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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面临耕地的稀缺性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

现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协调发展成为各一、二线城市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中国已有学者对河北、河南、广西、

江苏等地的耕地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结果

表明研究对于加强地区耕地保护、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有着重

要的作用 >����。论文以中国南京市为例搜集其 ����—����年

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等相关数据，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

深入研究其内在关系，以期为南京市未来城市发展建设作出

理论上的贡献。

2�南京市耕地变化动态——数量、结构与空间

分布

2.1�耕地数量变化

����—����年，南京市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共减少

�����万亩，年均减少 ����万亩；其中 ����—����年耕地面

积快速下降，年均减少 �����万亩；����—����年耕地面积

缓慢下降，年均减少 ����万亩（详见图 �）。

2.2�耕地结构的空间分布变化

����—����年间，南京市的耕地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差

异，按照耕地面积占全市耕地面积的比重将各区县划分为三

类：第一类区县的耕地比重均低于 ��，包括玄武区、秦淮

区、鼓楼区、建邺区和雨花台区；第二类区县的耕地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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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均高于 ���，包括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和高

淳区；第三类区县的耕地面积比重 ��a���，仅包括栖霞区。

����—����年间，南京市的耕地资源趋向集中的区县包括六

合区、溧水区和高淳区。耕地递减面积整体呈现主城区—郊

区—郊县逐渐增加的趋势；但递减比率则呈现主城区—郊区—

郊县逐渐减少的趋势，南京市耕地面积的减少与城市化进程

密不可分（详见图 �）。

图 1�南京市 2000—2014 年耕地面积变化图

3�南京市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南京市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状

况，考虑到数据的典型关系及以获取性，论文选取 ����—

����年南京市耕地面积、��3、户籍人口、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与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六项指标进

行分析 >��。具体数据（详见表 �）。

3.1�南京市耕地变化的相关因素

3.1.1�南京市耕地面积与GDP呈显著负相关

����—����年间，南京市的 ��3由 �������亿元增长

为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3增长了 �������亿元，

年均增幅 ������。在此期间南京市的耕地面积减少了 �����

万亩，��3增长了 �������亿元。对南京市耕地面积与 ��3

做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 ������，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即

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南京市的经济产出不断增长。

3.1.2�南京市耕地面积的减少体现了有限的土地资源

在不同产业间配置的必然趋势

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 ��3总量的增长方面，还体现在

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年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先增长，后回降，第三

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经历了增长—下降—回升的过程。����年

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并

持续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年间三次产业增

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和 ������，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幅低于 ��3年均增幅（������），第

表 1�南京市 2000—2014 年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情况

年份

耕地 ��3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户籍人口 地方财政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

面积 �万

亩

变化率

（�）

总价

（亿元）

历年增

长率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户籍

（万人）

户籍

变化

率

（�）

当年价

（亿元）

逐年变

化率

（�）

当年价

（亿元）

逐年变

化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资料来源于《南京统计年鉴》、南京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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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幅与 ��3年均增幅接近，而第三产业

增加值的年均增幅高于 ��3年均增幅（详见图 �）。市场经

济条件下，当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投入要素将更多地

向比重高、增长快的产业倾斜 >��。从这个角度考虑，耕地资

源的减少往往意味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即土地这一生产

要素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由于市场经济要求资

源优化配置，因此耕地面积的减少体现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

的要求，在一段时期内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间配置

的必然趋势。

图 3�南京市 2000—2013 年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图

3.1.3�南京市的耕地面积与年末户籍总人口为高度负

相关

����—����年间，南京市的年末户籍人口由 ������万

人增长为 ������万人，增长了 ����万人，年均增幅为 �����，

其中 ����—����年的增幅超出平均水平，而后增幅放缓，呈

现明显的阶段性。对南京市耕地面积与年末户籍总人口做相

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 �����，二者呈高度负相关，即耕地面

积减少的同时，南京市的年末户籍总人口在不断增长。

3.1.4�南京市的耕地面积与地方财政收入呈显著负相关

����—����年间，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由 ������亿

元增长为 �������亿元，年均增长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对耕地面积与地方财政收入两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得到相关系数为 ������，二者呈显著负相关（详见图 �）。

图 4�南京市 2000—2013 年财政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图

3.2�南京市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

南京市的 ��3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高度正相

关；��3与前一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程度更高。

����—����年间，南京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亿元增长为 ������亿元，年均增长 ������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对 ��3的推动作用有

滞后性，即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不仅是当年的 ��3，还会影

响后一年甚至后几年的 ��3，因此分别对同期（����—����

年）的南京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 ��3数据以及滞后一

年的 ��3数据（即 ����—����年 ��3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和 �����，都呈高度正相关，而第二

组数据的相关系数更高，体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对 ��3的影响

具有滞后性。

3.3�南京市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分析

3.3.1�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

图 2�各区县 2006-2014 年耕地变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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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验证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是否相互影响，此处进行了格兰

杰（�UDQJHU）因果关系检验，以揭示耕地变化是否对经济发

展具有切实的推动作用，从而对耕地保护目标作出战略性调

整。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可知，耕地面积对城市化率存

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耕地面积可以预测城市化率；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对耕地面积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耕地面积对地方

财政收入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逐年 ��3变动对耕地面积存在

单向因果关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化率存在单向因

果关系；逐年 ��3变动对城市化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逐年 ��3变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地

方财政收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耕地面积变化是逐年 ��3变动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变化的结果，且耕地面积的变化并非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因，

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耕地面积减少，而耕地减少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反馈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南京市目前的土

地利用效率仍存在提升的空间（详见图 �）。

图5�诸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图（箭头指向即果，也即是因变量）

3.3.2�选取苏州与盐城进行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论文选择了中国苏南城市苏州和

苏北城市盐城作为参照样本，选取了与南京市相同的变量加

以分析，包括耕地面积、��3、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收入和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分析了苏州和盐城 ����—����年诸

变量的 �UDQJHU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苏州市经济增长

的原因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耕地面

积与经济增长之间无因果关系；盐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城

市化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且经济增长对耕地存在单向

因果关系。上述两个城市分析结果的共同点有二：其一是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性；其二是耕地面积的

变化并未对经济增长起到推进作用。

4�结语

①南京市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以资源和资产的投入作为前

提的。

②南京市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之间呈现单向因果关系，

经济发展导致耕地面积减少，而耕地面积减少对经济发展不

具有显著反馈作用。

③南京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④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一定需要以耕地面积的下降为代

价，在耕地面积增长的情况下也同样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发

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区域竞争力的增强和人均收入水平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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