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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根据湖北省耕地变化特征分析其驱动力因素。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 、比较分析法 、统计

分析法 、模糊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近 50 年湖北耕地数量总体递减快 ,且以旱地减少居多;(2)湖北耕地变

化区域差异明显 ,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失严重 ,平原地区比丘陵地区减少量大;(3)根据湖

北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和驱动力指数模型值将影响湖北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为四类空间区域:最优经济福利 -

生态安全驱动区 、最优经济福利 -粮食安全驱动区 、粮食安全 -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区 、生存型经济福利 -生态

安全驱动区。研究结论:采用模糊综合方法可以科学的进行区域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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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 f this paper is to analy ze the driving fo rces facto rs of cul tivated land in Hu-

bei according to i ts characterist ics.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 comparative analy sis , stati stic analy sis and

fuzzy comprehensiv e analy sis we re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The quantit ies of farming land

in Hubei decrease overally in the past 50 years , and the decreasing of dry land is in the majo ri ty;(2)The

regional dif ferences of cul tivated land change in Hubei w ere obvious , which display that the cultiv ated

land of the developed areas and the plain areas w ere drained mo re seriously than the less-developed are-

as’ and the hi lly areas’ ;(3)The driving forces of cultiv ated land change in Hubei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of spatial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driving fo rces index model:the most su-

perior economical w elfare-ecological safety actuat ional area;the most superior economical w elfare-g rain

safety actuational area;the grain safety-survival economical w elfare actuational area;the survival econom-

ical w elfare-ecological safety actuational area.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using the fuzzy synthet ic method

can be scientif ic to analy ze driving forces o f the regional farming change.

Key words　Hubei province;cul tivated land change;the driving forces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为“国际地圈—生物

圈计划(IGBP)”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

(IHDP)”两大国际重大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 1 , 2] ,而作为 IHDP 的核心计划的土地利用 /土地

覆盖变化(LUCC)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

一 ,耕地变化是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的重要一

环 ,它关系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 ,随

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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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这将严重威胁到我国

的粮食安全。因此 ,重视区域耕地变化研究 ,分析耕

地变化的驱动因子 ,对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控制耕地

面积进一步减少有着重要意义 。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的亚热带地区 ,土地自然

生产力较高 ,属于全国七个耕地丰度与气候资源组

合较优的省区之一 ,耕地变化关系到全省乃至全国

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区主要包括 17个地

区:武汉市 、黄石市 、十堰市 、荆州市 、宜昌市 、襄樊

市 、鄂州市 、荆门市 、天门市 、潜江市 、仙桃市 、随州

市 、孝感市 、黄冈市 、咸宁地区 、恩施自治州 、神农架

林区 。

　　一 、湖北耕地变化特征分析

1.耕地资源的数量变化

表示耕地数量变化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选取耕

地变化的速度来反映其数量变化 ,而耕地利用变化

的速度可以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来表示。单

一土地利用动态度表达的是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

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其表达式为:

K =
Ub -Ua

Ua
×1
T
×100%

其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

度;U a 、U b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数量;T 为研究时段长 。当 T 的时段设

定为年时 ,K的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

年变化率
[ 3]
。

根据以上公式和湖北省统计年鉴[ 4]资料计算湖

北省耕地年变化率(图 1)。结果表明 ,湖北省耕地

年变化率近 50年来基本是负值 ,且各年段耕地之中

的水田和旱地递减速度不一 , 1952年到 1985年 ,水

田递减速度较慢 ,旱地较快 ,达到 - 0. 5933%;1985

年到 2001 年 , 水田开始大幅减少 ,年变化率达到

- 0. 4072%,旱地减少速度与上年稍有增加 ,达到

- 0. 8003%。总体来看 , 1952年到 2001年 ,湖北省

耕地变化速度很快 ,其中以旱地递减率为最大 ,达到

- 0. 6097%。同时 ,比较两时期的耕地变化速度 ,不

难看出 ,前一时期明显低于后一时期 ,这与 50 年代

初期到 60年代中期耕地有增无减而 60年代以后到

本世纪初耕地明显减少有关。

图 1　湖北耕地年变化率

　　2.耕地资源变化的区域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区域差异显著 、经济发展与人口

增长速度不同 ,加上历史原因 ,各区县耕地变化也表

现出很大的差异 ,对耕地变化区域差异 ,可用相对变

化率进行分析 ,从 1990 年到 2001年的相对变化率

可表示为:

Rid=(K I - K 2)/K2

式中:K I 代表 2001年耕地面积 , K2代表 1990

年耕地面积。如果从 1990年到 2001年的相对变化

率 Rid<0 , 则表示该区域耕地面积从 1989 年到

2001年呈减少趋势。相对变化率是表示耕地面积

变化区域差异的一种较好的方法
[ 5]
。

选取统计年鉴 1990年和 2001年的湖北耕地详

查资料 ,作出湖北省 1990 ～ 2001年各市 、州耕地面

积变化图(图 2)。

根据图示可知 ,各市 、州耕地相对变化率情况差

异较大。鄂中丘陵荆门地区与鄂北丘陵随州地区耕

地面积有增加 ,这是由于两区可开垦的后备土地资

源丰富 ,可利用的荒地亦不少 。因此 ,虽然非农建设

占用了部分耕地 ,但其减少量略低于其开垦总量 ,所

以总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 ,其中随州地区耕地变化

率达到最大 36. 6%;位于江汉平原 、鄂西北山地的

武汉 、宜昌 、荆州 、孝感 、十堰等地区耕地面积减少幅

度较大 ,相对变化率较高 ,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由于农

业结构调整 、非农建设 、灾害毁损等因素 ,损失了大

量耕地 ,从而使耕地明显减少;而鄂东地区的黄石 、

咸宁 、黄冈 ,鄂中南地区的天门 、潜江 ,鄂西地区的恩

施耕地变化率较小 ,耕地面积减少较少 ,前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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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非农建设 、农业结构调损失了大片耕地 ,但

可以利用的后备耕地较多 ,使得耕地总量损失不致

太多 ,后一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水平总体

不高 ,耕地资源变化十分缓慢;神农架林区耕地面积

有限 ,所以相对变化率较大。由以上分析可知 ,湖北

省耕地资源空间变化的总趋势表现为:经济发达地

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失严重 ,平原地区比丘陵地

区减少量大。

图 2　1990 - 2001 年湖北省各市 、州耕地相对变化率

表 1　湖北省各市 、区社会—自然指标指数矩阵(X)

市 、区
人均 GDP

指数

人均农业

产值

人均工业

产值

农民人均

收入

人均财政

支出

人均财政

收入

人均粮食

指数

粮食单产

指数

耕地年

变化率

农业人口

占比

非农建设

占耕

大于 25°坡

耕地占比

全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武汉 218 93 194 132 254 163 42 84 149 51 246 11

黄石 115 67 121 91 85 61 68 117 98 65 327 27

十堰 75 69 79 68 61 59 74 82 270 108 110 278

宜昌 128 132 140 103 114 84 111 98 121 122 59 171

襄樊 102 156 98 105 85 62 157 118 72 109 39 44

鄂州 125 124 132 110 107 73 73 105 168 101 42 0

荆门 116 173 102 128 69 52 181 115 91 103 95 17

孝感 73 125 61 100 55 46 94 104 249 120 26 63

荆州 67 128 55 98 59 46 141 112 152 122 177 1

黄冈 61 98 57 89 55 47 94 119 114 97 71 68

咸宁 68 112 62 90 63 56 94 97 76 91 136 299

随州 67 118 57 98 35 36 108 107 545 95 35 188

恩施 43 121 25 62 43 58 124 92 76 136 52 274

仙桃 87 134 72 131 63 40 113 94 167 119 34 55

潜江 102 123 97 111 60 41 100 81 42 78 245 0

天门 75 106 67 112 29 23 84 68 131 98 69 0

神农架 51 60 33 57 53 166 81 47 196 136 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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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类型驱动力对应各指标权重矩阵(N)

驱动类型区
人均GDP

指数

人均农业

产值

人均工业

产值

农民人均

收入

人均财政

支出

人均财政

收入

人均粮食

指数

粮食单产

指数

耕地年

变化率

农业人口

占比

非农建设

占耕

大于 25°坡

耕地占比

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 0 0 0 0 0 0 0. 2 0. 2 0. 1 0. 5 0 0

最优经济福利驱动 0. 1 0. 2 0. 1 0. 2 0 0. 1 0 0 0 0 0. 3 0

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 0. 1 0 0 0 0. 3 0 0 0 0. 2 0 0 0. 4

粮食安全驱动 0 0 0 0 0 0 0. 3 0. 5 0 0. 2 0 0

表 3　湖北省各市 、区驱动力指数矩阵(F)

市 、区 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 最优经济福利驱动 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 粮食安全驱动

全区 100 100 100 100

武汉 65. 6 176. 3 132. 2 64. 8

黄石 79. 3 159. 4 67. 4 91. 9

十堰 112. 2 81. 7 191. 0 84. 8

宜昌 114. 9 99. 9 139. 6 106. 7

襄樊 116. 7 90. 1 67. 7 127. 9

鄂州 102. 9 92. 4 78. 2 94. 6

荆门 119. 8 115. 7 57. 3 132. 4

孝感 124. 5 70. 8 98. 8 104. 2

荆州 126. 8 115. 1 55. 2 122. 7

黄冈 102. 5 75. 2 72. 6 107. 1

咸宁 91. 3 99. 8 160. 5 94. 9

随州 145. 0 69. 7 201. 4 104. 9

恩施 118. 8 64. 8 142. 0 110. 4

仙桃 117. 6 83. 1 83. 0 104. 7

潜江 79. 4 144. 3 36. 6 86. 1

天门 92. 5 80. 8 42. 4 78. 8

神农架 113. 2 48. 4 165. 0 75. 0

　　二 、湖北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与驱动

力指数计算

　　耕地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一种 ,它既受自然

因素的制约 ,又受社会 、经济 、技术和历史原因的影

响。通过前面湖北省耕地变化特征的分析 ,我们可

以看出湖北耕地变化存在着明显的数量上和区域上

的差异 ,揭示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特点成为必要。

1.湖北耕地变化驱动因子

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大体可归为三个方面:

社会经济因素 、自然生物因素和生态环境安全驱动

作用的政策因素。从土地使用者个体行为和社会群

体行为两个角度来分析 ,又可分两大类:

(1)个体行为驱动(又称经济福利驱动)。主要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存经济福利驱动 ,在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一种是最优经济福利驱动 ,在

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地区 ,在经济增长和城市

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由于比较经济福利驱动 ,耕地转

化为非农占用的现象较为普遍 。

(2)社会行为驱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环

境安全驱动 ,在生态环境脆弱及其外部影响强烈的

地区 ,这种驱动力量尤为重要 ,由于土地环境收益具

有强烈的外部性 ,所以以改良环境为目的的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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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化主要是土地利用的宏观主体即政府或集体行

为。一种是食物安全驱动 ,食物是人类生存。因而

政府的农业和土地保护政策构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

重要影响因素。[ 6]

按照以上分析 ,结合湖北省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

把湖北省耕地变化驱动因素分为以下四类:生存型

经济福利驱动 、最优经济福利驱动 、生态安全与环境

福利驱动 、粮食安全驱动 。

2.湖北耕地变化驱动力指数计算

为定量观察和比较湖北省各地区耕地变化的驱

动力差异 ,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 自然指标 ,可以计

算各区的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指数作为其作用强

度的标示 。本文利用《湖北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

鉴》[ 7] 等资料选取了湖北省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经

济- 自然指标:人均 GDP 、人均农业产值(元)、人均

工业产值(元)、农民人均收入(元)、人均财政支出和

收入(元)、人均粮食占有量(kg)、粮食单产(kg  

hm
- 2
)、耕地年变化率(1990 - 2001 年)、农业人口

占比 、非农建设占耕地比例 、大于 25°坡耕地占比一

共 12项指标 ,并以全区平均水平为标准对各指标值

做指数化处理 ,从而得到湖北省各地区的指标指数

矩阵 X(表 1)。根据不同驱动力与各指标的联系 ,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矩阵 N(表 2)。然后根据驱动指

数矩阵公式:

F=X N
T

得到湖北省各地区的驱动力指数矩阵 F(表

3),各类驱动力指数以全区平均水平 100为基准 ,各

地区各驱动力指标与之比较 ,某类驱动力指标越高 ,

表明该类驱动力因子在此地区的作用越强 ,反之则

弱
[ 6]
。

采用此模糊综合模型评价法综合考虑了社会 -

自然多种指标对驱动因子的影响 ,充分体现了各驱

动因子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强度差异 ,优化了驱动力

分析模型 ,较广泛应用的定性分析和一般逐步回归

分析方法更为合理。

　　三 、湖北耕地变化驱动力空间差异

由于湖北省内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存在

较大差异 ,因此耕地变化驱动力也存在较大的地区

差异 。根据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指数矩阵值特

征 ,结合湖北省各区域耕地变化的区域差异 , 利用

Autocad软件作出现阶段湖北省耕地变化驱动力的

空间分区图如下(图 3)。

图 3　湖北省耕地变化驱动力空间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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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优经济福利-生态安全驱动区

本区包括武汉 、鄂州 、黄石 、宜昌四个地区 。其

中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所在地 ,工业 、商业 、服务业

发达 ,是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人口最为稠密 、城

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在市场和比较利益驱动

下 ,大量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 。黄石与鄂州地

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钢铁工业发达 ,但是大量的矿

产开发也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矿产资源开采 、经济

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矛盾较为突出 ,宜昌地区因为三

峡大坝的修建 ,坝区沿岸的陡坡地 、坡耕地遭到破

坏 ,易出现水土流失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现象 ,生态安

全与经济发展决定着该区的耕地变化特征。

2.最优经济福利-粮食安全驱动区

本区包括荆州 、荆门地区和天门 、潜江 、仙桃三

个省直辖市。该区都是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 ,粮食作物产量高 、质量好 ,但是随着近年来城镇

化水平的提高 ,在市场和比较利益的驱动下 ,该区已

有大量耕地转化为工业用地 、经济作物用地 ,粮食安

全与最优经济福利驱动力量相互作用 ,成为这一地

区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

3.粮食安全-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区

本区包括襄樊 、黄冈 、孝感三个地区 。该区经济

发展水平一般 ,大部分是地区以传统农业为支柱 ,耕

地开发利用以农业为主 ,近年来也有部分耕地开发

为非农建设用地 ,粮食安全和以基本满足生存需求

为目的的农业开发利用是该区耕地变化的主导力

量。

4.生存型经济福利-生态安全驱动区

本区包括随州 、咸宁 、十堰 、恩施 、神农架五个地

区。这些地区由于地貌类型多以山地 、丘陵为主 ,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或以

传统农业为主 ,在生态经济福利驱动下开垦边际土

地(陡坡地 、岗地 、林地),导致较为严重的生态失衡

和自然灾害 ,农业开发与环境安全的矛盾在这一地

区最为突出 ,耕地变化取决于两者力量的对比和变

化。

　　四 、结　论

经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湖北省耕地变化

的驱动力是建立在耕地变化特征的基础之上 ,通过

耕地变化动态度模型 、区域差异模型 、驱动力指数模

型和 Excel 、Mathma tica 、Autocad等数值录入 、数学

统计计算 、绘图制图软件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

(1)湖北省耕地数量近 50年来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 ,50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 ,以旱地快速减少为

主 ,80年代到本世纪初 ,旱地 、水田都大幅减少 ,前

一时期耕地变化率明显低于后一时期 ,主要因为 50

年代初到 60年代中期 ,湖北耕地增加 ,之后到本世

纪初迅速减少 。

(2)湖北省耕地变化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总趋

势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失严

重 ,平原地区比丘陵地区减少量大 ,所以造成前者相

对变化率较大 ,后者较小 。

(3)影响湖北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归结为生

存型经济福利驱动 、最优经济福利驱动 、生态安全与

环境福利驱动 、粮食安全驱动 ,按照模糊综合驱动力

模型计算值进行湖北耕地变化驱动力空间分区 ,结

果归为四大类:①最优经济福利- 生态安全驱动区 。

包括武汉 、鄂州 、黄石 、宜昌四个地区 ,生态安全与经

济发展决定着该区耕地变化特征。 ②最优经济福利

-粮食安全驱动区。包括荆州 、荆门地区和天门 、潜

江 、仙桃三个省直辖市 ,粮食安全与最优经济福利驱

动相互作用是这一地区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 。

③粮食安全- 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区。包括襄樊 、

黄冈 、孝感三个地区 ,粮食安全和以基本满足生存需

求为目的的农业开发利用是该区耕地变化的主导力

量。 ④生存型经济福利 -生态安全驱动区。包括随

州 、咸宁 、十堰 、恩施 、神农架五个地区 ,农业开发与

环境安全的矛盾左右着该区耕地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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