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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hotspots and stage research frontier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were clarified based on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 Bibliometric analysis combined with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wer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22.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analyzed show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China had three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during this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related concepts,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China,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and other aspects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1） the introduction and definition of relevant basic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2）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od security, and（3）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 type, research on the
rec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s relatively scarce. However, many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singl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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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厘清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热点和阶段性研究前沿，以CNKI文献为基础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结合

VOSviewer和CiteSpace两款可视化软件，定量分析2000—2022年发表的相关文献。结果表明：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发文量

随时间推移出现 2个不同增速的发展阶段；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除对相关概念的深入阐述外，形态特征、驱动机制、转型途

径等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经历了 3个阶段，即相关基本概念及内涵的引入和界定、粮食安全背景下的

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研究表明：转型形态特征方面，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研究相对匮

乏，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或隐性转型的单一视角研究较多；驱动机制方面，自然、经济、社会是分析耕地转型驱动机制的 3个主要

层面；转型途径方面，耕地功能形态的诊断是当前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热点，构建耕地功能度量指标体系是当前耕地利用转型途

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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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

城乡、产业、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1]。土地资

源保护面临着严重的压力和挑战，而耕地作为土地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无序的建

设用地扩张和耕地利用效率降低，是造成我国耕地边

际化、破碎化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耕地转变

为其他地类的主要驱动力[2]。我国是人口大国，保障

14亿人口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3]。

在国内外严峻形势下，学界呼吁重新考量耕地资

源利用方式[4]。21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经

龙花楼研究员[5]引入国内后，与我国土地利用管理现

状相结合，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耕地利用转型，引起

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快

速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综述我国现有的耕

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

值，其可以促进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推

动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梳理和汇总耕地利用转型研

究脉络和成果进展，可为该领域提供一份综合性的概

述，为其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和趋

势，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此外，开展中

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分析，对科学持续利用耕地

资源，调整耕地利用转型结构，不断完善耕地利用外部

性内部化机制[6]、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区域生态安

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农业发展活力和促进耕地

利用良性转型[1]具有关键作用，也为联合国开展可持

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计划提供中国方案[7]，具有重

要实践意义。

综合分析我国现有的相关科研成果，并在此基础

上对我国耕地利用转型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可对未

来相关科研工作提供重要帮助。研究文献的方法众

多，其中知识图谱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

热点，但目前基于此方法的耕地利用转型文献综述相

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以CNKI和Web of Science作为

数据源，采用 VOSviewer（1.6.18 版本）和 CiteSpace
（6.1.3版本）两款可视化软件，并与文献计量学方法

相结合，以龙花楼[5]将土地利用转型概念引入国内的

时间为起点，对我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相关热点及

阶段性前沿进行定量分析，以期为该领域相关科研工

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 与 Web of Science。分别

以篇名、关键词、摘要为检索项，以“耕地利用转型”

“耕地转型”“耕地利用变化”为检索词，以“transforma⁃
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和“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
tion”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对 2000—2022年中英文文

献进行精确匹配，2022年 11月 22日记为检索日期。

本次检索共获得相关中文文献 2 431篇，英文文献 36
篇，其中包括偏离主题及不含作者信息的文献共 508
篇，全部去除后，最终选取1 959篇作为本文基础数据

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包括CNKI的中文文献 1 929篇、

Web of Science 的英文文献 30 篇。通过对筛选后的

30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 21篇文献与CNKI
中文文献重叠，由于有效英文文献的体量过小，本研

究重点分析CNKI检索出的1 929篇中文文献。

1.2 数据处理

从检索出的基础文献数据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文

献，进行年度发文数量和高频关键词统计，并且将其导

入CiteSpace中进行关键词时间线图及突变词绘制和分

析。此外，通过 EndNote将其导入到 VOSviewer软件

中，运用其关键词“共现”功能，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更好地显示出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热点方

向及各历史阶段的前沿方向的分析结果，对文献主题

词进行剔除、合并、整理。同时利用 Excel 及 Origin
22b按照类型、数量、合作发文量、高频关键词等对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 文献计量学分析

2.1 文献类型

按照文献类型对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进行分

析，发现期刊论文较多，共计 1 078篇；其次是学位论

dominant or rec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es, the diagnosis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form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Further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Keywords：cultivated land; transformation; periodic frontiers;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VOSviewer;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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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共计 783篇；再次是 40篇会议论文和 28篇报纸。

由此可见，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各

类期刊杂志中；国内高校、科研院校将耕地利用转型

领域作为其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向；报纸文献占比最

少，说明该领域在普通群众中的传播力度不够，也有

可能与学者们对宣传耕地利用转型的重视程度不够

有关。

排除 40篇会议论文和 28篇报纸，剩余 1 861篇文

献中，获国家级和省市级基金支持的论文分别占

26.22%和 4.95%。这表明，国家、省市层面对耕地利

用转型研究的重视程度不高，继而对其进行的资金资

助也相对较少，造成了研究成果大部分出自生产单位

的现象。因此，国家和省市级单位应该加大对该领域

研究的基金支持，尤其是在省市级层面上。

2.2 文献数量与年度分布

某一学科的年度论文数量可以很好地反映某一

时段内该学科的科研状况。如图1所示，自2000年以

来，耕地利用转型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增

长趋势可以用线性回归模型表示。以发文增长速率

为依据，可将近 20年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分为以下

两个阶段。

（1）2000—2012年，年度发文量低于60篇，且增长

速率相对缓慢，说明该阶段为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

的发展起步期。龙花楼[5]于21世纪初将土地利用转型

概念引入国内后，国内学者和决策部门开始将其与国

内问题结合，研究领域开始向耕地利用转型扩展。在

此期间，我国先后修订、出台了《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

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各级政

府必须贯彻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严格保

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必须坚守 18亿亩耕地红

线不动摇”等规定和要求。2006年国土资源部颁布了

《土地管理法》，提出“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与速度，保护

耕地”“占用耕地进行城市建设，需要补充相应的量与

质的耕地”。这标志着我国耕地利用转型制度初步受

到国家关注，由关注耕地数量转变为同时关注耕地数

量与质量。以上法律法规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

耕地利用转型与耕地保护研究。

（2）2013—2022年，该阶段是我国耕地利用转型

研究向高速发展阶段转换时期，在此期间，其年度发文

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速率更是在2020年
之后明显扩大，年度发文量超过了 200篇。这离不开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2013年《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总体方案》要求，坚持以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为目标，保障我国粮食安全；2014年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要进一步严格审批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提

高占补平衡管控水平；2015年提出要防范农地“非农

化”“非粮化”；2020年中国制定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提出了占用耕地的“六个严禁”政策；2021年《土地

管理法》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不能转为其他农用地

以及建设用地，如林地、草地、园地等”“严格管控一般

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等。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表明我

国对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对耕地利

用转型的目标和要求更加明确。

2.3 关键词统计

文献关键词分析是用于预测学科发展趋势的重

要手段之一。本文使用 EndNote 中的“Subject Bibli⁃
ography”工具对剔除报纸后的 1 901篇文献进行关键

词统计分析，频次前 20的关键词如表 1所示，此外借

助VOSviewer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分析发现，“土地利用”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频

次高达 273次，说明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与土地利用研

图1 2000—2022年耕地利用转型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s on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from 2000 to 2022
——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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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存在密切关系，开展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离不开土

地利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和前提。综合表 1和表 2可知，“形态转型”“功能转

型”“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也

较高，表明目前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内容聚焦于形态

转型和功能转型，并将形态转型分为隐性与显性形

态进行研究。

3 研究热点分析

综合表 1和表 2可以看出，除了耕地利用转型概

念内涵的深入阐述，“耕地利用形态转型”“耕地利用

转型驱动机制”“耕地利用转型途径研究”等主题是

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即中国

2000—2022年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热点领域。

3.1 耕地利用转型概念内涵

耕地利用转型作为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组成部

分[8]，其与土地利用转型发展密不可分，耕地利用转

型概念内涵研究发展进程如表 3所示。土地利用转

型由Walker[9]在 1987年从经济学的角度首次提出，并

探究森林砍伐转型为农地的过程，此时的土地利用转

型指采伐地被遗弃后经农民开垦为农地的过程，与土

地用途转换同义。土地利用转型的相关理论最早由

森林转型开始展开。20世纪末，地理学家Mather[10]提

出森林转型（Forest transition）假说。之后，Rudel等[11]

将森林转型路径分为“森林稀缺路径”和“经济增长路

径”两种模式，从而确认了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

反馈关系或者一种动力关系。Lambin等[12]认为关键

资源耗竭是土地利用转型的内生动力，经济现代化、

土地所有制结构等变化是土地利用转型的外生动力。

在地理学领域，Grainger[13]从国家土地利用形态变化

的角度给出了土地利用转型概念。他认为，食物生产

和居住空间扩张需要砍伐森林，尤其是在森林占地面

积较多的国家，森林的减少程度是衡量土地利用变化

表2 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主题及关键词聚类

Table 2 Research topics and keywords clustering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研究主题
Research theme

驱动机制

耕地保护

形态转型

耕地功能转型

生态环境质量
评价

关键词聚类
Keyword clustering

时空格局、时空特征、耦合协调、三峡库区、演变、乡村
振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土地整治、集约用地

显性形态、隐性形态、空间转型、规模形态、经济增长

地理探测器、GIS、耕地功能结构、熵权法、时空演化、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生态服务价值、生态风险、生态环境效应、生态足迹、
景观格局、重庆市、森林转型、资源型城市

序号
Order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Keyword
土地利用

耕地利用

土地利用转型

影响因素研究

驱动机制

时空分异

显性形态

功能转型

形态转型

耕地保护

频次
Frequency

273
201
162
144
128
117
101
95
73
70

序号
Order
number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Keyword
隐性形态

城镇化

建设用地

耕地面积

乡村振兴

土地整治

粮食安全

耕地利用集约度

贫困山区

对策

频次
Frequency

64
50
42
33
33
29
27
21
20
19

表1 2000—2022年中国耕地利用转型领域关键词频次前20位
Table 1 The top 20 keywords frequency in the field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2

表3 耕地利用转型概念内涵研究发展进程

Table 3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ncept of farmland use transformation
年份
Year
1987
1990
1995
2002
2005

2010
2012
2014
2016

代表学者
Representative scholar

Walker
Mather

Grainger
龙花楼

Rudel、Foley

Lambin
龙花楼

宋小青

向敬伟

研究内容
Research contents

首次提出土地利用转型（Land use transformation）概念

首次提出森林转型（Forest transition）假说

首次从地理学角度提出土地利用转型（Land use transformation）
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引入中国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的丰富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的丰富

提出土地利用转型概念，并从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进行分析

将土地利用转型扩展到耕地领域

将土地利用转型扩展到耕地领域

起源
Origin

森林变化及驱动研究

森林变化及驱动研究

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长江沿线带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森林转型接续研究，首次提出土地集约化利用转
型模式等

提出土地利用转型的模式和路径并非一成不变

长江沿线带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耕地利用转型诊断、驱动机制等研究

耕地利用转型诊断、驱动机制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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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关键指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Foley等[14]

提出土地利用转型阶段模型，即自然生态系统向疆土

开垦、生计农业、逐步集约化和集约化利用阶段转型。

现阶段，城乡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和耕地快速减

少、质量退化等问题是中国土地利用重大管理问

题[15]。因此，21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作为LUCC（土地

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新途径由龙花楼引入中国，并

提出土地利用转型定义，即在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

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显性形

态和隐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

程[5]。此后，这一研究领域与中国土地利用重大问题

不断结合，其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耕地及城乡建设用

地利用转型，引起了社会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耕地形态变化的诊断是理解耕地利用转型的基

础，也是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关键。耕地形态变化即

在固定区域内的耕地在时序上出现数量、质量及规模

等方面的变化[16]。因此，对于耕地利用变化问题，可

从数量、质量、集约利用程度等在时间和空间演化方

面进行研究。宋小青等[17]和向敬伟[18]对耕地利用转

型概念作出明确定义：耕地利用转型为耕地利用空间

形态和耕地利用功能形态在时序上的变化。其中耕

地空间形态包括数量、空间格局，而功能形态主要从

国民经济贡献、粮食安全保障、社会就业保障和生态

安全维护 4个方面进行测度（图 2）。耕地利用变化的

内涵并没有涉及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用途的转化，

耕地利用转型则是对耕地利用空间和功能形态的趋

势性变化进行了探讨，这种趋势性的内涵是具有外延

的[19]。因此，耕地利用转型比耕地利用变化更强调耕

地利用形态转型的过程，需要从耕地扩张和缩减（占

用和补充）双重视角反映区域耕地利用转型的趋势性

变化或转折[18]。综述目前国内外关于耕地利用转型

概念与内涵发现，随着中国土地管理问题的变化，耕

地利用转型概念与研究点也随之变化，当前国内针对

耕地功能形态转型的研究较多，主要是关于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的研究。与此同时，在耕地空间形态转型

方面，主要是基于遥感数据对其数量和空间形态的转

变过程进行研究。

3.2 耕地利用转型形态特征

耕地利用转型延续了土地利用转型的内涵和特

性。自Grainger[13]提出土地利用转型这一概念以来，

国际学术界一直聚焦于国家层面的森林转型研究。

中国学者将其领域拓展到耕地利用转型。耕地利用

转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耕地利用形态转型和功能转

型。龙花楼[20]进一步提出，耕地利用转型既有耕地显

性形态的转型，也有耕地隐性形态的转型，其中显性

形态包括耕地数量和空间结构，隐性形态包括耕地质

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能力等。基于此，本小

节分别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进行综述。结合前人

的形态特征研究成果，多视角、多尺度把握耕地利用

转型形态研究对识别耕地利用转型机理、优化耕地利

用转型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3.2.1 显性形态变化特征

（1）耕地数量变化

耕地数量的变化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中国人多

图2 耕地利用形态变化与耕地利用转型关系（修改自史洋洋[16]的研究）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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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智元，等：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热点与前沿

地少的基本国情促使我国将耕地保护作为一项长期

坚持的基本国策[21]。基于此，中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

研究是目前耕地利用显性形态变化特征研究的热点

之一。当前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主要是基于遥感数据

和时空分析方法对一定区域内的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进行定量分析，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例

如：李全峰[3]分析长江中游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耕地转

型的差异性，得出耕地数量及地类转型偏好的空间分

布格局；王凤娇等[22]使用遥感数据分析得出 1990—
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耕地呈减少趋势且耕地变化的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与此同时，对耕地数量变

化的驱动因素研究也是近年来耕地利用转型显性形

态变化特征的研究内容之一。例如戈大专等[23]基于

人均耕地面积视角，梳理中国乡村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的趋势性转折过程，并且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在不同阶

段驱动耕地利用转型的机制。曲福田等[24]、牛海鹏

等[25]等国内学者聚焦于耕地数量变化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系问题，指出建设用地乱占乱建、农业非粮化

结构调整等对维持耕地数量造成巨大压力。此外，运

用GIS空间叠加分析法和耕地变化测度模型等方法

研究耕地数量时空动态变化特征也是近年来研究的

热点。因此，中国当前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主要

是针对数量变化测度方法的探索及其空间分布动态

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未来耕地数量变化研究方向

主要是基于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数学建模和计

算机深度学习等方法，对未来耕地利用的数量变化进

行模拟和预测，以及耕地资源治理和政策研究，如耕

地保护、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等方面。

（2）耕地空间结构变化

当前国内对不同研究尺度（国家、省以及区域等）

的耕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研究较为丰富，主要聚焦在

各地类之间的动态转移和耕地景观破碎化成因等。

刘纪远等[26]分析了 21世纪初中国土地变化的时空特

征，通过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在空间结构上的增减情

况反映中国耕地被侵占的变化情况。Zhuang等[27]研

究了耕地与地表温度变化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在地

表温度较低的区域，出现耕地侵占草地的空间结构变

化。中国目前主要是以遥感数据为基础进行耕地空

间结构变化分析。例如：许丽丽等[28]基于遥感影像数

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利用在 2000—2010年的时空格局

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特征，以此评估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实施效果；易玲等[29]基于遥感影像数据，从耕地后备

资源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近 30年未利用地与耕地之间

的转换时空格局特征。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方面，

向敬伟[18]以鄂西贫困县为研究区，采用空间自相关

法，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三个层面，对耕地利用进

行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并对其进行实证

检验。史洋洋等[30]基于时间序列的耕地利用转型、转

型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谱，研究了耕地利用转

型特征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当前中国对于

耕地空间结构变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耕地与其他地

类之间的动态转移过程及其成因的探索。在未来可

以重点关注耕地空间重构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分

析耕地空间格局变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

响，探索如何实现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

赢；同时还需加强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估方面的研究，

包括分析不同区域耕地资源的承载能力、评估不同农

业生产方式对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影响等。

3.2.2 隐性形态变化特征

一个地区耕地的扩张、收缩主要以耕地的显性形

式呈现出来。但是，当耕地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分布都

维持不变时，耕地利用也会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转

变，这时的耕地利用转变更多的是一种耕地利用在隐

性形式上的趋势性转折过程[31]。结合中国国情，本小

节通过耕地质量、规模、投入产出等呈现耕地利用隐性

形态转型研究现状。

（1）耕地质量变化

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早期对于耕地保护的

研究均以耕地的数量平衡为重点。随着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局限于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已难以应对日渐

复杂的耕地保护形势[32]。耕地质量是指耕地种植农

作物的适宜程度、生产力大小等条件，对衡量耕地生

产率的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3]，对耕地利用转型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奉婷等[34]提出耕地的自然质

量、利用条件、空间形态以及生态安全都应纳入耕地

保护的范畴之中。因此中国决策层实行了多种措施，

旨在提高中国的耕地质量，其中包括采用高标准建设

基本农田、对相关土地进行整治、按不同标准对耕地

质量划分等级并进行动态监测。与此同时，学界主要

围绕耕地质量的农业生产能力评价、生产潜力评价、

适宜性评价、单要素质量评价、可持续利用评价等来

开展耕地质量的研究。例如：颜兵[35]以监测点数据为

基础，分析了建湖县耕地质量的变化趋势；向敬伟[18]

认为耕地利用转型通过改变耕地质量或数量反过来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罗华艳[36]、刘燕红等[37]等通过构

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体系，分析了广西、重庆耕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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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化特征，填补了不同研究区、研究尺度耕地质量

动态监测体系的空缺。当前中国在耕地质量变化层

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耕地质量测度的指标选择和各

个区域尺度的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体系的构建方面。

在未来，可以重点关注计算机深度学习对耕地质量变

化的模拟和预测，以及探索不同的土地改良方法和技

术，评估其对耕地质量的改善效果和经济效益。此

外，更应该关注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实现乡村振兴相结

合，探索如何将保障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与实现农业现

代化和农民增收的目标相结合。

（2）规模形态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

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这种经营方式规模

小且分散，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38]。因

此，学界提倡耕地利用规模转型，实现耕地利用规模

化和集约化。耕地规模形态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集

约利用水平、经营方式、户均经营规模、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和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等方面。当前耕地利用

规模集约转型有两种途径：一是农户家庭外部实现规

模转型[39]；二是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耕地规模集

约转型[40]。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反映耕地利用规模

形态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耕地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的重要指标。王向东等[41]通过增长核算方法和集

约化度测算了中国耕地集约利用的动态过程。吴金

华等[42]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农用地的集约化

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该地区农用地的集约化

程度总体上得到了改善。此外，我国相关研究成果集

中在耕地规模经营、耕地适度经营、耕地流转规模、耕

地规模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尤其是对

垦区耕地规模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多，因为垦区耕地利

用规模形态高于普通农区，如黑龙江省[43]和建三江垦

区[44]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必须稳

定在较高水平，严格控制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

当前中国对于耕地规模形态变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耕地利用集约化转型途径的探索，以及对衡量耕地集

约化程度的指标的选择。未来在耕地规模形态研究

方面，可以重点关注耕地利用方式与规模效应的关

系，研究耕地规模变化对农业生产和经济效益的影

响；可以加强耕地规模与土地承载力的关系研究，探

讨不同规模的耕地利用对土壤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评

估不同规模的耕地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可以聚

焦于西南丘陵地区等耕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区域的

耕地集约利用方式和措施。

（3）投入产出形态变化

耕地利用过程中，投入产出水平是衡量耕地利用

效率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农药化肥等要素的投入水平也发生变化，

投入产出能力可直观地反映出耕地利用情况，对耕地

质量和耕地生态环境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反

映耕地投入和产出常见的指标包括农业劳动力、机械

总动力、化肥施用水平、种植作物产量和耕地产值

等[43]。在投入端，沈建国等[45]比较不同有机物投入对

新垦山地土壤肥力的影响，由此对未来耕地利用转型

管理提供依据。杨俊等[46]认为，在耕地利用过程中投

入要素的配置与耕地利用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

具有促进作用。在产出端，皱金浪等[47]提出中国耕地

产出的主体由蔬菜和谷物构成，油料、豆类、糖类、纤

维类等作物产值常年保持稳定。鉴于此，耕地利用投

入产出的时空格局和变化趋势成为协调区域农业发

展的热点话题。除此之外，耕地利用投入和产出的效

率性也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例如：王海力等[48]利

用DEA模型估算耕地利用效率，分析了全局和局部

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吴昊玥等[49]利

用 SBM-Undesirable模型计算了净碳排放下的耕地利

用效率并分析了 10年间的变化特征。当前对于耕地

投入产出形态变化的研究主要聚焦衡量耕地投入产

出水平的指标，以及耕地利用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未

来，此方向研究可以重点关注耕地投入产出的区域差

异性、投入产出的环境影响、投入产出与农民收入的

关系等方面。

3.3 耕地利用转型驱动机理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耕地利用转型的结果是由自

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综合而成的[50]。转型驱动机制研

究是国内一直在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是研究耕地利

用转型背后机理的重要过程。宋小青[51]提出这种转

型机理体现在其背后的“人口-经济-技术-制度-文
化-区位”等多个要素的“级联”驱动作用。其中，区

域自然环境因素是耕地利用转型的基本条件，它主要

包括了地形、气候、水文等的变化，其在短时间内相比

其他人文因素条件影响不明显[50]。短期内耕地变化

主要受人类活动驱动，因此人文因素在较短时间范围

内影响效果明显。其中，政策是耕地利用的调控手

段，它直接影响耕地利用方式、规模，是耕地利用转型

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52]。基于此，本文从驱动耕地利

用转型的自然、经济和社会 3个层面，分析不同驱动

因子的驱动机理及驱动效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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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耕地利用转型驱动因子及驱动机理（修改自王文旭等[53]的研究）

Table 4 Driv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53]

驱动层面
Driving level

自然层

经济层

社会层

驱动因子
Factor
地形

气候

水文

土壤

经济发展

利益偏好

区位条件

国家政策

人口增长

农业技术
进步

驱动因子分类
Factor classification

自然区位

经济区位

交通区位

土地整治

退耕还林

耕地保护

驱动机理
Driving mechanism

由于受到地区特有的地形地貌的制约，该地区的耕地在总量和空间分布上都维持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54]；人类活动逐渐向低海拔地区转移，促使海拔较高、地形坡度
较大地区耕地转型[55]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条件等变得越来越成熟，耕地的利用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耕
地的转型水平较高[50]

水文因素的不同会造成耕地资源、人口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对社会-经济的转变
也比较敏感[30]

土壤条件的好坏影响耕地资源安全程度，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适宜性程度[56]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大量人口的聚集，耕地、林地、草地等面积大幅下降，其迅速
转化为建设用地及水域[57]

不同类型的农户，对耕地利用的行为也不同，导致耕地向不同方向转型[58]

自然区位因素决定耕地的生产禀赋、种植结构以及人地关系和矛盾[59]

经济区位条件优越及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土地转出市场相对活跃，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60]

越是靠近城市中心，耕地就越有可能进行转变；越靠近乡级以上道路和水域，耕地进
行转变的几率也会越大[61]

土地整治让耕地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可以有效提升耕地的质量和产量，使耕
地利用转型更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62]

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导致耕地面积减少[63]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64]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土地退化
等生态环境问题，让耕地的隐性形态发生了变化[65]

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和粮食产量，影响生产投入
结构，改变耕地利用结构[66]

驱动效果
Driving effect
短时间内效果

不明显

短时间内效果
不明显

短时间内效果
不明显

短时间内效果
不明显

减少

减少

随条件改善增加

减少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减少

3.4 耕地利用转型途径

转型的含义是指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的变化，也就

是土地利用形态从一种变化趋势向另一种变化趋势

明显转变的过程[67]。也就是说，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土

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讲，耕地利用转型

也可以看作是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所以必须

要从耕地形态的长期变化过程进行判断是否发生趋

势性转折，进而构建耕地形态的度量指标。宋小青

等[17]指出，耕地形态转型可以从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

两种途径进行度量。

3.4.1 耕地空间形态转型途径

耕地空间形态的转型主要包括耕地数量的空间

分布变化以及耕地面积的收缩与扩展，它可以从耕地

数量变化、景观格局变化、经营格局变化 3个角度来

进行表征。耕地数量的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农业结

构调整和生态退耕密切相关[68]。侯孟阳[69]指出随着

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耕地数量由持续增加转而减

少或者由持续快速减少转而减速趋缓甚至增加。此

外，宋小青等[17]认为诊断耕地空间形态转型首先需要

从耕地总量变化入手，并指出耕地总量和耕地年净消

耗速率是衡量耕地数量的两大指标。关于景观格局

变化，文高辉等[70]指出在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

于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工程技术的进步，耕地景观

格局应由破碎分散状态向集中连片规模方向发展。

如果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上述变化，则说明该区域的

耕地利用结构已发生了转型。此外，耕地利用空间形

态也会随着经营格局变化而转型，一般而言，在小农

经济社会，耕地配置表现为细碎化特征，随着经济的

发展，耕地流转的现象推动了耕地经营规模扩大，由

此发生了耕地空间形态转型[71]。未来耕地空间形态

转型途径的研究方向，可以聚焦于耕地空间利用规

划，探索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手段，优化耕地空间的

利用，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耕地资源的保护；

可以探讨如何通过改进耕地空间的形态，提高农业生

产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可以关注耕地空间转型管理的

研究，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和管理手段，引导耕地空间

的转型；可以关注耕地空间形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探索如何实现耕地空间形态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平衡；可以探讨不同耕地空间形态转型途径对

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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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和巩固农民脱贫成果等。

3.4.2 耕地功能形态转型途径

目前中国耕地保护所面临的主要实际问题有耕

地资源的无序竞争、耕地的边际化、耕地生态环境退

化。宋小青等[1]指出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的土

地单功能利用是导致中国耕地资源保护问题的症结。

从耕地利用需求的角度来看，耕地功能需求是耕地利

用的内生动力和归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耕地功能需求将不断扩展、升级，

出现多样化、高端化特征[72]。例如：罗成等[73]将耕地

功能划分为国民经济贡献功能、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社会就业承载功能、生态安全维护功能；路昌等[74]将

耕地功能分为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生态环

境功能、景观格局功能。Su等[75]在耕地传统功能的基

础上补充了农业休闲功能。目前中国对于耕地利用

功能转型的研究主要从外部性和结构分析两个视角

进行[76]。龙花楼[8]提出，耕地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

型可应用于耕地利用系统功能转型当中。当前，学术

界普遍采用指标综合评价法、功能价值量评估法和功

能物质质量评估法评价耕地利用功能。杨雪等[77]构

建了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灰色-T关联方

法对北京市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了相关性

研究。张英男等[78]从经济、社会和生态角度，建立耕

地功能评估体系，并对黄淮海平原耕地功能演变特点

和相互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综上可以看出，耕地利用

功能转型已成为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前沿话题，

是解决中国耕地资源稀缺、耕地利用需求量大的新途

径，但目前国内研究的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还不

够完善。未来对于耕地功能形态转型途径的研究，可

以聚焦于如何通过农业多元化、耕地多功能化等手

段，实现耕地功能的转型，例如通过开展农业生态旅

游、农产品加工等活动，实现耕地的多功能利用；可以

探讨如何通过科学的土壤管理、植物生长调控等手

段，提高耕地质量，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耕地

资源的保护；可以关注耕地用途变更的研究，探讨如

何通过科学的用途变更管理，实现耕地的合理流转和

用途变更，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

探讨如何通过耕地空间布局的优化，实现耕地功能的

转型，例如通过耕地整理、集约化管理等手段，优化耕

地空间布局，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等。

4 阶段性前沿分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时间线图和关键词

突现分析功能，对筛选后的文献进行耕地利用转型阶

段性前沿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1）2004—2010 年突现关键词：TM 影像、驱动

力、动态变化、遥感。在这一时期，耕地利用转型的相

关基本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开始引入国内，说明本时期

是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起步阶段，即以遥感影像数据

为基础，分析耕地利用转型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

与上文年度文献数量分析第一阶段的结果一致。

2002 年，龙花楼[5]将土地利用转型这一概念作为

LUCC研究新途径引入国内，这为耕地利用转型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国内学者基于遥感影像数据

开始对长江沿线带[3]、山东省[16]、珠三角[50]等不同研究

尺度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研究。

在此阶段的后期，国内学者开始进一步对耕地利用转

型的驱动力和耕地质量及其趋势模拟进行研究。针

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力，国内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方面入手，探究不同因素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程

度和机制，如城市化、工业化、政策导向、社会经济发

展等。同时，学者们还通过模拟和预测的方式，对未

来耕地利用转型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为政策制定和

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

注耕地利用转型的空间结构变化和影响机制，通过构

建空间耕地利用转型的模型和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区

域之间的耕地利用转型趋势和空间分布规律，及其背

后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

（2）2011—2016 年突现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

变化、集约用地、粮食生产、城镇化。本时期是耕地利

用转型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基

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

陆续出台，“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理念先后提出，

各级政府对耕地利用问题的关注不断加强。2014年

2月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

地保护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坚持 18亿亩（1.2亿 hm2）

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现有耕地面积，保护好耕地数量

与质量。2016年 8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补足耕

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

意见》，提出以补充和提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这些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

地利用转型工作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

建设用地扩张等是耕地利用转型的主要驱动因子。

在这一阶段，学者主要关注城镇化进程对耕地粮食生

产的影响，进而通过一系列土地整治措施集约土地利

用、保障粮食安全。此外，此阶段在延续上一阶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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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学者和高校开始对耕地多

功能、耕地生态价值、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等进行研究。

（3）2017—2022 年突现关键词：生态足迹、功能

转型、时空格局、乡村振兴、山区、模型、时空演变、耕

地质量、生境质量。本阶段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随着国家

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内

涵不断深化。生态功能、耕地质量、生境质量等观念不

断加强，学者对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工作展开更深层次

的探索。匡兵等[79]提出耕地利用绿色转型（GTCLU）
这一概念，并据此构建GTCLU测度指标体系，测算其

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这为我国农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也有学者聚焦于不

同研究尺度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如马瑞明

等[80]对现有的省域尺度耕地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修正

和改进，实现了对省域内耕地质量分布的科学定量以

及耕地质量省级统筹，为土地整治、耕地占补平衡、基

本农田保护及其他相关土地管理工作提供依据。此

外，随着中国积极推动城乡均衡发展，乡村振兴理念

在此阶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学者回答了

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农民

的生活质量，以及如何减少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生态

环境效应等一系列问题，这为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填补了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中

耕地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的空缺。

5 评述

通过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可视化

分析，发现 2000—2022年间耕地利用转型领域的发

文量随着年份增加呈显著增长趋势；研究成果主要以

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受基金支持的论文

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省市级层面应该提高对耕地利

用转型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

通过梳理耕地利用转型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我国

关于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起初，中

国耕地利用转型概念主要从国外学者关于 LUCC、耕
地利用变化、森林转型和土地利用转型的基础上不断

发展而来。除此之外，耕地利用转型的形态特征研

究、驱动机制研究以及转型路径研究是我国该领域的

热点研究方向。

（1）在转型形态特征方面，目前国内主要从显性

形态和隐性形态进行阐述，显性形态转型包含耕地数

量形态转型和耕地空间形态转型两种，而隐性形态转

型包含耕地质量、投入、产出、规模及耕地功能转型。

可见，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内容较为丰富。但现有的

研究成果表明，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研究还相对匮

乏，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或隐性转型单一视角开展的

研究较多，隐性形态转型研究侧重于耕地功能转型，

同时从耕地利用显性和隐性的多个视角开展综合的

研究不多，难以全面评价耕地利用转型特征。因此，

需将重点聚焦于耕地隐性形态的转变，构建区域性、

综合性、多尺度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分析框架。

（2）在驱动机制研究方面，当前中国对耕地利用

转型驱动机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自然、经济、社会 3
个层面，其中重点聚焦于自然和经济影响因素对耕地

利用转型的驱动研究。目前，对于国内耕地利用转型

驱动机制研究尚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现有的耕地

利用转型驱动机制研究多集中于耕地时空演变较为

剧烈的发达地区，而对于山区、高原、产粮区等耕地变

表5 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

Table 5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项目
Item

关键词

政策导向

研究特点

研究热点

研究趋势

起步阶段
Initial stage（2004—2010）

TM影像，驱动力，动态变化，
遥感

重新修订《土地管理法》；划定18
亿亩（1.2 亿hm2）耕地红线；

提出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相关概念与基本方法的研究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概念
与内涵的讨论；不同尺度的土地
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耕地利用数量与质量的
变化研究

中期发展阶段
Medium-term development stage（2011—2016）

粮食安全，耕地变化，集约用地，
粮食生产，城镇化

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土地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重心在耕地数量的控制

城镇化进程与耕地利用变化耦合关系的讨论；
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深入研究；耕地占补平衡；

土地整治保证粮食安全

耕地多功能；耕地生态价值；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

延伸拓展阶段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stage（2017—2022）
生态足迹，功能转型，时空格局，乡村振兴，
山区，模型，时空演变，耕地质量，生境质量

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

注重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产能和
改善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耕地质量与
生态功能研究；耕地“三位一体”管理

完善不同研究尺度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耕地生
态修复；耕地绿色转型；构建耕地多功能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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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大区域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对于不同尺度和

不同区域未能形成因地制宜的驱动因子和技术方法，

造成研究结果难以贴合实际，不能针对当地区域现有

问题提出耕地保护政策制度；三是现有研究大多是针

对单要素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需把

握经济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3个层面的综合作

用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并运用多种模型预测耕地

利用变化。

（3）在耕地转型途径方面，目前主要从耕地空间

形态和功能形态两方面对耕地转型途径进行阐述。

其中耕地功能形态的诊断是当前中国耕地利用转型

的研究热点。开展耕地功能变化预估和开展耕地功

能变化历史评价是耕地功能转型研究的主体内容，前

者需赋予耕地多元功能，运用模型方法进行耕地功能

模拟与分析；后者需梳理相关政策演进，用政策演进

的时间节点判断耕地功能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构建

耕地功能度量指标体系、检测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前耕

地利用转型途径研究的重点。

从 21世纪初龙花楼[5]将土地利用转型概念引入

国内后，中国耕地利用转型工作经历了以下 3个发展

阶段：①概念、内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2004—2010
年）。该时期是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起步阶段，

研究内容主要是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分析各区域尺度

的耕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以及

耕地质量变化评价指标的选取及对质量变化的模拟

预测，为后续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

考。②耕地利用转型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研究

（2011—2016年）。该阶段处于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

安全战略背景下，国家颁布的一系列耕地保护措施，

促进了耕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学

者聚焦于耕地利用转型驱动因子及其驱动机理的探

索，并关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利用转型之间

的耦合关系，部分学者和高校开始对耕地功能价值进

行研究。③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耕地利用转型研

究（2017—2022年）。在该阶段，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研

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内涵不断深化。耕地生态保护

工作成为研究热点，中国学者对耕地绿色转型、耕地良

性转型等领域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主要聚焦于不

同研究尺度耕地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及乡村良性转型

发展等方面。

基于以上关于中国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热点与

发展阶段的分析，本研究提出未来相关领域的热点研

究方向。①耕地资源管理与保护：耕地数量与质量变

化模拟和预测；政策引导的耕地资源治理；耕地资源

承载力评价与利用方式；耕地质量保护与乡村振兴；

土壤科学管理与耕地质量保护。②耕地空间转型与

规划：耕地空间重构与区域发展；改善耕地空间形态，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耕地利用方式与规模

效应；重点区域耕地集约利用的方式和措施；耕地利

用决策支持系统研究。③耕地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耕

地转型数据共享与科技创新的应用；耕地功能转型的

实现；耕地转型碳汇研究；耕地转型与生态农业的协

调发展；耕地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与保护。④社会经济

影响与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民脱贫成

果巩固；耕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农民参

与耕地转型；耕地利用转型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耕

地利用转型与农民生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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