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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动态耦合模型对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研

究，发现：河南省城镇化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而耕地面积则表现为下降—上升

的Ｖ字形波动状态，城镇化发展速度整体高于耕地面积变化速度；城镇化与耕
地面积耦合度经历了低级共生和协调发展两个阶段。应充分认识城镇化发展

对耕地占用的必然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供给质量和效率，坚持

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应完善耕地保

护机制，构建差别化利益补偿机制，对耕地保护主体实施精准补偿，变用途管制

为用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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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与《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均明确指出，要加

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农业人口市民化。城

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一

二十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城镇化意味着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住

房、交通、医疗等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由此

将带来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这势必会引起

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在此背景下，探索

城镇化与耕地变动的演进态势和动态耦合规

律，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

盾、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从而走不以

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城镇化

道路具有重要意义［１］。对于城镇化与耕地面

积之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关注点有所不同，欧

美发达国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且城

镇化已进入成熟期，其关注点多侧重于城镇化

对农田生态景观与耕地可持续利用等的影

响［２－３］；国内研究多以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

据［４］为基础，采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５］、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模型［６－７］、协整分析［８］、空间分析［９］等计量

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城镇化对耕地面积的影

响。我国学者［１０－１１］认为，我国耕地面积减少

速度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因此应把握城镇化

发展节奏，科学编制土地供应政策与耕地保护

政策，实施差别化、渐进式发展模式。总的来

看，国内学者将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人地矛盾

突出的发达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

区，较少探讨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动态

耦合关系的阶段性和变化规律，对于城镇化发

展意愿强烈、同时肩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任务

的中部粮食主产区更是鲜有涉及。鉴于此，本

文拟利用长期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动态耦合模

型探讨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

间的耦合规律，以期为相关部门编制科学的城

镇化发展规划、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理论

参考。

　　一、研究模型

１．综合城镇化率评价模型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评价指标的客观权

重，测算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综合城镇化率状

况，其公式可表示为：

Ｆａｂ ＝∑
ｋ

ｊ＝１
ＭｊＮａｊ ①

Ａａ ＝∑ＦａｂＣｂ ②

　　式①②中，Ｆａｂ表示第ａ年第ｂ个主成分的

因子得分，Ｍｊ表示对应主成分下第 ｊ个指标的

因子回归系数，Ｎａｊ表示第 ａ年第 ｊ个指标值。

Ａａ表示综合城镇化率，Ｃｂ表示各主成分的方差

贡献率。

２．演化速度评价模型

从系统论视角看，城镇化与耕地保护是一

个复合有机整体，二者之间应实现良性互动、耦

合发展。分别用 Ａ、Ｂ表示受自身和外界系统

影响下的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演化态势子系

统，则其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ｆ（Ａ）＝ｄＡ／ｄｔ＝ｆ１（Ａ，Ｂ）

ｆ（Ｂ）＝ｄＢ／ｄｔ＝ｆ２（Ａ，Ｂ
{

）
③

　　分别对以上两个子系统的演化态势模型求

一阶导数，可得各个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方程，具

体为：

ＶＡ ＝ｄｆ（Ａ）／ｄｔ

ＶＢ ＝ｄｆ（Ｂ）／ｄ
{ ｔ

④

　　式④中，ＶＡ、ＶＢ分别表示城镇化系统和耕

地面积系统的变化速度，ｔ为变化时间，根据研

究数据的起始时间，ｔ的取值范围为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４。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Ｖ可看做 ＶＡ和 ＶＢ
的函数，当两个子系统耦合状况较好时，整个系

统就处于良性发展状态［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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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动态耦合模型

由于Ｖ的变化是由ＶＡ、ＶＢ引起的，因此可

以以ＶＡ、ＶＢ的演化速度为函数，建立平面二维

坐标系，并以两者比值的反正切函数表示系统

的耦合度（见式⑤），根据角度的取值范围可

判断城镇化与耕地面积的演化态势和耦合状

况。考虑到两者变化速度不同步，且耕地面积

变化速度往往快于城镇化发展速度，故耦合度

演变轨迹可用椭圆形表示（见图１）。显然，Ｔ

的取值范围为０～３６０°，在一个演化周期内，

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共生（－９０°≤Ｔ＜０°）、

协调发展（０°≤Ｔ＜９０°）、极限发展（９０°≤Ｔ＜

１８０°）和螺旋上升（－１８０°≤Ｔ＜－９０°）四个

阶段［１３］。

Ｔ＝ａｒｃｔｇＶＢ／ＶＡ ⑤

图１　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耦合度演变轨迹

　　二、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面积

变化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１．河南省综合城镇化率测度
（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

综合发展的过程，其不仅表现为城镇人口增加

和城市空间扩张，还表现为城市的公共设施、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农村的渗透和传播。基

于此认识，本研究将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

性、可获取性和可测量性等原则，借鉴已有学

者［１４－１５］对于城镇化评价的指标体系，结合河南

省城镇化发展实际，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

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生

活城镇化６个维度，构建由城镇人口规模、非农

人口就业、经济发展水平等１４个指标构成的多

层次、多指标、全方位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所用数据来自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河

南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２）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①指标数据标准化：为了消除各项指标不

同量纲与数量级差别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研

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Ｘ′＝（Ｘ－Ｘｍａｘ）／（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⑥
　　式⑥中，Ｘ′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Ｘ表示

原始指标值，Ｘｍｉｎ和Ｘｍａｘ分别表示同一指标数据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②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评价指标较多，

且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共向性，容易导

致多重共线性的产生，因此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计算各个指标原始数据相关系数

矩阵。由评价指标相关系数表（见表２）可知，

多数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都在０．６０以上，个别

甚至达到了０．９９，这说明指标间存在较严重

的共线性。根据ＡＨＰ法、特尔菲法、主成分分

析法等不同权重确定方法的优缺点与适用范

围，本研究决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指标

权重。

③总方差分解：根据主成分分析原理，运用

ＳＡＳ９．２软件，对 １４个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

理，得到样本指标的特征根、方差贡献差、方差

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３）。方差贡献

率越大，表明它所对应的公因子所包含的原始

指标的信息量就越多。由表３可知，前两个主

成分方差贡献分别为８９．８８％和３．８６％，前两

个主成分累计已包含了原始指标数据９３．７４％

的信息，为了保证在损失信息较少的情况下起

到降维的作用，选取前两个彼此独立的主成分

Ｚ１和Ｚ２来代表原始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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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南省综合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单位 指示变量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规模 城镇人口比重 ％ ｘ１
非农人口就业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 ％ ｘ２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 元 ｘ３

产业结构发展状况 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ＧＤＰ比重 ％ ｘ４
消费水平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元 ｘ５

社会城镇化 教育水平 每万人大学生数 ％ ｘ６
医疗水平 卫生技术人员数 万人 ｘ７

土地城镇化
城镇覆盖度 城镇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ｘ８
交通便捷度 人均城镇道路面积 ｍ２ ｘ９

生态城镇化
城镇生态基础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ｘ１０
城镇环境保护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ｘ１１

生活便捷度
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 标台 ｘ１２

生活城镇化 燃气普及率 ％ ｘ１３
休闲功能普及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ｍ２ ｘ１４

表２　评价指标相关性系数表

Ｒ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２ ０．９６６７
ｘ３ ０．９７０８０．９７４１
ｘ４ ０．９４１５０．９１９００．８７７９
ｘ５ ０．９７５００．９７５００．９９７５０．８９０１
ｘ６ ０．９８８２０．９６６２０．９７２９０．９２２９０．９６７７
ｘ７ ０．９１５３０．９２６８０．９７３１０．８１４００．９７７２０．９０６２
ｘ８ ０．９９７１０．９７５６０．９６７７０．９５１７０．９７３３０．９８４４０．９１１８
ｘ９ ０．９３６８０．８８５１０．８４５４０．９５７３０．８５９２０．９１３５０．７６３３０．９４６８
ｘ１０ ０．９６８４０．８９５００．９０５７０．９３１５０．９０８６０．９５４５０．８３２４０．９５４９０．９１８７
ｘ１１ ０．６８８００．７００２０．６６２５０．７４２１０．７０２２０．６０４６０．６９１６０．６９８３０．６５９２０．６５０３
ｘ１２ ０．９４１５０．９３０５０．８９５１０．９１９３０．９０６７０．９０８６０．８４５００．９４６６０．８８１９０．９１６７０．７５１９
ｘ１３ ０．９０６２０．８７６１０．８６８５０．８６０７０．８８０７０．８６４６０．８３５８０．９０５２０．８１３７０．８９０００．７２８２０．９７３５
ｘ１４ ０．９６０４０．９０４６０．８８９７０．９２６１０．８９６９０．９３３４０．８１６５０．９５７１０．９２３９０．９６５１０．６４９４０．９５７２０．９４８２

　　④主成分系数与方差贡献：进一步分析第
一主成分Ｚ１和第二主成分Ｚ２的主成分系数与
方差贡献，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第一主成分Ｚ１可表示为：
Ｆ１＝０．２８０３ｘ１＋０．２７４６ｘ２＋０．２７２８ｘ３＋

０２６９２ｘ４＋０．２７４９ｘ５＋０．２７４９ｘ６＋０．２５９８ｘ７＋
０２８０５ｘ８＋０．２６２０ｘ９＋０．２７０４ｘ１０＋０．２０９０ｘ１１＋
０２７１７ｘ１２＋０．２６２６ｘ１３＋０．２７１２ｘ１４ ⑦

第二主成分Ｚ２可表示为：
Ｆ２＝－０．１１３９ｘ１－０．０６１１ｘ２－０．１４８３ｘ３＋

０．０７４８ｘ４－０．０７７１ｘ５－０．２６５８ｘ６－０．０２６２ｘ７－

０．０８９８ｘ８－０．０６８４ｘ９－０．１２４９ｘ１０＋０８９２４ｘ１１＋
０．１４１８ｘ１２＋０．１６５４ｘ１３－０．０７８９ｘ１４ ⑧

（３）新型城镇化率测算结果
作为彼此之间无相关性的原始变量的线性

组合，前两个主成分 Ｚ１和 Ｚ２包含了原始指标
９３．７４％的信息，将消除量纲影响后的指标数据
代入各主成分公式，即可得到各年份的主成分

得分，进而分别以Ｆ１的方差贡献０．８９８８和Ｆ２
的方差贡献０．０３８６为权重，按照式①和式②
计算综合得分值，即可得到新型城镇化率（见

表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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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特征根和各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差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１ １２．５８２６ １２．０４２３ ０．８９８８ ０．８９８８
２ ０．５４０３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３８６ ０．９３７４
３ ０．４３４３ ０．１８６０ ０．０３１０ ０．９６８４
４ ０．２４８３ ０．１６１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９８６１
５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９９２３
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９９５４
７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９９７９
８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９９８９
９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９９９６
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９９８
１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９９９
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４　前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

Ｒ 第一主成分Ｆ１ 第二主成分Ｆ２
ｘ１ ０．２８０３ －０．１１３９
ｘ２ ０．２７４６ －０．０６１１
ｘ３ ０．２７２８ －０．１４８３
ｘ４ ０．２６９２ ０．０７４８
ｘ５ ０．２７４９ －０．０７７１
ｘ６ ０．２７４９ －０．２６５８
ｘ７ ０．２５９８ －０．０２６２
ｘ８ ０．２８０５ －０．０８９８
ｘ９ ０．２６２０ －０．０６８４
ｘ１０ ０．２７０４ －０．１２４９
ｘ１１ ０．２０９０ ０．８９２４
ｘ１２ ０．２７１７ ０．１４１８
ｘ１３ ０．２６２６ ０．１６５４
ｘ１４ ０．２７１２ －０．０７８９

２．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演变态势

进一步对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可绘制变化图（见图 ２）。由图 ２可

知，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耕地面积从６９３．３２

万公顷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１３．０１万公顷，总体

呈现拉伸的 Ｓ形趋势。具体来说，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为持续下降阶段，累计减少耕地１５．９８万公

顷，年均减少２．２８万公顷；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为快

速恢复阶段，尽管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８年减少耕地

０．８１万公顷，但此后３年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

表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率

年份 新型城镇化率 年份 新型城镇化率

１９９０ ０．０２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６７２０

１９９１ ０．１５９６ ２００４ １．８３７７

１９９２ ０．３６８８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５０

１９９３ ０．４７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２５１７

１９９４ ０．５４７５ ２００７ ２．４４５５

１９９５ ０．６１６８ ２００８ ２．５９１０

１９９６ ０．７６９３ ２００９ ２．８７０２

１９９７ ０．９１３７ ２０１０ ２．９７９５

１９９８ １．０９７５ ２０１１ ３．１７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２４０５ ２０１２ ３．３７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７５ ２０１３ ３．５７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２４ ２０１４ ３．７２８９

２００２ １．３７８３

２００２年增加至７２６．２８万公顷，较１９９７年增加

４８．９４万公顷；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为波动起伏期，这

一阶段耕地面积总体增减不大，围绕７２０万公

顷呈波形起伏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为缓慢下降

期，５年间共减少耕地６．１９万公顷，年均减少

约１２４万公顷。城镇化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略

有起伏，但整体呈现不断提高趋势，尤其是在

２００３年之后，其年均增长达１１．２０％。

分别以标准化后的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为

因变量，以时间ｔ为自变量，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软

件，对其进行二阶多项式拟合，ｆ（Ａ）和 ｆ（Ｂ）拟

合度分别为０．９９４９和０．８７９０，整体拟合状况

良好。分别对ｆ（Ａ）和ｆ（Ｂ）求导，可得到两个系

统的演化速度方程，ｔ相对应的年份为１９９０—

２０１４年，进而根据式⑤求得２５年间河南省城

镇化率与耕地面积变化的耦合度（见表６）。

ｆ（Ａ）＝０．０００７ｔ２－２．７７５８ｔ　（Ｒ２＝０．９９４９） ⑨
ｆ（Ｂ）＝０．００３１ｔ２－１２．４１３７ｔ　（Ｒ２＝０．８７９０） ⑩

ＶＡ＝０．００１４ｔ－２．７７５８　 瑏瑡
ＶＢ＝０．００６２ｔ－１２．４１３７ 瑏瑢

３．耕地面积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态势

分析

为更加清晰地反映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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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变化图

表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耕地面积与城镇化率的耦合度

年份 ＶＡ ＶＢ ＶＡ／ＶＢ Ｔ 年份 ＶＡ ＶＢ ＶＡ／ＶＢ Ｔ
１９９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７５０ －０．１４６７ －８° ２００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５６ ５．２１４２ ７９°
１９９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６８８ －０．１８０２ －１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１１８ ２．５９３２ ６９°
１９９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６２６ －０．２２０５ －１２° ２００５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１８０ １．７７７７ ６１°
１９９３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５６４ －０．２６９５ －１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４２ １．３８０１ ５４°
１９９４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５０２ －０．３３０６ －１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３０４ １．１４４７ ４９°
１９９５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４４０ －０．４０９０ －２２° ２００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６６ ０．９８９０ ４５°
１９９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３７８ －０．５１３２ －２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４２８ ０．８７８５ ４１°
１９９７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３１６ －０．６５８２ －３３° ２０１０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７９５９ ３９°
１９９８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５４ －０．８７４０ －４１°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５５２ ０．７３１８ ３６°
１９９９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９２ －１．２２９１ －５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６１４ ０．６８０７ ３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１３０ －１．９２３０ －６３° ２０１３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６７６ ０．６３９０ ３３°
２００１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６８ －３．８８２３ －７６° ２０１４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７３８ ０．６０４３ ３１°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０６ －４６．３３３３ －８９°

关系变化趋势，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耦合度数

据，绘制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演变图（见

图３）。由图３可知，总体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２５年间，河南省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动态耦合关
系从低级共生向协调发展演化，整体呈现出反

Ｚ型变化态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年的低级协调共生阶段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的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
处于０°～－９０°，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耦合度
从－８°变为 －４１°，此后耦合度便持续下滑，

２００２年降至最低点 －８９°，这一时期城镇化的
无序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二者耦合关系不断

恶化，表现为直线下降态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耕

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处于７９°～３１°，这一阶

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耦合度
从７９°降至４５°，耦合关系不断提高，二者由不

协调发展到良性发展。这一时期，郑东新区建

设速度不断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被提上日程，

２６个重点县市城镇化发展扶持政策为河南省

城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满足城镇

化进程中合理的用地要求”和“既要积极，又要

稳妥，切忌盲目”的发展思路则为防止城市土

地无序扩张、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供了保证。

因此，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矛盾逐渐缓和，耕地

保护对于城镇化的约束作用不断减小；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年，ＶＢ＞ＶＡ，耦合度由４５°降至３１°，良性发

展趋势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国际粮价的大幅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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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河南省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演变图

上升，以及全面取消农业税、万亿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种粮直接补贴、农资

综合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

和耕地保护意识显著提升，有效耕地总面积不

断增加，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

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则为耕地保护提

供了保障。

　　三、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通过构建动态耦合模型，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４

年河南省城镇化与耕地面积的演变态势和耦合

规律，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河南省城镇化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而耕地面积则表现为下降—上升的 Ｖ字形波

动状态，城镇化变化速度整体高于耕地面积变

化速度。

其二，从耦合关系看，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

耕地面积变化经历了低级共生（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和协调发展（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两个阶段。低

级共生阶段源于城镇化无序扩张和耕地面积的

不断减少，而随着一系列城镇化发展和耕地保

护政策的实施，二者耦合度开始提高，２００８年

达到协调发展；２００８年之后一系列耕地保护政

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耕地

面积不断增加，且新型城镇化要求不以牺牲农

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为两者耦合发展

提供了契机。

其三，基于系统论建立的动态耦合模型，能

够较好地反映城镇化与耕地面积交互影响、动

态耦合的演变情况。正确认识城镇化与耕地保

护交互影响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镇

化发展模式和耕地保护措施，对于促进河南省

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２．政策建议

其一，河南省应充分认识城镇化发展对于

耕地占用的必然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城镇建设用地供给质量和效率。应按照严控

总量、盘活存量、双向调节、差别用地、分类供

地、合理定价、政策联动的基本要求，在确保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合理释

放耕地用于城镇化建设，并对新增城镇建设用

地的用途、规模、布局、结构等加以规定，以引导

城镇化健康发展，确保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

推进、耦合发展。

其二，应明确河南省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中的重要地位，坚持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

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镇

化发展由侧重数量、规模和粗放发展向注重提

升质量内涵、节约集约发展转变；加强中小城市

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实施“内涵型”“效益型”的

开发模式，防止乱占耕地、盲目建设开发区等行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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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生，以实现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三，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机

制，从法律上承认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存在，

依据耕地资源质量、生态价值等构建差别化利

益补偿机制，实施精准补偿，变用途管制为用态

管控；加强对空心村的整治和中低产田的改造，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努力实现规模经营；加大粮

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支农力度，逐步建

立起国家与农民、超额承担耕地保护义务地区

与未尽到耕地保护义务地区等多层次的耕地保

护利益补偿机制，以确保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

调发展。

应当指出，分析视角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

也会有所差异。本文仅从省级层面对耕地面积

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的演变态势及耦合规律进行

了分析，其研究结果有待于从更加微观的地

（市）或县级层面进行验证。此外，耕地面积变

化不仅受城镇化的影响，同时还与生态退耕、农

业结构调整等密切相关，这些均有待于进行更

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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