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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 湖南省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 质量也日趋下降。

科学预测湖南省的耕地需求量,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措施,对湖南省粮食生产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基于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对湖南省 2015 年和 2020 年的耕地需求量进

行了预测。预测结果得出, 2015 年的耕地需求量为 3. 940 9@106 hm2 , 2020年的耕地需求量为 3. 440 7 @

106 hm2。该结果可为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耕地保护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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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growth of populat ion, the quant ity of arable land

has de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the quality of cult ivated land has been reduced increasingly in Hu. nan Prov2

ince. Scient ifical ly predicting the demand on ar able land of Hu. nan Pr ovince and defining pr act ical preserve

measures will play an impor tant role in it 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food2safe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 ion, the study predicts that the demand of cult ivated land in

Hu. nan Pr ovince in 2015 and 2020 is 3 940 900 and 3 440 700 hm
2
, respect ively. T he result will be an impor2

tant reference to the landuse planning in Hunan Province.

Keywor ds: demand of arable land; food dem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 ediction; Hu2

nan Pr ovince

  耕地是我们全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基础物质

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数量的日益增

加,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湖南省城镇建设占用耕地

数量逐年增加;加上生态退耕政策的实施,湖南省耕

地数量在不断减少, 质量也日趋下降
[ 1]
。湖南省是我

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为了在保证粮食自给

的前提下,能继续在全国商品粮外调中作出较大贡

献,有必要对湖南省耕地的需求量进行科学预测。同

时,耕地需求量预测也是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确定耕地保护目标的基本依据。但目前有关

耕地需求量预测的研究较少。少数学者是对历年的

耕地数据进行时序分析和数学处理, 如回归分析

法[ 2]、灰色预测法[ 324]。但这种纯数学方法缺乏对自

然和社会因素的内在分析,不能满足耕地保护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少数学者是从粮食安全的

角度
[ 526]
来对耕地需求量进行预测,但他们都只考虑

耕地的一种功能 ) ) ) 养育功能,耕地的其它功能如承

载功能、景观和生态保护功能等都会影响到耕地的需

求量;而且他们在根据粮食安全进行预测时也只考虑

粮食的自给因素。有一位学者指出应从多目标的角



度来进行耕地需求量预测[ 7] ,但究竟怎样预测却并没

有提及。本研究从粮食安全(包括:粮食自给、粮食外

调和粮食储备)、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三个目标前提下

对湖南省的耕地需求量进行预测, 为制定切实可行的

耕地保护措施, 实现湖南省社会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1. 1  自然条件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 洞庭湖以南, 地处北纬

24b39c ) 30b08c,东经 108b47c ) 114b15c。全省土地总

面积约为 2. 118 @10
7

hm
2
, 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其中 51. 2%为山地, 13. 9%为盆地, 13. 1%为平原,

15. 4%为丘陵,水域占 6. 4%。湖南省属中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光热充足,雨量丰沛。

1. 2  社会经济条件

全省辖 13个市, 1 个自治州, 122个县(市、区)。

200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6 805. 7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 2 752. 91万人, 城镇化水平为 40. 45% ;乡村人口

4 052. 79万人, 占总人口的 59. 55% [ 13]。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省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 9 145亿元,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1 611. 45 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3 901. 16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3 632. 39亿元; 3种产业结构

比为 17. 6 B 42. 7 B 39. 7。按常住人口计算, 全省人

均生产总值 14 405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 293. 54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 904. 26元[ 13]。

2. 3  耕地利用现状

自建国以来,湖南省耕地总量变化经历了一个由

短期增长到持续减少的动态变化过程, 人均耕地则呈

明显递减态势。1949 ) 1957年是建国后的经济恢复

时期, 湖南省耕地面积由 3. 40 @10
6

hm
2
增加到3. 87

@106 hm2 ,为耕地面积最大的时期; 1958 ) 1965 年,

耕地面积虽有几次小幅度的上升, 但总体发展趋势是

减少的。从 1966年开始,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

到 1997年耕地面积减少为 3. 23 @10
6

hm
2
。1997 )

2000年,由于改园地、牧地、林地和鱼塘为耕地,整个

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从 1997年的 3. 23 @10
6

hm
2
上升

到 2000年的 3. 92 @106 hm2 , 达到一个峰值;之后由

于经济的飞速发展, 对耕地的需求较大,耕地面积便

逐年下降。到 2007 年, 耕地面积下降到3. 79 @106

hm2。又由于近 60年来人口的增加, 全省人均耕地

一直呈减少之势 , 由 1949 年的0. 114 hm
2
减少为

2007年的 0. 056 hm2 ,成为全国人均耕地较少的省份

之一
[ 1]
。

1. 3. 1  耕地利用结构现状  根据 2007年湖南省土

地详查变更数据及新旧土地分类转换表,湖南省土地

总面积为 2. 12 @107 hm2 , 耕地总面积为 3. 79 @106

hm
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7. 89%。在耕地中,水田

2. 92 @106 hm2 , 占耕地面积的 76. 96% ;水浇地 4. 92

@104 hm2 , 占 1. 3% ; 旱地 8. 24 @105 hm2 , 占

21. 74%。

1. 3. 2  耕地质量状况及生产力水平  耕地质量是指

耕地的状况或条件,既包括土壤、气候、水等与耕地相

关的自然要素的质量存在状况,又包括耕地劳力、技

术、资金、管理及维护等经济要素投入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获得程度以及耕地生态系统的相对

稳定状况[ 8]。影响耕地质量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耕地地力,而地势与地貌因素会影响耕地分布

和区域机耕面积以及有效灌溉面积的大小,它们是决

定区域耕地地力大小的基础。耕地地力的大小又制

约着区域耕地的平均产量水平的高低。湖南省山地

面积广( 1. 08 @107 hm2 ) , 所占比例大( 51. 2% )。但

耕地大部分在海拔 300~ 500 m 之间, 地势较平坦,

机耕面积比例较大, 90%以上的地区都在 60% ~

75%之间;有效灌溉面积比例也较大, 在 60%~ 71%

之间; 2007年湖南省粮食总产量为 2. 90 @107 t ,平均

单产为 7 657 kg/ hm
2 [ 9]
。

1. 3. 3  耕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湖南省耕

地生产力水平较高,但在耕地利用中仍存在着一些比

较重要的问题。

( 1) 坡耕地及低产田比重大。湖南省 25b以上坡

耕地 8. 0 @10
4

hm
2
, 占耕地总面积的 2. 04%; 15b~

25b坡耕地 3. 75 @105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 9. 5%。

这些坡耕地由于坡度较大, 土层较薄,不利于耕地生

态系统的稳定。目前,湖南省的低产田面积 1. 413 @

10
5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37. 3%

[ 10]
。由于低产田面

积的比例大,直接制约了湖南省耕地的单产水平。

( 2) 人均耕地数量减少, 人地矛盾突出。建国

初,湖南省人均耕地面积为 0. 114 hm2 , 到 2007年,

人均耕地减少到 0. 056 hm
2
。人均耕地数量减少的

主要原因如下: ¹人口数量增加; º城市化的发展

及非农建设占用; »农业结构调整; ¼生态退耕。

由于人均耕地数量的减少,人地矛盾日趋突出。

( 3) 耕地质量下降,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虽然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湖南省非常重视土地整理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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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田的改造, 但耕地质量仍有不断下降之势, 主要

原因如下: 一方面, 减少的耕地 (主要是非农建设占

用的)大部分为城市郊区的优质良田(地) ;另一方面,

增加的耕地(主要是开垦的后备耕地资源)多为边远

山区的低产田(地) ,所以耕地的整体质量是下降的。

耕地污染严重。由于农药、化肥、农用薄膜的大量使

用及工业/三废0的严重污染, 使得遭受污染的耕地近

6. 7 @105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 17. 68%。水土流失

严重。湖南省水土流失面积 4. 72 @10
4

km
2
,占湖南

省土地总面积的 22. 3%。自然灾害频繁, 灾损面积

较广。湖南省自然灾害(主要是洪涝和旱灾) 频繁。

据统计,湖南省每年分别会发生洪涝和旱灾 0. 75次

和 0. 89次,平均每年受灾面积为 9. 17 @10
5

hm
2
, 占

全省耕地面积的 24. 21% [ 10]。

2  耕地需求量预测的原则、思路和技

术路线

2. 1  基本原则

( 1) 科学性原则。在分析湖南省历年耕地数量

和质量变化时空规律的基础上, 根据湖南省人口增

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来判断未来耕

地的变化趋势。

( 2) 协调性原则。在耕地需求量预测过程中, 要

考虑到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问题, 所以必

须与农业部门、城市建设行政主管理部门、规划部门、

环保部门、林业部门等相协调。

( 3) 可操作性原则。在耕地需求量的预测中, 所

选用的方法与指标要简单明确,易于收集, 统计口径

一致, 以保证预测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2. 2  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

以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来

预测湖南省的耕地需求量。

首先, 根据湖南省未来人口数、人均生活水平预

测出规划年自给情况下的粮食需求量;根据湖南省粮

食贡献率及耕地的数量质量变化情况,预测出湖南省

粮食外调量; 根据5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 2008 ) 2020)6及湖南省自然灾害发生情况预测出粮

食储备的需求量;三者之和即为规划年湖南省粮食需

求总量;然后根据未来单产水平及复种指数即可求得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需求总量。

其次, 根据湖南省经济发展的要求及规划, 预测

出规划年经济作物、其它农作物以及非农建设占用对

耕地的需求量。

再次, 预测出基于生态保护的耕地需求量。

最后将三大目标情况下的耕地需求量求和即为规

划年的耕地需求总量。预测的技术路线见图 1。

图 1  耕地需求量预测技术路线图

3  耕地需求量预测

以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分

别预测各目标情况下的耕地需求量。

3. 1  基于粮食安全目标的耕地需求量预测

3. 1. 1  粮食自给条件下耕地需求量预测

( 1) 人口预测。根据湖南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

的统计数据,湖南省 2007年末总人口数为 6 8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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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最近 10 a 的年均增长率为 5. 26 j ;其中城镇人

口 2 752. 91万人, 城市化率为 40. 45% ,年均增长率

为 1. 87%。所以到规划年 2015年和 2020 年人口规

模分别会达到 7 097. 41万人和 7 286. 05万人。

( 2) 人均生活水平预测。根据湖南省经济发展

现状,确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 居民食物结构仍以

粮食为主,本研究以人均粮食需求量为标准进行预

测,来反映人均实际生活水平。虽然我国政府提出要

统筹城乡发展, 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人们

生活水平的差异仍不可否认。为真实地反映出人们

的生活水平,本研究分别对城市和乡村的人均粮食需

求量进行预测, 并结合城、乡人口数比重加权求和得出

人均生活水平。根据湖南省粮食生产情况,参考国家

粮食局的意见及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研究结论

以及中国农科院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组对 2000

年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及每生产 1 kg动物性产品所

需要的饲料粮, 预测 2015年和 2020年城市和乡村人

均粮食需求量分别为 430, 410 kg和 450, 430 kg。根据

规划年的城乡人口之比,可以得出 2015年, 2020年湖

南省人均粮食需求量分别为: 420 kg和 440 kg。

自给条件下粮食需求总量预测。根据前面的人口

及人均生活水平预测结果,由粮食需求量= 人口数量@

人均粮食需求量,可以求得规划年 2015年, 2020年湖南

省的粮食需求量分别为:2. 98 @107 t和 3. 206@107 t。

3. 1. 2  粮食外调总量预测  湖南省作为一个产粮大

省,其粮食生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5 ) 2007年,湖南省共外调粮食 1. 20 @10
8

t, 年均

外调粮食 5. 50 @106 t [ 13]。根据湖南省粮食生产的

实际情况,并按国家有关要求, 净调出地区其调出量

应保证有增无减,湖南省外调粮将按照年 1. 5%的速

度增加。预计到 2015年和 2020 年湖南省的粮食外

调总量分别为 6. 20 @106 t和 6. 67 @106 t。

3. 1. 3  粮食储备需求量预测  为满足重大自然灾

害、突发性事件以及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时居民对粮食

的应急需求,我们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我国实

行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相结合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

根据5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 ) 2020)6,

各省(区、市)储备数量按/产区保持 3个月销量、销区

保持 6个月销量0的要求,湖南省的储备粮食应达到

7. 45 @10
6

t。根据 1980 ) 2007 年5中国统计年

鉴6
[ 12]
、5湖南省统计年鉴6

[ 13]
的数据计算得知, 湖南

省洪涝、干旱灾害频繁,为 1. 64次/ a(洪涝 0. 75 次/

a, 干旱 0. 89 次/ a) , 每年受灾面积达 9. 173 @10
5

hm2 ,因灾减产 3. 17 @106 t , 所以湖南省的储备粮食

7. 45 @10
6

t 只能储藏 2. 35 a。考虑到国际粮食储备

/储藏时间 3 a 即进行轮换0的做法确定湖南省粮食

实际储备时间为 3 a。所以湖南省预计 2015 年和

2020年分别需储备粮食 2. 48 @106 t 和 2. 67 @106 t。

3. 1. 4  粮食需求总量预测  湖南省粮食需求总量即

为自给条件下粮食需求总量、湖南省粮食外调总量以及

粮食储备需求量之和。所以 2015年和2020年湖南省的

粮食需求预测总量分别为 3. 85@107 t和4. 14 @107 t。

3. 1. 5  粮食作物耕地需求量预测  

( 1) 粮食单产预测。1950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7. 48 @10
6

t ,平均单产 2 198 kg/ hm
2
; 2007 年粮食

总产量 2. 90 @107 t [ 13] ,平均单产 7 658 kg/ hm2 , 年

平均增产 95 kg/ hm2 ,年平均增速 4. 36%。根据湖

南省粮食生产及农业科技发展情况,预计到 2015 年

湖南省粮食单产增速仍可达4. 36% , 从 2015 ) 2020

年单产增速预计为 2. 18%。所以预计到 2015 年和

2020 年粮食单产分别为 10 774. 04 kg/ hm
2
和

12 000. 74 kg/ hm2。

( 2) 耕地复种指数预测。1949年湖南省耕地的

复种指数为 125% , 其中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为

106% ; 2007年耕地的复种指数为 225% ,其中粮食作

物的复种指数为 171. 56%;粮食作物复种指数的年

递增率为 1. 13%。随着湖南省土地整理项目的实

施,对中低产田将逐步进行改造, 农田水利设施将进

一步完善, 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将逐步得到提高, 规

划期内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将逐步提高。按年递增

率为1. 13%计算,到 2015年和 2020年粮食作物的复

种指数将分别达到 187. 70%和 198. 54%。

( 3) 粮食作物耕地需求量预测。根据预测的

2015年和 2020年湖南省的粮食需求总量、规划期末

的粮食单产及复种指数, 可以预测出湖南省 2015 年

和 2020 年的粮食作物耕地需求量, 分别为 1. 90 @

10
6

hm
2
和 1. 74 @10

6
hm

2
。

3. 2  基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耕地需求量预测

湖南省的耕地资源不仅对该省粮食生产及需求

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而且还对该省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

3. 2. 1  经济作物耕地需求量预测  湖南省的主要经

济作物有棉花、苎麻、茶叶等,部分经济作物产量在全

国占有重要位置,也为湖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

献。根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库的数据计算, 自 1950

年以来湖南省作物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其中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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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以年均 0. 25%的速度减少, 经济作物的播

种面积以年均 0. 51%的速度增加, 其它作物的播种

面积以年均 0. 36%的速度减少。2007年,湖南省粮

食作物、经济作物、其它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为 63 B

22 B 15,粮经作物播种面积比为 74 B 26。今后,湖南

省仍将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

经济作物生产, 使经济作物的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

商品化转化。所以到 2015年粮经作物播种面积比仍

维持在 74 B 26, 到 2020 年将调整为 70 B 30。则

2015年, 2020 年经济作物对耕地的需求量分别为

8. 016 @105 hm2和 7. 45 @105 hm2。

3. 2. 2  其它作物耕地需求量预测  根据湖南省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其它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结构及变化

趋势, 确定规划年 2015年, 2020年其它作物播种面积

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结构分别为 40 B 60, 35 B

65。则规划年 2015年、2020年其它作物对耕地的需求

量分别为 4. 46 @105 hm2和 4. 01 @105 hm2。

3. 2. 3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量预测  城市发展规划对

土地需求量的预测。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能

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为加快全省经济

的发展,今后还将进行大量的工程建设项目, 这必然

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根据5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九五0计划和 2015 年远景目标纲要6, 到

2015年将新增建设用地 9. 8 @104 hm2 ,到 2020年预

计新增建设用地 1. 68 @105 hm2。

城市存量土地供给量预测。根据5湖南省十一五

土地资源规划6、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土地供应计划,

在今后的近 10 a 内,湖南省城市存量土地供应量将

以年均 8. 0 @103 hm2 的速度递增。所以预测规划年

2015年、2020年城市存量土地的供给量分别为 5. 6

@104 hm2 和 9. 6 @104 hm2。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量预测。非农建设对土地的

需求满足来源于存量供给和增量供给, 增量供给多数

情况下即为农用地(主要是耕地)的转用。所以非农

建设占用耕地量= 城市发展规划对土地的需求量-

城市存量土地供给量。所以规划年 2015年、2020年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量的预测值分别为 4. 2 @10
4

hm
2

和 7. 2 @104 hm2。

3. 2. 4  基于经济目标下的耕地需求量预测  经济目

标下的耕地需求量= 经济作物耕地需求量+ 其它作

物耕地需求量+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量。所以规划年

2015年, 2020年经济目标下的耕地需求量的预测值

分别为 1. 2896 @10
6

hm
2
和 1. 2178 @10

6
hm

2
。

3. 3  基于生态保护目标的耕地需求量预测

3. 3. 1  退耕还林还草减少耕地量预测  湖南省共有

坡耕地面积 1. 277 @106 hm2 ,其中 25b以上坡耕地占

16. 1% ,为 2. 056 @10
5

hm
2
。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

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对于大于 25b的坡耕地将全部退

耕还林还草;另外还有 25b以下不宜耕种的坡耕地约

1. 64 @104 hm2 也需退耕还林, 所以到规划年 2015

年、2020年预计退耕还林还草减少的耕地数量分别

为 1. 295 @105 hm2 和 9. 25 @104 hm2。

3. 3. 2  退耕还湖减少耕地量预测  根据国家 1998

年出台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规划方案,

洞庭湖区将按规划逐步实施退田还湖工程。到规划

年 2015年、2020年预计因退耕还湖减少的耕地数量

分别为 1. 136 @106 hm2 和 3. 24 @104 hm2。

3. 3. 3  生态公益林建设需占用耕地量预测  根据湖

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5湖南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6, 在

生态公益林建设方面,主要是抓好长江中上游防护林

和洞庭湖防浪护堤林等工程建设。规划到 2015年和

2020年将在/四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0中上游

营造防护林 2. 52 @10
5

hm
2
和 1. 8 @10

5
hm

2
;并建设

水源涵养林和洞庭湖防浪护堤林 2. 52 @10
5

hm
2
和

1. 8 @105 hm2。所以到规划年 2015年和 2020 年生

态公益林建设需占用耕地量分别为 5. 04 @10
5

hm
2

和 3. 6 @105 hm2。

3. 3. 4  基于生态保护的耕地需求量预测  生态保护

目标下的耕地需求量= 退耕还林还草减少耕地量+

退耕还湖减少耕地量+ 生态公益林建设需占用耕地

量。所以规划年 2015年, 2020年生态保护目标下的

耕地需求量的预测值分别为 7. 471 @10
5

hm
2
和

4. 849 @105 hm2。

3. 4  耕地需求总量预测

湖南省耕地需求总量为粮食安全目标下的耕地

需求量,经济发展目标下的耕地需求量与生态保护目

标下的耕地需求量之和。所以规划年 2015 年, 2020

年湖南省的耕地需求总量分别为 3. 94 @10
6

hm
2
和

3. 44 @106 hm2。

4  结 论

本研究在对湖南省耕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了湖南省耕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粮

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三个目标, 预测出 2015

年, 2020年湖南省对耕地的需求总量分别为3. 940 9 @

10
6

hm
2
和 3. 4407 @10

6
hm

2
。在耕地需求量预测中,

178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9 卷



在考虑粮食安全目标时,综合考虑了粮食自给、粮食外

调以及粮食储备对耕地的需求;在考虑经济发展目标

时,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对土地的需求量与规划年城市

存量土地的供给量之差,确定规划年非农建设需要占

用的耕地数量;在考虑生态保护目标时,综合考虑了退

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湖以及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防

护林建设需要占用的耕地数量。这三方面的考虑具有

一定创新性和现实意义,可为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耕地保护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在运用本研究方法对耕地需求量进行预测的过

程中,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 1) 在人口预测中, 应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人

口机械增长率及经济发展对规划年从业人口的需求

来进行预测。但对于流动人口(包括常年外出人口和

常住湘内人口)资料很难准确统计和获取,而湖南省

每年的常年外出人口远远多于常住湘内人口,所以本

研究中预测出来的自给情况下粮食需求总量要稍大

于真实需求量。

( 2) 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量的预测中,是根据城市

发展规划对土地的需求及规划年城市存量土地的供给

量来预测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严格执行/以供定需0的

土地利用计划模式,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内涵,则非

农建设实际占用耕地量会略小于本研究中的预测值。

( 3) 在预测工作中只是静态地分析了耕地数量

的变化,却没有涉及耕地的质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

不同地域的耕地质量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及不同的利

用方式和利用强度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

进行准确的量化较难;另外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较难获

取,所以在预测时没有考虑耕地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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