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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演变格局 

马才学，赵利利，柯新利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耕地非农化压力及其区域差异是建设用地指标区际配置的基础。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

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耕地非农化压力区际差异明显。通过对比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开

展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研究，结合重心迁移模型，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湖北省耕地非农

化压力的时空演化路径。结果表明：( l ）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中恩施市的耕地

非农化压力较大，其他城市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小且相对变化较小；东部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相对变化较大；

( 2 ) 2000 – 2011 年，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重心总体向东北方向迁移，表明湖北省东部一些城市的耕地非

农化压力相对西部一些城市的增长较大。（3 ）重心迁移距离为 17 . 37 kill ，相对较小，表明湖北省耕地非农

化压力于 2000 – 2011 年整体变化相对稳定。 

【关键词】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区域差异；重心迁移；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 (2016) 01-0071-05 

 DOI: 10.11870/cjlyzyyhj201601009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近年来，由于建设占用、农业现代化发展、退耕、生活、生产等一系列因素，我国耕地

面积流失严重。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推进，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大，从而导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成为耕地减少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现代化社会中逐渐增加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各项基础服务设施要求较多，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也在逐步的

增加，其中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建设用地的指标要求；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显示湖北省的生态用地面

积比第一次土地调查减少了 51.68 % ，表明现阶段整个湖北省的生态用地在建设和保护方面的效率低下。湖北省的农业现代化

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依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当前的发展不稳定，局部地区仍不具有可实施性，有待进行更进一步的

深化。因此，当前建设用地的占用仍然是耕地流失的主要方向。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耕地非农化压力巨大。然而在当前的耕地保护措施中没有考虑到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土地资源享赋的差异性，造成部分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而其他地区建设用地指标过剩现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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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军
[2]

在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研究中，认为不同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

建设用地指标的不足，耕地非农化压力无法释放；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的效率低下，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如

何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合理释放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关键问题。黄春芳
[3]

在对重庆北暗区研究中提出依据

建设用地优先度进行耕地指标逐级分配的基本思路。柯新利等
［4 ］

采用 AHP 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优先度和

耕地非农化压力进行了评估。蔡银莺
[5]

等认为武汉市耕地资源非农化的去向主要集中在城市主城区的新区及城郊区，且转变为

城市主城区以城市、建制镇、村庄等居民点用地为主，城郊区以交通用地和工矿用地为主。建设用地扩张是耕地非农化的主要

驱动力。因此，了解各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对解决建设用地指标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当前国外学者对耕地

非农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上。Lee L
[6]

认为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是造成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的重要原因。

Shoshany 等
[7]

、Seto 等
[8]

则从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着手剖析了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的基本规律。Zhai 等
［9］

认为经济

发展和技术进步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因素。国内学者对耕地非农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变化特征、耕地非农化

的驱动力以及耕地非农化的后果上。张孝军
［2 ］

、何英彬等
[10]

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了武汉和东北三省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分布特

点。吴次芳等
[11]

、贾生华等
[12]

、曲福田等
[13]

、曹蕾[14]研究了不同地区的耕地非农化驱动机制。刘丽军等
[15]

、谈洪明等

[16]
研究了耕地非农化带来的资源与粮食等的安全问题。 

综上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原因和结果上，但对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区域差异及其时空演

变格局较少涉及。而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区域差异对于在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分配以及耕地非农化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

意义。湖北省作为我国中心地区，其经济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通过对比人均建

设用地指标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开展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研究，结合重心迁移模型，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

方法揭示了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演化路径并对其耕地非农化压力进行合理的评价，以此深入剖析了湖北省耕地非农化

压力的区域差异及其时空演变规律，为湖北省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分配和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提升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 1研究区域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坐落于长江中游，地处泛 29°05′-  33°20′N, 108°21′-  116°07 ′E 之间，拥有山地、丘

陵、平原等丰富的地貌类型，土地总面积为
241058.18 km  ，其中可耕土地较少。截止到 2011 年湖北省常用耕地总面积为

24103619.3 km  , 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8.09 ％。2011 年湖北省城市总人口达到 3986.08 万，城镇化水平达到

51.83 ％。湖北省 2011 年的建成区面积为 1 811.57
2km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仅为 45.45

2m  ，低于城市规定规划的最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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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建设用地面积 65 
2m  。在此情况下，随着湖北省各城市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剧增，人口的增加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不断加大，耕地非农化压力不断增加。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时段为 2000 - 2011 年，所采取的数据为 2001 - 2012 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湖北省各地级市的

统计数据，主要包括各城市的建成区的面积和城市人口，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主要是指市行政区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和实际

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用地（包括部分大型项目建设用地）；城市人口主要是指时年城市统计的户籍人口。其他数据

有 20 12 年实施的《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框架 

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案例区，选择城市规划规定最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时年城市实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作为构建耕地非

农化压力指数的基本数据，其中实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通过时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口来测算。通过指标分析处理得到的耕地

非农化压力指数研究湖北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演变格局，同时结合重心模型来研究耕地非农化压力的重心迁移方向和距离。 

2. 2 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测算 

耕地非农化指耕地资源转变为非农的建设用地[5]，而综合前人研究发现建设用地需求量的增加是耕地非农化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以建设用地指标作为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指标具有代表性意义。 

借鉴蔡运龙等
［17］

人耕地压力指数的构建方法，本文构建指标如下： 

 

式中：K代表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K 值越大代表该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压力越大，犬值越小，代表该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压力

越小； minS 代表一个城市规划规定最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aS  代表一个城市某一年实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其中 aS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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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代表一个城市某一年建成区面积；对代表一个城市某一年的城市人口数量。 

其中 minS 值是根据 2012 年实行的《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中规定的规划最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获得的。

湖北省属于第Ⅲ建筑气候区，该类标准的划分见表 1 。 

 

2. 3 年均变化率 

本文利用湖北省 2000 - 2011年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来测算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年均变化率，计算公式为： 

 

式中：v 代表一个城市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年均变化率； aK ， bK 分别代表第 a年、b 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t代表 a - 

b 年。 

2. 4 重心模型 

参考文献．给出重心模型的计算公式，以此研究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重心迁移方向和距离，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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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Y 分别代表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重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 ix  、 iy  分别代表第 i 个地级市中心的经度值和纬

度值； iK 代表某一年第 i个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 

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重心空间年际移动距离的测度公式如下
[19]

:  

 

式中： baD  代表重心在 a - b 年的迁移距离；C 为常数，取 111.lll ，在这里是把地理坐标单位（经纬度）转换成平面

距离（km ）的系数，( aaYX ）、（ bbYX ）分别代表第 a 年和第 b 年的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重心所在空间的地理坐标（经

度值和纬度值）。 

3 结果与分析 

3. 1 时序动态变化 

根据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测算模型测算出湖北省各地级市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表 2 ）。结合表 2 和图 1 可以看出，湖北

省各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变化可以归为以下 5 类：( l ）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小，且于 2000 - 2011 年变化较少的城市主要

有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荆门市、黄冈市和神农架林区（神农架林区无耕地非农化，以下不再研究其耕地非农化

压力的变化）。（2 ）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于 2000 - 2011 年变化较小的城市主要有鄂州市、荆州市和咸宁市。（3 ）耕

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于 2000 - 2011 年有逐渐加大趋势的城市主要有孝感市、随州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4 ）耕

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于 2000 - 2011 年有逐渐减小趋势的城市主要是恩施市。（5 ）武汉市是相对特殊的城市，耕地非农化

压力总体趋势是先减少再加大然后再减少，于 2006 - 2007 年期间有一个较高的峰值，除此之外总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变化较为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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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类型（1 ）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城市的发展相对稳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通过旧城区改造等一系列措施逐渐

增加了建成区的面积，使得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相对稳定，且基本符合城市规划建设的最小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因此耕地非

农化压力较小。如黄石市人口于 2000 - 2011 年增加了 6.88 万，而建成区面积也增加了 11.89
2km 。类型（2 ）主要原因是

这 3 个城市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巨建成区面积较少，造成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较小，远低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最小人均建

设用地标准。例如鄂州市、荆州市的城市人口一直处于 100 万以上，但建成区面积只有 50km2 左右。且由于城市人口发展基本

稳定，建成区面积的变化较少，因此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改变较小。类型（3 ）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较小，

且面积有减少趋势，例如孝感市于 2000 年的 43.98
2km 减少到 2011年的 35

2km  ，但城市人口却未有减少的趋势，截止 2011 

年达到 88.6 万，造成了耕地非农化压力持续走高，其他城市情况类似。类型（4 ）的恩施市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呈减小趋势

是由于恩施市的发展落后，建成区面积截止到 2011 年只有 28
2km  ，而城市人口却相对较多，于 2000 - 2011 年期间不低于

76 万，造成恩施市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远低于平均水平。随着近几年恩施市的发展，建成区面积有所增加，耕地非农化压

力有所下降。类型（5 ）武汉市的特殊情况是由于 2006 - 2007 年武汉市城市化发展较快，城市人口数量剧增，2006 年的人口

数量达 819 万，是 2005 年的 2倍左右。这导致此时的建成区不足于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市人口数量，武汉市于 2006 年开始加大

了城市建成区的建设，到 2011 年建成区面积达 822
2km  ，比 2000 年翻倍，使得耕地非农化压力趋于稳定。 

3. 2 耕地非农化压力的空间分布 

本文参照赵永敢等
[20]

在研究四川省耕地压力时，对耕地压力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制定耕地压力等级划分的方法划分

耕地非农化压力等级。结合实际情况采用聚类分析将湖北省 2000 - 2011 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划分为 4 个等级，

]10.1,80.0[K 划分为 I 级区域，代表该地区无明显耕地非农化压力； ]40.1,11.1[K ，划分为 11 级区域，代表该地区

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初步显现； ]00.2,41.1[K 划分为 m 级区域，代表该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 ]01.3,01.2[K 划分

为 W 级区域，代表该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极度大。 

根据分级结果结合 ArcGIS空间技术分析 2000 - 2011 年间一些年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恩施市一直

处于 111 级、W 级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一直处于较大、极大状态，相对变化较小。而湖北省除恩施市以外的其他西部城市如

十堰市、襄阳市、宜昌市、荆门市处于 I 级区域，且相对变化较小，无明显耕地非农化压力。中部地区的几个城市如随州市、

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荆州市处于Ⅱ级、Ⅲ级、Ⅳ级之间变化，相对变化较大，且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间差异明

显。东部地区的黄冈市和黄石市无明显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处于 I 级区域，其中黄冈市的相对变化较小，而黄石市的相对变化

较大，耕地非农化压力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咸宁市、鄂州市于 2009 年之前处于 11 级、111 级之间，存在一定的耕地非农化压

力，相对变化较小。而武汉市总体相对变化不明显，于 2000 - 2011 年在不同的等级间变化，主要缘于武汉市的城市化促使人

口和建设用地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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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重心迁移特征 

由表 3 结合图 3 可以发现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重心点于 2006 年、2010 年处于荆门市，其他年份都处于天门市，总体朝

东北方向迁移，迁移距离为 17.37 km 。在 2005 年之前耕地非农化压力的迁移变化不大，且各年份的迁移点形成一片区域。而

于 2006 年开始，耕地非农化压力的迁移突变，之后的迁移变化不大，各年份的迁移点形成一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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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l ）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耕地非农化压力既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存在于经济落后的城市，

不同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大小不同。造成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当前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耕地非农化的建设作为基础，而耕地资

源作为稀缺财富，在利用时必须同城市当前的发展相适应以避免浪费。快速发展的城市己经大量的进行耕地非农化，使得城市

耕地非农化压力相对较小，而发展缓慢的城市正在进行耕地非农化或耕地非农化进行缓慢，造成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相对较

大，导致湖北省不同城市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大小存在差异。根据区域差异特点进行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分配，既可以避免一

些地区土地资源过剩浪费的现象又可以释放一些城市过大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 2 ）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荆门市、黄冈市于 2000 - 2011 年无明显的耕地非农化压力，且相对变化较小，

在进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时可以在一定年间减少指标数量，并保持指标量在一定时期不变。恩施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

建成区面积较小，可以给与较多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鄂州市、荆州市、咸宁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且相对变化较小，在

人口发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结合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适当增加建设用地量。孝感市、随州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

市于 2000 - 2011年耕地非农化压力逐渐增大，在进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时应根据城市人口等一系列发展情况逐渐增加指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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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几年随着武汉市建成区的扩张与城市人口的扩张同步增长，耕地非农化压力己经逐渐减小不再显现，因此建设用地指标可

适当减少。( 3 ）湖北省整体耕地非农化压力重心于天门市朝荆门市的东北方向迁移，表明湖北省东部个别城市的耕地非农化

压力相对西部个别城市增加的耕地非农化压力较明显，在进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时应注重这些城市逐渐增加的建设用地需求。

且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重心迁移距离为 17.37km，相对较小，表明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在 2000 - 2011 年的整体变化相

对稳定。耕地非农化压力及其区域差异是建设用地指标区际配置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意义。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建成区扩张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耕地非农化压力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人口的变化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的变化，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反

应一个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变化。建设用地需求量变化有较多影响因素，而基于当前的研究理论，还不足以支撑较多影响因

素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综合研究建设用地扩张的多种影响因素，通过确定各因素的比重来分析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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