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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耕地多功能利用权衡 /协同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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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江苏省县域耕地生产、社会、生态功能的竞争力空间格局、空间关联特征及权衡 /协同关系ꎬ构
建多组态指标体系定量识别耕地多功能ꎬ探析江苏省县域耕地多功能空间竞合优劣状态ꎬ借助空间自相关和相

关系数法定量测算江苏省 ５５ 个县域耕地多功能的权衡 /协同关系. 结果表明:(１)生产功能空间上呈“中间高两

头低”斑块状特征ꎬ社会功能苏南－苏中－苏北高低相间分布ꎬ生态功能空间上有依山傍水之势ꎬ集中于环洪泽

湖、沿江北岸、沿海等地区ꎻ(２)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 ３ 种功能具有正相关类型(ＨＨ、ＬＬ)数量多ꎬ呈“组
团”式特征ꎻ负相关类型(ＨＬ、ＬＨ)数量少ꎬ呈“散布”状分布规律ꎻ(３)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呈现了权衡态势ꎬ权衡

关系表现较强烈ꎬ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ꎬ权衡关系没有生产功能与生态功

能强烈. 研究认为ꎬ未来应控制耕地的生产功能与社会功能对耕地生态功能的影响ꎬ保护生态环境并以提升生产

质量为导向协调优化发展路径.
[关键词] 　 耕地多功能ꎬ空间格局ꎬ权衡与协同ꎬ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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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人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ꎬ具有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价值ꎬ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ꎬ
体现在影响全社会粮食安全ꎬ进而影响农民的生存发展ꎬ此外耕地还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１－２] . 耕

地多功能的属性满足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产品和服务的各项需求[３]ꎬ但同时由于不同功能空间存在竞

争和冲突[４]ꎬ城镇空间扩张ꎬ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受挤压胁迫ꎬ致使“城市病”和“乡村病”共存[５]ꎬ严重制约

区域发展质量. 耕地多功能优化立足于人地协调发展理念ꎬ以实现耕地利用空间功能结构调整优化为准

则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６]ꎬ而明晰耕地多功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博弈过程ꎬ有助于协调多元利益

主体和缓解资源配置矛盾及实现耕地多功能融合协调发展ꎬ亦可进一步丰富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ꎬ耕地利用趋于多元化发展ꎬ国内外学者基于功能性视角已开展了众多卓有

成效的探索ꎬ目前国外对于耕地多功能的研究包括内涵与分类[７]、耕地多功能管理[８]、耕地价值的影响因

素及量化[９－１０]ꎬ国内开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内涵解析及功能分类[１１－１２]、功能演变[１３－１４]、耕地多功能评

价[１５－１６]ꎬ国外学者更关注耕地的管理政策研究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对典型区域的耕地功能进行评价从而

提出优化路径. 随着研究逐步深入ꎬ耕地多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兴起ꎬ学者们意识到耕地功能之间存在

协同 /权衡关系[１７－１９]ꎬ协同是指在关键因素支配下互相协作共同增益ꎬ耕地多功能有序发展ꎻ权衡是指两

种功能互相竞争有损总体效益ꎬ致使耕地多功能陷入零和博弈状态. 为此ꎬ学者们针对热点地区(北上广

等国际大都市[１７]、典型地貌区[１５]、生态脆弱区[１９])进行了众多实证分析ꎬ但定性分析偏多ꎬ定量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ꎬ相关性分析、耦合协调分析、脱钩分析等方法较常见. 上述研究对剖析耕地多功能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ꎬ但梳理发现细节上仍有改进之处:①侧重于耕地多功能总量上的研究ꎬ忽视耕地多功能的结

构性ꎬ综合总量和结构性研究稍显不足ꎻ②耕地多种功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中ꎬ更为关注数量关系ꎬ而
相对忽视了空间格局变化ꎬ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空间相关作用关系还有待深入挖掘.

江苏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ꎬ是中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ꎬ其间的太湖平原、江淮地区亦是我国重要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ꎬ然而区域内人多地少ꎬ面临着耕地细碎化及不均衡发展的现实ꎬ迫切需要提高耕地利用质

量. 鉴于此ꎬ本文在测算 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 ５５ 个区县单元的耕地多功能指数并进行空间对比的基础上ꎬ借助相

关分析揭示其数量上协同权衡关系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空间分异特征ꎬ以“综合竞争力分析－交互过

程分析－规律性探讨”为逻辑主线ꎬ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１　 耕地多功能指标体系构建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耕地是一个多重功能交错的复杂空间系统ꎬ伴随其内部的物质能量流动过程产生各项服务[１１]ꎬ由于其

功能的主次强弱存在异质性ꎬ耕地利用功能始终处于非均衡不平稳状态ꎬ按照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研究框

架ꎬ将其按主导功能划分为生产、社会、生态功能[２０] . 其中ꎬ生产功能是指依赖于土地直接或间接取得各种产

品与服务的功能[２１]ꎬ生产功能作为发展关键ꎬ决定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的状态ꎻ社会功能是农民基本生存保

障的体现ꎬ关系着农民的就业、养老和发展问题ꎬ是生产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保障ꎻ生态功能是指耕地作为绿

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担负着生态供给和维持的功能ꎬ但化肥利用率低和农药流失会给生态功能带来负面

效果ꎬ因此生态功能是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的前提并作为约束条件控制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展方向[２２] .
梳理现有文献的相关评价指标ꎬ根据耕地功能内涵[７ꎬ１１－１２]ꎬ以指标对生产、生态和社会三维功能的作

用力为考量ꎬ依据系统－要素－功能理论ꎬ构建“生产、生态、社会”三维指标体系. 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生产、
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生态保育等方面ꎬ考虑指标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ꎬ再经咨询多位专家及采用相

关性分析去除冗余指标后ꎬ选取了 ７ 项关键指标组成江苏省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
耕地的基本目的是经济发展ꎬ故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等功能选取粮食单产、土地垦殖率指标ꎬ粮食单

产关系粮食稳产增产ꎬ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２３]ꎻ土地垦殖率体现一个地区的耕地发展水平和耕地集中程

度ꎬ可以有效地测度耕地利用发展趋势. 社会空间的宜居适度是耕地功能的目标ꎬ涉及空间承载、就业支

撑、社会保障等子功能ꎬ以人均耕地面积代表社会功能的空间承载能力[２４]ꎻ而我国农业人口是耕地解决村

民就业的重要指标ꎬ以农村从业人员数量代表就业支撑功能ꎻ耕地系统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维持村

民生活需要的基础ꎬ本文选取恩格尔系数表达了村民的消费水平ꎬ用以表征社会保障功能. 生态功能是自

然条件及其效用的集中体现ꎬ其作为耕地多功能实现的必要前提ꎬ涉及生态压力、生态供给及生态维持等ꎬ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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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地区特性ꎬ选取化肥投入强度、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指标.
表 １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或计算方法 功效性 单位 权重

耕
地
多
功
能

生产功能
粮食单产

土地垦殖率
粮食产量 /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 区域土地总面积
＋
＋

ｔ / ｈｍ２

％
０.２１３ ８
０.１２１ ２

生态功能
生态服务价值

化肥农药投入量
区域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大小
农用化肥施用量 / 耕地面积

＋
－

亿元
ｋｇ / ｈｍ２

０.２１９ ５
０.０４１ ５

社会功能
恩格尔系数

人均耕地面积
农村从业人员数量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耕地面积 / 常住总人口

来源于统计年鉴

－
＋
＋

％
ｈｍ２ / 人
万人

０.１０９ ７
０.１０３ ６
０.１９０ ８

　 　 注:“＋”表示正向作用的指标ꎬ“－”表示负向作用的指标.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计算方法使用的是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提出的方法. 层次分析法 ＣＲ
值为 ０.０００ １ꎬ通过一致性检验.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２０１６ 年)ꎻ研究单元土地利用类型与面积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国土厅 ２０１５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二级(一
级)分类面积汇总表ꎬ一级分类为 ８ 类ꎬ二级分类为 ４６ 类ꎻ土地利用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长江三角洲科学数据中心” . 基于研究需要ꎬ保持研究数据连贯性ꎬ对一些“撤县设区”
和“镇改市”单元ꎬ按 ２０１５ 年行政区划调整ꎬ故将各地市市辖区统一合并处理ꎬ重组县、县级市和市辖区

后ꎬ共计 ５５ 个县域单元.
为消除变量的量纲影响ꎬ采用极值标准化对多功能评价涉及的粮食单产、ＧＤＰ、农用化肥投入量、生态

服务价值总量、乡村总人口等 ７ 项指标进行处理ꎬ具体分析见文献[２５] .

２　 研究方法

首先ꎬ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识别各单项功能及多功能的强弱ꎻ其次ꎬ基于空间探索性分析技术诊断地

区间多功能的空间关联性ꎻ最后ꎬ通过相关性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解析地区多功能数量和空间上

权衡关系特征.
２.１　 综合评价模型

多功能指数是衡量功能水平的重要指标ꎬ数值与功能强弱呈正相关关系[２６－２７] . 目标加权平均法结合

指标权重评价即可综合观察某个指标或多个指标变动时对功能水平的影响程度和方向ꎬ各县多功能指数

参考刘彦随等人的计算方法[２５]ꎬ公式为:

Ｆ ｉ ＝ ∑ Ｗ ｊ∗Ｚ ｊꎬ (１)

式中ꎬＦ ｉ 表示评价单元 ｉ 的“三生”功能值ꎻＺ ｊ 表示各指标数值ꎻＷ 为权重ꎬ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将耕地多功能指数使用自然断裂法[２７]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水平 ５ 个等级.
２.２　 空间相关性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ＥＳＤＡ)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ꎬ通过对事物或现象

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和可视化ꎬ诊断空间的集聚或扩散现象ꎬ用以分析研究对象的空间关系[２８] . 借助全局空

间自相关测度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２９]ꎬ取值为[－１ꎬ１]之间ꎬ测度值与 １ 越相近说

明正向空间自相关越强ꎬ越接近－１ 则表明负向空间自相关越强ꎬ即相邻区域的“三生”功能越趋于集聚ꎬ空间

权重选择一阶 Ｒｏｏｋ 邻接矩阵ꎬ结果以 Ｚ值判断. 为了进一步判断空间单元的集聚位置或区域ꎬ采用局部空间

自相关中的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研究同一区域内发生集聚状态的具体位置.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同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一致ꎬ
将值分解为相同生态位水平的集聚区域(ＨＨ、ＬＬ)ꎬ呈空间协同关系ꎻ异质性集聚的区域(ＬＨ、ＨＬ)ꎬ呈空间权

衡关系. 空间关联特征采取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ꎬ可较好地诊断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江苏省耕地多功能空间格局特征

生产功能:生产功能空间上呈“中间高两头低”斑块状格局特征ꎬ区域梯度差异明显. 以淮安市、宝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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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兴化市等中部地带为中心高值区ꎬ北部的徐宿淮连地区及南部的苏锡常、南京市等地相对较低ꎬ这与地

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ꎬ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达ꎬ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以隐性转移为主ꎬ二三产业占比较

高ꎬ而北部地区则侧重于传统的煤矿开采业、重型工业发展ꎬ同时人口外流较多ꎬ存在乡村空心化ꎬ导致农

业生产功能受到影响ꎬ见图 １(ａ) .

图 １　 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耕地多功能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５

社会功能:社会功能高低相间分布ꎬ由小至大依序为苏南－苏中－苏北ꎬ功能指数介于 ０.０３７ ８~０.２００ ３
之间ꎬ苏中、苏南大部分单元普遍偏低ꎬ低值区集中分布于苏锡常都市区ꎬ环洪泽湖一带(如:洪泽县、盱眙

县、金湖县)及北部沿海(东海县、滨海县、沭阳县)较高. 总体来看ꎬ具有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圈层式逐渐

扩大的环状特征ꎬ市辖区所属单元耕地社会功能偏小. 城市性与乡村性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ꎬ因此乡村

的耕地利用社会功能主要围绕着区域的农村居民点聚集ꎬ而与城市关联性不大. 见图 １(ｂ) .
生态功能:生态功能空间上有依山傍水之势ꎬ高值区多位于环洪泽湖、沿江北岸、沿海等地区聚集ꎬ主

要为泗洪县、洪泽县、金湖县等ꎬ这类地区水网密集、湿地多ꎻ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县域ꎬ如丰县、沛县、沭
阳县、睢宁县等ꎬ由于这一地区复垦矿区多ꎬ环境污染较大ꎬ故而生态功能较小. 由于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

的空间协同作用ꎬ通过退耕还林、绿色生态走廊的约束ꎬ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ꎬ以
射阳县、盐城市等地为代表的淮海地区耕地生态功能也在不断改善. 见图 １(ｃ) .

对区域耕地多功能综合测定可进一步量化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三大维度与综合功能的时空

关联性[３０] . 耕地综合功能空间上由南到北呈低－高－中有序分布ꎬ功能指数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泗洪

县、宝应县、东台市、如东县等ꎬ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南北贯通ꎬ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ꎻ低值区

交错分布ꎬ呈多集聚斑块状ꎬ主要位于苏南的苏锡常、南京市等地ꎬ这类地区城乡联动密切ꎬ交通便利、人口

密度较大、城乡基础设施较好. 见图 ２.
３.２　 江苏省耕地多功能空间关联格局

分析表明ꎬ江苏省耕地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指数在局部区域具有高低聚类特征ꎬ为此ꎬ需要

进一步判别其空间集聚性. 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综合功能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分别

为 ０.３３７ ４、０.５６７ ８、０.０７７ ８、０.３８４ ５ꎬ表明“三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ꎬ即相邻的县域单元相

互作用关系显著. 具体而言ꎬ社会功能集聚特征较显著ꎬ而生产、生态功能相对微弱.
在 ３ 种功能均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基础上ꎬ采用 ＬＩＳＡ 图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ꎬ进一

步探讨局部区域的空间异质性(图 ３) . 结果表明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 ３ 种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

显. 具体而言ꎬ①生产功能:高高及低低区域数量较为均衡ꎬ低低区(６ 个)主要分布在南京市及苏锡常核

心区等ꎬ高高区(５ 个)区域延展性较大ꎬ集中位于盐城市、兴化市、东台市、海安县ꎬ低高区地处盐城市ꎻ
②社会功能:高高－低低区南北分化特征突出ꎬ但高高区域(４ 个)散布于泗洪县、盱眙县、建湖县、沭阳县

等ꎬ低低区数量较多(８ 个)ꎬ空间分布也更为集中ꎬ主要位于苏锡常都市区ꎻ③生态功能:低低区位于邳州

市ꎬ而低高区则为昆山市ꎬ这是由于昆山位于太湖周边ꎬ环湖区域经济发达ꎬ近年来太湖治理工程颇见成

效ꎬ生态功能有所改善.
综上ꎬ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 ３ 种功能具有正相关类型(ＨＨ、ＬＬ)数量较多ꎬ呈“组团”式集聚特

征ꎻ负相关类型(ＨＬ、ＬＨ)数量偏少ꎬ呈“散布”状分布规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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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江苏省耕地多功能变迁图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３　 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功能局部 ＬＩＳＡ 图

Ｆｉｇ ３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ＳＡ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　 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功能相互权衡 /协同态势

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ꎬ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 ３ 种功能的空间异质性明显ꎬ且生产、社会、生态功

能的高低值区域存在空间错位ꎬ为了定量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异质性和关联性ꎬ需进一步从数量和空间上

诊断三者之间权衡 /协同关系.
３.３.１　 权衡 / 协同数量关系

表 ２　 生产、社会、生态功能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生产功能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

生产功能 １.０００ ０ ０.３７８ １∗∗ －０.５７３ ５∗∗

社会功能 １.０００ ０ －０.３９８ １∗∗

生态功能 １.０００ ０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３１－３４]ꎬ为实现时空序列的空

间表达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空间相关分析功能ꎬ采用

波段集方法[１９]ꎬ测算 ３ 种功能的相关性(表 ２) .
依据相关系数的取值差异判断生产、社会、生态

功能间的协同或权衡关系ꎬ正相关表现为相互增益

的协同关系ꎬ负相关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ꎻ其
绝对值大小表示相关性程度ꎬ即协同或权衡关系的强弱. 具体而言ꎬ生产与社会功能具有明显的正相关

性ꎬ表现为空间协同关系ꎬ生产功能可为社会功能实现提供物质和经济基础ꎬ社会福利增强ꎬ由此带来更多

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群化ꎬ进而可为生产功能实现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ꎬ增强“规模效应”后二者相辅相

成ꎬ因此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需注意二者协同发展. 生产与生态功能呈现了权衡态势ꎬ权衡关系表现较

强烈(相关系数为－０.５７３ ５) . 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与生态功能ꎬ权衡关系没有生产与

生态功能强烈(相关系数为－０.３９８ １)ꎬ主要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下ꎬ生产、社会、生态功能的地

位、相互关系存在差异[１９]ꎬ归结于研究区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后期ꎬ建成区以块状模式迅速扩张ꎬ生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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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萎缩ꎬ生态功能持续衰退. 生态功能是耕地多功能的承载基础ꎬ生产、社会功能与之较强的权衡关

系需在未来发展规划时加以注意.
３.３.２　 权衡 / 协同空间关系

为深入探析生产、社会、生态功能在空间上的权衡 /协同关系ꎬ以 ５５ 个县域为基础单元ꎬ测算耕地多功

能 ２０１５ 年的双变量 ＬＩＳＡ 值ꎬ在 Ｚ检验的基础上(Ｐ＝ ０.０５)绘制 ＬＩＳＡ 分布图ꎬ揭示区域某项功能与其邻域

另一项功能的空间相互关系.
生产、社会、生态功能两两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具有空间异质性ꎬ具体表现在(图 ４):①生产与社会

功能ꎬ权衡 /协同区域数量均衡ꎬ但空间分布较为离散ꎬ协同关系主要集中在 ＨＨ(宁镇扬丘陵地带内的句

容市、溧阳市等)、ＬＬ(宿迁市、淮安市、盐城市等)ꎬ权衡关系主要集中于苏锡常地区、盱眙县、宝应县等

地. ②生产与生态功能ꎬ权衡关系数量占优ꎬ以高低单元为主ꎬ多分布在邳州市、东海市、新沂市、沭阳县、
泰兴、靖江市、江阴市ꎬ协同区域零散分布于 ＨＨ(盱眙县、宝应县)、ＬＬ(张家港市、沛县) . ③社会与生态功

能ꎬ权衡 /协同区域数量平衡ꎬ协同区域集聚ꎬ主要为 ＬＬ(沛县、邳州市、新沂市等)ꎬ权衡单元分为 ＬＨ(金
湖县、盱眙县、洪泽县)及 ＨＬ(靖江市、张家港市、江阴市)两大类. 由此可见ꎬ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生产－社会权

衡协同关系在空间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分化特征ꎬ而生产－生态及社会－生态相较而言较弱ꎬ耕地的

生产与社会功能相互作用效果更为突出ꎬ生态作为耕地的辅助功能也会影响整体功能的发挥ꎬ在耕地精细

化管控过程中ꎬ应注意将生产、社会、生态功能三者协同整治.

图 ４　 江苏省生产、社会、生态功能双变量局部 ＬＩＳＡ 图

Ｆｉｇ ４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ＩＳＡ ｍａｐ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县域单元的耕地多功能进行量化与评价ꎬ探究其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空间关

联特征和发展模式ꎬ得到以下结论:
(１)江苏省县域间的耕地多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ꎬ生产功能空间上呈“中间高两头低”斑块状格

局特征ꎬ社会功能苏南－苏中－苏北高低相间分布ꎬ生态功能空间上有依山傍水之势ꎬ集中于环洪泽湖、沿
江北岸、沿海等地区.

(２)江苏省耕地生产、社会、生态 ３ 种功能具有正相关类型(ＨＨ、ＬＬ)集聚明显ꎬ“组团”式分布ꎻ负相

关类型(ＨＬ、ＬＨ)数量偏少ꎬ呈“散布”状分布规律.
(３)生产功能与社会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协同关系ꎬ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相关系数－０.５７３ ５)则呈

现了权衡态势ꎬ权衡关系表现较强烈ꎬ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相关系数－０.３９８ １)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功能

与生态功能ꎬ权衡关系没有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强烈.
(４)耕地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ꎬ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协同共生ꎬ未来在精细化管理耕地时ꎬ以

共同促进耕地多功能协同利用、提升耕地多功能总体效益为总体目标ꎬ注重提高耕地本底质量ꎬ科学划定

耕地保护区ꎬ同时引导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规模农业和休闲农业发展ꎬ达到农业转型要求. 严格限制生产

功能过速扩张而压缩社会功能、生态功能ꎬ保护生态环境并以提升生产质量为导向协调优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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