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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变化的原因! 寻找耕地流失的根源! 从而寻求有效的减缓耕地流失的途径!

基于对数平均权重的迪氏分解%

5(678)9:;)< =>71 ?)@)0)7 A1'>B

!

5=?A

&方法! 利用
!$$"$2+!%

年浙江省的社会经济数

据和土地利用数据! 构建相应分析因素模型! 对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C?D

&和人口等

指标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截至
2+!%

年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因素的累积效应为负值!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因素的累积效应为正值' 从逐年效应来看! 土地利用强度是耕地减少的最大因素!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对耕地减少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进而提出制定严格土地政策! 合理改善浙江省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土地

资源利用效率! 在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指导下推进城市化的可行选择! 为浙江省耕地变化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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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来! 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

域之一"

(

#

$ 耕地作为最基本的自然资源! 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

#

$ 中国作为

世界人口大国! 充足的耕地资源不仅是本国人民的生存保障! 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 然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耕地变化的总体趋势表现为面积不断减少$ 当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

! 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

#

! 因此! 曾经引发了 %谁来养活中国& 的世界性争论 $ 中

国耕地流失问题! 尤其是耕地变化的驱动力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

明
*

影响耕地面积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有
+

个方面'

!

经济发展因素! 主要包含在早期的一些研究

中! 主要结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技术进步! 人类开发利用土地能力增强! 耕地面积会显著增

长!

!%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耕地增加被认为是较好的证据"

#,+

#

$

"

人口因素! 其中主要表现为人口的

增加对耕地面积的变化影响"

$!&

#

$

#

土地利用结构因素! 主要观点认为' 经济社会可利用的土地总量是既

定的! 耕地面积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土地利用决策者对土地在农业和非农业中的分配比例$ 如果地方政府

为了发展非农经济! 进行大规模的耕地占用! 耕地往往会快速减少"

(%!(!

#

$

$

生产方式即土地利用强度!

主要结论是' 如果社会生产中采用土地集约利用的生产方式! 土地利用强度提高! 耕地流失的速度往往

会降低"

()!(+

#

$ 浙江省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人口密度较大!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典型地区$ 然

而! 浙江省耕地资源紧缺!

!%((

年全省耕地面积仅为
($&-.)

万
/0

!

! 人均占有耕地仅为
%-%)$ !1 /0

!

!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2

! 且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345

)所规定的人均耕地
%-%$) /0

!的警戒线! 人

地矛盾十分尖锐$ 近年来! 随着浙江省工业化*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加快! 其耕地流失速度也在加快$ 根

据第
!

次土地调查结果显示! 浙江省
!%%&

年末耕地面积比
(&&1

年第
(

次调查净减少
()-6.

万
/0

!

! 人

均耕地从
#&&1

年第
#

次调查时的
%-%+6 /0

!下降到
%-%). /0

!

! 约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

$ 深入

分析浙江省近年来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 对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 显然具有典型的现

实意义$ 因此! 本研究以浙江省近年来耕地变化为研究对象! 采用对数平均权重的迪氏分解(

789:;<=/"

0<> ?@:A B<C<D<: EAF@G

!

7?BE

) 方法! 通过构建浙江省耕地变化因素分解模型! 将浙江省近年来的耕地

变化分解为经济发展* 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和人口
+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深入分析浙江省近年

来耕地变化的原因! 从而为各地区制定有效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研究方法

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 确立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 并利用对数平均权重分

析法! 对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耕地变化进行驱动因素分解$ 具体分解模型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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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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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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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式(

(

)中'

&

为耕地总量!

"

为已用地面积!

$

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

为人口数量$ 对恒等式中的各项

比率分别进行如下定义'

'H&'"

! 为耕地面积占已用地面积的比例! 表示土地利用结构因素+

(H"'#

为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使用的土地面积! 表示土地利用强度因素+

)H#'%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表示经济发展

程度因素+

%

为人口数量! 表示人口因素$

对(

(

)式进行变换! 得'

&H'#(#)#%

$ (

!

)

根据式(

!

)! 耕地在第
*

期和第
*!(

期变化的各个因素贡献度可以做如下加法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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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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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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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

=8=

表示当期相对于上期耕地变化总量!

!&

J

代表土地利用结构因素的贡献度!

!&

E

代表土地

利用强度因素贡献度!

!&

?

代表经济发展程度因素贡献度!

!&

M

代表人口因素贡献度! 而
!&

NJB

为分解

余量! 代表未能被这几个因素分解的部分$ 基于上式! 各因素贡献度可以使用
4A9

等"

#$

#提出的基于对数

平均权重
B<C<D<:

方法进行计算$ 具体计算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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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采用相对变化率研究耕地变化程度' 式!

*

"可以采用如下乘法分解方式(

)

676

%

%

"

%

"+*

%*

1

!*

$

!*

-

!*

.

& !

8

"

式!

8

"中(

+

676

表示当期相对于上期耕地总变化率'

,

1

代表土地利用结构贡献率'

,

$

表示土地利用强度贡

献率'

,

-

代表经济发展程度贡献率'

,

.

代表人口因素贡献率' 根据对数平均权重
29:9;9<

方法'

,

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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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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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式!

8

"可以改写为(

,

67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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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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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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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012

为分解余项' 对式!

*>

"取对数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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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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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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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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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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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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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式!

!

"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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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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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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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有下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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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式得到各

因素的相对贡献率& 上述得到的是耕地变化各因素的逐年效应' 如果将
""*

换成基准年度即基期' 或者

对各年度以前的逐年效应累加则可以测度各因素历年的累积效应&

!!"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是
*88,""4*!

年浙江省时间序列数据& 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因素) 土地利用强度因

素) 经济发展程度因素) 人口因素等由浙江省耕地总量) 利用土地面积)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
"444

年

为基期'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折算指数进行平减") 人口数量等原始指标折算而来& 本研究中使用的原始

指标来源于
*88,""4*>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部分及浙江省统计公报& 本研究使用

的基础数据见表
*

!为节省篇幅' 表中数据采用隔年报告的方式"&

"

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及数据' 以
*88,

年为基期' 运用上述
D-2$

模型对浙江省
*88,""4*!

年耕地变化进

行因素分解' 得到土地利用结构因素) 土地利用强度因素)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因素) 人口因素的累积效

吴厚纯等( 浙江省耕地数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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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逐年效应分别见表
!

和表
&

! 由于篇幅限制" 仅报告加法分解结果! 由表
&

可知# 以
#''$

年为基

期"

!%#&

年浙江省耕地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的累积效应贡献度为负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和人口的累积效贡献度应为正值! 这表明# 按照累积效应贡献度" 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的变

动对耕地面积变化具有一定的负影响" 说明浙江省土地保护措施上需要进一步改进" 土地粗放型投入的

生产方式上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这
!

项因素对耕地面积变化具有正影响" 说明

浙江省经济社会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有利于阻止耕地流失! 从贡献率来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最大" 对耕地面积的增加有
#(#)$*

的拉动作用" 人口因素对耕地面积的增加有
()+*

的拉到作用$ 土地

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则对耕地面积减少有
!#)'*

和
#+,)+*

的贡献率" 说明浙江省经济技术进步是

近年来阻止耕地流失的最大动力" 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是耕地流失的最大驱动力! 从逐年效应来看" 土

表
! !""#!$%!&

年浙江省耕地面积! 可利用土地面积! 生产总值! 总人数

-./01 # 23./01 0.45

"

.6.70./01 0.45 .31.

"

891 8:8.0 6.0;1 :< =3:5;>87:4

"

891 8:8.0 4;?/13 :< @91A7.4B <3:? #''$ 8: !%#&

年份
耕地面积

C

万
9?

!

利用土地面积
C

万
9?

!

国内生产

总值
C

亿元

总人口
C

万人
年份

耕地面积
C

万
9?

!

利用土地面积
C

万
9?

!

国内生产

总值
C

亿元

总人口
C

万人

!""# D(D),E% (!$)''( & %+E)+( + &(')(& !%%$ D$')!D+ ,&+)$(D E +(D)!! + $$D)$E

D'', D(D)!+! (!&)$E+ + !D,)'! + +!!)!E !%%, D$')+'! ,+%)D$' D% D,&)$+ + $$,)!!

D''' D(%)'%, (!E)%D$ + '+')%! + +,()+( !%%' D$')&$$ ,&+)!%( DD E'$)DD + (%!)DD

!%%D D(%)D+( ('&)+%, ( !&+)$' + $D')E+ !%DD D$')++& ,(()&,' D& E%%)!+ + ,ED)&D

!%%& D$')'DD ,DD)$+( , D%$)$' + $&$)'E !%D& D$'),+& ,(E)E&' D( &$%)!+ + E!()E'

数据来源# %浙江省统计年鉴&

D''$$!%D+

!

表
$

浙江省
'""(!$%)&

年耕地变化各因素逐年效应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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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各因素逐年效应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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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 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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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各因素逐年效应贡献度

C9?

!

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 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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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浙江省
!""(!$%!&

年耕地变化各因素累积效应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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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强度逐年效应贡献度为负值! 且贡献率绝对值在各因素效应中也最大! 进一步表明土地利用粗放

的生产方式是浙江省耕地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 而土地利用结构效应贡献度在近些年一直为负值! 但数

值很小! 土地利用结构效应贡献率也很小! 表明土地利用结构在耕地减少过程中具有较小的拉动作用"

!"#

土地利用结构与耕地变化趋势分析

$%%&

年以来! 浙江省耕地面积总量逐年下降! 且
"'''!"''(

年是浙江省耕地数量减少的高峰阶段"

土地利用结构是指耕地与利用的土地面积比例! 主要说明土地分配政策对耕地变化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

其为负值! 说明浙江省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

年前在土地使用政策上向非农产业倾斜! 造成了大量

耕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另外! 从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结构的匹配上看! 也显示了近年来浙江省土地使

用的非农情节" 如图
$

所示# 浙江省第三产业比例基本稳定! 而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逐年上升!

第一产业比例逐年下降" 根据统计数据!

$%)'*"'''

年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

产业增加值从
)+

亿元扩大到
! $)!

亿元! 增长率居全国前列"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

到
+(,)-

! 比值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

个百分点$ 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

骤降至

$$,'-

! 比全国平均降幅高出
$$,'

个百分点" 然而! 从贡献上看! 土地结构对浙江省的耕地流失贡献度

并不高! 说明浙江省土地分配政策不是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从表
"

和表
!

中可以看出! 土地利用

强度是导致浙江省耕地大量减少主要原因" 这说明粗放的发展方式是土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其中主要可

能是城市摊煎饼式的外延发展! 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开发区热% 房地产热等原因导致的"

图
$

浙江省
$%%#!"'$!

年产业结构

./0123 $ 4561782/9: 7821;8123 <= >?3@/950 =2<A $%%# 8< "'$!

!!!

土地利用强度与耕地变化趋势分析

从表
$

和表
"

中可知# 不论是逐年贡献度还是累计贡献度! 土地利用强度均是导致浙江省耕地大量

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说明土地投入粗放型生产方式! 是造成近年来浙江省耕地流失的罪魁祸首" 这主要

是因为! 随着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根据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的规律!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中前期! 主要是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表现为 &工业开发

区热! 工业化以厂房增加等外延式发展为主! 城市房地产业热! 城市化以摊煎饼式的空间扩张为主'"

$%%%

年浙江省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
)#),& BA

"

! 到了
"''(

年城市建成面积已达到
" !$&,# BA

"

! 增加了

$##-

!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迅速增加导致了浙江省耕地面积总量的不断下降" 此外! 自
"'

世纪
%'

年代

以来! 浙江省工业区数量大幅度的增加! 这也是导致浙江省耕地面积总量呈现下降的趋势的原因之一"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耕地变化的趋势分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 说明浙江省近年来的技术进

步和社会劳动效率提高! 劳动效率的提高会带来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土地的利用效率自然也会提

高! 从而抑制浙江省耕地的流失" 技术进步改善了农民对土地开发利用的能力! 使未被利用的荒地% 草

地% 洼地和低矮平坦的山地可以被利用起来! 增加了农业的耕地面积" 根据统计资料! 自
"'

世纪末以

来! 浙江省新开发的耕地又有较大增长" 另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耕地的产出效率! 增加农民

对耕地的珍惜程度! 经济的发展又给与了农民保持耕地的能力"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经济发

展对阻止耕地的流失产生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度在各

因素中相对较高! 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浙江省耕地面积的变动具有积极的意义"

吴厚纯等# 浙江省耕地数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趋势分析

一方面! 由于人口增加! 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 需要解决新增人口吃饭的问题" 短时间内在

农业技术没有出现大的革新情况下! 增加耕地面积或者阻止耕地流失! 成为保证农村新增人口吃饭问题

的主要措施之一" 从表
!

和表
&

可知# 人口因素的累积效应贡献度和逐年效应贡献度为正值! 因此! 人

口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阻止浙江省的耕地流失起到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 浙江省几年来的人口增长与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步进行" 因为! 随着人口的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长! 为了解决农村生存的

压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向城市转移! 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发展本身也会带来用地的集约化!

阻止耕地的流失" 如果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得到及时整理和复垦! 耕地面积会增

加" 据学者们研究$

&

%

# 实现
#

个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就可以节约耕地
%'""( ) *+

!

" 近年来新型城

市化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是阻止浙江省耕地流失较为有效的措施"

&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运用
,-./

因素分解方法将浙江省耕地变化分解为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人口等
(

个方面! 并以
011$

年为基期! 运用统计数据对浙江省
0112!!%0&

年的耕地变化进

行分解" 结果表明# 截至
!%0&

年! 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累积效应为负值!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和人口的累积效应为正值! 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是浙江省近年来耕地流失最主要的驱动力! 而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阻止浙江省耕地快速流失的主要动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应该意识到重视农业产业的重要性! 加强土地用途管理! 建立和完善耕地

保护& 节约集约用地的责任考核制度! 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控制各类建设用地规模" 耕地保

有量& 基本农田'含标准农田(保护面积&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节约集约用地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

制指标执行情况纳入各级政府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使耕地保护政策和法规在 )制定* 和 )实施* 上都能

得到很好的改善! 以扭转浙江省耕地流失的状况"

%!!

改变浙江省经济发展方式

以土地等资源过度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近年来! 浙江省在经济快速

增长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土地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 为了改善要素资源供给! 需要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 在农业生产方面!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增强

农业吸引力" 在工业方面! 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转型升级!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服务业方面! 积

极创造有利于节约集约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也就是说! 浙江省未来经济发展应该做到 )优农

业& 强工业& 兴三产*!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以此减少浙江省耕地面积的流失"

%!%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实行集约& 节约用地! 努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是有效阻止浙江省耕地流失的有效措施" 为

此! 需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突出用地重点! 特别是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另外! 政府对

于土地出让收入不能单独用于城市建设! 还要增加支持 )三农* 力度! 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

入! 提高农村土地经营效率! 加大农地修复保养力度" 确保浙江省耕地面积不减少& 耕地质量不下降&

耕地生产不减产! 城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

科学推进新型城市化

城市化和耕地保护是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时! 应该科学合

理编制和实施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做好城市用地和城市发展的衔接和协调! 同

时! 要及时做好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复垦工作! 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与保护耕地关系! 对耕地保有量& 基

本农田面积和年度内耕地占补平衡这
&

个主要指标实现动态的平衡! 强化各地耕地保护的责任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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