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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背景下贵州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的
空间演变

刘亚香，李阳兵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 550001）

摘要：基于6期高分影像数据和实地调查，定量分析贵州惠水涟江大坝1966—2016年乡村转

型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生产功能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坝子生产功能定量诊断体系可

有效识别坝子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动态演变监测模型敏感反映坝子生产功能由“单一路径”主

导向“多元路径”时空动态演化过程。② 研究区生产功能空间整体由传统向非传统农业生产主

导功能转向，2010年为坝区生产功能转型拐点。③ 坝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呈“小幅增加-平稳

减少-快速缩减”，非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呈“波动维稳-小幅增加-快速增加”演变特征，且功能多

样性不断增加。研究结果提供了贵州典型坝子土地功能转型微观案例，对当地土地资源优化

配置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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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转型最早是由英国利兹大学的Grainger在研究以林业为主的国家土地利用
时所提出[1]，指在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
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由一种形态（含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
程[2]，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变化将成为今后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
焦点[3]。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4]，特别是在以农业生产
活动为主的耕地隐性形态转型中，功能形态格局和结构的转变尤为突出；但在近年地理
学的相关研究中对其显性形态讨论较常见[5,6]，而对隐性形态的剖析则较为鲜见[7,8]。功能
形态转型是隐性转型的重要部分，但在区域性、综合性和多尺度性方面对功能形态转型
表现不足[9]。故进一步探讨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深入构建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框架具有重要
理论实践价值[10]，是农业发展转型和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转型诊断
可从空间形态转型与功能形态转型两条路径开展[11]，中国耕地功能总体上于2006年开始
转型[12]。探讨现代化农区耕地利用功能形态转型的一般特征，可以为区域耕地资源优化
配置提供科学依据[13]。

目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转型发
展推进效果显著[14]。依托社会经济转型和区域各要素重组与产业重构，中国城市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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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15]。在此大背景下，地处西南岩溶山区的贵州坝子作为当地人类活
动最强烈地区和区域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载体，通过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发展现
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多元路径的发展，其土地利用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转
移。据此趋势，坝区土地资源管理面临着如何在保护坝区基本农田红线不动摇前提下提
高坝子土地资源的绿色经济产出？坝子边缘坡耕地弃耕与农村居民点空心化导致的区域
耕地保有量减少和生产功能弱化趋势怎样缓解？坝区内部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和工矿区的
开发如何实现内部土地产业空间功能优化调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必然需要
首先深入了解坝区土地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和转型阶段过程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在土
地利用转型发展的前提下，缺少对典型地貌区土地利用功能形态演变进行长时间序列研
究的现状，通过长达50年的高分影像解译数据和实地调查，探讨乡村转型背景下贵州坝
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的空间演变，旨在厘清坝区土地生产功能空间分布及演化状况，进
而揭示岩溶典型地貌类型-坝子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对该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机制。

2 研究区概况

本文所选的研究坝子位于贵州省中部靠南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北邻贵
阳市花溪区，西靠长顺县，是惠水县城乡经济发展中心。坝子总面积为 85.71 km2 （图
1），包括高镇、和平镇、三都镇、好花红乡共4个乡镇行政区，涟江自北往南贯穿整个
坝区，故以涟江大坝命名。该坝子地处苗岭山地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坝子
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上属岩溶盆地地貌，为涟江冲积作用形成，土地肥沃，为亚热带季
风气候，年均温15.8 ℃，年均降雨量1 213.4 mm。坝区东侧贵惠高速紧邻，惠兴高速贯
穿中部，101省道贯通坝区中部。该坝子长期以来是惠水县重要水稻生产基地，但近年
来坝区内除传统农业种植以外，大棚蔬菜水果基地、花卉苗木产业、网络蔬菜直供基地

图1 研究区区位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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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规模设施农业也逐渐占据很大比例，成为贵州省重要的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惠水涟江大坝土地利用矢量数据源于 1966年 2.7 m分辨率全色美国锁眼卫星影像，

1973年1∶5万的地形图的地物标绘，1990年10 m分辨率的SPOT2全色影像，2006年2.5
m分辨率的SPOT5彩色影像，2010年10 m分辨率的ALOS影像，2016年末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2016年12月31日Google Earth上NASA拍摄的遥感影像数据（图2）。其中坝区社会
经济数据源于各年份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贵州统计年鉴》，年份较早的数据来自于贵州
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编写出版的《贵州六十年1949—2009》和《辉煌50
年 ⋅贵州》。在完整获取覆盖研究区全境的遥感影像数据后，利用Arcgis 10.2分析处理工
具对影像数据手动选取控制点精校正，进行地理坐标和投影系统的统一和比对后得到最
终解译底图。将惠水涟江大坝6期土地利用现状根据分类标准[16]，结合该坝子土地利用现
状的具体特征，将土地利用现状分为30类。解译完成的土地利用数据，经后期野外实地
调查校正准确率达 90%以上。社会经济数据中较早年份的数据考虑到历史资料完整性，
根据各个时期相近年份相应数据值的增长幅度和占比，将其逐年修正得到最终结果。
3.2 坝子生产功能分类体系与强弱程度分级

土地每种功能不由单一的土地利用方式决定，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可能包含两种甚至
多种土地功能特性。针对坝子内部土地利用的类型和变化特征，尝试借鉴目前本研究领
域学者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定量分类体系[17-20]以及国内外基于土地利用的
生态系统多功能[21,22]、农业多功能（主要是耕地[23-25]）、景观多功能[26]的研究成果，结合研
究坝区耕地功能转移和耕地功能多样化的实际情况，确定坝区不同层级土地利用生产功
能分类体系（表1）和坝区生产功能贡献强弱程度标准（表2）。

图2 研究区数据来源
Fig. 2 Source of data for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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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子生产功能主要指坝区内部土地系统满足当地人类主体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并获
得经济收入需求的能力，包含以农业高新科学技术和集中性资本为主要投入，以地缘范
围内市场供求为价格驱动的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始终以传统耕作方式（水田旱
地）获取粮食作物的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以及以工业加工各级产品产出的工业生产功
能，功能强弱程度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生产功能（工矿仓储用地）、半生产功能
（耕地、园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部分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设施农用地）和弱
生产功能（草地、部分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7]。
3.3 坝子生产功能定量诊断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确定

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的演变需选取适合研究区有效且全面的定量诊断指标，建立坝子
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定量诊断体系。结合前述坝子生产功能分类体系和坝区土地利用生产
功能强弱分级、综合功能识别的研究，以坝区土地利用为主、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辅，
构建了符合贵州岩溶山区坝子微观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变化的定量诊断指标体系（表 3）。
土地利用类指标有1个（耕地面积占比X5），根据其土地利用类型的识别结果计算占比数
值，所得结果的大小视为贡献相应大小的功能值；社会经济发展类指标有6个，主要指

表1 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分类体系
Tab. 1 Land use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basin

大类

生产需求强弱等级分类

生产需求用地

半生产需求用地

弱生产需求用地

一级类

代码

6

1

2

8

10

11

120

4

11

名称

工矿仓储用地

耕地

园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设施农用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二级类

代码

61

11

13

21

85

89

102

103

104

117

12011

12012

12013

12021

12022

12023

12031

12032

12033

12034

12035

12051

41

114

名称

工业用地

水田

旱地

经果林种植基地（桃李）

文体娱乐设施用地

景观度假休闲区

公路用地

街巷用地

农村道路

沟渠

花卉基地

景观园林苗木基地

草坪种植基地

莲藕种植基地

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公司承包露天蔬菜基地

大棚草莓种植基地

葡萄种植基地

火龙果种植基地

蓝莓种植基地

大棚西瓜种植基地

设施鱼塘

天然牧草地

坑塘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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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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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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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级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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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园
地

工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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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用
地

公
共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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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服

务

用
地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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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设

施
用

地

设
施

农
用

地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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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3

10
4

11
7

12
01

1

12
01

2

12
01

3

12
02

1

12
02

2

12
02

3

12
03

1

12
03

2

12
03

3

12
03

4

12
03

5

12
05

1

二
级

类

水
田

旱
地

经
果

林
种

植
基

地
（
桃

李
）

工
业

用
地

文
体

娱
乐

设
施

用
地

景
观

度
假

休
闲

区

公
路

用
地

街
巷

用
地

农
村

道
路

沟
渠

花
卉

基
地

景
观

园
林

苗
木

基
地

草
坪

种
植

基
地

莲
藕

种
植

基
地

大
棚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公
司

承
包

露
天

蔬
菜

基
地

大
棚

草
莓

种
植

基
地

葡
萄

种
植

基
地

火
龙

果
种

植
基

地

蓝
莓

种
植

基
地

大
棚

西
瓜

种
植

基
地

设
施

鱼
塘

土
地

需
求

类
型

半
生

产
-半

生
态

半
生

产
-半

生
态

半
生

产
-半

生
态

生
产

-弱
生

活

半
生

产
-半

生
活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半

生
活

-弱
生

态

半
生

活
-半

生
产

半
生

活
-半

生
产

半
生

活
-半

生
产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半
生

产
-弱

生
态

主
导

功
能

A A A A B B B B B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具
体

功
能

识
别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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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功
能

识
别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功
能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功
能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功
能

工
业

生
产

功
能

公
共

休
闲

生
活

功
能

交
通

运
输

生
产

功
能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功
能

现
代

规
模

设
施

农
业

生
产

功
能

综
合

功
能

代
码

A
1

A
2

B
3

A
3

A
1

A
4

注
：

A
、

B
、

C
分

别
代

表
生

产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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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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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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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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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坝子土地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27]。坝子生产功能指标体系和需求强弱程度分级
的构建过程中涉及到某种地类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功能分布和强弱等级分布，功能和指
标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单靠客观数学方法赋权，容易忽略各因素指标之
间的不确定性和多样综合值，由此本文选用增加了专家判断的层次分析法（AHP）来确
定各指标在不同指示功能层级上的权重贡献（表4），实验结果经验证可行。
3.4 坝子生产功能空间动态演变监测模型
3.4.1 坝子土地利用单功能得分计算模型 按照表 3、表 4 的坝子生产功能所确定的权
重，采用加权求和法构建坝子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功能得分计算模型：

Fn =∑
j = 1

n

Xnj × wnj (n = 1, 2, 3; j = 1, 2, 3, ⋯, 7) （1）

式中：Fn为坝子第n种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得分；Xnj为第n种功能的 j指标标准化后的无量
纲值；Wnj为Xnj对应指标的权重。
3.4.2 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变化监测模型 为监测分析研究期间坝子生产功能的空间动
态变化，需直观的从空间格局的时间分异角度掌握其变化特征，以便进行坝子生产功能

表3 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指标体系
Tab. 3 Land use func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basin

一级
功能

生产
功能

二级
功能

现代规模
设施农业
生产功能

传统农业
生产功能

工业生产
功能

指标
识别

蔬菜种植用地年
产值X1

大棚水果种植用
地年产值X2

露天经果林种植
年产值X3

景观园艺种植年
产值X4

耕地面积占比X5

农业生产总值X6

工业生产总值X7

土地利用
类型识别

大棚蔬菜用地、公司承包露
天蔬菜基地、莲藕种植基地

草莓种植基地、西瓜种植基
地、葡萄种植基地、火龙果
种植基地、蓝莓种植基地

桃李种植用地

花卉基地、景观苗木种植基
地、人工草坪种植基地

水田、旱地

水田、旱地

工业用地

单位

元

元

元

元

%

元

元

贡献
性质

+

+

+

+

+

+

+

指标
计算

格网蔬菜种植用地面积×蔬菜地
均年产值

格网大棚水果种植用地面积×大
棚水果地均年产值

格网露天经果林种植用地面积×
露天经果林种植地均年产值

格网景观园艺种植用地面积×景
观园艺种植地均年产值

格网水田旱地面积/格网总面积

坝子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
格网耕地面积

工业 GDP 系数×格网工业用地
面积

注：① 坝子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坝子农业GDP/坝子耕地面积；② 坝区工业GDP系数Ai=坝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坝区工业用地总面积。

表4 贵州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指标权重
Tab. 4 Index weight of different land use production functions of the basin in Guizhou

目标层

生产功能

准则层

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

工业生产功能

权重

0.433

0.467

0.100

指标层

X1

X2

X3

X4

X5

X6

X7

单排序权重E1

0.108

0.308

0.051

0.533

0.750

0.250

1

总排序权重F1

0.047

0.133

0.022

0.231

0.350

0.117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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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变化的区际对比分析。在前述功能得分计算模型上采用加权相减，得到长时间序
列贵州坝子生产功能的空间变化监测模型如下。

ΔFn(b - a) = Fnb -Fna =∑
j = 1

n

Xbnj × wnj -∑
j = 1

n

Xanj × wnj (n = 1, 2, 3; j = 1, 2, 3, ⋯, 7) （2）

式中：ΔFn(b-a)为坝子第n种功能值在a时期到b时期的变化量；Xanj与Xbnj为坝子第n种功能
的 j指标在a时期与b时期的量纲值。

分级标准参考相关研究[2]，结合各功能值的变化阈值，建立分级评价标准：分值为最
大值的 0.8~1倍表示功能强，为一级区；最大值的 0.6~0.8倍表示功能较强，为二级区；
0.4~0.6倍表示功能一般，为三级区；0.2~0.4倍表示功能较弱，为四级区；0~0.2倍表示
功能弱，为五级区。
3.5 坝子功能定量空间化方法
3.5.1 土地利用类指标 计算各地类6期平均斑块面积，多次计算试验倍数得到坝区覆盖
全境正方形样方格网的等积边长为 253 m，单位面积为 66 009m2，总计数为 1 341个格
网，组成本次研究工作对象。提取坝区每个格网内不同指标所包含的土地利用类型面
积，得到贡献相应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的类型面积所占格网面积比，最后根据表3和表4确
定的坝子功能指标权重赋值计算，得到坝区内每个格网内生产功能格网化赋值，实现该
类指标指示功能的定量化表达。
3.5.2 社会经济类指标 ① 现代规模设施农用地年产值：坝区内现代规模设施用地一级
类型主要有蔬菜种植用地、大棚水果种植用地、露天经果林种植用地、景观园艺种植用
地共四类。据每类一级用地中所包含的二级用地基地种植对象当年产出商品的年均价格
与年均产量，算出一级类用地商品产出的地均年产值，再明确每个格网中该一级类用地
中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用地的面积大小，即可求出格网内该种用地的年产值。② 农业生产
总值GAP：根据相关研究表明生产总值的分布主要与土地利用类型、产业发展水平和人
口分布等因素有关[27]，基于土地利用数据选取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模拟、分县总量控制的
方法较单纯利用人口密度进行模拟的精度要高[28]。本文中研究区承载坝子传统农业产值
的土地利用为旱地和水田这两种主要类型，对于网格的GAP而言：

GAP =

Spi

Spj

× Gpmj × Ppi

S pi

× Spw =
Gpmj × Ppi × Spw

Spj

（3）

式中：GAP为坝子格网中农业生产总值；Spi为p时期坝子耕地面积；Spj为坝子所在县级
行政区耕地面积；Gpmj为坝子所在县级行政区第一产业中农业生产总值；Ppi为坝子耕地系
数，该系数由p时期坝子耕地面积占比决定；Spw为p时期格网耕地面积。③ 工业生产总
值GIP：基于工业用地类型，考虑到2000年以前的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主要变化在工业总
产值变化上的比重较大，2000年后至今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变化主要体现在区域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上，对于坝区网格而言：

GIP =
Gpnj × Qpi

Epi

× Epw （4）

式中：GIP为坝子格网中工业生产总值；Gpnj为n时期坝子所在县级行政区工业总产值或
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Qpj为坝子工业用地系数，该系数由n时期坝子工业用地面积占
比决定；Epi为n时期坝子工业用地总面积；Epw为n时期格网工业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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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
该功能空间格局总体分布于各年份耕地所在地，空间较连续，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

整个连续坝地，最高值为 1，连片功能高值区的外围和中部零散少量分布较高值区和一
般值区；功能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以坝中心城镇居住用地和农村宅基地所在区域，最低值
为0 （图3）。随时间推移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占比减少，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围绕坝中现代
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城镇中心和北部工业园区逐渐扩散。坝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变化呈
现“小幅增加-平稳减少-快速缩减”的演变路径（图4）。其中，1966—1973年以强烈减
弱区和减弱区为主，坝子最南部由林地转为旱地，功能值增强，年际变化区间为-0.58~
0.85 （正值表示相较上一研究时段，功能值相对增加的幅度；负值则为相对减少的幅
度，下同）；1973—1990年以增强区和不变区为主（-0.89~0.78），坝子主干道沿线传统
农业生产功能呈现增强变化，其中以南部靠西的破苕寨增加幅度最大；从1990年开始，
坝区内部该功能值明显以强烈减弱和减弱为主，直至2010—2016年减弱幅度最大（-1~
0.78），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大幅度转为现代设施农业功能和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和工业生产
功能，且变化斑块分散不连续，坝子最南端增强范围变小，程度减弱。
4.2 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

1966—1990年期间无该功能分布。2006年开始出现，总体分布于涟江坝子北部、中
部和靠近南部地区（图5），空间小范围不连续展布；功能高值区集中在雅羊村以西、大
坡村以南（最高值0.53）；高值区中心外围分布少量较高值和一般值，随时间推移高值中
心逐渐向外扩展增强，最低值为0。该功能值时空演变上总体趋势为1966—1990年无变
化，2006 年开始沿主干道 101 省道的大坡村以南、雅羊村以北逐渐增强变化，程度在
2010—2016年最为剧烈（图 6）。其中，1990—2006年开始出现强烈增强区，变化区间

图3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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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54），与同期该功能值的空间格局分布同区展布；2006—2010年强烈增强区在
上一期的基础上向外围扩展增大，强烈减弱区小部分出现在小龙坝附近，范围较小，变
化区间为（-0.38~0.49）；2010—2016年功能强度变化以强烈增强变化为主，沿坝区主干
道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花卉苗木、大棚蔬菜水果等）规模大小差异明显，变化区间
为（-0.23~0.53）。
4.3 工业生产功能

该功能值空间格局上总体功能高值区主要零散分布在坝子北部高镇镇（险峰机床
厂、兴安电器厂、永安变压器厂）及其以北新建工业园区（最高值1）（图7），中值区分

图5 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scale facility agriculture production function

图4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空间演变
Fig. 4 Spatial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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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空间演变
Fig. 6 Evolution of modern-scale facility agriculture function

图7 工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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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工业生产功能空间演变
Fig. 8 Spatial evolution of industry production function

布在坝子中部靠近惠水县城边缘以南和坝子最南端，其余为该功能低值区（最低值 0）；
该功能值随时间变化：1990年以前其空间格局和强度基本无变化，1990年后坝子北部和
中南部功能值范围小幅增加，北部最强烈。在空间演变上总体为1990年以前主要以不变
区为主 （0~0.07），1990—2010 年北部和中部变化主要以增强区为主 （0~0.58），到
2010—2016年北部增强区明显增大（-0.34~0.99），工业园区面积范围扩展，工业生产功
能快速加强（图8）。
4.4 总体生产功能

该功能值空间格局总体上呈连片分布，高值区聚集在坝子内部耕地和现代设施农用
地上（最高值0.47）（图9）；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坝子中心城镇、以北工业园区和以南林灌

图9 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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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生产功能空间演变
Fig. 10 Spatial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地，这类用地作为基础的定量来表征坝区内非生产功能分布（最低为0）；较高值区和中
值区主要处在低值区外围和坝区内主干道，分散不集中。不同研究时段其空间格局呈现
局部聚集的差异，例如高值区由于其早期在研究区内部的高数值性和高联通性，可作为
整个坝子的基本功能基质，且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在这一早期时段的贡献最大。发展到后
期坝区内现代规模设施农业兴起，花卉苗木实现产业化发展，加之现代农业景观观光园
的开发，导致坝区原有生产功能高值基质被切割分散，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贡献的高值集
中性大幅降低，形成后期的低值区扩张，较低值区、中值区沿交通干线代替原有高值区
的分布特点。

从空间演变看，总体上研究期间坝子内部的生产功能呈现大范围持续减弱趋势，南
端部分时段增强和减弱变化波动显现（图 10）。其中，1966—1973年以小范围减弱区的
零散分布为主要变化特征（-0.26~0.45），坝子北部沙河村和中部惠水县城以东为增强
区，有林地转变为旱地，生产功能增强；1973—1990年减弱区在坝子的原有基础上范围
明显扩大，耕地开始大部分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强烈增强区分布在坝子最
南端、涟江以西小部分地区，灌木林地转变为旱地，生产功能增强 （-0.41~0.47）；
1990—2006年减弱区持续在坝子北部和中部扩大，南部和靠近最南端增强区开始出现
（-0.44~0.43）；2006—2010年间减弱区范围持续增大，该区北部覆盖面在原来基础上向
外扩展，高镇城镇用地扩展，耕地面积减小的幅度加大，强烈减弱区在坝子和平镇以南
的小龙坝村，原有水田被莲藕基地季节性替代，传统生产功能局部大幅减弱，坝子最南
端增强区消失，北部蒙根村以西灌木林地局部转为旱地，范围和幅度较小 （-0.45~
0.15）；2010—2016年强烈减弱区和减弱区范围进一步在惠水县城所在的城镇周边和整个
坝子境内快速扩大，水田和旱地大面积减少，转出方向为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交通用
地，景观生态度假休闲区、经果林种植基地（桃李），增强区分布在坝子北部新建工业园
区和惠水县南部的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贡献生产功能的为二级工业生产功能和现代
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0.5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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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坝子生产功能转型驱动机制
Fig. 11 Driving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n

5 讨论

5.1 研究区土地生产功能演变驱动机制
不同的区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乡村地域各功能在相应时期表

现出的社会价值认同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区域总体视角下的主导功
能不同，同时也存在于同一区域微观视角下各功能的空间组合分异，该差异随时间的转
换则为乡村转型发展中功能空间格局的重构[15]。生产功能空间作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空
间的重要组分，连同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空间共同贡献乡村地域的多功能性。贵州省不
同大小等级的坝子，作为一种特殊土地资源不同于东部平原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能矿资
源富集区，它由其地处西南岩溶山地地貌区所赋予了单个坝子不同的形状、面积、山-坝
组合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特殊属性，使得整个贵州地区坝子的主导功能、功能空间结
构格局和乡村多功能演化路径呈现出绝对多样化的时空耦合分异。其中主要分两种情
形：① 高经济发展水平坝子，如本文研究区涟江坝子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优势明显，本
身是城镇中心所在或者靠近城镇，市场对高价值工农产业产品的需求旺盛，加之贵州工
业强省和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和大力发展山地旅游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得该
类型坝子综合区位生产条件十分优越，适合现代混合农业、山地商旅性服务业以及工业
等的综合布局，推动坝区土地由单生产功能向生产多功能管理模式转化，从而实现区域
的生产功能转型。② 弱交通通达度和地貌条件、低经济发展水平坝子则处区位劣势，地
处偏远且远离市场，不具备多样化生产的基础，这类型坝子维持原有的传统农业生产功
能，并且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逐年流失，土地撂荒现象凸显，原有的传统农业生产功能持
续减弱（图11）。
5.2 研究区土地生产功能演变阶段

在整个贵州省境域坝子在区域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坝子的
生产功能演变过程也就存在梯度分异；同时在单个坝子的不同空间范围，各生产功能的
内部也具有空间分异（惠水涟江大坝）。该前提下贵州单个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不同演
化阶段主导驱动力、空间演化过程特征与该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特征随时间和历史事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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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历史事件背景下生产功能演变阶段
Fig. 12 The evolutionary stage of production 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events

进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图 12）。贵州坝子的土地利用基质均为耕地等农业生产用地，
这也奠定了其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必然以耕地生产功能转型为起点和基质，但又因各坝
子的自身属性不同，直接导致其乡村地域转型中生产功能转型既在省域内部坝子中演化
分异，又远不同于其他中部传统农区的转型发展特征。本文以连江坝子为例进行了长时
间序列典型案例研究，减小了样带研究方法中对非社会经济发展因子（自然条件）的不
可控影响，有利于实现对乡村转型和土地利用转型的纵向扩展和演变阶段划分。乡村转
型发展背景下，研究坝子不同时期主要呈现“传统农业生产主导、工业生产主导、现代
混合农业生产主导、山地商旅多功能均衡”四种主导功能特征，生产功能演变和转型主
要有以下4个阶段：① 单一传统功能期，资源配置方式以集体经济为主发展程度低，坝
子限于本身自然条件的影响，其功能空间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连片分布为特征，主要呈
现原始乡村状态。② 多功能逐步过渡期，商品经济作用初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
开始实施，坝区作为区域经济优先发展区，率先正向响应城镇化市场化导向，传统农业
生产功能围绕城镇中心外环开始缩减，其空间结构松动的同时乡村转型开始缓慢发展。
③ 多功能发展加强期，区域市场化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加强政策调控，在贵州全面实行
工业强省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本区域经济中心或外地流
动，坝子周边的乡村性逐渐减弱，传统耕地非农化加剧，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空间更为快
速缩减，转为现代混合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功能等多种生产功能空间，坝区乡村逐渐衰
落转型速度加快。④ 多功能系统集约利用期，市场经济和政府正向调控的协调度升高，
继续高速改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加之城镇化工业化前期发展的强劲后推力和独特的
山地民族文化认同感所带来的旅游业发展，坝子的土地利用功能倾向多元化空间重构，
传统耕地的基本物质生产功能需求下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融合度快速提高，
坝子乡村与城市的空间功能更为优化和有序，并逐步升级。

443



地 理 研 究 39卷

6 结论

（1）基于乡村转型和土地利用转型发展内涵建立的岩溶山区贵州坝子生产功能二级
分类体系、贡献强弱程度标准和生产功能定量诊断指标体系有效识别了坝子生产功能的
空间格局；其动态演变监测模型敏感反映贵州坝子生产功能随时间推移由“单一路径”
向“多元路径”动态演化过程。

（2）坝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呈现“小幅增加-平稳减少-快速缩减”的阶段特征，非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变化特征则为“波动维稳-小幅增加-快速增加”，总体符合坝子土地利
用功能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但非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多样性不断增加特征。岩溶山地地貌
背景下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多样化发展既是客观存在也是未来趋势。

（3）研究期间贵州坝子在生产功能空间上的重构确已发生，坝子整体由传统农业生
产功能主导向现代混合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和山地商旅功能等均衡布局转变。整体
上坝子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空间范围和强度值呈减少趋势，相反以非传统农业为主的功能
空间不断扩张，主导方向发生转向；局部微观空间格局上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以坝区城镇
所在地为中心呈同心带状缩减，尤以北部工业区和坝子道路沿线中南部现代规模设施农
业区的增长助力突出。

（4）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坝子自然条件优势是坝子土地生产功能转变的本质因素，
并通过市场政策的宏观调控途径共同驱动贵州坝子生产空间的多功能转型和4个阶段差
异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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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volution of land use production function in the basin of
Guizho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LIU Yaxiang, LI Yangbing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analysis of the land use function evolution of the basin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land use production fun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ianjiang basin, located in Huishui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is chosen as the study area. The data comes from high resolution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surveys during 6 periods from 1966 and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basin in karst mountainous areas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by the quantitative diagnostic model of the basin'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model of
dynamic evolution monitoring can reflect the dynamic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basin'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rocess is dominated by the "Single-Path"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turns to "Multi-Path".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unctional space of
the basin in Guizhou has indeed occurred, and the overall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basin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to the layou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 The microscopic spatial layout in the former is center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town in the basin, and then it is reduced like a strip around the same center.
The latter expanded in strips along the north- south road of the basin. (3)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presents a changing trend featured by "Slight increase-Smooth
reduction-Quick reduction", while the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function reflucts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Stable fluctuations- Small increase- Rapid increase". The diversity of n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basin is 2010. (4)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qualitatively discusses the driving force system and action process of the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stage in the land use function of the basin. The results have enriched the microscopic
cases of land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in typical geomorphic regions (basin), the research
methods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macro-analysis" and "low space-time identity" of
the method of transect research.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ocal
land resources and implement micro- land management and rectific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basin; production func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evolution; Gui-
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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