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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in arid regions based 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WANG Qi1, WANG Yong-sheng2*, DU Guo-ming1, LIU Zhao-jun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Rural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have become idle and ineffectively utilized. The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statu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were studied to vitalize th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study also aim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argeted regional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ider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Yanchi
County, an area representativ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orthwest arid region, was chosen for the study.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rcG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93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ircul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Yanchi County with a moderate intens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higher and
lower intensiti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respectively.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area, irrigated land area, cooperative operation status,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distance from the main road of the county level were the lead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with determination values of 0.247, 0.264, 0.028, 0.065, and 0.091,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and use drives

收稿日期：2020-04-18 录用日期：2020-05-15
作者简介：王琪（199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资源与农村区域发展研究。E-mail：Edwangqi@163.com
*通信作者：王永生 E-mail：wangys@igsnrr.ac.cn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30703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801174）
Project supported：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DA23070303）；The Young Scientists Fund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01174）

摘 要：针对当前乡村耕地资源闲置浪费与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从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视角，研究贫困地区耕地流转现

状及其驱动机制，为盘活乡村耕地资源、促进区域稳定持续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西北干旱区精准脱贫与乡村

振兴示范区盐池县为例，基于 93个行政村的问卷调研数据，运用ArcGIS及地理探测器等工具，研究盐池县耕地流转分异特征、主

导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盐池县耕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北高南低，中部密集”的趋势；人均耕地面积、水浇

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特色产业数量以及到县级干道距离是影响盐池县耕地流转的主导因素，各因素对耕地流转的影响力分

别为 0.247、0.264、0.028、0.065、0.091。土地利用是驱动盐池县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未来应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增加水浇地面积，

加强农业合作社经营与特色产业培育，促进耕地资源流转与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乡村系统；耕地资源；地理探测器；耕地流转；人地关系；干旱区；精准脱贫；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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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社会关系下建立的人

类社会同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关系[1]。人地关系对

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制定区域经济发

展规划、有效解决复杂的资源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2]。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资源需

求日益增加，优质耕地被占用、污损，非农化问题突

出，使我国人地关系处于高度紧张而又敏感的状

态[3-4]。此外，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导致农业效益低下、

农村人口外流等诸多问题[5-6]。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

村大量耕地被空置和抛荒[7]，农村人口与耕地的平衡

关系逐渐被打破，人地关系日趋失调，成为制约农业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是协调农地整合和配置的关键，是解决

当前农村耕地撂荒、闲置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提高

农村耕地利用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村土地

利用规模、加快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

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9]。2000年以来，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逐步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张

兰等[10]、文雄等[11]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非

农化等因素有效促进农地流转；郝丽丽[12]从产权视角

分析认为，“农户+政府+企业”模式是比较容易接受

的土地流转模式；钟晓兰[8]、许恒周等[13]分别从农户认

知视角和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视角对土地流转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年收

入、文化程度、职业类别、地权稳定性是影响土地流转

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成因、

模式、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策略等方面，研究区域

多集中在四川[14]、重庆[15]等省份，对西北干旱区农地

流转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少基于村域耕地流

转数据剖析县域耕地流转的主导因素研究。

干旱区农业在我国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重要地位，在城镇化、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退化和

水资源约束使干旱区农业效益相对较低。在精准扶

贫与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建

立健全乡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措施为干旱区农业

农村带来发展机遇，但工业化与城镇化以来，干旱地

区乡村人地矛盾凸显[16]，政策落地见效也充满挑

战[17]。耕地作为乡村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户生计的

重要来源，也是贫困地区稳定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

障。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干旱地区乡村有效利用土地

流转政策，盘活耕地资源，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对于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与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本研究针对干旱区域乡村耕地资源闲置浪费与利

用率低下等问题，以我国西北干旱区脱贫摘帽县盐池

县为例，基于人地关系理论，结合村域耕地资源流转

调查，研究县域耕地流转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机

制，为区域耕地资源高效利用、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机衔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基于人地关系的耕地流转框架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保障。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人地分离、人

走地荒”致使乡村地区人地关系失调。耕地流转是协

调乡村人地关系，提升耕地利用效率与经营效益的重

要手段。本研究基于人地关系理论，从内部“人”“地”

与外部“经济”“社会”角度构建影响耕地流转的理论

框架，此处的“地”特指耕地。

从人地关系内部来看，人是耕地利用的主体，乡

村地区人口数量越多，耕地资源的利用程度越高，而

人口数量通常由常住人口、离乡人口、返乡人口决定。

乡村地区人口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等因素直

接决定了耕地的流转状态。耕地作为本体，集中连

片、肥力较好、基础设施完善、产量较高的耕地有利于

流转，因此，耕地面积、质量与利用方式直接决定耕地

是否有价值或能否被顺利流转。从人地关系外部来

看，乡村发展政策、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社会因

素，是种植大户、企业等利用主体考虑流转耕地的重

要因素，而村庄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合作社运营等也

是决定耕地流转的重要经济因素（图1）。

1.2 研究区概况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106°30′~107°
47′E、37°04′~38°10′N），土地总面积 8 661.3 km2，是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in Yanchi County.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construct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ncreasing irrigated land area and by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rural system;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geographical detector;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arid

region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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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地

宁夏面积最大的县。盐池县西与灵武市、同心县连

接，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相邻，东与陕西省

定边县接壤，南与甘肃省环县毗邻，是陕、甘、宁、蒙四

省（区）的交界地带，属于典型的农牧业生产交错过渡

地带。盐池县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8.1 ℃，年降水量为 250~350 mm，从东南向西北逐渐

递减，全县水资源较少，水域面积仅为 51.29 km2，占

全县总面积的 0.76%。盐池县共有 4镇 4乡，102个行

政村（图 2），全县总人口 17.2 万，农业人口 14.3 万。

2019年盐池县成为宁夏 9个国家级贫困县（区）中率

先精准脱贫的县域。

1.3 数据来源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耕地流转逻辑框架（图 1），

借鉴钟晓兰[8]、张兰等[10]提出的耕地流转影响因素指

标，结合盐池县实际情况，从人口特征、土地利用、经

济因素与社会因素4个维度下的25个指标，建立盐池

县人地关系下的耕地流转指标体系（表 1）。各指标

数据来源于 2019年盐池县村庄耕地流转问卷调查，

受访者为盐池县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长、会计等熟

悉村情的村干部，共调研 93个行政村。其中，未调查

行政村与调研中无耕地流转的行政村在研究中标记

为“无数据”。

1.4 研究方法

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分析样本村耕地流转与各指

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筛选出样本村耕地流转的主要影

响因素。因逐步回归模型仅限于分析单个因素对耕

地流转的影响，而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作用探测模

型，可以用于分析两因素共同作用耕地流转时的影响

程度。因此，本研究利用自然断点法[18]将耕地流转及

其影响因素划分为 5类，对其进行分层；利用地理探

图1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耕地流转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图2 研究区位置图

Figure 2 Location map of research area

表1 盐池县耕地流转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in Yanchi County

维度
Dimension
人口特征

土地利用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指标内容 Index content
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常年外出人口、60岁
以上人口

水浇地面积、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单产情况

村集体收入、农村经济总收入、是否拥有特色产业、特
色产业数量、特色产业规模、合作社运营状态、个体工
商企业户数

是否为贫困村、是否为美丽乡村、到县城距离、到乡镇
政府距离、到县级干道距离、到镇级干道距离、地形地
貌特征、小学数量、卫生室数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50 100 km

县界线
乡镇界线
行政村

N
N

0 10 20 km

高沙窝镇

王乐井乡

冯记沟乡

惠安堡镇 大水坑镇

麻黄山乡

青山乡

花马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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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200
200~680
680~1 273
>1 273
无数据
乡镇界线
县界

N

0 10 km

耕地流转面积/hm2

测器[19]提取样本村耕地流转分异的主导因素，并对其

进行定量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

力的一种统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20]、精准

扶贫[21-22]、土地利用[23-24]等领域，是分析空间分异性的

新型工具[25]。研究借助地理探测器研究影响盐池县

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并探究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影响力（q），其公式如下：

q = 1 - 1
Nσ2∑

i = 1

M

Ni σ2
i （1）

式中：i=1，2，3，…；M为因变量或因子的分层；Ni和N

分别为 i层和整个研究区域的样本数；σ2
i和σ2分别为

i层和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q为影响因素对耕地流

转空间分异现象的解释程度，取值范围为 [0，1]，q
值越大，说明影响因素对耕地流转的空间分布解释

力越强。

交互作用主要用于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交

互影响作用，分析影响因素X1和X2共同作用时对耕

地流转 Y的作用方式，即增强或削弱对耕地流转 Y的

影响作用力。检验方式：首先计算影响因素X1对耕

地流转Y的 q值 q（X1）和影响因素X2对耕地流转Y的

q值 q（X2），其次计算两因素交互时的 q值 q（X1∩X2），

最后比较 q（X1）、q（X2）与 q（X1∩X2）。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流转指标统计

调研的 93个行政村中有 33个行政村参与耕地流

转，占样本总量的 35.48%。33个耕地流转的行政村

平均户籍人口数为 1 522人，常住人口数为 826人，人

口流失率达 45.73%；60岁以上人口数为 255人，占户

籍人口数的 16.75%。此外，村级平均水浇地面积为

279 hm2，占耕地面积的 25.84%；平均特色产业数和个

体工商户数分别为 1.85个和 26户，平均小学和卫生

室数量为0.21、0.94个（表2）。

2.2 耕地流转空间格局

盐池县共流转耕地 10 993.14 hm2，占县域全部耕

地面积的 9.83%。从县域尺度来看，盐池县村域耕地

流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整体呈现“北高南低，中部

密集”的空间格局（图 3）。从乡镇尺度来看，冯记沟

乡、王乐井乡等县域中部的乡镇耕地流转面积较多，

而县域北部的高沙窝镇和县域南部的惠安堡镇、麻黄

山乡等耕地流转面积较少。其中，冯记沟乡耕地流转

面积最多，为 3 528.43 hm2，麻黄山乡耕地流转面积最

少，为 66.67 hm2。从村域尺度来看，惠安堡镇的惠安

堡村耕地流转面积最少，为 9.07 hm2；冯记沟乡的平

台村耕地流转面积最多，为2 467.9 hm2。

表2 调查指标统计分析

Table 2 Statistic analysis of survey indicators
维度

Dimension
人口特征

土地利用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指标
Indicator

户籍人口数/人
常住人口数/人
外来人口数/人

常年外出人口数/人
60岁以上人口数/人
水浇地面积/hm2

耕地面积/hm2

人均耕地面积/hm2

个体工商户数/户
村集体收入/万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万元

特色产业数量/个
到县城距离/km

到乡镇政府距离/km
到县级干道距离/km
到镇级干道距离/km

小学数量/个
卫生室数量/个

平均值
Average value

1 522
826
34
638
255
279

1 079.93
0.75
26

11.67
1 028.14

1.85
49.33
15.56
15.44
7.78
0.21
0.94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92
85
28
68
28

52.49
9.341
0.08
4

1.56
178.49
0.15
5.91
2.04
3.81
2.16
0.08
0.04

图3 盐池县耕地流转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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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耕地流转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结果（表3）显示，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

面积通过1%显著性检验，到县级干道距离、特色产业

数量和合作社运营状态通过 5%显著性检验，且各变

量VIF均小于 2，表明 5个变量均通过多重共线性检

验。在逐步回归中，标准化系数越大表明其对因变量

的影响越大，人均耕地面积标准化系数为 0.811，对耕

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水浇地面积、到县级干

道距离与特色产业数量，合作社运营状态对耕地流转

的影响最小。其中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面积、到县级

干道距离和特色产业数量与耕地流转呈正相关关系，

合作社运营状态与耕地流转呈负相关关系（表3）。

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

水浇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特色产业数量和到县

级干道距离对耕地流转的影响力（q值）分别为 0.247、
0.264、0.028、0.065、0.091，人均耕地面积和水浇地面

积是影响盐池县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影响力强于合

作社运营状态、特色产业数量和到县级干道距离。从

影响因素的类型来看，土地利用维度对耕地流转空间

分异的影响程度高于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

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结果（表 4）显示，人均耕地

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水浇地面积、特色产业数量、

到县级干道距离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为非线性增强关

系，不存在相互独立和减弱的关系。其中，人均耕地

面积与水浇地面积的交互作用最为显著，表明盐池县

耕地流转空间分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讨论

3.1 耕地流转的分异特征

盐池县耕地流转在空间上呈现为“北高南低，中

部密集”的趋势（图 3），与盐池县的自然条件差异密

切相关。盐池县中北部的王乐井乡、冯记沟乡、青山

乡、高沙窝镇、花马池镇属于缓地丘陵的风沙区，随着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土地沙化不断改善[26]；在扬

黄灌区和补灌区，滩羊养殖和黄花菜种植规模化发

展，成为县域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而盐池县南部主

要为黄土丘陵沟壑区，耕地较为分散，主要以小杂粮

种植为主，离县城驻地花马池镇距离较远，特色产业

数量明显低于县域北部地区（图 4b）。盐池县耕地流

转在空间上与水浇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空间分

布格局一致（图 4a，图 4c），参与耕地流转的 33个村庄

中，27 个村庄拥有水浇地，占整个耕地流转村庄的

81.82%，且水浇地面积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县域

的中北部地区（图 4c），其中，花马池镇的柳杨堡村水

浇地面积最大，为 1 182.93 hm2，占其行政村耕地面积

的86.89%。

3.2 耕地流转的驱动机制

盐池县耕地流转受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面积、

表3 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变量

Variables
人均耕地面积

水浇地面积

到县级干道距离

特色产业数量

合作社运营状态

标准化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0.811
0.409
0.199
0.229
-0.223

t

8.932
4.315
2.107
2.552
-2.432

Sig

<0.001**
<0.001**
0.045*
0.017*
0.022*

VIF
1.088
1.187
1.175
1.067
1.111

表4 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探测分析

Table 4 Interaction detecting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for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q（X1∩X2）

人均耕地面积∩特色产业数量=0.431
人均耕地面积∩到县级干道距离=0.633

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面积=0.652
人均耕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0.370
特色产业数量∩到县级干道距离=0.476

特色产业数量∩水浇地面积=0.541
特色产业数量∩合作社运营状态=0.312
到县级干道距离∩水浇地面积=0.479

到县级干道距离∩合作社运营状态=0.195
水浇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0.566

q（X1）+q（X2）
人均耕地面积+特色产业数量=0.312

人均耕地面积+到县级干道距离=0.338
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面积=0.511

人均耕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0.275
特色产业数量+到县级干道距离=0.156

特色产业数量+水浇地面积=0.329
特色产业数量+合作社运营状态=0.093
到县级干道距离+水浇地面积=0.355

到县级干道距离+合作社运营状态=0.119
水浇地面积+合作社运营状态=0.292

结果
Result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交互作用类型
Interaction type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注：*代表显著相关（P<0.05），**代表极显著相关（P<0.01）。
Note：*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5 level；**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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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运营状态、特色产业数量和到县级干道距离影

响，这与相关研究[8，27-28]结论一致。盐池县作为典型

干旱区，耕地质量与农业产出较低，为满足自身基本

的生活需求，人均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户对耕地的依赖

性越高[29]。近年来，盐池县滩羊养殖和黄花菜种植效

益高于单纯的农业种植，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

径，人均耕地较多的农户保留部分耕地用于基本的粮

食生产和饲草种植，将剩余的耕地进行流转，获取流

转租金。水资源是盐池县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之一，

引黄灌水和地下水是重要的灌溉水资源，中北部区域

具有相对完善的水利设施，耕地能够得到充足灌溉，

提高了耕地产能，流转价格明显高于普通旱地[30]。因

此，水浇地面积越大的村庄，耕地流转的价格越高，农

户流转耕地的意愿就越强。交通是连接区域间物质

等资本要素的重要通道，是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素[31]，远离县城使耕地流转的成本提高。随着国家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特色产业发展和合

作社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内容，优质化、商品化、

特色化的农业产业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农业

供给侧改革与耕地规模化需求[32]。特色产业数量越

多的村庄，耕地规模化需求越高，其耕地流转程度也

就越高，而经营较好的合作社具有稳定的农产品销

路，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代储代销等保障，吸引吸纳

当地农户参与农业生产，从而抑制了耕地流转[33]。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维度、社会维度与经济维度

是驱动盐池县耕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以人均耕

地面积与水浇地面积为代表的土地利用维度对耕地

流转影响最强；以县级干道距离为代表的社会维度对

耕地流转的影响较弱，属于中等强度；而以特色产业

数量与合作社运营状态为代表的经济维度对耕地流

转的影响强度较弱。在作用方向上，合作社运营状态

与耕地流转呈负相关。因此，为促进盐池县耕地利

用，应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增加水浇地的面积，同时选

择人均耕地面积、水浇地面积较大的村庄建立耕地流

图4 盐池县耕地流转影响因素分级图

Figure 4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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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示范点。加强农业合作社经营与特色产业培育，提

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典型案例，运用逐步回

归、自然断点等方法，借助 ArcGIS、地理探测器等工

具，识别盐池县耕地流转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

素，探讨了盐池县耕地流转的形成机制，结论如下：

（1）盐池县有 33个行政村参与耕地流转，共流转

耕地 10 993.14 hm2，占县域总耕地面积的 9.83%；

耕地流转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中部密集”的趋

势，耕地流转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冯记沟乡、王乐

井乡。

（2）水浇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到县级干道距

离、特色产业数量和合作社运营状态是影响耕地流转

的主要因素。土地利用维度对耕地流转的影响程度

高于社会与经济维度。

（3）盐池县应充分利用扬黄水与地下水资源，加

大水利设施投资与现代节水技术的应用，增加水浇地

面积；优选人均耕地面积大、水浇地面积多的村庄作

为耕地流转示范村；加强农业合作社经营与特色产业

培育，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与耕地流转以实现耕地规

模经营，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内生发

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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