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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GIS、空间统计等
方法，详细地分析了粮食、小麦、稻谷和玉米生产布局历史变迁与空间集聚状况，分阶段归纳其特点
，并探讨现有粮食生产布局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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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现有分析仅考虑空间区位条件，而没有考虑空间区域经济发展条件。
笔者认为，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不仅地理位置是其布局的关键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同样会对其有深远影响。
本书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用目前最广泛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构建空间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矩阵，
重点考察区位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对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影响。
分析表明，粮食作物生产布局空间集聚格局特征明显，粮食生产集聚格局形成受区域经济条件影响大
于区位条件，同时地理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布局影响显著。
通过模型中引入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空间互动效应解释变量，增强了模型解释能力，有助于提高传统
回归模型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从而更加全面反映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实际状况及其规律。
　　3.由省域和区域层面分析基础上扩展到县域层面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分析结果的精确性　　目前
，有关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域和区域层面上，而对省域以下的县域
、城乡之间的研究则较少。
笔者认为，实际上，微观空间尺度的粮食作物生产布局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揭示其变化及影响因素。
尤其是县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基本行政单元，对其生产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并与省域结果进行对比，能明
确省域和县域粮食生产布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有助于准确把握实际情况。
本书通过构建空间滞后（误差）计量经济模型对2000年和2005年中国2300个县域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影
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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