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崔亚锋 (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  以1988 ～2007 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 , 分析了现阶段河南省耕地变动特点 , 并通过主成分分析 , 对引起耕地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河南省耕地数量变化的3 大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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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1988 to 2007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in Henan Province at present were analyzed . And
the driving forces that caused the cultivated land changes were studied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 The research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co-
nomic development ,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re three driving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quantitativ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Hen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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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 是一种十分稀缺不可替代的

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要素。河南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 也

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紧缺的省份。全省人均耕地0 .073 hm2 ,

仅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70 % 。同时, 河南省不但要满足自

身的粮食需求, 还要为国家提供商品粮, 所以河南省面临的

人地矛盾是尖锐的、突出的。因此 , 加强河南省耕地变化的

研究, 分析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 对该省耕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河南省耕地资源现状及变化分析

1 .1  河南省耕地资源现状  2007 年底全省耕地总资源为

792 .61 万hm2 , 常用耕地面积为720 .19 万 hm2 , 其中: 水浇地

308 .73 万hm2 , 占年底常用耕地面积的42 .9 % , 主要分布在豫

北、豫中、豫东平原区以及南阳盆地; 水田64 .45 万hm2 , 占年

底常用耕地面积的8 .9 % , 主要分布在淮河两岸地区和黄河

背河洼地 ; 其余部分为旱地, 占耕地总面积的48 .2 % , 主要分

布在驻马店、南阳及周口三地区。当年增加常用耕地面积

1 .39 万hm2 , 其中新开荒地8 200 hm2 , 占增加常用耕地面积的

59 .0 % ; 减少常用耕地面积1 .44 万hm2 , 其中国家基建占地

1 .27 万hm2 , 占减少常用耕地面积88 .2 % ; 常用耕地面积净减

少500 hm2[ 1] 。

1 .2 近几年来河南省耕地变化过程及特点 有学者已经对

河南省1949～2003 年耕地的变化情况做了详细分析, 并划分

为3 大时期, 即1949 ～1954 年的增加时期,1955 ～1996 年的减

少时期和1997 ～2003 年的增加时期。人均耕地除了1949 ～

1953 年略有增长外, 一直处于减少趋势[ 2] 。笔者主要分析

2002～2007 年河南省耕地变动的特点及其原因。

2002～2007 年, 河南省耕地总资源从801 .16 万hm2 下降

到792 .61 万hm2 , 耕地净减少8 .55 万hm2 ; 常用耕地面积从

726 .28 万hm2 下降到720 .19 万hm2 , 耕地净减少6 .09 万hm2 ;

人均耕地面积逐年持续减少, 其变化的具体情况如表1。从

耕地减少方面看, 国家基建占地占当年减少常用耕地面积的

比重越来越大,2006 、2007 年更是高达86 .8 % 和88 .6 % , 而由

于政策方面的原因 , 退耕还林还草占地占当年减少常用耕地

面积的比重则从2002 年的77 .5 % 下降到2007 年的0 .7 % ; 从

耕地增加方面看, 新开荒地占当年增加常用耕地面积的比重

基本都在45 .0 % 以上,2007 年是59 .0 % [ 1] , 可见, 近年来全省

耕地增加的方式主要是土地开发。

表1 2002～2007 年河南省耕地变化情况

Table 1  Th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during 2002 - 2007 in Henan

Province

年份
Year

年底耕地总
资源∥万hm2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lan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年底常用耕
地面积∥万hm2

Commoncultivated
land area at the
end of the year

人均耕地面
积∥hm2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area

2002 801 .16 726 .28 0 .083

2003 793 .60 718 .72 0 .082

2004 792 .63 717 .75 0 .082

2005 792 .63 720 .12 0 .081

2006 792 .66 720 .24 0 .081

2007 792 .61 720 .19 0 .080

  就2002～2007 年来看 , 可以分为2 个时期:

2002～2004 年耕地资源逐年减少,2003 年是高速减少的

一年, 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7 .56 万hm2 , 是2004 年年内净减

少耕地面积的7 .8 倍。耕地减少的原因是国家建设占地和

农村城镇建设占地。该时期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城镇化水平

也越来越高 , 城镇化建设占用大量耕地 , 乡村农民建房也占

用了耕地。

2004～2007 年耕地资源保持动态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

2005 年全省常用耕地面积比2004 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

之后的2006、2007 年也基本持平。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河南省

从2005 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 并且不断增加对农民进行粮食

生产的各种补贴, 调动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自愿保留耕地, 同

时河南省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开垦荒地来弥补国家建设和

城镇建设占用的耕地 , 以确保耕地资源的数量。

2  河南省耕地变化驱动力的定量分析

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错综复杂, 归纳起来主要

有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两方面。这些因素不仅与因变量

———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

关联, 因此不能对其进行单纯的相关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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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和要求, 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 以及河南省定量

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择1988 ～2007 年序列资料作为基础数

据, 从中选取8 个影响因子[ 3 - 5] ( 表2) : X1 为 GDP( 亿元) , X2

为第三产业总值( 亿元) , X3 为工业产值( 亿元) , X4 为总人口

( 万人) , X5 为城镇化率( %) , X6 为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m2) , X7 为粮食单产( kg/ hm2) , X8 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

元) 。应用SPSS 数据处理软件对样本进行分析计算, 得出相

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和因子贡献率( 表3 、4) 。

表2 主成分分析原始数据

Table 2 The original data for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年份Year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1988 749 .09 208 .54 258 .38 8317 15 .26 16 .60 2 941 .31 204 .05

1989 850 .71 243 .63 281 .71 8 491 15 .40 17 .20 3 400 .39 187 .68

1990 934 .65 277 .03 288 .58 8649 15 .52 17 .83 3 546 .18 206 .12

1991 1 045 .73 323 .03 336 .26 8 763 15 .85 18 .50 3 329 .83 256 .46

1992 1 279 .75 380 .62 481 .11 8 861 16 .18 18 .90 3 531 .76 318 .83

1993 1 660 .18 485 .53 678 .36 8 946 16 .51 20 .70 4 057 .54 450 .43

1994 2 216 .83 611 .26 948 .78 9 027 16 .84 20 .20 3 692 .93 628 .03

1995 2 988 .37 830 .40 1 256 .52 9 100 17 .19 21 .01 3 934 .73 805 .03

1996 3 634 .69 1 019 .43 1 496 .72 9 172 18 .39 21 .70 4 283 .07 1 003 .61

1997 4 041 .09 1 171 .26 1 641 .08 9 243 19 .59 22 .50 4 385 .93 1 165 .19

1998 4 308 .24 1 299 .02 1 692 .35 9 315 20 .79 23 .31 4 405 .21 1 252 .22

1999 4 517 .94 1 413 .73 1 729 .29 9 387 21 .99 24 .20 4 708 .93 1 324 .18

2000 5 052 .99 1 597 .26 2 000 .04 9 488 23 .20 23 .14 4 542 .28 1 475 .72

2001 5 533 .01 1 788 .22 2 182 .78 9 555 24 .43 24 .44 4 669 .59 1 627 .99

2002 6 035 .48 1 978 .37 2 412 .18 9 613 25 .80 25 .10 4 690 .73 1 820 .45

2003 6 867 .70 2 358 .86 2 876 .93 9 667 27 .20 25 .40 4 000 .17 2 310 .54

2004 8 553 .79 2 722 .40 3 644 .40 9 717 28 .90 25 .91 4 749 .13 3 099 .38

2005 10 587 .42 3 181 .27 4 896 .01 9 768 30 .65 27 .21 5 005 .79 4 378 .69

2006 12 362 .79 3 721 .44 6 031 .21 9 820 32 .47 28 .44 5 406 .52 5 907 .74

2007 15 012 .46 4 511 .97 7 508 .33 9 869 34 .30 30 .17 5 539 .93 8 010 .11

表3 耕地变化驱动力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3 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 matrixfor the driving forcevariables of

cultivatedland changes

因子

Factor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 .000

X2 0 .998 1 .000
X3 0 .995 0 .988 1 .000
X4 0 .879 0 .894 0 .836 1 .000
X5 0 .977 0 .988 0 .955 0 .919 1 .000
X6 0 .953 0 .960 0 .926 0 .972 0 .963 1 .000
X7 0 .896 0 .891 0 .871 0 .920 0 .886 0 .951 1 .000
X8 0 .976 0 .965 0 .992 0 .769 0 .919 0 .880 0 .829 1 .000

表4 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Table 4 The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rate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特征值

Eigenvalue

贡献率∥%

Contributionrate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 contributionrate
1 7 .491   93 .635     93 .635

2 0 .366 4 .572 98 .207

3 0 .109 1 .362 99 .568

4 0 .024 0 .298 99 .866

5 0 .007 0 .093 99 .960

6 0 .003 0 .032 99 .991

7 0 .001 0 .007 99 .999

8 9 .515E-05 0 .001 100 .000

  由表3 可知, 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

数都比较大 , 即各因子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并存在信息

上的重叠 , 说明了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由表4 可知, 第

1 、第2 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8 .207 % , 完全符合分析的

要求, 由此得出主成分载荷矩阵( 表5 中未经旋转的载荷矩

阵) , 主成分载荷是主成分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5 中旋转

后的载荷矩阵是按照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

结果。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 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

较高的载荷, 例如第1 个因子变量, 在所有变量上都有较高的

载荷, 那么它的含义就会比较模糊。经过旋转以后, 第1 个因

子变量含义略加清楚, 主要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

产值和 GDP , 第2 个因子主要反映总人口、粮食单产, 据此, 河

南省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发展、人口增

长和农业科技进步。

表5 主成分载荷矩阵

Table 5 The loading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因子

Factor

未经旋转Before rotation

1 2

旋转后After rotation

1 2
X1 0 .992  - 0 .123 0 .807 0 .589
X2 0 .993 - 0 .096 0 .789 0 .610

X3 0 .978 - 0 .203 0 .852 0 .521

X4 0 .928 0 .347 0 .439 0 .888

X5 0 .983 - 0 .008 0 .722 0 .667

X6 0 .982 0 .168 0 .601 0 .795

X7 0 .935 0 .241 0 .517 0 .816
X8 0 .948 - 0 .305 0 .900 0 .427

2 .1  经济发展驱动因素  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和地区

生产总值是构成第1 主成分的重要因子。这说明河南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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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系统中的动态因素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自

改革开放以来, 河南省的经济增长较快, GDP 由1988 年的

749 .09 亿元增长到2007 年的15 012 .46 亿元 , 增长了近19 倍 ,

工业产值由1988 年的258 .38 亿元增长到2007 年的7 508 .33

亿元, 增长了近28 倍。经济的增长促使基本设施建设不断发

展和完善,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空前增加,1988 年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仅204 .05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 .24 % , 但是2007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为8 010 .11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53 .36 % , 固定资产投资在20 年间增加了38 倍。以上经济发

展动态因素的增长促使了农转非占地规模的增加。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农业生产中“以粮为纲”的思想得到了根

本转变 , 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吃饱”, 土地利用

经济效益成为经营者自发选择经营方式的重要原因, 单位面

积土地用于工业、服务业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生产效益。由于

农业内部比较效益的作用, 使得大量耕地转向种植业以外 ,

如果树栽培、水产养殖等其他生产, 从而获得更高的报酬, 这

也是人均居住面积增长和第三产业用地扩大进而耕地减少

的原因。

2 .2  人口增长驱动因素  构成第2 主成分的主要因子之一

是人口。人口对耕地数量的变化起着双向调控作用, 人口增

长一方面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来建设住房、发展生产、完善

基础建设, 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耕地以提供食物

生产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1988 ～2007 年河南省总人口由

8 317 万人增长到9 869 万人,20 年间净增长1 552 万人; 而人

均常用耕地面积则由1988 年的0 .073 hm2 减少到2007 年的

0 .080 hm2 。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居住面积的增长, 而居住用

地绝大部分来自对耕地的占用 , 随着人口的增加, 人均耕地

面积将会进一步减少, 但粮食需求量却不断增长, 人地矛盾

将更加尖锐, 耕地负荷将越来越重。

2 .3  农业科技进步驱动因素 粮食单产是构成第2 主成分

的另一主要因子。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看, 随着农业科技

不断进步, 粮食单产不断提高。2007 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

495 .584 万hm2 , 比1988 年增长了47 .55 % , 大大缓解了旱涝灾

害的困扰;2007 年化肥施用量达569 .68 万t , 比1988 年增长了

2 .78 倍;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8 718 .7 万k W, 比1988 年提高

3 .35 倍; 节水灌溉类机械19 .66 万套;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12 .66 万t[ 1] 。总之, 随着农业投入的增加,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

善, 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使粮食单产由1988 年

的2 941 .31 kg/ hm2 增加到2007 年的5 539 .93 kg/ hm2 。粮食

单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与耕地的矛盾, 同时 ,

受比较利益的驱动, 人们开始寻求经济效益较高的土地经营

方式, 如种植果树、开挖鱼塘等, 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使耕地

面积进一步减少。

3  结论

通过对河南省近几年来耕地利用变动情况分析, 发现河

南省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人均耕地水平较低, 而且呈

现出继续减少的趋势。城镇化进程中, 国家建设和农村城镇

建设占去了大量耕地资源, 新开发的土地虽然实现了占补平

衡, 但耕地质量却堪忧。以1988 ～2007 年的统计资料为基

础, 通过主成分分析表明, 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农业科技进

步是影响河南省耕地数量变化的3 大驱动因素。根据上述

分析, 提出以下耕地保护对策: 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保持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 注重对现有建

设用地的高效、集约利用; 控制人口增长, 协调人地关系 ; 加

大科技投入, 提高耕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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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0 年较前期的递增趋势都表现为更加显著递增 , 这与

全球变暖的大背景进一步加强递增的趋势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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