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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农区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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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重点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庞大,深入探讨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与发展要因对于当前农村

居民点整治与重构十分必要。以河南省为例,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

2000—2013年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特征,并探测了其主导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

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和人均用地数量整体上均呈现增加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体现为整体略有扩大

的发展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空间差异明显,不同增加幅度的县域数量均多于其所对应减少幅度的县域

数量,且多数县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速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乡村户数、农村常住人口、农业总产值和农业

机械总动力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能为河南省农村居民点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客

观依据,可为类似农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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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Studyof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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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caleofruralresidentiallandinkeyagriculturalareasinChinaishuge.Itisnecessarytostudy
the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mentsofruralresidentiallandinruralareasforthecurrentruralresidential
landconsolidationandreconstruction.TakingHe'nanProvinceasanexample,usingthemethodsofcoeffi-
cientofvariation,theilindex,relativechangerateandgeographicaldetector,thispaperanalyzesthespatio-
tempor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residentialland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13,andprobes
intoitsdominantinfluencingfactorsandinfluencingmechanisms.Theresultsshowedthatthetotalamount
ofruralresidentiallandandthepercapitalandinHe'nanProvincepresentedanoverallincreasetrend;the
spatialdifferenceofruralresidentiallandquantityinHe'nanProvinceexpandedslightly,thespatialdiffer-
enceoflandquantitychangeinruralresidentialareaswasobviousinHe'nanProvince,thenumberofcoun-
tieswithdifferentincreasingrangeswasmorethanthenumberofcountieswiththeircorrespondingdecrea-
singranges,andtherateofchangeofruralresidentiallandinmostcountieswashigherthantheaveragelevel
ofthewholeprovince.Thefactorssuchasthenumberofruralhouseholds,theruralresidentpopulation,the
grossagriculturaloutputvalueandthetotalpowerofagriculturalmachineryarethedominantfactorstodrive
thevariationofruralresidentialland.Theresultscanprovideanobjectivebasisforthecoordinateddevelop-



mentofruralresidentialareasandsocialeconomyinHe'nanProvince,andprovidethescientificreferencefor
therelatedstudiesofsimilaragriculturalareas.
Keywords:ruralresidentialland;spatiotemporalevolution;influencingfactors;keyagriculturalareas;

He'nanProvince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口居住、生产和生活的载

体[1],一直是人地关系和乡村发展研究的热点[2]。截

至2017年末,中国仍有5.77亿农村常住人口,庞大

的农村人口基数所占据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将

长时间存在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然而在我

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土地资源匮乏却一直是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数量庞大、分布广袤的

农村闲置、废弃宅基地和不断外扩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带来严峻的资源环境问

题[4-5],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也造成了巨

大威胁[6]。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旨在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用地主要

类型,了解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乡村振兴

战略下的农村土地整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新农村建

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重大战略背景下,农村居民

点的发展问题受到了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学者们的高

度关注,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时空变化[7-9]、
空间格局特征[10-11]、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12-14]等的

研究已成为了揭示不同研究尺度下农村居民点时空

变化规律的重要内容。从整体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

研究多包括对微观尺度的村域[14-15]、镇域[10,16]研究,
较小尺度的县域[11]、市域[12-13]研究,也有涉及全国和

区域大范围[17]的研究,对于中观尺度的省域研究,特
别是涉及河南省等国家重点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

化的研究有待丰富。如冯佰香等[18]以宁波市北仓区

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区1990—2015年农村居民点

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素;杨忍等[19]从农村居民

点的时空地域格局和空间指向性特征两个角度出发,
对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的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李
裕瑞等[17]基于国家尺度上分析了1996年以来我国

农村居民点用地和人均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
此外,针对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也多侧重

于地形、区位等[20-22]自然地理条件上的解释,人类活

动作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导因素[12-13],定量分析社

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
河南是我国典型的人口和农业大省,是我国的重

点农区,承担着国家和区域粮食生产的重任。自21

世纪以来,河南省城镇化加快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

大规模转移,农村地区普遍出现居民点用地空废现

象。同时由于居民点不合理外扩,在农村人口大量减

少的背景下,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据统

计,2000—2014年河南省转移农村人口达1444万,农村

居民点面积却由2000年的1453486hm2增长至2014年

的1597159hm2,14a间增长了143673hm2。因此,农
村居民点用地问题在河南省显得更为典型,相关研究的

开展也更为紧迫。鉴于此,本文开展中观尺度典型省份

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研究,识别农村居民点用

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河南省农村居

民点的合理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河南省为案例区,收集整理了河南省109个县

域单元(包括108个县、县级市以及1个省直管市济

源市,不含地级市市辖区)2000年、2005年、2010年、

2013年4个典型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资料和社会经

济数据资料。其中土地利用数据来自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对应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社会经济数据

根据相关年份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人口普查数据等收集整理。

1.2 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河南省县域尺度上农村居

民点用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识别农村居民点用

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1)通过统计河

南省各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总数量及人均用地数量,
分析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时序变化特

征;(2)采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方法分析河南省农

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在县域尺度上空间差异的时序变

化特征;(3)通过计算河南省各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量的增减量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相对变化率,并结

合ArcGIS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揭示河南省县域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4)运用地理探

测器模型对所选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进

行地理探测,从而找出影响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变

化的主导因素,并进一步解析其作用机制。
主要方法和计算公式如下:
(1)变异系数。变异系数是在经济学统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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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示区域经济差异相对程度的常见方法,本文以河

南省各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作为测度河南省农

村居民点用地差异的指标,借助变异系数测度河南省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在县域间差异的演变特征。其

计算公式为[23]:

S=
1
n∑

n

i=1
Xi-X( )2,VS=

S
X

(1)

式中:S 为标准差;n 为县域个数;Xi 为河南省县域i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hm2);X 为n 个县域农村居

民点用地数量的平均值;VS 为变异系数,其值越大表

示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各县域间的差异越大。
(2)泰尔指数。该方法是由Theil于1967年为

计算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提出的,后经不断推广、完善,
已成为了测度属性区域差异的常用方法之一,本文同

样用其测度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

特征。计算公式为[23]:

T=∑
n

i=1

yi

y
lg

yi/xi( )

y/x( )
,y=∑

n

i=1
yi,x=∑

n

i=1
xi (2)

式中:xi 和yi 分别为河南省县域i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数量和人口数量;x 和y 分别为河南省农村居民点

用地总数量和总人口;T 为泰尔指数,其值越大说明

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越大。
(3)相对变化率。相对变化率能反映某一子区

域的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相对于整个研究区变化

的空间分异特征,计算公式为[24]:

Ri=
Uib-Uia

Uia

æ

è
ç

ö

ø
÷/Cb-Ca

Ca

æ

è
ç

ö

ø
÷ (3)

式中:Uia和Uib分别为河南省县域i在研究期初与期末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hm2);Ca 和Cb 分别为河南全

省在研 究 期 初 与 期 末 的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总 数 量

(hm2);Ri 为河南省县域i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相对变

化率,如果Ri>1,表示县域i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量变化速度大于河南全省的变化速度,反之则相反。
(4)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模型是由王劲峰

等[25]结合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提出的,其原理在于检

验属性空间分异与影响因子空间分异的空间分布一致

性,不同于以往统计学原理的多元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分

析等方法,对于空间分异的分析功能较弱,地理探测器

模型不仅适用的数据类型广泛,对于数据共线性免

疫,而且具备探测多因子在不同空间单元下的不同影

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能力[26]。模型公式为:

PD,U=1-
1

nσ2U
∑
m

i=1
nD,iσ2UD,i (4)

式中:PD,U为影响因素D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

影响力;σ2U 为一级区域各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

的方差;n 为一级区域的个数;nD,i和σ2UD,i分别为次

一级区域的样本量和方差;m 为次一级区域的县域

个数;PD,U取值于[0,1];PD,U 值越大,表示影响因素

D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越强。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

2.1.1 时序变化 由图1可知,2000—2013年,河南省

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整体呈现增加趋势。2000—2013
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由2000年1327367.37
hm2增加至2013年1412688.89hm2,净 增 加 了

85321.52hm2,年均增加6563.19hm2。从其动态

变化过程来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2005年是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变化的节

点,2005年之前为减少阶段,年均减少了9366.68hm2;

2005年之后为增加阶段,其中在2005—2010年农村居

民点用地总量增加了100961.53hm2,年均增加量高达

20192.31hm2,2010—2013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速度

有所放缓,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增加了31193.40hm2,
年均增加了10397.80hm2,仅为2005—2010年增加

速度的一半。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是反映人地关系

演变的重要指标。河南省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

化特征与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特征相似,整个

研究期内呈现总体增加趋势,阶段上表现为在2005
年之前减少,随后增加的变化特征,2005年也同样是

河南省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节点。在2005年

之前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微弱减少趋势,年人均

减少量不足2m2;2005年之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

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以2010—2013年增加趋势最为

明显,人均增加111.05m2,年人均增加量高达37.02m2,
是2005—2010年年人均增加量(2.57m2)的14.4倍。究

其原因,发现由于农业比重较大,农村地域广袤,乡村

人口众多,河南省以往的城镇化率较低,城镇化发展

潜力较大,农村待转移人口众多,在农村人口基数占

绝对优势的背景下,河南省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较

小且变化不突出,而近年来随着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

步伐深入推进,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蓬勃

发展,有效促进农村人口的转移,据统计,河南省农村

常住人口由2010年5784万人减少至2013年5171
万人,年均转移人口高达204万人,全省平均城镇化

率(不含各市辖区)由2010年16.99%增加至2013年

的36.21%,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增加和农村人口

的显著减少导致了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具有较高的

人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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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时序变化

2.1.2 空间差异时序变化 采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

数测度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如图

2所示。从变异系数的变化态势来看,2000—2013年

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变异系数呈现先

减小后增大的发展态势,这表明研究期内河南省县域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

的变化态势。具体来说,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空

间差异的时序变化分为3个阶段,即2000—2005年

期间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呈现缓慢

缩小后,在2005—2010年期间呈现迅速缩小态势,

2010年之后又呈现迅速扩大态势。河南省县域农村

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整体上略有扩大,变异系

数基本维持在0.472左右,空间差异的扩大趋势不明

显。从泰尔指数的动态变化趋势来看,泰尔指数的变

化特征与变异系数的变化特征一致,研究期内同样呈

现出先缓慢减小后迅速减小,最后迅速增加的阶段性

变化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空间差异整体略有

增加的特征。

图2 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

2.1.3 用地数量变化的空间分异 从河南省县域尺

度出发,统计研究时段初期到末期农村居民点用地

数量的变化情况,利用 ArcGIS软件中自然断点法,
从用地数量减少和增加的角度,将研究期内河南省

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变化幅度分别划分为

3个级别,对应3种变化幅度:(1)农村居民点用地

数量减少:高度减少(<-3013.29hm2)、中度减少

(-3013.28~-1183.95hm2)、低度减少(-1183.94~

0hm2);(2)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增加:高度增加

(>2678.39hm2)、中度增加(1290.20~2678.38
hm2)、低度增加(0.01~1290.19hm2),进而绘制了

河南省2010—2013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幅度

的空间分布图(图3)。
由图3可知,河南省2000—2013年各县域农村

居民点用地绝对数量变化各异,有增有减。其中,农
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增加的县域个数高达76个,主要

在豫北的焦作、鹤壁、济源和豫西的洛阳以及豫中的

许昌等地市的全部县域集聚分布,并且在郑州、新乡、
安阳、濮阳、三门峡、商丘、周口和信阳等地市的大部

分县域也明显集聚分布;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减少的

县域个数仅有33个,重点集中在两个地区:(1)由漯

河全部县域、驻马店、南阳和平顶山等地市的大部分

县域组成的团状地区;(2)由开封市部分县域和封丘

县、滑县、濮阳县组成的条带状区域。从农村居民点

用地数量的变化幅度上看,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处于

增加状态的各个级别县域个数明显多于减少状态所

对应级别的县域个数。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高

度增加的县域主要集中在豫东的商丘、周口和豫南的

信阳等省域边界一带。中度增加的县域主要分布3
个地区:(1)郑州南部许昌北部县域、焦作南部以及

洛阳市所组成的团状地区;(2)开封东部商丘西部县

域和周口中北部县域组成的条带状区域;(3)豫北安

阳、新乡和焦作少数分布。轻度增加的县域主要集中在

豫北各地市的部分县域、南阳西部和信阳南部的部分县

域以及平顶山许昌交界线一带。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

高度减少的县域在驻马店部分县域呈现明显的小范围

集聚态势。中度减少的县域则主要环绕或邻近农村居

民点用地数量高度减少的地区分布,另外在郑州、开封、
周口和濮阳也有零星分布。轻度减少的县域布局比较

分散,在河南省域上呈零星分布格局。
河南省各县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自然资

源禀赋各异,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尽

相同。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空间分异还可用

相对变化率进行定量测度。根据各县域农村居民点

用地数量相对变化率的计算结果,结合ArcGIS软件

对其进行空间化表达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河南省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相对变化率也存在地域差异,
相对变化率为负值的对应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减少,
县域分布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2000—2013年,河
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速率低于全省平均变

化速率的县域数量有10个,均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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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轻度增加的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相对变化

率在1.00以上的县域有66个,主要集中分布在豫西

洛阳、豫北焦作、鹤壁、济源等地市和濮阳、许昌、商
丘、信阳、周口等地市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郑州市、安阳

等地市的部分地区,另外在开封、平顶山、新乡、三门

峡、南阳和驻马店等地市也有零星分布,这说明了上

述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速率均高于全省

的平均水平。

图3 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空间变化

图4 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相对变化率空间格局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2.2.1 影响因素的选择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

与自然、社会经济、人口、土地管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河南省地处华北平原地区,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在短

期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作用不大且相对恒定,

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社会经济、人口、土
地管理等因素在近些年来的剧烈变化是导致河南省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原因。由此本研究在参

考国内已有研究[12-14,16,18,27-30]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

实际情况及资料可获性,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客观性

等原则遴选了19个指标作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

化的影响因素。具体为:人均 GDP(X1)、二三产业

产值比重(X2),反映了研究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X3)、城乡收入比(X4)、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X5),反映了研究区农村和城镇的生

活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X6)、地均财政收入(X7),
反映了研究区经济投入和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的能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X8)、农业总产值(X9)、地均粮食

产量(X10)、土地垦殖率(X11)、人均耕地面积(X12),
反映了研究区农业生产水平和规模;农村常住人口

(X13)、农村人口密度(X14)、乡村户数(X15),反映了

研究区农村人口和家庭的规模;农村人口半城市化率

(X16)(即(农业户籍人口—农村常住人口)/农业户

籍人口)、城市化率(X17)、农业就业人口比重(X18),
反映了研究区农村人口的外流水平;农村人均住房面

积(X19)反映了研究区农村人口对住房的需求水平。
本研究以河南省109个县域单元2000年、2005年、

2010年、2013年4个典型年份共436个分析样本,构
成面板数据,进而分析比较各因素对河南省县域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

2.2.2 主导因素的识别与解析 借助地理探测器模

型获得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力,
进而识别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计
算结果见表1。研究期内,除了乡村户数、农村常住

人口、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4个因素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力值较高外(乡村户数和农村

常住人口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影响力值

高达0.6以上),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

影响力整体较弱。综合地理探测器对各影响因素的

探测结果,确定乡村户数、农村常住人口、农业总产

值、农业机械总动力是研究期内影响河南省县域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本文进一步解析了主

导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为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科学整

治提供参考。
(1)乡村户数和农村常住人口,是考察农村家庭

规模和人口规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作用的重要

指标。研究期内,乡村户数对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最强,影响力值高达0.790,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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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常住人口,影响力值为0.639。结合图5B和

图5C发现,乡村户数和农村常住人口在县域尺度上

空间分布特征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布(图5A)
极为相似,即乡村户数和农村常住人口越多的县域也

存在着越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分析可知,在农

村家庭类型逐渐由主干向多核心演变的农村发展背

景下,农村传统大型家庭户往往会转变为多个小型家

庭户,而我国“户”又是取得农村宅基地的唯一合法主

体,因此乡村户数越多的县域,必将导致越多的农村

居民点用地数量;此外,作为农村人口数量在我国所

有省份中排名第一的省份,河南省农村居民点必须要

满足农业人口的居住要求,那些农村常住人口较多的

县域,人们为了满足其对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农村建

设用地的需求也就较大,势必会刺激着居住面积、交
通条件及公共设施等不断提高,进而促使这些县域拥

有较高水平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
(2)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是反映农业

生产水平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的重要指标。

2000—2013年,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

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力值分别为0.353,0.342,
两值相差不大,说明这两个因素对河南省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相当。从地域分布上看,农业总

产值(图5D)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图5E)的空间分布

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农业总产值较高的县域,其农业

机械总动力也较高,而且两者的整体变化特征与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图5A)也相似,均有东高西低

的特点。深入分析发现,河南省作为我国重点农区,
农村范围广袤,农业经济比重较高,因而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对农村居民点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突出。生

产决定生活,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县域,乡村居民的

收入水平也相应较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村

居民的建房能力,激发了乡村家庭改善居住环境的需

求,在这种状况下,较原始的“砖瓦房”已经不能满足

乡村居民的生活要求,“豪华版”乡村楼房纷纷建立,
进而导致这些县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相对较多。

表1 河南省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结果

影响

因素

PD,U

值
排序

影响

因素

PD,U

值
排序

影响

因素

PD,U

值
排序

X1 0.081 13 X8 0.342 4 X15 0.790 1

X2 0.219 5 X9 0.353 3 X16 0.084 12

X3 0.059 16 X10 0.079 14 X17 0.131 9

X4 0.129 10 X11 0.196 6 X18 0.029 18

X5 0.058 17 X12 0.178 7 X19 0.169 8

X6 0.014 19 X13 0.639 2

X7 0.074 15 X14 0.114 11
图5 2000-2013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及

主导因素多年平均值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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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以河南省为例,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
对变化率等方法对重点农区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

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了影

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为

从时空2个维度识别我国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

程、挖掘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提供了实证基础。
另外,本研究基于县域小尺度,揭示中观尺度省域范围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也是对

省域层面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入和完善,同时可为省域

农村居民点整治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河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研究期内农村居民点

面积呈现明显增加趋势,这与徐羽等[30]对同样是农

业大省的江西省、杨忍等[19]对黄淮海、鲁南等传统农

区、李小建等[1]对我国中部农区巩义市以及王介勇

等[31]对黄淮海平原农区典型村庄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区在当前农业人口快

速转移背景下,农区存在着农村居民点用地不降反增

现象,农村人口与土地关系亟待调整。与相关研究结

果类似,本研究认为乡村户数、农村常住人口、农业总

产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来自农村自身的因素是驱

动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如刘超

等[9]认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因素

驱动着关中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冯应斌等[14]

基于村域尺度上认为农户数量是导致农村居民点用

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徐羽等[30]对江西省的研究表明,
农业发展及人口的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发展壮大

的首要驱动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于这些地区受

制于经济发展滞缓及非农经济不发达,农村自身要素

的发展仍处于主导地位,是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的主要动力。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认为农民人均纯

收入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较小,此结论与人

们认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

响应较大”的感性认识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

方面解释:(1)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各县域农民人

均纯收入整体不高且差异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其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上的解释力;(2)最重要

的原因应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河南省县域农村居

民点用地变化具有双向作用,即驱动或抑制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扩张。通过比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县域分布情况发现,农民人均纯收

入较高的县域,存在着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较低和较

高两种情况,反之亦然,这就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力。

此外,传统的影响因素驱动力分析中主要采用统

计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法和模型化方法等[13-14,16,32],
这些计算模型对数据的要求及假设条件较多,如正态

性及同方差性等,而现实中的地理事物无法完全满

足这些要求,以致于其数学模型的效果受限。地理探

测器模型是一种新的评价地理事物与其驱动因子之

间关系的空间分析模型,本研究将地理探测器引入到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的定量研究中,具有以下

优点:(1)该模型几乎无假设条件,克服了传统计算

模型处理类似问题的局限性;(2)可以定量分析引起

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3)对于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无需处理,该模型可保

证其对多自变量共线性免疫。因此,本研究引入地理

探测器模型可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

因素错综复杂,除了本文所陈述的因素外,制度、管理

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也是造成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

重要因素[1,12-13,29],但在定量识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的研究中,往往因其难以量化而被忽视。因此,如何

量化这些因素使其与其他因素具有可比性还有待深

入探究。

4 结 论

(1)2000—2013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整

体呈现增加趋势,增加速度以2005—2010年最为迅速;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同样表现为整体增加趋势,由
于2010年以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快速转移,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数量在2010—2013年增加最快。
(2)2000—2013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

空间差异整体略有扩大,空间差异时序变化的阶段性

特征明显,呈现出缓慢缩小—迅速缩小—迅速扩大的

发展过程。
(3)2000—2013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

变化的空间差异显著,多数县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量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多数县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量变化速率高于全省平均变化速率。
(4)乡村户数、农村常住人口、农业总产值和农

业机械总动力等来自农村自身的因素是驱动农村居

民点用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针对主导因素的特性,解
析了其对河南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机

制,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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