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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耕地资源严重失衡与摆脱因境之途径

彭 #可 珊

【摘要】水土流失
、

土地沙化
、

土壤盐碱 ∃渍% 化 土地环境污染加重和耕地数量减少等一

系列土地间题
&

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

本文根据中国耕地资源近  ∋ 年严重失衡的现

状
&

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

进而提出了相应之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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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耕地资源的严峻态势

我国耕地在册数为  �
&

Φ∀ 亿亩
,

水旱地之比为  ΕΦ
,

有效灌溉面积不到耕地总面积的

∀∋ Γ
。

我国耕地不论是绝对量
,

还是相对量
,

都显得非常少
。

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  ∋ Γ
,

相当于世界水平的 7Η Φ
。

目前全部耕地中
,

高产稳产田不足 7Η  ∋
,

而盐碱地
、

沼泽地
、

高寒

地
、

红壤地
、

水土流失地
、

风沙地
、

盐碱地
、

干旱地及海滩荆氏产田有 �
&

�∀ 亿亩
。

尽管人均

占有土地 巧 亩
,

但是有 �∀ Γ 的土地在海拔 Φ ∋∋ ∋4 以上的高寒地区
。

�∋ 多年来
,

除了三年

恢复时期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外
、

其余时间都在大量减少
,

全国每年以 !∋∋ 万亩速度减少
,

特

别是  ! Ι∀年和  ! !� 年
,

分别减少 ϑ !∋∋ 万亩和 ∀ ∋∋∋ 万亩
。

我国土地人 口承载量正处于临界

状态
。

按国际规定
,

耕地减少危险点是人均占有 ∋
&

Ι 亩
,

我国现在人均耕地  
&

�Ι 亩
,

人均耕

地在 �ϑ 个人口最多国家中
,

居第 �� 位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工业比重的增加
,

城市规模

的逐步扩大
,

必然发生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化
。

这种转化
,

实际上耕地资源不断地在各产

业重新配置
,

而且主要是由第一产业用地转向第二
、

第三产业
,

工业化的过程引起居民结构

变化
。

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
,

城市人口的增加
,

城镇用地扩张
。

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变化
,

不仅对肉
、

奶
、

蛋
、

水果消费量增大
,

而且对工业品的消费和种类明显增多
。

因而能源
、

交

通
、

住宅等各种用地需求量不断扩大
。

至7#本世纪末
,

我国的人 口将超过  Φ 亿
,

届时人均耕地

只有 ∋
&

!∀ 亩
,

许多省份将在 ∋
&

Κ∀ 亩
,

耕地减少的危险点即将来临
,

我国土地对人 口的合理

承载量为 Ι亿
,

最大理论承载量为 巧 亿
,

而合理的界线早在  !ϑ! 年被突破
。

目前则处于向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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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限奔进的过程
,

形成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密度而达到  �! 人 Η Χ;
Λ ,

与建国初期相

比
,

土地负担指数直线上升
,

人口的增加对土地压力加剧
,

在理性尚差和素质尚低的人 口

中
&

必然出现一系列耕地失衡问题
。

人口持续增长将给粮食造成巨大压力
,

中国人口困境的

实质是粮食危机
,

而粮食危机则是耕地资源危机的直接反映
,

这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问

题
。

我国耕地资源不足
,

尽管还有宜农荒地 � 亿亩
,

但分布边远
,

质量低劣
,

且开垦难度

大
,

单位投资高
。

� 我国耕地资源失衡的主要表现形式

�
&

 水土流失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 !� 万 Χ ; �
&

其中水蚀面积  ΚΙ 万 Χ; Λ
,

分布于黄土高原
、

长江流域和

南方丘陵地区
,

年损失粮食  Ι 一 Φ∋ 亿 Χ9
,

直接经济损失 �∋ 一 ϑ∋ 亿元
。

全国耕地水土流失

面积已达 ϑ 亿亩
,

每年流失土壤  ∋ 亿 +
。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

� Η ∀ 的水土流失未得到有

效治理
,

有的地方边治理
,

边破坏
,

破坏大于治理
,

加上西南地区有大量的山地灾害的存

在
,

耕地环境 日趋恶化
。

黄河
、

长江流域一年流失氮
、

磷
、

钾 � �∋∋ 万 +
,

超过我国化肥一年

施用量
。

�
&

� 土地沙化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  ∀Φ 万 Χ ; Λ ,

占国土面积  ϑ Γ
,

超过全国现有耕地面积总和
&

分布于西

北 Ε 东北和华北   个省 ∃区 %
,

形成长达万里风沙危害线
,

有 7Η Φ 国土受到危害
,

ϑ∋ Γ 的

贫困县集中在这里
,

每年因风沙造成粮食损失 巧 亿 +
,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

沙漠化生业也由

∀∋ 年代  ∀ϑ∋ Χ;
Λ

发展到近年来 �  ∋∋ Χ ; Λ
,

目前有 ϑ ∋∋∋ 万亩农田处在沙漠威胁之中
,

部分

地方形成
“·

沙进人退
”

的局面

�
&

Φ 土壤盐碱 ∃溃% 化

我国盐 ∃渍% 化土地总面积  �
&

ΙΚ 亿亩
,

其中现代盐渍化土壤 ∀
&

∀� 亿亩
,

潜在盐渍化土

壤 �
&

ϑ∋ 亿亩
,

全国受盐碱 ∃渍% 化危害耕地  
&

� 亿亩
,

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源
,

黄土高原和

沿海地带
。

西北内陆最为严重
,

盐碱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 Γ
。

我国南方地区水稻土次生

潜育化十分严重
,

分布于南方山丘间沟谷
、

河流沿岸
、

水库及渠系附近
,

面积 ϑ ∀∋∋ 万亩
,

成

为提高水稻产量的主要障碍
。

�
&

� 肥力衰竭

长期重用轻养是耕地肥力严重衰竭的主因
。

据近年来对全国  � ∋Φ 个县调查
,

土壤有机

质小于 ∋
&

ϑ 的农田已占   Γ
,

山东达到 �  Γ
。

我国耕地中氮
、

磷
、

钾也十分缺乏和不平衡
,

大约有 ∀! Γ 的耕地缺磷
,

�Φ Γ 的耕地缺钾
,

 � Γ 的耕地磷钾俱缺
,

氮的缺乏各地不一
。

部

分农民不使用有机肥
。

�
&

∀ 耕地污染

工业
‘·

三废
”

和大量使用化肥
、

农药
,

对耕地造成一定的危害
。

由于不适当利用污水灌

溉
,

已使  ∀ ∋∋∋ 多万亩耕地受到金属和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
,

污灌农田的铜含量超过本底值
� 倍

。

全国劣质化肥
、

农药污染农田 �
&

∀ 亿亩
。

我国粮食中
‘·

六六六
”

有机氮检率为  ∋∋ Γ
,

小麦
“·

六六六
”

含量超标率为 !∀ Γ
。

�
&

ϑ 结构调整占地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

促使资源利用合理
,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使之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
,

许多省 ∃区% 为形成能够深层利用资源的全新结构而对传统小农结构大加整顿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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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田面积 日趋减少
,

林草面积逐年增大
,

使之成为耕地锐减一大因素
,

 ! ΙΚ 一  !!Φ 年每年

减少耕地面积中
,

结构调整占地一般为 ∀∋ 一 Κ∀ Γ
,

加上经济作物发展速度失控
,

粮价偏低
,

‘

剪刀差
”

的扩大
,

人们倒向发展经济作物
,

用经济作物挤走粮田在农村相当普遍
,

以致部

分省 ∃区% 无出境的商品粮
。

我国耕地中现在还有 Κ ∋∋∋ 万亩陡坡
,

易沙化耕地还需要退耕

还林还牧
。

�
&

Κ 庄基占地扩大

 ! Ι∀ 一  ! ΙΙ 年 � 年间
,

全国农民建房占用耕地 � �∋ 万亩
,

就是占地最少的  ! !∋ 年
,

农
民建房用地也达 Φϑ 万亩

,

使人均使用面积由  !ΚΙ 年的 Ι
&

7; ,
增加到现在  Κ

&

Ι ; Λ ,

农民建

房用地占全国年减少耕地 Κ Γ
。

�
&

Ι 国家占地趋速

国家基建占地占年减少耕地的   Γ
,

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以耕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
。

 !!�

年是建国以后基建占用耕地高峰年
,

这一轮圈地大战中
,

是围绕开发区展开的
,

 !!� 年开发

区由上一年   Κ 个猛增到 Φ ∋∋∋ 多个
,

其中 Ι∋ Γ 占用是耕地
,

仅此一项全国占地 Φ ∋∋∋ 万

亩
,

全国各类开发区面积高达  ∀ ∋∋∋ 多 Χ ; Λ ,

是前 � 年总和的 巧倍
,

这些已经批租和圈占的

土地
,

开工仅有 Φ0Κ Χ; Λ ,

只占规划面积 �Γ
。

�
&

! 乡镇企业占地失控

全国因乡镇企业占地每年减少耕地 ϑ Γ
,

乡镇企业普遍存在乱占耕地现象
。

�
&

 ∋ 土地毁坏
 !� ! 一  ! ! ∋ 年

,

全国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 � 万余次
,

直接经济损失 ,0 ∋∋∋ 万元
。

 !! 

年气象灾害使农田受灾面积达 ΙΦ �∋∋ 万亩
,

绝收 Ι Φ�∋ 万亩
,

直接经济损失  � ∋� 亿元
。

我

国每年因洪水
、

风暴等自然灾害毁坏农田  ∀∋ 一 �∋∋ 万亩
,

有些地方一次洪水冲毁耕地几十

万亩
,

甚至上千万亩
。

Φ 摆脱耕地资源严重失衡的主要途径

Φ
&

 强化法制教育
,

增强
“
”

惜土
”

意识

Φ
&

� 严格管理土地
,

计划使用耕地

国家重点企业建设用地
,

应当进行论证
,

节约用地
,

尽可能用非耕地或次等耕地
。

国家

下达控制指标
,

任何单位不得突破
。

中小城市和城镇新建或扩建
,

应本着小而精的原则
,

制

止讲排场
,

强占耕地建城
。

乡镇企业应利用荒地荒滩建厂
,

增强宅基地审批透明度
,

严格控

制农村居民乱占多占耕地建房的现象
,

在经济条件较好
、

耕地资源较少与乡镇企业发达地

区
,

应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农村建集体楼房
。

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

使粮食
、

果林
、

畜

牧用地比例适当
。

Φ
&

Φ 改革土地使用制度
,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建议国家开征土地税
,

对不同的质量的耕地资源征收不同税率的税赋
,

可抑制耕地的减

少
。

可把土地税一部分用于土地资源的深度开发
,

以解决土地开发工作中经费困难
,

减轻国

家财政压力
,

提高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和科学研究的技术水平
。

Φ
&

� 运用系统思想
,

科学开发耕地

在耕地利用方式中
,

应引入系统观念
,

力求在最小面积上服务于社会经济的效益最高
。

对耕地开发的资金
、

物质给予优惠政策
,

还要搞好小流域土地治理
。

变荒滩
、

荒山和荒坡为

优良的农田
、

林地和草场
。

变传统的粮食观念为现代食物观念
,

变种植业观念为大农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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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 采取综合措施
,

良化土地环境

要治理污染
,

控制新的污染
。

在对化肥
、

农药污染治理上
,

一要多肥种配合和生产前原

料的精选 Μ 二要用高效低毒易分解的农药和生物农药的生产代替高毒低效且易残留严重的农

药生产 Μ 三是加强新肥
、

农药的研制和推广
,

达到低成本少公害或无公害的目的
。

治理水土

流失
、

沙化
、

盐 ∃渍% 化
,

采取耕作措施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三结合的方法
。

应改革农村

能源结构
&

尽快改善更新原有水利工程
,

加快农田基本建设
,

建设一批商品粮油基地
。

Φ
&

ϑ 增加物质投入
,

提高耕地质量

目前抓好
‘·

三北
”

防护林建设
、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
、

东南沿海防护林建设和黄土高

原绿化工程建设等
。

同时利用多种途径
,

调动集体和个人投入积极性
,

使土地环境改善有足

够的资金保证
,

科学利用投入要素
,

如化肥使用
,

须大力推广配方施肥技术以提高肥效
。

要

加强科技投入
,

对耕地失调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

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

使耕地环境向良性循

环发展
口

Φ
&

Κ 抓复垦开发
,

切实保护耕地

Φ
&

Ι 控制人口增长
,

协调人地关系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
,

在 �∋∀∋ 年达到 中等消费水平
,

人均消费粮食至少要
∀∋∋ 一 ϑ∋∋ Χ9

,

我国若按 巧 亿人计算
,

至少还需  Ι 亿亩耕地
。

全国农村人 口约占全国人口

Κ�
&

ϑΓ
,

且总体年龄结构相对城市较年轻
,

生育潜力大
,

若不严格控制
,

到 �∋∋∋ 年农村人口

增至  ∋
&

ϑ∀ 亿
,

这意味着城市人 口即使一个不增
,

全国人口也将突破  Φ亿
。

将优生优育
、

科

学教育
、

健康教育作为提高人 口素质的重要手段
,

必须在农才寸强化
、

降低广大农村人 口过快

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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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要搞集约种植
,

避免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方法
。

进一步加强防风固沙林网建设
,

改造

现有林网
,

提高生态效益
,

充分发挥林业的保护作用
。

∃�% 调整农作物用地结构
。

改良现有的天然草场
,

扩大人工草场面积
,

并科学利用农作物

秸秆饲养家畜
,

以形成牲畜兴旺
、

粪便还田
、

土地肥沃
、

多打粮食的良性循环
。

∃Φ% 打坝淤地
,

营造梯田
。

做到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并重
,

陡坡地坚决退耕
,

恢复自然植

被
,

缓坡地改建梯田
,

沟谷地打坝淤田
,

充分利用肥水
,

避免流失
,

提高作物单产
。

∃�%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

完善引河灌溉工程
,

扩大灌溉面积
,

因地制宜大力推行节水和旱

作农业
,

科学用水
,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

∃∀% 转变观念
,

解放思想
。

克服重农轻牧
、

重粮食作物轻经济作物的思想
,

增强商品意识

和效益的观念
。

改善投资环境
,

积极引进资金
,

引进技术
,

引进人才
,

加速该区农业资源开

发利用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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