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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stic 曲线分析的区域耕地变化政策驱动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罗 媞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岳阳 414000） 

【摘要】本文在分析政策要素对区域耕地变化的驱动作用基础上，引入 logistic曲线模型，分别从社会经济发

展和耕地保护层面选取影响耕地变化的政策驱动要素进行定量分析与比较研究，并以湖北省为例构建模型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湖北省耕地总量变化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特征，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和建设扩张是耕地流失的主

要影响因素，而基于粮食安全制定和实施的耕地保护政策对维护耕地数量的稳定性和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作用。本文提出应从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用、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完善激励与惩罚机制等方面入手，

建立长效的耕地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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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关系着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也是土地安全乃至生态安全的核心之一。然

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与大量的耕地资源流失往往相伴而生：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大规模向城市积聚的趋势，

使得居住建设用地与耕地的矛盾日趋激烈；城市经济、科技开发区的广泛兴建、交通网络的日趋发达、城市绿地面积和其他公

共设施建设的不断增加，也成为耕地非农化最深刻的根源。持续监测耕地变化数量特征，找出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并把握

各因子内部关系及规律，对于区域耕地资源的有效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耕地变化是自然驱动力和人文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人文驱动力则发挥着主导作用。

目前学者们对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政策调整等作为耕地变动的主要驱动力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已有研究者为区域耕地

变化及驱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参考，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耕地变化的人文驱动力综合定量分析中，

对人口、经济要素的量化分析较多，对缺少量化依据的政策要素分析较少；对政策因素的研究多停留在依据统计信息的定性分

析基础上，量化研究亟待加强。 

本文基于 Logistic曲线分析，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和耕地保护层面选取并量化政策驱动因子，建立驱动力模型，揭示各项

政策驱动因素对区域耕地变化的影响。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大省，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核心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任务，对耕地资源的保护要求尤为突出。本文特选取湖北省作为研究案例，以期得出推动湖北省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相互协

调的对策，为湖北省耕地的持续利用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湖北省 1990-2015年耕地变化特征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全省总面积 18.59 万平方公里。25 年来湖北省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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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较快，2015年湖北省 GDP达 27379.22亿元，位于中部四省前列。2015

年全省耕地面积为 343.62 万公顷，人均耕地仅为 0.058 公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后备资源匮乏。本文基础数据包括

1990-2015年全省及各市（州）耕地面积主要取自《湖北省统计年鉴》，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分别取自 1990-2015 年《中国统计年

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 

1.1湖北省耕地总量变化 

对湖北省 1990 年-2015年各年年末耕地面积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1），可知自 1990年以来，湖北省耕地面积总量变化

呈现两个阶段性特征：①1990-2003 年期间湖北省耕地面积总量逐年减少，降幅约为 12.75%，2003 年降至 25 年来最低点；②

2004-2015 年期间湖北省耕地面积总量逐年增加，增幅约为 9.65%，至 2015 年耕地面积达到 343.62 万公顷，约与 1993 年耕地

总量持平。总体而言，1990-2015 年间的耕地面积变化趋势虽由减变增，耕地面积数量虽未回升至 1990 年的水平，但线性变化

趋于平缓。 

 

1.2湖北省耕地年变化差异 

引入耕地递变速率和结构递转系数指标对湖北省 1990-2015 年耕地数量变化进行综合分析。耕地递变速率（Lv）与耕地结

构递转系数（Lp）表达式分别为： 

 

式（1）中 Si 为区域第 i年年末的耕地面积。当 Lv﹥0 时耕地数量递减，Lv﹦0时耕地数量不变，Lv﹤0时耕地数量递增。

式（2）中 Pi 为区域第 i 年年末耕地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当 Lp﹥0 时耕地比重下降，Lp﹦0 时耕地比重不变，Lp﹤0

时耕地比重递增。 

利用上述公式对湖北省1990-2015年耕地变更数据进行计算，结果显示研究时段内湖北省耕地数量年变化差异明显（见图2）：

①1990-2003年耕地总面积递减期内的耕地年递变速率与耕地结构递转系数浮动频率较小，但幅度较大，主要体现为 2002-2003

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耕地比重明显降低。②2004-2015 年耕地总面积递增期间的耕地年递变速率与耕地结构递转系数浮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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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但幅度较小。 

 

2 湖北省耕地变化的政策驱动分析 

2.1驱动因子选取与量化 

2.1.1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参考相关文献对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子的选择，本文特选取 7个因素作为社会经济类指标变量，

这些指标变量分别是：（1）非农产业 GDP 所占地区 GDP 总量的比例，反映产业城市化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2）非农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城市化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

响；（4）粮食产量，反映粮食生产能力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5）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反映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耕地变化的关系；（6）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反映由收入差别引起的农户土

地利用行为对耕地变化的影响；（7）路网密度，即交通道路总长度与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反映交通建设占用对耕地变化的影响。 

2.1.2耕地保护调控因子。根据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及相关法律 

规定，湖北省在开展耕地保护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1993年出台了《湖北省基本农田保护试行办法》；1999

年以来大力开展土地整治工作；2004 年全省启动 46 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基本农田的高标准整治；2006 年湖北省被国土资

源部列为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地区之一；2007年省政府出台《湖北省市州人民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1997-2010年与 2010-2020 年的两轮《湖北省土地利用规划》对耕地指标进行了合理控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德尔菲法”，

将湖北省耕地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进行分级量化，具体方法是：将 1990-1992年政策力度定义为 3；1993-1995年的

定义为 4；1996-1998年的定义为 5；1999-2003年的定义为 6；2004-2007年的定义为 7；2008-2015年的定义为 8。 

2.2驱动力模型构建与应用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最终将减少到耕地保有底限；在现实中，由于耕地保护落实不到位，耕地数量往

往减少到保有底限以下。基于此，本文引入“耕地转用饱和度”来说明在耕地保护政策影响下，耕地数量变化的阈值和范围，

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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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K为耕地转用饱和度，显然 K∈[0，1]，L为耕地保有底限，Y为耕地数量，θ为耕地保护政策强度，且θ∈｛1，

2，3，„，10｝。由于区域耕地数量 Y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 K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 Llgθ的大小。若θ取值越小，耕地保护政

策强度就越低，实际的耕地保有数量 Llgθ就越少，K值越小；反之亦然。当θ=10，即耕地保护政策强度最大时，K=L/Y，当且

仅当 Y=L，K=1，耕地数量达到保有底限，才能有效保障耕地数量。取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耕地保有底限 L，将 1990-2015 年耕

地政策保护强度及耕地数量代入公式（3），可得湖北省 1990-2015年“耕地转用饱和度”变化曲线（见图 3）。 

 

如图 4所示，湖北省 25年间的耕地转用饱和度变化呈 logistic曲线特征，因此借鉴 logistic曲线模型，将前述 7个社会

经济指标变量按编号对应地设为 x1，x2，x3，x4，x5，x6，x7，则 K在社会经济因子驱动下的变化关系式可表达如下： 

 

式（4）中 xi（i=1，2，3，„，n）为社会经济驱动因子，a（ii=1，2，3，„，n）为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系数。将式（3）

带入式（4）中，变换后可得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模型： 

 

对于式（5），设， 则可得： 

 

由此，对模型（5）中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系数的求解转换为多元线性回归问题。利用 SPSS 分析平台，选择逐步分析法，解

得湖北省 1990-2015年耕地数量变化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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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式（7），显著性检验系数 R2=0.935，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结合湖北省耕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运用同样的方法分

别求解湖北省 1990-2003年和 2004-2015年的耕地数量变化方程，设两个时段内的耕地数量为和 Y′，可得：YY′′ 

 

对于式（8）、（9），显 2.3 模型结果分析 

由式（7）（8）（9）可知，在耕地保有底限和耕地保护政策强度决定的耕地变化阈值约束下，湖北省 1990-2015年间耕地

变化主要是非农产业 GDP比重（X1）、粮食产量（X4）以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重（X5）有较强相关性，说明 25年来湖北省耕

地变化是产业城市化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以及耕地保护力度增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1990-2003

年间湖北省耕地数量变化主要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3）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北省建设急剧扩张对耕地逐年减少

具有主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一阶段全省非农产业 GDP 比重以年均 2%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一方面引发更多的建

设需求，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建设资金总量和社会发展基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由于耕地保护政策力度相对较弱，

在比较利益驱使下，产业结构非农化加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与粮食产量明显下降，耕地保护让位于城市扩张，耕地资源

持续减少；相较之下，2004-2015年间湖北省耕地变化则主要表现为与粮食产量（X4）有关，这一阶段湖北省非农产业比重及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虽持续增加，但在不断加强的耕地保护政策调控下，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下降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粮食

生产能力有所提高，耕地数量减少得到有效缓解。 

3 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湖北省 25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产业结构非农化和建设扩张是耕地流失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基于粮食

安全制定和实施的耕地保护政策对维护耕地数量的稳定性和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要保证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不仅要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还须对政策实施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建立长效的耕地保护机制。结合湖北省城市化进

程中耕地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1）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引导土地需求，科学制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增加耕地面积等标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强化对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和耕地的保护。 

（2）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保护目标转变为耕地资源耕作能力动态平衡的政策目标，根据我

国粮食安全底线，确定湖北省及各县域耕地资源耕作能力动态平衡目标，保证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 

（3）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将耕地保护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并完善激励和惩

罚措施，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机制提供动力；此外加强耕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资金、技术投入，完善农户社会保障体系，整

合耕地使用决策者与农户的利益，有效抑制耕地非农化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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