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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土地是富国强兵的决定性因素， 但二者

的数量比必须相适宜， 才能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最佳

经济作用 ［1］。 在古代人口和土地的作用发展仅指数

量上的相适宜， 而今人地作用不仅包括数量上的相

适宜，还包括人口结构、人民生活水平与土地投入产

出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等特点的协调。 目前在中国农

村，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给农

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正面效应； 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老龄化、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现象却给劳

动力投入、劳动生产效率、家庭经营组织能力、产业

结构升级带来了负面影响［2］。 农村经济发展机遇与

挑战并存，而土地利用的综合程度、农村居民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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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切入点，利用协调发展模型，探讨 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

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以期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合理增长、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 结果表

明，①1992－2013 年四川农村的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和两系统间的协调度都有较大程

度的提高，区域发展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②1992－2013 年受区域发展综合指

数和二者协调度等指标下降的影响，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呈倒“U”型发展；③加快农业转型升级，避免对

土地过度依赖，加强政策导向，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实施产业帮扶，培育新型经营业

态将成为目前四川省农村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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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law of diminishing land retur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de-
velopment and land us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recent 20 years was discussed by us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growth of rural social economy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①From 1992 to 2013， the composite index of rural area development， the composite index of
land use， and the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Sichuan all had a large degree of increase， and the two
syst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had reached the quality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②From 1992 to
2013， influenced by the decrease of the composite index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two
system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wo systems showed an inverted “U” shaped development． ③It was expected
that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to avoi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l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to speed up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industrial
support， to cultivate new business formats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present rural work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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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农牧渔业总产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经

济的发展水平， 因此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区

域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及各自的综合发展

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少学者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经济与土地的协

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3－5］。 区域经济、城镇化发展与

水土、生态环境、农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为广大学

者所关注［6－11］，还有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协调度评价

方法［12，13］。 学者们对于农村土地利用和区域发展问题

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是对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土地

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研究［14－18］，
对农村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管理等问题也有较多

的研究 ［19－21］，但是对于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

调发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自 2004 年起，中央一号

文件连续 12 年锁定“三农”问题，可见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农村繁荣是中国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

农村区域发展综合程度和土地利用综合水平的研究

是必不可少的， 它不仅关系着农村社会经济的综合

发展水平， 还关系着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以及粮食

安全等问题。 以四川省为研究区域， 探讨近年来农

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状况， 以期为更

好地建设农村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地域辽阔， 物产丰

富，人口众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人口大省、农业

大省，辖区面积 48．6 万 km2，居中国第五位，下辖 18
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 气候区域表现差异显著，类

型 多 样、垂 直 变 化 大，有 利 于 农、林、牧 综 合 发 展。

2014 年四川省年末常住人口 8 140．2 万人， 其中城

镇人口 3 768．9 万，乡村人口 4 371．3 万。 2014 年全

省实现 地区生产总 值（GDP）28 536．7 亿元，人均 地

区生产总值 35 128 元， 三产比例结构为 12．4∶50．9∶
36．7。 四川省是典型的农业、人口大省，其农村区域

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研究对其他地区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客观性、有代表性、易操作性等

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评价指标 ［22，23］，结合农村

生产和发展实际， 在数据可获取和便于量化的前提

下，选取以下指标（表 1）。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能代表

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和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两个子系统

发展程度的 17 个指标，其中区域发展综合水平主要

包括体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农民生活水

平、经济发展水平的 10 个指标；土地利用综合程度

主要包括体现农村土地基本信息、农业现代化程度、
土地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水平的 7 个指标。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四川省

统计年鉴》（1993－2014）。 部分指标经过二次计算，
所有经济指标均为 1990 年可比价。参考相关文献对

数据分析的方法［9，24］，对相关数据做如下处理。
1）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便于不同单位或量

级的指标进行比较和加权， 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

化。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区域发展综合水平（a）

土地利用综合程度（b）

二级指标

a1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a2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a3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a4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a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a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a7 农林牧渔总产值

a8 第一产业值占 GDP 比重

a9 人均 GDP
a10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b1 有效灌溉面积

b2 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

b3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耕地面积

b4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

b5 单位面积耕地用电量

b6 单位面积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

b7 单位面积耕地生产的农业产值

单位

%
%
%

m2/人
元/人
元/人
亿元

%
元/人
元/人

×103 hm2

%
hm2/人

kg/hm2

kW·h/hm2

kW·h/hm2

元/hm2

权重

0.103
0.108
0.105
0.115
0.093
0.075
0.081
0.106
0.111
0.103

0.141
0.129
0.136
0.157
0.148
0.147
0.142

方向

逆向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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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Yij=
Xj-Xjmin

Xjmax-Xjmin

（1）

式中，i 表示（a 为区域发展，b 为土地）两个子系

统，j 表示两个子系统中的具体指标。 Xj 为原始指标

值，Xjmax 和 Xjmin 分别表示子系统中统一指标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Yij 为数据标准化结果，且有 Y1，Y2，…，
Yn∈［0，1］。

为统一指标的变化方向， 对逆向指标 a1、a2、a3
进行变向处理，公式为：

Y赞 ij=1-Yij （2）
经过变换处理，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

所有指标均为值越大越好。

2）随机变量平均值P軈j。

P軈j=
1
n

n

i=1
ΣYij （3）

3）指标均方差 Aj。

Aj=
n

i=1
Σ（Yij-P軈j）

2姨 （4）

4）指标权重 Wj 的确定。

Wj=
Aj

m

j=0
ΣAj

（5）

式（3）、（4）、（5）中，P軈j 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

平均值，Aj 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均方差，Wj 表

示指标在其子系统中所占权重大小，n 为不同年份

同一指标的总数，m 为每个子系统中指标的总数。
5）计算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与土地利用综合

指数 f（a）、f（b），公式如下：

f（a）=
n

i=1
ΣYajWj （6）

f（b）=
n

i=1
ΣYbjWj （7）

f（a）、f（b）分别表示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土

地利用综合指数，发展指数越高，表明单个子系统发

展越好。
3．2 协调度及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1）借助离散程度来体现农村区域发展和土地利

用的协调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协调程度由 f（a）和 f
（b）变异系数来表示，f（a）和 f（b）之间离差越小，区

域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越协调［9，25］。 公式如下：

C=
f（a）×f（b）

［ f（a）＋f（b）
2

］
2

姨
姨
姨
姨姨
姨
姨
姨
姨姨
姨

姨
姨
姨
姨姨
姨
姨
姨
姨姨
姨

k

（8）

式中，k 表示调节系数，研究对象为区域发展综

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两个子系统发展指数，
因此 k 值取 2；C 表示协调度值， 且 C∈［0，1］，C 值

越大表明系统间协调程度越高，发展越有序，反之，
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2）为更全面地反映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两个子

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借鉴其他文献，构建适合的协

调发展模型［23］。 其基本公式如下：

D= CT姨 ，T=Af（a）＋Bf（b） （9）
式中，D 为协调发展度；T 是农村区域发展与土

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T 值越高表明该地区综合发

展水平越高，反之则低；A、B 为待定系数，在农村社

会经济与土地利用发展过程中， 二者均起着重要作

用，此处认为二者同等重要，因此 A、B 取值均为 0．5。
3．3 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标准

在得到协调发展度 D 之后，结合实际情况并借

鉴相关文献 ［9］，制定区域发展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

的协调发展评价标准、等级和协调发展类型（表 2）。
将协调发展类型分为失调类、 过渡类和协调类三个

大类， 并利用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综合指

数的比值分析其协调发展的特点，以达到全面、客观

分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目的。

4 结果与分析

利用四川省 1992－2013 年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

利用各项数据指标，通过公式（1）－公式（9）对数据进

行处理及协调发展模型的计算， 得到 1992－2013 年

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协

调发展结果（表 3）和协调发展趋势图（图 1）。
4．1 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发展指数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1992－2013 年区域发展综合

指数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 2008 年达到最大值后

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则一直

呈较高的增长趋势。 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下降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就业

困难、部分农民工返乡，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林牧渔总产值、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在 2008 年达到最大值后开

始下降，因此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也在 2008 年达

到最大值后缓慢下降；而近年来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

的进步为土地开发利用创造了条件， 各项土地政策

的实施和开展激发了农村土地开发利用的活力，土

地综合利用的各项指标均有增加，因此土地利用综合

指数呈上升趋势。 2009 年以前，四川省农村区域发

展综合指数均明显高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在 2009
年二者几乎达到统一水平， 分别为 0．703 和 0．696；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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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来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反超区域发展综合

指数，并持续增长，说明农村土地利用在这一阶段得

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而区域发展优势相对较弱。
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

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 而协调度则经历

了从 1992－2000 年先快速上升，再从 2000－2009 年

趋于平缓，在 2009 年达到最大值 0．998 后缓慢下降

三个阶段； 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度也有明显变化，从

1992 年的严重失调衰退类逐步发展成优质协调发

展类。 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

发展度近年来发展趋势良好， 且已达到优质协调发

展水平；但从图 1 中可以看到，近年来系统间的协调

度、协调发展度均有下降趋势，这与区域发展综合指

数的下降有关。

4．2 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的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

用协调发展结果（表 3），利用协调发展类型及评价

标准（表 2），将 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严重失调衰退阶段（1992－1993 年）。 1992－
199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度处于严重失调衰退阶段， 且表现出土地损益的特

点， 区域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高于土地利用综

合指数。 这一阶段区域发展和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指

数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说明在这个

阶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很低，经济发展落

后，土地发展较为滞后、利用方式较为粗放。 进一步

分析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可以发现， 这一阶段协

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均较低， 如 1992 年区域发展－
土地利用协调度为 0．001，说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程

度极低；此时综合评价指数也仅为 0．098，反映出整

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特点。
2）轻度失调衰退阶段（1994－1995 年）。 1994－

1995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 且表现出土地发展滞后

的特点。 这一阶段四川省在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

发展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综合评价指

数和协调发展度均有所增加， 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

发展与土地利用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但发展水

平仍较低。
3）勉强协调过渡阶段（1996－2000 年）。 1996－

2000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度处于勉强协调过渡阶段， 协调发展度在向协调阶

段过渡，但仍表现出土地发展滞后的特点。这一阶段

表 2 协调发展类型及评价标准

类别

失调类

过渡类

协调类

协调发展度（D）

0≤D<0.2

0.2≤D<0.4

0.4≤D<0.6

0.6≤D<0.8

0.8≤D≤1.0

协调分类

严重失调衰退类

轻度失调衰退类

勉强协调过渡类

良好协调发展类

优质协调发展类

f（α）与 f（β）的比较

f（α）/f（β）＞1．2
0．8≤f（α）/f（β）≤1．2

f（α）/f（β）<0．8

f（α）/f（β）＞1．2
0．8≤f（α）/f（β）≤1．2

f（α）/f（β）<0．8

f（α）/f（β）＞1．2
0．8≤f（α）/f（β）≤1．2

f（α）/f（β）<0．8

f（α）/f（β）＞1．2
0．8≤f（α）/f（β）≤1．2

f（α）/f（β）<0．8

f（α）/f（β）＞1．2
0．8≤f（α）/f（β）≤1．2

f（α）/f（β）<0．8

协调发展类型

严重失调土地损益型

严重失调区域发展-土地拮抗型

严重失调区域发展损益型

轻度失调土地滞后型

轻度失调区域发展-土地拮抗型

轻度失调区域发展损益型

勉强协调土地滞后型

勉强协调区域发展-土地同步型

勉强协调区域发展滞后型

良好协调区域发展主导型

良好协调区域发展-土地同步型

良好协调土地主导型

优质协调区域发展主导型

优质协调区域发展-土地同步型

优质协调土地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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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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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变化不明显，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

继续稳步上升；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综合评价指数在

这一阶段变化幅度不大， 而协调度在这一阶段有大

幅度上升， 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间虽然

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不大，但是相互作用力明显增强，
系统间发展逐步有序。

4）良好协调发展阶段（2001－2007 年）。 2001－
2007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度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意味着四川省农村区域

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已由失调类过渡到协

调类，表现出区域发展为主导的特点，其中 2003 年

为同步协调发展。 在这一阶段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

对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依旧较为落后， 但上升趋势明

显；协调度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综合评价指

数和协调发展度也有较大上升趋势。 主要因为这个

阶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业

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农产品销售实现了多

渠道，部分土地实现集约规模化利用，为区域发展和

土地的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
5）优质协调发展阶段（2008－2013 年）。 2008－

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度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但是不同年份具体特点

却有较大差别。 2008－2011 年表现出同步发展的特

点，2012－2013 年则表现为土地主导发展的特点。 这

一阶段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开始下降， 而土地利用综

合指数则一直表现出较高的发展趋势，在 2010 年土

地利用综合指数超过区域发展综合指数。 区域发展

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可能是由于在四川省社会经济

大环境下， 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在三产中所占

比例很小且越来越小，如 2011、2012、2013 年第一产

业占 GDP 总产 值分别为 14．19％、13．81％、12．80％，
虽然持续的人口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对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

有正向作用，但是相比之下作用不是很明显，所以区

域发展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表

现出较高的发展趋势， 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农业

现代化基本实现， 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土地规模

利用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随着农民

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民经营主

体的发展、壮大给土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 过 利 用 1992－2013 年 四 川 省 农 村 区 域 发 展

综合水平和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的相关数据， 对近年

来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趋势

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区域发展 f（a）
0.194
0.296
0.312
0.357
0.451
0.476
0.442
0.442
0.435
0.447
0.460
0.469
0.563
0.562
0.608
0.714
0.762
0.703
0.701
0.739
0.728
0.676

协调度（C）
0.001
0.101
0.393
0.553
0.621
0.738
0.824
0.902
0.952
0.967
0.978
0.987
0.968
0.983
0.982
0.973
0.985
0.999
0.997
0.989
0.975
0.928

协调发展度（D）
0.008
0.128
0.276
0.362
0.438
0.505
0.529
0.570
0.598
0.619
0.638
0.654
0.696
0.712
0.739
0.789
0.832
0.836
0.852
0.888
0.894
0.881

f（a）/f（b)
163.61
10.481
4.141
3.051
2.707
2.204
1.873
1.579
1.371
1.294
1.235
1.178
1.290
1.201
1.207
1.264
1.187
1.010
0.927
0.864
0.797
0.678

水平分类

严重失调衰退

严重失调衰退

轻度失调衰退

轻度失调衰退

勉强协调过渡

勉强协调过渡

勉强协调过渡

勉强协调过渡

勉强协调过渡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良好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优质协调发展

表 3 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指数

土地 f（b）
0.001
0.028
0.075
0.117
0.167
0.216
0.236
0.280
0.317
0.345
0.372
0.398
0.436
0.468
0.504
0.564
0.642
0.696
0.757
0.856
0.913
0.998

综合评价指数（T）
0.098
0.162
0.193
0.237
0.309
0.346
0.339
0.361
0.376
0.396
0.416
0.433
0.500
0.515
0.556
0.639
0.702
0.699
0.729
0.797
0.820
0.837

协调发展类型

土地损益

土地损益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土地滞后

区域发展主导

区域发展主导

同步发展

区域发展主导

区域发展主导

区域发展主导

区域发展主导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土地主导

土地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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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综合发

展指数和协调度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 特别是土

地利用综合指数， 在前面 4 个阶段协调发展类型均

表现为土地发展滞后型，最后一个阶段（2008－2013
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基本相

当，达到同步发展，从 2012 年起，其系统发展成为以

土地为主导的发展类型。 但是系统间的协调度和区

域发展综合指数均有下降趋势， 因此要密切关注四

川省未来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发展状况， 并及

时调整。
2）目前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

展度已经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 但仅代表四川省

整体状况， 不能具体表现在农村 局部地区。 根 据

1992－2013 年数据指标分析结果， 可将四川省农村

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严重

失调衰退阶段（1992－1993 年）、轻度失调衰退阶段

（1994－1995 年）、 勉强协调 过渡阶段 （1996－2000
年）、良好协调发展阶段（2001－2007 年）、优质协调

发展阶段（2008－2013 年），通过分析发现每个阶段

影响协调发展度的因素不同。
3）1992－2013 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

用协调发展度呈倒“U”型发展特点，从 1992 年一直

呈上升趋势，到 2012 年达到最大值（0．894）后开始

下降。 主要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协调度等指标的

下降有关，因此还应引起重视，避免再次出现不协调

现象， 保证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

发展。
5．2 政策建议

1）加快农业转型升级，避免对土地过度依赖。虽

然目前四川省农村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在上升阶段，
但是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可知， 其发展指数不可

能永远增加，在某个最大值后终会下降。 因此，在农

业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以

创新为动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和加快农业转

型升级， 使农业朝规模化、 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

展，避免对土地过度依赖。
2）加强政策导向，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经济

发展。 由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已经存在

下降趋势，说明社会经济、人口发展问题在农村需进

一步落实。应通过鼓励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市场等

政策机制。消除农民进城的顾虑，促进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 减轻农村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

盾，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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