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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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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 近 30年来收录的有关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中文文献，运用文献资料法、

网络检索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归纳中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特点与研究的趋势。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中文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相关成果都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核心期刊载文量不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

体还没有形成，学术水平总体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②理论研究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实证研究；③基于国家、省级等大

尺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多，区域、市县的中尺度次之，农户和地块的小尺度最少，实证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呈现不断

扩大并趋于均衡的特点；④实证评价方法尚缺乏统一的理论规范，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繁多，且不同方法在不同理论

背景与时空尺度下的适用性、实用性以及结果的验证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基于多视角、多领域和多尺度，加强

对耕地集约利用机理的定量研究，强化研究方法的集成创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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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耕地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1–4]，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国外早期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

集约化方面[5]，之后，围绕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

评价、驱动及效应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6–8]。耕地的

集约利用一直广泛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相

关研究结果已较为丰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评价指

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9–12]、驱动机制分析 [4,13–14]、时

空分异特征与变化规律[15–17]等方面；研究尺度涵盖

了国家与省级[4, 18–20]的大尺度，区域[21–22]和市、县

级[1,23–25]等中尺度以及农户[26–27]和地块层面[28]的小尺

度；研究时间上多采用 1980s以来的变化情况[3, 29–30]；

研究视角上涉及了粮食安全[31]、经济发展水平[32]、

城镇化[33]等。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耕地集约利用

研究的归纳总结性成果较少。为了系统分析我国耕地

集约利用的研究现状、特征及发展趋势，本文采用文

献计量分析法，基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 收

录的有关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中文文献，梳理耕地集

约利用研究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发展特点及存在的问

题，思考未来研究的趋向，以期为耕地保护及集约利

用提供科学决策的基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法 

文献来源为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知网 CNKI)

检索平台，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

数据源。以(“篇名”=“耕地”)+(“主题”=“集约”)

对 1985年至 2014年 9月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精确”

检索，对初步的检索结果结合“关键词”、“摘要”

等其他检索项分析筛选获得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

论文成果数据，共检索到相关期刊文献 212篇，其

中，核心期刊文献 160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各

4 篇和 62 篇(其中部分学位论文研究主题重点不是

耕地集约利用，不再计入统计分析)。值得提出的

是，鉴于部分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位论文可能并未

提供给中国知网 CNKI收录，故学位论文数据相对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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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处理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采用数理统计学方法来定量

描述、评价和预测学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学

研究分支[34]，其实质是将定量文献转换为用数量表

示的资料，并对分析结果采用统计数字描述，基于进

一步对文本内容“量”的分析，明晰事物发展的现状

及趋势。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在文

献检索的基础上，把检索到的有关文献利用 Excel进

行归类、加总、排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数据保障。

首先，泛读期刊文献、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分析文

献数量变化；然后，在文献精读的基础上，从核心期

刊数量、作者发文情况、主要发文机构等方面对 160

篇核心期刊和 62 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并根据

内容主题变化、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等分析研究内容

的进展情况。 

2  结果与讨论 

2.1  文献数量统计分析 

由图 1可以看出，近 30年来相关的中文期刊论

文和学位论文数量都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期刊论文在

1985—2004年相对很少，年均仅 1篇；但 2005年后

开始快速增加，2009年提高到 28篇，此后基本维持

在年均 30篇左右，近 10年来保持了年均 20篇的水

平。据对学位论文的不完全统计(这是由于 CNKI 可

能没有收录部分院校的学位论文)，相关的博士学位

论文很少，仅在 2002、2010、2013和 2014年各有 1

篇相关性较强的博士学位论文。相对而言硕士学位论

文数量较多，其变化趋势与期刊论文基本一致，2002

年开始出现第一篇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之

后逐渐增多，2009年以来维持在年均 10篇左右。 

 

图 1  近 30 年来中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research papers on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since 1985 in China 

 

2.2  核心期刊分析 

根据检索结果，按发文量对刊物进行排序，发

现 212篇相关论文中共有 160篇发表在 55种核心期

刊上。其中，发文量排名前 15 位的期刊(表 1)总共

载文 93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 43.9%。其中《农业

工程学报》的篇数最多，共 14篇；《资源科学》、《水

土保持研究》、《水土保持通报》、《农业现代化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均有 8篇；《地理学报》、《地

理科学》和《地理研究》3 种期刊合计共有 8 篇。

此外，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发表的期刊主要分布在

农业基础科学、农业经济和资源科学、地理学。总

体看来，尽管核心期刊论文占耕地集约利用相关研

究的论文总量比例较大，但载文的绝对量不大，有

待进一步提高。 

表 1  近 30 年来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核心期刊分布(前 15 位)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in top 15 core journals since 1985 in China  

期刊名称 数量(篇) 占比(%) 期刊名称 数量(篇) 占比(%) 期刊名称 数量(篇) 占比(%)

农业工程学报 14 8.8 水土保持研究 8 5.0 地理学报 4 2.5 

资源科学 8 5.0 中国土地科学 7 4.4 地理科学进展 4 2.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8 5.0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6 3.8 中国农学通报 4 2.5 

水土保持通报 8 5.0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5 3.1 地理科学 2 1.3 

农业现代化研究 8 5.0 自然资源学报 5 3.1 地理研究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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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者分布情况 

根据普莱斯定律，当核心作者撰写的论文数量达

到总论文数的一半，核心作者群才算形成[35]。根据

公式 M = 0.749(Nmax)1/2，M为论文篇数，发表论文

数在 M 以上的称为核心著者，Nmax为统计年段内最

高产的作者的发文量。本文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表

论文 5篇，则 Nmax = 5，得出 M = 1.67，取最大整数

为 2。因此，发表文献在 2篇以上的作者本文视为耕

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核心作者。该时间段内发表论文的

作者总共有 503 名，2 篇及以上的有 55 名，占作者

总数的 10.9%。其中发文量排名前 5名的作者见表 2。

根据统计结果，核心作者总共发文 27篇，占总篇数的

12.7%。通过研读文献还发现，相关期刊论文的作者

合著现象非常普遍，约半数以上的论文都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作者参与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说明了

耕地集约利用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还没有形成。 

表 2  近 30 年来耕地集约利用论文居前 10 的作者分布及被引情况 
Table 2  Information of top 10 authors of papers on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since 1985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作者单位 合计被引(次) 平均被引(次) 以第一作者发文

量(篇) 

1 宋戈 5 东北农业大学 48 9.6 1 

2 邹金浪 4 云南财经大学 26 6.5 3 

3 李秀彬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41 60.3 0 

4 陈瑜琦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7 26.8 4 

5 程久苗 4 安徽师范大学 118 29.5 1 

6 杨子生 3 云南财经大学 13 4.3 0 

7 刘彦随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2 7.3 0 

8 赵京 3 华中农业大学 53 17.7 3 

9 邓楚雄 3 湖南师范大学 32 10.7 2 

10 庞英 3 青岛农业大学 24 8.0 3 

 

2.4  主要机构发文情况 

从表 3可知，近 30年来耕地集约利用文献发表

量居前 10位的机构中，合计发表期刊文献 69篇，占

期刊文献总数的 32.3%；学位论文共 34 篇，占学位

论文总数的 54.7%。在期刊文献中，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最多，共 11篇，占比 5.2%，其次

是东北农业大学，9篇；学位论文中西南大学和东北

农业大学发文量最多，均为 6篇。总体来看，从事耕

地集约利用的主要机构为高等院校，其中又以农业类

高校居多。 

表 3  近 30 年来耕地集约利用文献发表量居前 10 的机构 
Table 3  Top 10 organizations of published papers on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since 1985 in China 

排名 机构 期刊论文 

数量(篇) 
占比 

(%) 

排名 机构 学位论文 

数量/(篇) 
占比 
(%)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11 5.2 1 西南大学 6 9.7 

2 东北农业大学 9 4.3 2 东北农业大学 6 9.7 

3 华中农业大学 8 3.8 3 湖南师范大学 5 8.0 

4 西南大学 7 3.3 4 华中师范大学 4 6.5 

5 河北农业大学 7 3.0 5 华中农业大学 3 4.8 

6 中国农业大学 6 2.8 6 南京农业大学 2 3.2 

7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6 2.8 7 河北农业大学 2 3.2 

8 南京大学 6 2.8 8 中国地质大学 2 3.2 

9 南京农业大学 5 2.4 9 新疆农业大学 2 3.2 

10 安徽师范大学 4 1.9 10 云南财经大学 2 3.2 

合计 69 32.3 合计 34 54.7 

 
2.5  研究进展分析 

2.5.1  主题内容特征    首先，由图 2可以看出，在

一定数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呈快速上升趋

势，综合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从 1985 年至今，

核心期刊中理论研究占比 13.1%，实证研究占比

64.4%，综合研究占比 22.5%；总体看来，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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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滞后于实证研究。 

 

图 2  期刊论文的主题内容变化 
Fig. 2  Changes in the theme of the journal articles  

 
其次，根据研究内容分类的统计结果，结合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等文献总量特征，发现相关研究的阶

段性特征。1985—2004 年，以理论初探和区域对策

等定性研究为主。文献检索结果显示，该阶段研究论

文的总量不多，增长缓慢，核心期刊论文共有 11篇，

硕士学位论文 3篇，也未涉及区域综合研究；且实证

评价研究论文仅占 18.2%，81.8% 以上的论文内容属

于理论研究，在 3个阶段中比例最高。期间，许多学

者围绕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及类型界定等方面开展

理论探讨[3,19,29,33,36–41]，为我国后续的研究奠定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 

2005—2009年，是研究迅速发展阶段，并形成

实证评价的研究热点。这阶段核心期刊论文共 40

篇，实证评价论文占比为 80.0%，理论研究及综合

研究性论文分别占比 7.5% 和 12.5%；同时，硕士

论文比上一阶段增加了 9 篇；实证评价研究论文比

例大幅度提高到 80.0%，而理论性论文大幅度下降

到 7.5%。大量学者采用各种定量研究方法，针对不

同区域开展了耕地集约利用实证评价[9,15–16,19,42–50]，

为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理论方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

证积累。 

2010—2014 年，是研究完善发展的阶段，实证

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学术界开始出

现基于多视角、多层次的综合性机理研究的趋势。这

阶段核心期刊论文共 109篇，硕士论文共 47篇。区

域综合研究论文数量及其占比继续加大，比上一阶段

增加了 15.9%，在论文篇数总体增长的同时，实证评

价研究论文比例相对上阶段降低了 16.7%，而理论研

究论文的数量提高到 8.3%。这期间，许多学者在系

统分析总结与介绍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侧

重于时空分异与驱动力分析，开始了集约利用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探讨[21–22,28,51–54]，研究的整体综合化趋势

初现端倪。 

2.5.2  研究范围变化    从研究视野范围(空间尺度)

对实证研究范围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总结。空间尺度一

般可划分为行政组织型、功能型等多种类型和不同的

等级。在此，仅从空间范围等级关系上对耕地集约利

用研究可大致划分为 3个层次(图 3)：①全国、省域、

城市群、流域、较大区域等大尺度；②具体城市、县

域的中尺度；③农户和地块层次的小尺度。在此基础

上，将我国耕地集约利用实证研究区域划分为 5个区

域(图 4)。 

 

图 3  总体期刊论文实证研究的空间尺度   
Fig. 3  Spatial scal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journal articles 

 

图 4  总体期刊论文的实证研究区域 
Fig. 4  Regio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journal articles 

 

由图 3可以看出，开展大尺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

多，占 69.4%，其中少量成果是在对全国整体水平分

析的基础上，基于省域或东中西三大区域开展时空差

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4,16,18,55–56]。相比而言，开展省

域层面研究的较多，涉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

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新疆

等十几个省份；同时，涉及京津冀地区、中部地区、

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渤海区域、南四湖

流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江及安徽沿江地

区等较大区域的案例研究也均已涌现。相对而言，

中尺度的研究略少，占比为 23.4%。小尺度研究虽

然多从农户家庭或具体地块角度开展更加具体的研

究，但是鉴于地块尺度数据搜集的困难性，成果最

少[19,28,38]。从研究区域来看，实证研究范围在全国



310 土      壤 第 48卷 

 

各地均有大量的分布，已基本趋于均衡。中部地区

相对较多，占比 26.1%，东北、东南及西北地区占

比分别为 20.7%、22.5%、19.8%，西南地区数量略

少，仅占 10.8%。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尽管诸多

研究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了探

讨，但关于适宜尺度的选择、适应尺度特征的指标

选取、不同尺度间对比分析以及尺度转换问题等尚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5.3  实证评价方法    本文以耕地集约利用的“过

程–格局–机制–效应”研究为理论分析框架，对涉及

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GIS空间技术分析方法及其

他方法的应用情况进行初步分析(表 4)。 

表 4  文献中实证评价方法的分类统计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empirical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literatures 

主要内容 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 GIS空间分析 其他 

综合评价 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投影寻踪法、灰色概率模型、Delph

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BP 神经网络方

法、方差法、熵值法、PSR模型、DPSIR模型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SOM神经网络模型、

能值分析 

时空差异 聚类分析法、重心分析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双重自组织模型、

主成分分析 

GIS空间表达、叠置分

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ESDA) 

聚类分析、三角模型

驱动机制 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Tobit回归、双对数回

归、协整分析、耦合度模型、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 

  

效应 因素分解法、多层线性模型   

 
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目前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

用，据不完全统计，现有文献中共涉及 28 种具体方

法。一般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手段描述耕地

集约利用状况、开展定量评价并探究其驱动机理的研

究较为多见[44,57–59]。尤其是在综合评价的过程中用到

了 12 种方法，占总数的 42.9%，然而在探究耕地集

约利用的效应[60–62]时却仅涉及到因素分解法和多层

线性模型 2种方法。 

目前，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方法仅被运用在大、

中尺度的空间差异分析上[9,16]，其在综合评价、驱动

机制及效应的研究中均未出现。然而，现有研究在分

析时空差异时仍然仅仅运用了 GIS 技术平台的数据

处理与部分空间分析功能[25,63–64]，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空间网络分析、空间聚类分析、空间插值等多种

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统计学等其他方

法相结合的复合型方法应该均能有力推动具有时空

尺度特征的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但

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向。此外，鉴于能值形态能更好地解决不同研究范围

耕地各种投入的量纲统一问题，能够有效克服价值形

态或实物形态测度的不足，谢花林等[65]提出以能值

形态为量纲综合耕地各实物投入来量化分析耕地集

约利用的时空变化，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进行

了实证分析，拓宽了定量分析的新思路。目前，动态

模型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中的运用不多，但少数

的案例已经显示其可有效揭示耕地集约利用过程及

其区域差异。 

综合来看，虽然研究方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已经

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尚有很多不足，迄今为止尚

未形成一套公认的、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模型，评价指

标体系也各不相同。同时，也呈现出一种重结果轻过

程、重计量轻机理等不良趋向。尤其是不同方法在不

同理论背景与时空尺度下的适用性、实用性以及结果

的验证等尚未引起足够的研究与重视，方法繁多却难

以构成科学的体系。 

2.6  研究启示 

1) 探索耕地利用集约化的过程、格局、机制及

效应的特色路径。进一步关注评价指标选择的尺度适

应性[66]，通过概念和内涵的解释进一步完善评价指

标体系[67]，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综合评价，刻画耕

地集约利用的主体结构、时空格局，分析其时空差异，

解析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力机制、实现机理，深入探

究耕地集约利用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反馈效应。 

2) 围绕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选择不同区

域、不同尺度的耕地集约利用案例，拓展耕地集约利

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开展多视角、多领域、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3) GIS空间分析技术方法与经济学、统计学等其

他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型方法有待进一步在耕地集约

利用中运用及集成。 

3  结论 

1) 近 30 年来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相关成果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论文总量相对不多，核心期刊

所占比例虽然较高，但载文绝对量不多，研究领域的

核心作者群体还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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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证研究。实证研

究发展快速，区域综合研究也逐渐增多，但主要是针

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表面现象及问题的定性描述，缺乏

对运行机理的定量分析。 

3) 基于大尺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多，中尺度次

之，小尺度最少。实证研究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并趋

于均衡，但西南地区的相对较少。 

4) 实证评价方法目前缺乏统一的理论规范，评

价模型和评价指标繁多，已涉及到 30 多种方法。但

不同方法在不同理论背景与时空尺度下的适用性、实

用性以及结果的验证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5) 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探索耕地利用集

约化的过程、格局、机制及效应的特色路径，开展多

视角、多领域、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尝试集成 GIS

空间分析技术与经济学、统计学等其他方法形成科学

的复合型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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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Intensiv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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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from the published papers collected in literature 

database of CNKI,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network retrieval and comparison are employed to summarize the main conten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journal articles and thesis increased in recent 30 years, but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core periodical was 

limited, a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d not yet formed and academic level needs to be further promoted; 2)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lags behind that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3) the literatures based on the large scale 

research was more than these on the medium scale, while the small scale researches based on field plots were the least. The 

regions of empirical studies were extended and balanced gradually; 4)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valuation models and 

evaluation indexes, the uniform theoretical standards need to be developed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different methods for different units and verification of results. The 

researches on the mechanisms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om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scale and field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 should be enhanced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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