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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xtr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land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segmentation：A case study of four towns in Yunzhou District, Datong City of China
FAN Yingying1, ZHU Hongfen1, LIU Huifang1, BI Rutian1, 2*

（1.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2.Datong Daylil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atong 037004,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centralized, contiguous,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the cultivated land patches of
the third land survey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decade, Google Earth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field research were used to study Xiping Town, Beijiazao Town, Duzhuang Town and Dangliuzhuang Town in
Yunzhou District, Datong City of China. The object-oriented segment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segment the cultivated land patches and
obtain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patches. The landscape pattern software Fragstats 4.2,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four towns of
Yunzhou District as well as it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towns of Yunzhou District were primarily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Datong Basin with flat terrain, and the aggregation index was >80.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atche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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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如何促进耕地集中连片与规模经营，本研究基于第三次土地调查耕地图斑、Google Earth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

调研的问卷数据，以大同市云州区四乡镇为研究对象，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割方法对耕地斑块进行分割，得到耕地经营斑块，运用

景观格局软件Fragstats 4.2、统计软件 SPSS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云州区四乡镇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空间分布现状以及主要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云州区四乡镇位于大同盆地腹地，地势平坦，聚合度指数均大于 80，整体耕地斑块分布较为集中，耕地集中

连片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第Ⅲ、Ⅳ类的耕地面积占比较大，共占 58.63%。影响因子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力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耕地流转率、黄花菜面积占比、人均收入、高等学历人数占比、纯农型农户占比、合作社数量、收入来源，其分异决定力指

标（q值）均在 0.1以上，交互作用探测结果呈现非线性增强为主、双因子增强为辅，黄花菜种植面积占比与合作社数量的交互作用

影响最为显著，凸显了黄花菜种植面积的驱动作用。研究表明，耕地的有效流转、黄花菜的种植和合作社的建立促进了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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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资源[1]。它具有生产、生

态、生活等多重功能，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社会稳

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2-5]。我国 20世纪 80年代

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农业生产及农

民收入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加重了耕地

权属破碎化[6]。由于耕地的分散、农作物品种选择的

不同、土壤条件的多样性、农户对社会化农业服务需

求的差异等，耕地细碎化已成为全球农业发展面临的

共同问题[7-9]。耕地细碎化导致的农业生产效率低

下、生产成本增加和农业机械化困难等问题，已成为

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乡村振兴的瓶颈[10]。如何促

进耕地集中连片经营，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切实保障农民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把农地集

中连片经营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迹，因地制宜发展

多种形式的集中连片经营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这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1-13]。

研究耕地集中连片经营，首先要获取耕地的经营

斑块，耕地地块的边界大多较为平直，且相邻地块间

仅存在唯一边界，地块提取中对地块的边界准确性要

求较高，通过面向对象方法进行耕地信息自提取，可

消除传统方法提取结果中的“椒盐”现象，从而提高分

类精度[14-15]。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技术在有效利用

遥感影像光谱信息的同时，可有效利用影像的空间信

息，如形状、纹理等特征[16]。图像分割时采用的多尺

度分割方法可以准确地获取耕地地块的边缘细节信

息，在分割过程中能够保证其连通区域内的分割对象

均匀分布、分类准确[17-19]。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地集中连片经营的重要途径，

当农地有效流转后，可实现农地的集中和连片经营，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提高[20-22]。有研

究表明，形成农地集中连片是实现有效农地流转的目

标和结果，这将会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3]。近年

来我国大力推广地块合并、交换等土地流转方式以推

动土地规模经营，“三权分置”背景下更是加速了经营

权的流动，以承包经营权互换来达到耕地集中连片的

目标[24-26]；还有地区通过实施“一组一田”“一户一田”

等模式来促进耕地的集中连片经营[27-28]。随着机械

化生产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希望通过规模经营提

高农业各环节效率，耕地集中连片经营能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促

进地块相邻农户实现地块的规模经济[29]。根据现有

的研究不难发现相关研究的文献不足，如耕地集中连

片经营测度缺少，以某种农业发展来促进耕地集中连

片的案例更为少见[30-32]。

近年来，大同市云州区在原黄花菜地的基础上划

片种植，扩大了黄花菜种植面积，成为农业发展促进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典型案例，本研究对耕地斑块进

行面向对象分割得到耕地经营斑块，在此基础上分析

云州区四乡镇的耕地经营斑块空间分布现状，进而分

析不同乡镇、村庄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状况及主要影

响因素，探讨黄花菜产业发展带来的耕地流转和农业

合作社的建立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以期为研

究耕地集中连片与规模经营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云州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辖 3个镇、6个乡，属

晋冀蒙交汇之地。截至 2021 年云州区常住人口达

15.1 万，土地面积 149 773.33 hm2。其中，平原 82 570
hm2，占 55.13%；丘陵 45 200 hm2，占 30.18%；山区

22 000 hm2，占 14.69%。全区农用地 120 416.67 hm2，

占土地总面积的 80.40%，其中，耕地 42 953.33 hm2。

云州区西坪镇、倍加造镇、杜庄乡和党留庄乡四乡镇

总面积 57 400 hm2，其中耕地面积 19 374 hm2，占比

33.75%。近年来云州区黄花菜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呈现出规模化、集中化种植，采用生产加工一体化的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with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status of Ⅲ and Ⅳ was larger than those of status Ⅰ and Ⅱ,
accounting for 58.63%. In additi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 descending order was：the transfer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proportion of daylily area, per capita income,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farmers, the number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source of income; the differentiation
determination index（q） values of these factors were >0.1.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exhibited both nonlinear and mutual
enhancement,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lanting area of daylily with number of cooperatives was prominent,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role of the planting area of daylily in the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cultivated land, the
cultivation of daylil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have promoted the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Keywords：object-oriented segmentation;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geographic detector; day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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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其带来的土地流转等对当地的土地集中连

片经营起到了良性作用。本研究选择云州区上述四

乡镇作为研究区域，是由于其处于平原地区，便于遥

感影像的分割以及耕地集中连片经营问题的研究，可

为促进区域耕地集中连片经营提供参考。研究区域

如图1所示。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括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

以及 2021 年分辨率为 0.53 m 的 Google Earth 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数据。云州区四乡镇共 79个村，农户共

有 32 712户，课题组于 2021年 8月对研究区进行了实

地调研，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对各村村长

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问卷主要从村庄土地

资源、村合作社现状、村整体文化水平情况等角度进

行调查。根据村长调查问卷结果，选择分布在四乡镇

的23个村作为典型抽样调查区，调研村分布如图1所

示。对村民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问卷主要从农户家

庭承包土地现状、耕地流转现状、农户收入等角度进

行调查，共发放 240份问卷，收集到有效的村民问卷

223份，有效率93%。

1.3 研究方法

1.3.1 面向对象分割

面向对象分割技术在分割耕地时具有其独特的

优势，分割的客体不再是规则的像素，而是连续不规

则的影像对象区域[15]。本研究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割

软件 eCognition Developer 9.0 进行耕地分割，利用软

件中的工具 ESP（Estimation Scale Parameter）来确定

最佳分割尺度，它建立在对象异质性局部方差的基础

上，采用自下而上的迭代方式分割生成多个缩放级别

的高分辨率影像对象，并计算每个缩放影像的局部方

差，通过局部方差的变化率阈值确定各个级别最合适

的分割尺度。

1.3.2 耕地斑块聚合度

聚合度指数（Aggregation index，AI）是表征某种景

观类型斑块间连通性的指标，AI∈（0，100]。本研究将

分割后的耕地斑块转化为栅格数据，利用景观格局软

件Fragstats 4.2计算各乡镇的AI值，其值越大，耕地景

观越聚集。

AI = gii
giimax

× 100 （1）
式中：gii为耕地斑块的邻接斑块数量；giimax 为耕地邻

接斑块数量的最大值。

1.3.3 聚类分析

利用 SPSS中的二阶聚类分析，选择分割后的斑

块数量、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面积、最小斑块面

积、聚合度指数为指标对分割后的耕地进行聚类分

析，采用欧氏距离法进行耕地分类。根据分类结果，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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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rcGIS软件中进行地块的空间分析。

1.3.4 地理探测器

本研究借鉴地理探测器模型[33]，引入影响耕地集

中连片经营的分异决定力指标 q。假定研究区域存在

不同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类别Y，可能存在一种影响耕

地集中连片经营地域分异的因素A，A={Ah}，h=1，2，…，

L，L为因素分类数，Ah代表因素A的不同类型。为了探

测因素 A与 Y的空间相关性，将 Y图层与因素 A图层

叠置，在因素 A的第 h类型，Y的离散方差被记为σ2
h，

因素A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类别Y的决定力大小为：

q = 1 - 1
nσ2∑

h = 1

L

nh × σ2
h （2）

式中：L为因素 A的分类数；n为在整个研究区内的村

庄个数；nh为第 h个分类内的村庄数；σ2为整个区域

的离散方差，σ2
h为第 h个分类内的离散方差。q取值

范围为[0，1]，q值越趋向 1，因子的解释力越强，反之

则越弱。

1.3.5 影响因素选取

耕地作为人类生存的宝贵资源，其分布与形状

都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考虑到云

州区耕地分布的特点并参考相关研究结果[10-13]，本

研究以村为单位，从农户特征、耕地状况、社会经济

等方面选取 9项指标，包括高等学历人数占比、纯农

型农户占比、耕地流转率、耕地流转价格、黄花菜面

积占比、户均耕地面积、合作社数量、收入来源、人均

收入（表 1）。

2 耕地分割与集中连片经营分析

2.1 耕地分割

根据全国第三次耕地矢量数据从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中提取出云州区四乡镇的耕地遥感影像数据，利

用 eCognition Developer 9.0软件对提取到的耕地影像

进行分割，其中的尺度参数工具ESP可根据耕地遥感

影像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客观、快速确定耕地最

优分割尺度。经过对比分析，选用面向对象的分割方

法——多尺度分割技术对耕地影像进行分割，分割时

的尺度为ESP确定的最优分割尺度，再利用光谱差异

分割技术对光谱反射一致且相邻的斑块进行合并。

分割结果以下榆涧村为示例（图 2），村东北区域种植

大片黄花菜，所以分割结果为大块。通过实地调研得

知四乡镇耕地总斑块数为 140 661 块，自然斑块为

6 598块，通过分割得到的经营斑块为 62 343块，将分

割得到的经营斑块与通过典型抽样调研得到的实际

经营斑块进行对比，得到分割的经营斑块准确率可达

89%，并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对分割图进行相应的调

整，所以本分割数据可以用来研究四乡镇的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现状。总斑块数与经营地块数的不同，体现

了经营主体在耕地集中连片区域种植结构与种类的

趋同性。

2.2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空间分布特征

整体空间分布上（表 2）西坪镇的斑块总个数为

26 637个，平均斑块面积 0.33 hm2，AI值 88.55，其中最

大耕地斑块位于唐家堡村，面积为 4.88 hm2，最小耕

地斑块位于西紫峰村，面积为 0.06 hm2，西坪镇的总

面积较大，斑块数量较多，分布的大型斑块也较多，面

表1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影响因子

Table 1 Influence factors of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指标
Indicator

人均收入（x1）

户均耕地面积（x2）

合作社数量（x3）

黄花菜面积占比（x4）

收入来源（x5）

纯农型农户占比（x6）

耕地流转率（x7）

耕地流转价格（x8）

高等学历人数占比（x9）

计算公式或释义
Formula or definition
反映本村经济状况

每户拥有的耕地面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黄花菜面积/村耕地面积

主要来源于务农或务工

纯农型农户数/村总农户数

流转耕地面积/村总耕地面积

村耕地平均流转价格

村高中及以上人数/村总人数

图2 下榆涧村分割结果

Figure 2 Segmentation result of Xiayuji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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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布较为均匀。倍加造镇的斑块总个数为 9 732
个，平均斑块面积 0.30 hm2，AI值 87.30，其中最大的耕

地斑块位于独树村，面积为 4.03 hm2，最小的耕地斑

块位于解庄村，面积为 0.05 hm2，整体斑块数量在四

乡镇中最少，面积分布相对均匀。党留庄乡斑块总个

数为 11 487个，平均斑块面积 0.36 hm2，AI值 85.63，其
中最大的耕地斑块位于兴胜村，面积为 5.18 hm2，最

小的耕地斑块位于党留庄村，面积为 0.04 hm2，整体

斑块面积分布不均匀。杜庄乡斑块总个数为 17 909
个，平均斑块面积 0.38 hm2，AI值 83.71，其中最大的耕

地斑块位于马坊村，面积为 9.64 hm2，最小的耕地斑

块位于千千村，面积为 0.05 hm2，虽然面积最大的耕

地斑块位于杜庄乡，但该乡的耕地斑块面积两极分化

较为严重，所以聚合度没有达到最高。近年来云州区

黄花菜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截至 2021年，西坪镇黄

花菜面积占比为 14.44%，倍加造镇黄花菜面积占比

为 13.53%，杜庄乡黄花菜面积占比为 6.55%，党留庄

乡黄花菜面积占比为 3.71%，四乡镇位于大同盆地腹

地，地势平坦，较容易形成规模集中连片经营，西坪镇

和倍加造镇位于盆地中部，出现大型聚集斑块，且与

黄花菜的分布基本一致。

2.3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现状

受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我国耕地多呈现细

碎化，这种耕地分散式的分布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耕作

效率。土地集中连片是将零散耕种的土地经过整合、

流转等措施形成一块整体，以集体或个人承包的形式

出租，利于农民职业化发展。本研究的耕地集中连片

经营是指通过面向对象识别分割后，由同一农户承包

经营的种植作物相同且相邻的一整块耕地，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方便了农民规模化耕作，有效地节约了人力

与物力。随着黄花菜种植产业的发展，云州区耕地近

年来呈现集中连片经营趋势，本研究以村为单位，选

取分割后的斑块数量、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面积、

最小斑块面积、聚合度指标，在 SPSS中进行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现状的二阶聚类分析。分类结果如图 3、表

3所示，平均分类等级最高的是西坪镇，为 2.84，其中

第Ⅰ、Ⅱ、Ⅲ类耕地面积占比较大，共占全镇的

71.69%；倍加造镇的平均分类等级为 2.92，其中第Ⅱ、

Ⅲ、Ⅳ类耕地面积占比较大，共占全镇的 81.07%；党

留庄乡的平均分类等级为 3.00，其中第Ⅲ、Ⅳ类耕地

面积占比较大，共占全乡的 72.94%；平均分类等级最

低的是杜庄乡，等级为 3.37，其中第Ⅲ、Ⅳ类耕地面积

占比较大，共占全乡的 71.99%；研究区第Ⅲ、Ⅳ类的

耕地面积占比较大，共占 58.63%，整体中西部地区分

类等级较低，东部地区分类等级稍高。

表2 耕地景观特征
Table 2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乡镇
Town

西坪镇

倍加造镇

党留庄乡

杜庄乡

斑块数
Number of patches

26 637
9 732
11 487
17 909

最大斑块面积
Maximum patch area/hm2

4.88
4.03
5.18
9.64

最小斑块面积
Minimum patch area/hm2

0.06
0.05
0.04
0.05

平均斑块面积
Average patch area/hm2

0.33
0.30
0.36
0.38

AI

88.55
87.30
85.63
83.71

表3 各类耕地面积占比（%）

Table 3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rea（%）

图3 耕地集中连片分类

Figure 3 Categor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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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界
调研
地块

耕地集中
连片分类

乡镇Town
西坪镇

倍加造镇

党留庄乡

杜庄乡

总计

Ⅰ
26.80

0
16.90
12.61
17.14

Ⅱ
21.44
25.93
10.15
2.08
14.12

Ⅲ
23.45
31.26
16.36
33.88
28.75

Ⅳ
16.79
23.88
56.58
38.11
29.88

Ⅴ
11.52
18.94

0
13.3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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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影响因素分析

3.1 农户基本特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年轻人大多外出务

工，在家务农的多为老年人，如图 4a所示，村民调查

问卷显示农户年龄普遍偏高，主要集中在 50~70岁。

村庄留守人口老龄化是目前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

题，而要促进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就要考虑到这一问

题，云州区以黄花菜产业的发展来促进耕地集中连

片经营时，要做到机械化、便捷化，在省时省力的同

时，怎样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提高收入也是目前面

临的问题。

纯农型农户是指家庭全年生产性纯收入来自农

业，或家庭农村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从事农业

的农户；兼业型农户是指有相当长时间从事非农工作

或者依靠经营农业以外的其他事业取得相当收入的

农户。图 4b为云州区四乡镇的兼业型农户和纯农型

农户的比例现状，西坪镇的兼业型农户比例最高，为

64.65%，其次是倍加造镇，为 60.76%，这两个乡镇的

平均分类等级也比其他两个乡镇高，说明这两个乡镇

的农民收入来源已趋向于非农化，实地调查结果显

示，兼业型农户的农民除了外出务工，还有大部分人

在乡镇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政府大力扶持的黄花菜产

业已经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

源，促进了耕地集中连片经营。杜庄乡和党留庄乡的

纯农型农户比例稍高，这两个乡镇的平均分类等级和

其他两个乡镇相比稍低，进一步说明了耕地集中连片

经营和农民收入的关联性。

3.2 地理探测器结果

在分析影响因子对耕地集中连片的影响时，首先

要判断各个影响因素是否与耕地集中连片存在相关

关系，本研究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影响

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人均收入、高等学历人数占比、

合作社数量、纯农型农户占比、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在

0.05水平上与耕地集中连片表现出显著相关性；耕地

流转率、黄花菜面积占比在0.01水平上与耕地集中连

片表现出强相关性；耕地流转价格、户均耕地面积对

耕地集中连片并未表现出相关性，所以在后续对耕地

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因子分析中，不再考虑这两个因

素；除纯农型农户占比外，其他影响因子与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均呈正相关。

3.2.1 分异主导因子探测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影响因子对耕地集中连

片经营的影响力度，首先对影响因子进行离散化处

理，在 SPSS中对人均收入（x1）、合作社数量（x3）、黄花

菜面积占比（x4）、纯农型农户占比（x6）、耕地流转率

（x7）、高等学历人数占比（x9）6项指标进行二阶聚类

分析，将每项指标分为 5类，村民主要收入来源（x5）为

本研究中的虚拟变量，分为务农和务工两类，探测结

果如表4所示。

耕地流转率（x7）代表了当地的耕地流转状况，在

图4 研究区农户类型及年龄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type and age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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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影响因子探测结果（q值）

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centralized
contiguous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q values）

乡镇Town
西坪镇

倍加造镇

党留庄乡

杜庄乡

总体

x1

0.460
0.218
0.236
0.398
0.352

x3

0.280
0.349
0.301
0.296
0.202

x4

0.340
0.525
0.416
0.385
0.471

x5

0.361
0.163
0.250
0.186
0.197

x6

0.270
0.175
0.195
0.240
0.254

x7

0.584
0.493
0.391
0.514
0.513

x9

0.310
0.192
0.210
0.221
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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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研究区内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力度最大，

在各个乡镇中的影响力度也较大，耕地流转促进了地

块的合并，进而促进了当地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黄

花菜面积占比（x4）反映了当地黄花菜的种植状况，当

地大力发展黄花菜产业，实地调查显示各村在种植黄

花菜时更倾向于整块、连片种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当地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人均收入（x1）反映

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等学历人数占比（x9）反映当

地的教育文化发展水平，两者都与耕地集中连片经营

呈正相关，这说明经济发展现状较好和高等学历人数

多的村庄更能促进耕地的集中连片经营。纯农型农

户占比（x6）与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呈负相关，其 q值为

0.254，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纯农型农户数量少的村更

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或当地的耕地经营大户，

从而促进了耕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合作社数量（x3）

和收入来源（x5）虽不及前几项指标的影响力度大，但

其 q值也在 0.1以上，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也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3.2.2 交互作用探测

在交互作用探测结果中，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影

响排名前四的互作因子为合作社数量∩黄花菜面积

占比（q=0.898）、纯农型农户占比∩耕地流转率（q=
0.887）、黄花菜面积占比∩耕地流转率（q=0.854）、合

作社数量∩耕地流转率（q=0.828）。黄花菜面积占比、

耕地流转率在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时呈非线性增强

为主、双因子增强为辅的作用，说明在研究区内黄花

菜面积和耕地流转率不仅其本身对耕地集中连片经

营的影响力度大，在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时的影响力

度更大，其中与合作社数量的交互作用力度最为明

显，说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耕地的集中

连片经营。

西坪镇和倍加造镇的耕地流转率较其他两乡

镇高，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类别也较高，影响因素中

黄花菜面积和耕地流转率交互作用较明显，所以黄

花菜的种植和耕地的流转有效地促进了云州区四乡

镇的耕地集中连片经营。云州区通过合作社代耕的模

式将细碎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种植、共同生

产的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农机规模化连续作业。农

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合作社，再由农业合

作社、专业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一经营，

发展规模经济，强化了农业合作社的力量，这种“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较好地促进了当地耕地集中连

片经营。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面向对象分割的方法得到耕地遥感

影像的分割图，结果客观、准确，但分割过程耗时较

长。相关研究表明，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在遥

感影像分割中的效果更好，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多种方

法结合。在时间上，本研究只对 2021年的结果进行

了分析，缺乏动态趋势分析。另外，耕地集中连片经

营的受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后

续研究还需要从土地条件、相关政策等多维角度去分

析其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促进耕地的集中连片经营，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

引导扶持，培育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经营组

织，从而加大对耕地流转的吸引力。本研究表明耕地

流转率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较大，兼业型农户

占比较高，但当地的农业种植大户以及专业的合作社

数量较少，对转出耕地的吸聚能力不强。二是扩大黄

花菜的种植面积。影响因子中黄花菜种植面积的影

响力度较大，通过黄花菜产业的发展来促进耕地集中

连片经营的态势良好，可在保障粮食供给的情况下，

积极促进黄花菜的种植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促

进合作社的良好运营。合作社的统一管理种植不仅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可以增加当地农民就业机

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合作社存在后期运营管控

不足的情况，相关管理人员应予以重视。

5 结论

本研究从耕地分割角度出发，对耕地斑块进行面

向对象分割得到耕地经营斑块，分析了云州区四乡镇

的耕地经营斑块的空间分布现状，并通过实地考察了

解影响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因子，得到如下结论：

（1）研究区整体耕地斑块分布较为集中，耕地集

中连片经营情况较好的乡镇是西坪镇和倍加造镇，聚

类分析的平均分类等级为 2.84和 2.92，耕地面积占比

较大的类别为第Ⅱ、Ⅲ类，党留庄乡和杜庄乡的平均

分类等级为 3.00和 3.37，耕地面积占比较大的类别为

第Ⅲ、Ⅳ类，存在大斑块，但是细碎斑块和其他两乡镇

相比稍多，呈两极分化态势。

（2）影响研究区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因子包括人

均收入、合作社数量、黄花菜面积占比、收入来源、纯

农型农户占比、耕地流转率和高等学历人数占比，其

中耕地流转率和黄花菜面积占比是主要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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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中，黄花菜面积占比与合作社数量

交互作用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最为显著，纯农

型农户占比与耕地流转率交互作用的影响次之。

（3）黄花菜的种植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耕地集中连片经营的影响力度仅次于耕地流转率。

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不仅促进了耕地流转与集中连片

经营，还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提

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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