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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资源的日益紧缺推动着耕地功能的深刻变化。以江苏省 63个县域为研究单元，从生产、生态、

景观、社会 4 个维度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耕地指数及敏感度分析模型，研究 2000～2018 年耕地各

项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程度。结果表明：(1)江苏省耕地生产功能上升，空间上北高南低

且苏北高值区不断向南扩散。生态功能下降，苏中地区功能高，且苏中、苏北局部地区因农用技术改良，功能由下

降逐渐转为上升。景观功能上升，空间上东高西低，东部海岸带功能高，局部地区如苏锡常因耕地非农化现象严重，

功能由上升转为下降。社会功能下降，空间上北高南低但苏北高值区不断萎缩。(2)江苏省耕地面积总体下降，自北

往南耕地下降程度逐渐加剧。耕地相对稀疏区主要分布在苏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中、苏北，东部沿海地带最为

集聚。(3)对比 2000～2010 和 2010～2018 年两个时期，生产功能敏感性下降，敏感区缩至东部沿海三县；生态功

能敏感性下降，敏感区缩至苏南地区，均与农业技术推进及耕地集约利用相关。景观功能敏感性上升，敏感区扩散

至苏南及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功能敏感性上升，敏感区逐渐遍布全省，均对耕地数量变化愈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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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作为重要的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耕地的首要功能是粮食生产[1],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方

式、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耕地利用方式逐渐多样。耕地功能拓展至农业经济、社会稳定、景观管理、生态安全保护等领域，由

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2]。2019年中国耕地共 1.3487 亿 hm2,为全国提供粮食达 6.64 亿 t,同时保障了 5.64 亿乡村人口的生活，

贡献约 6%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体现耕地利用的多功能[3]。 

国外的多功能研究起源于农业领域[4,5]。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农业多功能定义为农业具有食物生产、景观维持、生

态保护、乡村就业保障等功能[6]。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多功能研究从农业逐渐扩展至生态评估[7,8]、景观管理[9,10]、土地利用变

化
[11]
等领域，并延伸出景观多功能、土地多功能等概念

[12]
。耕地作为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耕地多功能概念逐渐得到重视

[13]
,

研究内容包含多功能分类体系构建[14]、功能影响因素[15]、以及从农场角度探讨多功能的实际应用[16]。国内学者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末开始对耕地多功能展开研究[13],大多数学者认可耕地多功能可细化为经济产出、社会保障、农作物供给[17],同时还有学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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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服务、景观文化、空间承载储备等类别对耕地功能进行划分[17,18,19]。研究内容围绕功能评价及时空演变[19,20]、功能间相互作

用[21,22]、功能转型[23]、社会经济等因素耦合分析[24]、功能分区及管理措施[25]等，研究尺度涵盖国家[25]、区域[4]、省级[20]、县域[21]

等多层次。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耕地非农化现象愈加严重[12]。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耕地利用亟需由单纯数

量型向质量型和功能型转变[2]。现已有学者就耕地粮食生产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进行讨论[26,27,28],然而多功能性作为耕地的重要属

性，全面探讨耕地各项功能与耕地数量变化的依存关系显得尤为必要。敏感度分析模型作为测算粮食生产对耕地数量变化依赖

程度的方法，多运用在国家层面[29,30],省域范围的研究较为薄弱[28]。本文将之引入耕地多功能研究，分析该模型在耕地功能领域

的适用性，同时探讨耕地不同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响应程度。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与农业大省，具备发展耕地多功能的先行条件。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江苏

省优质耕地大幅流失、生态风险程度增大[31]。经济发达地区作为耕地资源相对稀缺区，更应充分发挥耕地多功能性，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19]。鉴于此，本文构建江苏省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量化 2000～2018年江苏省县域尺度下耕地各项功能，分析其时

空演变规律。同时结合耕地数量时空变化趋势，运用敏感度分析模型探究耕地各项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程度，对优化江苏

省耕地多功能配置、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介于 116°18′E～121°57′E,30°45′N～35°20′N之间。全省地势平

坦，湖泊众多，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具有较为优越的耕地利用自然条件，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现辖苏

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扬州、泰州、南通)、苏北(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三大区域 13市。随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内逐渐面临耕地细碎化及不均衡发展等问题，2018年江苏省耕地面积为 622.82×104hm2,与

2000相比下降率达 10.37%,耕地非农化现象日趋严重，耕地保护压力不断加大。 

 

图 1江苏省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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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8年江苏省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因省内各地级市的市辖区面积较小，将其合并为市区作为一个单元，所辖其他

县市单独分析，据此得到 63 个县级行政单元(图 1)。各研究单元的耕地面积、水田面积、行政区划面积数据均来源于资源环境

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2000、2010、2018年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

施用折纯量、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从业人数、农业

机械总动力均来源于 2001、2011、201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各市县年鉴及统计年鉴，其中 2000与 2010年的常住人口与城镇

人口分别来源于第 5次与第 6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的形状指数与聚集度指数通过 Fragstats4.2软件计算得到。生态功能指标

中采用的化肥施用安全标准采用国际化肥施用安全标准上限 225kg/hm2[4]。 

2 研究方法 

2.1耕地多功能指标体系构建 

不同时期与地区的学者根据区域发展目标的多元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及土地利用的适宜性等，对耕地多功能有着不同的

划分[12,17,18,19],但总体可总结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社会功能四大类。本文结合江苏省地域特点，在此四类的划分基

础上，根据专家意见与数据可获取性构建了包括 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在内的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2.1.1生产功能 

生产功能指耕地具有生产粮食作物与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商品性产出功能
[25]
。该功能是耕地的基本功能

[18]
,表现为耕地

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也为农户家庭提供经济收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24]。江苏省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18 年江苏粮食产

量为 3785×104t,位居全国第六，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表示耕地粮食生产水平。现阶段江苏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省农

业增加值达 2673.34亿元，均位居全国前列，农业经济创收能力强。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表示耕地的经济产出，以上三项指标可综合表达耕地在相应自然及生产要素投入下的产出水平。 

2.1.2生态功能 

耕地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19],承载着人们对环境施加的压力[32],在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平衡

与土壤健康上有着重要作用
[20]
。研究表明水田面积比重大，生物多样性较高，其生态安全维持功能越强

[2]
。2018年江苏省水田占

比为 57.88%,达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选取水田占耕地面积比重表现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选取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利用江苏省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和主要经济作物油料、棉花的不同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进行公式计算，

指数越高说明农作物品种越丰富且生态功能越强[2]。考虑到农业化肥施用及人口承载对耕地生态环境造成的生态压力，选取耕地

化学品负荷与单位耕地面积承载人口数量作为逆向指标，其中化肥施用安全标准采用国际化肥施用安全标准上限 225kg/hm2[24]。

2018年，江苏省以全国 1%的土地养活 5.8%的人口，化肥施用强度为 442kg/hm2,远超国际化肥安全使用上限，频繁的人类活动以

及化肥的过度施用威胁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33]。 

2.1.3景观功能 

景观功能表现为耕地作为景观文化载体，提供耕作风景、农事教育、农业休闲娱乐的服务功能[34,35],受耕地供给能力与城镇

居民需求的双向影响[32]。从供给方面讲，通常认为有一定地形起伏度的，集中连片的耕地景观更具美学价值[36]。江苏省农区耕地

起伏较小，区域间差异不大，故本文未考虑耕地起伏性，而从集中连片的角度选取形状指数(Shape Index)[21]及聚集度指数

(Aggregation Index)
[37]
。聚集度指数反映耕地的聚集程度，形状指数反映耕地形状变化的复杂程度，均利用 Fragstats4.2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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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从需求方面讲，耕地景观对具有较强支付意愿与欣赏能力的城镇居民更具吸引力[24,38]。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居全国前列，观

光休闲农业模式发展成熟，城镇游客对乡村旅游体验具有较高需求[39],选取城镇化水平表示景观功能需求水平，以城镇人口占常

住人口的比重表示。 

2.1.4社会功能 

耕地的社会功能包括提供农民生活及就业保障的功能[25]。生活保障表现为耕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能力，选取农村人均家

庭经营纯收入比例反映耕地为农村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的能力。考虑到江苏省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城乡收入不平

等，选取收入公平指数，以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示耕地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40]。就业保障指耕地承载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1]

。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直观表征农民对耕地的就业依赖程度。考虑到江苏省农业现代化水

平全国领先，选取农业机械化水平用于衡量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能力。 

2.2耕地多功能指标计算 

2.2.1指标归一化处理 

为消除各项指标量纲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取值范围[0,1],并根据指标对目

标影响的性质差异将其划分为“正向型”与“负向型”两类。“正向型”指标表示值越大，越接近理想值；“负向型”指标表示

值越大，越偏离理想值。 

 

 

式中：Xi为第 i项二级指标原始值；Xmin为指标最小值；Xmax为指标最大值；xi为第 i项二级指标归一化后的指标值。 

2.2.2熵权法 

熵权法通过度量差异信息的离散程度对指标进行赋权。指标值离散程度越大，对应的指标权重越大。研究通过熵权法初步确

定各指标权重，再以邮件形式匿名收集了 10位相关领域专家的反馈意见进而确定最终权重(表 1)。熵权法计算公式如下： 

 

表 1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功能 指标 内涵 单位 属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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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生产功

能 

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 kg/hm2 + 0.0936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 元/hm2 + 0.0943 

农业总产值比重 农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 0.0595 

生态功

能 

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biln(bi),bi为各品种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之比 
- + 0.1108 

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 水田面积/耕地总面积 % + 0.0673 

耕地化学品负荷 化肥施用安全标准/(化肥施用折纯量/耕地面积) - - 0.0977 

单位耕地面积承载人口数 常住人口//耕地面积 人/hm2 - 0.0879 

景观功

能 

聚集度指数 - - + 0.0422 

形状指数 - - - 0.0378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 + 0.0924 

社会功

能 

农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比例 
农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 % + 0.0593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

数 
农业从业人数/耕地面积 人/hm2 + 0.0315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数 
kW·h/104

人 
- 0.0625 

收入公平指数 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 0.0632 

 

 

式中：wi为指标熵权；gi为第 i项指标的差异系数；ei为第 i项指标的熵值；m为评价单元总数。 

2.2.3耕地功能分值计算 

根据各指标归一化处理结果与其相对应的权重，利用加权求和方法计算各耕地功能值，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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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k为第 k项一级指标的功能值；wi与 xi分别为第 i项二级指标的权重及归一化后的指标值；n为各项功能中二级指标

数量；Fk处于 0～1之间，值越大，代表其相应功能越强。 

2.3耕地指数 

由于各县(市)行政区划面积大小不一，为更准确表达耕地集聚稀疏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文章构建耕地指数，即各县(市)耕

地面积与行政区划面积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j表示第 j个县(市)的耕地指数；Lj表示第 j个县(市)的耕地面积；Sj表示第 j个县(市)的行政区划面积。 

2.4敏感度分析模型 

为了分析耕地各项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响应程度，本文引用刘彦随等[29]构建的敏感度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

将耕地功能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定义为研究时段内耕地功能变化率与耕地面积变化率的比值： 

 

式中：βf为某县(市)耕地多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性程度，分别用 βprod,βecol,βland,βsoci来表示耕地生产功能、生态

功能、景观功能、社会功能的敏感度系数；Ft和 Ft+1分别为某一时间段内该县(市)基期和末期的耕地功能值，Lt和 Lt+1分别为该县

(市)基期和末期的耕地面积。若β<0,表明耕地功能与耕地面积成反向变化，耕地功能对耕地面积变化不敏感；若β>0,说明耕

地功能与耕地面积同向变化，耕地功能对耕地面积增减变化敏感，且β值越大，敏感性程度越强。根据已有研究，各功能统一

按照βf≤0、0<βf≤5、5<βf≤10、βf>10,划分为无敏感性、低度敏感性、中度敏感性和高度敏感性 4个级别[28,29,30](表 1)。 

3 结果分析 

3.1江苏省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特征 

为便于不同年份的横向对比，本文结合已有文献，统一以 0.2为间隔对不同类别的功能分别定量分级，从小到大划分为 5个

等级，分别为：低、较低、中、较高和高[42],结果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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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18年江苏省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 

2000～2018年间，生产功能明显上升。高值区与较高值区占比增加，从 26.9%增至 63.49%,其中高值区占比变化最大，增幅

为 31.7%;其他等级占比均下降，较低值区与低值区降幅最大，均为 15.8%。在空间上，生产功能呈北高南低势，高值区与较高值

区集中在苏北地区，且表现出扩张趋势；中值区由苏北逐渐转移至苏南地区县(市);较低值区与低值区等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

且逐渐缩减至苏锡常等高度都市化地区。 

2000～2018年间，生态功能有所下降。高值区与较高值区占比减少，其中高值区降幅最大，达 20.63%;其他等级占比均有提

升，低值区占比增幅最大，达 19.05%。在空间上，生态功能由“南高北低”转变为“南北低，中间高”的格局特征，高值区逐

渐向苏中收缩；低值区与较低值区扩散至苏北、苏南县(市),全省耕地功能呈衰退趋势。但 2010～2018年，苏北与苏中地区耕地

下降趋势缓解，涟水县、仪征市、姜堰区功能上升较为明显，而苏南地区功能下降相对严重，导致低值区聚集。 

2000～2018年间，景观功能提升显著。高值区与较高值区占比增加，增幅共达 33.33%;较低值区与低值区占比均下降，低值

区数量降至 2 个，降幅达 22.22%。在空间上，景观功能呈东高西低势，高值区由太湖流域转移至东部沿海地带，并沿南北方向

逐渐扩散；较高值区由苏南蔓延至苏中及苏北部分地区；较低值区与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苏北、苏中地区，后逐渐收缩至淮安、宿

迁等部分县(市),全省耕地功能显著提升。但在 2010～2018年，苏锡常等地区功能出现下降，由较高值区降为中值区，其中丹阳

市、苏州市区降为低值区与较低值区。 

2000～2018年间，社会功能显著下降。高值区与较高值区占比下降，其中高值区降幅最大，达 34.92%;较低值区与低值区占

比大幅上升，升幅分别为 11.11%与 33.33%。在空间上，社会功能呈北高南低势，高值区与较高值区主要从苏北、苏中地区缩至

苏北地区；中值区由苏南地区逐渐往苏北地区转移；较低值区与低值区由苏南逐渐扩散至苏中地区及少部分苏北县(市),其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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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区集中分布于苏锡常地区及扬泰宁三市。 

3.2江苏省耕地数量时空演变特征 

2000～2018 年，江苏省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共减少 72.04×104hm2,下降率达 10.37%(表 2)。2000 年起，江苏省农业结构调

整导致耕地急剧减少，自 2000～2010年耕地数量减少 47.24×104hm2,耕地下降速度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2010年后政府通过

约束耕地开发、加大建设用地审批难度、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43]等措施控制耕地下降趋势，2010～2018 年间耕地下降数量缩

减至 24.80×104hm2,其中苏南地区缓解程度最为明显，下降速度由 16.70%减至 6.07%。全省新增耕地数量极小，2000～2018 年

仅增长 1.41×104hm2,均分布在苏北与苏中地区，因耕地下降趋势减缓，全省耕地升降比由 2000～2010年的 1.63%上升至 2010～

2018年的 2.58%,但仍与耕地下降数量差距悬殊。 

表 2 2000～2018年江苏省耕地数量变化 

监测时段 
研究

区域 

基期耕地

(万 hm
2
) 

耕地减少面积

(万 hm
2
) 

耕地面积下

降率(%) 

耕地增加面

积(万 hm
2
) 

耕地面积增

长率(%) 

耕地增减差值

(万 hm
2
) 

耕地升降比

【注文 1】(%) 

2000～

2010 

苏北 361.75 11.64 3.22 0.76 0.21 -10.88 6.53 

苏中 169.37 8.24 4.87 0.01 0.01 -8.23 0.12 

苏南 163.73 27.35 16.70 0.00 0.00 -27.35 0.00 

全省 694.86 47.24 6.80 0.77 0.11 -46.46 1.63 

2010～

2018 

苏北 350.88 8.85 2.52 0.40 0.11 -8.45 4.52 

苏中 161.14 7.67 4.76 0.24 0.15 -7.43 3.13 

苏南 136.38 8.28 6.07 0.00 0.00 -8.28 0.00 

全省 648.40 24.80 3.82 0.64 0.10 -24.16 2.58 

2000～

2018 

苏北 361.75 20.49 5.66 1.16 0.32 -19.33 5.66 

苏中 169.37 15.91 9.39 0.25 0.15 -15.66 1.57 

苏南 163.73 35.63 21.76 0.00 0.00 -35.63 0.00 

全省 694.86 72.04 10.37 1.41 0.20 -70.62 1.96 

 

由于江苏省 2000～2018 年耕地指数平均值在 60%～68%范围内波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 ArcGIS 中的自然断点法并

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将耕地划分为相对稀疏区(20<Rj≤45)、一般过渡区(45<Rj≤60)、相对集聚区(60<Rj≤75)和高度集聚区

(75<Rj)
[28,44,45]

,结果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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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8年江苏省耕地时空演变 

江苏省自北往南耕地下降程度逐渐加剧，与耕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分布情况接近。耕地聚集程度东高西低，与

景观功能分布情况接近，一定程度说明耕地变化仍是制约耕地功能变化的客观基础。总体而言，苏北及苏中地区耕地相对聚集，

东部沿海地带耕地分布较集中，其中沛县、射阳、大丰及启东县耕地数量增加；苏南地区耕地相对稀疏且下降幅度更大，其中无

锡、苏州耕地数量下降最为严重。具体而言，相对稀疏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镇江等地，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

盾突出；北部连云港市区和中部洪泽县受自然影响，境内滩涂、坑塘所占比重大，也属于相对稀疏区。一般过渡区主要由苏南、

苏中的相对集聚区转化而来，2000 年相对集聚区于江苏省内均匀分布，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建设用地扩张迅速，部分地区逐

渐退化为一般过渡区，而苏北的宿迁、连云港等地受水土资源条件限制，也属于一般过渡区[28]。高度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盐

城、泰州、南通等地，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所造成耕地流失相对较少，但自 2000年来高度集聚区不断缩小，逐渐向相

对集聚区退化。 

3.3耕地多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对比 2000～2010和 2010～2018年两个时期，就江苏省各县(市)耕地多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图 4)。其中

具有敏感性的县(市)统称为敏感区，无敏感性的县(市)统称为非敏感区。 

2000～2018年间，生产功能敏感性显著降低，敏感区数量由 18 个降至 3 个，在全省占比由 28.57%降至 0.04%,低度敏感区

降幅最大，达 17.4%。其中 2000～2010 年，敏感区主要为耕地数量下降、生产功能减少的区域，包括苏南的苏锡常地区、南通

部分县(市),以及苏北部分县(市)。2010～2018年，因耕地的集约利用及资本与技术的大量投入，生产功能在耕地大幅减少的背

景下仍不断上升，逐渐对耕地数量变化表现不敏感，导致敏感区逐渐缩小至东部沿海三县，其中启东市为耕地数量增加、生态功

能上升的地区，对耕地数量变化高度敏感，与当地以滩涂围垦为主的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密切相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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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耕地多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性时空演变 

2000～2018年间，生态功能敏感性大幅下降，敏感区数量由 57降至 28个，降幅达 49.2%,低度敏感区降幅最大，达 31.7%,

高度敏感区逐渐消失。其中 2000～2010年，敏感区遍布全省，中、高度敏感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启东市、射阳县、大

丰区均为耕地数量上升、生态功能上升的地区，对耕地数量均表现中度敏感。低度敏感区于全省均匀分布，均为耕地数量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的地区。2010～2018 年，全省耕地呈总体下降趋势，苏北与苏中地区大部分县(市)的生态功能却不断上升，对耕

地数量变化表现不敏感，敏感区逐渐集中至苏南地区，苏南地区耕地数量较少且下降严重，生态功能大幅下降，敏感性高；而苏

北的宿迁、连云港等地受水土资源条件限制，生态功能对耕地数量表现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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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年间，景观功能敏感性明显上升，敏感区数量由 7个升至 16个，在全省占比由 11.11%升至 25.39%,低度与中度

敏感区增幅分别为 14.28%与 0.15%,而高度敏感区逐渐消失。其中 2000～2010年，敏感区于全省零散分布，集中在苏州、无锡、

扬州、泰州市辖区以及徐州部分县(市),大部分县(市)对耕地数量变化不敏感。2010～2018年，因耕地持续下降，景观功能逐渐

对其产生敏感，敏感区范围扩大，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苏南地区耕地基数小且下降幅度大，敏感区蔓延至

各主要城市的市辖区，东部的启东市、大丰区、射阳县均为耕地数量增加、景观功能上升的地区，对耕地数量表现敏感。 

2000～2018年间，社会功能敏感性有所上升，敏感区由 44 个增至 56 个，在全省占比由 69.84%升至 88.89%,各敏感区数量

均增加，中度敏感区增幅最大，达 11.11%。其中 2000～2010年，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东、西部，而中、高度敏感区集中在

苏北、苏中地区。2010～2018 年，耕地持续下降，社会功能对其敏感性增强，敏感区逐渐遍布全省。中、高度敏感区向苏北地

区集中，因苏北地区农业从事人口较多，社会功能对耕地数量下降的敏感程度更强。同时苏南地区由于耕地面积下降幅度最大，

部分县(市)也由低度敏感转为中度敏感。 

4 讨论与结论 

4.1讨论 

研究期内江苏省生产、生态、景观、社会功能均发生显著变化，对耕地数量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敏感特征。功能变化上，耕地

的生产、景观功能上升，生态、社会功能下降。敏感性变化上，耕地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敏感性下降，景观功能、社会功能敏

感性上升。(1)20世纪初，随着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出台以及农业现代化工程的稳步推进，农业总产值

与粮食产量稳步增长，江苏省耕地生产功能上升[46]。随着耕地集约化利用和农业技术发展，生产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程度

减弱，与谭言飞等对江苏省的研究结果一致
[28]
。(2)在耕地总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多数地区耕地细碎化严重，农作物播种面积

与水田面积减少。加之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不合理利用[47],单位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承受的负面效应上升，耕地生态功能下

降，与范业婷关于苏南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4],耕地生态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敏感性强。但在 2010年后，随着机械、生物化学品

投入能力继续增强，大量低污染复合肥逐渐取代传统的氮、磷、钾等化学肥料[20],综合性、生态化农场发展提升耕地利用生态收

益[23],苏北及苏中部分地区生态功能开始上升，导致江苏省总体生态功能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性降低。(3)耕地数量下降也迫

使越来越多农民失去土地，转向从事非农行业，社会功能显著下降且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增强[22]。罗成等学者也发现农业机械化

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也会造成社会功能的退化[20]。(4)伴随着居民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水平的发展，耕地景观功能逐渐显化以满

足居民的精神需求[18,34]。景观功能全面提升，与叶晓琪关于广州的研究结果一致[40],景观功能对耕地数量敏感性较低。2010年后

由于城市开发规模快速膨胀，耕地数量持续下降。苏南地区作为耕地下降最为严重的地区，景观功能开始下滑并对耕地数量变化

表现敏感，导致江苏省总体敏感程度上升。 

在敏感区数量上，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生产功能，其中超过一半县(市)的耕地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对耕地数量变

化具有敏感性，可见耕地保护对于促进区域耕地多功能发展，提升耕地复合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耕地数量表现敏感的地区，

应发挥耕地“红线”约束引导作用，严控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落实耕地占补政策，通过土地整治、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措施保障

耕地数量，积极引导耕地空间合理布局。同时，研究期内耕地多功能的演化在全省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应充分重视各项功

能对耕地数量响应的区域差异，优化区域耕地功能布局和结构。苏南地区因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导致耕地大量流失，为各功

能低值区，景观、生态敏感性相对较高，应充分利用区内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考虑城乡居民日益多样化的环境、休

闲等需求，提升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挖掘区域农耕文化特色。苏中及苏北地区耕地功能较高，社会功能敏感性较强，因经济区位

及功能比较优势不同，二者的未来管理走势仍有分化。苏北地区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应保持现有耕地存量，加快向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加大农业补贴与科技支农力度，着眼于提高农户的粮食生产收益，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28]。苏中地区为苏南地区的

产业转移承接地，应保持各功能发展优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严控高产耕地流失，加大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以生态安

全保护的视角发展休闲农业等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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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敏感度分析模型引入耕地多功能研究，探索耕地多功能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响应程度，验证了模型在耕地功能领域

的适用性，且拓宽了其应用范围。为后续该研究方法的发展衍变、耕地多功能影响因素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同时研究为

识别江苏省不同地域耕地功能短板、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及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工作提供参考借鉴。耕地功能受人类活动、地域文

化、社会经济制度、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因素制约[2],由于耕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目前仍没有统一的耕地功能分类体系，本文所

选取的耕地功能评价指标存在一定主观性，且对于耕地功能的形成机制、演进规律等方面尚未加以探讨。同时，耕地各种功能之

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22],后期可进一步探讨各功能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而加强研究结果的现实指

导意义。 

4.2结论 

(1)2000～2018年江苏省耕地生产、景观功能上升，生态、社会功能下降。生产功能北高南低，苏北地区功能偏高且高值区

不断向南扩散，向粮食主产区发展态势明显，苏锡常等高度都市化地区功能值最低。景观功能东高西低，全省普遍提升，高值区

由太湖流域转移至东部海岸带并逐渐扩散，东部沿海地区耕地生态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局部地区如苏锡常等因耕地非农化现象

严重，2010至 2018年功能下降。生态功能在全省普遍下降，苏中地区功能高，苏北、苏南功能较低。苏北、苏中局部地区因农

用技术改良，2010至 2018年功能上升。社会功能北高南低，因大量农民转入非农行业，苏北高值区不断萎缩，苏南低值区逐渐

朝北蔓延。 

(2)2000年来江苏省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自北往南耕地下降程度逐渐加剧，耕地聚集程度东高西低，均接近耕地总体功能分

布，说明耕地变化仍是制约耕地功能的客观基础。耕地相对稀疏区主要分布在苏南的大部分县(市),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中、苏

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带耕地高度集聚。受经济发展及建设用地扩张影响，部分集聚区逐渐退化。 

(3)对比 2000～2010和 2010～2018年两个时期，生产与生态功能敏感性降低，景观与社会功能敏感性上升。生产功能敏感

区由苏南地区缩小至东部沿海三县，生态功能敏感区由全省逐渐缩小至苏南地区，均与农业技术推进及耕地集约利用相关。景观

功能敏感区由全省零散分布扩散至苏南及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功能敏感区逐渐遍布全省，中、高度敏感区向苏北集中，均对耕地

数量变化愈加敏感，体现耕地保护对促进区域耕地多功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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