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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忠县 1996) 2003年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及有关调查、统计资料, 分析了三峡库区的忠县耕地

利用变化的基本态势及其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忠县近 8 a来耕地数量变化总体呈减少之势; 土地垦殖率

高,中低产田面积大, 后备资源贫乏;耕地流失强度大, 质量下降;生态退耕、耕地改园地和水域淹没在耕地

减少中占有较大比重。并对此提出了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提高耕地比较经济效益, 加强耕地的整

理和复垦工作,搞好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整治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等保护开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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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etailed surveys and modif icatory data of land, the relat ional invest igations and stat ist ical data

in Zhongx ian County during 1996 ) 2003, the basic t rend and its main causes of cult ivated land use change are ana-

lyzed.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t rend of cult iv ated land quant ity is decreasing in general; the cultivated rate of

land is 38. 57% in 2003, the area of m iddle- low yield farmland accounts for 73. 31% of the total cult ivated land in

Zhongx ian County , the reserve resource of cultivated land only occupies 8. 50% of the total exploitative reserve

land; the loss intensity of cult ivated land is 0. 56 hm2/ ( km2#a) and its quality is going down; the area of cult ivated

land returning to forest , chang ing cult ivated land into garden land and flooded cultivated land respect ively account

for 56. 37% , 25. 77% and 13. 22% of the total decreased of cult ivated land during the last 8 years in Zhongx ian

County. Some key channels for farmland protect ion are put forw ard, such as st rict cont rol of farmland occupat ion

for non-agricultural const ruct ions, improving the relat ive economic benef it s of cultivated land, strengthening the

arran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cult ivated land, doing w ell the major synthetical regulat ion for the basic const ruc-

t ion of irrigat ion and w ater conservancy and strict control of population quantity , and so on.

Keywords: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Zhongxian County; cultivated land-use change; cultivated land pro-

tection; exploitation ways

1  研究区概况

  土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耕地是土地资源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 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粮食生产的

基本保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 也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1 ) 2]。故研究耕地

利用变化过程,将对保护耕地政策法规的制定及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无疑有积极的意义。近

年来, 我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全国或一些典型地区耕

地变化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不少进展[ 1 ) 12]。



跨世纪的三峡工程举世瞩目, 关系到国计民生,

在土地利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尤其是随着库

区蓄水和移民的搬迁,有限耕地的流失引起的人地关

系演变在全国具有极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资

料所限,本文仅以三峡库区的重庆市忠县为例, 数据

来源主要以三峡工程进入二期施工以来的 1996 )

2003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为基础, 探讨其耕地

的变化过程。由于忠县是一个低山丘陵的农业大县,

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库区淹没土地面积较大, 因

此,研究其耕地演化及保护开发对策, 不仅在三峡库

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可为研究区的土地利用调

控、耕地的管理和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忠县地处重庆市东北部的三峡库区腹地, 介于

107b32c42dE ) 108b14c00dE, 30b03c03dN ) 30b35c35dN
之间。东邻万州区、石柱县,南与丰都县接壤,西连垫

江县, 北与梁平县、万州区交界。属渝巴东北弧群褶

皱带平行岭谷区,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土地总面

积 2. 19 @ 10
5
hm

2
, 占三峡库区土地总面积的

3. 78% [ 13]。2003年末, 全县总人口为 9. 65 @ 105 人,

耕地 84 346. 56 hm2, 人均耕地 0. 087 hm2,高于重庆

市 0. 082 hm
2
/人和三峡库区 0. 049 hm

2
/人。近年

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 库区的淹没以及移

民的搬迁,耕地利用发生了很大变化。

2  耕地利用变化基本态势及主要原因

  自 1997年长江截流以后, 三峡库区进入 2期施

工以来,由于库区淹没, 移民安置,城镇迁移建设, 生

态退耕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等, 忠县耕地利用发生了很

大变化。

2. 1  耕地数量变化总体呈减少之势

近 8 a 来, 虽然忠县耕地数量的变化有一定的增

减波动,但总体呈减少之势(图 1)。

图 1  忠县 1996 ) 2003 年耕地面积变化

  1996年耕地面积为 94 092. 45 hm2, 2003年减少

到 84 346. 56 hm2,共减少 9 745. 89 hm2,平均每年减

少 1 218. 24 hm
2
。从耕地的变化过程来看, 可分为 2

个明显的阶段。( 1) 1996 ) 1999 年, 为耕地占补平

衡期。在此期间, 全县耕地面积虽有较小的升降变

化,但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基本稳定在

43%以上,即 94 045. 31 hm2。主要是该阶段政府加

大了耕地保护工作的力度,即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 ) ) ) 耕地占补平衡, 强化了土地产权管理,

耕地锐减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此阶段虽然农业用地

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不同程度地占用一定的耕地, 但

通过土地整理和开发等又增加部分耕地,占补基本平

衡,有些年份耕地还略有增加, 如 1997年比 1996年、

1999年比 1998年分别净增加耕地 7. 04 hm2和95. 36

hm2。( 2) 2000 ) 2003年为耕地减少期。此期又可

分为明显的 2 个阶段: 2000 ) 2001 年为耕地的缓慢

减少期, 2 a 共减少耕地 69. 46 hm
2
, 年均减少 34. 73

hm2,仅占研究期耕地总减少量的 0. 71% ; 2002 )

2003年为耕地的快速减少期, 2 a 内减少耕地达

9 724. 65 hm
2
,年均减少 4 862. 33 hm

2
, 占耕地总减少

量的 99. 78%。减少的原因主要是 2003 年 5月底三

峡库区蓄水前后城镇、移民和基础设施迁建占用耕

地,特别是为保护库区生态环境,大量退耕还林、耕地

改果园和库区蓄水至 135 m 高程之后淹没大量耕地

之故(表 1)。

2. 2  土地垦殖率高, 中低产田面积大,后备资源贫乏

  该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低山丘陵区, 地形复

杂,低山深丘面积在 80%以上。据统计, 2003年忠县

耕地垦殖指数为 38. 57% ,是东部沿海 11省(市、区)

平均土地垦殖率( 28. 50% )的 1. 35倍,全国平均水平

( 9. 9% )的 3. 9倍
[ 12]
。加上园地和交通、工矿及居民

点等建设用地,忠县土地利用率高达 49. 64%。但该

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中低产田面积较大, 约占全县

耕地总面积的 73. 31%, 其中绝大部分为坡耕地, 水

土流失严重,保水保肥能力弱, 产量低而不稳。在未

利用土地中,全县目前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总面积

为 1 938. 81 hm2,其中可开垦为荒地的仅有 164. 75

hm
2
,占可开发后备土地总面积的 8. 50%。可见, 后

备耕地资源十分有限。

2. 3  耕地流失强度大,年均递减率高,耕地质量下降

自 1996年以来, 忠县净流失耕地 9 745. 89 hm2,

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1 218. 24 hm
2
。若以每年平均单

位土地面积流失的耕地数量表示耕地流失强度,则在

这 8 a间, 忠县耕地流失强度 0. 56 hm2/ ( km2#a) , 是

同期全国平均流失强度10. 09 hm2
/ ( km

2#a)2的 6. 22

倍。在研究期内,平均年耕地递减率达 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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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忠县 1996) 2003 年耕地面积减少构成

年份
年内总

减少/ hm2

农业结构调整

面积/ hm2 比例/ %

非农建设占用

面积/ hm2 比例/ %

水域淹没

面积/ hm2 比例/ %

灾害毁地

面积/ hm2 比例/ %

1996 93. 53 20. 43 21. 84 68. 56 73. 30 0. 00 0. 00 4. 54 4. 86

1997 50. 39 7. 68 15. 24 42. 71 84. 76 0. 00 0. 00 0. 00 0. 00

1998 92. 64 5. 08 5. 48 75. 03 80. 99 0. 00 0. 00 12. 53 13. 53

1999 52. 24 5. 50 10. 53 46. 74 89. 47 0. 00 0. 00 0. 00 0. 00

2000 73. 85 2. 95 3. 99 70. 90 96. 01 0. 00 0. 00 0. 00 0. 00

2001 72. 30 13. 28 18. 37 55. 01 76. 09 0. 00 0. 00 4. 01 5. 54

2002 2 091. 42 2 066. 71 98. 82 24. 71 1. 18 0. 00 0. 00 0. 00 0. 00

2003 7 783. 25 6 357. 77 81. 68 61. 93 0. 80 1 363. 55 17. 52 0. 00 0. 00

总计 10 309. 62 8 479. 40 82. 25 445. 59 4. 32 1 363. 55 13. 22 21. 08 0. 21

平均 1 288. 70 1 059. 93 ) 55. 70 ) 170. 69 ) 2. 64 )

  而对于耕地的流失, 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

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区和缓丘的城镇、居民点以及交

通沿线高产稳产粮田和优质菜地。而新增加的耕地

主要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可利用

程度低,虽仍在耕作,但土地产出水平低而不稳,表面

上虽然耕地数量占补平衡,但实质上等同于耕地数量

减少, 耕地质量整体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果园

面积的迅速扩大,使得大量的优质粮田变成了果园,

加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大量的有机肥施于果园,

使得耕地的有机肥施肥量减少,土壤养分得不到及时

补充,土壤肥力下降。另外,陡坡土地较多,现有坡耕

地面积为 56 527. 68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 67. 02%,

其中坡度大于 15b以上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59. 35% [ 14] ,水土流失严重, 每年流失的表层土壤约

高达 4. 80 @ 10
6
t ,导致中低产田面积比重增加,而优

质高产田面积不断减少, 耕地质量逐年下降。

生态退耕、耕地改园地和水域淹没在耕地减少中

占有较大比重。为了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在农业结构

调整中,忠县进行了大量退耕还林(表 2) , 主要集中

在 2002 和 2003 年, 退耕还林面积分别为 1 343. 75

hm2和4 467. 67 hm 2,分别占当年农业结构调整占地

的65. 02%和 70. 27% ,这 2 a合计占 8 a 间农业结构

调整用地的 68. 54% (图 2) , 占同期耕地减少总量的

56. 37%。

为了追求比较经济效益,耕地改果园的面积也较

大。1996 ) 2001年, 耕地改园地是农业结构调整的

主因, 最少的 1998 年也占农业结构调整占地的

72. 44%, 2001 年竟高达 100%。2002 和 2003年虽

然耕地改园地占当年农业结构调整用地比例不是很

大,分别为 34. 98%和 29. 69%, 但绝对数量却很可

观,分别为 722. 96 hm2 和 1 887. 67 hm2。这 8 a间耕

地改园地面积 2 657. 17 hm2,占农业结构调整用地的

31. 34%, 占同期耕地总减少量 25. 77%。由于库区

蓄水,水域淹没在耕地减少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主要

集中在 2003年, 面积为 1 363. 55 hm2,占当年耕地减

少量 17. 52% ,占 8 a 间耕地减少总量 13. 22%。

表 2  农业结构调整占地构成

年份
占用耕地

面积/ hm2

园 地

面积/ hm2 比例/ %

退耕还林

面积/ hm2 比例/ %

鱼 塘

面积/ hm2 比例/ %

占总占地的

比例/ %

1996 20. 43 15. 88 77. 73 0. 00 0. 00 4. 55 22. 27 21. 84

1997 7. 68 6. 60 85. 94 0. 00 0. 00 1. 08 14. 06 15. 24

1998 5. 08 3. 68 72. 44 0. 00 0. 00 1. 40 27. 56 5. 48

1999 5. 50 4. 70 85. 45 0. 00 0. 00 0. 80 14. 55 10. 53

2000 2. 95 2. 40 81. 36 0. 00 0. 00 0. 55 18. 64 3. 99

2001 13. 28 13. 28 10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8. 37

2002 2 066. 71 722. 96 34. 98 1 343. 75 65. 02 0. 00 0. 00 98. 82

2003 6 357. 77 1 887. 67 29. 69 4 467. 67 70. 27 2. 43 0. 04 81. 68

总计 8 479. 40 2 657. 17 31. 34 5 811. 42 68. 54 10. 81 0. 12 82. 25

平均 1 059. 93 332. 15 ) 726. 43 ) 1. 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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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业结构调整占地面积构成

3  耕地保护开发的途径

3. 1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坚持耕地占补数

量和质量的平衡

  由表 1可知,忠县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耕地总减

少量的比例较大(库区蓄水年份除外) , 是忠县耕地减

少的主要原因, 而且非农建设占地往往是城镇近郊质

量较好的耕地, 对土地生产力影响较大。今后应进一

步加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管理, 确定一定时期内土

地开发利用结构以及农田保护区等控制性目标和土

地开发目标,确定城镇发展、移民迁建和专项基础设

施建设用地范围。在配置土地资源和调整土地结构

与布局时,应坚持耕地优先保证的原则,力求尽量不

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的, 应通过开发适宜开发的

后备资源和复垦/废弃地0等措施加以补偿,并在数量

和质量上与原占用耕地至少相当。

3. 2  提高耕地的比较经济效益

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在耕地总减少中占有最

大比例,是耕地减少的重要因素。其中在经济效益的

驱动下,耕地改为果园用地所占面积较大,在 2002年

以前占有绝对比例( 72%以上)。据当地调查,有些农

民盲从他人,一味地将耕地改为果园, 结果由于经营

不善, 一些果树由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运输困难, 当

地市场供大于求,市场滞销,果品腐烂, 效益较差。实

践证明,在适宜的坡耕地上实行农果间作或农林间

作,经济效益一般较高,同时还可获得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

3. 3  加强耕地的整理和复垦工作

开荒、土地整理是近年来忠县耕地增加的主要来

源。由于开荒在耕地增加的比例中逐年下降, 即由

1996年的 94. 50%下降到 2003年的 46. 07% , 且在

该县条件较好、适宜开垦为耕地的坡地(坡度< 25b)

十分有限。因此,耕地增加的面积今后应着眼于土地

的整理和复垦。通过中心村建设,迁村并点, 退宅还

耕;复耕灾毁耕地和工矿企业的废渣堆码地; 整理非

农建设废弃地和田坎等措施, 提高土地利用率, 外延

扩大耕地面积。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发一定量

的耕地后备资源, 以弥补耕地损耗。可见, 通过内部

挖潜及对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能增加耕地数

量,又能减轻非农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和库区蓄水淹

没对耕地资源占用的压力。

3. 4  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治理,

确保耕地质量不再下降

如前所述,忠县中低产田面积较大, 坡耕地较多,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严重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持续利

用。因此, 今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根据5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6等法律法规,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

稳产高产农田,并采取土地整治综合措施, 大力改造

中低产田;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

改善农田生产条件, 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对于

坡度在 25b以上的坡耕地, 应坚决退耕还林还牧, 以

改善库区生态环境, 保护耕地质量免遭下降; 防治水

土流失,改良土壤, 科学施肥,有机与无机相结合, 依

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耕地生产能力,是实现该县耕地

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

3. 5  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减轻人口剧

增对耕地资源的压力

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 人口是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关键。在生产条件没有

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人口增加就意味着对更多土地

的需求。忠县人口数 1999年达历史最高的 9. 88 @

10
5
人,人均耕地仍为 0. 095 hm

2
,之后由于移民外迁

2. 00 @ 104 多人,至 2003年底, 全县总人口数虽下降

到 9. 65 @ 105 人, 但由于库区蓄水淹没较多耕地, 人

均耕地却下降到 0. 087 hm2。更为严峻的是, 今后几

年随着库区蓄水至 175 m高程, 大量耕地被淹没仍不

可避免,人均耕地还要下降。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人

口数量, 减轻人口剧增对当前耕地需求、移民安置和

库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

传教育工作, 加强全县乃至库区人口、资源与环境严

峻形势的认识,树立保护耕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将

珍惜土地、控制人口、保护环境作为每一个公民的道

德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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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降水变成时空均可调节的现实水资源,是缓解该地

区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

5. 3  节水灌溉利用模式

针对黄土高原坡地地形变化大的自然特点,不适

于采用地面灌溉方式。采用喷灌技术同时,可以根据

该地区地形落差较大的特点, 设计自压滴灌系统, 使

有限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采

用合理的沟畦灌(例如小畦灌、膜上灌、细流沟灌, 隔

沟灌等) ,再结合农业节水措施(例如适水种植、选育

抗旱品种等)使有效水资源得到合理高效利用。

6  结  语

( 1) 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黄土丘陵

沟壑区,要合理有效利用有限水资源, 达到高产、高

效、优质的生产目的,应该采用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结

合,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利用, 集蓄利用天然降水, 采

用生物节水和灌溉工程节水技术相结合,实现生态农

业合理高效用水,防治坝地盐碱化, 促进该区经济发

展,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

( 2) 目前,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小流域水资源

利用方面研究较少, 且本研究涉及流域降水蒸发、地

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和提灌工程、

集雨工程、节水灌溉工程等人为因素,因此,建立改善

生态环境并维持一定经济增长的水资源合理利用模

式还处于探索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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