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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发展转型下，结合地理空间差异探讨农地规模经营，对厘清山地丘陵区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及经营模式分区配置具

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为研究区，并以乡村转型发展为研究视角，运用 Pearson分析方法对村域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
素进行识别与探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农地规模经营条件进行评价及分区。结果表明：水田面积比重、流转租金、农村剩余劳动力

指数、灌溉保证率、道路网密度与农地规模经营呈显著正相关，地块细碎化程度、坡度及距城镇距离等与农地规模经营呈显著负相

关；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显著，可分为规模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拓展区、山地农业特色区、生态农业发展区。因此，山地丘

陵区农地规模经营应全面考量经营条件并引导经营模式分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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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gionalization of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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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cussing the farmland operation combining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spatial differences scale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operation modes allocation. Taking Taihe
Town in He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d Pearson analysis method to identify the effecting factors, establish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and partition th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ddy field area, rent index, rural surplus labor, irrigation
guarantee rate, and the road network dens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but land fragmentation degree, slope and
distance from the town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i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was remarkable,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scale 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the mountainous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rea and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rea. Therefore, th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should balanc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so as to conduct the distribution of ope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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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7年 12月 29日，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绘制“三农”发展新蓝图，产业融合发展

与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发展转

型，即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要素快速流动

与重组，当地参与者对变化做出响应与调整，乡村地

区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持续转型[1-2]。土地是人类
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土地作为乡村发展中的重要要

素之一，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

题均可在土地利用形态上得以反映。乡村转型发展下

土地利用形态持续变化，人口兼业化与非农化，耕地

撂荒相伴而生，土地利用程度锐减，人地矛盾尖锐；市

场利益驱动下乡村土地利用非农化和非粮化，日益严

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对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提

出更高的要求，农地规模经营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

作为重要的土地利用形态，农地规模经营推动乡村生

产空间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作为农地规模

经营的重要条件，促进乡村人口流动与就业方式转

变，推动要素资本在城乡之间流动，进一步加速乡村

转型发展。因此，农地规模经营的深入又反向推进乡

村转型发展。乡村转型发展下的农地规模经营是乡村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农业规模经营新的特

征：经营主体由传统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

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逐渐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

业雇工分离；经营模式由单一式向复合式、单向式向

循环式转变；经营资本由农业资本为主向工商资本为

主、农业资本为辅过渡。

乡村转型下农地规模经营为乡村地区带来诸多

发展机遇：农业发展布局促进乡村产业的优化升级；

对土地流转整合未利用地以及撂荒地，提高土地资

源的利用效率；土地整治对耕作地块的调整利于农

业机械化的实现。同时，在此背景下发展农地规模经

营面临着部分障碍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

的农地权属细碎化，不利于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入；

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地地区的农地发展受地形因素影

响程度较深，土地的连片性差，影响农地经营的规模

化和机械化。

国外对农地规模经营的研究最早集中于理论层

面，如英国古典农业经济学家杨格提出的适度比例

说、法国重农学派代表杜尔阁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以

及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及市场竞争角度论述了农业

规模生产的必要性等。实证研究层面，Boucher等[3]论
证了大农业优于小农业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原

则。国内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主要围绕农地规模经
营的内涵、必要性、条件、模式[4-7]以及影响因素、适宜
度、效益测量[8-10]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随
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农业

规模经营理论研究深入到农业经营主体、法律规制[11-12]

等方面，但从地理空间角度探讨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差

异及分区稍显不足。研究尺度纷呈，全国或省域尺度

多，镇域或村域尺度少。

目前，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面临诸多问题，

即地势起伏、高差显著，地块破碎零散、耕地资源禀赋

较差且垂直空间差异较大；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基础

设施落后；分散经营、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乡村转型下

劳动力析出严重，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农地转型利用处于初级阶段，经营条件认识不

全，定位不清，产业规划不明。因此，如何在乡村转型

下充分认识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条件以及空间

差异对因地制宜分区配置经营模式意义重大。本文研

究区的太和镇位于川中褶皱带上，为典型的山地丘陵

地形。产业发展位于川渝及西南地区前列，并成立了

多家农业产业示范园。但该区域农地规模经营空间发

展不均衡，缺乏明确产业定位，经营易主频繁等问题

仍较突出。因此本文以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各村域为

研究单元，拟识别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并建立评价

指标体系分区，探讨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以

期为镇域农业产业规划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太和镇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西北部（图 1），位于

105毅58忆~106毅8忆E，30毅2忆~30毅11忆N，西临潼南区、南接
铜梁区。幅员面积 156.71 km2，耕地面积 41.47 km2，辖
21个村，2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10万余人。太和镇
属川中褶皱带龙女寺半环状构造区，地势东北高西南

低，海拔 216.3~346.7 m，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温润气候
区的南部长江河谷区，涪江流经太和镇中部和西南

部，水资源充足。太和镇产业发展势头足，已形成以从

事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种植、水产养殖、乡村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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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农村特色微型企业集群。2015年底，太和镇外
出务工人数 3万余人，土地流转总面积达 12.39 km2，
给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太和镇空

间数据。研究采用的 1颐10 000地形图、合川区高程图
（DEM），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太和镇土地整
治项目台账，均来源于合川区土地整治中心和合川区

农委；（2）太和镇社会经济数据。收集太和镇土地承包
台账以及耕地面积、水田面积、旱地面积等数据，主要

来源于太和镇国土所、农业服务中心及各村村委 2015
年农村社会经济综合统计年报；（3）实地调研数据。课
题小组 4 名成员于 2016 年 12 月以及 2017 年 3—5
月在太和镇各村开展实地调研。根据空间数据和土地

承包台账，核实耕地图斑的承包及利用情况并对土地

流转面积、外出务工人口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1.3 研究方法
1.3.1 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子识别

在乡村发展转型背景下探讨农地规模经营影响

因素，有利于更好利用农地。因子选择上，流转比例

（流转面积占总农地面积之比）可衡量农地规模经营

程度的高低，流转租金、水田面积占比、撂荒面积、平

均海拔、平均坡度、地块平均面积、地块面积加权形状

指数、地块边界密度、灌溉保证率、道路网密度、距城

镇距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指数对农地规模经营产生

不同程度影响。因此运用 Pearson分析方法作因变量
（土地流转比例）与自变量（以上12个因子）的相关性
分析，筛选出相关性最强的指标，探讨其影响因素。

1.3.2 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区
（1）指标体系构建
在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距市场距离与交通通达度直接

影响经营的运输成本，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关键[13]，平
坦的地势、平整连片的地块、肥沃的土壤是开展土地

规模经营的最佳选择，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是实现规模

效益的潜力因素[14]，村域非农就业水平是农地规模经
营的内生驱动[8]，土地租金高低以及农户是否具有流
转愿意是其基础条件[15]。鉴于此，确定海拔、坡度、地

图 1 研究区位图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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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细碎化（地块大小、形状、连片性）及水田面积占比

等自然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数、流转租金、道路网

密度及灌溉保证率等社会条件，市场距离等区位条件

3方面，结合相关性分析筛选出相关性最强的因素，
构建农地规模经营条件评价体系（表 1）。
（2）指标权重确定
由于各指标单位和量纲不同无法进行计算和比

较，故在确定指标权重之前采用极差法对各指标进行

标准化处理。权重确定的过程主要包括数据标准化处

理以及各指标值的比重、指标信息熵、信息熵的冗余

度、指标权重的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1。
（3）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区
根据指标标准化以及权重确定过程得到太和镇

21个村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综合值。借鉴相关研究[17]，
运用自然断裂法对太和镇农地规模经营条件从空间

上按测算值高低分区（图 2），规模经营条件评价值的
测算公式如下：

A i =
n

j=i
移W j X ij忆

式中：A i为 i村规模经营条件评价值，W j 为 j 指标的
权重，X ij忆为 i村 j 指标的标准化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子识别
运用 Pearson分析方法，根据分析结果筛选出与

农地规模经营相关性最强的因子。根据相关性运算结

果，筛选出与因变量相关性最强的 10个因素（Sig.臆
0.1）作为农地规模经营的探讨因素（表 1）。
2.2 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区

太和镇各村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值 Ai计算结果

介于 0.11~0.63之间，相关条件值如表 2。利用 ArcGIS
自然断裂法将规模经营条件分为 4个等级：规模农业
示范区、农业综合拓展区、山地农业特色区、生态农业

发展区（图 2），根据具体情况差异，拟定各条件区相
应的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类型（表 2）。
（1）规模农业示范区。该区经营条件处于一级水

平，分布于米市村、亭子村以及报恩村，流转面积达

599 hm2，占全镇总流转面积的 42.26 %。平均坡度约
6.5毅，耕地资源丰富，水田面积占比为 46.84 %。地块
平均大小、密度、形状指数分别为 3.48 hm2、4.98 m·
hm-2、1.65。外出务工人数及全家外出务工户数占比分
别为 54 %、46 %，非农化农户多在沿海城市以及云
南、贵州等地务工，兼业化农户中年轻劳动力多在重

庆主城、合川区以及太和镇务工，年老者在家务农，

61%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灌溉保证率以及道路网密
度分别达 1.5 %和 2.7 km·km-2。目前该区大型农业企
业 30余家，平均规模>33.5 hm2，最大规模达 120 hm2。
基于以上分析，该区经营条件在自然、劳动力、流转方

面较优越。其地势较平坦、流转意愿强、土壤肥沃、交

通便利以及灌排设施可满足大型农业企业用地需求，

是大型工商资本重点注入区域，应进一步打造农业企

业示范区。

（2）农业综合拓展区。此区域经营条件处于二级
水平，主要分布于涪江流域。流转面积为 356 hm2，占
全镇总流转面积的 25.24 %。平均坡度为 7.3毅，水田面
积占比 46.2 %。地块平均大小、密度、形状指数分别为
2.78 hm2、6.86 m·hm-2、2.22。外出务工人数及全家外
出务工户数占比分别为 50.24%、34%，42%农户愿意
流转全部土地（多为非农化农户），29 %农户愿意流转
部分土地（多为兼业化农户）。灌溉保证率及道路网密

表 1 农地规模经营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注：灌排设施包括河流、沟渠、山坪塘、蓄水池等；道路包括农村主干道、田间道和生产路。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权重

自然条件 村域平均坡度 DEM高程图上按照村域坡度的分区统计值 0.123 8
地块平均面积 村域水田、旱地图斑个数之和与耕地面积的比值 0.135 0
地块边界密度 村域水田、旱地图斑总周长与图斑总面积的比值 0.058 7

地块面积加权形状指数 衡量地块形状的指数，形状越复杂，越不利用规模化[16] 0.062 4
水田面积占比 水田图斑面积占耕地图斑面积比重 0.162 6

社会条件 流转租金 单位平均耕地流转所支付给农户的租金 0.072 6
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数 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与村域总人口的比值 0.163 2

灌溉保证率 250 m以内有灌排设施的耕地图斑面积与村域耕地面积的比值 0.108 1
道路网密度 村域道路总长度与该区域面积的比值 0.113 4

区位条件 距城镇距离 村域重心到所在镇重心的直线距离 0.0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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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61 %和 2.49 km·km-2。该区目前中小型企业已
达 40余家，平均规模 13.4~33.5 hm2，最大规模达 48.2
hm2。基于以上分析，该区农地规模经营在自然、劳动
力、灌溉、区位等方面条件相比规模农业示范区条件

减弱，但无明显限制性因素。通过土地平整、降低坡度

与边界密度、改大地块，提高地块的集中连片程度。改

造后可满足小型农业企业的用地需求，打造微型企业

集群发展。同时将规模农业示范区功能向该区拓展，

发挥示范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与带动效应。

（3）山地农业特色区。此区域经营条件处于三级
水平，包括白马等 7村。该区旱地面积达 60%，流转
面积为 384.5 hm2，占全镇总流转面积的 27.27%，平均

坡度为 7.5毅。地块平均大小、密度、形状指数分别为
2.77 hm2、6.68 m·hm-2、2.19。外出务工人数及全家外
出务工户数占比分别为 54.32%、44.9%，非农就业人
数、户数与规模农业示范区持平，70 %以上的农户愿
意流转土地。灌溉保证率及道路网密度为 0.96%、
1.87 km·km-2。目前由村内种植能手、村干部、返乡创
业农户以及外来种养大户开展规模经营达 60余家，
平均规模3.35~13.4 hm2，最大规模 21.44 hm2。综合以
上分析，该区流转条件较好，但自然、灌溉、区位等条

件较弱。可修筑山坪塘改善坡耕地灌溉条件，农地规

模经营应主要集中于地势平坦的冲田，坡耕地以发展

果树种植、养殖业为主。产业发展应突出特色，培养特

表 2 太和镇农地规模经营分区主要指标
Table 2 The main index of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regionalization in Taihe Town

注：数据来源于调研小组于 2017年 3—6月对太和镇各村土地流转和承包情况的实地调研。

分区 条件分值/A i 土地流转比/% 平均经营规模/hm2 最大经营规模/hm2 经营主体适宜类型

规模农业示范区 >0.5 42.26 >33.5 120 大型农业企业

农业综合拓展区 0.35~0.5 25.24 13.4~33.5 48.2 微型企业

山地农业特色区 0.2~0.35 27.27 3.35~13.4 21.4 种养大户

生态农业发展区 <0.2 5.23 1.34 5.36 家庭农场

图 2 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区图
Figure 2 The regionalization map of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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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大户。

（4）生态农业发展区。此区域经营条件处于四级
水平，包括石墙村等 3村。流转面积为 73.7 hm2，占全
镇流转面积 5.23 %，水田面积占比 31.8 %，平均坡度
为 8.5毅，部分地区坡度达到 15毅。地块平均大小、密度、
形状指数分别为 1.04 hm2、15.28 m·hm-2、4.23。外出务
工人数及全家外出务工户数占比分别为 64.78%、
37.52%，土地转出意愿农户达 80%以上。灌溉保证率
及道路网密度为 0.8%和 1.9 km·km-2。目前该区通过
就近流转或置换土地已具规模，平均规模 1.34 hm2，
最大规模 5.36 hm2。主要以家禽、家畜养殖以及粮食
作物种植为主。综合以上分析，该区规模经营流转意

愿强，但地形起伏大，灌溉和交通条件差，可修筑山坪

塘、蓄水池保证坡耕地灌溉。产业可以发展生态型种

养殖为主，培养绿色家庭农场区。

3 讨论

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识别影响因子建立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自然断裂法可较好地运用于乡

村转型下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的

分区评价。此外，部分学者[18-19]运用计量经济模型、
Logistic、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等方法识别事物
影响因素，ArcGIS 重分类、矩阵判断、双重自组织模
型以及理想解逼近法和限制因素组合方法也广泛应

用于分区评价研究上[20-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土地
流转、农村人口非农转移以及水田比重、地块细碎化

指标充分说明乡村转型人口与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山

地丘陵特征，因此能够较好反映经营条件空间差异。

山地丘陵区乡村转型发展与农地规模经营相

互推动。乡村发展转型下，农业生产两大要素———人

口和土地发生急剧变化，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产生深远影响。生产空间上通过农用地整治，建设大

规模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基本农田[22]，促进农地规模利
用与经营。农地规模经营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人地矛

盾，促进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助推乡村深层转型发展

与乡村振兴。

对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差异分区研究可从空间

上指导经营模式分区配置。据研究结果，规模农业示

范区、农业综合拓展区、山地农业特色区以及生态农

业发展区分别适宜于大型农业企业、微型企业、专业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引入与发展，经营规模平均为>
33.5、13.4~33.5、3.35~13.4、1.34 hm2左右，李文安等[23]

对河南平原区的农地规模经营研究得出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分别为：

0.4~1.34、>3.35、14.7、67 hm2，万群等[6]对重庆市钱塘镇
大柱村农地规模经营研究得出经营规模为大型农业

企业约 113.6 hm2，专业大户>3.35 hm2，家庭农场 0.4~
1.34 hm2。本文研究结果与李文安等[23]以及万群等[6]研
究结果大体一致。

本研究还存在不足，在研究农地规模经营空间差

异的同时应该结合时间序列变化探索农地规模经营

变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与规律。指标体系构建上，部分

指标（如政府政策）量化复杂，未纳入指标体系参与讨

论，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合川区太和镇为研究对象并以乡村转型

发展为研究视角，通过相关性分析对农地规模经营影

响因素进行探讨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自然断裂

法（Jenks）对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进行分区，
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4.1 乡村转型背景下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影响
因素复杂

（1）自然因素。耕作地块细碎化及地形起伏是山
地丘陵区耕地资源的突出特征，要实现农地规模利

用，必须增加地块连片性。通过土地整治改善土地自

然细碎化，通过土地流转克服土地权属细碎化障碍。

耕地是经营活动的载体，必须科学利用耕地。

（2）社会因素。经营规模越大，租金成本越高。农
地规模经营要坚持适度规模原则，勿盲目扩大经营面

积，盘活土地，提高产出；改良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农

业发展不靠老板靠老乡”，增强农民农业生产的主体

地位；乡村道路方便农民出行，生产便道是农业生产

之必需；同时必须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过渡，实现

农业劳动力现代化。

（3）区位因素。距离市场远近关系产业定位及市
场信息的把握，各村域要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道路，

针对市场生产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产品与服务。

4.2 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差异分区研究可从空间上指
导经营模式分区配置

从分区看，太和镇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显

著，应合理利用空间相关关系，打造经济地理综合体，

培育“镇-村”范畴上的增长极，发挥增长极对周边村
域及地区的辐射效益。克服镇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

应”。

太和镇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分为规模农业示范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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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综合拓展区、山地农业特色区、生态农业发展区，经营

规模可参考各分区的规模大小差异，坚持适度原则。规

模经营模式可分别考虑大型农业企业、微型企业、种养

大户以及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的引入。

山地丘陵区环境闭塞，种养大户对市场信息未能

及时掌握。政府应为农产品的推广与销售搭建平台。

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是挑战更是机遇。乡村转型

下，山区农业形式与配备现代化，但经营方式与内容

依然遵循传统模式经营。应以乡村转型为契机，以山

地丘陵为立足点，以空间差异为引导，因地制宜分区

规划农地规模经营，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重构，以农业规模化促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与现代

化，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三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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