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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SR模型典型山区耕地
集约利用及其驱动力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①

廖仕梅, 刘卫平, 魏朝富, 谢德体, 倪九派

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耕地集约利用对地区特别是民族山区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为凉山州)为例,构建基于PSR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并通过SPSS
20.0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凉山州2005-2014年间的耕地

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较大,2011年后增幅逐渐增强,状态、响应、压力子系统依次对耕地集约利用产生不同程度影

响,三大子系统也相互影响.2)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为:自然条件、工程政策措施、经济水平、人口

与投入等因素.研究得出: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变化与PSR模型的三大子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选指标较

好体现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符合凉山州实际,证实PSR模型的普适性的同时体现

出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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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森林转型[1-2]、农村人口非农化与兼业化[3]等带来的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转型无疑对耕地利

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以及新的农业经营体系与消费结构和需求

的背景下,耕地利用集约程度的变化可能比耕地面积减小更加威胁粮食安全[4].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

是由李嘉图[5]提出,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而耕地集约利用是指单位面积耕地上

合理增加生产要素并科学配置耕地资源,以期提高耕地资源产出与效益[6-8].
国外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最早集中在农业集约化方面[9-10],偏向农业集约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等

方面[11].近年来从农地集约度的变化、评价、驱动等方面开展了部分探索,也有不少学者从环境影响角度

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研究[12].国内近几十年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逐渐丰富,在地理学、土地科学等

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不少学者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现状与评价、变化的时空格局与规律、影响因素以

及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曾杰等[13-15]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分异与

分区研究;吕晓等[9,16]从不同尺度上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驱动进行了探究,认为主要的驱动因素为经济

发展与文化政策、农业投入与人口变化、富裕程度与价值取向等;朱会义等[17-18]从综述的角度出发对耕地

集约利用的研究现状、变化规律以及未来工作方面做出总结与探讨;部分学者还分别从农户、耕地质量以

及与其他因素的耦合关系方面进行探讨,使耕地集约利用研究不断深化.针对驱动机理的探究主要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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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科学、统计学、动力学等相关领域,在土地科学利用中主要集中于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耕地利用的驱动主要着眼于驱动因子的内在联系以及动态规律.驱动探究方法多元,主要有统计与计量分

析[19]、GIS空间技术分析[20]等方法.PSR模型较为清晰地描述耕地集约利用与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能较好地运用于耕地集约利用评价[21-22],但PSR模型的

构建普适性与特殊性的联系不够紧密,地方差异的突显需进一步增强.
耕地集约利用的全国或省域尺度研究纷呈,但山地地区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略显不足,也未形成系

统.花晓波等[23-25]基于农户调查,对比分析了河谷与半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及其影

响因素.中国是一个山地占比较大的国家,凉山州山地地形与民族特征显著,因此,对凉山州耕地利用的探

讨,于粮食安全以及扶贫等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PSR模型的人地关系角度出发,
构建了符合山地特征的评价框架,对耕地集约利用度进行评价并探讨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关键因素,得出

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实践层面提供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两省交界处,川西高原的东北部[26],位于100°15'-103°53'E和26°03'-
29°27'N(图1).日照时数多,热量充足.平均海拔较高,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境内地貌复杂,高原、山

地、深谷、平原、盆地交错,形成西北高、东南低、高差较大、地质结构破碎的地貌特征,自然灾害频

发,生态环境脆弱.全州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山地为主,现有耕地51.05万hm2,仅占总面积的8.44%.雨
量充沛,但主要分布在5-10月份.集中的降水以及地势高差形成强烈的地表径流,水土流失频发.
2015年,全州辖17个县(市),面积60423km2,总人口约511.78万,其中少数民族为282.34万

人,少数民族中彝族264.78万人,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耕地分布(图2)最多的是盐源县

和西昌市,分别占全州耕地面积的10.67%,9.84%,普格县和甘洛县最少,占比分别为3.85%,

3.9%.耕地主要分布在高原平坝以及安宁河、金沙江等河流的河谷地带,安宁河谷地区大多数土壤

耕作性好,开发潜力大,优质高产田主要集中分布在西昌、盐源、德昌、冕宁等市县[27-28].耕地大部

分属于斜坡耕地,山区陡坡的耕地占3/4左右;水田少旱地多,2005年和2014年的水田面积分别为

6.95万hm2 和7.91万hm2,旱地面积分别为23.3万hm2 和27.74万hm2.2005-2014年水田与旱

地的比例从23%∶77%变化为22%∶78%,其中2011年中低产水田和旱地分别为2.77万hm2 和

21.4万hm2,分别占水田和旱地的35%和78.4%.由于土地破坏和浪费等原因,人均耕地面积逐年

下降.同时凉山州地处民族地区,耕地的粗放利用现象尤为明显,耕作方式落后,后备资源不足,土

地整理、开发、复垦等高潜质的土地整治活动不够,使当地耕地安全与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图1 凉山州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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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凉山州耕地分布图

1.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耕地面积、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中低产田改造、土地整理开发)主要来自

2005-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与变更调查;人口、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投入以及动力投入等数据

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05-2014》《凉山州统计年鉴2005-2014》《凉山州统计公报》《西昌市统计年鉴

2005-2014》.同时参照凉山州经济发展,对主要经济数据进行物价指数修正.
1.3 研究方法

1.3.1 PSR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方法

1)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PSR框架,选取≥15°耕地面积、人均GDP、粮食安全系数以及耕地安全系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

对耕地利用造成压力的4个指标代表压力子系统,其中≥15°耕地面积为15°~25°、≥25°的耕地面积之和;
选取耕地利用频度、灌溉指数、机械化率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反映耕地数量质量以及利用强度下耕地所

处状态的8个指标代表状态子系统.其中,耕地利用频度用复种指数进行衡量,用粮食单产、地均产值、劳

均产值以及劳均产粮来衡量凉山州的耕地产出和效益水平;选取劳力投入、化肥投入等反映人们采取措施

对产生的压力发生响应的5个指标代表响应子系统.其中,劳力投入、化肥投入、动力投入等衡量农业生产

性投入,水土流失治理、中低产田改造以及土地的开发整理衡量政府政策以及工程技术因素对耕地集约利

用的响应,以此构建耕地集约利用的评价体系,具体指标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2)指标的权重确定

由于各指标单位和量纲不同无法进行计算和比较,故采用极差法对各指标进标准化处理.表达式如下:
正向指标

X'
ij =

Xij -Ximin

Ximax-Ximin
(1)

负向指标

X'
ij =

Ximax-Xij

Ximax-Ximin
(2)

式中:X'
ij表示凉山州i年j指标的标准化值;Xij表示凉山州i年j指标的实际值;Ximin为凉山州i年j指

标的最小值;Ximax为凉山州i年j指标的最大值.正向指标的值与耕地集约利用的程度正相关;负向指标

则与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负相关.
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需要根据区域特征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

重,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其确定权重的过程主要包括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各指标值的比重、计算

指标信息熵、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和计算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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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耕地集约利用度分析

PSR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状态.进行综合性评价土地利用协调度情况才能

全面得以反映.计算耕地利用的集约度的公式如下[29]:

F=∑
n

i=1
Ai×∑

m

j=1

(Aij ×X'
ij){ } (3)

式中:F 是指耕地集约利用度;Ai 为i项准则层的权重;Aij为j项指标层权重;X'
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在

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凉山州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4)相关性分析

以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为因变量(Y),压力指数(X1)、状态指数(X2)、响应指数(X3)为自变量,对耕地

集约利用水平与三大准则层做相关性分析,绘制相关分析图.
1.3.2 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力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并了解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

规律,对政府政策以及合理利用耕地资源起着导向作用.凉山州2005-2014年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动态

变化是PSR模型中各子系统以及各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鉴于此,本研究

采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以探讨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
1)因子选择.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与要求,结合凉山州实际情况,对上述各定性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从中筛选出适合的因子进行分析.
2)因子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KMO值并进行球形检验得出因子模型的显

著性水平,如果KMO值介于0.5~1.0之间,显著性水平达0.000,说明所选分析样本符合要求、所选因

子适宜,再对所选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探讨出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

2 结果分析

2.1 耕地集约利用

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权重计算耕地集约利用度,绘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三大子系

统的时间变化图(图3)和相关图(图4-图6).
表1 耕地集约利用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准则层 指标层 含   义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压力指标A1 A11≥15°耕地 耕地总面积/区域人口总数/(hm2·人-1) 0.09887 0.0435
A12人均GDP 区域生产总值/区域人口总数/(万元·人-1) 0.0163

A13粮食安全系数 人均粮食产量/国际人均粮食标准 0.0227
A14耕地安全系数 人均耕地面积/国际人均耕地标准 0.0163

状态指标A2 A21耕地利用频度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总面积 0.62925 0.0174
A22灌溉保证率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总面积 0.2397
A23粮食单产 粮食总产/耕地总面积/(kg·hm-2) 0.0358
A24地均产值 农业总产值/耕地总面积/(万元·hm-2) 0.0981
A25劳均产值 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口(万元) 0.0944
A26劳均产粮 粮食总产量/农业就业人口(吨) 0.0448
A27机械化率 机械耕播面积/耕地总面积 0.0576

A28农民人均收入 农民总收入/农村总人口 0.0415

响应指标A3 A31农膜投入指数 农业农膜投入量/耕地总面积/(t·hm-2) 0.27188 0.0157
A32劳力投入指数 农业就业人数/耕地总面积/(人·hm-2) 0.0442
A33化肥投入指数 农业化肥投入总量/耕地总面积/(t·hm-2) 0.0198
A34动力投入指数 农业动力投入/耕地总面积/(千万时·hm-2) 0.0264
A35耕地平衡指数 年末耕地总面积/年初耕地总面积/% 0.0397

A36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年末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0.0498
A37开发整理土地 年末开发整理土地面积/hm2 0.0264
A38中低产田改造 年末中低产田改造面积/hm2 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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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3所示,凉山州耕地压力指数平稳波动,从2005年的0.0305增加到2014年的0.0833,10年内

平稳上升;状态指数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从2005年的0.0968下降至2006年的0.0092,2014年上升到

0.6293,变化幅度为三者中最大;响应指数在0.0930~0.2053之间波动,2006-2007年先平缓下降后持

续上升,2014年小幅下降.凉山州2005-2014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波动变化,从最低的0.0329(2006
年)上升到最高的0.4571(2014年),2006年下降0.0560后持续上升.
2005-2008年间,随着耕地压力指数平稳上升,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耕地集约

利用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劳动力、生产资料的投入以及对土地的整理开发特别是中低产田的改造,使2009
年的耕地集约利用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10-2014年间,耕地压力指数持续抬升,虽耕地的灌溉条

件、农业机械的使用率、生产资料的投入以及土地整治等积极的响应对耕地的压力减小,但2009年开始,
凉山州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推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加之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人口增速攀升.但耕

地面积有限、耕地的粗放无序经营等问题使人均耕地指数下降,5年间(2009-2014年)下降32.8%,耕地

安全系数随之下降;耕地状态指数2006年大幅走低,灌溉保证率、地均产值降低,复种指数、粮食单产以

及机械化率为10年中最低,使2006年的耕地集约利用的状态指数呈10年内低谷.但2007-2014年状态

指数持续上涨,2014年的涨幅高达85.6%.劳均产粮、机械化率特别是灌溉保证率提升作用较为明显;响

应指数在2005-2007年有小幅下降,2006年劳动力投入减少、水土流失的治理面积减少,农膜投入、土地

的整理开发为10年内最低,2007年耕地平衡指数以及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的降幅分别为12%和65%.2008
-2013年的响应指数正向增长,2014年小幅下降.2008年以来,由于响应层的各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但农

村外出人口以及产业之间转移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土地弃耕与

撂荒以及产权不清与程序不当造成的土地流转滞后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耕地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说明在耕

地利用方面,劳动力数量与素质产生的作用较为显著;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2006年由于状态和响应指

标下降以及压力指数有所上升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其他年份均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的上涨幅度为

64.9%.虽然压力指数平稳上升,但状态与响应指数远远大于压力指数,状态变幅达26.85%,说明期间耕

地状态、采取的响应措施足以承受当时的压力.各阶段变化也说明了各子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从图4-图6得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状态、响应、压力三大指数的线性相关性逐渐减弱,R2

状态

(0.9952)>R2
响应(0.7026)>R2

压力(0.6077).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状态指数线性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灌溉、机械化等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复种指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会对耕地利用产生重要影响,凉山州的耕

地利用急需通过土地整治等措施改善区域的灌溉以及机械化水平,改善休耕轮歇的粗放垦殖方式以及通过

对农户精准扶贫等措施提升农民的收入;响应指数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相关性较前者稍弱,凉山州面对

经济发展、人口数量与素质驱动、生产条件等压力采取措施的针对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响应措施也需进一

步增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压力指数的相关性最弱.响应指数与状态指数远远大于压力指数,说明凉山

州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足以解决耕地面积变化、生产条件以及投入的变化对耕地利用带来的压力.

图3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间变化图 图4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压力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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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状态子系统 图6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响应子系统

2.2 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力

从评价体系中筛选出以下因子:≥15°耕地面积、灌溉面积、机械动力投入、总人口、人均GDP、土地

整理开发和中低产田改造对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力进行识别,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子值

年份
≥15°耕地面积/

万hm2
灌溉面积/

万hm2
动力投入/

万千万时

总人口/

万人

人均GDP/

(万元·人-1)

土地整理开发/

万hm2
中低产田改造/

万hm2

2005 27.3674 11.7187 78.2407 435.9512 0.5629 0.2133 0.8133

2006 31.6780 11.9775 103.1816 430 0.6982 0.1667 0.8933

2007 32.2410 12.0130 110.1385 433.3 0.8299 0.1933 0.92

2008 33.1230 12.2555 123.1579 433.32 1.0399 0.2267 0.9467

2009 34.0783 12.3704 151.9313 460.9859 1.2070 0.2733 1.0067

2010 34.7347 12.5635 184.5698 473.0448 1.3257 0.2267 1.0867

2011 35.1256 12.7822 212.0497 478.9421 1.6373 0.3467 1.22

2012 35.2426 13.4556 242.2330 487.2516 1.8548 0.46 1.28

2013 35.4527 15.4964 273.8012 497.2423 2.2579 0.47 1.3133

2014 35.5838 15.8882 294.1891 506.4254 2.3980 1.2133 1.34

  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计算,得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主成分贡献率以及载荷矩阵(表3-表5).由
表3可以看出,在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7个因素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由表4可得主成分的特征值

大于1只有一个,第一主成分贡献值为87.025%,说明一个主成分所携带的信息能够充分概括大多数指标

反映的情况,因此从中提取一个因子作为驱动力探讨的公共因子.
表3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驱动力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Y X1 X2 X3 X4 X5 X6 X7

Y 1

X1 0.674 1

X2 0.946 0.641 1

X3 0.892 0.830 0.915 1

X4 0.876 0.769 0.868 0.976 1

X5 0.905 0.818 0.937 0.994 0.962 1

X6 0.956 0.428 0.854 0.773 0.748 0.790 1

X7 0.844 0.850 0.867 0.991 963 0.981 0.7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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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6.962 87.025 87.025

  从表5中得知,第一主成分对≥15°耕地面积X1、土地整理开发X6、灌溉面积X2、人均GDPX5、机

械投入X3、总人口X4、中低产田改造X7 的载荷量依次降低.其中,≥15°耕地面积、土地的整理开发、灌

溉面积、人均GDP、机械投入的载荷量最大,说明耕地的自然因素、工程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生产投入对

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较大,人口因素其次.对以上因子进行整理得出影响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

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因素方面,≥15°耕地面积、灌溉面积是反映自然因素的重要因子,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965,0.946,说明凉山州的自然因素是影响当地耕地集约利用的最重要因素.在凉山州600余万hm2

的土地上,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不到10%,而15~25°以及25°以上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分别为32.62%,

17.65%,坡耕地面积大,梯田很少,部分地区坡度较陡,灌溉条件和交通状况极差,土层浅薄,土壤保水、
蓄水能力差,水土流失严重.部分高寒地区耕地采取轮歇地,耕作方式粗放,粮食产量低.人口增长使耕地

承载力负担逐年增大.
工程政策因素方面,土地的整理开发、中低产田的改造是工程政策因素的代表因子,与主成分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0.956,0.844,说明工程政策是当地耕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凉山州坡耕地比

重较大,梯田化率低,急需对土地进行整治通过工程措施改造耕地.近年来凉山州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工作,
仅2013年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3.99万hm2,开发整理土地1.22万hm2,新增耕地0.12万hm2,同时也

加快水利工程的建设,大大提高耕地有效及高效利用.
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因子,与第一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905,说明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2012-2014年凉山州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9.3%.经济发展一方面会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能促使非农

建设用地的扩张,使耕地数量减少,总体质量退化.
生产投入方面,机械投入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892,说明生产投入与耕地集约利用存在较大

相关性.此外化肥农药的投入也与耕地集约利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生产资料的投入建立在自然条件允

许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需要实际考虑当地的耕地条件.凉山彝族地区的山地农业生产以广种薄收、粗放

经营的方式进行.复种指数低,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畜牧业生产管理

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有限,基本维持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
人口驱动方面,总人口X4 与第一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876.全州2015年末少数民族人口为282.34万

人,占总人口的55.2%;彝族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51.74%.2004-2014年间,农业就业人口

从2004年的186.5万人增至2010年的197.28万人,2010-2014年持续下降.此外2015全州转移输出农

村剩余劳动力118.6万人.调查显示,2015年凉山州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

为3.79年,物质贫困和文化贫困交织造成人们观念上的落后,导致新的科学与技术推广困难,参与非农兼

业程度低.
表5 主成分载荷矩阵

主成分1 主成分1

≥15°耕地面积X1 0.993 人均GDPX5 0.982
灌溉面积X2 0.984 土地开发整理X6 0.991
机械投入X3 0.979 中低产田改造X7 0.848
总人口X4 0.896

3 讨 论

目前部分学者[26,30-32]运用GIS、统计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凉山州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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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农户生计资本、耕地等方面进行了时空序列研究,为典型民族山区的耕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提供参考

和借鉴.本文基于PSR模型对凉山州的耕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并对驱动力进行探讨,在影响耕地集约利用

的因素上与其他地方的研究有共识之处,但也体现出不同之处.如驱动力主次序列上,凉山州的耕地集约

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政府政策以及工程措施的积极作用,经济发展并不是首要驱动,
与其他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的主次存在差异.

本文以典型民族山区的凉山州为研究对象对耕地的集约利用进行探讨,对贫困山区的农业发展以及精

准扶贫工作具有参考价值.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增大,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将更加旺盛,如城市建设用地

与农用地的需求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土地将更加显著地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的兼业化与非农化水平

提升,山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同时,较低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传统山区相对封闭和

偏远的特点分不开,应更深入研究中国乡村转型过程中聚落空间重构模式,以促进山区耕地的合理利用以

及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升级与转型.
本文还存在待完善之处,例如,部分指标(如地形起伏度、生态脆弱度)空间差异显著但时间差异较小,

无法引入该模型参与讨论,所以在评价过程中应注意与空间分析等方法的结合;同时缺乏对凉山州与其他

地形区(如丘陵、平原)耕地集约利用度的空间差异对比分析.同时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究PSR
模型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突显地区特殊性和差异性这一关注点.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人地关系为研究视角,构建基于PSR模型的框架体系对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了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凉山州2005-2014年耕地集约利用度与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并表

现出独特性.状态子系统与耕地集约利用度的线性相关性最强,响应子系统与耕地集约利用度的相关性次

之,压力子系统与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性在三大子系统中最弱.凉山州耕地利用的特殊性表现在耕地压力

与潜力同在.坡耕地比例大,自然灾害频发使当地耕地压力逐渐增大,应采取措施变非农建设以及水土流

失带来的耕地压力为耕地潜力.
2)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变量呈现自身特征.驱动变量对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作用从大到

小依次为自然因素、工程政策因素、经济发展因素、生产投入因素、人口因素.坡耕地面积、灌溉面积是影

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主因,工程政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资料的投入以及人口的数量素质也是耕地集

约利用的直接驱动因子.此外,复种指数、粮食单产、地均产值也会对耕地集约利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

占主导地位.
3)构建与运用PSR模型来评价山区耕地集约利用的方法具有本土特色.本研究根据凉山州实际选取

评价因子构成PSR评价模型,得出凉山州耕地集约利用的变化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符合凉山州

的真实状况.不但证实了PSR模型在耕地集约利用研究中的普适性,也体现出凉山州的差异性.
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以下建议:1)凉山州山地面积大,地形交错,地貌复杂,山地耕作的灌溉难度大,

机械化难以实施,土质破碎,土壤的保水保肥效果差,季节性降水对土壤的冲刷和侵蚀作用明显.为了降低

耕地面临的压力,应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开展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治.缓坡区可根据一定的标准按照田块的

规模与高差进行坡改梯,降低土面坡度,并扩大单块田地面积,修筑灌溉和排水设施,陡坡区做好生态保

护与涵养工作,做好中低产田的改造以及水土流失的治理,重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

一.同时继续贯彻落实粮食直补、农资补贴政策以及扶贫政策;2)经济是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驱动,应大

力发展凉山州的经济,发展以水电、钒钛钢、铜、铅锌、稀土、烟草为重点的优势资源产业,以轻工食品生

物医药、化工、建材、新能源为重点的潜力资源产业.凉山州第一产业产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2014年

贡献率仅为9.3%),应因地制宜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提高耕地产出.同时在全面开发邛海湿地外,
可将旅游融入农村,发展农业观光旅游.3)生产投入是关键,应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结构,加大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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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力度,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变凉山州落后的耕作方式;4)人口的数量与素质是核心驱动,针对民

族聚居区人口较低的文化素质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口的教育培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素

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农业人口老龄化、女性化和兼业化导致的土地撂荒等问题,应继续做好

土地确权推进土地流转,同时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大学生、技术人才来乡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

生产积极性,促进民族地区耕地集约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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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RModel-BasedEvaluationforIntensiveCultivatedLand
UseandItsDrivingForceinaTypicalMountainousArea

———ACaseStudyofLiangshanYiAutonomous
PrefectureinSichuanProvince

LIAOShi-mei, LIU Wei-ping, WEIChao-fu,
XIEDe-ti, NIJiu-pai

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ensivecultivatedlanduseisofimportantpracticalsignificanceforthefoodsecurityandsocial
stabilityinaregion,especiallyinminorityareas.Inastudyreportedinthispaper,LiangshanYiAutono-
mousPrefectureinSichuanProvincewastakenastheresearchobject,andanevaluationindexsystemfor
intensivecultivatedlandusewasconstructedbasedonthePSR(pressure-state-response)modeltocalcu-
latetheintensivedegreeofcultivatedlanduseinLiangshanfrom2005to2014.Principalcomponentanaly-
siswasmadeofthedrivingfactorsforthechangeincultivatedlandintensiveuselevelwiththehelpofthe
SPSS20.0software.TheresultsshowedthatintensiveuseofcultivatedlandofLiangshanmarkedly
changedin2004-2013anditincreasedgraduallyafter2011.Thethreesubsystemsofstate,responseand

pressure(PSR)influencedtheintensiveutilizationofcultivatedlandindifferentextentsandtheyinterac-
tedwithoneanotheraswell.Thedrivingfactorsforchangeincultivatedlandintensiveuselevelincluded
naturalconditions,engineeringpolicymeasures,economiclevel,populationandinvestmentfactors.The
studyconcludedthatthecultivatedlanduseintensityinLiangshanwascorrelated,indifferentdegrees,

withthethreesubsystems,andthattheindicatorsselectedcanwellreflectitsactuallevel.Thedrivingfac-
torsaccordwiththeactualsituationofLiangshan.ItalsoconfirmsthegeneraladaptabilityofthePSR
modelanduniquecharacteristicsanddifferencesofcultivatedlandintensiveuseinLiangshan.
Keywords:PSR;typicalmountainousarea;intensivecultivatedlanduse;drivingforce;LiangshanYiAu-

tonomous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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