十年（1949—2009 年）》、《凉州区土地利用变更数据（1998—2010 年）》、

凉州区“二调”数据（2008 年）等。 

2 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脱钩的理论框架 

2.1 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脱钩的概念 

 “脱钩”一词最早由台湾学者李坚明在参加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能源与环境评价项目时，

由“Decoupling”翻译而来[10]。陈百明等将脱钩分析方法引入土地利用中来表示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之

间的关系，并界定为当非农 GDP 增长快于耕地占用增加量时称为相对脱钩，非农 GDP 增长而耕地占用

量为零或负增长时则称之为绝对脱钩，具体测度时用脱钩指数[4,7]。 

2.2 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指标与模型 

在研究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选取建设占用耕地量、非农 GDP 产值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

标，为了消除耕地占用或政策、措施等因素对非农 GDP 产值影响的滞后效应[11-12]，结合前人的研究将

非农 GDP 的滞后期设定为 2 a，即计算时运用比基础的耕地占用等数据晚 2 a 的非农 GDP 统计数据。 

经过指标筛选，采用建设占用耕地量衡量耕地占用负荷指标 CQ，采用非农 GDP 产值衡量 GDP 增

长指标 GI。据 Tapio 等分析[13-14]，构建脱钩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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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第 n 个年份； αn——第 n 个年份脱钩弹性； CQn——第 n 个年份建设占用耕地量； GIn

——第 n 个年份非农 GDP 产值。 

由于直接采用非农 GDP 时，在新增建设占用的耕地比例不同和非农 GDP 增量相同的情况下，就会

掩盖或者夸大耕地占用压力[7]。基于此，在运用脱钩分析方法时，首先对非农 GDP 进行了重新界定，

即用新增建设用地中的耕地比例对统计中的非农 GDP 指标进行了修正，非农 GDP 的修正公式为： 

 ' 0 2n n

S
GI GI

S

   

式中：GI
′
n——修正后的第 n 个年份非农 GDP 产值； S0——耕地占用量； SΔ——新增建设用地量。 

公式⑵中用耕地占用量占新增建设用地量的比例对非农 GDP 进行修正，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耕

地占用量对非农 GDP 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剔除新增建设用地量中其他地类占用对非农 GDP 的影响，

避免掩盖或者夸大耕地占用压力。这样，剔除了其他地类，只剥离出耕地所对应的非农 GDP 贡献量，

既科学合理地定义了非农 GDP，又将非农 GDP 中耕地占用对其的贡献量巧妙地提取了出来。从定量分

析的角度来说，用耕地占用量占新增建设用地量的比例对非农 GDP 进行修正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因此，最终修正后的脱钩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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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第 n 个年份脱钩弹性； CQn——第 n 个年份建设占用耕地量； CQn-1——第 n-1 个年份建

设占用耕地量； GI
′——第 n 个年份非农 GDP 产值； GI

′
n-1——第 n-1 个年份非农 GDP 产值。 

2.3 脱钩弹性衡量标准 

根据 Tapio 和李坚明等[10-12]学者的研究，脱钩弹性值 0.8 和 1.2 可以作为脱钩状态划分依据，若分

别用 η1，η2表示脱钩弹性临界值 0.8,1.2，并将脱钩程度进一步划分，建立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脱钩程

度坐标[3]如图 1 所示，脱钩程度衡量标准详见表 1。 

 

图 1 脱钩程度坐标图 

 

表 1 脱钩程度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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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CQ/CQ - - - - + + + + 

α α＜0 η2＜α η1＜α＜η2 0＜α＜η1 α＜0 η2＜α η1＜α＜η2 0＜α＜η1 

脱钩名称 强脱钩 衰退脱钩 衰退连接 弱负脱钩 强负脱钩 扩张负脱钩 扩张连接 弱脱钩 

注：ΔGI/GI 为非农 GDP 变化率，ΔCQ/CQ 为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α 为脱钩弹性值，η1，η2分别表示

脱钩弹性临界值 0.8 和 1.2。 

 

2.4 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脱钩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根据增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研究思路，生产要素的互动可以引起经济的增长，用函数[11,15]可表达

为： 

   , , , 4P F C W L T  

式中，P 原代表产出，C 原代表资本，W 原代表劳动，L 原代表土地，T 原代表技术起步。引用到本文

中，P 可取非农 GDP 产值，C 为固定资产投资额，W 为二三产业从业人数，L 为建设占用的耕地量，T

为技术进步。根据以上函数关系可知，4 个变量中只要有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将会对非农 GDP

产生影响。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的增长往往是通过外延扩大进行的，即以扩大生产规模或资

源的消耗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个时期，耕地占用量的变化要大于其他要素，可能会引起非农 GDP 的

增加，将会导致脱钩的不同状态。当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换为由外延扩大向内涵挖潜时，即通过科学管

理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质量和效益而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个时期，公式⑷中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即使不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也能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根据要素替代原理，加

大耕地保护力度、增加耕地转用成本、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这意味着土地（建设占用耕地量）

投入不变，此时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样会

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6-7,10-16]。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数据处理 

为了消除耕地占用或政策、措施等因素对非农 GDP 产值影响的滞后效应，非农 GDP 的滞后期设定

为 2 a，故本研究基础数据采用 1998—2010 年的耕地占用数据、2000—2010 年的非农 GDP 数据，将研

究年份统一在 2000—2010 年，以便做时间序列分析。 

3.2 结果与分析 

3.2.1 计算结果 

根据前文脱钩分析方法，将相关基础数据代入公式⑵—⑶，得凉州区 2000—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

与非农 GDP 脱钩指标和弹性值计算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凉州区 2000—2012 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 GDP 脱钩指标及弹性值结果表 

年份 

非农 GDP 产值（GI） 

(10
8元,可比价) 

修正后的非农GDP产值

（GI′） 

(10
8元,可比价) 

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

（ 

ΔCQ/CQ）/% 

非农GDP产值变化率 

(ΔGI′/GI′)/% 

脱钩 

弹性值 

α 

脱钩状态 

2000 29.74 18.68 — — — — 

2001 33.72 9.36 0.04 -0.50 -0.09 强负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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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38.78 15.39 2.48 0.64 3.85 扩张负脱钩 

2003 45.91 27.29 -0.16 0.77 -0.21 强脱钩 

2004 60.80 24.33 -0.27 -0.11 2.52 衰退脱钩 

2005 71.80 6.80 -0.71 -0.72 0.99 衰退连接 

2006 83.90 12.49 0.28 0.84 0.34 弱脱钩 

2007 97.02 70.91 1.25 4.68 0.27 弱脱钩 

2008 112.79 85.93 0.20 0.21 0.94 扩张连接 

2009 116.18 18.72 -0.75 -0.78 0.95 衰退连接 

2010 113.61 25.27 -0.05 0.35 -0.15 强脱钩 

3.2.2 结果分析  凉州区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 GDP 的关系主要呈现出了 7 种状态：强负脱钩、扩张负脱

钩、强脱钩、衰退脱钩、衰退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表 2），呈现出这 7 种状态的期数分别为 1，1，

2，1，2，2 和 1，分别占统计期数的 10%，10%，20%，10%，20%，20%和 10%，其中表现为强脱钩

和弱脱钩的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 40%。总体上有 2 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反映了在以上 2 个

年份中凉州区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脱钩弹性变化趋势图（图 2）

可以看出，脱钩弹性曲线总体上表现出 M 形变化，呈现出的脱钩变化状态为“非理想状态—畸形状态—

理想状态”周期性变化，根据脱钩弹性曲线的波动情况可将研究期划分为 4 个阶段：2001—2002 年，

2003—2004 年，2005—2007 年，2008—2010 年。 

根据凉州区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GDP的脱钩弹性曲线的波动情况可将研究期划分为4个阶段：2001

—2002 年，2003—2004 年，2005—2007 年，2008—2010 年。第一阶段（2001—2002 年），总体来看，

该阶段经历了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的过程（表 2），即呈现出由非理想向畸形状态过渡。建设占用耕

地数量变化率远大于同期非农 GDP 变化率（图 4）。建设占用耕地量在急速增加而非农 GDP 却增长缓

慢。在此期间，2001 和 2002 年的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09，3.85（表 2），其中 2002 年每 1×10
8元的非

农 GDP 增加量伴随 17.43 hm
2 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增加（图 5），建设占用耕地压力变大。第二阶段

（2003—2004 年），该阶段经历了由强脱钩向衰退脱钩的转变，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21 和 2.52（表 2）。

此阶段非农 GDP 产值变化率高于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图 4），2003 年每 1×10
8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

伴随 1.98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减少，达到了脱钩的最理想状态。而 2004 年每 1×10

8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伴随 11.42 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增加（图 5），建设占用耕地压力增大。第三阶段（2005—2007

年），总体来看，该阶段经历了衰退连接-弱脱钩-弱脱钩的过程（表 2），呈现出了由畸形状态向理想状

态的过渡。此阶段非农 GDP 变化率高于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建设占用耕地量持续增加，非农 GDP

先缓升后剧增（图 4）。此阶段，2005 年为衰退连接状态，脱钩弹性值为 0.99，每 1×10
8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伴随 3.67 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增加（图 5）。2006 和 2007 年都为弱脱钩状态，脱钩弹性值分

别为 0.34，0.27。每 1×10
8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伴随 1.27 和 0.71 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增加，耕地

占用压力由小变大。第四阶段（2008-2010 年），该阶段经历了扩张连接-衰退连接-强脱钩的过程（表 2），

呈现出了由畸形状态向理想状态的过渡。非农 GDP 变化率高于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图 4）。建设占用

耕地量下降，非农 GDP 先下滑后增长，建设占用耕地压力继续在变小。此阶段，2008 和 2009 年分别

为扩张连接、衰退连接状态，脱钩弹性值分别为 0.94 和 0.95（表 2），每 1×10
8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伴

随 0.98 和 0.99 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增加（图 5）。2010 年为强脱钩状态，脱钩弹性值为-0.15，每 1×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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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非农 GDP 增加量伴随 0.18 hm
2的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减少，即非农 GDP 增长而建设占用耕地为负增

长，达到了脱钩的最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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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凉州区 2001-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 GDP 脱钩弹性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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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凉州区 2001—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与非农 GDP 变化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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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凉州区 2000—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量与非农 GDP 产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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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凉州区 2000—2010 年单位非农 GDP 产值伴随建设占用耕地量的变化 

3.2.3 脱钩原因分析 

根据凉州区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及脱钩规律，结合相关政策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情况可以得出产生脱钩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研究期内，凉州区在 2003 年出现了第一次强脱钩状态，

达到了脱钩的理想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1999 年全国开始执行新的《土地

管理法》，新《土地管理法》中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占补平衡、基本农田

保护等耕地保护政策。2000 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强化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对

建设占用耕地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由于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滞后性，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

在此阶段显现出来，但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2002—2003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增幅加大，凉州区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跃居第二位，第三产业产值在三产业中的比

重达到了最高峰；同时，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持续增长，这些都为 2003 和 2004 年耕地占用与经济

发展出现强脱钩状态奠定了基础。综合以上分析，全市在 2002—2003 年间耕地占用量均有所减少，

但是大量固定资产和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投入形成了很好的替代效应，促使非农 GDP 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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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 年研究区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发生脱钩，这不仅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得益于大

量资本和劳力的投入。反映出若在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增加耕地转用成本、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

地数量的同时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便可

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 

凉州区在 2006—2007 年呈现出弱脱钩状态，主要是因为 2004 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深化

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要求实行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制度，

建立相应的耕地保护责任的考核体系，实施补充耕地监督的责任追究制[6]。同年，国家开展了全

国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国土资源部也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

应调控。这些政策措施直接导致了 2004—2005 年之间凉州区建设占用耕地审批量的减少，使得建

设用地只能走内部挖潜的道路。这也正是此阶段凉州区建设占用耕地量急速下降，但非农 GDP 却

不断递增，非农 GDP 产值增长率高于建设占用耕地变化率的原因所在。 

凉州区 2008—2010 年脱钩状态由扩张连接转为衰退连接再到强脱钩状态。这一时期研究区出

现脱钩的理想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2006 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6]31 号）》中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2007 年甘肃省

为了更为有效地保护基本农田，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修订了原《甘肃省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加强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收紧了土地闸门，使得建设占

用耕地的数量不断减少，从整个研究区来看，相比 2005—2006 年，2007—2010 年间建设占用耕

地数量减少了近 1/2。第二，2006 年甘肃武威工业园区开始筹建，期间尽管需要大量建设用地，

但由于国家及甘肃省相关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的严格政策，使得建设所需用地只能占用河滩荒地

或走内部挖潜的道路。第三，武威工业园区的建设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同时吸纳了大量该地的

劳动力。在此期间，建设占用耕地量在不断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及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持续增长，

真正实现了少占或不占耕地，而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为要素替代方式来拉

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脱钩。 

综上所述，国家或地方出台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增加耕地转用成本、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使建设用地走内部挖潜的道路；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增加

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

生脱钩。另外，地方政府通过兴建工业园区或产业园的形式将分散的资源集聚利用，增加单位面

积的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动力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质量和效

益而拉动经济的增长，也能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 

3.3 讨 论 

（1） 以往将脱钩理论引入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时，笼统地将非农 GDP 定义为二

三产业产值，这就夸大了耕地占用对非农 GDP 的贡献。本研究对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

研究时，首先对非农 GDP 进行了重新界定，即用新增建设用地中的耕地比例对统计中的非农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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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了修正。剔除了其他地类，只剥离出耕地所对应的非农 GDP 贡献量，避免了以往直接采

用非农 GDP 时，由于非农 GDP 增量相同和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比例不同的情况下对耕地占用压力

的夸大。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本研究在对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只对研究区 2001—2010 年的耕地

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脱钩研究，而没有对研究区未来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进

行预测。这主要是因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使未来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难以确定，

进而无法预测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未来脱钩状态。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1） 本研究在对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时，首先对非农 GDP 进行了重新界定，

从被占用的耕地中剔除了其他地类对耕地的占用，只剥离出建设占用耕地所对应的非农 GDP 贡献

量，避免了以往笼统地采用耕地占用对非农 GDP 的贡献，改进了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产生脱钩

的原因与凉州区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凉州区 2001—2010 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 GDP 的关系主要呈现出了 7 种状态：强负

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衰退脱钩、衰退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呈现出这 7 种状态的期

数分别占统计期数的 10%，10%，20%，10%，20%，20%和 10%，其中表现为强脱钩和弱脱钩的

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 40%，总体上有 2 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反映了在以上 2 个年份中

凉州区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3） 研究期内凉州区脱钩弹性曲线总体上表现出 M 形变化，呈现出的脱钩变化状态为“非

理想状态—畸形状态—理想状态”周期性变化，根据脱钩弹性曲线的波动情况可将研究期划分为 4

个阶段：2001—2002 年，2003—2004 年，2005—2007 年，2008—2010 年。凉州区近 3 a 都表现

为脱钩的理想状态，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4） 根据凉州区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及脱钩规律，结合相关政策及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可以得出产生脱钩理想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国家或地方出台严

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增加耕地转用成本、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使

建设用地走内部挖潜的道路；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二三产业从业人

数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耕地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另外，地方政府通过兴建

工业园区或产业园的形式将分散的资源集聚利用，增加单位面积的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动力投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质量和效益而拉动经济的增长，也能使耕地

占用与非农 GDP 发生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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