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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GIS 的湖南省“一村一品”三产融合研究

胡 媛，胡道华

（湖北大学 资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政策鼓励乡村振兴的发展，“一村一品”作为新常态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行。湖南省较为复杂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丰

富的旅游资源，研究三产融合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利用 ArcGIS 软件，从地理位置、空间分布、资源集

聚和交通条件 4 个方面，对湖南省 63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进行了数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湖南省“一

村一品”三产融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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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Based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A Case Study of Three-Production Mode in Hunan Province

HU Yuan，HU Daohua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state policies being continuously issued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new wa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one village and 
one product”has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vely complex topography 
of Hunan Province has facilitated a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brought into full potential of it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of which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becomes quite necessary. This paper uses ArcG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data of 63“one village, one product”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four aspects: 
geographic loc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resource agglomeration and traffic condition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of three-production mode in the“one village, one product”complemented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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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一村一品”概念最先出现于日本大分县的大山

町 [1]。该村位于山区，耕地面积不足、农业规模较小，

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9 年平松守彦

当选知事后，鼓励农民种植更高产值、更好效益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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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振兴大分县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

就，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日本多地采用该

模式后，不仅促进了全国第一、二产业的协调发展，

也缩小了城乡差距。此后“一村一品”经验更是在世

界范围内推广开来，成为了各国扭转农村经济衰退的

重要途径 [2]。

以此为背景，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部分地

区汲取了日本“一村一品”的经验，发展了一批以专

业生产、庭院经济为特点的专业村和特色镇。21 世

纪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致力于促进

农民的就业增收，不断培育新农村建设的优势产业，

给我国“一村一品”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一

村一品”是指一个或多个村庄，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

积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和品牌化建设，从

而拥有一个或多个市场潜力更大、区域特色更明显、

附加值更高的主导产品或优势产业，使得农村经济整

体实力和农业发展模式的综合竞争力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 [3]。而“一村一品”与我国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 2011 年至今，我国的农业

农村部共公布了 8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

“一村一品”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

增收的重要战略。

国内的学者们对于如何推动“一村一品”的良性

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一村一品”应

当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实施基地化、

产业化生产经营，走特色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

展道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或者利用产品的独

特性开拓新的市场，同时，政府应当明确其“辅助”

的功能定位，避免大包大揽 [4-5]。也有学者认为，我

国“一村一品”可以细分为政产学研支撑型、组织带

动发展型、龙头企业拉动型和原料基地依托型 4 种模

式。总的来说，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优势资源，

实现产业化经营，走特色化道路，尽量占有市场并

开拓新市场 [6]。还有学者从投融资机制创新的角度提

出，一方面政府要落实中央的各项惠农政策及补助，

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走法

定程序介入资金，从而促进“一村一品”农产品加工

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7]。更有学者运用因子分析法，

通过定量研究构建了“一村一品”政策执行的影响因

素评估体系，并得出了政策执行者、政策对象和第三

部门这 3 个影响“一村一品”政策执行的影响因子，

并提出必须建立起一个相互沟通的机制，促使政策得

以有效执行 [8]。但是随着“一村一品”政策的持续推

进，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仍然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1）现有研究在讨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特

色农产品发展现状时，常将研究重心集中在产业规模

的大小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上，而对于示范村镇农产

品流通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不足以全面把握乡村振兴

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因此，创新农产品的流通

模式，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拉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对

策之一。

2）现有研究在讨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

农产品的发展前景时，常局限于如何发展第一产业，

即农业本身，而很少研究如何与其他产业之间进行融

合。在国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一村一品”应当结合相关产业，打造“三产融合”

的新业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在此基础上对湖南省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空间分布、地理位置、资源

分布和交通条件4个方面进行数据处理，进而提出“一

村一品”战略和旅游产业之间“三产融合”的路径。

2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通 过 ArcGIS 10.5、LocaSpaceViewer 等

软件工具，对湖南省 63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和

158 个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进行 Dem 等数据

的提取和加工，并采用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研

究方法，分析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分布特

征，以此为基础对湖南省“一村一品”三产融合路径

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核密度分析，即利用核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

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从而将各点或各折线拟合为光

滑锥状表面。即创建 POI 点图层后导出 shapefile 格

式的数据，对其投影转换后进行核密度分析。

缓冲区分析，即对选中的一组或一类地图要素

（点、线或面），按设定的距离条件，围绕其要素形

成一定的缓冲区多边形实体，从而使数据在二维空间

得以扩展的分析方法。本文主要对点状要素和线状要

素进行缓冲区的分析和作图。

文中“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名称资料来源于我

国农业农村部 2011—2018 年公布的 8 批示范村镇名

录。据统计，湖南省示范村镇共 63 个，其中示范乡

镇 23 个、示范村 40 个。

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网

上公布的文件资料显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

共 158 个。

结合 ArcGIS 10.5 和 Excel 工具进行地理数据的

处理，可得如图 1 所示的村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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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特

3.1 地理位置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

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全年平均气

温为 16~19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为 1 300~1 600 mm，属湿润地区。境内光照充足、

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适宜各类农作物的生长。

湖南省自古以来一直是农业大省，素有“鱼米之乡”

的美誉，全省农业人口超过 4 000 万人，拥有耕地资

源 878.3 万 hm2，农业品种丰富。

通过 LocaSpaceViewer 软件提取了 63 个“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的高程值，并且用 ArcGIS 10.5 进行

数据处理，可以得到如图 2 所示的湖南省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高程图。

由图 2 可以得知，63 个示范村镇中，有 6 个示

范村镇的海拔低于 50 m，集中分布于洞庭湖平原，

即常德东部、益阳北部、岳阳西部地区；8 个示范村

镇的海拔位于 >50~100 m，主要分布于长沙、岳阳、

常德等地；19 个示范村镇的海拔位于 >100~200 m，

主要分布于株洲、益阳、郴州等地；20 个示范村镇

的海拔位于 >200~500 m，集中分布于雪峰山周边地

区，即邵阳和郴州两地，此外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怀化也有分布；10 个示范村镇的海拔高于 500 m，

主要分布于武陵山周边地区，即张家界、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两地。

有研究表明，地级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半径为

50 km[9]，因此对湖南省 13 个地级市进行缓冲区分析，

所得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圆半径为 50 km 的缓冲区内有示

范村镇 37 个；圆半径为 >50~80 km 的缓冲区内有示

范村镇 22 个；圆半径为 80 km 范围以外的缓冲区内

有示范村镇 4 个。由此可见，湖南省半数以上的“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位于城市近郊地区，农产品的市场

流通性较好，有利于推进湖南省“一村一品”的纵向

发展。

3.2 空间分布

利用ArcGIS 10.5软件对湖南省 63个“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进行数据处理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之后，得到

的核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以得知，湖南省西北部、中部的“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数量多且密集，呈现出团状分布，以

中部地区的分布最为密集；而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

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带状、点状分布。总的来说，

湖南省示范村镇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属于多中心集

聚格局。

图 2 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高程图

Fig. 2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图 3 湖南省地级市缓冲区分析图

Fig. 3 Buffer zone analysi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图 1 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和

旅游名村、名镇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demonstration villages and famous tourist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征分析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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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部地区的示范村镇主要位于张家界和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形成了永定—武陵源、永顺—保

靖—花垣、古丈—吉首—凤凰 3 个团状分布区；中部

的示范村镇主要位于娄底—邵阳以及长沙—湘潭两

个区域，具体来说，娄邵区域主要形成涟源—双峰—

邵东这一核心区，长湘区域主要形成望城—韶山—湘

潭这一核心区。湖南省其他地区的示范村镇多呈带状

分布，具体来说，主要有汨罗—湘阴、安化—桃源、

益阳—桃江、芷江—新晃、宁远—蓝山、茶陵—炎陵

6 个分布区。

3.3 资源集聚

湖南省的地貌类型多样，半高山、低山、丘陵、

岗地、盆地和平原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有

较好的传统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加上近年来湖南

省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

断提高。多样的地貌还造就了湖南雄厚的旅游资源，

在“3521”旅游创建工程的带动下，湖南省逐步创建

了 30 个旅游强县、50 个特色旅游名镇、200 个特色

旅游名村、10 000 个乡村旅游区（点），形成了新的

旅游品牌。

以 63 个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圆心，

取不同距离的半径对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进

行缓冲区分析，得出半径为 10 km 的缓冲区内有湖

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 18 个；半径为 20 km 的缓

冲区内有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 71 个，所占比

例接近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总量的 50%；半

径为 30 km 的缓冲区内有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

村 95 个；半径为 50 km 的缓冲区内有湖南省特色旅

游名镇、名村 138 个，所占比例接近湖南省特色旅游

名镇、名村总量的 90%。

接下来综合 63 个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和 158 个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共 221 个特色

村镇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如图 5 所示的核密度分析

结果图。

由图 5 可以知得，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和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的核心区分布重合度较

高，但是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呈现出更为突出的“中

部集聚”特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在中部地区主要

集中在岳阳—长沙—湘潭以及娄底—邵阳两个区域。

具体来说，岳—长—湘区域主要形成了汨罗—长沙

县—韶山这一核心区，娄邵区域形成了涟源—新邵这

一核心区。湖南省其他地区的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与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带状分布也有一定的重合，

如永定—桑植、保靖—古丈—吉首、石门—临澧、益

阳—沅江、浏阳—平江、茶陵—炎陵、郴州—汝城等

带状分布区。

从图 5 中还可以发现，湖南省的示范村镇地域周

围分布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一村一品”战略

结合旅游产业打造新业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4 交通条件

以湖南省境内的国道为轴线，选取不同距离的半

径进行缓冲分析，得到如图 6 所示的湖南省国道缓冲

区分析图。

由图 6 可以得知，半径为 5 km 的缓冲区内共有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3 个，主要分布在长沙、湘潭、

怀化、衡阳等地；半径为 >5~15 km 的缓冲区内共有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1 个，主要分布在株洲、常德、

邵阳等地。除此之外，半径为 >15~30 km 的缓冲区

内共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6 个，主要分布在郴

州、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湘潭周边地区，

图 5 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及旅游名村、

名镇核密度分析图

Fig. 5 Kernel density evalua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demonstration villages and famous tourist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图 4 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核密度分析图

Fig. 4 Kernel density evalua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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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分布最为密集；半径为

>30~50 km的缓冲区内共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5个，

主要分布在郴州、邵阳、益阳 3 地；半径大于 50 km
的缓冲区外共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7 个，集中分

布在郴州、永州交界处以及张家界西南部地区。

除了国道之外，省道干线公路能够将县城与山区

乡镇以及周边区域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将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等旅游资

源穿点成线，实现全面开发、连片发展，打造三产融

合的新业态。因此，进一步以湖南省境内的省道为轴

线，选取不同距离的半径进行缓冲分析（部分数据重

叠）得到省道的缓冲区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以得知，半径为 5 km 的省道缓冲区内

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3 个，且主要分布在长沙、

郴州、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尤以湘

西和张家界最为密集；半径为 >5~15 km 的省道缓冲

区内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9 个，主要分布在湘

潭、衡阳、邵阳以及怀化；半径为 >15~30 km 的省

道缓冲区内有“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0 个，主要分

布在岳阳、娄底、永州；其余 11 个示范村镇均位于

半径为>30~50 km的省道缓冲区内，主要分布在株洲、

衡阳以及岳阳地区。

4 主要结论和三产融合建议

4.1 主要结论

通过ArcGIS 10.5软件对湖南省 63个“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的相关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和缓冲区分析

后，得出如下结论：

1）湖南省海拔的高差造就了多样的地形，形成

了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有一半的示

范村镇位于海拔 100~500 m，半数以上的示范村镇位

于城市周边地区，因此农产品市场流通性较好，为“一

村一品”的持续推进建立了优势。

2）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空间分布属

于多中心集聚格局，在西北部、中部分布数量多且

密集，呈现团状分布，以中部地区的分布最为密集，

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带状、

点状分布，总的来说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显著。

3）湖南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半径为 50 km
的缓冲区内有湖南特色旅游名镇、名村 138 个，占

比接近特色村镇总量的 90%，即地域周围分布有较

多的旅游资源。加上近年来国家政策对乡村地区的倾

斜，很适合结合旅游业打造融合发展的新业态，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

4）湖南省的国道和省道干线公路将县城与山区

乡镇以及周边区域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旅游特

色村镇等旅游资源穿点成线，总体来说可进入性较

强，有利于实现全面开发、连片发展。

4.2 三产融合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为湖南省“一村一品”如

何更好地进行三产融合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引导“一村

一品”特色农产品的市场流通。政府应当充分发挥

其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扶持政策，鼓励湖南中部娄

邵区域已形成的涟源—双峰—邵东核心区、长湘区

域形成的望城—韶山—湘潭核心区，逐步建立特色

农产品加工中心以及物流运输中心，降低生产成本

和流通损耗，从而扩大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半径、

提高农业区域的专业化水平。伴随着市场机制的调

节，也将使得相关企业的布局更加合理，并且逐步完

图 7 湖南省省道缓冲区分析图

Fig. 7 Buffer zone analysis of provincial highways in 
Hunan Province

图 6 湖南省国道缓冲区分析图

Fig. 6 Buffer zone analysis of national highway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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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此外，政府可通过财政拨款、减免税收等手段，

引导湖南西北部张家界和湘西区域的永定—武陵源、

永顺—保靖—花垣、古丈—吉首—凤凰 3 个团状分布

区建立特色农产品的分拣、加工点，推动两个区域的

自给型农业向商品农业发展转化，进一步带动武陵山

片区乡镇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应支持汨罗—湘阴、

安化—桃源、益阳—桃江、芷江—新晃、宁远—蓝山、

茶陵—炎陵 6 个分布区，以及各个地区的示范村镇之

间加强生产和流通联系。

2）集聚地域优质资源，重点打造湖南省知名农

业品牌。作为一个产业的载体，国家地理标志不仅能

带动农业本身的发展，还能够刺激上下游产业的发

展。例如湖南湘西的古丈毛尖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并且在国家商标局注册了“地方证明商

标”，后来又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借助“国家地理标志 + 古丈毛尖 + 旅游”

的模式，既推动了现代农业观光产业的发展，又带动

了民宿、餐饮、交通等产业的优化升级。政府应当鼓

励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发掘产品优势，对成功申报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调动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提升品牌价值；同时，政府可以依法制定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机制，从而严格把控

农产品质量。

3）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借助“互联网 +”大背景，

推进电商产业与农业的融合。湖南省内国道半径为

15 km 的缓冲区内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主要分布

在长、株、潭、衡等地，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好，

政府可组织开展农业博览会、农产品交易会，或者设

立农产品品牌日等，从而与更多销售渠道以及外来

企业进行对接，进一步扩大湖南省农村电商的规模。

也可借助当地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和微店、微博话题、

短视频 APP 等平台加大网络宣传力度，从而提高特

色农产品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而湖南西部的张家界、

湘西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资源和经营状

态较为分散，农户对于农业生产信息，尤其是特色农

产品的价格涨跌，以及种植面积、养殖规模等信息接

收不对称，易造成农产品滞销，亏损严重。因此政府

应当推动电商扶贫工作向乡、镇、村转移，在大数据

背景下，监测农业基础数据和市场变化情况，结合农

户的动态需求与农户进行沟通，从而实现宏观调控，

降低农业生产的盲目性。

4）鼓励旅行社、事业单位等与示范村镇进行合

作，推进农旅融合。中国的乡村有很多传统的文化元

素，比如说历史、民族、戏剧、服饰、茶叶、古楼等，

因此可以对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情风貌重新进行解

构和演绎，打造有地方个性的乡村旅游。例如湖南

中部岳—长—湘区域的汨罗—长沙县—韶山核心区、

娄邵区域的涟源—新邵核心区是湖南省内农业较发

达地区，故可以通过展示当地农耕用具、农家陶罐瓷

盆、打谷机等乡土化的景观小品打造“浸没式”旅游，

让游客充分感受当地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可以与周边

中小学进行研学旅游对接，引导学生参与和体验果蔬

栽种、灌溉、除草、采摘，茶叶的采摘、杀青、揉捻、

干燥等环节，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同时可以支持各村镇开发旅游产品，包括乡村特色餐

饮。如宁乡土花猪作为全国四大生猪地方名种之一，

可以打造以土花猪为主料的猪肉宴；武冈铜鹅被誉为

“世之名鹅”，故可以开发以铜鹅为食材的全鹅宴；

岳阳的洞庭湘莲是湖南“三宝”之一，故可以创新以

莲子为特色的莲子宴等。并且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

务，这既能够推动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促进村

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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