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发展农业景观最早的国

家之一，作为世界农业生产大国，农耕文明历史悠

久。但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以及现

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不

断改变着农业景观以及农业景观赖以发展的土地利

用方式，导致农业景观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农业景

观的原生态特征日趋减少。农耕文明和农业景观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乡村农业景观的保护与传承

创新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

和 2018-2020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

村农业优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提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

化，乡村和农业景观是中华文明和农耕文化的基本

载体和核心基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

耕文化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和创

新农耕文化，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有利于丰富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这些政策对农耕文明传承和保护提出明确要

求，而农耕文明的传承与保护对农业景观的合理利

用和保护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之农业景观作

为农耕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可持续利用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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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农村是新时代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农业景观更是新时代地理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之

一。早在 20世纪中叶欧美学术界就对农业景观做了大量探索和研究，我国对农业景观的广泛研究则始于

1980年代。文章沿着“核心理论提炼—关键问题剖析—研究趋势展望”的思路，从景观生态学、地理学、土地科

学、管理学、旅游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景观演变及保护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着重系统梳理了农

业景观的概念内涵，对比分析了农业景观和景观农业概念的异同，并从农业景观分类、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

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的效应、农业景观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等4方面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指出未来农业景观研

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即深化山区农业景观塑造及农耕文明传承策略研究、深化国家战略和制度政策对农业

景观演化及农耕文明传承的影响机制研究、强化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于农业景观研究中的应用和注重国情特

点兼顾他山之石。

【关 键 词】农业景观；景观农业；景观格局；景观保护；乡村振兴；农耕文明传承；美丽乡村建设

【作者简介】江娟丽（1975-），女，湖南娄底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发展、旅游

地理与区域经济，E-mail：2200357282@qq.com，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西南大学西

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中国 重庆 400715）；杨庆媛（通讯作者）（1966-），女，云南腾冲人，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E-mail：yizyang@swu.edu.
cn，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西南大学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中国 重庆 400715）；张忠训，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大学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中国 重庆 400715）；苏康传，西南

大学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中国 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经济地理》（长沙）,2021.6.223～23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8YBGL056)；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项目

(5330200076)；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2021WT0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PY49)。

2021.5
GEOGRAPHY

地 理

··10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农耕文明传

承与创新需要持续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农业景

观格局变化为切入点，总结农业景观演变的核心因

素，着重系统梳理国内外农业景观保护管理研究的理

论前沿，并揭示我国农业景观未来需研究的重点问

题，以期为农业景观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1 农业景观的内涵认识

农业和农村是新时代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农业景观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使其成为新时代地理学

科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20世纪中叶，美国、德国、

英国、荷兰等一些欧美国家对景观生态学、农业以及

乡村景观规划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1]，形成了较为

成熟、完善的农业景观理论体系[2]。这些研究大多以

本国的农业发展为基础，从视觉和美学等角度出发

对农业景观进行研究。

学者们先后从地理学、景观生态学、旅游学、土

地规划学等视角对农业景观进行界定。由于关注农

业景观的学科多，对其含义的界定具有明显的学科

差异，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广泛，体现

出不同的价值属性(表1)。国外学者对农业景观的定

义偏重于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有时甚至把景

观农业与之混淆[3]；或者把农业景观看作整个生态系

统进行定义，也用农田景观等同于农业景观[4-5]。另

有学者从人类活动这一视角对农业景观进行诠释，

强化人类对农业景观的感知与判别，认为农业景观

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经过人类长期的农业生产

实践活动改造而成，是复杂的自然、人文过程和人类

的价值取向在土地上的投影[6]，也是“自然与人类的

共同作品”，包含耕地、草地、林地、村庄及道路等组

成的区域综合体[7]，是一种半自然的景观生态系统和

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8]。近年来，对农业景观内涵界

定更多强调与农耕文化、生态美学关系的研判，认为

农业景观不仅受自然环境的约束，更是人类为其生

存和发展对农业土地长久利用的结果，是兼具生产、

社会经济、生态和美学等多种价值的综合体 [9-10]，是

以乡村聚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为基础，以农业生产

活动(耕作、畜牧等)为根本，由历史、人文等因素构成

的农业土地景观形态 [11]，包含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景观以及独特的农耕文化和优美的田园生活方

式 [12]。由此可见，学界对农业景观的界定从早期的

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等基础学科为主的研究领域，逐

渐拓展到土地规划学、旅游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学

科领域，从侧重于物质层面到物质精神并重，从自然

生态系统向人文生态系统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农业景观与景观农业既有联系又

有明显的区别(下页表2)。景观农业是以多姿多彩的

农作物为基础，通过规划与设计，在较大的地域内形

成美丽的外貌形态，使农业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同

审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三生”空间的有机组合

体[14]。景观农业是农业发展中的新型业态，是传统农

表1 农业景观的典型概念
Tab. 1 Typical concept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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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景观的概念

①农业景观是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集合[13]

②农业景观是由多种景观斑块组成的嵌镶体，为物种提供生存栖息地的各种破
碎化的空间网格表征，包括草地、林地、耕地、道路及树篱等[3]

③农业景观是农田与非耕地多种景观斑块的嵌块，包含尺度、空间格局和嵌镶动
态，是农业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的场景展现[5]

④农业景观是较高等级的农业生态系统群体镶嵌体，包括农田范围，以及由人管
控的用来生产食物、纤维和其他农作物的生态系统，包括中尺度小流域农业景观
和大流域的大尺度农业景观[4]

⑤农业景观指在城镇之外的区域范围内为农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的多种景观斑
块的嵌镶体，包括农田地、草地、林地、园地、农村聚落、水利设施、乡村道路等生
态系统[9-10]

⑥农业景观是由乡村土地、农作物栽培和农业生产过程以及农业生产的附属景
观构成，是一种半自然的景观生态系统和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8]

⑦农业景观是以农业生产活动(耕作、畜牧等)为根本，以村庄民居及其周边自然
环境为基础，由人文、历史等要素构成的景观外貌形态[11]

学科视角

风景园林设计学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

土地规划学

旅游规划学

旅游规划学

价值属性

生产、生活价值

生产、生态服务价值

生产、生活、生态价值

生产、生态、社会价值

生产、生活、生态价值

生产、生活、文化价值

生产、生活、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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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观赏性农业发展而成，通过农业的能量与物质交

换，具备较高的稳定性与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新型农

业，是将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景观效

果的引导下有机结合[15]。景观农业也是重要的休闲

和观光农业旅游资源，是农业由提供农产品的第一产

业向商品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等发展的重要物质前

提[16]。景观农业促使传统农业景观功能发生演化，促

进了农业景观经济功能、旅游功能、生态功能、休闲功

能、娱乐功能的发挥。总之，景观农业与农业景观相

辅相成，两者所强调的重点和目标不同，农业景观强

调景观基质和类型，是农业生产各要素集合形成的外

观，农业景观是景观农业的基础与前提。农业景观具

有多功能特征，既具自然属性，更具人文属性；既是自

然生态系统，又是人类活动留下的人文过程和人类价

值的体现，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农业侧

重农业的景观化，强调农业的文化及价值的附加，景

观农业注重农业发展中高层次景观的塑造，是农业

景观的延续和拓展，是农业的高级形态。

2 农业景观研究的重点内容

2.1 农业景观分类

农业景观分类既是景观结构、过程和功能研究

的逻辑起点，也是农业景观格局、评价、规划和管理

等研究的理论依据和重要前提 [17]，景观分类研究是

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规划设计等学科共同关注的

领域。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和不断深入，学者们对

农业景观的分类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18-20]，主要从景

观组成要素及其外部特征对景观进行分类[10，18，21]，但

我国景观分类主要以土地基本类型为本底、综合自

然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现状、以人类实践对景观的

干扰强度或从景观功能入手、根据遥感手段获取地

表覆被物的景观特征数据等进行分类[22]。目前国内

学者们对农业景观分类的专门研究较缺乏，一般直

接纳入农业景观的其他研究中(表 3)，或将土地利用

方式等同于农业景观类型。例如以宁夏中部干旱带

为研究对象，采用两级分类法，把农业景观分为林

地、耕地、草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水域以及未利用

地 [23]。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逐渐综合自然地貌

特征和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农业景观分类[24-27]。随着

农业景观功能的演变，学者们对农业景观的分类也

越来越突出主导功能和强化人类活动特点。如基于

主导功能特征差异，将农业景观分为农业生产、农业

服务设施、农业旅游休闲和农业生态等四类景观[9]；

表2 农业景观与景观农业内涵对比
Tab. 2 The connot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agriculture

内涵

本文异同界定

农业景观

农业景观是一种半自然的景观生态系统和粗放
的土地利用景观[7]，包含耕地、草地、林地、村庄及
道路等组成的区域综合体[8]

农业景观强调景观基质和类型，农业生产各要素
集合形成的外观；农业景观更强调景观的原生
性；农业景观是景观农业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景观农业

景观农业的本质是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自然
景观上的有机结合，是以人类不断提升的技术持续维育土地、
生物的生态系统，是实现能量与物质平衡的新型农业系统[15]

景观农业是农业的景观化，强调农业的文化及价值的附加，景
观农业注重农业发展中高层次景观的塑造；景观农业更强调景
观的衍生功能；景观农业与农业景观相辅相成；景观农业是农
业景观的延续和拓展，是农业的高级形态

表3 农业景观分类的代表性观点
Tab. 3 Representative view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分类依据

研究目的和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现状和遥感卫片解译的技术
可行性

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垂直差异特点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

自然特征及土地利用现状

景观的主导功能特征的差异

景观功能特征的差异

景观类型

灌溉农田、坝地农田、梯田农地、坡耕地、果园、草地、灌木林地、乔木林地、水库和居住用地[28]

建成景观、水体景观、水田景观、旱地景观、林地景观、果园景观、裸地景观、山地景观[24]

梯旱地、轮歇地、川旱地、沟旱地、坡旱地、荒草地、园地、居住用地、疏林地、灌林地、未成林
地、裸岩、草地、菜地、林地、水域、交通用地[25]

旱地、水稻田、林地、菜地、河流、水塘、大坝、居民点庭院、居民点、公路、湿地、防护林带[26]

水田、水域、旱地、林地和城乡等景观[27]

农业生产、农村聚落、农业服务设施和农业生态等景观[10]

农业生产、农业服务设施、农业生态景观和农业旅游休闲等景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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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域差异特征和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景观规划需

要，将农业景观分为农业生产、农业服务设施、农村

聚落、农业生态等四类景观[10]。总之，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对农业景观的分类逐渐强化农业景观的主

导功能，但尚未形成适应性强的分类标准体系，不利

于农业景观的定量研究、系统评价和调控管理等研

究的推进和发展。

2.2 农业景观格局变化

景观格局是大小和形状不同的景观要素在空间

上的组合配置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 [29]，是景观结构

和景观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共同作用的结果 [30]。

农业景观格局是生物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

的结果[31]；同时，农业景观格局变化对各种生态过程

产生影响和制约 [32]。随着对景观格局、功能及过程

研究的不断深入，农业景观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农

业景观格局优化、农业景观与生态过程耦合途径等

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2.1 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随着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多样化，农业景观格局

变化特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多以区域为研究范畴，

采用景观指数法、马尔科夫、多元分析、案例法、趋势

面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层次聚类分析法等研究方

法，学者们关注农业景观类型、形态、面积及其空间

布局的变化特征，从景观基本空间结构、景观构型特

征、斑块特征指标分析农业景观时空演变规律[23，33]，

集中于区域农业景观[34-38]和城郊农业景观[39-40]格局变

化。例如研究景观边缘密度、核心区密度、多样性指

数与海拔的变化关系[33]；分析生活类景观、生产类景

观、生态防护类景观数量变化特征和破碎化程度[4]；

研究农业景观类型转化特征，尤其是农田景观等典

型的农业景观显著变化，出现耕地转化为城镇，园地

景观与耕地景观互相转化现象 [42]。综上可知，学者

们对农业景观格局特征变化的研究着重从“质”“量”

“形”“度”等方面[43-44]展开，研究发现快速城镇化及乡

村产业转型等因素导致农业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大，

斑块数量增加，单个斑块面积减小。

2.2.2 农业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因素

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是促使景观产生变化的

主要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因子[45]。研究发现识别和

探索农业景观变化的驱动因子，可以为国土空间规

划和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搭建理论

基础 [46]。根据已有研究，引起景观格局演变的因素

分为自然(气候、水文、土壤等)和人文因子(人口变

化、技术进步、政治经济体制等)[47]。生态环境 [46]、人

类作用[48]、快速城镇化[49]、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50]、退

田还湖(草)与人口增长[23，51]及农业结构优化[52]等被认

为是推动农业类型转变和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的重要

因素。尤其是在黄河沿岸地区和西北农牧交错区，

地形地貌及人类干扰是景观异质性和演变的核心因

素[53-54]。此外，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是驱动农场农业

覆被变化的主导因子 [55]，耕作技术的革新与农作物

布局导致了土地覆被的类型、形态、面积及其空间布

局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农业景观的演变更是

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等多重因素

共同驱动的结果[56]。当然从农业用途到旅游用途的

转变也会引起农业景观格局变化 [57]，农户类型与农

业景观格局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 [58]，农民决策的多

样化对景观结构产生了制约和影响[59-60]，农业实践、

城市化进程是导致农业景观变化的重要因素 [61]；土

地利用变化是由资源短缺等多重因素组合推动的，

这些因素导致资源约束增加、市场创造机会的变化、

政策干预加强、适应能力丧失以及社会组织态度的

变化 [34，62]，不同类型的农民决策可以被动或主动地

影响景观的结构[59-60]。政策的主导对农业景观的发

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且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是导致

其土地利用冲突的根本原因[63]。因此要实现农业景

观的综合价值功能，缓解人地矛盾，必须协调利益

分配制度，关注“人”作为景观要素的组成成分在景

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64]。总之，国内农业景观变化

驱动因子的研究逐渐拓展了研究维度，更多关注于

人文因素的研究，但评估农户行为、政府政策、乡村

旅游、文化变迁、价值观对农业景观的影响仍需进

一步深入。

此外，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景观动态变化、

模拟和景观动态驱动因素等的研究成为研究重点，

如 Soren B. P. Kristense研究 136年间丹麦西部农业

土地利用变化，发现农业集约化是20世纪欧洲乡村

农业景观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65]；Maria Zomeni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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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数据和案例法研究希腊农村地区的转型、景观变

化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66]；Jakelyne S. B. Sousa等
探寻巴西大规模的农业扩张对农业景观的组成和配

置的影响[67]；Isabelle Poudevigne利用地图学、地理信

息系统(GIS)和多元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法国诺曼底25
年间的土地覆盖和景观格局动态变化[68]；Dina Statuto
等使用景观度量和空间分析工具，定量评估意大利

南部典型乡村景观的土地利用变化[69]；Dawit Samuel
等评估埃塞俄比亚西部地区四个半湿润地区不同土

地利用类别下的农业景观多样性及其空间格局 [70]；

Eric F.Lambin等剖析热带地区气候驱动的土地覆盖

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互作用[71]。这些研究显示

城市化、农业扩张、政策、气候、土地管理等对景观格

局有着强烈的影响[35，65-72]。

可见当前学界有关农业景观变化驱动因素研究

多认为是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组织态度、

农户类型、农户决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但对粮食安

全、乡村振兴、轮作休耕制度、人口变迁、乡村旅游、

文化习俗等因素对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有待加

强，而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有

利于农业景观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2.2.3 农业景观格局变化效应

关于农业景观格局变化效应研究，主要围绕农

业景观格局变化体现出来的土壤养分、热环境、水环

境、生态服务、娱乐服务、地方制度等方面的效应进

行研究，包括农业景观面积变化对土壤间养分循环

的影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陆地表面温度差异

及不同土地空间分布格局与地面温度之间的关

系[73-74]，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河流水质的关联[75]，农

业景观破碎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76-79]；喀斯

特区和非喀斯特区的农业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变化比较 [80]，景观格局与农业表层土壤重金属

污染的定量关系 [81]、景观格局变化与社会经济响应

关系 [82]。研究显示，农业景观格局对地区热环境具

有独特而重要的影响 [74]；农业景观变化阻碍了养分

循环和水循环，也阻碍和降低了景观之间的物质及

污染物的流动，对都市农业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生

了影响；同时也会使生态系统的美学和文化功能降

低、娱乐服务功能受到影响 [76]。云南西双版纳州版

纳河地区农业景观的变化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制

度有深刻影响，引起社会脆弱性加剧[83]。总之，农业

景观格局效应研究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但是对经

济、社会、文化、休闲娱乐效应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强化，使农业景观变化特征、农业景观驱动机

制、农业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充分结

合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需要，为农业景观保护和美

丽乡村建设提供科学咨询和智力支撑，为促进区域

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

指导。

2.3 农业景观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农业逐渐弱化，村

落急剧减少、农民非农化转移现象突出，农业景观的

空间愈发缩减。农业景观作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在

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确保粮食安全、维系乡村风貌、

协调城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旅游开发、农耕

文明传承与保护等加强和促进了国内农业景观领域

的研究热度 [84]，而农业景观拥有城市景观无法取代

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85]。国

内大量研究表明，农业景观保护和管理研究为我国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外景观管理

主要有“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管理模式、“自下而上”

社区自治管理模式、“政府导控+村民自治管理模式”

的 3种模式，推行“官民共治”管理模式[86]，发达国家

农业景观保护经历了传统、应对、管制、治理、管护五

个阶段[87]。而我国对农业景观保护和管理的探讨聚

焦于乡村旅游、传统农业景观、农业生态景观、乡村

文化景观等领域。学者们认为农业景观的特质性保

护是基于历史、文化、生态和社会对农业景观的“三

生”(生产、生态、生活)功能的有机再生[11]。对传统农

业景观进行保护，应立足于地区景观层面进行完整

性、乡土性、协调性和典型性等方面的全局保护 [88]，

在识别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网络的关键点基础上，提

出景观空间整体性保护 [89]。以产业融合为手段，以

发展旅游为主导方向的产业化保护模式 [90]，构建保

护圈层、遗产廊道和生态网络格局模式来复合和促

进传统文化景观的有机再生和整体保护[91]。生物多

样性是农业景观保护的重要内容 [92]，认为需从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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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农业景观两个尺度上开展农业景观综合管理

以实现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93]，提出提升和

拓展我国农业景观的多功能，加强以农户或村集体

为主体的管护制度建设，强化部门协同、技术集成研

究和典型的生态景观管护对策[94]。农业景观作为乡

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其保护模式也是乡村农业景观

保护的有机组成。乡村景观是“活态”景观，保护历

史和维持发展需双管齐下，需采取差别化措施来促

进农业景观保护与发展共赢的目标 [95]；从政府行为

决策视角，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乡村景观保护

的行为特征，构建乡村保护机制 [96]。乡村文化景观

也是农业景观的重要表达形式，同时是新农村建设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应用环境教育来

推动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97]；培养新型农民，提升农

民科学技能和文化素质来实现乡村文化景观建设和

管理 [98]，采用乡村旅游来促进文化景观保护发展也

是可取之举 [99]。总之，农业景观是我国重要的景观

类型，确保农业景观核心价值和维护农业景观乡土

特色是农业景观建设和保护的核心内容，也是乡村

振兴的必然要求，在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同时如何

维护农业景观核心价值和保护农业景观乡土特色是

需持续关注的科学问题。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3.1 研究述评

第一，研究热点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综合

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农业景观相关理论研究明显受

到国家战略需求的影响。自 1978年至今，国家颁布

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的政策，农业景观研究、农业

景观生态效应和生态安全性研究开始成为我国学者

关注的热点领域，农业景观为核心的景观格局与过

程研究随之成为研究热点领域并一直持续至今。随

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出，农业景观保

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随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

尤其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发

展，人类活动与农业景观的关系已经上升为人地矛

盾的主要方面，农业景观变化及驱动机制成为学界

透视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内容。由此可见，农业景

观的已有研究紧密跟踪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

第二，研究主题日趋多元化。综前所述，目前以

农业景观及格局演变为研究中心，围绕农业景观的

概念、分类、演变、效应、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做了大

量有益探索，形成“概念阐释—分类认知—格局演

变—效应评估—保护发展”的研究主题，并呈现逐渐

丰富多元的趋势。

第三，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互动。从已有

研究得知，农业景观研究涉及地理学、生态学、风景

园林、旅游学、土地科学、建筑学等多个科学领域，农

业景观研究经历了从生产属性、生态属性到强调景

观的复杂性和多功能性的发展过程，从强调自然、文

化属性向自然与文化综合、多功能属性发展，从单一

学科向多学科综合发展转变，呈现从定性研究到定

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但因农业景观多功能属性和

自身组织结构复杂性，还需进一步增强与人类学、社

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的综合交叉研究，形成

不同性质的学科彼此促进与推动。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景观研究已取得较丰硕成

果，相关成果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研究

尺度、研究主题仍需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研究方法需

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因为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多数

研究侧重于具体案例的剖释和地方实际问题的解

决，也由此导致了研究成果之间相对独立，研究成果

的理论深度不足与系统性受限，如对农业景观分类

研究大多按案例区的实际情况和强化农业景观的主

导功能进行分类，尚未形成适应性强的分类标准体

系，不利于农业景观的定量研究、系统评价和调控管

理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另一方面，研究区域不够

全面。例如目前研究案例地多侧重于平原地区、农

牧交错区、黄河流域、都市等区域，对丘陵山区研究

较少。因此仍需从农业景观自身的逻辑体系中不断

完善研究尺度与研究主题，探索人地矛盾逐渐上升

过程中，农业景观变化等现象背后的文化变迁与社

会经济、农业景观可持续性等问题。

3.2 研究展望

未来农业景观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

①丰富研究尺度：深化山区农业景观塑造及农

耕文明传承策略研究。现阶段中国农业景观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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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上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格局特征与优化

策略，主要侧重于某一类型农业景观格局演变驱动

力，研究成果之间相对独立，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整

合研究有待强化；其次，区域空间侧重于平原地带、

农牧交错带、黄河流域、都市等区域研究，而对丘陵

山地农业景观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中国是多山国

家，关注山地丘陵，也是关注中国未来的生态环境安

全。因此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寻社会经济转型过程

中丘陵山地农业景观的演变特征及形成机理，探索

丘陵山地农耕文明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农业景观保护

模式和策略，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应

对措施，为中国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理

论支撑。

②拓展研究维度：深化国家战略和制度政策对

农业景观演化及农耕文明传承的影响机制研究。景

观结构与其生态过程的相互逻辑是景观生态学等

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目前国内围绕景观格局的

动态变化、农业景观优化策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

为深入，但对农业景观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乡村

旅游、轮作休耕制度、精准扶贫、人口迁移、农耕文

化等之间逻辑关系和耦合机制等的研究仍处于探

索阶段，尤其是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与农业景观格

局变化的辩证关系研究有待深入，这些是未来中国

农业景观研究的重点趋势之一。因此在未来的农

业景观研究中，需考虑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粮

食安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精准扶贫、退耕还林、

轮作休耕制度、人口变迁、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等

政策以及农耕文明传承的现实需要对农业景观建

设和保护的影响。

③创新研究方法：进一步强化多学科融合研究

方法于农业景观研究中的应用。纵观国内研究，普

遍采用GIS和RS的研究方法开展农业景观格局的全

国、区域、县域等尺度研究。结合空间大数据挖掘应

用新技术新方法和引入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段

不同区域农业景观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对农业景观

演变趋势进行模拟与预测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此

外农业景观对当地社会经济及生态的影响是深刻而

多样的，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范畴，需集成生态学、

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在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阐释这些影响

的性质和强度。

④加强对比研究：注重国情特点兼顾他山之

石。由于中西方农村和农业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外

农业景观研究重点也有差异，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的

驱动因素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人类干扰、地形

地貌、快速城市化、乡村旅游发展、农业经营主体转

变以及栽培植物布局与耕作技术的变化等是导致

中国农业景观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西方农业景观

变化主要是因为农业实践、城市化进程、景观生产

力、土地利用变化、市场变化、外部政策干预、适应

能力的丧失以及社会组织及其态度的变化，不同类

型的农民决策、农业景观的业主管理方法等都可能

会对农业景观格局产生影响。农业景观格局变化

总体上来说，是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农业景

观类型及其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之间存在复杂的

相互作用，农业景观还受到宏观环境、发展阶段和

历史文化、土地制度等的影响。农业空间既是地理

空间，更是社会空间，农业空间格局具有自身的演

变规律，发达国家农业景观空间保护与发展的经验

能够为我们揭示农业景观空间变化的规律提供有

益的启示和研究的逻辑前提。借鉴西方农业景观

发展经验，植根中国农业实践环境，强化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是建设与美丽中国相适应的农业景观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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