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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运用空间集聚分析、时序变化分析等方法,结合 GIS 技术从种植结构类型以及种植比例变化两

个方面对近 30年来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格局与调控路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共出现

12种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且有22个县市区转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区域种植结构类型丰富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由单一的双水稻型向多元化的作物种植结构转变。②种植比例变化较大,双季水稻种植比例降幅最大,而蔬菜的种植

比例增幅最大。1987 年共有 3 种作物存在显著的 HH 集聚特征,其中双季水稻、油料出现了高值聚集区的连片分布;

而 2016年共有 4种作物存在 HH集聚特征,其中双季水稻、油料、蔬菜出现了高值聚集区的连片分布。文章认为,长

株潭地区未来可通过减少单一型增加组合类型,实现组合型内部元素多样化,在保证水稻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升带

有地方特色的作物种植比例等方面进行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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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植结构既是指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农作物的布局和组成分配情况，也是指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结

果，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信息是农业地理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对国家农业生产管理、国家粮食安全预警

和评估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3]。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是以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表征[4]，其变化的规律

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传统历史悠久，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连续多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聚焦三农，体现出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虽然我国农业取得重大发展，但是农作物种植结构紊乱仍然是

掣肘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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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类型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的研究。在国外，Canisius 等研究了亚

洲区域两熟作物的空间分布特征[5];Tan 等在全球尺度下，模拟了多种作物种植模式潜在的空间分布特征[6];Jakubauskas 等使用

低空间分辨率 NO-AA/AVHRR数据分析出大区域农作物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
[7]
。在国内，刘珍环等利用作物空间分配模型分析和探

讨了 1980 年代初以来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的时空变化和调控措施[8]；苏阳运用数理统计和 GIS 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出黑龙江省种

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和影响因素[9]；李奇峰等采用聚类分析法研究东北农作区种植结构情况[10]；邓灵稚等应用 C-PAC 模型分析了

1949—2013 年贵州省种植结构变化影响因素，讨论了种植结构优化的对策[11]。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成果很

多，研究角度也很丰富，国外的研究由于大多使用遥感数据因而研究尺度都比较大，而国内则以统计数据研究为主，且以省级

尺度的研究最为丰富[12]，但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全国、省级[13-14]等宏观层面展开，或者以乡镇为地域单元，从微观层面切入[15]，而

以县市区为地域单元、从中观尺度层面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城市群地区尤其是中部新型城市群地区的相关研究成

果较为缺乏。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农作物种植结构特征长期受区域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影

响，呈现出时序变化性、空间集聚性的特点，耕地非农化、日益明显的农民离农倾向与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施行的矛盾凸显。另

外，随着人民收入水平和对农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粮食作物，而是趋于多元化和复杂

化的发展态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16]

，农作物的种植类型开始由单一的水稻转向为水稻、蔬菜、油料、豆类等多

类型共同发展的格局。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对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调控路径进行研究，对于该地区

种植结构调整与优化，保障地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探讨近 30年来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

空变化规律，为在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下合理安排该地区农作物种植业布局及结构调整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下辖 12区 7县 4县级市（图 1），总面积约 2.8万 km2，位于湖南省中东部。长沙、

株洲、湘潭三市中心两两相距约 50km，以公路、铁路、城际铁路以及湘江相连。地形以丘陵、平原为主，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降水丰富，气温适宜，土壤肥沃，农业发达，是湖南省水稻及其它农作物的主产区。2016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为 12548.33亿

元，占全省 43.4%；城镇化率 62.9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2.03%；人均可支配收入 32417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3100 元。长

株潭地区已成为湖南省经济最发达、产业最集聚、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近 3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的发展，人民收入

水平的不断增加使得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日趋多元化，以该地域进行农作物种植结构动态变化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

代表性。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长株潭 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通过查阅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获得了长株潭地区 23个县市区 1987—2016年的各

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作物种植总面积数据。根据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作物种植面积情况，选取了双季水稻、一季稻、

豆类、油料作物、蔬菜和其他作物等 6种典型农作物种类进行分析。GDP、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

鉴》、长株潭 3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考虑到近 30年行政边界的多次变化以及县市区的转换，本研究所选取的 23个地域

单元界线和名称均以 2013年为准，部分行政单元变化的区域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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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株潭地区区位图 

2.2研究方法 

2.2.1种植结构类型的划分及其变化趋势 

种植结构类型的选定采用作物种植面积占所有作物类型种植面积的百分比决定，借鉴已有相关成果[16]，全局把握各年份长

株潭地区 6种典型作物种植面积以及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整体情况，最终确定以 35%作为分界点，划分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具

体可分为两种情况：(1)作物种植面积占所有作物种植面积比例超过 35%或前两位组合决定。例如某区只有蔬菜类占比超过 35%，

那么判定为单一蔬菜型，以此类推，若有蔬菜和油料作物两种超过 35%，则判定为蔬菜—油料型。(2)当一个地域单元内所有作

物均不超过 35%时，由种植结构类型以占比的前三位组合决定，例如蔬菜占 23%，油料占 17%，其他作物占 16%时，其种植结构

类型判定为蔬菜—油料—其他型。 

种植结构类型的变化趋势采用丰富度变化来表示，丰富度表示的是某一年份的种植结构类型数量与研究时段内全部出现的

类型比例[17]，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Rt 为某一年种植结构类型的比重，其值为 0～1，该值越大则表示该年份农种植结构类型越丰富；mt 为某一年种植结

构类型的数量；mmax是指研究时段类所有种植结构类的数量。 

2.2.2农作物种植比例的空间聚集 

本研究采用局部自相关分析（LISA）方法来研究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 HH聚集区表示该区域农

作物种植比例高且被其他种植比例高的地区包围
[18-20]

。Local Moran’sI指数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I 表示的是局部自相关指数，其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性越明显；xˉ为某类作物种植比例变化趋势线性斜率的平均



 

 4 

值；xh指 h区域某类作物种植比例变化趋势线性斜率；s为某类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趋势线性斜率的标准差；xk是指 k区域某类

作物种植比例变化趋势线性斜率；whk是指空间权重，表示地域单元 h与 k的相邻关系，根据邻接标准来反映。当区域 h与区域 k

相邻时，空间权重取 1，否则取 0。 

3 结果分析 

3.1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年际变化 

从种植结构类型上看，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种植结构类型总数为 12种，包括双季水稻型、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

双季水稻—油料—其他型、双季水稻—油料—蔬菜型、单一蔬菜型、蔬菜—一季稻型等，如图 2a、图 2b所示。从类型丰富度方

面而言，近 30 年来长株潭地区类型丰富度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如图 2c 所示。2016 年长株潭地区类型丰富度指数达到最大值

0.67，而最小值出现在 2007年，为 0.33。 

长株潭地区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有双季水稻型、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双季水稻—油料—其他型、单一蔬菜型等，

而其类型变化主要是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逐步取代双季水稻型、单一蔬菜型逐步取代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双季水稻

—油料—蔬菜型取代双季水稻—油料—其他型的过程。种植结构类型调整方向主要为单一的双季水稻型被多元组合型所替代、

组合型内部元素因双季水稻的缓慢退出而变得多元化的种植结构格局。1987—1997 年，长株潭地区双季水稻、其他型作物种植

面积过大，而豆类、油料等作物种植面积较小且相当，故出现了大量的双季水稻型与双季水稻、豆类或者油料作物，以及其他

类作物组合型并存的现象，从而使得丰富度指数上升；而 1997—2007年，长株潭地区蔬菜种植面积开始明显加大，在某些市区

蔬菜比例甚至达到 70%以上，到 2007年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单一蔬菜型分别占全年所有类型的 43%、35%，其所占比重较

大，故而种植结构类型丰富度指数达到最小值 0.33;2007—2016年部分地区双季水稻的种植比例不断下降而缓慢退出组合型中，

蔬菜种植比例高居不下，一季稻、油料等作物开始进入组合型当中形成新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所以类型丰富度指数不断上

升。 

 

图 2 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情况 

3.2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空间变化 

从图 3可知，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空间变化明显，有 22个县市区转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

从空间分布来看，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变化的地区主要是长株潭各市区以及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等区域，仅有湘乡市保持双

季水稻—蔬菜—其他型不变。纵观 6 个时段内的空间变化规律，1991 年长株潭北部区域出现较多双季水稻—油料—其他型，主

要是因为 1987—1991年，该区域双季水稻、其他类作物种植比例过大，蔬菜与油料作物种植面积相当，因此种植结构类型在双

季水稻—蔬菜—其他型与双季水稻—油料—其他型之间变动，并在 1991年长株潭北部区域出现了大片区的双季水稻—油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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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型。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水稻主产区，受年积温和热量条件影响，主要熟制为一年两熟，因此双季水稻种植比例较大。在研究

的 6 个时期内双季水稻种植比例始终位于前三位组合当中的县数占比为 39.13%，它们均是除市区之外的各县、县级市，地域面

积广、农业人口多是这些区域的共性特征，双季水稻种植占比较大，故其种植结构类型的变化主要是由组合型中除双季水稻以

外的作物变化引起的。而长沙市市区、湘潭市岳塘区均是由双季水稻与某类经济作物、其他作物的组合型转变为单一蔬菜型、

蔬菜—一季稻型；株洲市市区、湘潭市雨湖区蔬菜种植比例从 2007年开始均超过 20%，虽然种植结构类型从 2007年开始在单一

蔬菜型、双季水稻—蔬菜—其他型、双季水稻—油料—蔬菜型之间变化，但其蔬菜种植一直占有较大比例。蔬菜具有易腐烂、

时令性强的特征，蔬菜生产布局在城市农业带的第一圈层，如望城区形成了“都市型”特色大菜园，以种植反季节蔬菜为主的

株洲市荷塘区香草塘村蔬菜基地等，故蔬菜已成为长株潭市区主要的种植作物之一。此外，浏阳市双季水稻、一季稻种植比例

持续减少，并在 2012 年后退出组合型，种植结构类型转变为油料—蔬菜—其他型。炎陵县的一季稻种植面积较大，并在 2012

年由一季稻—油料—蔬菜型转变为单一一季稻型，由于蔬菜种植比例的上涨，在 2016年形成新的作物类型一季稻—蔬菜—其他

型。这些新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对农作物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粮食作物，朝着多元化趋势转变。 

3.3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变化的地域分异 

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变化较大，图 4 为 1987、2016 年长株潭地区 23 个县市区农作物种植比例空间分

布图。由图 4可知，双季水稻种植比例减少的县数占比为 91.3%，减小幅度较大的地区有雨花区、炎陵县、芙蓉区等地；此外种

植比例增加的地区有芦淞区、雨湖区等地，但增加幅度较小。而一季稻种植比例增加的区域占比 73.91%，其中开福区、雨花区、

炎陵县、韶山市、浏阳市等地增加幅度较大；比例减小的区域有荷塘区、芦淞区等地。就整体变化趋势而言，长株潭地区双季

水稻种植比例呈减少趋势，而一季稻种植比例呈增加趋势，这主要是长株潭农村地区人口空心化明显，非农化进程趋势增强，

而一季稻的种植既满足了农村人口对口粮的需求以及对农耕文化的传承，一年只耕作一季的优势又令其可突破土地的限制，使

得外出务工成为可能。而蔬菜种植比例增加的区域达 100%，增加幅度较大的地区均为城市市区。蔬菜是市场指向型作物，近年

来，长株潭城市市区人口和交通优势明显，居民的环保和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注重蔬菜产品的多样性、优质性、安全性。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对蔬菜需求进入了年均衡消费需求增强的阶段[21]。 

 

图 3 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空间布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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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7-2016长株潭 6种典型作物种植比例变化 

长株潭地区的豆类、油料等作物种植面积相比于水稻、蔬菜而言较小，且种植比例变化的幅度较小。豆类、油料作物种植

比例的上升主要源于人们对植物油的需求上涨，且豆类作物还可用于豆浆、豆腐等多种人类食品。总体而言，豆类、油料等作

物种植比例呈增加趋势的区域要多于呈减少趋势的地区，体现了人们对农作物需求的多元化、人民食物营养的多样化。此外，

其他类作物主要指玉米、薯类、棉花、麻类、甘蔗、烟叶、瓜果等农作物，其种植比例减小的区域达 86.96%，主要是天心区、

开福区、岳麓区等地。其他类作物主要是指经济作物，其种植面积既受农作物的价格影响，也受农户微观选择影响，还与城镇

化的推进以及建设用地的占用直接相关，同时，农作物种植的日趋专业化和规模化会逐渐吞并细碎化其他类作物种植面积，故

其种植比例逐年减少。 

3.4长株潭地区种植比例的空间集聚变化 

借助 GeoDa软件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并利用 ArcGIS10.2绘制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空间集聚特征图（图 5），通

过研究发现，长株潭区域的典型作物的 HH集聚特征较为显著，而 HL、LH、LL集聚类型不够显著，故本文以 HH为例，分析其空

间集聚特征。从图 5可知，1987年有 3种作物的种植比例存在显著的 HH集聚分布特征，具体表现为：双季水稻种植比例高值聚

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宁乡县、韶山市和湘潭县，而油料的高值聚集区分布在南部的株洲县、攸县、茶陵县；一季稻的高值聚

集区仅分布于荷塘区和芦淞区。其中双季水稻和油料作物均实现了区域高值集聚区的连片分布。2016 年湘乡市、湘潭县、株洲

县、攸县的双季水稻均呈现出高高集聚的特征；开福区、雨花区、天心区、芙蓉区的蔬菜种植比例均呈高高集聚分布；油料作

物的高值集聚分布地区有株洲市、醴陵市、攸县三地。此外，茶陵县的豆类作物也呈现出高高集聚分布特征。其中蔬菜、双季

水稻、油料 3种作物实现了高高集聚区的连片分布，其种植比例高度聚集区占长株潭所有县市区数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17%、17%、

13%。 

相比于 1987年，2016年双季水稻的高高聚集区域在不断扩展，并且有南移的趋势，表明长株潭地区大部分区域水稻种植比

例偏高，凸显出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导。油料作物 1987 和 2016 年高高聚集区基本上位于攸县、株洲县及其周

围地区，说明近 30年来该片区油料作物种植比例一直偏高，有较大的油料作物种植面积，且种植历史较久，具有一定油料作物

机械化的基础。2016 较之 1987 年新增豆类作物高高聚集区，位于茶陵县，说明 2016 年茶陵县及其相邻地区豆类作物种植比例

均增高。而长沙市市区出现了蔬菜的高高聚集区域的连片分布，说明近 30年来长株潭地区蔬菜种植比例上涨明显，已经成为长

沙市市区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 

4 结论 

(1)近 30 年来长株潭地区共出现 12 种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共有 22 个县市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发生了变化。从调整方

向上看，主要为单一的双季水稻型被多元组合型所替代、组合型内部元素因双季水稻的缓慢退出而逐渐变得多元化的种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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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从类型丰富度方面而言，近 30年来长株潭地区类型丰富度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长株潭地区类型丰富度指数达到

最大值 0.67，而最小值出现在 2007年，为 0.33。 

(2)1987—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变化较大，具体表现为双季水稻的种植比例减少的区域占比为 91.3%，其他型

作物种植比例减少的区域占比为 86.96%，蔬菜的种植比例增加的区域达 100%，且增加幅度较大，而豆类、油料作物种植比例增

加地区要多于减少趋势的地区。1987年长株潭地区共有双季水稻、一季稻和油料 3种作物种植比例存在显著的 HH集聚特征，其

中双季水稻、油料作物 2 种作物出现了 HH 集聚区的连片分布。而 2016 年该地区共有双季水稻、豆类、油料、蔬菜 4 种作物种

植比例存在 HH集聚特征，其中双季水稻、油料作物、蔬菜 3种作物出现了 HH集聚区的连片分布。 

 

图 5 1987和 2016年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比例的空间集聚特征 

(3)近 30 年演变特征表明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呈现出由单一水稻种植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

结构呈现出单种组合型占比过大、地方特色产业不突出等问题，且其种植比例存在由水稻、蔬菜等作物面积较大而导致其主导

优势过于明显，作物整体多元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未来的调整方向仍然为减少单一型而增加组合

结构类型，组合型内部元素应突出本区域主导型特色农业，在保证一定水稻面积的同时因地制宜加大区域的菜、果、油、茶、

药等其他作物种植比例，实现多元化种植。 

5 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控对策 

近 30年演变特征表明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呈现出由单一水稻种植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2018年湖南省政府规定在长

株潭地区被划定为严格管控区的耕地上进行种植结构调整。由此可见，农作物种植结构问题备受政府重视，新一轮种植结构调

整已经开始。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既需满足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水稻应有产量，又要适应城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实行多作

物联合种植。而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呈现出单种组合型占比过大、地方特色产业不突出等问题，且其种植比例存在由水

稻、蔬菜等作物面积较大而导致其主导优势过于明显，作物整体多元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未来的

调整方向仍然为减少单一型而增加组合结构类型，组合型内部元素应突出本区域主导型特色农业，在保证一定水稻面积的同时

因地制宜加大区域的菜、果、油、茶、药等其他作物种植比例，实现多元化种植。 

5.1因地制宜，适当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 

近 30 年来长株潭地区类型丰富度指数由 1987年的 0.50 提升至 2016年的 0.67，提升幅度不大，且水稻—蔬菜—其他型仍

然占有该地区 39.13%，区域内水稻和蔬菜两种主要作物优势过于明显，区域之间种植结构雷同程度较高，进而导致区域之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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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恶性盲目竞争较为严重。因此，未来时期内，长株潭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要努力增加和提升带有地方

特色的菜、果、油、草等的种植面积、种植比例与市场竞争力，栽种“一片一特”模式的地方特色作物，种植业应与当地蓄养、

交通、人口习性、地貌类型等相关联。例如宁乡县、浏阳市等地畜禽类养殖业发达，其农业种植可多考虑植薯类、玉米等饲用

作物，且需避免蓄养对周围土地的污染，需在已污染的土地上开展修复；在望城区、长沙县、株洲县等交通区位条件较好、临

近中心城市的县区，可以考虑种植花卉、草皮、菜苗等市场指向性作物；而南部的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等以山地为主的地区，

则可考虑多种植油料作物、药材等。 

5.2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大力提升农产品品质 

随着长株潭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内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产生变化，需求不再局限于大米、红薯等传统粮食

作物，而是对农产品的种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长株潭地区积极适应农产品多样化消费需求，开始进行种植结

构调整，其蔬菜、油料、玉米等作物面积均呈增加趋势。所以，在未来发展中应更注重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济发展较好、

区域面积较小的芙蓉区、雨花区、荷塘区等市区可以运用无土栽培、反季节种植等现代技术多形式种植多样化健康农产品；在

宁乡县、株洲县、望城区等平原面积较为广阔的地区可多种植水稻、蔬菜、玉米等传统作物，但是在种植过程中可尽量减少农

药、化肥的使用，也可通过粮油、粮菜轮作的方式来避免长期种植水稻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土地退化等问题；而在东部的浏

阳市，南部的醴陵市、炎陵县、茶陵县等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县市耕地较为分散，地势起伏较大，可以发展高效率立体农业，

在平原处可种植水稻、蔬菜，在地势稍高的区域可种植高品质瓜果、茶叶等。 

5.3结构调整与产业扶贫相结合，加强科技支农 

长株潭市区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高，在湘乡市、株洲县、湘潭县等中西部距离市区较近的县市，农村人口空心化严重，

宁乡县、浏阳市、醴陵市、望城区等长株潭地区新兴工业区对周边乡村区域劳动力所形成的拉力导致农民离农倾向明显，而南

部的茶陵县、炎陵县等地农业发展方式较为落后。结构调整不应该只是改变作物种植比例和种植面积，而是应当将其与建立农

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电商兴农，支持产业扶贫，留住农业人才相结合。因此，在长株潭城市市区周围的县市应当充分利用交

通区位优势，打造产业化、品牌化的农业体系，充分展示农产品核心竞争力，以补给城市市区农产品的不足；而在长株潭地区

北部的新兴工业区可以适当加大农业投资，鼓励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从而提升农民收益率和积极性，挖

掘人民内心深处的乡愁文化，促使“农民回农”；在南部农业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的地区可以加大技术投入，鼓励该区域新兴青

年回乡创业，对农民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等，做到“科技支农、强农富农”。 

5.4保障粮食安全，引导农民提高种植效益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种植作物时会衡量与比较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类型以及外出务工之间的可回报率大小。一

家一户型的水稻种植需要投入较大的劳动量，成本高、抗风险力弱且收益率较低，近 30年来长株潭地区双季水稻种植面积减少

近 10 万 hm2，占双季水稻总面积的 12.76%，而蔬菜、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上涨，并出现大量农用地撂荒等现象。长此

以往，无疑会威胁到地方粮食安全。长株潭地区近年来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受灾的耕地需要开展土地复垦和整治，加上由于

常年种植水稻等作物致使耕地地力下降的区域还需进行休耕、修复治理。因此政府需要统筹粮食安全保障与种植结构调整之间

的关系[22]，保证区域内水稻的主体地位，确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用作物三元结构间合理的种植比例和面积，通过培训、

补贴等形式积极引导农民改变种植行为，在保证地方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地进行种植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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