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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5～2017年湖北省 74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基于交通权重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

模型，实证研究耕地利用转型影响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揭示该溢出效应呈现的具体规律与特征。研

究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和农民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农民收入水平的空间自回归

系数ρ为 0.65,表明相邻县域农民增收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县域农民收入增长 1%,相邻县域农民收入将会

增长 0.65%;(3)相邻县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靠耕地数量、农业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变化驱动，其中，农

业劳动力形态变化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 69%,耕地数量形态占 15%,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占 12%。因此，应注

意提升县域间耕地利用系统协同性，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湖北省各县域共同发展、农民收入协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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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追求的目标之一。当前城

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生产和生活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乡村土地利用形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在空间上的投影，不

可避免地实现转型。耕地作为农民获得经济产出和收入的主要空间之一，其转型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土地、资本

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方式，从而对农民持续增收产生重要影响。合理的耕地利用转型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又基

于耕地利用的外部性特征[1],本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的转型发展也会影响相邻地区农民增收，因此考察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

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从耕地资源管理角度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地理学家 Grainger[2]在基于森林转型假说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土地利用时提出来的，耕地

利用转型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在耕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由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拓展而来。现有研究将耕地利用转型定义为：耕地

形态变化的趋势性转折[3]。耕地利用转型形态诊断与识别是开展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龙花楼等[4]提出耕地利用转型

形态可分为显性形态转型和隐性形态转型，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5～7]

。其中，耕地数量形态是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的主要表现

形式，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则通过耕地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和功能变动等形态呈现[4]。基于此，相关学者在耕地利用

转型的研究路径[3]、驱动因素识别[8,9]、农村宅基地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10]、社会经济效应[7,11]和生态环境效应[12]等方面开展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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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深入的研究，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影响逐渐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在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基于耕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和隐性形态转型两条转型路径进行了综合

考虑。在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方面，当前研究普遍认为耕地数量和经营规模的变化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钱贵霞等[13]、杨渝红

等[14]均得出了农户能从农业规模经营中受益的结论。在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方面，相关研究得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交易

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显著较高，尤其是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15];

另外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变化可以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大量农业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农业劳动力充分

就业，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非农工资性收入[16]。同时，外出务工农民可以通过汇款等方式反哺农村，为农业机械和化肥的投入提

供了资金支持，从而帮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7]。以上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对于农民增收的直

接效应提供了研究证据。 

基于外部性理论，由于耕地空间位置的相邻性，耕地利用主体之间的行为会互相影响，这可能导致耕地利用具有一定的外

部性特征[1]。Lesage 等[18]将外部性概念引入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延伸出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解释变量的变化会间接地对

其他地区的因变量产生影响。近年来的一些文献表明，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确实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李飞等[19]构建空间

Durbin 模型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产出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卢新海等
[7]
从耕地利用数量和空间格局形态转型、

耕地功能形态转型两条转型路径定量评价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发现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形态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

空间溢出效应。那么耕地利用转型对实现农民增收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人均收入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

关性[20,21],但空间相关性不能推出因果性关系，其研究结论无法直接得出人均收入增长呈现出空间相关性的原因。 

基于此，当前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既有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人均

收入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但是空间自相关性不能推出因果性关系，其研究结论无法直接得出人均收入增长呈现出

空间自相关的原因；(2)当前研究关注到了耕地利用的外部性，研究证实了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确实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到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针对当前研究局限，将研究重点置于耕地利

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利用 2005～2017 年湖北省 74 个

县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耕地利用转型影响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是

否会对周边地域单元农民增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揭示该空间溢出效应呈现的具体规律与特征，以期对湖北省农地制

度改革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参考。 

1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分析 

1.1耕地利用转型相关概念界定 

耕地利用转型：耕地形态变化的趋势性转折，可分为显性形态转型和隐性形态转型。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主要通过耕地数量

形态的变化呈现，因此本文用耕地数量形态变化指代耕地利用显性转型。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主要通过耕地质量、产权、经营方

式、投入产出和功能变动等形态呈现，一些学者认为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导致耕地利用隐性转型[22～25],其中，

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投入通过供给常规营养元素，引致耕地质量转型[22];耕地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方面，农业机

械和基础设施等技术投入增加通过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引致耕地经营方式转型[23,24],劳动力投入减少通过改变耕地投入产出效

率，引致耕地利用方式转型
[25]
。因此，本文认为，各生产要素投入形态变化是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综合体现，既可以反映农地

产权的变迁和耕地技术的进步，又引致了耕地质量、经营方式和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动。各生产要素投入形态中，本文选取农业

劳动力投入变化、农业机械投入变化、化肥投入变化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变化作为指代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具体指标。 

1.2理论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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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分析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机制，主要提炼为以下 3个机制：(1)地方政府横向策略互动机

制，是指由于地方政府间的行为存在明显的“邻里模仿效应”和“示范效应”,导致地方政府间的土地利用政策趋同[26];反映在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方面，包括耕地数量保护政策、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和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等方面。(2)要素流动机制，

是指机器设备、技术和劳动力等在相邻地区间的流动[27]。(3)集聚与共享机制，是指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和农业基础设施具有一定

的共享性，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各县域共享发展红利，互相带动，形成空间集聚效应。 

具体作用路径： 

显性转型方面，显性转型是指耕地数量形态的变化，通过增加耕地数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农业产出增加，带来直接效

应-本地农民增收，通过地方政府横向策略互动，相邻地区模仿学习耕地数量保护政策，相邻地区耕地数量增加，引致相邻地区

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增加，带来空间溢出效应。 

 

图 1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图 

隐性转型方面，本文通过农业机械投入形态、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化肥投入形态和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的变化来表征耕地

利用隐性转型。在耕地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首先，随着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投

入增多，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投入减少，耕地利用实现 3 个方面的隐性转型，带来直

接效应-本地农民增收，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地方政府横向策略互动，相邻地区模仿学习农业财政补贴

和农业基础设施支出政策等，相邻地区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引致相邻地区农民增收，带来空间溢出效应。其次，耕

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还通过要素流动机制和集聚与共享机制进行传导，一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在相邻地区间的流动

实现了农机跨区服务，通过农业劳动力在统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导致相邻县区间农业劳动力数量存在联动机制，因此通过农

业机械和劳动力的要素流动机制，本地区耕地利用转型带来了对相邻地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农村道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农村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农业水利灌溉设施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共享性，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各县域共享

发展红利，互相带动，形成空间集聚效应，形成各县域协同发展和农民收入同步增长的经济格局，因此通过集聚与共享机制，

本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也带来了对相邻地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在传统“石油农业”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过程中

使用了更多的化肥，那么本地区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中化肥投入过多会导致本县域耕地地力下降，由于耕地空间位置的相邻性，

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氮素和磷素等营养物质在风力、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容易带来农业面源污染，那么本地

区化肥投入形态变化也带来了相邻地区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对临近县域的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增加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

效应。 



 

 4 

2 研究区域、方法选取与变量说明 

2.1研究区域概况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之一，2018年湖北省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分别达到 2839.47、14.93和 302.48万 t,

耕地面积 5235.40hm2,人均耕地面积 0.0885hm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977.82元，同比增长 8.44%。在地理格局方面，从自然地

理格局看，湖北省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也较复杂，以山地丘陵为主，根据海拔高度、形态特征，全省地貌可划分为平原(海

拔 50m 以下)、丘陵岗地(海拔 50～200m)和山地(海拔 200m 以上),分别占 20%、25%、56%,山区主要分布在鄂西，丘陵岗地主要

分布在鄂东北、鄂东南和鄂北，平原在鄂中南部。从经济地理格局看，总体上湖北省县域经济呈现出“西低东高”、“中部高，

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基本以武汉市辖区和宜昌地区为中心分布，经济欠发达地区基本位于湖

北省边界地区，集中在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地区；另外湖北省地区间经济联系密切，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

旅游圈两圈协同发展，城市圈内部武汉市和宜昌市充分发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省内空间联系密切。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同时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带动耕地利用呈现出空间分异和

空间集聚的特征。因此，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对耕地利用转型影响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2.2模型设定与方法解析 

本文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Y 是因变量(农民收入水平);X 是自变量， ,A、M、F、I、L 和 C 分别表

示耕地利用转型的数量形态、农业机械投入形态、化肥投入形态、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和控制变量；i和 j

分别表示不同的区域；Wij表示 N×N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的是依据 GoogleMap测算的湖北省各县域政府驻地间驾驶机动车

平均出行时间构建交通权重，与依据行政边界是否相邻的邻接矩阵相比，这种测算方法充分考虑了两地间的实际通勤效率，能

有效提升分析结果的准确性；β表示自变量回归系数向量；ρ表示因变量空间回归系数；θ表示自变量空间回归系数向量。 

为准确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在县域间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利用偏微分的方法对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

系数进行了效应分解[28],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2)和溢出效应(3)。 

 

2.3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收入水平，本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5～2012年)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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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衡量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以 2005年为基期，对相关价值变量进行价格平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耕地利用转型，包括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形态和隐性转型形态。 

(1)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方面，目前学术界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的测度主要从耕地空间格局形态的变化出发选择人均耕地面积

指标[5,7]。本文认为人均耕地面积指标可以从耕地资源总数量和耕地空间格局形态两个角度反映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同时要注意

到这一指标还有一定缺陷，主要是人均耕地面积是耕地资源总数量与乡村人口数之比，乡村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非农业劳动

力和非劳动力。因此本文最终选择耕地面积与农业从业人员数之比，即农业劳均耕地面积衡量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2)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方面，参考已有研究测度方法，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可以通过构建复合指标体系
[29]

、计算土地利用强度
[30]、测算耕地地力[9]以及衡量耕地各个功能形态[7]等方法来测度。结合第二章分析，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各生产要素投入角度

表征耕地利用隐性转型，选取农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农业机械投入变化、化肥投入变化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投入变化作为指代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具体指标。各个投入形态中，采用地均农业机械拖拉机总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表征农业机械投

入变化，地均化肥折纯施用量(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耕地面积)反映化肥投入变化，农村户均用电量(用电量/乡村户数)反映农

业电力基础设施投入变化，农业从业人员数(农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反映农业劳动力投入变化。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考虑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因素，即控制变量。基于相关研究[31～33],本文选择以下 3个控制变量：

复种指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和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总人口)。 

表 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农民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 962 7447.55 4355.51 1595.00 6446.50 22019.00 

劳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 962 0.45 0.24 0.05 0.41 2.54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962 8.33 3.88 0.32 7.70 40.94 

化肥投入 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耕地面积 962 0.84 0.53 0.18 0.71 6.26 

基础设施投入 用电量/乡村户数 962 1028.98 830.64 37.00 794.42 8085.95 

劳动力投入 农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 962 44.46 10.64 17.55 43.31 76.42 

复种指数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962 2.12 1.05 0.24 2.01 17.31 

人均 GDP 人均 GDP 962 27605.18 26383.33 2790.00 19659.73 205688.00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962 28.99 12.97 6.39 27.43 78.09 

 

2.4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以 2005～2017 年为研究时段，空间样本数据涵盖湖北省 74 个县域，其中不包括神农架林区，宜昌市辖区与夷陵区进

行了合并，另外由于随县是 2009年从随州市辖区中分离出来的，为了保证前后数据统一性，将随州市辖区和随县数据合并，共

计 74个研究单元。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5～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农村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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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各变量空间分布分析 

图 2反映了 2017年湖北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与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空间分布。农民人均收入较高的为襄阳市、宜昌市、当

阳市、枝江市、宜都市、武汉市及汉川市、沙洋县等位于鄂中区域的县(市),这些县域同样也是耕地数量较为充裕、农业机械化

水平和农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区域，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较低。农民人均收入较低的为郧西县、利川市、长阳县、鹤

峰县、来凤县、恩施市等位于鄂西、鄂东北、鄂东南地区的县(市),这些县域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其

余耕地利用各形态水平并不高。湖北省各县域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在鄂中

平原区域呈高值集聚分布，在鄂西山区、鄂东北及鄂东南丘陵岗地地区呈低值集聚分布，说明在湖北省大的地理格局的控制下

邻近县域间农民收入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可能存在空间相关。 

 

图 2湖北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与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空间分布图 

3.2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前文空间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形态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进行验

证。全域 Moran’sI 指数是最常用的测量空间自相关性的局部指标，其取值范围一般在[-1,1]之间，取值接近 1,表示区域间指

标正向空间自相关；取值接近-1,则表示负向空间自相关；取值为 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通过分别计算 2005～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各形态的全域 Moran’sI指数(见表 2),本文发

现：各指标的 Moran’sI 指数大部分年份为正，并且绝大部分年份在 1%水平内显著，这表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

各形态都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 

表 2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 Moran’sI指数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农民人均收入 0.09*** 0.08*** 0.09*** 0.09*** 0.09***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7*** 

劳均耕地面积 0.06*** 0.07*** 0.07*** 0.02*** 0.02*** 0.03*** 0.07*** 0.07*** 0.07*** 0.07*** 0.08*** 0.08*** 0.08*** 

机械投入 0.03*** 0.04*** 0.04*** 0.03*** 0.03*** 0.02*** 0.02*** 0.03*** 0.02*** 0.02*** 0.02*** 0.03*** 0.01** 

化肥投入 0.02***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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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入 0.12*** 0.12*** 0.07*** 0.08*** 0.07*** 0.01*** 0.08*** 0.08*** 0.07*** 0.07*** 0.03*** 0.05*** 0.05*** 

劳动力投入 0.09*** 0.08*** 0.07*** 0.03*** 0.03*** 0.03*** 0.01** 0.04*** 0.03*** 0.04*** 0.03*** 0.04*** 0.02*** 

 

3.3模型选取与结果分析 

上述空间相关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分别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验证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能够正确地估计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在不同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中选择一

种最为合适的进行参数估计。首先对不包含空间交互作用的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估计。根据表 3,当采用传统 LM检验时，无论是

否包括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原假设和没有空间自相

关误差项的原假设，表明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个模型同时成立，需要进一步估计空间杜宾模型。当采用稳健的 LM检

验时，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没有拒绝没有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原假设，这表明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不成立，具有时

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成立。 

表 3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结果 

 
联合 OLS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LM spatial lag 971.91*** 1560.01*** 155.67*** 52.80*** 

LM spatial error 1890.79*** 3690.98*** 83.39*** 41.20*** 

Robust LM spatial lag 471.16*** 591.93*** 72.55*** 55.74*** 

Robust LM spatial error 1390.04
***
 2722.90

***
 0.27 44.14

***
 

 

这种情况下采用哪一种模型我们应该进一步验证。根据 ELHORST
[29]
提出的判定方法，可以通过估计空间杜宾模型的参数所获

得的结果来检验原假设 H1001:θ=0和 H0:θ+ρβ=0。第一个假设用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第二个假设

用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通过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两个假设，这说明，

必须拒绝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最终选择了

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表 4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劳均耕地面积 0.16*** 

机械投入 0.01*** 

化肥投入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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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入 0.05*** 

农业劳动力投入 -0.22*** 

控制变量 引入 

滞后劳均耕地面积 0.61** 

滞后机械投入 0.15*** 

滞后化肥投入 -1.28*** 

滞后基础设施投入 0.84*** 

滞后农业劳动力投入 3.86*** 

滞后控制变量 引入 

滞后农民人均收入 0.65
***
 

 

表 4中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湖北省农民人均收

入在县域间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县域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1%,相邻县域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长 0.65%。(2)对解释变量估计

系数的初步分析发现，除农业劳动力投入外，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它们均有助于提高本县域农民人均收入。(3)

各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差异较大，其中，耕地数量形态、机械投入形态、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的系

数为正，并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四者对相邻县域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系数大小来看，农业劳动力投入

对相邻县域的农民增收影响更大；化肥投入形态系数为负，并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其对相邻县域农民收入增长存在负向空

间溢出效应。 

3.4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分析 

为准确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在县域间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利用偏微分的方法对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

系数进行了效应分解，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具体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效应 

劳均耕地面积 0.19*** 1.98** 2.17*** 

农业机械投入 0.02*** 0.44*** 0.46*** 

化肥投入 -0.03* -3.62*** -3.66*** 

基础设施投入 0.09*** 2.47*** 2.56*** 

农业劳动力投入 -0.05 10.91*** 10.86***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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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看，耕地数量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 1.98,且在 5%水

平下显著，表明本县域耕地数量增加对相邻县域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劳均耕地数量增加，耕地实现规模经

营，耕地利用效率提高，本县域农业产出增加。在地方政府横向策略互动的机制影响下，本县域保护耕地的政策带来农业产出

的增加，引致相邻县域的模仿和学习效应，最终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下，相邻县域也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劳均耕地数量增加，

相邻县域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增加。 

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看，除化肥投入形态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农业机械投入、基础设施

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系数大小来看，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下文

分别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形态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农业机械投入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 0.44,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本县域农业机械投入增加对相邻

县域农民增收具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农业机械具有共享性，由于农机跨区服务的广泛存在，农业机械不仅服务于本县域单元，

也会服务于周边县域单元；因此，本县域机械投入增加，也可以提升相邻县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相邻县域农业生产效率

的同时，促进了相邻县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了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双增加。 

化肥投入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3.62,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本县域化肥投入增加对相邻县域农民

收入增加具有负面影响。化肥投入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直接效应系数也为负值，这说明湖北省当前粮食生产过程中农户化肥

施用不当，过量施用化肥已经造成了本县域耕地地力下降，那么在风力、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本地区化肥

过量施用也降低了临近地块的耕地地力，带来农业面源污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从而降低了临近县域的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 

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均为正值，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本县域基础设施投

入增加对本县域和相邻县域农民增收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横

向策略互动的机制影响下，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呈现正相关，因此本地基础设施投入较多带来比较高的农业产出效率，会引致相

邻县域的基础设施投入增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同时增加；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共享性，因此相邻

的县域之间形成集聚效应，带来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提高，从而促进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协

同增长。 

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 10.91,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本县域农业劳动力投入增加对

相邻县域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邻县域间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本县域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大量劳

动力滞留于农业生产，在要素流动机制的作用下，相邻县域的劳动力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带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1)湖北省农民人均收入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都存在显著正的空间自相关，说明湖北省各县域耕地利用转型和农民收入水

平在空间分布上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表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聚。 

(2)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耕地数量形态变化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

应，占到正向总效应的 15%,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对耕地要素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及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本

县域和相邻县域农民农业收入增加。 

(3)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首先，化肥投入形态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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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当前湖北省各县域出现了农户化肥施用不当的现象，农业经营中过量施用化肥是不可持续的，不仅造成粮食减产，农民

收入下降，也破坏了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引发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然后，农业机械投入形态、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和农业劳动力

投入形态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劳动力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形态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占

到正向总效应的 69%和 12%,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占比最大，本县域农业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的正向促进作用最

显著，相邻县域间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要素流动机制的作用下，本县域农业劳动力投入较高促进相邻县域的劳动力获得

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加显著促进了相邻县域农民增收。 

4.2政策建议 

(1)由于湖北省各县域耕地利用转型和农民收入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聚状态，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时

应该在正视各县域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加强县域间耕地整治、农业机械化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的合作，提升县域间耕地利用系统协同性，促进湖北省各县域共同发展、农民收入协同提高。 

(2)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形态变化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鼓励农户通过适度的规模

经营推进区域耕地利用的显性转型。首先，确立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对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稳定且明晰的土地产权；然

后，在确权的基础上培育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完善的流转机制，简化办理手续，降低各种手续费和交易费，引导农

民土地有序高效流转；最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 

(3)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方面，首先，由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形态中，化肥投入形态对相邻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

出效应，为避免此负向效应，政府部门应建立和完善适合各县域的农业土壤环境检测体系，定期对土壤进行质量评估，坚定实

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政策，减缓化肥施用强度，防止化肥施用“过度内卷化”,注重优化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注重对农地生态环

境系统的保护，追求农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然后，农业机械投入形态、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和农业劳动力投入形态对相邻

县域农民增收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加大对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支持，

包括增加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同时鼓励农机跨区服务，区域间设施共享；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应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农业产业人员，增加农村非农

产业劳动力，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让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

的权力，促进农民非农工资性收入的同比增长。 

本文基于县级尺度，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各形态对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对实现区域耕地协同利用、区域农民协同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文并未直接考虑到空间耕地所处气候、地貌条件和区位条

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制约，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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