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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
 

从空间视角探讨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效

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基本呈现出“高 高”集聚和“低 低”集

聚结构;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的数量形态、空间布局形态和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生活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
 

耕地利用隐形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大于显性转型产生的总效应.
 

因此,
 

在耕地利用转

型剧烈、
 

耕地利用保护形势严峻的城市化进程中,
 

需强化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实现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与

区域经济增长协同发展,
 

提升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同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机跨区服务举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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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hengdu
 

and
 

Chongqing
 

double-city
 

economic
 

circl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explore
 

the
 

dir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on
 

rural
 

economic
 

growth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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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mostly
 

presented
 

“high-high”
 

and
 

“low-low”
 

clust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rural
 

eco-

nomic
 

growth,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quantity
 

form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m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the
 

life
 

form
 

of
 

recessive
 

trans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recessive
 

pat-

ter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pattern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harp
 

transfor-

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the
 

sever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olicy,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

ted
 

adaptation
 

of
 

sustainable
 

and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o
 

promote
 

the
 

rec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we
 

should
 

al-

so
 

encourage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ross-reg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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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1],
 

而耕地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具有经济属性,
 

耕地利用

现状及问题反映了当前中国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2].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
 

这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也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为城乡发展不

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是要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
 

加快农业农村发展,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城

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矛盾的重大举措,
 

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
 

是实现人口、
 

产业要素和土地在

城乡间优化配置
 

、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3].
 

土地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
 

以其多功能性发挥保障农村居民生产、
 

生活及生态空间需求的多元价值,
 

是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关

键因素,
 

也是产业兴旺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4].
 

因此,
 

激活土地要素,
 

尤其是进行耕地利用转型有望解决

特定时期乡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5].
近年来,

 

受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
 

农业结构等影响,
 

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6].
 

为指导我国耕地保护

的重要措施,
 

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耕地转型理论并开展中国耕地转型分析.
 

关于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

影响的研究,
 

学者们既从数量角度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耕地保护进行经济价值评估[7],
 

利用脱钩理论方

法分析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8],
 

利用熵权法、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从总量和结构角度探讨

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9];
 

又从质量角度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探讨贫困山区耕地利用

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10],
 

利用微观数据研究农地流转方向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机制[11].
 

随

着2014年“三权分置”政策的颁布,
 

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作为土地要素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适度规模经

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平均生产成本等方面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11].
Pack等[12]认为,

 

空间效应表现为解释变量变动会产生对本地域单元的直接效应,
 

同时也会产生对相

邻单元的空间溢出效应.
 

耕地在空间位置上存在外部性,
 

耕地空间位置的相邻性使得耕地利用主体行为会

间接影响到相邻区域利用主体的行为,
 

在耕地上获得收益的好坏会影响相邻区域的经济收入.
 

目前,
 

大量

学者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
 

定量测度土地供应结构对本区域经济增

长的直接效应以及在城市之间表现出的空间外溢效应[13],
 

但在耕地利用方面,
 

部分学者忽略耕地利用转型

的空间依赖性,
 

由此削弱了其对相邻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现有文献的理论,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耕地利用转型各个形态去研究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

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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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耕地利用方式将发生剧烈转变,
 

并将影响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粮食安全.
 

2008年成渝地区人

均耕地面积为0.29
 

hm2,
 

2018年为0.41
 

hm2,
 

而人均农业收入从2000年的0.35万元增长到2018年

的2.62万元(图1),
 

但远不及全国人均农业收入3.20万元,
 

人均耕地面积远不及人均农业收入的增长

速度.
 

因此,
 

基于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

图1 2000-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均农业收入增长情况

1 理论机制分析

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在经济社会革新的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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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14].
 

基于土地利用转型概念,
 

耕地利用转型可以理解为

耕地形态变化的趋势性转折.
 

耕地利用转型包括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
 

其中显性形态转型主要是指数量

结构和空间布局上的变化;
 

隐性形态转型主要是指土地质量、
 

土地利用强度、
 

产权、
 

资本投入和产出能

力等多重属性和信息变化[15].
 

耕地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资源和必要条件,
 

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村经济增

长有着紧密的联系(图2).

图2 
 

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框架

一方面,
 

耕地利用转型对本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效应.
 

在耕地空间形态转型上,
 

我国农村地区

允许耕地通过转包、
 

入股等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大大降低农户耕种、
 

浇灌、
 

收割等成本,
 

并且也可通过

土地整治、
 

土地复垦等工作对耕地进行有效改善,
 

提高耕地空间布局的集聚利用性,
 

有利于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
 

机械耕作和规模化经营,
 

从而通过提高农民劳作效率、
 

降低劳作成本有效提升农业经济增长质量.
 

在耕地数量形态转型上,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耕地数量和耕地总产出一般呈现出正向关系,
 

若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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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更趋于合理化,
 

避免出现耕地抛荒、
 

撂荒或者人均耕地过少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情况,
 

通过提升

耕地资源配置效率将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
 

相较于显性形态转型的直接效应,
 

耕地隐性形态转型对经济

增长的直接效应有多条影响路径.
 

在生产形态转型上,
 

耕地零散化分布,
 

以及本身存在的坡度、
 

坡向,
 

难以

实现农业生产的有效利用,
 

但耕地本身能够提供农产品,
 

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生产效益,
 

并且耕地生产形态

转型越强,
 

农业经济增长就越快.
 

耕地也可通过技术创新、
 

劳动力素质提高、
 

生产结构调整等促进生产要

素有效利用,
 

以推动耕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式向节约集约型转变,
 

从而促进农村经济质量的提升.
 

在生活形

态转型上,
 

耕地具有粮食保障、
 

就业保障和农业经济收入保障等福利,
 

通过提供农民就业机会、
 

降低外出

务工风险,
 

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从而间接影响农村经济增长效率[16].
 

在生态形态转型上,
 

通过改善耕地质

量水平,
 

巩固农业再生产基础,
 

降低农业产出损失和生产成本[17],
 

同时耕地产权变动、
 

耕地经营方式的不

同以及经营主体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增长.
 

研究表明,
 

随着产权管制的放松,
 

农业经济制度绩效

相应提高92.86%,
 

并指出产权管制的放松是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绩效提高的动力源泉[18].
另一方面,

 

耕地利用转型对邻域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主要包括官员绩效竞争和资源跨区

流动两条路径.
 

官员绩效考核制度是导致两地区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竞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19],
 

受竞争效应

的影响,
 

当本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耕地资源有效配置、
 

土地政策高效实施等因素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高速

增长时,
 

邻近区域的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相同的措施以获得同等的农业经济收入.
 

资源跨区流动,
 

不论是

人力资本、
 

物质资源还是生产技术,
 

在空间布局上都存在资源外流、
 

合作共享的现象,
 

并且流动效率与区

域间距离成反比,
 

在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导致相邻近的地区单元会表现出相似的特征[20].
 

土地流转政策的

实施,
 

使得原本具有高成本的农业生产通过资源流动外包给具有一定生产力的经营户,
 

研究表明相邻地区

的农机化水平对本地区粮食生产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1];
 

生产要素在相邻地区间流动使资源配置

得到有效提升,
 

从而能够在资源有效利用方面促进农村经济高速增长;
 

生产技术的合作共享,
 

能够让农村

在农业生产“合作化、
 

现代化”方面获得双赢的效果.
 

另外,
 

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单元内进行农业生产或

非农化生产获得的资金支持回流到本地区,
 

使得本地区农民通过改善自身生产条件以及生活状况获得更多

的农业收入,
 

从而提升当地农村的农业生产能力.

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2.1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选用Pack等[12]的空间计量模型,
 

借鉴卢新海等[20]的模型设定,
 

重点考察耕地利

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影响,
 

主要设计以下空间杜宾模型(SDM):

lnREGit=a0+ρ∑
n

j=1
WijlnREGit+a1X +a2∑

n

j=1
WijX +μi+λt+εit (1)

模型中lnREGit 表示t年区域i农村经济量的对数,
 

ρ反映了邻近农村经济对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影响;
 

X 表

示解释变量,
 

具体包括耕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指数(STC)和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指数(FTC);
 

a0 为截距

项,
 

a1,a2 为待估参数,
 

μi,λt分别为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服从μ(0,
 

σ2)标准正

态分布.
 

在式中 Wij采用二进制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该矩阵各元素在区域相邻时取值为1,
 

不相邻时取值为

0,
 

其中对角线元素全为0.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
 

故在空间杜宾模型上分解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y1

︙

yn
  =

Sr(w)11 … Sr(w)1n
︙ ⋱ ︙

Sr(w)n1 … Sr(w)nn  
x1r

︙

xnr
  +(I-ρw)-1ε (2)

由
∂yi
∂xjr
=Sr(w)ij,

 

可见区域j的变量xjr对任意区域i的被解释变量都有影响.
 

特别地,
 

如果j=i,
 

则
∂yi
∂x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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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w)ii,
 

表明区域i的变量xir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yi的“直接效应”为Sr(w)ii,
 

即主对角线的第i个元

素,
 

则变量xr的平均直接效应为1
ntrace

[Sr(w)].
 

假设所有区域的变量xr 都变化一个单位,
 

其对区域i

被解释变量yi的“总效应”为矩阵的第i行元素之和,
 

平均总效应为1
ni'nSr

(w)in,
 

即是矩阵所有元素的平

均;
 

而平均空间溢出效应为平均总效应与平均直接效应之差.

2.2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村经济增长的对数.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
 

需要反映出耕地用于产品、
 

服务产生的总

支出和所获得的总收入,
 

故以种植业产值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20].
 

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影响,
 

以

2005年为基期对该指标进行平减处理.
解释变量:

 

①
 

耕地显性形态转型.
 

耕地数量形态转型采用人均耕地数量[22],
 

该指标能同时从耕地数量

和耕地经营格局变化反映耕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23],
 

耕地空间形态转型采用耕地斑块破碎度[24],
 

主要反

映该地区耕地空间分布情况.
 

②
 

耕地隐性形态转型.
 

有学者基于耕地利用功能形态转型的生产功能、
 

社会

功能和生态功能采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9],
 

鉴于耕地同时具有商品性产出和非商品性产出双重属

性,
 

将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分为生产形态转型、
 

生活形态转型和生态形态转型
 [10].

 

耕地生产形态转型主

要选取粮食单产量和复种指数,
 

分别反映耕地主要农作物生产力的大小和耕地投入利用的程度;
 

耕地生活

形态转型主要选取人均粮食保证率和人均农业收入;
 

耕地生态形态转型主要选取耕地占比量和单位耕地化

肥施用量,
 

分别反映耕地生态现状和耕地生态环境破坏情况.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确定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综合水平以及耕地利用转型综合水平,

 

并且

KMO(Kaiser-Meyer-Olkin)系数显示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时间为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和2018年,
 

并且根据因子分析方法获取权重(表1).
表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分类 指标维度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权重

被解释变量 农村经济增长(lnREG) 农村种植业产值的对数 560 11.942
 

6 1.246
 

8

解释变量 耕地数量形态(AN) 人均耕地数量 560 0.268
 

0 0.192
 

1 0.14

耕地空间布局(PD) 耕地斑块破碎度 560 0.674
 

0 0.183
 

1 0.12

耕地生产形态(PRO) 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560 0.361
 

5 0.161
 

7 0.13

复种指数 560 0.339
 

2 0.194
 

5 0.15

耕地生活形态(LIFE) 农村人均农业收入 560 0.346
 

6 0.189
 

3 0.12

人均粮食保证率 560 0.437
 

1 0.194
 

6 0.13

耕地生态形态(ECO) 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 560 0.689
 

8 0.177
 

3 0.10

耕地占比 560 0.676
 

1 0.240
 

4 0.11

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W)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本文的遥感数据、
 

矢量数据来源于空间数据云(http:
 

//www.gscloud.cn),
 

其余数据来源于2005年、
 

2010年、
 

2015年和2018年的《重庆统计年鉴》
 

《四川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①
 

基于 ArcGIS软件,
 

采用目视解译和监督分类相结合的方法,
 

对成渝地区

土地利用进行识别,
 

然后采取 Kappa系数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
 

4期的 Kappa系数显示能够满足

判别精度要求;
 

②
 

将土地利用类数据与其余数据进行横向合并处理;
 

③
 

考虑各类数据间的度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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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在负向指标,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④
 

剔除遗漏关键信息以及存在严重异常值的数据,
 

并

且去除市中心完全城镇化的城市.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过程,
 

最终选取成渝地区140个区县城市,
 

共

560个样本数据(时间为4年).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
 

首先要考虑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村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
 

采用

Morans
 

I指数来检验,
 

其公式为:

I=∑
n

i=1
∑
n

j=1
wij(xi-x)(xj -x)/S2∑

n

i=1
∑
n

j=1
wij (3)

在式(3)中,
 

wij 是空间权重矩阵,
 

xi 和xj 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耕地利用转型或者农村经济增长的观测

值,
 

x 为耕地利用转型或农村经济增长的均值,
 

S2=
1
n∑

n

i=1
(xi-x)2 为样本方差.

 

Morans
 

I 指数的取值一

般在-1~1之间,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的 Moran

 

I指数

年份

指标

Morans
 

I指数

lnREG AN PD PRO LIFE ECO

2005 0.425*** 0.477*** 0.542*** 0.416*** 0.406*** 0.395***

2010 0.450*** 0.535*** 0.453*** 0.356*** 0.413*** 0.440***

2015 0.441*** 0.009 0.558*** 0.326*** 0.429*** 0.421***

2018 0.465*** 0.567*** 0.443*** 0.489*** 0.398*** 0.480***

  注:
 

表2中*,**,***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检验结果来看,
 

2005-2018年农村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的 Morans
 

I 指数均大于0,
 

且

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农村经济增长和耕地利用转型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
 

表现为

具有较高农村经济增长水平(耕地利用转型)的区域或者具有较低农村经济增长水平(耕地利用转型)的区域

相互邻近.
 

进一步对2018年的数据进行 Morans
 

I散点图分析(图3).
结果显示各区县农村经济增长、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主要分布在一、
 

三象限,
 

表明

其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
 

具有农村经济增长较高(低)水平的区县其邻近区县的农村经济增长也比较高

(低),
 

同样耕地利用转型水平较高(低)的区县其邻近区县的耕地利用转型也较高(低),
 

故从空间维度去研

究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必要.
3.2 空间面板数据的结果

根据上文空间杜宾模型的设定,
 

Wald检验和Lratio检验分别拒绝θ=0和θ=-βρ的假设,
 

故空间杜

宾模型不可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豪斯曼检验统计值为负数,
 

且至少在p<1%水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故采用杜宾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Stata软件估计结果,

 

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较为一致,
 

且后者

的模型拟合优度更高,
 

进一步验证了杜宾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
 

根据表3可知,
 

耕地利用转型空间布局

形态和生活形态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耕地利用转型空间布局形态和生活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

用;
 

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当中,
 

耕地利用数量形态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卢新海等[20]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明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形态对邻域农村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空间布局形态对邻域农村

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当中,
 

农村经济增长的系数为0.81,
 

且在p<1%水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本区县农村经济增长1%,
 

邻域地区农村经济会增长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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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8年各区县农村经济增长、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的 Moran
 

I散点图

表3 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面板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 Z
杜宾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 Z

AN 2.70* 1.88 -2.15 -1.57

PD -6.50** -2.08 5.81** 2.46

PRO -1.49 -1.53 -0.83 -1.04

LIFE 9.43*** 6.60 2.74*** 2.90

ECO 1.07 0.45 0.29 0.22

W×AN 4.02*** 2.62

W×PD -8.20** -2.54

W×PRO -0.16 -0.14

W×LIFE -0.10 -0.09

W×ECO -3.59 -1.46

W×REG 0.81*** 28.48

R2 0.1694 0.3024

Log-likehood -359.329
 

1

观测样本 560 560

  注:
 

表3中*,**,***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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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空间计量模型中存在空间滞后项且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不为零时,
 

SDM 模型的估计参

数结果并不能反映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
 

而Pack等[12]发现,
 

由于偏微分能够解释不同模型设

定中变量变动的影响,
 

可成为验证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的有力依据.
 

根据式(2)分解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和总效应,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耕地利用转型各变量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AN -1.44(-1.08) 11.20***(2.65) 9.77**(2.18)

PD 4.66**(2.07) -17.01*(-1.75) -12.35(-1.24)

PRO -1.08(-1.39) -3.95(-0.92) -5.03(-1.10)

LIFE 3.41***(3.48) 10.25***(2.60) 13.66***(3.21)

ECO -0.73(-0.46) -16.34(-1.42) -17.07(-1.38)

  注:
 

表4中*,**,***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在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中,
 

耕地数量形态转型的直接效应为负,
 

但不显著,
 

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

正,
 

可能原因在于耕地数量形态代表的是农村从业人员的人均耕地数量,
 

由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非农转

移导致区县从事农业人数减少,
 

但人均耕地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
 

通过提高耕地利

用效率来增加农民收入,
 

进而使本地区农业收入减少并不明显.
 

但以GDP、
 

财政收入增长为主的地方官

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了邻近县域政府间的竞争,
 

从而对邻近县域农村经济增长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
 

导致耕地利用数量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总效应较高.
 

耕地利用转型空间形态的直接效应

显著为正,
 

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这表明耕地规模化会提高本区县农村经济增长,
 

但会抑制邻域农村

经济增长.
 

川渝大部分地区位于丘陵地带,
 

坡度、
 

坡向等自然因素使得耕地不宜规模化种植,
 

耕地零散

化种植有利于农民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种植,
 

从而有效规避风险[25],
 

但部分当地政府由于绩效竞争模仿

邻近地区有关土地政策而改变耕地空间布局形态,
 

使用不适宜的土地政策减少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也有

研究表明,
 

在二元分割要素的市场条件下,
 

小农户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机会而倾向于以劳动力替代土地,
 

不计自身劳动成本形成自我剥削,
 

使土地生产效率与耕地规模呈现出负向关系,
 

而劳动生产率与耕地规

模呈现正向关系[2].
在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中,

 

生产形态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都为负,
 

但不显著.
 

本区县在耕地生产

功能上使用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或者打造现代农业园都会造成邻近区县农村经济增长,
 

农机跨区服务导致农

机化水平对谷物产量有空间溢出效应[21],
 

在空间上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从而增加当地农业经济效益.
 

但在

指标选取上使用的是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复种指数来代表耕地利用转型生活形态指标,
 

这不符合农机

跨区域服务提高农村生产效应的结论,
 

故耕地利用生产形态转型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并不

显著.
 

同时,
 

农村耕地面积有限,
 

若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则农业边际生产率递减,
 

从而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
 

耕地利用转型生活形态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都显著为正,
 

其中直接效

应占到总体效应的24.96%,
 

空间溢出效应占到75.04%.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扩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提高农户收入等具有显著的作用[26].
 

一方面通过减

少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
 

增加人均农业收入;
 

另一方面有利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
 

提高

农业耕种机械化程度,
 

从而提升农民的生产效率.
 

耕地生态形态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均

为负,
 

但均不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种植庄稼时施用化肥会增加粮食产量,
 

但长时间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质

量下降,
 

保湿能力减弱,
 

甚至会造成水源污染,
 

从而抑制耕地利用生态形态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耕地

利用隐性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要大于显性形态总效应,
 

可能受川渝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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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当特定区域耕地在数量和空间布局上保持长期不变时,
 

其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趋势性演变将导致经济

社会发生转变[2].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地理空间相关性特征,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

空间溢出效应.
 

得出以下结论:
 

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个区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

的 Moran
 

I指数都显著较高,
 

且基本呈现出“高 高”集聚和“低 低”集聚结构;
 

②
 

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不

仅能促进本区县的农村经济增长,
 

也会带动邻近区县农村经济增长,
 

同时本区县农村经济增长1%,
 

能够

促进邻近区县农村经济增长0.81%;
 

③
 

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形态对邻域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
 

空间布局形态对本地区有明显的正向直接效应,
 

但对邻近区域有明显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
 

④
 

耕地

利用转型生活形态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
 

其中空间溢出效应占到总体效应

的75.04%;
 

⑤
 

耕地利用转型隐性形态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要大于显性形态的总效应,
 

耕地利用

隐性转型的趋势性演变将导致经济社会发生转变.
启示如下:

 

①
 

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
 

从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视角出发,
 

对于农村人口增加,
 

土

地供应无弹性,
 

农民边际生产率递减等问题,
 

应促进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方面通过

农地流转实施耕地规模化种植,
 

提升耕地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促使回乡农民工带来资金回流和农业技术进

步,
 

从而增加农民农业经济收入.
 

②
 

由于存在空间依赖性,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会带动邻域地区的经

济发展,
 

也会促进耕地利用转型,
 

同时邻域地区反过来又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因此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上,
 

应依据各县域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尊重农民意愿有序地推进耕地流转和耕地的规

模化经营.
 

③
 

由于川渝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
 

再加上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
 

农户在耕地上不能盲目地进

行规模化生产,
 

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时应考虑到耕地利用转型的区域差异规律,
 

因地制宜

地选择合理的土地政策,
 

积极引导农户在耕地上进行合理的土地整治和土地修复工作,
 

同时促进人口流动

和农业大型机械的跨区域服务.
 

④
 

在耕地利用转型剧烈、
 

耕地利用保护形势严峻的城市化进程中,
 

在保证

“耕地占补平衡”、
 

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上,
 

政府应合理优化布局,
 

保障生态空间,
 

协调用地规模和结构,
 

加

强管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行为,
 

强化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促进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村经济增长的

协同发展,
 

实现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另外,
 

在控制耕地利用转型的数量和空间布局

结构基础上,
 

应提升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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