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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分异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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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为指导特大型城市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乡村振兴发展，该文基于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开展上海市农业多功能空间

分布规律和发展模式研究。研究将上海市农业多种功能确定为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和休闲以及生态调节 4 种，

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单项功能和综合功能空间分布情况和自然本底、土壤条件、区位交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但相关性特点有所差别，利用好这些关系是因地制宜利用农用地的关键。单项指标的聚类分析将上海市各街镇农业多种

功能聚类为 5 种发展模式，分别是生态结构型、传统农业型、农耕文化型、文化休闲型和功能均衡型发展模式，多功能

发展模式呈圈层分布，依次是文化休闲型、农耕文化型和传统农业型发展模式街镇，而生态结构型发展模式的街镇穿插

在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街镇中。将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空间分布图和农业功能区规划图进行对比分析，街镇农业发展模

式和规划农业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相关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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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农业的多功能性日益受到重视，多功能评价研究是

热点之一。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功能农业经济影响、

消费者偏好和农民倾向方面[1-6]。有学者采用条件价值评

估方法揭示公众对美国农业多功能角色的偏好，并对美

国农业商品和服务经济价值进行整体评估[2]，还有学者通

过试验和经验分析方法，开展塞浦路斯多功能农业的环

境和社会功能评价[5]，荷兰学者则利用多功能农业投入产

出模型，来分析荷兰几个地区多功能农业的经济影响[6]。

近些年，国外对于农业多功能空间评价方面研究逐渐增

多，但主要是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对土地多功能的

影响研究和少数的多功能活动时空评价[7-9]。比如在土地

利用变化条件下欧盟景观多功能性评价中，通过分析分

离政策描述 2000—2040 年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多功能的

影响[7]；在瑞士西部开展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多功能农业适

应选择模拟研究中，利用模式框架分析确定驱动因素及

相互作用，并定量驱动因素的影响值[9]。 
国内学者近几年在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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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评价方法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10-21]，但对于农业多

功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采用集

对分析方法，建立了农作物生产系统绩效评价的多功能

指标体系，并以中国大陆为例，对不同地区进行了比较

分析并进行了分组[10]。也有学者以西安都市圈为例，探

索了农业多功能视角下城市农业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变

化[11]。这些研究只是把农业观光、民俗旅游收入以及接

待人次作为经济或社会功能指标，未考虑生态和休闲功

能指标，指标选择上更多考虑多功能发展结果，指标获

取上多选择统计资料，未充分考虑文化与景观维度的指

标和区位、交通等对生态休闲功能的影响。 
都市农业除具有基本农业生产功能外，还与市区发

展相互作用，形成具有都市农业特点的多种功能，从而

形成一定的发展模式。上海是典型的超大型城市，面临

着农用地保护、生态用地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压

力，必须充分发挥农用地的多种功能，因地制宜发展生

态农业和休闲农业，才能缓解发展和保护的压力和矛盾。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充分考虑城市居民对农业的多种功

能需求和大型城市郊区农业生产和功能复合的现状，基

于农业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提出农业多功能评价指标

体系和评价模型，分析大型城市农业多功能和综合功能

空间分布规律，并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开展上海市农业

多功能发展模式研究，指导大型城市农业资源合理利用

和乡村振兴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上海市位于 12051～12212E，3040～15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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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面积约 6 833km2，有 16 个区（中心城区有 7 个区，

郊区有 9 个区）（图 1）。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的快速

发展不断蚕食城市生态空间，生态的短板已经成为制约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主要瓶颈。占上海市陆域面积 45%
的农用地资源，是上海市基本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上海市生态空间的基本单元，如何发挥农用地的多

种功能，对农用地生态功能等多重效用予以正确认识和

特殊保护，是未来上海市农用地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方向。 
 

 
 

图 1  研究区域范围图 
Fig.1  Study area scope map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上海城市农用地利用实际，将农业多种功能确

定为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和休闲以及生态调节

四大功能。农产品供给功能是农业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

农用地分等定级是综合了土地自然质量、利用水平、生

产力水平、收益水平等诸多因素对农用地进行的综合评

定和等级划分，可以衡量农产品供给功能。农用地等别

又分为自然等、利用等和经济等，一般情况下土地利用

等和经济等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选取土地自然等和

经济等评价指标衡量农用地产出水平。社会保障功能主

要体现在农业容纳劳动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上。

鉴于难以搜集到最近几年分镇农业产值的数据，本文选

取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业社会保障能力成反比，因为上海市近郊和远郊街

镇农村面貌和农民收入差异比较大，近郊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而统计年鉴显示近郊街镇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百分比均为个位数[22-24]，说明近郊农村居民收入主

要来源于非农业，因此近郊农业的社会保障能力低，而

远郊则刚好相反。文化和休闲功能在指标选取上将交通、

休闲旅游、农业文化以及特色农产品等作为主要考虑因

素，选择到主干道路、到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和到景点

的距离以及典型农业文化与景观区个数 4 个指标进行分

析，其中离景点距离、典型农业文化和农业景观区个数

充分考虑了各镇的特点，并根据相关职能部门的推荐，

选择有一定影响力或有一定规模的文化旅游景点、农业

文化和农业景观区。生态调节功能是指农业的生态环境

和生态进程所提供且保障的人类生活所需的环境条件与

效能，本文选取区域 5 种主要的生态服务价值作为农业

生态调节功能评价指标。 
结合以上分析，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共选取 13 个农

业功能评价指标，13 个指标不仅包括自然质量属性、经

济社会属性，还考虑文化与景观因素和区位、交通等对

生态休闲功能的影响。具体的指标含义如表 1。 
 

表 1  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es system of agriculture function 
类型 
Type 

指标 
Index 

指标含义 
Index meaning 

权重
Weight

单位面积农用地

利用等指数 
区域总利用等指数除以区域农用

地面积 
0.081 农产品供给功能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function 
单位面积农用地

经济等指数 
区域总经济等指数除以区域农用

地面积 0.082 

农业劳动力占农

村总劳动力比重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 0.045 社会保障功能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获得的可用来自由支配

的收入人均数值 0.055 

离主干道路距离 区域中心点到主干道路距离 0.080 
离轨道交通站点

距离 区域中心点轨道交通站点距离 0.083 

离景点距离 区域中心点到历史人文景观和自

然景观的距离 0.086 

文化和休闲功能
Culture and 

leisure function

典型农业文化与

农业景观区个数

区域内特色农产品、特殊农业风

貌和农耕文化区个数 0.085 

单位面积气体调

节价值 
区域总的气体调节价值除以区域

面积 0.095 

单位面积气候调

节价值 
区域总的气候调节价值除以区域

面积 0.068 

单位面积水文调

节价值 
区域总的水文调节价值除以区域

面积 0.086 

单位面积保持土

壤价值 
区域总的保持土壤价值除以区域

面积 0.069 

生态调节功能
Ecological 
regulation 
function 

单位面积维持生

物多样性价值 
区域总的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除

以区域面积 0.085

 
1.2.2  评价指标值获取 

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指标中的农用地利用等和经济

等均采取目前最新的上海市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2016
年），考虑到农用地的质量变化比较慢，因此 2016 年的

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基本可以反映当前农用地的质量情

况。社会保障功能评价指标以镇为评价单元，通过查阅

2017 年统计年鉴获取评价单元的农业劳动力、农村总劳

动力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值，计算得到就业和生

产保障功能评价指标数值。文化和休闲功能评价指标以

镇为评价单元，借助 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计算得

到评价单元（镇中心点）离主干道路距离、离轨道交通站

点和离景点距离以及典型农业文化与农业景观区个数。 
生态调节功能评价指标值获取采取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计算方法。该方法由 Costanza 等人构建并经谢高地、冉

圣宏等一批学者进行了本地化调整[25-28]。冉圣宏等[27]2006
年以中国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元面积的生态价值对 1996
年与2004年的土地分类进行了整理，并参考Costanza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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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态价值计算时划分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将土地

利用类型划分为 10 类，可以对应目前全国土地分类标准

（试行），涉及上海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单位面积生态价值

如表 2 所示，通过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和土地利用现状

数据计算得到区域单位面积生态调节功能。 
 

表 2  研究区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Table 2  Eco-service value per unit area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study area 
Yuanhm2a1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Land use/cover types 

耕地 
Arable 
land 

园地 
Garden 

plot 

林地 
Wood 
land 

水域 
Water 
areas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大气调节 

Air conditioning 12.39 61.24 82.60 8.26 0 

气候调节 
Climate conditioning 0 363.85 726.88 8.26 0 

水分调节 
Water regulation 0 19.64 24.78 44975.70 0 

保持土壤 
Soil conservation 4.13 130.14 123.90 0 0 

生物控制 
Biological control 198.24 68.79 33.04 0 0 

 

1.2.3  指标值归一化处理和权重确定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各指标计算方法计算得到各指

标数值，然后对各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如公式（1）。 

 ' -min( )
max( ) min( )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1） 

式中 xij为某一评价单元第 i项功能第 j项指标归一化后的

指标数值， '
ijx 为某一评价单元第 i 项功能第 j 项指标初始

指标数值，min(xij) 为所有评价单元第 i 项功能第 j 项指

标最小值，max(xij) 为所有评价单元第 i 项功能第 j 项指

标最大值。 
离主干道路距离、离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离景点距

离这三个指标数值越小代表文化和休闲功能越强，属于

负向化指标，需要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取最大值和

该数值做差值对指标进行正向化，计算如公式（2）。 

 '
ij

' 1 xX ij        （2） 

式中
'
ijX 为某一评价单元第 i 项功能第 j 项指标正向化后

的指标数值， '
ijx 为某一评价单元第 i 项功能第 j 项指标归

一化后指标数值。 
权重计算有专家调查法（Delphi 法）、层次分析法

（AHP）、组合赋权法、二项系数法等[29-32]。本文采用专

家调查法，选取了农业、生态和旅游领域的技术人员、

科研工作者等专家 20 人，进行权重重要性排序和打分，

整理后再反馈给专家调整，最终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

见表 1。 
1.2.4  计算模型和等级划分 

结合指标权重和归一化后的各功能指标分值，计算

得到每一评价单元四大功能的分值。 
计算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n 项功能指数评价值 Pin，如

公式（3）。 

 'm
in inj jf j gP X W  ≤ ≤

          （3） 

式中 Xinj 表示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n 项功能第 j 项指标标准

值，m 表示第 n 项功能评价过程中涉及到的指标数量，f
和 g 分别代表涉及指标的起止序号，W'j 代表该指标对应

权重修正值。 
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式（4）计算综合功能。  

 
1

n
in niA P W


              （4） 

式中 A 为综合功能的评价分值，Pin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n
项功能评价分值，Wn为第 n 项目功能的权重。 
1.2.5  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聚类研究 

应用系统聚类法，根据影响农业多功能的因素，对

街镇农业多功能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上海市农业多功能

发展模式，提出各种模式优化农业功能的合理建议。 

2  评价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功能空间分布 
利用以上评价模型进行农业单项和综合功能评价，

得到上海市各街镇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和休闲

以及生态调节四大功能以及综合功能评价值（范围区间

为 0-1），可以看出各种功能的分布和自然本底、土壤条

件、区位交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密切。为进一步分

析，将整个上海市划分为外环以内街镇、外环和郊环间

街镇、郊环和市界间街镇以及崇明三岛街镇四个区域，

跨区域的街镇按面积比例高低确定属于哪个区域，计算

四个区域内街镇四种功能指标数值的均值。 
分析结果显示，农产品供给功能高的区域主要分布

在外环以外区域，外环内各街镇农产品供给功能均值仅

为 0.23，外环和郊环间的各街镇农产品供给功能均值为

0.40，郊环和市界间的各街镇农产品供给功能均值为

0.46。原因是外环外这些街镇农用地质量高，土壤条件好

而且农业生产投入充足，另外外环内级差地租比较高，

适合发展高经济产出的第二第三产业。文化和休闲功能

各街镇均值则由内环内向外到崇明三岛依次减少，依次

是 0.86、0.85、0.76 和 0.51，主要是因为近郊旅游景点比

较多，交通比较发达，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同时近郊的

级差地租比较高，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或特色农产品，发

展文化和体验农业。社会保障功能各街镇均值则由内环

内向外到崇明三岛依次增加，依次是 0.08、0.20、0.21 和

0.33，这说明近郊农民不再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

远郊则农业生产占收入来源的比重相对较高。生态调节

功能各街镇均值则由内环内向外到崇明三岛呈增加趋

势，依次是 0.26、0.31、0.30、0.35，主要是因为具有生

态调节功能的耕地、园地、林地和水域等土地利用和覆

被类型的比例由外环内向外逐渐提高。崇明三岛的各街

镇 4 种农业功能比较均衡，其中生态调节功能和社会保

障功能各街镇均值在 4 个区域中都是最高的，分别是 0.35
和 0.33，但因为特殊的土壤条件造成农用地质量不高，

农产品供给功能不强，仅为 0.29；同时，因为与上海市

市区有长江入海口阻隔和交通不便的约束，其文化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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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功能演化呈现隔断特点，从市区的 0.86 左右下降到

0.51，文化和休闲功能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提高。4 个区域

各街镇综合功能均值则差异不明显，但外环以内区域和

崇明三岛的各街镇综合功能均值相对较低，均小于等于

0.4。具体见图 2。 
 

 
 

图 2  上海市农业功能在环线区域的归一化指标值柱状图 
Fig.2  Normalized value histogram map of agriculture in different 

loop lines of Shanghai 
 

2.2  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 
本文通过ArcGIS空间统计分析中的空间聚类对各街

镇的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的指标是

归一化或标准化后的 13 个评价指标数值，聚类算法采用

K-means 算法进行聚类，使用 K means++算法选择初始种

子。通过聚类运算分析，得到 5 种农业发展模式类型，

并结合每种类型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和休闲、

生态调节功能的组合特征对 5 种发展模式进行命名，分

别是生态结构型、传统农业型、农耕文化型、文化休闲

型和功能均衡型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各发展模式的街

镇数目和空间分布情况如表 3 和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除崇明三岛以外，多功能发展模

式级别呈圈层分布，首先分布的是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

街镇，再是农耕文化型发展模式街镇和传统农业型发展

模式的街镇，体现了农用地越靠近市区，文化休闲功能

越高的特点。生态结构型发展模式的街镇呈现穿插特点，

主要原因可能是上海近些年在集中城市化地区规划建设

了生态空间，这些绿地、林带或公园发挥了城市生态间

隔带的重要作用。将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空间分布图和

农业功能区规划图进行对比分析，上海市的粮食、蔬菜

和特色农产品功能区有 64%位于农耕文化型和传统农业

型街镇，23%位于功能均衡型街镇。将农业多功能发展模

式空间分布图和上海市生态网络规划布局图进行对比，

规划生态绿带绿环和生态间隔带有 75%位于生态结构型

和文化休闲型街镇，规划生态走廊则有 62%位于农耕文

化型和文化休闲型街镇。因此，街镇农业发展模式和规

划农业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相关性较好。 
 

表 3  5 种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街镇数目和比例 
Table 3  Streets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ive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发展模式 
Development pattern

街道/镇 
Street/town 

乡镇个数 
Number of 

towns 
面积比

Area ratio

生态结构型 
Eco-structured 

development pattern

江川路街道、岳阳街道、香

花桥街道、虹桥镇、陆家嘴

街道、周家渡街道、南码头

街道、潍坊路街道等。 

41 10% 

传统农业型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绿华镇、新村乡、庙镇镇、

亭林镇等。 14 9% 

农耕文化型  
Farming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庄行镇、朱家角镇、金泽镇、

徐行镇、华亭镇、九亭镇、

叶榭镇、万祥镇、枫泾镇、

吕巷镇、月浦镇、罗泾镇等。 
44 45% 

文化休闲型 
Cultural and leisure 
development pattern

赵巷镇、佘山镇、顾村镇、

三林镇、马桥镇、江桥镇、

安亭镇、徐泾镇、马陆镇等。 
30 24% 

功能均衡型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港西镇、向化镇、新河镇、

三星镇、竖新镇、中兴镇、

陈家镇、城桥镇等。 
13 12% 

 

 
 

图 3  上海市各街镇农业发展模式图 
Fig.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map of Shanghai city 

 
2.3  农业发展模式特点和发展方向 

对 5 种发展模式所有街镇的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

文化和休闲、生态调节功能数值进行雷达图分析，可以明

显看出 5 种发展模式 4 种功能的聚类趋势。为更加直观反

映聚类趋势，分别计算 5 种发展模式所有街镇 4 种农业功

能的平均值，再进行雷达图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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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种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的各街镇四种农业 
多功能评价平均值雷达分析图 

Fig.4  Radar analysis map of four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average evaluation values for towns of five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雷达分析图显示生态结构型发展模式街镇的农业社

会保障功能很弱，所有街镇农产品社会保障功能评价值

均值为 0.01。这些街镇以街道居多，主要位于近郊，行

政辖区内农用地面积很低，统计数据显示行政辖区内几

乎没有从事农业的户籍人口，因此农业有农产品供给功

能，但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很低，社会保障功能几乎为 0。
因为区位和交通位置较好，文化和休闲功能较高，应大

力发展文化和休闲功能，加强对城市的生态调节或生态

间隔作用。 
传统农业型发展模式街镇的农产品供给功能较高，

这些街镇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值均值为 0.66。这些街镇

的农用地中耕地面积比例高，质量等级均相对较高，但

因为区位和交通条件一般，农业文化和特色农产品均不

太突出，生态调节、文化和休闲功能评价值均值均低于

0.3，适合发展传统农业，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农业生

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 
农耕文化型发展模式街镇的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值

均值为 0.51，文化和休闲功能评价值均值为 0.62，但生态

调节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评价值均值均小于 0.3。这些街

镇辖区内农用地面积比例高，多数街镇农用地面积比例在

60%以上，农业的农产品供给功能高，区位和交通条件较

好，农业耕作文化和农事体验可以吸引城市居民，适合规

模化农业生产和小型农业作坊相结合，在以农业生产为核

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农事体验、农业教育和观光。 
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和农耕文化型发展模式街镇比

较接近，但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街镇的文化和休闲功能

评价值均值为 0.89，明显高于农耕文化型发展模式街镇

的文化和休闲功能评价值均值，但生态调节功能、社会

保障功能和农产品供给功能均属于中等水平，其评价值

均值都在 0.35 以下，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值均值为 0.33，
明显低于农耕文化型街镇的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值均

值。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街镇的交通方便，到高速公路

和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在 1~3 km 之间，到景点的平均距

离不超过 4 km，交通和区位条件都比较好，因此农业的

文化和休闲功能非常高。而农用地中园林地面积比例高，

农用地的质量等级一般，农产品供给功能、社会保障功

能和生态调节功能不突出，这些区域需要结合当地优势

农产品、当地历史或文化发展文化和休闲型农业，提高

农民收入，进而不断提高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 
功能均衡型发展模式街镇农产品供给功能、社会保

障功能、生态调节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比较均衡，4 种功

能评价值均值在 0.2~0.5 之间，均属于中等水平。这些街

镇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崇明区，行政辖区内农用地和农业

人口均有一定比例，可以再进一步结合每一个街镇特点

和实际情况，确定更加合理的农业发展模式。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  论 
本文以上海市郊区为例研究大都市农业单项和综合

功能的空间分布规律，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大都市农业的

多功能特点和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显示农业多功能空间

分布情况和自然本底、土壤条件、区位交通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但不同农业功能和这些因素关系

特点有所差别，利用好这些关系是因地制宜利用农用地

的关键。运用聚类分析法研究得出农业多功能发展的 5
种模式，分别是生态结构型、传统农业型、农耕文化型、

文化休闲型和均衡发展型发展模式；除崇明三岛以外，

多功能发展模式级别呈圈层分布，首先分布的是文化休

闲型发展模式街镇，再是农耕文化型发展模式街镇和传

统农业型发展模式的街镇，体现了农用地越靠近市区文

化休闲功能越高的特点，而生态结构型发展模式的街镇

呈现穿插特点，穿插在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街镇中。将

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空间分布图和农业功能区规划图进

行对比分析，街镇农业发展模式和规划农业功能区和生

态功能区相关性较好。 
3.2  启  示 

政府应结合农业多功能空间分布规律和不同农业发

展模式科学合理划定农业功能分区和国土空间用途分区

并进行差异化引导。首先，农产品供给功能评价可以为

农业布局规划提供参考。其次，对于不同农业发展模式

的乡镇采取差异化的引导政策和措施。对于具有农业产

业特色并区位较好的地区，如农耕文化型和功能均衡型

街镇，应树立农业产业或农业旅游品牌效应，促进农用

地文化休闲功能的发挥，进而提高其社会保障功能。对

于生态调节功能较高、有特色农产品或特殊农业文化的

远郊区域，如生态结构型和文化休闲型街镇，应加强交

通和文化设施安排，提高农用地文化和休闲功能。对于

传统农业型，要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和补贴，鼓励传统农

业种植，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最后，政府需借助

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粮食补贴等政策手段引导地

域农业功能与社会经济需求、地域资源禀赋相适应，促

进农业不同功能区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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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guide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s,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was divided into four functions, name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social security, culture and leisure, and ecological regulation function. By full 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ographic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traffic facto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model were built to analyze multifunct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 and make clustering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esult can accurately reflect 
multifunct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of agriculture in Shanghai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func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condition, geographic location, traffic cond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street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eco-structured development patter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farming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cultural and leisure development pattern,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Each pattern ha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adar analysis map of four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average evaluation values for towns of five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were constructed. Towns of 
eco-structured development pattern had almost no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These patterns mainly located in the suburbs and 
there were almost no registered population engaged in agriculture. Radar map for town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function was very high, and the quality grade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se 
towns was relatively high,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traffic conditions, culture and leisure functions were not 
very high. Town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were suitable for develop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Radar map for towns of 
farm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shows tha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function, culture and leisure function were all 
relatively high, but the ecological regulation function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were all at the medium level. The 
agricultural land proportion in these areas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func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Towns of farming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were suitable for develop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workshops. Radar map for towns of cultural and leisure development pattern was close to thos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but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function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of farming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Radar map for towns of funct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showed that the supply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cial security, ecological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and leisure function were all at the middle level. These 
towns of funct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could select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four functions according to local 
situation and determine a more reaso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level of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was circular distribution, followed by cultural leisure, farming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while 
the eco-structured development pattern was interspersed in the cultural leisure development pattern. F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lanned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 are according with actual situation of Shanghai.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guiding rational use and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 also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in large city. 
Keyword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 func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ystem clustering analys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