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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江西省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耕地变化数据以及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该区 域 耕 地 动 态 变 化 的 时 空

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相 结 合，揭 示 了 江 西 省 耕 地 数 量 变 化 的 主 要 驱 动 力。结 果 表

明，江西省耕地数量变化在时序上呈现出先减 少 后 增 加 的 趋 势；在 空 间 上 区 域 差 异 性 较 大，不 同 时 期 各 市

耕地利用动态度波动较大；江西省耕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农业科技提高

３个主要类别，总体上，耕地数量变化与 人 口、ＧＤＰ、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３大 产 业、耕 地 产 出 率 以 及 农 机

机械总动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在第１主成分中经济和人口两大因子是主要的驱动因素，第２主成分

中农业科技进步是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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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耕地面积减少的现象普遍

存在，中部 地 区 亦 不 例 外。根 据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的 数

据，中部地区６省的耕地面 积 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有 小

幅度的增加，而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均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中部依靠全国１０．７％的土地承载着全国２８．１％的人

口，存在一定的粮食安全隐患，这表明研究中部地区

耕地面积变化的原因对于整个中部崛起战略非常重

要。江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在９００～１　４００ｍｍ，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棉基

地，是中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曾为解决中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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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问题做出突出贡献。因此，选择江西省为中

部地区的代表，进行耕地面积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研究，对于整个中部地区乃至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众多学者对耕地数量变化做了大量

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城市或区域耕地动态变

化的特征及其原因等，主要是采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数

理统计方法，定量分析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驱动因子

之间的关系，并预测未来耕地的变化趋势，提出实现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对策措施［１－５］。
本文 采 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 件，对 江 西 省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年的耕地 动 态 变 化 进 行 时 空 分 析，并 采 用 相 关

性检验、主成分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对江西省耕地变化

的驱动因子进行研究，这为掌握江西省耕地动态变化

的原因提供了数据支撑，为今后耕地保护提供重要的

理论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相关性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即ｒ适 用 于 测

度两数值变量的相关性。ｒ取值为－１～１，它描述了

两变量线性相关的方向和程度：ｒ＞０，两变量之间为

正相关（一 个 变 量 增 加，另 一 个 变 量 也 有 增 加 的 趋

势）；ｒ＜０，两变量之间为负相关（一个变量增加，另一

个变量呈减少的趋势）；ｒ＝±１，两变量之间完全相关

（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ｒ＝０时，两变量之间不存在

线性相关关系，但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相关关系（如

指数关系、抛物线关系）。而且│ｒ│离１越近，两变

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越高；离０越近，线性相关程

度越弱。在说 明 变 量 之 间 线 性 相 关 程 度 时，根 据 经

验，按照相关系数的大小将相关程度分为以下几种情

况：│ｒ│≥０．８时，可视为两个 变 量 之 间 高 度 相 关；

０．５≤│ｒ│＜０．８时，可视为中度相 关；０．３≤│ｒ│
＜０．５时，视为低度相关；│ｒ│＜０．３时，说明两个变

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极弱，可视为不相关。
（１）主成分 分 析 模 型。是 设 法 将 原 来 众 多 具 有

一定相关性（如Ｐ 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

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主成分分析，
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如

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

构，即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成分，使它们尽

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
通常数学 上 的 处 理 就 是 将 原 来Ｐ 个 指 标 作 线 性 组

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
（２）多元线 性 回 归 分 析 模 型。是 指 含 有 多 个 解

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用于揭示被解释变量与其他

多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江西省及其各县区市的

耕地面积数据，以及江西省经济发展、人口、农业等方

面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主要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６］。此外，本文还采用了《江西省土地

利用变更图》作为分析耕地面积利用动态度的底图。

２　江西省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分析

２．１　耕地数量变化的时序特征分析

江西省耕地约占总面积的１６．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年，江西省耕地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２００５
年是 耕 地 数 量 增 加 的 一 个 转 折 点（图１）。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年 耕 地 数 量 由２．３５×１０５　ｈｍ２ 减 少 至２．１０×
１０５　ｈｍ２，１５ａ内总共减少２．５２×１０４　ｈｍ２，年平均减

少１６　８００ｈｍ２。江西省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快速发展，
导致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耕地的减少区域在

全省范围内均有分布，尤以鄱阳湖地区缩减明显［７］。
耕地数量减少影响因素一方面在于商品粮价格偏低，
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播种面积减少［８］；另一方面，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

要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比较宽松的土地开发政策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一
度形成了“开发区热”和“房 地 产 热”［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江西省耕地面积由２．１０×１０５　ｈｍ２ 增加至２．８２×
１０５　ｈｍ２，主 要 表 现 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耕 地 数 量 由

２．１５×１０５　ｈｍ２ 增 加 至２．８３×１０５　ｈｍ２，耕 地 面 积 大

幅度增加的原因在于２００７年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大

力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对灾毁、废弃的土地进

行整理、复垦。

图１　江西省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耕地面积与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随着江西省人口的逐年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同时

也 在 发 生 变 化。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由

０．０６１　７ｈｍ２ 减少至０．０４８　７ｈｍ２，低于联合国粮农组

织确定的０．０５３ｈｍ２ 警戒线；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人均耕地

面积有所增加，由０．０４８　７ｈｍ２ 增加至０．０６３　６ｈｍ２。
这表明即使耕地数量增加，人地矛盾依然存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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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地面积可能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耕
地面积减少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速率过快的问题

亟待解决（图１）。

２．２　耕地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分析

２．２．１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用来定量

描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它对比较土地利用变

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具有积

极的作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１０］表达的是某研究

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

况，其表达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式 中：Ｋ———研 究 时 段 内 某 种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Ｕａ———研究期初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数 量；Ｕｂ———
研究期末 某 种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数 量；Ｔ———研 究 时

段长度，当Ｔ的时段设定为年时，Ｋ 的值就是该研究

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

２．２．２　耕地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分析　江西省现辖

１１个市，地域广 阔，但 是 各 市 间 的 自 然 条 件 不 同，经

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使得耕地变化在空间上也表

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以市为基本空间单元，根据

土地利用动态度Ｋ 指标对耕地区域动态变化差异进

行分析。
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 耕 地 动 态 变 化 幅 度 看（图２），

耕地利用动态度大于１．０的区域有６个，其中鹰潭市

变化幅度最大，耕地利用动态度Ｋ 等于２．０，景德镇

市和新余市Ｋ 值处于１．６～２．０，九江市、宜春市和抚

州市的耕地利用 动 态 度 在１．０～１．５；耕 地 利 用 动 态

度小于１．０的市有５个，赣州市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耕

地利用动态度相对较小，小于０．５，南 昌 市、上 饶 市、
吉安市和萍乡市的Ｋ 值在０．５～１．０。

为了反映近２０ａ来耕地动态变化在空间上的差

异性，本 文 以 各 市 为 单 位，计 算 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４期各市的

耕地动态变化度，其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以看出，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各地耕地利用

动态度分布的大致空间格局为：赣南、赣中的吉安市

以及赣北的九江市、宜春市耕地动态变化度较大，５ａ
间的变化 率 较 大（Ｋ＞１．０１０），而 变 化 率 较 小（Ｋ＜
０．５）的区域为景德镇市和抚州市，相对变化较小，其

他市的利用动态度处于０．５～１．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九

江市的耕地利 用 动 态 度 最 为 突 出，高 达３．４４３，南 昌

市的也大于１．０，除这两个市的耕地变化较大，其 他

市的均 较 小，小 于１．０，总 体 来 说，耕 地 变 化 相 对 较

小；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南昌市和九江市的耕地利用动态

度变得很小，南昌市甚至为负，说明２００５年南昌市耕

地数量比２０００年减少了，这段时期内，江西省耕地利

用变化均较 大，其 利 用 动 态 度 大 于１．０的 城 市 有６
个，其他 的 变 化 相 对 较 小；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整 体 的 耕

地数量变化幅度较大，大于１．０的城市有７个，其他

４个城市的耕地利用动态度也在０．５以上。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江西省耕地利用动态度

表１　江西省各设区市耕地动态度

地 区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

南 昌 ０．７２３　 １．０５３ －０．１９３　 ０．５３６
景德镇 ０．４２３　 ０．６８８　 １．７２１　 １．６３９
萍 乡 ０．８２５　 ０．４１５　 １．８３５　 １．１６０
九 江 １．７３７　 ３．４４３　 ０．０４１　 １．２１４
新 余 ０．８１１　 ０．４１５　 １．８６０　 １．６１２
鹰 潭 ０．９０７　 ０．８７１　 ０．８４６　 １．７２６
赣 州 １．０１４　 ０．８１２　 ２．０９５　 ０．６９５
吉 安 １．２５６　 ０．５６８　 １．２０３　 ０．８８６
宜 春 １．０７１　 ０．５８３　 ０．７３３　 １．１９５
抚 州 ０．４８３　 ０．６６９　 １．５８１　 １．２６３
上 饶 ０．８６８　 ０．９４２　 ０．３７９　 ０．７８９

３　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定量分析

驱动力是指导致耕地利用方式和目的发生变化

的主要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耕地面积变

化受许多因子的影响，其中既包括自然因子、社会经

济因子及科技等因子。然而，由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

变化大都是人类通过土地利用活动造成的，因此，分

析社会经济因子（或社会驱动力）对土地利用变化的

作用应摆在重要位置。因此，综合采用主成分分析、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法，比较适合分析耕地数量变化

的驱动机制［１１］。

３．１　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指标值确定

为分析江西省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结合研

究区的实际情况、资料收集程度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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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根据科学性原则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思路和要

求，选取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的年末耕地面积Ｙ 作为因

变量反映耕地数量的变化，自变量即驱动力因子主要

选择Ｘ１ 为 总 人 口，Ｘ２ 为 城 市 化 率，Ｘ３ 为 ＧＤＰ，Ｘ４
为人均ＧＤＰ，Ｘ５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Ｘ６ 为第一

产业，Ｘ７ 为第二产业，Ｘ８ 为第三产业，Ｘ９ 为耕地产

出率，Ｘ１０为 林 牧 渔 业 占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例，

Ｘ１１为农业机械总动力，Ｘ１２为有效灌溉面积１２个指

标［１２－１６］来综合分析研究区耕地变化情况。

３．２　相关性分析

由于不同变量之间具有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变

异程度，这会导致数据在分析过程中因单位不统一而

造成结果的差异。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

进行数据的标准化，也称为无量纲化，即将异度量的

各指标值分别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指标值。本研究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　１７．０中的Ｚ—ｓｃｏｒｅ法对数据

进行标准化变换。在对上述指标标准化的基础上，再
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江西省耕地驱动因子相关性系数

耕地驱
因子

Ｙ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Ｙ　 １．０００
Ｘ１ ０．２１２ 　１．０００
Ｘ２ ０．２８５　　０．９６８＊＊　１．０００
Ｘ３ ０．５４６　　０．８８５＊＊　　０．９４５＊＊　１．０００
Ｘ４ ０．５３８　　０．８９０＊＊　　０．９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Ｘ５ ０．６７７＊　　０．７８８＊＊　　０．８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６＊＊　１．０００
Ｘ６ ０．４９４　　０．９３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４１＊＊　１．０００
Ｘ７ ０．５５９　　０．８５８＊＊　　０．９３０＊＊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８２＊＊　１．０００
Ｘ８ ０．５３９　　０．９０４＊＊　　０．９５４＊＊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４＊＊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０
Ｘ９ ０．２６１　　０．８７２＊＊　　０．８９８＊＊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３＊＊　　０．８２５＊＊　　０．９１４＊＊　　０．９０２＊＊　　０．８８４＊＊　１．０００
Ｘ１０ ０．１４９　　０．９４０＊＊　　０．８６３＊＊　　０．７４１＊＊　　０．７４８＊＊　 ０．６４５＊　　０．８１３＊＊　 ０．７０１＊　　０．７７５＊＊　 ０．７１６＊ 　１．０００
Ｘ１１ ０．５９６　　０．８２４＊＊　　０．９０９＊＊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１＊＊　　０．９６８＊＊　　０．９９７＊＊　　０．９８３＊＊　　０．８７９＊＊　 ０．６５９＊ 　１．０００
Ｘ１２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７ －０．４６０ －０．５１１ －０．５０８ －０．５２２ －０．４４７ －０．５５４ －０．４５８ －０．５９５ －０．０８１ －０．５６９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除了Ｘ１２与其他因子处于负

相关关系之外，其余因子间均存在正相关性。总体上

来看，大部分因子之间相关性系数大于０．８，均具有较

强的线性关系，Ｘ３ 与Ｘ６，Ｘ３ 与Ｘ７，Ｘ４ 与Ｘ７，Ｘ６ 与

Ｘ８，Ｘ７ 与Ｘ１１等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均大

于０．９９０。这表明这些数据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信息出现了重叠，由此证明接下来的主成分分析非常

必要。

３．３　主成分分析

由于耕地数 量 变 化 的 各 驱 动 因 子 不 仅 与 因 变 量

（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

着耦合关联。如果用单纯的相关分析，则必然存在一

定的误差冗余。主成分分析可以将若干个自变量压缩

成几个独立成分，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
因此，本研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上述１２个因子的

特征根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３）。

表３　江西省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提取平方和载入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旋转平方和载入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１　 ８６．０８３　 ８６．０８３　 １０．３３０　 ８６．０８３　 ８６．０８３　 １０．３３０　 ６８．７３７　 ６８．７３７　 ８．２４８
２　 ９．１０２　 ９５．１８５　 １．０９２　 ９．１０２　 ９５．１８５　 １．０９２　 ２６．４４８　 ９５．１８５　 ３．１７４
３　 ３．２８５　 ９８．４７０　 ０．３９４
４　 ０．９３８　 ９９．４０８　 ０．１１３
５　 ０．３８７　 ９９．７９５　 ０．０４６
６　 ０．１６５　 ９９．９６０　 ０．０２０
７　 ０．０２０　 ９９．９８０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１６　 ９９．９９６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３　 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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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 知，１２个 相 关 性 因 子 之 间 提 取 了 两 个

因子，第１因子的特征根为１０．３３０，解释原有１２个变

量总方差为８６．０８３％，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８６．０８３％；
第２个因子的特征值为１．０９２，解释原有１２个变量总

方差为９．１０２％，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９５．１８５％，两 个

因子共 解 释 了 原 有 变 量 总 方 差 的９５．１８５％。总 体

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提 供 了 原 始 数 据 的 足

够信息。旋转平方和载入描述 了 最 终 因 子 解 释 的 情

况，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为９５．１８５％，
也就是没合影响原有变量的共同度，但却重新分配了

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因子的方差

贡献，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采用该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表４），可以看

到与第１主 成 分 显 著 相 关 的 因 子 有：Ｘ１ 总 人 口，Ｘ２
城市化率，Ｘ３ＧＤＰ，Ｘ４ 人均ＧＤＰ，Ｘ５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Ｘ６ 第一产业，Ｘ７ 第二产业，Ｘ８ 第三产业，Ｘ９
耕地产出率，Ｘ１０林牧渔业 占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例，Ｘ１１农业机械总动力；第２主成分则与Ｘ１０林牧渔

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 比 例，Ｘ１２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具

有较大的正相关。说明江西省 耕 地 变 化 的 驱 动 因 子

可以归纳为由总人口、城市化 率 所 影 响 的 人 口 因 子，

由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的经济发展因子，以及由耕

地产出率、林牧渔业占农林牧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例、农

业机械总动力和有效灌溉面积共同影 响 的 农 业 科 技

发展因子。这３个因子组合是 江 西 省 耕 地 动 态 变 化

的３个主要的驱动力。

表４　江西省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主成分载荷矩阵

驱动因子
主成分

１　 ２
Ｘ１ ０．９２４　 ０．３３１
Ｘ２ ０．９７１　 ０．１１７
Ｘ３ ０．９９３ －０．０４０
Ｘ４ ０．９９４ －０．０３２
Ｘ５ ０．９４８ －０．１２７
Ｘ６ ０．９９５　 ０．０６４
Ｘ７ ０．９８７ －０．１０３
Ｘ８ ０．９９２　 ０．０２５
Ｘ９ ０．９２８ －０．０９１
Ｘ１０ ０．７９５　 ０．５３１
Ｘ１１ ０．９７５ －０．１４７
Ｘ１２ －０．５１６　 ０．７８９

３．４　耕地面积变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从上述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得知，江西省耕地面积

变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变化以及农业科技发展的关系

较复杂，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 之 间 相 互 影 响、相 互 制

约。这就致使本研究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寻

找耕地面积变化与各因子之 间 的 定 量 关 系，因 此，采

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反映这种 关 系。经 计 算 得 出 回 归

模型载荷矩阵和各变量的系数，从而得到江西省耕地

面积变化与１２个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Ｙ＝－０．４３７　Ｘ１－０．５２７　Ｘ２＋２．０３９　Ｘ５＋９．１１１　Ｘ６
－２．８３５　Ｘ７－６．７４３　Ｘ８－１．６３２　Ｘ９－０．５２２
Ｘ１０＋１．８０９　Ｘ１１－０．０６１　Ｘ１２

由此，可以看 出 江 西 省 近 年 来 耕 地 面 积 的 变 化，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经济和农业科技等因子的综

合作用和驱动。这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变迁以及农业

科技政策等导致的农业结构调整、用地结构的改变是

江西省耕地变化的主要动因。回归模型分析表示，如
果１２个因子各增长１个单位，那 么 耕 地 数 量 将 减 少

０．２０２个单位。
对整个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时，Ｆ检验是一种合

理有 效 的 方 法。ＳＰＳＳ输 出 结 果 表 明，模 型 在α＝
０．０１水平上都是高度显著。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经济发展驱动因子

在第１主成分中，ＧＤＰ、人均ＧＤＰ、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 三 产 业 和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是 主 要 因

子，经济因素对耕地动态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江西

省１９９０年的ＧＤＰ为４２８．６２亿元，１９９５年就已经比

翻一 番 还 多，为１　１６９．７３亿 元，到２００９年 增 长 至

７　６５５．１８亿元。１９ａ间 江 西 省 ＧＤＰ增 长 了１６．８６
倍，年均 增 长３８０．３５亿 元。而 人 均 ＧＤＰ也 从１９９０
年的０．１１３亿元增长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７２７亿元，年 均

增长０．０８５亿 元。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也 由７０．６５
亿元增加至６　６４３．１４亿元。

投资的不断加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

村城镇化加快，新农村建设；城市经济开发区兴建等，
都需要占用土地甚至是耕地，这些经济发展因素导致

江西省耕地发生重大变化。

４．２　社会系统驱动因子

人口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

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变化速率成

正相关关 系，人 口 增 长 速 度 越 快，土 地 利 用 变 化 也 越

快［１７］。由于人口数量大增，在生产条件没有大幅度提

高的条件下，耕地被大量占用。第１主成分和第２主

成分中，人口和城市化率构成的人口因素均是主要因

素，江西省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人口总数从３　８１０．６４万

人增加至４　４３２．１２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３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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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也从０．２０３　５增 加 至０．４３１　８，年 均 增 长０．０１２。
江西省 人 均 耕 地 从１９９０年 的０．０６１　７ｈｍ２／人 减 少

至２００６年 的０．０４９ｈｍ２／人，再 增 加 到 ２００９年 的

０．０６３　６ｈｍ２／人。虽 然 江 西 省 耕 地 面 积 在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 间 有 所 增 加，然 而 人 均 耕 地 的 增 加 速 率 明 显

要低于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人 口 的 增 加 及 城 市 化

的加快，导致人们对住宅、基础 设 施 等 各 项 用 地 需 求

的增加，从而引起江西省耕地 数 量 发 生 变 化，人 均 耕

地占用量减少速率高于耕地，增长速率低于耕地。

４．３　农业科技进步驱动因子

耕地产出率和农业 机 械 总 动 力 在 第１主 成 分 中

居主导作用。从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程看，科技进步是

粮食单产提高的重要参数。江 西 省 是 一 个 农 业 比 重

较大的省份，随着江西省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土地开发

整理工作的不断加强，农业综 合 生 产 能 力 有 所 提 高。
江西省农机机械总动力能够直接反应江西省农业科技

进步，２００９年江西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为３．３６×１０４　Ｗ，
是１９９０的５．０３倍，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及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提高，机械作业代替耕作，这就使得人地矛盾更为

突出。农业科技进步也带动江西省耕地产出率，江西

省２００９的耕地产出率为０．８６２万元／ｈｍ２，比１９９０年

的０．１４７万 元／ｈｍ２ 增 加 了０．５１７万 元／ｈｍ２。除 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 的 一 些 自 然 灾 害，导 致 耕 地 产 出 率 有

所减少外，之后 的６ａ中，科 技 的 进 步 使 江 西 省 耕 地

产出率保 持 上 升。耕 地 产 出 率 的 减 少，致 使 人 们 在

２００４年 后 开 始 调 整 农 业 结 构，从 而 使 江 西 省 耕 地 面

积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增加。

５　对 策

（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江西省耕地数量以及人均耕

地面 积 都 呈 现 着 先 减 少 后 增 加 的 变 化 态 势，２００５年

后耕地面积逐年增加，然而由于人口数量增长速率更

大，导致人均耕地减少速率高 于 耕 地，而 增 加 速 率 低

于耕地。因此，在大力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的同

时，应该控制江西省人口的过 快 增 长，以 保 证 江 西 省

有限的耕地面积能够满足需求。
（２）区域差异性方面，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江西省各设

区市耕地利用动态度均大于０，这表明江西省各设区

市的耕地动态变化幅度大，其中大于１．０的区域有６
个，包括鹰潭市、景德镇市、新余市、九江市、宜春市和

抚州市，耕地利用动态度小于１．０的 市 有５个，包 括

赣州市、南昌市、上饶市、吉安市和萍乡市。对于这一

现象，要有针对性的控制各地 区 耕 地 面 积 的 减 少，特

别是耕地利用动态度大于１．０的 地 区。为 保 证 耕 地

的占补平衡，江西省应积极采取委托垦造耕地和异地

土地整理补充等有效措施，实现了占补节余。
（３）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以下耕地动态变化

的主要 因 子，主 要 有 ＧＤＰ、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人

口、城市化率、耕 地 产 出 率、农 机 机 械 总 动 力。因 此，
江西省要在不占用耕地或者少占用耕 地 的 前 提 下 发

展社会经济。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积极推行生态农业

建设，形成农业良性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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