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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流动和区位条件的耕地保护分区
———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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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作为影响耕地保护的非稳定性要素之一,
 

其变动对耕地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石柱

县为例,
 

以人口迁移率反映人口变化特征,
 

利用熵权TOPSIS构建反映耕地区位优劣程度的指标体系,
 

借助K 均

值聚类进行合理耕地保护区的划定和差别化保护策略的安排.
 

结果表明:
 

①
 

石柱县总体上以人口析出为主,
 

人口

迁移指标与常年外出务工率呈现较强的“冷热”空间集聚;
 

②
 

影响耕地区位优劣程度的次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与居民

点的距离、
 

地块坡度、
 

田间道路通达性、
 

与县城距离、
 

与乡(镇)距离、
 

地块高程;
 

③
 

石柱县耕地中Ⅰ等区位条件所

占面积最多,
 

其次为Ⅲ等,
 

占地面积最少的为Ⅳ等;
 

从乡(镇)
 

级尺度上看,
 

西部的耕地区位条件好于东部,
 

行政面

积小的乡(镇)高于面积大的,
 

边缘乡(镇)低于靠近城区的;
 

④
 

基于人口流动、
 

耕地区位条件对石柱县耕地保护进

行分区,
 

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为本区耕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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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不可移动性、
 

面积有限性和可变性强等特性的约束下,
 

耕地保护是确保“粮食安全、
 

经济发展、
 

生态维持”的重要基础.
 

1998年,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耕地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
 

此后又

相继出台了《基本农田管理条例》、
 

耕地占用补偿制度等相关的法律、
 

法规.
 

尽管我国已实施了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2],
 

但是耕地无序竞争、
 

耕地边际化、
 

耕地生态系统退化仍是我国耕地保护过程中面临的最为

严重的现实问题[3].
 

目前大多学者在耕地保护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从耕地的区位条件[4]、
 

质量条件[5-6]及

综合耕地条件[7]出发合理划分保护区,
 

并对不同区域内的耕地进行差别化保护;
 

从生计资产差异[8]、
 

耕地

综合水平[9]角度对耕地的社会、
 

生态、
 

非使用价值进行核算,
 

从省域、
 

县域尺度研究不同耕地的经济补偿

机制;
 

基于农户[10]、
 

政府[11]、
 

市场[12]等视角制定耕地保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机制.
 

然而,
 

现有研究和

耕地保护实践常常忽略了乡村人口变动对耕地保护带来的影响.
农户在耕地保护中处于微观核心主体地位[13],

 

受经济、
 

社会等因素驱动,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

导致劳均耕地增多,
 

耕地大量边际化甚至撂荒;
 

而且,
 

这部分劳动力及其带动的家庭人口进城后势必导致

住房、
 

教育、
 

医疗等民生项目和城镇基础设施用地的增加,
 

加之,
 

城镇也需增加建设用地来拉动、
 

吸引农村

人口的转移.
 

耕地要保护、
 

城镇要发展,
 

就需积极推进“增减挂钩”
 

“地随人走”等政策,
 

以解决土地的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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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与此同时,
 

农村留守劳动力平均劳动年龄的增加,
 

尤其是山区,
 

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耕地

区位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其是否被闲置或撂荒.
 

本研究以常年外出劳动力及迁移人数来描述研究区的人口

变化特征,
 

以地块的区位条件来描述耕地的利用可能性,
 

以乡(镇)为研究单元探讨人口生存状况、
 

耕地立

地条件在空间上的聚集规律,
 

以此划分耕地保护区,
 

并提出各区相应的保护策略.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样区石柱县地处渝鄂交界处,
 

辖32个乡(镇),
 

幅员面积3
 

012
 

km2.
 

地处渝东褶皱带,
 

属于巫山大娄

山中山区,
 

地势总体上呈东高西低态势,
 

境内有近似平行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七曜山、
 

方斗山贯穿,
 

形成

“两山夹一槽”的地貌格局.
 

中低山是主要的地貌单元,
 

海拔≤500
 

m的丘陵区仅占6.2%.
 

属中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16.5
 

℃,
 

年均降水量1
 

103
 

mm.
 

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
 

以马尾

松、
 

杉木为主,
 

生态涵养、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本样区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底,

 

样区GDP总量129.24亿元,
 

人均GDP为3.3万元.
 

户籍人口54.66万人,
 

年末常住人口

为38.65万人,
 

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3.34%.
 

样区总体上属人口外流县,
 

除南宾、
 

黄水、
 

冷水等乡(镇)外,
 

其余常住人口均小于户籍人口.
 

耕地平均坡度9°,
 

坡度在≤15°和>15°的耕地面积分别

占75.01%和24.99%.
 

受乡村劳动力外流、
 

耕作条件比较恶劣的影响,
 

样区耕地撂荒现象明显.
 

因此,
 

基

于人口流动特点、
 

耕地区位优劣条件开展样区耕地保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主要数据来源:
 

①
 

2014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样区土地利用变更结果,
 

利用ArcGIS从中提取耕地、
 

居民点地块数据;
 

②
 

交通数据基于课题组对10
 

m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所得;
 

③
 

DEM(30
 

m分辨率)数据

来源于中国西部数据中心,
 

用slope工具得到样区坡度图;
 

④
 

行政边界、
 

乡(镇)边界、
 

乡(镇)及县城所在

地数据来源于样区国土局提供的1∶1万标准分幅地形图;
 

⑤
 

2014年人口迁移数据、
 

常年外出打工人数来

源于样区统计年鉴、
 

农经报表,
 

其中人口迁移数据由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所得.
 

将耕地、
 

居民点转换成

点数据,
 

用extract
 

value
 

to
 

point
 

工具识别DEM、
 

坡度图获得耕地、
 

居民点质心的高程、
 

坡度及耕地到居

民点的距离、
 

耕地通道性、
 

耕地到乡(镇)距离、
 

耕地到县城距离等,
 

用near工具获得.
1.3 研究方法

1.3.1 乡(镇)人口特征

户籍人口与常驻人口的差异可度量地区人口迁出、
 

迁入的占比情况,
 

常年外出务工人数的多少可度量

地区劳动力外出的程度.
 

以乡(镇)为基本单元,
 

用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值、
 

常年外出务工占本区域人

口的比例作为衡量乡(镇)人口变化的数量特征,
 

引入Getis-ord
 

G*i 指数识别局地迁移冷热点.
1.3.2 熵权TOPSIS模型

熵权TOPSIS的实质是利用熵权确定指标权重,
 

再对指标进行优劣排序,
 

以有效消除主观因素对评价

结果的影响[14].
 

利用熵权TOPSIS分析样区耕作条件的空间差异,
 

计算步骤如下:

  1)
 

构建原始评价指标:

X =Xij

假设有m 个评价目标,
 

n 个评价指标,
 

i=1,
 

2…m,
 

j=1,
 

2…n).
  2)

 

数据标准化:

X'
ij =Xij/Xijmax

Xijmax 为同一指标j列最大值.
  3)

 

计算信息熵:

Ej =-K∑
m

i=1
  

Pijln
 

P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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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为常数,
 

公式为K=1/ln
 

m;
 

Pij 为第i个评价目标下第j个指标所占m 个评价目标第j指标的比

例,
 

公式为Pij =X'
ij/∑

m

i=1
 

X'
ij.

  4)
 

确定权重:

Wj =(1-Eij)/∑
m

i=1
 

(1-Eij)

  5)
 

计算加权矩阵:

Rij =WjXij

  6)
 

计算方案最优解和最劣解:

S+=
 

Rijmax,
 

S-=
 

Rijmin

  7)
 

计算方案与最优解最劣解间的欧式距离:

D+
j = ∑

m

j=1

(S+-Rij
)2,

 

D-
j = ∑

m

j=1

(S--Rij
)2

  8)
 

计算综合指数:

Cj =D-
j/(D+

j +D-
j)

1.3.3 地块耕作条件指标选取

在“城乡”推拉作用促使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
 

基于耕地区位条件的优劣实施差别化耕地

保护策略尤为重要.
 

一般情况下,
 

耕地区位条件受多种要素的共同影响,
 

如地块到居民点距离、
 

与交通干

线的距离、
 

地块与乡(镇)政府驻地距离、
 

地块到县城距离、
 

地块高程、
 

地块坡度等(表1).
 

样区地形起伏频

繁,
 

距离因子引入地形位指数进行修正[15].
 

居民点对地块的影响体现为耕作半径,
 

特别是在青壮劳动力进

一步转移且不宜机械化的山区,
 

耕作半径>800
 

m是区位主导边际化的主要因素[16].
 

乡(镇)政府驻地、
 

县

城距离影响因素体现在利于耕作和建设占用方面[4],
 

距离乡(镇)政府驻地、
 

县城近的地块受农产品市场健

全、
 

需求大、
 

流通快的驱动作用,
 

利用程度较高;
 

乡(镇)或县政府所在地,
 

对人口迁移具有“拉力”,
 

人口的

增加必然会导致居住用地及其配套设施用地的增加,
 

致使城镇周边耕地存在被占用的风险.
 

交通干线对地

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地的可达性越好,
 

耕作半径越大,
 

耕地利用率越高.
 

高程、
 

坡度的影响体现在高程、
 

坡度越大,
 

耕作便捷性越差;
 

相对平缓区的农业配套设施建设,
 

也常常先于海拔高、
 

坡度大的区域的建设.
1.3.4 乡(镇)耕地区位条件综合优劣度计算

运用熵权TOPSIS得到每个地块的贴近度(Cj),
 

因所选指标对区位条件的作用均呈负相关,
 

贴近度越

小,
 

地块区位条件越好.
 

按最大相似原理,
 

用自然断点法将样区综合耕地区位贴近度分为4类,
 

Ⅰ到Ⅳ类

分别按4分到1分赋值.
 

引入耕地综合区位熵评价乡(镇)耕地综合区位条件.
 

计算公式为:

L=
Fij ×Mij

∑Mij

式中:
 

L 为乡(镇)耕地区位总分值;
 

F 为样区地块的区位分值;
 

Fij 为j乡(镇)区域类第i块耕地的区位分

值;
 

M 为样区对应F 耕地的面积;
 

Mij 为j乡(镇)区域内第i块耕地的面积.
表1 样区耕地区位评价指标及权重

指  标 权重 指  标 权重

与居民点的距离(C1) 0.34 与县城距离(C4) 0.16

与交通干线的距离(C2) 0.18 地块坡度(C5) 0.20

与乡(镇)政府驻地距离(C3) 0.11 地块高程(C6) 0.01

1.3.5 聚类分析模型

聚类分析是用某种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间的差异性或者相似性[17],
 

能基于多因素间的相似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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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区域的差异以达到对地理事物分区、
 

分类的目的[18].
 

用K 均值聚类的方法,
 

用欧式距离法计算出

类与类间的距离以表述类间的亲疏程度,
 

以类与类间的亲疏程度逐级分类合并.

2 结果分析

2.1 人口变化特征

表2可看出,
 

样区总体以人口“析出”为主(除县城所在地南宾镇及“大黄水”旅游圈的黄水镇、
 

冷水镇常

驻人口大于户籍人口,
 

其余29个乡镇均以迁出为主).
 

下路镇外迁人口最多,
 

占总人口的38%;
 

外迁人口

占户籍人口比超过50%的为三星乡;
 

常年外出人口占常住人口比超过50%的有三星乡、
 

王场镇、
 

王家乡、
 

龙沙镇.
 

三星乡既是人口迁出比最大又是常年外出打工比最大的乡(镇).
表2 样区各乡(镇)人口变化特征

乡(镇)

户籍人口

与常驻

人口差

常年

外出

人数

乡(镇)

户籍人口

与常驻

人口差

常年

外出

人数

乡(镇)

户籍人口

与常驻

人口差

常年

外出

人数

乡(镇)

户籍人口

与常驻

人口差

常年

外出

人数

南宾镇 18
 

577 7
 

693 王场镇 -6
 

861 6
 

187 冷水镇 62 487 枫木乡 -1
 

640 1
 

292
西沱镇 -5

 

952 3
 

899 沿溪镇 -7
 

306 6
 

099 黎场镇 -5
 

493 3
 

721 中益乡 -2
 

775 2
 

116
下路镇 -16

 

540 12
 

407 龙沙镇 -6
 

879 5
 

249 三星乡 -9
 

551 5
 

004 洗新乡 -1
 

445 939
悦崃镇 -4

 

981 1
 

802 鱼池镇 -3
 

906 2
 

842 六塘乡 -6
 

113 2
 

679 黄鹤乡 -1
 

225 1
 

236
临溪镇 -9

 

288 7
 

344 三河镇 -9
 

262 5
 

766 三益乡 -2
 

836 725 龙潭乡 -1
 

274 678
黄水镇 287 2

 

189 大歇镇 -8
 

674 6
 

327 王家乡 -4
 

306 3
 

024 新乐乡 -1
 

541 1
 

068
马武镇 -4

 

601 3
 

271 桥头镇 -5
 

588 3
 

778 河嘴乡 -5
 

786 3
 

212 金铃乡 -1
 

295 398
沙子镇 -1

 

697 4
 

535 万朝镇 -5
 

686 3
 

676 石家乡 -3
 

571 1
 

929 金竹乡 -503 428

  为进一步分析各乡(镇)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
 

对外出人口迁移系数及常年外出人口系数进行冷热点

分析(图1).

图1 样区外出务工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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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知,
 

总体来看,
 

户籍人口与常驻人口差及与常年外出人口务工比均呈较强的“冷热”空间集聚

效应,
 

二者在空间上的冷热点分布有很大的相似性.
 

外出人口务工比的热点区主要为样区西南的下路镇、
 

三星乡,
 

西北的西沱镇、
 

黎场乡、
 

王场镇、
 

沿溪镇及最北边的河嘴乡;
 

次热点区紧靠热点区分布,
 

整体上呈

西南、
 

西北向东北的“变冷”趋势.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的热点区较外出人口务工比在西南方向增加了龙

潭乡,
 

西北方向外出人口务工比的热点区全部变成次热点区,
 

同时增加了位于样区中部的桥头镇.
 

冷点区

常年外出人数的冷点区增加了中益乡和金玲乡.
 

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宾镇以及旅游业发达的黄水镇,
 

因

其相对丰富的就业机会及良好的基础服务设施,
 

组成样区两大人口变化冷点核心区.

2.2 耕地区位条件

表1可看出,
 

地块与居民点的距离、
 

地块坡度对耕地区位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0.2),
 

其次为与交通

干道的距离、
 

与县城距离、
 

与乡(镇)政府驻地的距离,
 

地块高程对耕地区位条件的影响较弱(<0.1).
 

按最

大相似原理,
 

采用自然断点法把样区综合耕地区位贴近度分为4类,
 

分别在0.014
 

69~0.061
 

85,0.061
 

86

~0.120
 

99,0.121
 

00~0.0.188
 

09,0.188
 

10~0.550
 

96区间上划分不同等级,
 

如图2所示,
 

样区耕地区位

条件中Ⅰ等地所占面积最多,
 

其次为Ⅲ等地,
 

占地面积最少的为Ⅳ等地.

Ⅰ等地251.77
 

km2,
 

占样区耕地总面积的36.47%,
 

占耕地地块总数的26.73%.
 

Ⅰ等地有很明显的区

位优势,
 

通达性好.
 

受耕地区位条件中耕作距离的影响较大,
 

居民点附近的道路通达性较高,
 

距离居民点

的平均修正距离7
 

m;
 

地块通达性好,
 

平均修正距离17
 

m,
 

地块平均坡度2.6°.

Ⅱ等地170.27
 

km2,
 

占样区耕地总面积的24.66%,
 

占耕地地块总数的23.33%.
 

Ⅱ等地区位优势随距

离的增加而减弱.
 

Ⅱ等地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通达性较好.
 

居民点附近的道路通达性比较高,
 

距离居民点

的平均修正距离31
 

m;
 

地块通达性较好,
 

平均修正距离21
 

m.
 

地块平均坡度8.3°.

Ⅲ等地199.16
 

km2,
 

占样区耕地总面积的28.85%,
 

占耕地地块总数的32.9%.
 

Ⅲ等地区位优

势不明显,
 

地形起伏较大,
 

地块平均坡度12.4°,
 

主要受地块高程、
 

与乡(镇)政府驻地距离、
 

与城区

距离的影响.

Ⅳ等地69.21
 

km2,
 

占样区耕地总面积的10.03%,
 

占耕地地块总数的17.04%.
 

Ⅳ等地区位

优势不显著,
 

耕作条件差,
 

通达性低,
 

地形起伏大,
 

地块平均坡度13.35°,
 

Ⅳ等地地区存在大量撂

荒地块.

2.3 乡(镇)、
 

村区位优劣评价

依据上述计算结果,
 

将样区各乡(镇)耕地质量综合得分分为耕作条件便利区、
 

耕作条件较好区、
 

耕作

条件一般区、
 

耕作条件劣区4类(图3).
 

总体来看,
 

耕作条件西部好于东部,
 

行政面积小的乡(镇)高于面积

大的,
 

边缘乡(镇)低于靠近城区的.
 

样区西部为地势平缓的槽谷和平坝,
 

坡度较小,
 

通达性高.
 

东部以山地

为主,
 

山高坡陡,
 

地势高差较大,
 

通达性较差;
 

行政面积小的乡(镇),
 

其地块受乡镇市场的影响力更大;
 

靠

近城区的乡(镇)可获得更高的分值.
 

耕作条件便利区、
 

耕作条件较好区各有7个乡(镇),
 

耕作条件一般区

有12个乡(镇),
 

耕作条件劣区有6个乡(镇).
 

由表3可知,
 

耕作条件综合得分高值区位于西北平坝区,
 

黎

场镇耕地质量综合得分最高,
 

其Ⅲ、
 

Ⅳ等地占该镇耕地面积的15.9%;
 

耕作条件综合得分低值区位于七曜

山区,
 

最低值为金铃乡,
 

其Ⅰ等地占该乡耕地面积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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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样区耕地区位条件分级图 图3 样区乡(镇)耕地区位条件分级图

表3 样区各乡(镇)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 km2 

乡

(镇)

Ⅰ

等地

Ⅱ

等地

Ⅲ

等地

Ⅳ

等地

综合

得分

乡

(镇)

Ⅰ

等地

Ⅱ

等地

Ⅲ

等地

Ⅳ

等地

综合

得分

南宾镇 26.204 15.042 16.877 3.807 2.982 冷水镇 3.746 1.106 3.552 0.783 2.616

西沱镇 8.941 9.583 2.012 0.764 3.043 黎场镇 9.777 3.336 1.952 0.519 3.163

下路镇 24.137 10.386 13.092 3.005 2.944 三星乡 11.021 5.571 8.840 2.752 2.574

悦崃镇 14.457 4.479 7.668 1.643 2.833 六塘乡 8.081 4.587 8.640 2.922 2.569

临溪镇 0.895 21.060 7.972 5.207 2.386 三益乡 4.751 1.484 1.948 0.638 3.039

黄水镇 4.543 2.246 4.055 1.823 2.366 王家乡 2.740 3.834 4.076 1.671 2.504

马武镇 4.084 5.972 7.553 3.549 2.400 河嘴乡 0.000 10.551 4.675 1.813 2.408

沙子镇 7.065 5.688 8.360 4.096 2.516 石家乡 8.610 2.096 6.518 1.070 2.715

王场镇 12.869 3.935 2.969 1.150 3.144 枫木乡 2.245 6.816 4.904 2.405 2.319

沿溪镇 14.956 4.021 3.543 1.276 3.082 中益乡 5.751 4.276 7.137 4.383 2.268

龙沙镇 9.562 2.734 4.328 1.320 2.845 洗新乡 2.756 2.934 5.335 2.959 2.240

鱼池镇 11.004 4.869 6.682 1.798 2.812 黄鹤乡 2.341 1.325 2.886 0.582 2.608

三河镇 14.103 9.433 12.039 4.031 2.659 龙潭乡 3.876 1.651 4.045 1.159 2.561

大歇镇 13.241 6.758 12.816 3.435 2.594 新乐乡 1.656 2.525 5.842 2.115 2.193

桥头镇 7.933 5.950 7.834 1.915 2.671 金铃乡 1.116 1.644 4.609 2.574 1.989

万朝镇 8.341 2.848 4.077 1.220 2.730 金竹乡 0.772 1.414 2.119 0.779 2.150

2.4 基于人口流动、
 

耕地区位条件的耕地保护分区

在进行耕地保护分区时,
 

为真实反映人口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常住人口的相关情况反映人

口流动特征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样区除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南宾镇、
 

黄水镇及少量流入的冷水镇外,
 

其

余乡(镇)均以流出为主.
 

人口流出后不仅其所拥有的宅基地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所承包的耕地也处于粗放

经营或撂荒状态.
 

借助SPSS的K 均值聚类分类工具对不同人口流动状况、
 

耕地区位特征进行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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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水镇是样区重要的旅游景区,
 

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青睐,
 

未来伴随“大黄水圈”的进一步打造,
 

黄水镇

对人口将更有吸引力,
 

据此调整K 均值分类结果,
 

将黄水镇划分入Ⅰ级耕地保护区.
表4 基于人口流动、

 

耕地区位条件的耕地保护区划

分区 人口流动特征 耕地区位特征 涉及乡(镇)

Ⅰ 以人口流入为主
南宾镇较好,

 

黄水镇相反
南宾镇、

 

黄水镇

Ⅱ
以人口流出为主,

 

人口外迁率高(除西

沱镇外)
最好

西沱镇、
 

下路镇、
 

王场镇、
 

沿溪镇、
 

龙沙镇、
 

黎

场镇、
 

三益乡

Ⅲ
以人口流出为主,

 

人口外迁率比较高

(除河嘴乡外)
最劣

临溪镇、
 

马武镇、
 

河嘴乡、
 

中益乡、
 

洗新乡、
 

新

乐乡、
 

金玲乡、
 

金竹乡

Ⅳ
以人口流出为主,

 

人口外迁率比较高

(除三星乡、
 

六塘乡、
 

王家乡外)
较好

悦崃镇、
 

鱼池镇、
 

三河镇、
 

大歇镇、
 

桥头镇、
 

万

朝镇、
 

三星乡、
 

六塘乡、
 

王家乡、
 

石家乡、
 

黄鹤

乡、
 

龙潭乡

Ⅴ 人口迁移率低、
 

人口流动少 低水平 沙子镇、
 

冷水镇、
 

枫木乡

  Ⅰ级区为耕地多功能保护区.
 

耕地的多功能是指耕地在利用过程中并不单纯地强调传统的第一性生产

力(即生产功能),
 

而是在不影响生产功能的同时,
 

发挥并积极拓展耕地本身具有的景观生态、
 

生产教育、
 

优质高效等方面的用途.
 

耕地多功能区常常离不开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条件的支撑,
 

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才能出现,
 

城乡居民也才能对耕地的景观生态、
 

田园游憩、
 

产品品质和功能等服务的供给有较大

需求.
 

该区域以人口流入为主,
 

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是样区经济发展的两大增长极.
 

为此,
 

在耕地保护时

应创新保护思路,
 

体现耕地的多功能、
 

多用途性,
 

不能一味地追求耕地就是用于粮油生产,
 

在产业发展定

位上以发展观光、
 

生态旅游和高值农业为主,
 

如蔬菜、
 

瓜果、
 

花卉等.
 

当然,
 

耕地在朝着多功能方向发展

时,
 

需要一定的临时建设用地(如设施农用地)作为支撑,
 

否则,
 

很难拓展成功.

Ⅱ级区为耕地重点保护区.
 

耕地区位条件最好,
 

也是外出人口最集中区.
 

该区要严格管制耕地用途,
 

加强耕地保护力度,
 

严格控制耕地弃耕抛荒,
 

建立耕地有偿保护长效机制,
 

加强对农业政策扶持力度,
 

推

进差别化粮食生产补贴制度.
 

在严格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
 

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提高耕地质量,
 

鼓励

工商资本、
 

社会资本参与到该区的土地流转和产业发展过程中,
 

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

Ⅲ级区为耕地安全保护区.
 

耕地区位条件最劣,
 

人口外迁率较高,
 

主要位于七曜山区和边缘乡(镇),
 

宜农宜耕地少,
 

水土流失严重,
 

仍有部分耕地处于25°的斜坡上.
 

该区重点保护耕地质量等别高、
 

地形平坦

处的耕地,
 

全面推进25°以上耕地的退耕还林.
 

对远离建制镇、
 

地形起伏大的居民点实施搬迁.
 

有序推进废

弃闲置多年宅基地复垦,
 

结合建设用地拆旧补新措施增加耕地有效面积.

Ⅳ级区为耕地改良保护区.
 

耕地区位条件较好,
 

人口外迁率较高.
 

该区以发展中药材、
 

莼菜、
 

辣椒等特

色农产品为主,
 

建立以企业化经营为导向的特色加工产业,
 

扶持龙头企业.

Ⅴ级区为耕地精细保护区.
 

该区位于七曜山区,
 

耕地区位条件和人口外迁率处于双低水平.
 

该区要把

握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控制人口增长,
 

鼓励农民进城.
 

积极推进陡坡耕地的退耕还林,
 

发展高山畜

牧业.
 

25°以下有条件的耕地,
 

积极发展中药材、
 

辣椒等特色农业种植,
 

提高农民收入.

3 结 论

样区除南宾镇、
 

黄水镇、
 

冷水镇为人口流入区外,
 

总体以人口迁出为主.
 

人口迁移与常年外出人数比

呈较强的“冷热”空间集聚态势,
 

整体上呈由西南、
 

西北乡(镇)向东北的“变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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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区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情况下,
 

耕地区位条件的优劣决定耕地是否被闲置.
 

选取与居民点的距离

(C1)、
 

田间道路通达性(C2)、
 

与乡(镇)政府驻地距离(C3)、
 

与县城距离(C4)、
 

田块坡度(C5)与田块高程

(C6)作为衡量耕地区位条件优劣的重要指标,
 

运用熵权TOPSIS得出:
 

C1>C5>C2>C4>C3>C5.
样区耕地区位条件中Ⅰ等地所占面积最多,

 

其次为Ⅲ等地,
 

占地面积最少的为Ⅳ等地,
 

分别占耕地总

面积的36.47%,28.85%,10.03%.
 

乡(镇)级尺度看,
 

样区耕地区位条件西部好于东部.
基于人口流动、

 

耕地区位条件,
 

通过K 均值聚类分析,
 

将样区的耕地保护划分为耕地多功能保护区、
 

耕地重点保护区、
 

耕地精细保护区、
 

耕地综合改良保护区、
 

耕地精细保护区.
 

对人口流入区,
 

适当放宽耕地

占补平衡的标准,
 

为吸引、
 

容纳更多的流入人口创造机会.
 

对人口流出区域,
 

有效逐步推进闲置、
 

废弃宅基

地复垦,
 

增加耕地有效面积,
 

为城镇建设提供指标;
 

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
 

对耕地区位条件较好区,
 

扶

持主导产业,
 

实施耕地规模化经营;
 

对有独特立体气候区,
 

积极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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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factor
 

is
 

one
 

of
 

the
 

most
 

unstable
 

elemen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its
 

changes
 

have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aking
 

Shizhu
 

County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s
 

an
 

exampl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a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

ulation
 

change,
 

we
 

use
 

the
 

entropy-weight
 

TOPSIS
 

method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reflects
 

the
 

superiority
 

degree
 

of
 

a
 

given
 

farmland
 

location
 

and,
 

finally,
 

by
 

means
 

of
 

K-means
 

clustering,
 

make
 

a
 

reasonabl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zoning
 

and
 

realize
 

differentiated
 

farmland
 

prot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Shizhu
 

is
 

mostly
 

emigration
 

and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perenni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county
 

present
 

a
 

marked
 

“hot
 

and
 

cold”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cultivated
 

land
 

location
 

reducing
 

as:
 

distance
 

from
 

the
 

residential
 

site,
 

slope
 

of
 

the
 

land,
 

field
 

road
 

accessibility,
 

distance
 

from
 

the
 

county
 

seat,
 

distance
 

from
 

the
 

town,
 

elevation
 

of
 

the
 

land.
 

In
 

this
 

county,
 

the
 

cultivated
 

land
 

of
 

Location
 

Grade
 

I
 

has
 

the
 

largest
 

area,
 

followed
 

by
 

Grade
 

Ⅲ
 

and
 

others
 

places,
 

and
 

Grade
 

Ⅳ
 

has
 

the
 

smallest
 

area.
 

On
 

the
 

town
 

scale,
 

the
 

lo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bet-

ter
 

in
 

the
 

west
 

than
 

in
 

the
 

east
 

and
 

that
 

of
 

the
 

towns
 

with
 

smaller
 

area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owns
 

with
 

larger
 

area.
 

The
 

lo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of
 

the
 

towns
 

close
 

to
 

the
 

urban
 

area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owns
 

located
 

far
 

from
 

it.
 

Finally,
 

based
 

on
 

population
 

flow
 

and
 

cultivated
 

land
 

location,
 

a
 

zoning
 

is
 

made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study
 

area,
 

and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Shi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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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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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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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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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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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基于人口流动和区位条件的耕地保护分区———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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