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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能理论的河北省卢龙县耕地可转化为
新增建设用地量预测

刘丽霞，浦玉朋，葛 伟，刘会玲
（河北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０）

摘　要：以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为背景，从协调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发，在 河 北

省卢龙县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 编 工 作 基 础 上，以 产 能 理 论 为 指 导，结 合 卢 龙 县 农 用 地 分 等

定级成果，从土地、土地整理和土地复垦三方面进行粮食生产能力测算，预测出卢龙县２０２０年耕地粮食生产

能力为２１５　３３０．０９ｔ。通过产能预测及粮食需求量预测，预测出卢龙县２０２０年粮食需求量为２１１　０００．１０ｔ，则

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前提下耕地粮食生产能力剩余量为４　３２９．９９ｔ。由此得出卢龙县到２０２０年有７６８．０７

～１　１７９．０２ｈｍ２ 的不同质量的耕地可以作为工业 化、城 镇 化 发 展 的 新 增 建 设 用 地。该 研 究 可 为 县 域 新 增

建设用地的科学合理预测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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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大。然而，土地作为

一种供应有限的稀缺资源，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呈

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必然会影响

到其他地类的数量，特别是耕地［１－５］。建 设 用 地 扩 展

对大量耕地的占用使中国的耕地资源形势更加严峻。

国内很多学者在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方面进行了研究，

如梁进社等［６］以人口、人均 ＧＤＰ、三产产值与二产产

值之比为指标研究了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与人口城市

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

何春阳等［７］利用时序灰色系统模型法对福建省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

果；林芳［８］采用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了上海市建设

用地需求趋势，并对具体指标进行了量化，得出土地

需求总量；赵小敏等［９－１０］提出了系统分析城市用地规

模的“可能—满意度”模型，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和



预测模型，通过分析计算得出未来城市的合理用地规

模和合理程度 及 其 实 现 的 可 能 性；慎 勇 扬［１１］提 出 了

基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模型的弹性土地需求预测方法；厉
伟［１２］提出了从产业层面的角度来进行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预测的新思路。
综上所述，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

对建设用地规模预测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研究很少以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为背

景，以产能理论为指导。

鉴于此，本文以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为背

景，从协调耕 地 保 护 与 建 设 用 地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 出

发，在河北省卢龙县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修编工作基础上，以产能理论为指导，结合卢龙县

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产能预测以及粮食需求量

预测，对卢龙县耕地可转化为新增建设用地量进行了

预测。

１　研究区概况

卢龙县位于河北省东部，地处东经１１８°４５′５４″—

１１９°０８′０６″，北纬３９°４３′００″—４０°０８′４２″。全县总户数

１３４　５３９户，总人口４１９　１１４人，其中男性２１５　３７２人，
占５１．３９％，女性２０３　７４２人，占４８．６１％。属暖温带

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季风盛行，四季分

明。春季干燥少雨，风大、气温回升快，蒸发量大；夏

季雨量充沛，气候炎热；秋季天高气爽，降雨量小；冬

季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全年平均降水量６７６．８ｍｍ，

７０％以上集中在夏季（６—８月）；年平均气温１１．０℃。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９５　５９４．９３ｈｍ２，其中农用地、建设

用地和未 利 用 地 面 积 依 次 为６５　８１１．５９，１１　０９０．１，

１８　６９３．２４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６８．８４％，

１１．６０％，１９．５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基期年粮食生产能力预测

在卢龙县农 用 地 分 等 成 果 的 基 础 上，结 合２００８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对卢龙县农用地分等成果

进行了更新。应用基期年耕地粮食生产能力计算公

式，将各分等单元面积及相对应的标准粮乘积加合得

到卢龙县现状耕地粮食生产力。

２．２　规划期内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测算

在卢龙县农用地分等４２１个单元的基础上，分别

求取各乡镇所有的分等单元标准粮的平均值，作为耕

地整理后可以达到的粮食单产，各乡镇规划期内土地

开发增加的面积与相应平均标准粮相乘得到耕地后

备资源开发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各乡镇规划期内耕

地整理增加的面积与乡镇单元标准粮平均值相乘得

到耕地整理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各乡镇规划期内土

地复垦增加的面积与单元标准粮平均值相乘得到土

地复垦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

２．３　灰色模型法预测人口

灰色系统介于白色系统与黑色系统之间，即该

类系统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未知信息。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有许多系统属于灰色系统，人口经济系统

就是一个典型的灰色 系 统。从 灰 色 系 统 中 抽 象 出 来

的模型即为灰 色 模 型［６］。利 用 灰 色 模 型 进 行 预 测 即

是通过鉴别系统各因 素 间 发 展 趋 势 的 相 异 程 度，利

用代表系统灰色特性的原始数量值进行生成处理，寻
找系统内部变化发展规律，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

进行求解，预测出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区域人口规

模变动受多个要素的影响，很难在一般预测中囊括所

有的影响因素，而灰色模型所需的信息较少，精度较

高，因而在人口预测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２．４　公式法计算规划期粮食需求量和耕地可供转用量

本文对粮食需求量的计算采用公式：

Ｄ＝η×（Ｐ城×Ｉ城＋Ｐ农×Ｉ农） （１）
式中：Ｄ———规划 期 粮 食 需 求 量（ｔ）；Ｐ城———规 划 期

城镇人口（万 人）；Ｐ农———规 划 期 农 村 人 口（万 人）；

Ｉ城———规划期城镇人均消费标准（ｋｇ）；Ｉ农———规划

期农村人均消费标准（ｋｇ）；η———区域粮食自给率。
而规划期耕地可供转用量的计算采用公式为：

Ｑ１＝（Ｐ－Ｄ）／Ｌ优

Ｑ２＝（Ｐ－Ｄ）／Ｌ劣

Ｑ１≤Ｑ≤Ｑ
烅
烄

烆 ２

（２）

式中：Ｑ———规划期耕地可供转用量（ｔ）；Ｑ１———耕地

粮食生产能力剩余量全部转化为优等地所对应的耕

地面积（ｈｍ２）；Ｑ２———耕 地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剩 余 量 全

部转化为劣等地所对应 的 耕 地 面 积（ｈｍ２）；Ｌ劣———
劣等地平均等别对应的标准粮（ｔ）；Ｌ优———优等地平

均等别对应的标准粮（ｔ）；Ｄ———规划期粮食需求 量

（ｔ）；Ｐ———规划期人口数量（万人）。

２．５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卢龙县土地变更调查成

果，卢龙县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卢龙县统计年鉴》
和《卢龙县土地开发整理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规划期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测算

３．１．１　基期年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测算　从表１中可

以看出，到２００８年 卢 龙 县 耕 地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为

１６２　８１６．９１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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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卢龙县各乡镇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统计 ｔ

乡镇名称
粮食生产能力等级

２等 ３等 ４等 ５等 ６等 ７等 ８等 ９等 １０等
合计

刘家营乡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９６．０３　 ２　３２４．５０　 ４０２．５２　 ４７０．８５　 ３７０．３３　 ９７．７５　 ３　３２４．４７　 ７　５８６．４５
潘庄镇 ４２．２６　 １　７３３．４２　 ２　２４４．５６　 １　７７７．８５　 ２　１２４．５５　 ０．００　 ９９５．９７　 ７０７．０２　 ４０４．５７　 １０　０３０．２１
燕河镇 ０．００　 ８２４．３２　 ２　８０１．２８　 ３　５７５．６１　 ５　１７４．３４　 １　３０２．５０　 １　５４１．４５　 ０．００　 ５５３．１１　 １５　７７２．６１
陈官屯乡 ８５４．０１　 １　２１２．６９　 ２　０７５．８８　 １　５６１．８９　 １　９６０．３７　 ４　１７６．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１７８．３８　 １４　０１９．８８
卢龙镇 ０．００　 １　８８４．４６　 ３　０４６．３７　 ２　４７４．８９　 ４　１８９．５７　 ２　２５２．２７　 ０．００　 ８４４．８７　 １　２３１．６８　 １５　９２４．１１
印庄乡 ８２．８９　 ９７１．２８　 １　１８８．３３　 ３　９６４．１９　 ４　９２３．５２　 ２９０．３３　 ３３４．２３　 ８０８．０６　 １　９１６．９８　 １４　４７９．８１
下寨乡 ０．００　 ４６５．１３　 ２　２０５．４６　 ９３７．０２　 ２　１８５．８６　 １　９７０．１０　 ３９６．１１　 ４６．１４　 ０．００　 ８　２０５．８３
双望镇 ９４１．０１　 １　２３３．５１　 ２　７４１．１３　 １　０６０．３２　 ３　６２３．１９　 １　７１５．６２　 ４２９．８７　 ８５２．８３　 ０．００　 １２　５９７．４８
刘田庄镇 ０．００　 １　０６６．０１　 ５　９３７．００　 ３　５０６．２５　 １　１８５．９１　 ３　２７８．５６　 １　６６７．８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６４１．６１
石门镇 ５５４．４９　 ５５７．８１　 ５１２．０６　 ４　７５６．３３　 ４　４５５．５３　 １　４４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２８２．８９
木井乡 ０．００　 ５１４．８３　 ２　７８６．０４　 ３　４８２．４５　 ４　９４５．４５　 ６　９０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６２９．９６
蛤泊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２８．５９　 ８４１．０２　 ２　３８７．８０　 ２　２５１．７２　１０　３３６．９０　 ０．００　 １６　６４６．０３
合 计 ２　４７４．６７　１０　４６３．４８　２６　１３４．１４　３０　２４９．８９　３６　０１１．８５　２６　１９２．５１　 ７９８７．５８　１３　６９３．５９　 ９　６０９．２１　１６　２８１６．９１

３．１．２　规划期内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测算

（１）土地开发。据统计，２００８年卢龙县共有未利

用地１８　９５７．８７ｈｍ２，其中荒草地１４　８２４．１４ｈｍ２，滩涂

２　２８９．５４ｈｍ２，二者占未利用地总数的９０．２７％（图１）。

图１　卢龙县各乡镇耕地后备资源数量分布

从表２中可以看到，卢龙县到２０２０年通过土 地

复垦可增加的生产能力大约为４　３５１．４１ｔ。

表２　卢龙县规划期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增加的生产能力

乡镇名称 面积／ｈｍ２
单元标准粮平均
值／（ｋｇ·ｈｍ－２）

增产潜力／
ｔ

陈官屯乡 １０４．００　 ３　６７２．６０　 ３８１．９５
蛤泊乡 ３２．６８　 ４　３５９．６０　 １４２．４７
刘家营乡 １１０．５１　 ５　０５５．５４　 ５５８．６９
刘田庄镇 ８０．３２０　 ３　６４１．３２　 ２９２．４７
卢龙镇 ２４９．７６　 ３　８１９．６２　 ９５３．９８
木井乡 ３２．１２　 ３　８２８．０１　 １２２．９８
潘庄镇 １７９．０４０　 ４　２４８．１６　 ７６０．５９
石门镇 ６４．３２０　 ３　４０２．７４　 ２１８．８６
双望镇 ５０．６１　 ３　９４０．４７　 １９９．４５
下寨乡 ５６．１６　 ４　２３６．８７　 ２３７．９４
燕河镇 ８０．０８　 ３　９４８．９６　 ３１６．２３
印庄乡 ４１．５７　 ３　９８６．９１　 １６５．７６
合 计 １　０８１．１９ — ４　３５１．４１

　　（２）土地整理。全县通 过 整 理 田 间 大 于２ｍ的

道路、田坎、渠道及零星的闲散未利用地、废弃地等途

径，可增 加 耕 地 潜 力 为１　９８３．０８ｈｍ２。扣 除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整理 规 模，预 计 到２０２０年 可 增 加１　５８６．４６４
ｈｍ２。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卢龙县到２０２０年通过耕地

整理可增加的生产能力大约为６　２７４．０６ｔ。

表３　卢龙县规划期耕地整理增产潜力

乡镇名称 面积／ｈｍ２
单元标准粮平均
值／（ｋｇ·ｈｍ－２）

增产潜力／
ｔ

陈官屯乡 １６０．４０　 ３　６７２．６０　 ５８９．０８
蛤泊乡 ７１．３６　 ４　３５９．６０　 ３１１．１３
刘家营乡 ８０．０７　 ５　０５５．５４　 ４０４．８０
刘田庄镇 １２９．４９　 ３　６４１．３２　 ４７１．５３
卢龙镇 ２２６．１４　 ３　８１９．６２　 ８６３．７８
木井乡 １２３．８７　 ３　８２８．０１　 ４７４．１８
潘庄镇 １４１．２５　 ４　２４８．１６　 ６００．０７
石门镇 ９９．３５　 ３　４０２．７４　 ３３８．０６
双望镇 １２７．７８　 ３　９４０．４７　 ５０３．５２
下寨乡 ９４．８７　 ４　２３６．８７　 ４０１．９６
燕河镇 １８８．７４　 ３　９４８．９６　 ７４５．３４
印庄乡 １４３．１０　 ３　９８６．９１　 ５７０．５４
合 计 １　５８６．４６ — ６　２７４．０６

（３）土地复垦。根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结果，卢

龙县土地复垦潜力主要为砖瓦窑及少 部 分 废 弃 的 工

矿用 地，经 预 测 通 过 土 地 复 垦 增 加 耕 地 潜 力 为

５６．００ｈｍ２，预计这部分潜力将在２０１０年全部实现。

从表４中可以看到，卢龙县到２０２０年通过土地

复垦可增加的生产能力大约为２１０．９６ｔ。

通过以上对卢龙县基期年耕地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期内增加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和规 划 期 内 耕 地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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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损失的生产能力的计算及分析，汇总得到卢龙县

规划期耕地粮食生产能力（表５）。
考虑到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耕地粮食生产能力随着科

技进步，中低产田改造等因素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增

加，本文采用粮食单产水平的变动情况作为调整系数

对２００８年粮食生产能力进行修正。根据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年卢龙县 统 计 年 鉴 中 粮 食 单 产 数 据，建 立 粮 食 单 产

预测模 型：ｙ＝５　４９５．５５－１２０．９５ｘ－５．１２６　３ｘ２＋
２．６１４　６ｘ３，Ｒ２＝０．６８２，并 结 合 历 年 趋 势 预 测 法 对 卢

龙县２０２０年粮食单产水平进行了预测（表６）。２００８
年卢龙县粮食单产为６　２４８．９６ｋｇ／ｈｍ２，２０２０年粮食

单产将 达 到７　７４８．７１ｋｇ／ｈｍ２，因 此，调 整 系 数ε为

１．２４。

表４　卢龙县规划期土地复垦增产潜力

乡镇名称 面积／ｈｍ２
单元标准粮平均
值／（ｋｇ·ｈｍ－２）

增产潜力／
ｔ

陈官屯乡 ０．００　 ３　６７２．６０　 ０．００
蛤泊乡 ２．３０　 ４　３５９．６０　 １０．０２
刘家营乡 ２．３０　 ５　０５５．５４　 １１．６２
刘田庄镇 １０．００　 ３　６４１．３２　 ３６．４１
卢龙镇 ７．００　 ３　８１９．６２　 ２６．７３
木井乡 ４．６０　 ３　８２８．０１　 １７．６０
潘庄镇 ２．３０　 ４　２４８．１６　 ９．７７
石门镇 １８．３０　 ３　４０２．７４　 ６２．２７
双望镇 ０．００　 ３　９４０．４７　 ０．００
下寨乡 ０．００　 ４　２３６．８７　 ０．００
燕河镇 ４．６０　 ３　９４８．９６　 １８．１６
印庄乡 ４．６０　 ３　９８６．９１　 １８．３３
合 计 ５６．００ — ２１０．９６

表５　现有单产水平下卢龙县２０２０年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汇总 ｔ

乡镇名称 基期年耕地 土地开发 耕地整理 土地复垦 合 计

陈官屯乡 １４　０１９．８８　 ３８１．９５１　 ５８９．０８　 ０．００　 １４　９９０．９１
蛤泊乡 １６　６４６．０３　 １４２．４７　 ３１１．１３　 １０．０２　 １７　１０９．６６
刘家营乡 ７　５８６．４５　 ５５８．６９　 ４０４．８０　 １１．６２　 ８　５６１．５８
刘田庄镇 １６　６４１．６１　 ２９２．４７　 ４７１．５３　 ３６．４１　 １７　４４２．０３
卢龙镇 １５　９２４．１１　 ９５３．９８　 ８６３．７８　 ２６．７３　 １７　７６８．６２
木井乡 １８　６２９．９６　 １２２．９８　 ４７４．１８　 １７．６０　 １９　２４４．７３
潘庄镇 １０　０３０．２１　 ７６０．５９　 ６００．０７　 ９．７７　 １１　４００．６５
石门镇 １２　２８２．８９　 ２１８．８６　 ３３８．０６　 ６２．２７　 １２　９０２．０９
双望镇 １２　５９７．４８　 １９９．４５　 ５０３．５２　 ０．００　 １３　３００．４６
下寨乡 ８　２０５．８３　 ２３７．９４　 ４０１．９６　 ０．００　 ８　８４５．７３
燕河镇 １５　７７２．６１　 ３１６．２３　 ７４５．３４　 １８．１６　 １６　８５２．３５
印庄乡 １４　４７９．８１　 １６５．７６　 ５７０．５４　 １８．３３　 １５　２３４．４５
合 计 １６２　８１６．８７　 ４　３５１．４１　 ６　２７４．０６　 ２１０．９６　 １７３　６５３．３０

表６　卢龙县规划期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汇总 ｔ

乡镇名称 基期年耕地 土地开发 耕地整理 土地复垦 合 计

陈官屯乡 １７　３８４．６５　 ４７３．６１　 ７３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８　５８８．７３
蛤泊乡 ２０　６４１．０７　 １７６．６６　 ３８５．８０　 １２．４３　 ２１　２１５．９８
刘家营乡 ９　４０７．１９　 ６９２．７８　 ５０１．９６　 １４．４１　 １０　６１６．３６
刘田庄镇 ２０　６３５．５９　 ３６２．６６　 ５８４．７０　 ４５．１５　 ２１　６２８．１１
卢龙镇 １９　７４５．８９　 １　１８２．９４　 １　０７１．０９　 ３３．１５　 ２２　０３３．０９
木井乡 ２３　１０１．１５　 １５２．５０　 ５８７．９８　 ２１．８３　 ２３　８６３．４７
潘庄镇 １２　４３７．４６　 ９４３．１３　 ７４４．０９　 １２．１１　 １４　１３６．８０
石门镇 １５　２３０．７８　 ２７１．３９　 ４１９．２０　 ７７．２１　 １５　９９８．５９
双望镇 １５　６２０．８７　 ２４７．３１　 ６２４．３７　 ０．００　 １６　４９２．５７
下寨乡 １０　１７５．２２　 ２９５．０４　 ４９８．４３　 ０．００　 １０　９６８．７０
燕河镇 １９　５５８．０３　 ３９２．１２　 ９２４．２２　 ２２．５２　 ２０　８９６．９１
印庄乡 １７　９５４．９６　 ２０５．５４　 ７０７．４７　 ２２．７４　 １８　８９０．７２
合 计 ２０１　８９２．９１　 ５　３９５．７５　 ７　７７９．８３　 ２６１．５９　 ２１５　３３０．０９

３．２　规划期粮食需求量预测

关于相关指标 的 确 定，考 虑 到 卢 龙 县 实 际 情 况，
将２０２０年的人均用粮 标 准 定 为：城 镇 人 口 人 均 粮 食

消费 量４３０ｋｇ，非 城 镇 人 口 采 用４３０ｋｇ×０．８＝
３４４ｋｇ的用粮标准（根据中国人食物消费和营养的基

本目标中所提出的城乡城市消费和营 养 比 例 大 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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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左右，确定比例为０．８）。
根据历年粮食产量与消费需求总量的比例，卢龙

县粮食自给率一般稳定在１．３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规划期耕地可供转用量应该是一

个阈值，它是一个介于将耕地剩余生产能力全部转化

为优等地和劣等地所对应的耕地面积之间的一个值。
根据规划期耕地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和 粮 食 需 求 量 的

预测结果，到２０２０年卢 龙 县 耕 地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将 达

到２１５　３３０．０９ｔ，粮食需求量将达到２１１　０００．１０ｔ，则
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前提下耕地粮食 生 产 能 力 剩 余

量为４　３２９．９９ｔ。
在农用地分等成果基础上将卢龙县耕地划分为优

（９—１１等）、中（６—８等）、劣（４—５等），耕地利用等别

对应 的 平 均 标 准 粮 分 别 为５　６３７．５３，４　４９８．７４和

３　６７２．５４ｔ。由于卢龙县２，３等 地 面 积 较 小 且 均 分 布

在偏远地带，被建设占用的可 能 性 很 小，因 此 在 耕 地

劣等地中将２，３等地剔除。
在此，将２０２０年卢龙县耕地粮食生产能力剩 余

量转化为不同质量的耕地面积。根据式（２），若 将 耕

地粮食生产能力剩余量全部转化为优等地，则可转化

的耕地面积Ｑ１＝７６８．０７ｈｍ２；若将耕地 粮 食 生 产 能

力剩余量 全 部 转 化 为 劣 等 地，则 可 转 化 的 耕 地 面 积

Ｑ２＝１　１７９．０２ｈｍ２。由前文分析可知，规划期耕地可

供转用量是一个阈值，它是一个介于将耕地剩余生产

能力全部转化为优等地和劣等地所对应的耕地面积之

间的一个值，随着建设占用耕地中优等地和劣等地比

例的变化耕地可供转用量也在随之变化。因此，２０２０
年卢龙县 耕 地 可 供 转 用 量 取 值 范 围 为７６８．０７≤Ｑ≤
１　１７９．０２。这就是说，到２０２０年有７６８．０７～１　１７９．０２ｈｍ２

的不同质量的耕地可以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

增建设用地。

４　结 论

社会经济的持续快 速 发 展 必 然 对 建 设 用 地 提 出

进一步的需求，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

求与土地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在
这种“耕地保护—粮食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

用地扩张”两难境地中，探索耕地保护 约 束 下 的 建 设

用地合理发展思路，实现由“两难”到“双赢”，具 有 重

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产能理论为指导，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成

果，提出县域耕地可转化新增 建 设 用 地 量 预 测 方 法。
经预测，卢龙县到２０２０年 耕 地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将 达 到

２１５　３３０．０９ｔ，粮食需求量将达到２１１　０００．１０ｔ，则在

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前提下耕地粮食生 产 能 力 剩 余 量

为４　３２９．９９ｔ，耕 地 可 供 转 用 量 为７６８．０７≤Ｑ≤
１　１７９．０２ｈｍ２。

本文的预测方法仅在耕地上应用，其他地类转化

为新增建设用地量预测还需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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