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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优化产业布局是基础。以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永平镇为研究区域，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坡度、坡向和矿区等区位条件对三产布局的影响，以及产业布局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基于

区位理论和研究结果调整永平镇产业空间布局。结果表明:①坡度、坡向和矿区等影响产业布局，且对第一产业的

影响远高于第二、三产业。②矿业乡村三产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产业空间关联性弱，尚未形成以农业为核心的三产

业融合发展格局。③结合区位分析结果，调整产业布局，形成“三区三轴一中心”新产业格局，以利于三产融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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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等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出台，意味着目前我国的乡村生活、生

产和生态空间布局需进行调整，以满足战略规划实施。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农业是振兴乡村的基石，构建以

农业为核心的三产融合发展空间布局尤为重要[1]。早期的乡村产业空间布局在城乡总体规划虽有宏观性阐述但缺乏详细规划，乡

村规划先天性不足导致乡村产业空间规划后天不良
[2,3]

。 

当前对乡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特征和优化的关注度高于产业空间优化，张贵军、朱永明、臧亮等[4]，刘鹏、陈荣蓉、杨朝现等
[5]，杨庆媛、潘菲、李元庆[6],Yasi Tian、Yanfang Liu、Xingjian Liu 等[7]选择发展程度不同的乡村进行研究。如，张贵军依

据功能分区对昌黎县不同级别小城镇(市)居住空间进行优化;刘鹏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提出丘陵区可采取城镇化和迁移合并

等布局调整措施;蒲继涛[8]、王昆[9]、邓焱[10]等从产业适宜性出发，运用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优化单元的适

宜性等级，进而确定优化方案。综上，国内学者对丘陵地区非矿业乡村研究较多，而对矿业乡村研究较少。 

本文中的矿业乡村指拥有矿产资源并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影响或发展兴起的乡村
[11]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除规模较小未计

数外的非建制市工矿型城镇有 248 座、工矿型城市有 178 座，它们支撑着我国城镇社会经济发展[12]。与非矿业乡村相比，矿业

乡村面临矿产资源开采带来的水土污染和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13]。同时，矿业乡村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与矿产相关的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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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忽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菱形非均衡产业结构，产业空间以矿区为中心的环状或带状的分布特征[14,15]。此外，由于

矿业乡村缘矿兴起发展，以矿工为代表的居民环矿区住、少数非矿工远矿区居住，具有“星月式”的居住空间格局特征[16]。总

之，矿业乡村与非矿业乡村在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居民点布局等存在着较大差异，各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矿业乡村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对“三产”融合和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典型的矿业乡村——江西省铅山县永平镇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坡度、坡向、矿区等对产业空间布局影响特征、区

域内产业空间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之上，结合区位理论和研究结果，调整该区域的产业布局，以期为类似区域乡村产业规划

提供科学参考与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 

永平镇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地理坐标为 117°69'—117°81'E、28°11'—28°27'N，铅山河、宁上高速等河流和交

通线路穿境而过。全镇总面积为 147km2，辖花亭子、北门和杨家桥等村庄，2017年常住人口 4.76万人，2017年的财政收入 2.29

亿元。该镇地形以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温和降水季节分配差异小，年平均降雨量超过 1000mm。永平镇还是

全国第二大露天铜矿永平铜矿所属地，矿区面积约 10km
2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将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地理区位和交通地理区位在空间地域上的有机结合称为区位。区位论揭示了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经

济活动存在相互联系和作用，为农业、工业和城市等规划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区位论为理论依据，按

照先厘清区位条件及其对三产的影响特点，再厘清产业现状、主要问题和休闲农业发展可行性，最后综合理论依据和区位分析

等结果，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调整优化，旨在构建紧凑有序的新旧“三产”融合发展空间布局。具体优化思路及方法见图 1。 

 

图 1产业空间优化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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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包括 DEM数据和遥感影像数据。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 Landsat8OLI-TIRS，分辨率

均为 30m;遥感影像图数据来源 BIGEMAP下载器中的谷歌地图(无偏移)。借助 ArcGIS10.2矢量化得到永平镇边界线、河流和道路

等数据，运用永平镇边界线裁剪得到永平镇范围内的 DEM 数据和遥感影像数据，经校正后进行坡度、坡向和河流等分析，通过

监督分类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图。 

3 区位条件分析 

3.1坡度和坡向 

坡度指地表单元陡缓的程度，决定了土地的利用方向和程度[19]。第一产业用地适宜性等级从高到低所对应的坡度为 0—2°、

2—6°、6—15°、15—25°、≥25°[19]。坡向指坡度所处的方向，直接影响了该方向种养殖业的日照时长和水分含量等。与南

半球相比，北半球日照由高到低排序为南坡、东南坡、西南坡、东坡、西坡、东北坡、西北坡和北坡[8]。坡度和坡向对第一产业

影响较大，对第二、三产业则主要影响建筑物和场地建设
[17]
。从图 2 可知，该区域的坡度分布呈“内低外高”包裹状，村庄和

道路均分布在坡度 6°左右的区域。坡向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南坡、西北坡和东坡分布相对集中。 

 

图 2坡向和坡度分布 

3.2交通便捷性和河流影响度 

交通便捷性直接影响农机的使用程度，进而影响耕作，并对出行和第二、三产业类型等产生影响;河流则影响需灌溉的第一

产业、化工厂和矿产冶炼等第二产业和追求水域景观的第三产业(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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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交通便捷性和河流影响度分布 

从图 3可见，道路和河流空间分布特征相似，均对 200m以内区域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400m以外的道路和河流缓冲区与矿

区部分重叠。此外，“三产”适宜性随着交通和河流缓冲区距离增加而降低。交通便捷性和河流的正面影响也有衰减特点，体

现为以河流、道路为中心，最近是第一、二、三产业或第一、三产业同层混合分布，其次是第二、三产业同层混合分布，最后

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单一分布[8,9]特征。 

3.3矿区影响度 

采矿期间对周边植物、土壤和河流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着种植业等第一产业、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和非矿产品

加工业等第二产业的布局。研究表明，距离矿区越近，水稻产量越低、居住人数越少[18]。为分析永平铜矿影响程度，对尾矿库

和矿区 100m、200m、400m和 800m缓冲区进行分析，将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缓冲区分析图叠加得到图 4。 

 

图 4矿区影响 

从图 4可见，矿区和尾矿库缓冲区距离增加，影响的地类和范围也增加。如矿区由起始影响 100m内的林地、村庄和坑塘水

面扩充至向西方向范围更大的耕地、村庄、道路和坑塘水面等，尾矿库由起初影响 100m内的坑塘水面和林地扩充至向东方向更

大范围的林地、耕地、道路、坑塘水面和村庄。受矿区和尾矿库影响更严重的区域，第一、三产业倾向远离矿区和尾矿库布局，

第二产业则倾向发展矿产相关产业。其他受影响较低的区域，其第一、二、三产分布则不具有明显的逃离矿区和尾矿库特征，

产业空间布局选择更加多样化。 

4 产业空间布局现状和主要问题 

4.1产业空间布局现状 

永平镇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三区三园一基地”的布局特点(图 5)。其中，“三区”即以建材和化工业等为主的城北新区，以

矿产品加工和麻纺织业等为主的城南延伸区，以耐酸泵厂和粮食加工业等为主的老城区;“三园”即蔬菜种植园、果园和红花油

茶种植园;“一基地”即优质水稻基地。从各村来看，花亭子和北门等村共有蔬菜园 0.667km2，北门村有雏菊花海 0.067km2和有

机葡萄园 0.033km2，杨家桥村有红高粱 0.067km2和一定面积规模的红花油茶种植园，永平村有红花油茶种植园，五都村和林家

村共有优质水稻基地 10km
2
，重点村卢家村果园约 2km

2
，港洲村以矿产开采和冶炼等第二产业为主，河背村、安洲村和下畈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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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稻种植、畜禽养殖等种养殖业为主，横溪村、文家桥村、八水源村、陈家寨村和排上村则均以水稻、花卉等种养殖业为主。 

 

图 5产业空间布局现状 

4.2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比分析各村产业类型和分布发现:(1)第一产业布局分散，空间关联性弱。第一产业种类主要是水稻、蔬菜、果业种植和

生猪养殖，缺少其他农作物和家畜的种养殖，且水稻基地、蔬菜园和果园分别分布在西南、东北和正南方向，呈现出三者空间

关联性较弱的分散型格局。乡村产业振兴以农业为核心，旨在建立以农业为主体、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第

一产业抱团与“一村一品”发展战略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一村一品”是根据一个村或者多个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一个或

多个市场需求及潜力大、乡土特色鲜明和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同样具有多种产业、多个乡村抱团特征。因此，分散独

立的第一产业空间布局不利于产业价值延伸和可持续发展。(2)第二产业以非农业为主导，缺乏多种农产品的深加工业。城北新

区、城南延伸区和老城区的第二产业均以工业型产业为主，缺乏稻谷、薯类和茶叶等农产品深加工业。当前资源耗竭型的第二

产业虽然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农产品粗加工产值低，而深加工后则大大地

提高了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农民收入和种植意愿。永平镇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但是资

源有限，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需扩宽农产品和工业加工范围，实现乡村产业全方位振兴。(3)以农业为核心的第二、三产业价值链

延伸短，三产融合度低。目前，永平镇缺少农业延伸的农产品深加工等第二产业和体验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第二、三产业产

值中的含农产值占比低，农业附加值仍然有待提升。此外，种养殖等第一产业尚未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实现降低成本，增加产出

效益等规模经济效益，耕作和经营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永平镇拥有较大面积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耕地，具备较好的先天优势，

但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农业优势，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性和空间关联性有待提高。 

5“三产”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5.1休闲农业可行性分析 

体验园和农家乐等休闲农业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的重要途径，除受当地区位条件和资源影响外，周边地区的人口规模、城镇

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的可行性。因此，在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前，需对发展休闲农业进行可

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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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常住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城镇人口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表 1)来源于 2011—2018年《上饶市统计年鉴》《江西

省统计年鉴》《上饶市(铅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表 1 2011—2018年上饶市、铅山县人口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659.40 662.35 664.29 666.43 671.50 675.20 678.34 681.07 

上饶市 城镇人口（万人） 142.60 276.46 297.62 306.71 317.88 330.20 342.02 353.9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698.14 20177 22195 26876 26924 29153 31853 34656 

 年末户籍人口（万人） 46.03 46.76 46.92 48.10 47.77 48.09 47.94 48.13 

铅山县 城镇人口（万人） 8.36 8.40 8.48 8.46 8.34 16.74 26.36 22.5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947 15481 17143 18857 20825 22491 24516 26659 

 

注:铅山县 2011—2018年年末常住人口统计资料不全，为统一数据来源便于分析，以年末户籍总人口数予以代替。 

从表 1 发现，上饶市和铅山县的年末常住人口总数(年末户籍人口总数)、城镇人口总数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现增长

趋势，表明上饶市和铅山县收入水平、消费群体数量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本文分别以上饶市人民

政府和铅山县人民政府为起点，各村为终点，从高德地图获得到达终点最短行驶时间和对应的距离(表 2)。 

从表 2可见，从上饶市人民政府出发到各村平均最短时间是 60min，从铅山县人民政府出发到各村平均最短时间是 27min，

表明 30—60min内可到绝大多数村，居民活动空间和消费资源可快捷地市(县)—村转换，出行和消费方便快捷。 

表 2上饶市、铅山县与各村最短距离和自驾时间 

村庄 

上饶市人民政府 铅山县人民政府 

最短自驾时

间（min） 

最短距离 

（km） 

最短自驾时

间（min） 

最短距离 

（km） 

杨家桥村 56 43.4 11 7.2 

安洲村 56 43.4 15 10.3 

下畈村 48 42.6 17 11.5 

花亭子村 52 38.7 18 11.9 

北门村 50 41.3 19 13.0 

港洲村 52 44.9 20 14.8 

河背村 54 46.7 21 16.7 

五都村 53 47.0 22 16.9 

林家村 54 47.8 23 17.8 

横溪村 78 52.6 49 24.3 

卢家村 104 85.4 71 45.8 

陈家寨村 59 48.8 28 20.5 

文家桥村 55 46.6 2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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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上村 74 49.5 41 23.1 

八水源村 64 47.9 33 19.6 

永平村 51 41.8 19 13.5 

 

综上所述，年末常住人口总数(年末户籍人口总数)、城镇人口总数、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和交通便捷的上饶

市与铅山县为临近村休闲农业发展提供了可能，永平镇具有发展休闲农业可行性，但各行政村因区位差异，休闲农业发展可行

性存在差异(图 6)。杨家桥村、花亭子村、北门村、安洲村、永平村和下畈村发展休闲农业具有可行性，可作为休闲农业重点发

展村;河背村、五都村、港洲村和林家村的可行性次之，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不显著，可作为备选村;文家桥村、排上村、横溪

村、卢家村、八水源村和陈家寨村基本不具发展休闲农业可行性。 

5.2“三区三轴一中心”产业空间新布局 

综合前文区位及其对“三产”产业影响分析可知，第一产业倾向布局在较低坡度和日照时间较长的坡向、临近河流和道路、

远离矿区和尾矿库的区域;与矿相关的第二产业倾向布局在临近矿区和道路的区域，与农业相关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倾向布局

在临近第一产业的区域;非农业延伸的第二、三产业受坡度坡向和河流等限制小，其倾向布局在原产业附近的区域。 

 

图 6休闲农业发展可行性分析 

基于此，综合考虑各村区位、产业基础和发展休闲农业可行性等差异调整原有产业布局，具体分析如下:(1)杨家桥村、安

洲村和下畈村互为邻村，均有远离矿区等区位优势和发展休闲农业可行性，可向第二、三产业延伸组团发展来解决第一产业产

业链短和各类产业空间关联性弱问题，如杨家桥村延伸发展采茶体验园和茶叶加工园等第二、三产业。因此，将这三个村规划

为休闲农业体验发展片区，融合一、二、三产业，延长第一产业链，增强产业空间关联。(2)北门村、花亭子村和永平村邻村多，

有远离矿区和地处中心镇区等区位优势，将这三个村规划为中心发展区;港洲村、河背村和文家桥村临近矿区和尾矿库，不具发

展休闲农业可行性，且以与矿相关的第二产业为主，可通过种树形成天然生态屏障。因此，将这三个村规划为矿林业发展片区，

协调矿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八水源村和陈家寨村等有临近河流和坡度坡向适宜等区位优势，可在原有产业基础上新增第一产业

及其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改善第一产业链短和“三产”融合度低等情况，如陈家寨村可将优质水稻种植园延伸发展为科教园。

因此，将八水源村等规划为生态农业发展片区，建立多种农产品深加工厂，提高以农业为核心的第二、三产业占比和延长产业

价值链。(3)考虑产业布局基本呈现沿河、沿道路分布特点，现有产业对新产业起着提供客源等带动作用，因此将河流、道路和

现有产业衔接起来得到两条南北走向和一条东西走向的产业发展轴，最终得到产业布局优化结果(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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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优化后的产业布局 

综上所述，调整后产业布局具有规整有序、特征明显、产业类型多样化和综合化的特点。各村之间优势互补，增强了产业

空间关联性，有利于产业适度规模发展，产生规模效益。同时，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延长了以农为核心的三产产业

价值链，有利于解决“一三产弱、二产强”和“三产”融合度低等问题，促进农村“三产”产业协调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研究区产业布局现状存在“二产强、一三产弱”、产业分布分散空间关联性低、第一产产业链短、“三产”融合低等问题。

本文以区位论为理论依据，在摸清区位及其对“三产”影响特点、产业现状和主要问题基础上，从解决问题和发挥区位优势出

发，运用空间分析和定性定量等方法，经调整后同类型产业分布相对集中，空间关联性增强，形成了“三区三轴一中心”产业

格局。“三区”即城北二产+休闲农业体验发展片区、中心发展区、城南二产+生态农业发展片区，“一中心”即老城区发展中

心;“三轴”即三条产业发展轴。本文除了分析坡度、坡向等影响一般乡村产业布局的区位条件外，还根据矿业乡村专有特点进

行了矿区影响分析，厘清后续优化中哪些产业需规避矿区影响，在优化中着重考虑了矿区周边产业类型和空间布局，以协调矿

相关产业与环保之间关系，为矿业乡村产业空间优化提供较为直接参考。此外，也为非矿业乡村选取区位因子和优化提供需注

意点的参考，如其从自然地理等区位条件出发，抓住和突出本村特色，充分利用已有产业优势“扬长避短”发展新产业，走因

地制宜、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因此，无论是矿业乡村还是非矿业乡村，自然地理条件均是产业布局的先决条件，政策文化等因

素则起助推作用，产业布局需充分考虑区位条件，综合运用定性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宜居、宜业和宜游的空间格

局。 

本文主要从坡度坡向等自然地理条件出发，缺乏社会、经济、人文等量化分析。产业布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经济

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从基础方面考虑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乏全面性。因此，综合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人文条

件分析结果和功能区划等理论优化产业布局是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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