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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商洛山区地形、土壤因素 ,土地利用现状及特点 ,耕地利用现状 ,耕地需求量预测 ,耕地质量状况

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商洛山区耕地资源状况。 结合地区实际提出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农业结构

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加大投入力度 ,依靠

经济调节措施和综合农业技术措施 ,促进耕地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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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 Analysis and Protection of Shangluo Mountain Areas

ZHAN G Xiao-hu1 , ZHAN G Xiao-w ei2

( 1. Shangluo Agricultural School, Shangluo 726000, Shaanx i Prov ince ,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712100, Shaanx i Province , China )

Abstract: Landform and soi l conditions, fa rmland utilization and fa rmland requirement forecasts, and env i-

ro nm enta l quali ty in Shang luo Mo untain a reas are studied, and an analy sis of the status of the farm la nd re-

source is undertaken. Sugg estio ns are put fo rw ard fo r: improv ing relatio nships betw een eco no mic dev elo p-

m ent , urbanization, ag ricul tural st ructural adjustment, eco logical envi ro nm ent and farmland pro tection; and

establishing and ampli fying crucial fa rmland pro tectio n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Shang luo’ s farm land.

It also propo sed that mo re mo ney be inv ested to improv e the quali ty of th e farmland in the area, in particular

through economic adjustment measures a nd the applicatio n of comprehensiv e ag ricultural tech no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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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 ,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

产资料 ,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基地。 人多地少底子薄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土地特别是耕地始终是制约着我

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十分珍

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 ,“保护耕地 ,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结合地区实

际分析研究耕地资源状况 ,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耕地

资源保护 ,是确保农业基础地位和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的一项十分紧迫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

大问题。

1　商洛山区耕地资源状况分析

1. 1　地形、土壤因素分析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 ,界于东经 108°34′—

111°01′,北纬 33°02′— 34°24′之间 ,东西长约 229 km,

南北宽约 138 km,土地总面积为 19 586. 4 km
2 ,是一

个群山连绵沟壑纵横以中低山为主的土石山区 ,土地

利用总体呈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基本格局。境内按

地貌的成因、组成物质等因素的差异划分为 3个基本

地貌单元。

( 1)河谷川塬地貌。包括洛河、丹江河、金钱河、乾

佑河、旬河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两侧的河滩地、高低阶

地、各山谷间的沟台地以及沟谷出口处的洪积扇 ,海拔

多在 900 m以下 ,相对高程小于 100 m,地面坡度小于 7

°,一般地势较开阔平缓 ,土层较厚 ,土质肥沃 ,是基本农

田的主要分布区 ,占总面积的 11. 9% 。

( 2)低山丘陵地貌。低山丘陵地貌是河谷川塬地

貌与中山地貌之间的过渡性地貌 ,其海拔在 850～ 1

250 m之间 ,地面坡度在 10°～ 25°,植被稀疏 ,水土流

失严重 ,荒山秃岭占有一定比例 ,是坡旱地的主要分

布区域 ,占总面积的 34. 8% ,其岩性为红色砂页岩、变

质岩、灰岩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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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中山地貌。该区域海拔在 1 200 m以上 ,相对

高程多在 500～ 1 200 m,坡度一般在 20°～ 50°,岩性

多为变质岩、火成岩、灰岩、花岗岩组成 ,占总面积的

53. 3% 。该区 1 500 m以上的山地 ,基本为林牧业用

地 ,耕地零星分布于 1 200～ 1 500 m之间 ,大多属于

超过 25°的“挂牌地” ,是退耕还林还草的对象。

商洛市虽然面积不大 ,但由于地跨南暖温带和北

亚热带 2个气候带 ,境内岩性繁杂 ,成土母质众多 ,更

兼地形变化多端 ,致使土壤类型分布比较复杂。 全市

计有 8个土类、 18个亚类、 45个土属、 174个土种 ,土

类中以褐土、棕壤、黄棕壤为主 ,分别占土壤面积的

11% , 26. 62% , 53. 91% ,其次有潮土 ( 0. 49% )、水稻

土 ( 0. 36% )、新积土 ( 4. 71% )、紫色土 ( 2. 77% )和山

地草甸土 ( 0. 14% )。

从土壤分布规律来看 ,以垂直分布为主 ,同时兼

具水平分布和区域分布。其垂直地带性分布因所处地

理位置及海拔高度的不同出现 2种情况: 南部地区 ,

基带土壤为黄褐土 ,分布于海拔 900 m以下 ; 900～ 1

300 m之间 ,主要分布着发育于各种基岩风化物上的

黄棕壤及始成黄棕壤 ; 1 300～ 1 500 m左右 ,为始成

黄棕壤向棕壤的过渡带 ; 1 500 m以上 ,以棕壤分布为

主。北部地区 ,基带土壤为淋溶褐土 ,分布于海拔 800

m以下 ; 800～ 1 200 m之间 ,主要分布着发育于各种

基岩风化物上的始成褐土 ; 1 200～ 1 400 m之间 ,为

始成褐土向棕壤的过渡带 ; 1 400 m以上以山地棕壤

分布为主。

商洛从北到南由南暖温带过渡到北亚热带 ,气温

及降水量呈递增趋势 ,由于生物、气候因素的差异 ,形

成了不同的水平地带性土壤 ,北部地区主要分布褐

土 ,南部地区则主要分布着黄棕壤。 商洛区域分布的

土壤主要有潮土、新积土、水稻土、紫色土。潮土、新积

土分布于河流两侧的河漫滩地、河成阶地及沟台地

上。 在灌水条件较好 ,地下水位较高种植水稻的地区

分布有水稻土。在母岩的影响下 ,出现有岩性土壤紫

色土。山地草甸土是在草甸植被下受地下水浸润形成

的一种半水成性土壤 ,主要分布在镇安县北羊山、山

阳县白马塘和天竺山海拔 1 600 m以上的平缓山顶 ,

目前农业生产上还难以利用。

从土壤的总体来看 ,商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立地条

件较差 ,由于山高坡陡全市约 2 /3的耕地是砂土、砂

壤土和山地石渣土 ,土少石头多、松散而层薄 ,土壤保

蓄性能差。

1. 2　耕地利用现状分析

1. 2. 1　土地利用现状及特点　商洛市土地利用现状

呈现 4个特点。 ( 1)土地利用率较高 ,已开发利用的

土地面积 (包括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占土地总面积的

94. 1% ,其中农业土地利用率为 92. 2% ; ( 2)土地广

袤 ,但耕地较少。目前全市人口为 2. 42× 106 ,人均土

地约 0. 80 hm
2
多 ,但耕地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重

小 ,仅为 11. 70% ,人均 0. 09 hm
2
,低于全国全省的平

均水平 ; ( 3)土地类型多、区域性强、利用复杂。该市

复杂的地质地貌形成了地类的多样性 ,就地类而言 ,

耕地、园地类型较多 ,草地类型单一。 就面积而言 ,耕

地、园地较为零碎 ,林地、草地成片性强 ; ( 4)耕地后

备资源不足。全市未利用土地面积的 5. 9% ,占总土

地面积的 5. 9% ,以荒草地为主占未利用地面积的

76. 3% ,此类土地多为零星分布 ,而集中连片的荒草

地一般分布在远离村庄、交通不便的荒野地带 ,土层

薄、石砾多、坡度大 ,造林、种草都很困难 ,开垦为耕地

者极为有限。 其余的裸岩石砾地、田坎、沼泽地、沙地

等未利用地 ,开垦为耕地都有一定难度 ,商洛土地利

用现状见表 1所示。

表 1　商洛土地利用现状表 ( 2002年 ) h m2

地 类
农　　　用　　　地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它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　计

地类代码 1 11 12 13 14 15 2 3

面积 /m2 1 805 517 228 259 9 069 1 417 744 129 656 20 789 36 757 116 365 1 958 640

比例 /% 92. 2% 11. 7% 0. 5% 72. 4% 6. 6% 1. 1% 1. 9% 5. 9% 100%

1. 2. 2　耕地利用现状分析　就商洛市现有耕地类型

所占耕地面积比例分析: 灌溉水田占耕地 1. 2% ,望

天田占耕地 0. 005% ,水浇地占耕地 3. 2% ,旱地占耕

地 95. 5% ,菜地占耕地 0. 095% 。

从耕地坡度分级面积比例分析: < 2°的耕地占

6. 8% , 2°～ 6°的耕地占 9. 3% ,两者即所谓的平地 ,计

占 16. 1%。这部分耕地是商洛市基本农田的精华 ,是

全市最优质或较优质的良田 ,是粮油菜的重要生产基

地 ,也是严格控制非农业生产占用的耕地 ; 6°～ 15°的

缓坡地占 12. 9% , 15°～ 25°的较大坡度的耕地占

25. 6% ;而> 25°的陡坡地占 45. 4% ,正在实施退耕。

从以上分析可见商洛耕地呈现“三多三少”的状

况 ,即山坡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水地少、一般耕地多基

本农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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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耕地需求量预测

1. 3. 1　有关基础数据的预测和确定

( 1)规划年人口预测。 据计生部门人口规划预

测 ,到 2010年商洛人口将达到 2. 86× 10
6
人 ,其中农

业人口将达到 2. 62× 106人。

( 2)畜禽饲养量预测。据市畜牧部门规划预测 ,

到 2010年全市畜禽存栏数最低折合 2. 35× 10
6
个羊

单位标准。

( 3)粮食需求量预测。① 人口生活用粮:按照小

康标准最低人均用粮 400 kg /a计 ,到 2010年全市生

活用粮 1. 14× 10
6

t;② 畜禽用粮:每个羊单位用粮按

10 kg /a计 , 2010年畜禽用粮 2. 35× 104
t;③其它用

粮:按前① ,②两项的 10%计 ,需 1. 17× 105
t。 2010

年社会总用粮为 1. 28× 106 t。

( 4) 蔬菜需求量预测。人均蔬菜需求量按 200

kg /a计 , 2010年为 5. 72× 105
t。

( 5)油料需求量预测。 据《商洛地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 9个五年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确定

2010年全市需油料 5. 00× 104 t。

( 6)耕地复种指数的确定。大田作物复种指数综

合预测分析 2010年为 1. 8;专业菜地复种指数综合

预测分析 2010年为 2. 3。

( 7)净耕地系数的确定。比照全国及有关规划中

的净耕地系数 ,结合商洛耕地状况调查 ,确定菜地的

净耕地系数为 0. 91,大田作物为 0. 92。

( 8)粮食、油料、蔬菜作物单产预测。据历年统计

资料和农业生产水平预测 2 010粮食单产为 3 888. 0

kg /hm
2 ,油料单产为 1 068. 75 kg /hm

2 ,专业菜地单产

为 19 023. 0 kg /hm
2。

1. 3. 2　耕地需求量测算。　通过上表测算 ,到 2010

年为满足全市人民对粮、油、菜的需求 ,共需耕地

242 005. 7 hm
2
(表 2)。

表 2　商洛 2010年粮食、油料、蔬菜生产耕地需求量测算

测 算

项 目

需求量 /

104 t

单　产 /

( kg· h m- 2 )

播种面积 /

hm2

复种

指数

需净耕地 /

hm2

净耕地

系 数

需　耕
地 /h m2

粮 食 128. 38 3 888. 00 330 195. 50 1. 80 183 441. 90 0. 92 199 393. 40

油 料 5. 00 1 068. 75 46 783. 60 1. 80 25 990. 90 0. 92 28 251. 00

蔬 菜 57. 18 19 023. 00 30 058. 30 2. 30 13 068. 80 0. 91 14 361. 30

1. 3. 3　耕地变动趋势分析　 1990年土地详查结束

时 ,商洛耕地总面积为 308 844 hm
2
,到 2002年耕地

保有量为 228 259 hm2 , 12 a间耕地减少 80 585 hm2 ,

每年平均减少耕地 6 715 hm
2。人均耕地由原来的 0.

133 hm
2
减少到 0. 094 hm

2
。

从耕地变化形势来看 ,它包括着 2个动态过程:

一是耕地向其它地类的转化 ,表现为耕地的减少 ;二

是耕地的开发和复垦 ,表现为耕地的增加。 从耕地的

减少去向来看:主要为农业结构调整用地和建设用地

的占用 ,以 2002年为例 ,年内耕地减少面积为 14

743. 6 hm
2 ,其中农业结构调整中以林地增加为主 13

814. 8 hm
2
,占 93. 7% 。 草地增加 369. 8 hm

2
,占 2.

5% 。园地增加 123. 4h m
2 ,占 0. 84%。三者共计占 97.

04%。 同期建设用地占用为 253. 8 hm
2
,占 1. 7% ,其

余为耕地的撂荒闲置。

从耕地的增加来看 ,呈现 2个显著特点: 一是增

加数量大大低于减少数量 ,同样以 2002年为例 ,同期

增加耕地为 618. 20 hm
2 ,仅占减少耕地面积的 4.

20% ;二是商洛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少、耕地开发

复垦的难度较大 ,耕地的增加主要由园地、林地和草

地调整而来。

随着商洛陡坡耕地退耕任务的大部分完成 ,农业

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的速度将趋缓 ,但区内建设用地的

速度仍将保持一定势头 ,因此商洛山区耕地数量保护

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市国土资源部门权威预测 , 2010

年商洛耕地存量为 201 565. 9 hm
2
,与同期耕地需求

量 242 005. 7 hm
2
相差 40 439. 8 hm

2
。

1. 4　耕地质量状况分析

耕地质量是耕地用于农作物栽培使用时 ,在一定

时期内单位面积耕地的物质生产能力。耕地质量的好

坏通过耕地评价确定 ,评价的技术依据主要包括 3个

方面: ( 1)耕地的适宜性是指某种土地类型对特定土

地利用方向的适宜程度。即某类土地用作农、林、牧业

生产方式中哪一种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 ,并保证

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力不致于衰退和枯竭。耕

地适宜性可分为现有条件下的当前适宜性和经改良

后的潜在适宜性 ,在分析研究时应把二者恰当结合起

来 ; ( 2)耕地生产力是指耕地在特定管理制度下能生

产某种或某系列农产品的能力。耕地是由自然作用和

人类改造利用共同形成的自然历史综合体 ,具有能够

供给和协调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肥、气、热、扎根条

件和无毒害物质的能力 ,这些能力的大小决定了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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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高低 ,而耕地评价的实质正是在于揭示耕地

在一定阶段上形成这种能力的差异。 ( 3)耕地本身的

自然属性。在耕地评价时应对构成耕地诸要素如气

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等进行单项分析 ,同时更要

研究各因素相互作用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并且应针对

当地实际找出影响耕地生产力的主导因素。

商洛山区的耕地质量状况可概括为以下 4点。

( 1)总体耕地质量水平不高。以本市洛南县耕评

结果予以说明。按照《陕西省耕地质量评定等级技术

规程》规定的标准 ,该县 47 060. 1hm
2
耕地中 ,水田以

2等地为主 ,面积只有 25. 04 hm
2
, 仅占耕地面积

0. 05% ,是全县质量最好、产量最高的耕地。而广大的

旱耕地中没有 1、 2等和 9等耕地 ,旱耕地中以质量较

差的 6, 7等为主占 67. 09% ;中等的 4, 5等地占 31.

18% ;质量较高的 3等地只占 0. 05% ;质量最差的 8

等地占 1. 68% 。洛南县在全市 7县 (区 )中尚属耕地质

量状况较好的县份 ,从该县耕地质量状况可以窥见商

洛耕地质量的一般水平 (表 3)。

表 3　洛南县旱耕地质量各等级所占百分比

等 级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合 计

面积 /hm2 25. 20 3 164. 10 11 498. 90 21 454. 30 10 102. 10 790. 30 47 034. 90

面积% 0. 05 6. 73 24. 45 45. 61 21. 48 1. 68 100%

　　 ( 2)耕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一方面商洛农业

生产固有自然条件有些“先天不足” ,如气候因素中高

寒山区有效积温不足 ,尽管年降水在 687. 4～ 803. 6

m m之间 ,但由于降水的季节分布不平衡 ,与作物生

长需水不甚协调 ,干旱、连阴雨、暴雨、冰雹、霜冻等对

农业生产构成一定威胁 ;中低山所占比重大 ,地形陡

峭 ,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中占耕地面积 31. 56% 的有

机质、 42. 11%的全氮、 55. 25%的碱解氮、 30. 10%的

速效磷、 23. 78%的速效钾处于较低水平 ,在分析的微

量元素有效含量中除铜、铁较为丰富 ,而硼、锰、锌则

普遍缺乏 ,且土层薄、砾石多、过砂、过黏等不利因素

较多。 另一方面由于商洛属国家级贫困地区 ,农业投

入相对不足 ,农业科技水平低 ,“后天”的农业基础条

件如农田水利、农业机械使用量、化肥施用、设施农业

条件状况等较差。

( 3)耕地的生产力水平低 ,粮食安全问题突出。

近年来 ,由于商洛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 ,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 2. 00× 105
hm

2左右 ,粮食年产在 6. 00

× 105
t左右徘徊。 以 2003年为例 ,全市粮食播种面

积 1. 94× 105
h m

2 ,总产 6. 22× 105
t ,单产 3 210 kg /

hm
2 ,低于同期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 按预测 ,到

2010年 ,全市人口达到 2. 86× 106人时粮食总需求

量为 1. 28× 10
6

t ,与目前生产能力相差一半多 ,粮食

安全问题突出。因此 ,商洛在搞好种植业结构调整的

同时 ,应稳定提高粮食播种面积 ,加大农业增产增效

的力度 ,确保基本的粮食安全。

( 4)耕地资源破坏 ,质量衰退的现象仍在发生。

① 建设占用的往往是高质量的耕地 ,而开发补充的

耕地在质量上难以与被占用的良田相比。② 在生产

建设中因挖损、压占、塌陷或闲置造成耕地破坏的现

象时有发生 ,恢复耕种困难重重。③山区的水土流失

依旧严重。目前商洛境内约 7 000 km
2
的流失面积未

有效控制 ,毁林垦殖的现象仍未杜绝 ,一些地方边治

理边破坏 ,致使流失面积在扩大 ,强度在加剧 ,引起肥

土流失、水源衰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加重 ,耕地生

态环境恶化。④ 耕地污染有加重趋势。商洛地处秦岭

腹地 ,区内污染源少 ,是农业生产的一方“净土” ,据省

市环保部门近年来监测结果分析 ,商洛市的土质、地

面水质及大气环境质量 ,按照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行业

标准中产地环境条件 21项限量指标衡量 ,基本具备

了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产地环境条件。但值得注意的

是河谷川塬区是商洛耕地资源的精华地带 ,随着现代

工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工业“三废”、生活垃圾进入

土地 ,加之农药、化肥等使用不当 ,使部分农田土质、

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⑤ “用”、“养”不当引起耕

地基础地力下降。一方面部分群众对土地进行掠夺式

经营 ,有机肥施用量逐年减少、化肥用量比例失调、高

强度耕作等原因导致耕地基础地力下降 ,土壤养分失

衡 ,性状变差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耕地质量的管理

和保障乏力 ,导致耕地质量维护不善 ,在耕地保护管

理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部分农田水利设施破

坏严重 ,灌排能力降低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

2　商洛山区耕地资源保护

耕地保护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 ,预防和消除危害

耕地及其环境的因素 ,稳定或扩大耕地面积 ,维护和

提高耕地的物质生产能力 ,预防和治理耕地的环境污

染 ,保证耕地得以永续和合理利用 ,保持和提高耕地

的物质生产力。耕地保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努力实现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即在人口及国民经济发展对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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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前提下 ,保证现有耕地面

积相对稳定 ,并使耕地的质量有所提高。针对商洛山

区耕地数量紧缺、质量不高、供需矛盾突出的实际 ,为

了保障区内人口对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的基本需求 ,在

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 ,必须妥善处理耕地保护中的各

种矛盾问题 ,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保持必要的耕地

保有数量 ,并加大投入努力提高耕地质量。

2. 1　妥善处理耕地保护中的几个关系

2. 1. 1　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强调耕地保护

不是不要发展经济、不要建设、不要速度 ,经济发展要

以保护耕地为前提 ,只要合理安排 ,落实占补平衡 ,走

集约化利用土地之路 ,是可兼顾“吃饭”和建设对土地

资源的要求 ,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

2. 1. 2　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同全国全省

一样 ,商洛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 ,城

镇建设用地成为耕地非农化最快的领域。然而城镇发

展与耕地保护两者不能偏废 ,在城镇建设中应立足内

涵挖潜、尽量避免盲目外延扩展 ,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规范城镇建设用地行为 ,建立土地开发复垦制度、确

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健全城镇土地规划体系、强调

城镇规划的严肃性 ,以使城镇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

2. 1. 3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农业

结构调整体现了农业生产内部的结构升级、满足了群

众对农产品品种日趋多样化的要求 ,在调整中占用部

分耕地是必然的。但基于商洛粮食安全系数低的实

际 ,在结构调整中应慎重稳妥 ,对粮食生产的长期战

略安排不能放松。要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

求 ,树立宜农耕地种粮、发财致富靠山的思想 ,尽量少

用高质量基本农田发展多种经营 ,安排经济作物应按

轮作倒茬的需要进行合理布局 ,不能挤掉粮田面积。

2. 1. 4　生态环境保护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此两者的

目的是一致的 ,只有统筹兼顾才能把土地综合开发利

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目前商洛山区水

土流失严重的陡坡耕地、泄洪区影响抗洪防汛的耕地

应坚决退耕。 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应积极稳妥推进 ,先

规划论证 ,后组织实施 ,并注意农用基本设施的配套 ,

尽量避免新增耕地遭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危害。

2. 2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2. 2. 1　加强宣传和领导工作 ,强化耕地保护　通过

土地国情、市情的宣传教育增强干部群众的土地特别

是耕地忧患意识、国策意识和保护意识 ,为耕保工作

奠定思想基础 ;同时要加强领导、强化执法 ,坚决打击

各种破坏耕地资源行为。

2. 2. 2　调查研究 ,搞好耕地保护区规划　充分利用

土壤普查、土地调查等资料 ,按照耕地所处的地理位

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土壤肥力、产量水平等

因素划分耕地保护区的等级与类型 ,制定保护区规

划。参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规划 ,使划定的

保护区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2. 2. 3　因地制宜 ,制定实施保护区方案　认真贯彻

土地基该国策和“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首先保证吃

饭”的土地利用原则 ,从该地需要和实际出发 ,坚持

“先易后难 ,先规划 ,后划定 ;先川道、后山区 ;先平地 ,

后坡地 ;先水地 ,后旱地”的原则 ,科学合理确定保护

区范围、标准和类型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档案资料、保

护区标识 ,并做好保护区的动态管理。

2. 2. 4　完善制度建设 ,全面加强保护区管理工作　

在贯彻国、省耕地保护法律政策的同时 ,结合地区特

点制定地方法规 ,将耕保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落实

市、县 (区 )、乡 (镇 )各级政府耕保岗位目标责任 ;实行

耕地占用许可证制度 ,严格建设用地审批 ;建立基本

农田占用高额补偿制度 ,实行非耕地作为建设用地给

予优惠政策 ;建立耕地地力、环境评价监测制度 ,加强

耕地保护的监督检查。

2. 3　加大投入力度 ,提高耕地质量

2. 3. 1　以经济调节措施促进耕地质量的保护提高　

要真正保护耕地还是要提高耕地的收益 ,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我国的农村改革使农户获得了土地经营承包

使用权 ,从而也确定了农户土地投入主体地位 ,在较

高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农户会自愿增加耕地投入。

政府价格政策的诱导。价格是市场机制下资源配

置的有效杠杆 ,众所周知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

益比较低下的部门 ,其结果造成农业生产投资下降 ,

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发展能力。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支

持政策、农业投入补贴政策等是政府有效调控农户进

行耕地保护投入的重要手段。 同时降低或免征农业

税、对长期从事粮食生产的耕地和进行复垦的耕地进

行补贴等都有利于调动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加大

农业投入、提高耕地生产力。

以经济手段调节、规范耕地流转。 在稳定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 ,以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有偿

规范有序流转是保护耕地质量的有效措施。在耕地流

转过程中对质量提高和退化的土地给予奖励补偿或

惩处 ,将经营不善或闲置剩余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的

手中 ,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

业科技水平。

(下转第 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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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态税的征收

来增强国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体

现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个人贡献。

3. 2　社会补偿为主 ,国家补偿为辅

当生态环境建设发挥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 ,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人们生态环境意识已经自觉化

时 ,可以考虑从国家补偿为主 ,社会补偿为辅向社会

补偿为主 ,国家补偿为辅过渡。 例如 ,在德国 ,无论是

私人或是企业 ,凡是新建 1m
2 的建筑 ,就必须缴纳 1

m
2的绿化费用或亲自种植 1 m

2的绿地 ,这已经列入

有关的法律之中。它的理论依据非常简单 ,即建设 1

m2的建筑就要破坏 1m2的植被 ,建筑物容积率越大 ,

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 ,按照建筑面积 1

∶ 1的补偿绿地种植面积是科学合理的。我们这么大

的国家 ,生态环境又是如此脆弱 ,更应该通过立法来

实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 ,为我们的

子孙后代创建一个适宜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

间。当然 ,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

务 ,它不仅仅包括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体系 ,更要从全

社会的角度、全民族发展的角度 ,建立相应的社会保

障制度 ,包括政策、福利、待遇、补偿机制、科技教育机

制等 ,使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地区的人民通过生态环

境建设和保护以及相关的政策、社会保障体制等摆脱

贫困 ,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 ,才能使生态环境建设和

保护持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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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

耕地质量。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商品经

济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和积累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

业投入后劲 ;建立功能完备的基础设施、倾入必要的

财力支持、形成便利的信贷等资金融通渠道、成立专

业技术水平较高的服务管理组织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等 ,都有利于耕地保护所需投入资源的供给 ,降低耕

地投资风险 ,利于耕地投资行为的长期化。

2. 3. 2　采取综合农业技术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进一

步强化农田基本建设 ,对现有条件较好的高产田 ,完

善硬件建设、增加科技投入 ,使之持续高产稳产。加大

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 ,是商洛山区提高耕地生产力

的关键 ;其改良方向是治旱、治沙、治薄 ;其改造措施

应以扩大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平

整土地、改坡为梯为重点 ,达到保水、保肥、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加快技术服务产业化 ,立足市情 ,加强测试

手段、监测网络、测土配肥站等服务体系建设 ,实行技

术物资相结合、产学研于一体的技术服务实体 ,逐步

实现技术服务产业化 ,以科技兴农促进耕地保护。

推广综合农业技术 ,要使耕地实现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生产目标 ,需要综合配套农业内

部学科技术 ,因地制宜安排作物种植比例、合理轮作、

耕作、加强种子良繁推广、科学防虫治病等 ,并通过土

壤改良、增施有机肥、实施配方施肥、农牧结合、农林

结合等技术 ,使耕地用养适度、质量提高。

总而言之 ,只要我们立足于商洛地区的具体实

际 ,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该地区耕地资源状况 ,并且

采取行之有效的切实措施 ,我们相信商洛山区耕地资

源保护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　参　考　文　献　 ]

[1 ]　江泽民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R ].

陕西国土资源 , 2001( 4): 4— 6.

[2 ]　马鸿运 .农业技术经济与资源开发论 [ M ].西安:陕西人

民出版社 , 2001. 405— 414.

[3 ]　周乃平 .最新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全书 [ M ].北京:中国大

地出版社 , 2001. 869— 878.

[4 ]　商洛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 .商洛土壤 [ M ].西安:陕西人

民出版社 , 1989. 40— 41.

94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