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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规律,为改善该区耕地集约利用方式,实现耕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及其12个盟市的耕地集约

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揭示其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①从全区层面分析,1985—2018年期

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总体呈增长态势,耕地集约度由63.30增长至88.12,增幅高达39.21%,耕地

集约利用总体呈波浪式增长。②从空间层面分析,通过自然分界法将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耕地集约利用水

平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巴彦淖尔市和呼伦贝尔盟为高度集约型(Ⅰ级),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阿拉善盟、
鄂尔多斯市为较集约型(Ⅱ级),呼和浩特市为一般集约型(Ⅲ级),赤峰市、通辽市为较粗放型(Ⅳ级),乌兰

察布市、包头市、乌海市为粗放型(Ⅴ级)。③从驱动因素分析,人均GDP、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用于

农业支出以及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而第一产

业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以及治理水土面积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负向驱动作用。[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总体呈增长态势,未来应规范耕地流转,加强耕地用途管控,协调产量与生态的

关系,进一步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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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ndtemporalchangesintheintensiveuseofarablelandinInnerMongolia
AutonomousRegionwerestudiedinordertoimprovetheintensiveandsustainableuseofarableland
resources.[Methods]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wasusedtocomprehensivelyevaluatethelevelofintensive
useofarablelandfortheentireInnerMongoliaregionandits12leagues,andtorevealitsspatialandtemporal
variationcharacteristicsanddrivingfactors.[Results]① Theanalysisconductedatthewholeregionlevel
showedthattheoverallarablelandintensificationlevelincreasedduring1985—2018,withthearableland
intensificationlevelincreasingfrom63.30to88.12,anincreaseof39.21%.Theoverallarablelandintensification



utilizationshowedawave-likegrowthpattern.② Thespatial-levelanalysisshowedthatthelevelofintensive
utilizationofarablelandineachleagueorcityofInnerMongoliacouldbedividedintofivelevelsbythe
naturaldivisionmethod,amongwhichBayannaoerandHulunBuirLeaguewereclassifiedashighlyintensive
(levelⅠ);XilingolLeague,Hing’anLeague,AlxaLeague,andOrdosCitywererelativelyhighintensive
(levelⅡ);HohhotCitywasgenerallyintensive(levelⅢ);ChifengandTongliaoCitywererelatively
extensive(levelⅣ).WulanchabuCity,BaotouCity,andWuhanCitywereextensive(levelⅤ).③ The
analysisofdriversshowedthatGDPpercapita,posableincomeperfarmer,financialexpendituresonagriculture,

andtheamountofinvestmentinfixedassetsinprimaryindustrieshadsignificantpositivedrivingeffectsonthe
intensiveuseofarablelandinInnerMongolia,whilethegrossvalueofprimaryindustries,urbanizationrate,

andtheareaofwaterandsoilmanagementhadsignificantnegativedrivingeffectsontheintensiveuseof
arablelandinInnerMongolia.[Conclusion]Inthefuture,transferofarablelandshouldberegulated,the
controlofarablelanduseshouldbestrengthene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oductionandecologyshouldbe
coordinated,andtheintensiveuseofarablelandshouldbefurtherimproved.
Keywords:cultivatedland;evaluationofintensiveutilization;spatialandtemporalchanges;drivingfactors;

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单位耕地面

积上投入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单

位耕地面积的产量水平,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将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1-2]。中国人口众多,粮
食需求量巨大,有限的耕地资源承载着巨大的生产压

力[3-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耕地利用系统中化肥、农药、灌溉、机械等要

素投入成倍增加[5],粮食产量迅速增加,耕地集约度

变化显著。因此探索长时间序列的耕地集约利用时

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

学者围绕耕地集约利用开展了广泛研究[6]。从研究

尺度来看,包含了国家、省(区)、市、县、乡(镇)5级耕

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7]。张富刚等[8]讨论了1996—

2002年中国耕地集约度时空变化规律并得出人口变

化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李秀斌等[9]以复种指数和粮

食产量为指标测算了1981—2000年中国耕地集约利

用的时空差异。王杨等[10]研究了2000—2004年黑

龙江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时空变异规律,得出

黑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呈现西高东低的地域

分布特征。王金地等[11]评价了2006年扬州市耕地

集约利用情况,判断出扬州市处于三级集约水平,其
中生态和社会环境是制约集约度的主要因素。邹金

浪等[12]通过对比近10a来江西省和江苏省的城市化

水平,得出提高城市化水平可有效增大耕地集约

程度。花晓波等[13]通过对2013年半山区和河谷区的

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耕

地资源禀赋是集约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邵晓梅等[14]

评价了2008年小城镇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计算得

出多数小城镇耕地利用处于Ⅰ级较集约和Ⅱ级基本

集约水平。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较多,但是,已有研究涉及的时间尺度较短、空间差异

不明显,驱动因素覆盖面有限,难以真实有效地揭示

集约度变化规律。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

迅猛,耕地要素投入迅速增多,年际集约度变化显著,
但是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地形狭长,横跨三北(东北、
华北、西北),东西部自然禀赋及社会经济水平差异

显著[15],使有效的要素投入及产出出现分异:一些区

域耕地利用过度,加剧了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土地

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等环境风险[16];而一些区

域耕地集约利用不足,粮食产量低下,相对投入产出

比低下[17],集约度增长缓慢,甚至集约度等级逐渐

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开展耕地集约度时空变化特征

的研究,以揭示耕地集约利用变化的过程并识别其

驱动因素,为制定耕地可持续利用与调控对策提供科

学依据[18]。鉴于此,本文选取耕地集约度变化显著

的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研究区域,从长时间尺度和广

空间尺度出发,以驱动因素分析为优化调整耕地集

约度的抓手,探究1985—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

集约度在时间上的变化规律以及各盟市单位耕地

集约度时空分异特征,以期为内蒙古自治区制定耕地

集约利用政策和措施,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学

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疆,地处37°24'—
53°23'N,97°12'—126°04'E。土地面积1.18×106km2,
东西长约2400km,南北最大跨度约1700km[19],设
有9个地级市和3个盟。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地貌以高原为主,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000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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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内蒙古自治区风大,降水量少而不匀,由东北向

西南递减,年总降水量50~450mm[20]。土壤带基本

呈东北—西南向排列,以栗钙土、棕钙土、风沙土等为

主[21]。从土壤分布上来看,东部自然肥力最高,适宜

发展农业。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面积1.15×107hm2。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2402.8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1621.5万人,农村人口781.3万人,城镇化率为

67.48%。2020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8.88×106hm2,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83×106hm2。粮食总产量

达3.66×107t,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2345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98元,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数443万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50.65亿元,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较上一年增长

39.5%。农作物受灾面积2.37×106hm2,水土流失

治理 面 积 1.52×107 hm2,年 末 全 区 森 林 面 积

2615hm2,森林覆盖率为23.0%。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统

计年鉴(1986—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统计年

鉴(1986—2019年)》《呼和浩特市统计年鉴(2001—

2019年)》等各盟市统计年鉴,内蒙古自治区及各盟

市统计局以及各盟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耕地集

约利用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复杂,需建立综合合

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综合评价[22]。基于内

蒙古自治区耕地利用现状,拟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

程度、产出效益和可持续状况4个方面进行耕地集约

利用分析[23-27]。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

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

总动力3个指标表示耕地投入强度;选取复种指数和

耕地有效灌溉率2个指标表示耕地利用程度;选取单

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以及农

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3个指标表示耕地产出效

益;选取造林面积率、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以及森林

覆盖率3个指标表示耕地可持续状况,构建内蒙古自

治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综合指标体系(表1)。

2.2.2 主成分分析法的选取 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

1985—2018年及其各盟市2000—2018年的数据为

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研究年份耕地集约度得

分。主成分分析是把多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28],即将一组变量通过线性变换

转为不相关的变量,提取出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

90%的主成分,将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与指标权重进

行累计求和以得出评价值[29],并对主成分分析法的

适用性进行检验。应用SPSS.23.0软件,对标准化数

据进行KMO检验[30](表2)。KMO值越接近于1,
意味着原有变量越适合做因子分析,能够较充分地解

释耕地利用集约程度的变化。由表2知,KMO值为

0.886>0.8,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0<0.05,即
很适合选用主成分分析法。

表1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准 则   指 标   

B11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B1 耕地投入强度 B12单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

B13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B2 耕地利用程度
B21复种指数

B22耕地有效灌溉率

B31单位面积农业产值

B3 耕地产出效益 B32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

B33人均农业产值

B41造林面积率

B4 耕地可持续状况 B42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

B43森林覆盖率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对比

检验方法 参数值

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 0.886
近似卡方 787.06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df 55

sig 0

2.2.3 原始数据标准化 因各指标量纲和性质不

同,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30],正向和负向作用指标数值分别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 (1)

Xij'=(maxXj-Xij)/(maxXj-minXj) (2)
式中:i为年份;j 为指标;Xij'为研究年份指标的标

准化数值;Xij为初始数值;minXj,maxXj 分别为j
指标在研究年份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2.4 主成分的确定 将标准化数值构建为变量矩

阵,运用SPSS23.0软件得到标准矩阵的特征值、方
差和贡献率,并以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0.9的原则,
提取主成分。主成分可以用以说明包含原始样本矩

阵中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进行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2.2.5 主成分综合得分及归一化值 通过SPSS软

件计算得到主成分的成分矩阵,将主成分载荷除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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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平方根,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将特征向

量与各指标的标准化值相乘后累加,得到主成分得

分。继而对主成分相应特征值做归一化处理,将归一

化值 与 主 成 分 得 分 累 积 求 和,得 到 主 成 分 综 合

得分[31]。

Fin=∑
k

j=1
Xij'Zj (3)

式中:Fin为第i年第n 个主成分得分;k 为评价指标

个数;Zj 为第j项指标的系数。

Fi=∑Finwn (4)
式中:Fi 为第i年主成分综合得分;wn 为第n 个主

成分相对应的归一化值。

2.2.6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百分制得分 为反映内蒙

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以主成分归一化数值为

权重对主成分综合得分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加权综合

得分,再将其换算为百分制得分[31],计算公式为:

Ai=
Fi

Fimax + Fimin
×40+60 (5)

式中:Ai 为第i 年的百分制转换后的综合得分;

Fimax,Fimin分别为百分制转换之前主成分综合得分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7 耕地集约利用度分类 为便于对比分析内蒙

古自治区盟市耕地集约利用差异,需建立统一的评判

标准。分类标准利用ArcGIS软件的自然分界法,将
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年份内的耕地利用集约程度分为

5个等级[32],使各等级的内部方差之和最小。将内蒙

古自治区在研究年份以及各盟市在各研究年份中的

耕地集约利用百分制得分分别比较,以探究内蒙古自

治区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

2.2.8 驱动因素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33],本文构建

双对数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分析

1985—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的驱动因

素,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

β4lnx4+β5lnx5+β6lnx6+

β7lnx7+β8lnx8+β9lnx9

(6)

式中:y 为1985—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

百分制得分;x1 为人均GDP(元);x2 为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x3 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x4

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亿元);x5 为财政用于农业支

出(万元);x6 为农作物受灾面积(104hm2);x7 为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x8 为城镇化率

(%);x9 为治理水土面积(104hm2)。

3 研究结果

3.1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利用水平在时间上的变化分析

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出两个主成分(表3)。
根据主成分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按照每个指标选

取绝对值最大的原则,发现,第1主成分包括单位面

积化肥施用量、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复种指数、
耕地有效灌溉率、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单位播种面积

粮食产量、人均农业产值、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和森

林覆盖率;第2主成分包括单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和

造林面积率。

表3 主成分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比例/% 累积比例/%

提取载荷平方和

合计 方差比例/% 累积比例/%
1 9.348 84.981 84.981 9.348 84.981 84.981
2 0.75 6.816 91.796 0.750 6.816 91.796
3 0.405 3.682 95.478 — — —

4 0.199 1.805 97.283 — — —

5 0.161 1.465 98.749 — — —

6 0.069 0.631 99.379 — — —

7 0.041 0.372 99.751 — — —

8 0.014 0.13 99.88 — — —

9 0.008 0.071 99.951 — — —

10 0.004 0.039 99.991 — — —

11 0.001 0.009 100 — — —

  为反映内蒙古自治区及其盟市的耕地集约利用

程度,将对主成分综合得分进行加权处理,并转化为

百分制得分(图1)及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的年

际变化率(图2)。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得分

总体呈增长态势,在1985—2018年由63.30增长至

88.12,集约度净增长24.82,增长幅度为39.21%
(图1)。同时,1985—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

度年际之间呈现波动变化,1986,1993,20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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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和2018年年际变化率均为负值,表明耕

地集约度出现跳跃式下降,其余年份内蒙古自治区

耕地集约度年际变化率均为正值,呈现增长态势

(图2)。第一时段1985—2000年耕地集约度线性趋

势线斜率为0.5017,集约度增速较缓,但增速平稳持

续增长,其原因是耕地投入强度与耕地利用程度不足

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首先,在耕地投入强度方面,
因农药化肥施用不当,有效附着并作用在作物上的农

药较少,引致耕地环境风险,对耕地可持续利用产生

负效应。由于生产资本的匮乏,农业机械使用不充

分,缺少资金更换大功率机械设备,使农业机械总动

力水平对集约度的贡献较低。即化肥农药的不当施

用及农业机械的不充分使用造成耕地的投入强度不

足,对耕地产出效益及耕地可持续状况产生威胁。
其次,由于耕地管理水平较差,农户被分配的耕地细

碎且分散[34],增加了灌溉成本,并且设备和技术的不

完备使灌溉产生损耗,耕地有效灌溉率降低。最后,
由于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经历了严重自然灾害,耕
地面积快速减少,作物产量急剧降低,耕地集约度下

降了1.92%,生产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使得第

一时段集约度水平较低。第二时段2001—2018年耕

地集约度线性趋势线斜率为1.1315,集约度持续增

长且总体增速大于第一时段的主要原因是各类农业

政策的落实及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推广。首先,内
蒙古自治区以“三农”工作为核心,着力提高农牧业综

合生产能力,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方案,落实“三减免、三补贴”等惠

农政策。其次,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农
户可以使用较低成本购买或翻新生产设备,使用更高

功率的机械以在短时间获得高产量,提升生产效益和

耕地产出,并对农户生产产生激励效应。从2009年

开始耕地集约度的增速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耕地可

持续状况的恶化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迫切追求经济效益将会对生态

环境及耕地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对此,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即提高造林面积率、森林覆盖率,减少农膜使

用率和农膜残留率,实施“退耕还林”“围封转移”“双
减”计划等政策,使耕地可持续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业从业人员规模缩减,进而

产生耕地要素投入强度不足,耕地集约度增幅下降的

现象。

图1 内蒙古自治区1985—2018年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趋势

图2 内蒙古自治区1985—2018年耕地利用集约度年际变化率

3.2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的变

化分析

依据各盟市耕地集约利用百分制得分数据,运用

ArcGIS软 件 绘 制 出 内 蒙 古 自 治 区2000,2018和

2000—2018年其绝对变化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等级划

分空间分布图。分类标准根据ArcGIS自然分界法,
按照耕地利用集约度递增的顺序将各盟市耕地集约

度划分为5个等级(图3—5)。

图3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2000年

耕地利用集约度等级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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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2018年

耕地利用集约度等级空间分布

图5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2000—2018年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量

由图4可知,2018年耕地集约度等级类型为:高
度集约型(Ⅰ级):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盟;较集约型

(Ⅱ级):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
一般集约型(Ⅲ级):呼和浩特市;较粗放型(Ⅳ级):赤
峰市、通辽市;粗放型(Ⅴ级):乌兰察布市、包头市、乌
海市。同时,2000—2018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各盟

市耕地集约度整体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耕地集约度

增长较大的3个盟市为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盟和通

辽市,增长幅度最小的是兴安盟,但仍稳定在较集约

型(图5)。

3.3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因素分析

借助Stata16.0软件对公式(6)进行最小二乘法

回归(OLS)分析1985—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

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详见表4。由表4可知,
模型R2 为0.996,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统计检

验有意义。lnx1,lnx2,lnx5,lnx7 的估计系数为正,

且均通过了10%及以上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

均GDP值、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用于农业支出

以及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

集约利用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提升该区域的人均

GDP值、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以

及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有利于耕地集约利用程

度的提升,主要原因可能是人均GDP值、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以及第一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增加,使得更多资金能够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进而使得耕地利用集约度提高。lnx4,lnx8,lnx9 的

估计系数为负,说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以

及治理水土面积对内蒙古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负

向驱动作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以及治理

水土面积越高,该区域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越低。lnx3

和lnx6 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一产

业就业人数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

集约利用程度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该地区农业

机械化水平较高且抗灾能力较强,造成该区域第一产

业就业人数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并不能使耕地集约利

用程度发生显著变化。

表4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因素分析

变 量 估计系数 标准误 T 值 显著性 95%的置信区间

lnx1 0.084 0.027 3.10 0.005 0.028 0.140
lnx2 0.050 0.024 2.10 0.048 0.001 0.100
lnx3 -0.051 0.046 -1.10 0.282 -0.147 0.045
lnx4 -0.087 0.033 -2.68 0.014 -0.155 -0.020
lnx5 0.028 0.011 2.46 0.022 0.004 0.051
lnx6 0.002 0.003 0.49 0.627 -0.005 0.008
lnx7 0.018 0.007 2.48 0.021 0.003 0.034
lnx8 -0.058 0.028 -2.04 0.053 -0.117 0.001
lnx9 -0.066 0.030 -2.22 0.037 -0.128 -0.004
常数项 3.965 0.344 11.54 0.000 3.252 4.678
F 值 612.833
prob>F 0.000
R2 0.996
调整后R2 0.994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在内蒙古自治区整个自治区层面上,1985—

2018年耕 地 集 约 度 总 体 呈 增 长 态 势,其 增 幅 为

39.21%,仅 1986,1993,2000,2004,2014,2017 和

2018年略有下降。以2000年为分界点,分为两个时

段。第一时段1985—2000年耕地集约度持续缓慢增

长,其主要原因是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利用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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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二时段2001—2018年由于各

类农业政策的提出及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推广,该
阶段耕地集约度持续增长且总体增速大于第一时段,
但是因耕地可持续状况的下降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流

失,2009年后耕地集约度增速缓慢。
(2)在内蒙古自治区盟市层面上,内蒙古自治区

盟市间耕地集约度存在显著差异,应用自然分界法将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耕地集约度等级划分如

下:高度集约型(Ⅰ级):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盟;较
集约型(Ⅱ级):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阿拉善盟、鄂尔

多斯市;一般集约型(Ⅲ级):呼和浩特市;较粗放型

(Ⅳ级):赤峰市、通辽市;粗放型(Ⅴ级):乌兰察布市、
包头市、乌海市。在2000—2018年期间,内蒙古自治

区各盟市耕地集约度整体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
(3)在驱动因素层面上,人均GDP、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以及第一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正向

驱动作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以及治理水

土面积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负向

驱动作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内

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利用并不存在显著驱动作用。

4.2 讨 论

(1)完善法律政策,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因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条件和农业基础较好且耕地可

持续状况的改善,耕地集约度还可保持持续增长的态

势。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集约度大幅上涨得益

于该年初自治区实施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方案[35],使农民既可获得稳

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又可使农业总产值提高,实施土

地流转政策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36],使农业机械

总动力增加,并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提高了

劳动生产力,有效提高耕地集约度水平,实现了耕地

利用和农民增收双赢。接下来,可以大力推进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加快制定耕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耕

地流转,从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2)加强耕地集约利用,助力乡村振兴。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积极落实了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乡

村振兴和耕地利用保护政策,包括不断增强粮食生产

能力,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生态治理,大
力推动了耕地集约度的增长,对于未来耕地集约的发

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有效激励了农户生产,并
使耕地拥有了良好的可持续能力。接下来,内蒙古自

治区的农业发展要减少对耕地资源消耗的依赖,加强

对耕地用途的管控,大力推进耕地集约利用的制度措

施,严格保护耕地,助力乡村振兴。

(3)盟市间的地理差异除包含在耕地产出效益

里面的自然条件,主要体现在与大中型城市的距

离[37]。因为大中型城市是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
周边地区可以生产更多的高附加值的农作物,耕地生

产投入程度能够快速增长,同时大中型城市周边地区

还可以参与各类大型农业活动,获得更多的经济技术

支持。而远离大中型城市的地区,一般只能种植基础

农作物,单位产品利润不高,且需要付出较高的运输

成本,容易导致粗放经营。即盟市间的地理差异进一

步加大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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