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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需视角的河南省耕地多功能评价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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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耕地多功能评价供需混淆的问题，提出了耕地多功能供需理论框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构建耕地多

功能评价体系，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计算耕地多功能指数，分析了河南省耕地多功能供给需求空间差异，参考

国家战略需求并以平衡供需为目标提出了耕地优化路径。结果表明：耕地多功能供给表现为其输出的产品和服务

能力，耕地多功能需求是指人类对耕地所提供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消耗量；供给和需求均可分为生产、经济、生态、

社会保障和景观文化 ５种功能。２０１７年河南省耕地多功能供给（多功能指数为 ０６７８）相较于需求（多功能指数为

０７２３）表现出滞后性，其中仅景观文化功能为供过于求，且生态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供需失衡的城市数量最多。

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总体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格局，豫东南部耕地多功能供需相对平衡，半山区耕地多功

能供需失衡明显。根据国家战略规划与耕地多功能供需差异，将耕地优化路径分为功能转化、供给提升、耕地储备

３种类型。本研究因地制宜地划分了耕地利用优化类型，可为实现区域耕地“三位一体”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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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０　引言

耕地系统为人类提供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长

期以来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

用
［１－２］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对耕地系统功能认知

的逐步深入，耕地的景观文化、生态等衍生功能逐渐

突显，耕地系统出现了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的转

变
［３］
。目前，我国耕地总体处于以商品性功能为主

的粗放型管理模式，存在如无序竞争、过度利用和生

态退化等问题
［１］
，仅从数量保护、质量提升两方面

难以应对耕地保护的难题。国家对耕地提出了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新的发展要求
［４］
，耕地多

功能为耕地“三位一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

协调耕地利用与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学术界已意识到耕地多功能的重要性，在耕地

多功能的内涵
［５－６］

、评价
［７－９］

、功能关系
［１０－１１］

和管

理
［１２－１３］

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耕地多功能评价作

为耕地利用优化的重要基础，逐渐成为研究的热

点
［６］
。目前，耕地多功能评价研究主要基于多功能

内涵和分类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提出耕地管理建议

或功能协调模式
［１４－１７］

。评价单位涉及国家
［１８］
、省

级
［２，７，９，１４］

和市县级
［８，１１，１９］

，以省市为代表的中小尺

度为主。杨雪等
［８］
将北京市耕地功能划分为生产、

社会、生态、文化 ４种功能，并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
进行评价；朱庆莹等

［２０］
在定义生产、经济、生态、景

观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二级分类，评价了湖北省耕地

多功能空间分布格局。在评价体系分类中，学者们

多数基于耕地的粮食生产、经济、生态维护、社会保

障、景观文化５类功能展开评价，根据不同研究目的
及研究区特点略有调整。

以往的评价研究多将耕地多功能的供给与需求

混淆，从供需角度评价耕地多功能的研究较为鲜见。

基于分离耕地的多功能供给和需求的评价，可全方

位反映耕地产出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进而

调控多功能供需平衡，以实现耕地利用的高效配置。

河南省是国家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耕地生产和社

会保障功能突出。近年来，居民对于环境宜居和精

神高层次需求不断增强，使得河南省耕地从传统的

生产功能向景观、生态等多功能方向发展。本文以

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为评价单元，构建含生产 经济

生态 社会保障 景观文化５大功能的耕地供需理论
框架，并分别建立指标体系评估２０１７年河南省辖市
耕地的主导功能，探寻耕地多功能的供需差异，并提

出优化路径，为建立耕地有效利用与保护机制提供

参考。

１　耕地多功能供需内涵与评价体系

１１　耕地多功能供需理论框架
耕地多功能是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耦合发展的

产物，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产生的外在表现，包括土

地自身具备的功能以及人类利用所衍生的功能。在

农耕时期，粮食属于生存的硬通货，耕地的基本功能

就是粮食生产。随着市场化带来的产品价值差距和

对非粮食作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民开始大量种植

经济作物，如油料、蔬果、棉花等，经济功能逐渐显

化。耕地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身具有天然的

生态功能，可发挥对气候、水土资源、生物多样性等

方面的维护调节作用
［３，２１］

。耕地系统与社会系统相

互作用产生了社会保障功能与景观文化功能，社会

保障功能体现为对农民生计的基础保障以及对社会

稳定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在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一旦

失去耕地就会引起贫富差距扩大、城乡问题加剧等

一系列问题
［１７］
。景观文化功能则体现在耕地作为

文化景观，其多样化利用方式所发挥的休闲观光、景

观美学、农事教育、文化传承能力
［２２］
，补充了城市公

园、绿地等休闲功能的不足。

耕地多功能包含供给和需求两个内涵，耕地多

功能供给是耕地系统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的外在表

现；而耕地多功能的出现与人类需求紧密相关，由于

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认知的转变使得耕地多功能逐

渐显化，需求是耕地开发利用的内生动力
［８］
，两者

共同构成耕地要素与社会系统双向流动的过程。由

于需求和供给密不可分、相互对应，两者在外部功能

分类一致，涵盖生产、经济、生态、社会保障和景观文

化５大功能。
本文将耕地多功能供给表现为其输出的产品和

服务能力，如生产功能供给表征为生存必需品粮食

产量
［８］
，经济功能供给定义为高效益的经济作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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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７］
，生态功能供给为主要的生态服务价值，社会

保障功能供给体现在对农民收入、工作岗位及养老

保障的提供能力，景观文化供给表现为其农耕多样

性以及农业观光资源丰富度。耕地多功能需求是指

人类对耕地所提供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消耗量，直

接表现为农产品内外部销售量、地区消费水平、城乡

收入等；对于难以直接衡量的生态、景观文化功能需

求以自身条件的优劣程度作为间接性指标，如空气

质量、水资源量、城市休闲空间面积等。通过对耕地

多功能供给和需求度量、匹配，找到耕地多功能的供

需平衡点。针对功能过剩的耕地促使其向供给不足

的其他功能转化，对于本身功能不足的耕地提升其

功能供给，缓解耕地多功能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综

上，本文构建了上述 ５种功能为表征的耕地多功能
供给和多功能需求理论框架（图１）。
１２　耕地多功能供给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１１节构建的理论框架建立了耕地多功能
供给指标体系（表 １）。其中，耕地生产功能供给指
标选择代表性粮食作物产量，如夏粮、秋粮、谷物、大

豆４类作物产量之和占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粮食作物总
产量的９９７３％。经济功能供给同样选取占经济作
物产量９０％以上的作物产量为表征指标。耕地供

图 １　耕地多功能供需理论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给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调节土壤、水质、固碳释氧
［２１］
，

供给量计算参考被广泛应用的孙新章等
［２３－２４］

、王轶

红等
［２５］
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并以

单位面积的农药化肥施用量衡量耕地污染控制程

度。社会保障功能供给指标反映了耕地对农民生活

的基础支撑作用，代表性指标为农户经营性收入及

种植业从业人数。景观文化供给指标中，农耕多样

性为潜力型指标，丰富的多样性可发挥耕地更强的

景观美学功能
［８］
，农业观光园数量为现状型指标。

表 １　耕地多功能供给评价体系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

功能类型 因素 指标 性质 熵值法 ＡＨＰ法 权重 计算方式／数据来源

夏秋粮产量 ＋ ０３５ ０５４ ０４４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生产功能 粮食作物 谷物产量 ＋ ０３６ ０３０ ０３３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大豆产量 ＋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２３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蔬菜产量 ＋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３９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经济功能 经济作物 果品产量 ＋ ０３２ ０２０ ０２６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油料产量 ＋ ０２０ ０４９ ０３５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量 ＋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３１ 文献［２４］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 ＋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４ 文献［２３］

生态功能 气体调节 固碳释氧量 ＋ ０２７ ０１３ ０２０ 文献［２５］

污染控制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 －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３ 化肥使用量与耕地面积比值

单位面积耕地农药使用量 －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１２ 农药使用量与耕地面积比值

社会保障功能
保障收入 农村家庭经营性净收入 ＋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５１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提供就业 种植业从业人员数量 ＋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４９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景观文化功能

农耕多样性 辛普森指数 Ｘ ＋ ０４６ ０３３ ０３９
Ｘ＝１－ (∑ Ｃｉ )Ｃ

２

，Ｃｉ表示第 ｉ种农

作物播种面积，Ｃ表示总播种面积

观光资源丰

富度
农业观光园数量 ＋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６１

百度地图提取“农业园、休闲农庄、

农家乐、采摘”等关键词

　　注：“＋”表示促进性指标，“－”表示抑制性指标，下同。

１３　耕地多功能需求评价指标体系
耕地生产与经济功能需求可直接表现为农产品

消费量以及对家庭和国民经济贡献度，河南省作为

全国粮仓，承担着省内和全国农产品需求，因此耕地

的生产与经济需求功能由域外与域内两方面综合而

得。生产功能内部需求选择典型农产品消费量为表

征，外部需求以２０１２年世界银行颁布的４４５ｋｇ人均
粮食需求量计算而来。经济功能需求是指农户通过

经营耕地获得经济收入，依赖却有别于生产功能需

求。生产功能需求可通过外部购买而满足，经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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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求则是耕地经营与集约化农业获得的经济效

益。河南省主要农产品产值占第一产业产值

９０９２％，可用第一产业收入占比间接代表耕地经济
产出需求。越高的居民消费水平对高质量农产品需

求越高，农户则能获得更高经济收益。

耕地的生态、社会保障及景观功能需求难以获

取针对性数据，因此本文选取全域功能性不足的相

关指标间接量化耕地需求
［２５］
。耕地生态功能需求

强度取决于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在生态脆弱的

区域表现更强烈
［２６］
，选择绿地需求、水资源、空气质

量指标来间接反映需求程度，其中人均标准公共绿

地面积参考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１１ｍ２）计算。
社会保障功能需求表现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

解决就业与防止城乡差距扩大等方面，特别是在经

济欠发达的地区其功能需求越明显。景观文化功能

需求同样受区域供给源稀缺程度影响
［２７］
，生活空间

狭小、城市内部休闲空间不足，使城市居民更加渴望

欣赏田园景观、体验农村文化。因此，选取公园面积

作为负向指标代表城市内部休闲空间的有限性，乡

村旅游意愿以旅游观光人数代表对耕地景观文化需

求的旺盛程度
［２８］
。综上，本文构建耕地多功能需求

评价体系，如表２所示。

表 ２　耕地多功能需求评价体系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功能类型 因素 指标 性质 熵值法 ＡＨＰ法 权重 计算方式／数据来源

粮食消费量 ＋ ０２２ ０２９ ０２６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内部需求
食用油消费量 ＋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生产功能 蔬菜消费量 ＋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瓜果需求总量 ＋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外部需求 外售粮食比例 ＋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３２
粮食生产量与人均粮食消费量和总人口

乘积的差值占粮食生产量百分比

经济功能

国民经济 第一产业收入比例 ＋ ０５８ ０３３ ０４６ 第一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总量百分比

家庭经济 人均消费水平 ＋ ０４２ ０６７ ０５４
城市人均消费水平和农村人均消费水平

的平均值

绿地需求 人均绿地面积需求指数 ＋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３６
人均标准公共绿地面积与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差值与人均标准公共绿地面积比值

生态功能 水源涵养 地下水资源量 －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８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气体调节 空气质量指数 ＋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６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环境状况公报

基本生活保障需要 恩格尔系数 ＋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百分比

社会保障功能 防止城乡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比 ＋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４ 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比值

解决就业 农业从业比例 ＋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３ 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就业人员总数百分比

景观文化功能
城市休闲空间不足 市域公园面积 － ０６６ ０３３ ０４９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乡村旅游意愿 乡村旅游观光人数 ＋ ０３４ ０６７ ０５１ 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

２１　研究区域
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处于我国地势第二阶

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形总体特征西高东

低，基本可分为黄淮海平原区、南阳盆地区、豫北豫

南山地丘陵区、豫西黄土丘陵区４个区域，耕地集中
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南阳盆地和豫西黄土丘陵区。

２０１７年全省耕地面积为 ８１２６万 ｈｍ２，占全省农用
地面积的 ６３９５％，其中中等肥力以上的土地占耕
地面积 ９５％以上，自然条件优越。为推动中部崛
起，中央在河南省先后部署了如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级重大战略，统领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经济增长极和

生态保护格局，为河南省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与

政策支持。目前，河南省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绿

色发展和传承黄河文化的目标，力图打造由平原现

代农业区、山地丘陵生态区和都市多功能农业区构

成的现代化农业格局。

２２　数据来源
河南省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ＤＥＭ数据来源于 ＳＲＴＭＤＥＭ
９０ｍ分辨率原始高程数据，评价体系内指标的原始
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河南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 ２０１８
年《河南统计年鉴》，见表１和表２。
２３　研究方法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影响，需要对各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方法。权重
设置采用主客观结合法，以层次分析法（简称 ＡＨＰ
法）和熵值法所得综合指数代表各项指标权重

（表１、２），可以相对降低单一权重方法的局限性和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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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方法根据全排列

五边形图示法（即各功能评价指数构成的五边形面

积）
［１２］
，计算式为

Ｆ＝（ＰＭ＋ＭＥ＋ＥＳ＋ＳＬ＋ＬＰ）ｓｉｎα
２

式中　Ｆ———耕地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数
Ｐ———耕地生产功能评价指数
Ｍ———耕地经济功能评价指数
Ｅ———耕地生态功能评价指数
Ｓ———耕地社会保障功能评价指数
Ｌ———耕地景观文化功能评价指数
α———五边形内角，（°）

Ｆ计算值越大表明耕地多功能越显著。为了更直观

图 ３　耕地多功能供给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地反映各地市间耕地多功能性差异，以全省耕地功

能评价平均值 Ａ及标准差 Ｓｔｄ作为判断依据，对河
南省多功能供给需求水平划分为低水平（Ｆｍｉｎ，Ａ－
Ｓｔｄ］、中等水平（Ａ－Ｓｔｄ，Ａ］、较高水平（Ａ，Ａ＋Ｓｔｄ］、
高水平（Ａ＋Ｓｔｄ，Ｆｍａｘ］４个等级，Ｆｍｉｎ、Ｆｍａｘ为综合评
价指数最小值和最大值。

构造四象限模型衡量耕地供需匹配程度，以评

价结果的均值为坐标轴中点划分４种供需匹配类型
（图 ２），分别为“高高空间匹配型”（高供给高需
求）、“低低空间匹配型”（低供给低需求）、“低高空

间错配型”（低供给高需求）、“高低空间错配型”

（高供给低需求）。

图 ２　供需匹配分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耕地多功能供给分析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各市耕地多功能综合供给水平

不高，供给指数介于 ０１６７～２３３１，供给指数极值
相差近１４倍。全省仅有 ２７７８％地市的耕地处于
较高或高供给水平，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等供给水平

（图３）。总体而言，空间上呈现南阳盆地和豫东平
原耕地多功能高供给的格局，空间差异明显。同时

耕地系统各子功能供给间也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

其中景观文化功能相对较高，经济功能相对较低。

各供给子功能的空间分布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河南省耕地的生产、经济和生态功能供给空间分布

格局具有高度一致性，高供给区均位于豫东南部城

市；而３项功能供给低值区分布略有不同，生产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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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低供给区位于豫西北山区的三门峡市、济源市、鹤

壁市，受地形限制导致耕地面积小且破碎，农产品产

量与经济效益较低；生态低供给区域仅为焦作市

（０２０１），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威胁其耕地生态环
境。

社会保障功能供给空间分布呈西北 东南高值

两极化的格局，低供给区位于洛阳市和焦作市所在的

豫中城市群（０２９６～０３２９）。耕地景观文化功能
整体供给水平较高，空间分布以南阳市、郑州市为中

心呈双核两带状分布，其中南阳市供给指数最高，达

０８４５，许昌市、济源市、鹤壁市和濮阳市受地形或经
济发展水平所制约，景观文化供给指数低于０２８６。
３２　耕地多功能需求分析

２０１７年 河 南 省 耕 地 多 功 能 需 求 旺 盛，有

５５５６％的地市处于较高或高需求水平，需求指数为
０７３９～１２８９。各地市间，最高需求指数位于周口
市（１２８９），济源市供给水平最低（００７４）。空间分
布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格局，需求指数由南阳盆

地、豫东平原、豫中城市群到豫西北山区呈阶梯状降

低。同时，耕地系统各子功能需求间也存在显著的不

均衡性，其中生态功能相对较高，经济功能相对较低。

生产功能高需求区集中在南阳盆地以及豫东平

原，该地区人口密集且耕地质量高，为外省市提供大

量农产品。而河南省耕地经济和生态功能需求空间

异质性较强（图 ４）；其中耕地生态功能需求普遍较
高，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趋势，且豫北山区的安

阳市、濮阳市等耕地生态功能需求最高，而经济功能

需求却相对较低。

图 ４　耕地多功能需求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强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相关，郑州市及周边城市的耕地社会保障功能需求

较低（０１５５～０３０５），这里属于河南省政治经济中
心，与第一产业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度有限有关。景

观文化功能需求整体较低，高值区分布呈双核状

（０６１７～０６４２），其中洛阳市属于河南省旅游产业
发展核心区域，而周口市则由于城市内部休闲景观

场所不足所致。

３３　耕地多功能供需差异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耕地多功能综合供给指数为

０６７８，需求指数为 ０７２３，耕地多功能需求水平相
对高于供给（图５）。耕地多功能供需不平衡模式在
各项功能中普遍存在，其中供给水平相对高于需求

水平的仅为景观文化功能，生态功能供给需求水平

差距最大，其余功能供需差距相对均衡。从空间分

布来看，南阳盆地和豫东平原城市的耕地功能供需

较为 平 衡，高 高、低 低 空 间 匹 配 型 占 比 达 到

７７７８％。半山区城市耕地功能供需匹配失衡最为
显著，低高空间错配型耕地分别位于洛阳市、平顶山

市、新乡市和濮阳市（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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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河南省耕地多功能供给需求雷达图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ｒａｄａ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如图 ６所示，耕地系统各子功能的供需匹配呈
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生态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供

需匹配显著失衡，共有１１个城市属于供需空间错配
型，占比高达 ６１１１％。生态功能“低高空间错配

图 ６　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型”集中分布在豫北地区，该地区耕地利用方式粗

放、农药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条件下降，同时地下水的

超采也制约了耕地水源涵养能力。社会保障功能中

“高低空间错配型”耕地多位于山区城市，其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传统种植业多为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提供保障；“低高空间错配型”耕地位于豫中城市

群的洛阳市、平顶山市、许昌市等，这些地区耕地利

用方式仍为小农经济，劳动力投入高但产出较低，与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

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供需失衡的区域分布格局

相似，“低高空间错配型”分布在以郑州市为代表的

大城市区域，高人口密度带来农产品的高消费，同时

居民对购买价格较高的优质农产品需求旺盛，而本

地耕地面积有限，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景观文化

功能供需匹配程度整体较高，“高高空间匹配型”和

“低低空间匹配型”数量占比为６６６７％，“低高空间
错配型”位于许昌市、商丘市和开封市，城市绿地及

公园建设不足，农业观光旅游发展滞后，难以满足居

民短途休闲旅游的需要。

３４　耕地利用优化路径
当前河南省耕地多功能供给在人们日益多样化

的需求背景下出现了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生态功

能供需失衡最为显著。近期，国家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着重强调

了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河南省是我国粮食生产核

心区，在中原经济区国家战略中对其农业现代化提

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在协调各项功能供需时还要坚

守粮食安全的底线，为未来耕地发展留白。因此，本

文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多功能供需匹配结果，

按照河南省耕地以生产功能为核心、生态绿色发展

的思路，遵循河南省“三屏四廊一区”的生态安全格

局，划分并提出了功能转化、供给提升、耕地储备

３种耕地分区优化路径（表 ３）。其中，功能转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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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该类地区同时存在两种耕地多功能供给需求错配

类型，在保持国家战略中所要求的优势功能基础上，

需适当转化供给过剩的某项功能，以补齐供给短板

的功能；供给提升型指耕地仅存在低高供需一种错

配的类型，即耕地单项功能供给无法满足需要；耕地

储备型指耕地的各项功能均属于高供给高需求类

型，需保持现有优质的生产条件，以作为保障耕地安

全的后备资源。

表 ３　耕地优化路径分类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

类别 优化路径 区域

经济功能→生态 ＋生产功

能
安阳市

功能转化

社会保障功能→景观、经

济、生态功能
开封市、济源市、鹤壁市

生态功能→社会保障 ＋景

观文化功能
商丘市

景观文化功能→经济、生

态功能
郑州市、三门峡市

经济功能提升 洛阳市

供给提升 生态功能提升
焦作市、平顶山市、新乡

市、濮阳市

社会保障功能提升 许昌市、漯河市

耕地储备
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

市、周口市

　　功能转化型耕地优化类型最为多样，共涉及
７种优化类型，需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措施。例
如，安阳市耕地可在提高耕地经济作物地均产量的

基础上，整理补充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提高粮

食作物补贴标准，同时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保持

耕地绿色生态发展。社会保障功能转化区围绕弘扬

黄河文化传承，以历史文化名镇、特色民居为支点，

促进农产品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农村人口向

第三产业转移，打造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带。生态功

能转化区可通过景观补贴的形式，在保障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引导耕地开展花卉、经济林木等景观种植，

赋予生态产品更高经济价值，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

向促进。郑州市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其农业

观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但仍需加强其农业观光产

业规范性，打造规模与品牌效应，以蔬果类无污染农

产品为主打造农事体验示范区，发挥“都市菜篮子”

作用。三门峡市是黄河中下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地

段，域内山地较多，其耕地利用需大力推进喷灌技

术、坡地防护等生态修复措施，农田周围设立环保标

识和垃圾处理区，减少生活生产污染。

供给提升型耕地广泛分布于河南省 ７个地市，
其中生态和社会保障功能提升类型占比最高，可从

调整种植结构与耕作方式角度提升供给水平。经济

功能供给提升型城市可依托中原经济区建设，改善

种植结构的趋同性，重点发展茶叶、中草药、烟叶等

高效益特色作物，提升高质量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构

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态功能提升类耕地大多

位于太行山地生态屏障区，可通过建设耕地植被缓

冲区及乔灌混搭的农田防护林，进一步发挥耕地涵

养水源的功能，减少面源污染以提升区域土地系统的

生态功能。社会保障供给提升类耕地需推进农业供给

侧改革，改善耕地现有耕作条件，实施机械化耕作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互联网 ＋”的电商农业发展模式，
提高耕地的地均产值，助力农村地区脱贫攻坚。

耕地储备型耕地面积总量最大，为３０１４５８ｈｍ２，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３７２％。此类耕地位于河南省
高质量耕地的核心区域，各功能供给需求相对协调，

是全国的农产品生产供应重要保障区。未来需要保

持农产品高产优质水平，统筹生态保护与粮食安全，

保持耕地可持续条件，为耕地占补平衡和后续发展

提供储备空间。

４　结论

（１）河南省耕地多功能供给综合指数为 ０６７８、
需求指数为０７２３，呈现供给滞后性。耕地生产、经
济、生态、社会保障和景观文化５项功能均存在供需
失衡的现象，其中，仅景观文化功能供过于求，生态

功能供给缺口最为显著，且以生态功能和社会保障

功能供需失衡的城市数量最多。

（２）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总体呈现西北低、
东南高的空间格局，各子功能中生产、经济、社会保

障功能均与耕地多功能的分布特征趋势相同。景观

文化功能供给以郑州市—南阳市为中心呈双核状分

布，生态功能需求呈现北高南低的特点，豫东南部耕

地多功能供需相对平衡，半山区耕地多功能供需失

衡明显。

（３）基于平衡耕地多功能供需的目标，将耕地
优化路径分为功能转化、供给提升和耕地储备 ３种
类型。功能转化型耕地优化路径最多样化，涵盖

７种类型，参考国家战略功能定位，由供给过剩向功
能不足转化；供给提升型分布广泛，涉及洛阳市、平

顶山市等７个地市，是改善耕地供给滞后的直接手
段；耕地储备型面积总量最大，分布于南阳市、信阳

市等豫南地区，可作为保障耕地安全的后备资源。

（４）基于分离耕地多功能供给与需求的评价，
通过划分功能类型建立联系供需两方面的理论框

架，有助于解决评价时供需混淆不清的问题，为实现

区域耕地“三位一体”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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