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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枯竭地区乡村多功能分类及空间分异研究
———以东北地区北票市(县)为例

马　 青ꎬ郭曼曼ꎬ靳　 升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在现有乡村多功能主流观点的基础上ꎬ以东北地区典型资源枯竭地区北票

市(县)的乡村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农业多功能的分类、空间分化及多功能复合问题ꎮ
通过多渠道来源数据建立北票市(县)乡村数据库ꎬ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

分析方法梳理乡村多功能的分类ꎬ筛选出由 １６ 项指标构成的农业生产功能、工业

生产功能、旅游服务功能、生活环境功能 ４ 项功能类型ꎬ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

标和功能的权重ꎬ最终确定乡村多功能的具体分类和评价指标体系ꎮ 采用 ＧＩＳ 技

术将多功能属性数据空间化ꎬ北票市(县)的乡村多功能水平空间分布差异较大ꎬ其
中多功能复合化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市域西北侧和东南侧ꎬ属矿产资源丰富

地区和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地区ꎮ 研究发现:综合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熵权法

及 ＧＩＳ 分析等方法ꎬ基于量化、空间化的前提ꎬ可快速有效地识别乡村主要产业功

能类型及其复合化水平ꎬ有助于指导乡村产业发展及空间规划ꎮ

关键词:资源枯竭地区ꎻ因子分析ꎻ系统聚类分析ꎻ乡村多功能ꎻ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２ 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多是指以农业生产为

主要产业的城市以外地区[１]ꎮ 伴随我国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ꎬ乡村地区经济社会转型明显ꎬ现在的乡

村职能不再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ꎬ工业和旅

游服务业等产业正快速崛起ꎬ乡村产业及功

能均走向多元化和复合化ꎮ 国内现有关于乡

村功能多元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或者城市周边地区ꎬ主要受城市化影响ꎬ乡村

被动走向功能多元化、复合化发展道路ꎮ 而

北票市(县)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地

区的典型代表ꎬ近年来ꎬ伴随资源枯竭不断加

剧和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崛起ꎬ其乡村地区

也呈现多功能发展趋势ꎬ其驱动力和发展背

景均不同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ꎮ
北票市(县)地处松岭、黑山地区ꎬ由煤

矿开采得名[２]ꎬ全域面积 ４ ４１８ ７４ ｋｍ２ꎬ是
“七山一水三分田” 的丘陵山区ꎮ 北票市

(县)属中温带亚湿润区季风型大陆性气候ꎬ
境内有大凌河、牤牛河、白石湿地等丰富的水

资源ꎮ 全市农业人口 ３７ ６６ 万人ꎬ占总人口

的 ６７ ５％ ꎮ 本研究以村为基本单元ꎬ包括

２５２ 个村和 ３ 个农场分场以及 １ 个自然保护

区ꎬ共 ２６３ 个行政区ꎮ 所有研究对象属性数

据主要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乡村人居环

境数据库、«北票年鉴»及«中国县域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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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等ꎬ由北票市(县)政府部门提供北票市

(县)全域的矢量地图ꎮ

一、乡村多功能研究概述及类型划分

１.乡村多功能理论

乡村多功能理论起源于 ２０ 世纪末提出

的多功能农业(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多功能农业理论强调农业除了生产功能ꎬ还
有生态、文化、环境等多元功能ꎮ 多功能乡村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ꎬ是多功能农业理论的

进一步深化ꎬ该理论认为乡村是由经济、社会

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ꎬ是人类重要的工作、
居住地点和环境空间[３]ꎮ 多年来不同地区、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多功能乡村不断进行

深入研究ꎬ不同研究背景和对象导致其形成

了功能分类的多种观点ꎮ 现有主要功能类型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国内外学者对多功能乡村主要功能类型的划分

时间 学者 分类依据 主要功能类型

１９９１ 台湾众学者、武爱彬[４] 台湾农业改造计划相关内容 生活、生产、生态

２００４ Ｂａｒｒ[５] 澳大利亚乡村相关统计数据 生产、乡村便利设施、乡村转型、灌溉设施

２００９ 龙花楼等[６] 、李治等[７] 产业发展类型角度 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均衡发展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ｍｅｓ Ｊ[８] 生产、消费和保护相互关系
生产型农业、舒适型乡村、小农场、多功能、边缘地区农
业、保护和本土化

２０１１ 刘彦随等[９] 乡村功能和属性角度 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环境

２０１２ 林若琪等[１０] 西方多功能农业理论 生产、社会保障、经济、生态

２０１４ 李平星等[１１] 县域尺度乡村功能 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社会保障

２０１５ 房艳刚等[３] 乡村多元化发展目标
粮食与食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社会公平、提供
发展空间

２０１７ 李智等[１２] 多个不同角度解读多功能内涵 生活、工业、农业、生态

２０１８ 周镕基等[１３] 多功能农业角度 经济、社会、生态、能源、旅游休闲、文化传承

　 　 其中主要涉及的指标大部分来源于统计

年鉴ꎬ涉及指标较多且不同研究之间差别较

大ꎬ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评价体系ꎮ
２.聚类分析方法下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

由于现有研究功能分类及指标选择均是

基于前人的理论研究ꎬ相互之间没有形成相

对统一的分类体系ꎮ 为检验乡村多功能分类

体系的科学性ꎬ以北票市(县)为例ꎬ通过梳

理各途径获取的数据ꎬ形成包含经济社会数

据和空间矢量数据等多项数据在内的数据

库ꎮ 为消除不同指标数值和单位差异带来的

不利影响ꎬ采用数据 Ｍｉｎ －Ｍａｘ 标准化方法ꎬ
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ꎬ消除原始数据

不同属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ꎬ形成北票市

(县)乡村数据库ꎮ 定义 Ｓｉｊ为 ｉ 村第 ｊ 项指标

的标准化数值

Ｓｉｊ ＝

Ｘ ｉｊ －Ｍｉｎｊ

Ｍａｘｊ －Ｍｉｎｊ

Ｍａｘｊ － Ｘ ｉｊ

Ｍａｘｊ －Ｍｉｎｊ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式中:Ｘ ｉｊ为 ｉ 村第 ｊ 项指标实际值ꎻＭａｘｊ 为该

指标的最大值ꎻＭｉｎｊ 为该指标的最小值ꎮ 计

算指标的标准化值和综合标准化值ꎬ最终形

成无量纲化的北票市(县)乡村数据库ꎮ
由于现有乡村数据库涉及指标较多ꎬ基

于未知数据的重要程度和相互之间的关系ꎬ
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现有数据进行降维处

理ꎬ筛选出对乡村发展较为明显的影响因素ꎬ
分析其对乡村产生的影响ꎮ 因子分析式为

Ｚ１ ＝ ａ１１Ｆ１ ＋ ａ１２Ｆ２ ＋＋ ａ１ｐＦｐ ＋ ｃ１Ｕ１

Ｚ２ ＝ ａ２１Ｆ１ ＋ ａ２２Ｆ２ ＋＋ ａ２ｐＦｐ ＋ ｃ２Ｕ２

　 　 　 　 　 　 　 　 ⋮
Ｚｍ ＝ ａｍ１Ｆ１ ＋ ａｍ２Ｆ２ ＋＋ ａｍｐＦｐ ＋ ｃｍＵ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式中:Ｚ１ꎬＺ２ꎬꎬＺｍ 为 ｍ 个变量因子ꎬＦ１ꎬ
Ｆ２ꎬꎬＦｐ 为公共因子ꎬ表示为矩阵形式为:
Ｚ ＝ ＡＦ ＋ ＣＵꎮ 经计算ꎬＫＭＯ 检验值为

０ ６８７(ＫＭＯ 检验值在 ０ ~ １ꎬ越趋近 １ꎬ代表

数据关联性越高)ꎬ前 ７ 项公共因子贡献率

总和为 ８６ ４％ ꎬ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乡村功

能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其中需要说明的

是ꎬ本研究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ＧＢ / Ｔ １８９２７—２００３)»的评价标准对北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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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内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级并赋值ꎬ得
出文化旅游价值ꎬ代表乡村的文化旅游功能ꎮ
设定乡村的公共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各乡镇

集镇区ꎬ而村到镇通勤距离越短ꎬ代表其享用

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度越高ꎬ故将村庄与镇

区的交通距离作为生活便利程度代表值ꎮ

为进一步确定 １６ 项指标的分类类型ꎬ采
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变量进行聚类分析ꎬ以
客观数据为基础ꎬ应用量化统计的方式获得

乡村功能的分类ꎮ 经计算ꎬ北票市(县)乡村

的变量共可划分为 ４ 类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乡村多功能分类统计

功能类型 指标　 　 　 　 　 单位 内涵

人均耕地面积 ｍ２ / 人 村域耕地总面积 / 总人口

农业生产功能
人均第一产业产值 万元 / 人 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 总人口
人均粮食产量 ｔ / 人 村粮食总产量 / 总人口
第一产业产值 亿元 村域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人均第二产业产值 万元 / 人 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 总人口

工业生产功能
第二产业产值 亿元 村域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人均建设用地 ｍ２ / 人 村建设用地总和 / 总人口
工矿用地密度 ％ 工矿用地面积 / 村域总面积

人均第三产业产值 万元 / 人 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 总人口
旅游服务功能 第三产业产值 亿元 村域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文化旅游总价 分 村旅游资源价值总和

交通用地密度 ％ 交通设施用地面积 / 村域总面积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各村乡村人口年均纯收入

生活环境功能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ｍ２ / 人 村居住面积总和 / 总人口
到达镇区通勤时间 ｍｉｎ 各村到其所属乡镇镇区通勤时间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１４ － １５] 元 / ｈｍ２ 村域生态服务总价 / 村域总面积

３.乡村多功能指标权重确定

确定乡村多功能分类及代表性指标之

后ꎬ采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占比ꎬ求
第 ｊ 项指标第 ｉ 个村的贡献度 Ｐ ｉｊ

Ｐ ｉｊ ＝
Ｓｉｊ

∑
ｎ

ｊ ＝１
Ｓｉｊ

(２)

求各指标的贡献总量 Ｅ ｊ

Ｅ ｊ ＝ － １
ｌｎｎ∑

ｎ

ｉ ＝１
Ｐ ｉｊ ｌｎＰ ｉｊ (３)

进而求出各指标权重 Ｗｊ

Ｗｊ ＝
１ － Ｅ ｊ

∑
ｍ

ｊ ＝１
１ － Ｅ ｊ

(４)

最终计算得出各项指标权重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乡村多功能评价体系

功能类型 权重 指标 指标性质 权重

人均耕地面积 ＋ ０. ０１８

农业生产功能 ０. １３１
人均第一产业产值 ＋ ０. ０５０

人均粮食产量 ＋ ０. ０２０
第一产业产值 ＋ ０. ０４３

人均第二产业产值 ＋ ０. ０６５

工业生产功能 ０. ３９７
第二产业产值 ＋ ０. ０７２
人均建设用地 ＋ ０. ０５９
工矿用地密度 ＋ ０. ２０１

人均第三产业产值 ＋ ０. ０６０
旅游服务功能 ０. ４１３ 第三产业产值 ＋ ０. ０４４

文化旅游总价 ＋ ０. ３０９
交通用地密度 ＋ ０. ０２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 ０. ０１６
生活环境功能 ０. ０５９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 ０. ００９

到达镇区通勤时间 － ０. ００４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 ＋ ０.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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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发现ꎬ工矿用地密度和文化旅游

总价占比数值较为突出ꎬ说明该两项指标对

北票市(县)乡村多功能影响最为明显ꎮ 同

时ꎬ工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服务功能占比均在

４０％左右ꎬ说明北票市(县)范围内各村工业

生产功能和旅游服务功能差异最为显著ꎬ该
两项功能也成为影响其多功能差异的主要

功能ꎮ

二、北票市乡村多功能空间分布及复合

分析

　 　 针对北票市(县)各村进行多功能性计

算ꎬ定义 Ｌｉ 为 ｉ 村功能数值ꎬＳｉｊ为该对象的第

ｊ 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据ꎬＷｊ 为第 ｊ 项指

标权重ꎬ计算式为

Ｌｉ ＝ ∑
ｎ

ｊ ＝１
１００ＷｊＳｉｊ (５)

由于数值较小且差异较大ꎬ故将指标统

一放大 １００ 倍ꎬ根据式(５)分别计算各村的

农业生产功能指数(ＡＬｉ)、工业生产功能指

数(ＥＬｉ)、旅游服务功能指数(ＳＬｉ)和生活环

境功能指数(ＬＬｉ)ꎮ 第 ｉ 村的某项功能指数

超过该项功能指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和ꎬ
则该项功能即为 ｉ 村的主导功能[６]ꎮ
１.农业生产功能的空间布局

经计算ꎬ北票市的乡村农业生产功能指

数在 ０ １５ ~ １２ １３ 范围内ꎬ标准差为 ２ ００ꎬ
说明乡村之间农业生产功能差异较大ꎮ 从空

间分布上来看ꎬ农业生产功能水平较高的乡

村主要集中在市域东南侧(见图 １)ꎬ东南侧

整体地势相对平坦ꎬ属丘陵地貌ꎬ水资源较之

西北地区更为丰富ꎬ现状农业主要以林果业

为主ꎬ相较于传统粮食作物种植经济效益较

高ꎮ 其中ꎬ农业生产功能指数超过 ５ ８２ 的村

即为农业生产功能主导类型ꎬ共 ３５ 个ꎬ主要

集中在大板镇、三宝营乡等ꎮ 大板镇和三宝

营乡的林果种植业成为其支柱产业ꎬ形成其

农业生产优势ꎻ而台吉营乡的烤烟、辣椒和杂

粮成为远近闻名的特产ꎬ种植农业特产形成

品牌效应ꎬ使其成为农业生产主导地区ꎮ
２.工业生产功能的空间布局

　 　 北票市(县)范围内乡村的工业生产功

图 １　 农业生产功能(ＡＬｉ)空间分布

能指数在 ０ ２４ ~ ２８ ３０ 范围内ꎬ标准差为

４ ７４ꎬ乡村之间工业生产功能差异明显ꎮ 从

空间分布上来看ꎬ工业生产功能水平较高的

乡村主要集中在市域的西北侧和县城周边地

区(见图 ２)ꎮ “北票”因煤矿资源而得名ꎬ其
乡村地区的主要工业产业也是以矿产资源挖

掘和加工为主ꎬ因而其现状工业生产型乡村

均分布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ꎮ 其中ꎬ工业生

产功能指数超过 ９ ３７ 的村即为工业生产功

能主导类型ꎬ共有 ３５ 个ꎬ主要集中在台吉镇、
东官营镇、宝国老镇北侧、北塔镇南侧、西官

营镇西侧和龙潭镇北侧ꎮ宝国老镇、东官营

图 ２　 工业生产功能(ＥＬｉ)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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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西官营镇、龙潭镇、北塔镇均含有变质岩

和岩浆岩ꎬ主要盛产金、银、铁等金属矿产ꎻ台
吉镇主要处于中生代盆地地区ꎬ主要有煤、石
油及沸石、膨润土等非金属矿产资源ꎮ 各乡

镇均是以矿产采掘和加工为主ꎬ以私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居多ꎬ其经济状况在全

市范围处于领先地位ꎬ但由于多年开采挖掘ꎬ
资源逐步枯竭ꎬ其工业产业处于逐年衰减的

状态ꎮ
３.旅游服务功能的空间布局

北票市(县)范围内乡村的旅游服务功

能指数在 ０ ０５ ~ ４１ ３０ 范围内ꎬ标准差为

３ ５６ꎬ乡村之间旅游服务功能差异明显ꎮ 从

空间布局上来看ꎬ旅游服务功能水平较高的

乡村主要集中在天鹅湖周边地区(见图 ３)ꎬ
天鹅湖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ꎬ每年吸引迁徙

的天鹅在此停留甚至栖息ꎬ也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赏游玩ꎬ进而发展出相对丰富的旅

游服务产业ꎮ 其中ꎬ旅游服务功能指数超过

５ ５５ 的村即为旅游服务功能主导类型ꎬ共有

１７ 个ꎬ主要集中在下府经济开发区、大板镇、
上园镇等ꎮ 下府经济开发区和大板镇紧邻天

鹅湖ꎬ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乡村旅

游ꎻ上园镇作为龙鸟化石自然保护区所在地ꎬ
龙鸟化石成为其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资源ꎻ
南八家子作为喇嘛洞墓葬地ꎬ藏传佛教成为

其突出的文化品牌ꎮ 此外ꎬ大黑山自然风景

保护区因其优美的山地风景而具有较高的旅

游服务功能水平ꎬ黑城子镇的红山文化遗址

群也使其具有较高的旅游服务功能水平ꎮ
４.生活环境功能的空间布局

北票市(县)范围内乡村的生活环境功

能指数在 ５ ９３ ~ １４ ９０ 范围内ꎬ标准差为

１ ４９ꎬ在 ４ 项功能中差异最小ꎬ说明北票市

(县)乡村生活环境功能差异相对较小ꎮ 从

空间布局来看ꎬ生活环境功能水平较高的乡

村主要分布在市域的西北侧、大黑山周边地

区(见图 ４)ꎮ 该地区为矿产资源丰富地区ꎬ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ꎬ同时靠近大黑山风

景区ꎬ又兼具较好的生态服务能力ꎮ 其中ꎬ生
活环境功能指数超过 １１ ７１ 的村即为旅游服

图 ３　 旅游服务功能(ＳＬｉ)空间分布

务功能主导类型ꎬ共有 ３８ 个ꎬ主要集中在东

官营镇、娄家店乡和上园镇ꎬ３ 个乡镇共性特

征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ꎬ农民人均收入较高ꎬ
同时兼具较好的生态环境ꎬ两种要素齐备才

能保证其生活环境功能水平较高ꎮ

图 ４　 生活环境功能(ＬＬｉ)空间分布

５.多功能复合化的空间布局

根据表 ３ 计算 ｉ 村多功能复合化水平

(ＭＬｉ)ꎬ数值越靠近 １ꎬ说明其多功能复合化

水平越高ꎬ发展越趋于成熟ꎮ 经计算ꎬ北票市

(县) 各村多功能复合化指数在 ０ ０２３ ~
０ ５７１ꎬ多功能化差异较大ꎮ 从空间布局来

看ꎬ乡村多功能化水平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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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域的西北侧、东南侧和中部城市周边地

区(见图 ５)ꎬ与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吻合度较

高ꎮ 其中ꎬ多功能指数超过 ０ １９４ 的共 ３８ 个

村ꎬ主要分布在宝国老镇、北塔镇、东官营镇、
台吉镇、下府经济开发区、大板镇和上园镇ꎮ

图 ５　 多功能复合化(ＭＬｉ)空间分布

三、结　 论

本研究基于北票市(县)乡村数据库ꎬ采
用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对其主要影响指标进行

筛选和分类ꎬ最终分为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

产功能、旅游服务功能和生活环境功能 ４ 项

功能ꎬ共 １６ 项指标ꎮ 通过对各项功能进行权

重计算和空间化表达ꎬ总结其空间分布特征:
农业生产功能主要分布在市内林果业发达的

东南侧地区ꎬ北票市(县)地处丘陵山区ꎬ耕
地布局分散难以大规模发展ꎬ而丘陵地区有

利于林果业发展ꎬ同时ꎬ林果业较之传统粮食

作物种植经济效益更高ꎻ工业生产功能主要

分布在矿产资源丰富的西北侧和中部地区ꎬ
北票市(县)是矿产资源型地区ꎬ其乡村工业

生产以矿业采掘和加工为主ꎬ自然矿石资源

丰富地区工业生产功能突出ꎻ旅游服务功能

主要分布在天鹅湖水库周边地区ꎬ良好的滨

水生态环境和世界著名的龙鸟化石是支撑该

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因素ꎻ生活环境功

能主要分布在大黑山自然保护区和矿产产业

发达地区ꎬ同时兼具较好的生态环境和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生活环境质量的保障条

件ꎮ 北票市(县)的乡村多功能水平空间分

布差异较大ꎬ市域东侧和除县城周边以外的

中部地区多功能水平均比较低ꎬ水平较高地

区主要包括市域西北侧和东南侧ꎬ属矿产资

源丰富地区和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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