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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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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 地 潜 力 评 价 效 率、精 度，降 低 评 价 成 本 的 方 法，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参考。［方法］以ＧＩＳ全域空间分析方法为主的农用地整治新

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即基于区域“二 调”更 新、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农 用 地 整 治 经 验 等 国 土 数 据

成果，在现阶段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 地 潜 力 评 价 技 术 思 想 及 技 术 原 则 下，先 确 定 待 整 治 农 用 地 规

模，再测算新增耕地面积，最后计算新增耕地系数，进而进行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温 州 市 农

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测算结果合理，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结论］该技术方法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图件

数据输入整理、到潜力测算评价、再到成果图表输出的程序化操作，不仅有效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

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降低评价成本，而且紧密衔接于当前土地管理工作实际，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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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是农用地整治项目立

项及验收、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实施的重要依据。经过

１０ａ多的发展，我国土地整治已由相对孤立、分散的

土地开 发 整 理 项 目 向 集 中 连 片 的 区 域 综 合 整 治 转

变［１］。在这一过程中，农用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层面

的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被普遍应用于地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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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中。在县／市尺度土地整治规划

中，待整治农用地规模、新增耕地系数和新增耕地面

积是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的３个关键参数，
只要确定其中两个参数，相应即可得到第３个参数。
对究竟先确定哪两个参数的问题，已有研究采用的路

线主要有两条：第一条路线是先确定新增耕地系数和

待整治农用地规模，再测算新增耕地面积［２－３］，该路线

依据抽样原理，通过对典型样区的实地调查与测量，
获取样区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系数，并以此推算全域

新增耕地面积，从而得以节约数据获取成本，但其评

价结果势必粗糙；第二条路线是先确定待整治农用地

规模和新增耕地面积，再计算新增耕地系数［４－５］，即运

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对县／市进行全面调查、
典型调查，虽可获取精度较高的新增耕地潜力评价结

果，但其评价工作效率低，数据获取成本也高。在这

两条路线中，无论是先行确定样区新增耕地系数，还

是先调查确定新增耕地面积，现有研究均强调援引项

目规划设计层面的实地调查与测量的方法。
县／市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的功能定位与土地整理

项目规划设计的功能定位截然不同，前者重在确定辖

区内土地整 治 任 务 及 其 分 解，提 出 土 地 整 治 总 体 布

局，安排土地整治重点项目［４－５］，而后者则须为项目区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工程的定位及建设

标准提供依据［６］。因不同的功能定位，两者对新增耕

地潜力评价的精度要求不同，从而对潜力调查与评价

的技术方法亦有不同需求。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确

定新增耕地系数或新增耕地面积，对于土地整理项目

规划设计是必要的［７］，然而将这一方法直接“嫁接”到

县／市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编制中则未必适宜。典型样

区调查法将典型样点数据用于整个评价区域，难以夯

实新增耕地潜力来源的微观基础，更缺乏对农用地整

治项目布局 的 指 导，全 面 调 查 法 则 需 耗 费 巨 大 的 人

力、物力、财力，其耗费之高与规划成果及其功能定位

不相称。
已有研究受数据基础及数据处理技术的限制，采

用以实地调查与测量为主的技术方法具有其不得已

的必要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８］。但是，随着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全面完成，农用地整治经验不断积累以及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日臻完善，如何充分挖掘和有效利

用国土部门已积累的数据成果，创新县／市尺度农用

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以使潜力评价精

度、效率及成本契合于规划功能定位尚未见到相关报

道。基 于 此，本 研 究 在 第 二 条 路 线 的 框 架 内，借 助

ＧＩＳ　９．２数据平台，充分挖掘和利用“二调”更 新、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农用地整治经验等已有国土数

据成果，沿着“技 术 思 想—技 术 原 则—技 术 路 线—技

术方法”、“潜力来源单元—潜力测算单元—潜力汇总

单元”的逻辑线索，逐层递进地构建县／市尺度农用地

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并以温州市为

典型案例，进行方法的应用与实证分析，研究成果可

丰富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温州市地处浙东南沿海，长三角地区与海峡西岸

经济区结合部，该市土地总面积１２　０６４ｋｍ２。温州市

辖瑞安市、乐清市２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３区，
洞头县、永 嘉 县、平 阳 县、苍 南 县、文 成 县、泰 顺 县６
县，共１４０个 乡 镇（街 道）。２０１０年 全 市 耕 地 面 积

２　４７３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２０．５０％，人均耕地面积

０．４７９，不 足 全 国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的１／２。温 州 市 自

１９９８年起，开展土地整理与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迄今

已整理建成标准农田８８０ｋｍ２，增加有效耕地３９．２０
ｋｍ２，平均新增耕地系数达４．４５％。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潜力评价 基 础 数 据 来 源 于：（１）１∶１０　０００温

州市各 县（市、区）“二 调”更 新 数 据 库（２０１０年）；
（２）１∶１０　０００温州市 各 县（市、区）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数据库（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３）１∶１０　０００温州市各

县（市、区）地形 图；（４）１∶１０　０００温 州 市 各 县（市、
区）标准农田空间分布图；（５）２０１０年温州市及各县

（市、区）统计年鉴。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指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是在编制

实施县／市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目的下，在当前农用地

整治技术条件、技术标准下，于一定规划期内，通过实

施农地整治措施，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的能力。农用

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在“实现规划功能

定位、评价精度、评价效率及数据获取成本的平衡”的
技术思想下，遵循３大技术原则：一是充分挖掘和利

用已有的国土 数 据 成 果；二 是 以 ＧＩＳ全 域 空 间 分 析

代替抽样调查，作为数据获取和处理的主要手段；三

是回答潜力“是什么、有多少、在哪里”等问题，即实现

潜力评价的“定性—定量—定位”三位一体。新 增 耕

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包括：构建评价单元、建立潜力

评价数据库、提取待整治农用地、测算新增耕地面积、
测算新增耕地系数、潜力类型区划分、潜力汇总７部

分（图１）。

４９２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５卷



图１　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路线及方法

２．２．１　构建３层次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的选取从属

于评价目的和土地要求［９］，已有农用地整治潜力评价

通常采用单一评价单元，在全 国 及 省 域 尺 度 下，多 采

用县、区为评 价 单 元［２，１０－１１］，在 县／市、乡 镇 尺 度 下，则

大多采用乡镇、行政村为评价单元［３，９，１２］，本研究基于

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提出３层次评价单元概念体

系，即潜力来源单元、潜 力 测 算 单 元、潜 力 汇 总 单 元。
以“二调”更新数据库中土地利用现状地块（图斑）作

为潜力来源单元，在空间上明确“潜力 在 哪 里”，夯 实

潜力来源的微观基础，为农用地整治项目落位提供依

据；以乡镇作为潜力测算单元，便 于 农 用 地 整 治 项 目

的实施，落实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以县（市、区）作为

潜力汇总单元，为农用地整治任务分解及区域统筹协

调提供依据。

２．２．２　建立潜力评价数据库　以“二调”更新数据库

为基础，统一研究区规划数据库、地形图、已整治农用

地分布图等专题图件的空间投影坐标系统，进行农用

地地块与专题图件的配准及 叠 加，获 取 包 含 地 类、坡

度、规划、生态等相关基础信息的农用地地块属性值，
然后通过ＧＩＳ空间属性链接，将农用地地块归属至乡

镇（街道）、县（市、区）两级行政单元，建立地块—乡镇

（街道）—县（市、区）３个层次的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

潜力评价数据库。

２．２．３　待整治农用地选取规则　待整治农用地是在

一定规划期内，可参与土地整治的农用地［４－５］，是农用

地整治工作开展的原始起点。由 于 土 地 位 置 的 固 定

性，待整治农用地的选取在空间上即表现为农用地整

治的区位选择。本研究以现状农用地地 块（图 斑）为

基础，设定待整治农用地提取的３项规则。基于城镇

建设用地扩展理论，规则１为避开具有非农化倾向的

农地区。因建设用地生产效率大于农用地，在比较利

益 的 驱 动 下，城 市 建 设 用 地 会 不 断 侵 蚀 周 边 农 用

地［１３］，在 城 镇 周 边 具 有 非 农 化 倾 向 的 农 地 区 开 展 农

用地整治，无 疑 造 成 整 治 投 入 的 浪 费［１４］。基 于 生 态

安全理论，待整治农用地选取规则２为避开生态退耕

及生态管控区域。农用地作为半自然生态系统，与周

围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农用

地整治 势 必 对 其 自 身 及 周 边 其 他 生 态 系 统 带 来 扰

动［１５］。基于经 济 效 益 及 社 会 需 求，待 整 治 农 用 地 选

取规则３为以耕地整治为主，附带整治与耕地邻接的

狭小、分散、低效的园 地、林 地、坑 塘 水 面 等 其 他 农 用

地，实现耕地的集中连片，且对 于 近 期 已 经 进 行 整 治

的农地区，不再进行重复整治。待整治农用地选取规

则表达公式为：

Ｓｄ＝Ｓｇ＋Ｓｆ （１）
式 中：Ｓｄ———待 整 治 农 用 地；Ｓｇ———待 整 治 耕 地；

Ｓｆ———邻近或穿插于待整治耕地中的非耕地。

Ｓｇ＝Ｓｇｚ－Ｓｇｉ－Ｓｇｐ－Ｓｇｓ－Ｓｇｙ （２）
式中：Ｓｇ———待整治耕地；Ｓｇｚ———现状耕地；Ｓｇｉ———
具有非农 化 倾 向 的 耕 地；Ｇｇｐ———坡 度 大 于２５°的 耕

地；Ｓｇｓ———生态管控区内的耕地；Ｓｇｙ———近 期 已 整

治的耕地。

２．２．４　新 增 耕 地 面 积 测 算 方 法　参 照 相 关 研 究 成

果［２－３，１６－２０］，农用地 整 治 新 增 耕 地 主 要 来 源 于３个 方

面：一是耕地内零星分布的独立农舍、闲散荒地、废弃

坑塘等综合整治新增耕地；二 是 经 土 地 平 整、小 田 并

大田，田间道路、沟渠 等 基 础 设 施 的 整 治，降 低 道 路、
沟渠、田坎的占地系数新增耕 地；三 是 经 整 治 与 连 片

耕地图斑邻接的面积小、布局 散 乱、利 用 率 低 下 的 园

地、林地、坑塘水面等，进行地类转换新增耕地。农用

地整治可新增耕地面积大小取决于待 整 治 农 用 地 利

用现状及整治标准［９，１６］。
（１）利用 现 状 获 取。“二 调”数 据 成 果 是 土 地 管

理各 项 工 作 的 依 据［１８］，涵 盖 全 域 农 用 地 利 用 现 状 信

息，以其作为待整治农用地现 状 数 据 源，不 仅 可 避 免

抽样调查 以 偏 概 全 的 弊 端，亦 能 克 服 全 面 调 查 的 低

效、高成本问题。通过挖掘“二调”更新数据成果中待

整治农用地地块（图斑）属性信息，按照新增耕地不同

来源，分别获取待整 治 农 用 地 中 田 坎、道 路、沟 渠、零

星地物等的分布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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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整治 标 准 制 定。农 用 地 整 治 标 准 是 整 治 后

农用地在田块集聚程度、田块规模、田坎系数、道路及

沟渠布设 等 方 面 所 达 到 的 状 态［９，１６］。按 照 农 用 地 整

治中新增耕地的不同来源在整治过程中的不同变化，
设置不同的整治标准：耕地中的田坎、道路、沟渠在田

块的归并、调整、优化 过 程 中 需 要 重 新 调 整、布 局，以

测算单元（乡 镇、街 道）内 已 经 完 成 整 治 的 耕 地 中 田

坎、道路、沟渠的平均占地系数作为整治标准；耕地中

的零星地物除具有特殊功能外，均应整治作为补充耕

地来源；邻近或穿插于耕地中的面积小、布局散乱、利
用率低的园地、林地、坑塘水面 等 非 耕 地 在 配 套 建 设

必要的道路、沟渠的基础上，调整、开发为耕地。

２．２．５　新增耕地系数测算方法　新增耕地系数为各

测算单元、汇总单元的新增耕地面积占待整治农用地

规模的比重：

Ｚ＝Ｓ／Ｓｄ （３）
式中：Ｚ———新 增 耕 地 系 数；Ｓ———新 增 耕 地 面 积；

Ｓｄ———待整治农用地面积。

２．２．６　潜力类型区划分方法　综合使用新增耕地面

积、新增耕地系数两项指标进行潜力类型区划分。首

先，区分有无潜力区：新增耕地 面 积 小 于 或 等 于 零 的

乡镇为无潜力乡镇，划为无潜 力 区；新 增 耕 地 面 积 大

于零的乡镇为有潜 力 乡 镇，划 为 有 潜 力 区。然 后，基

于四象限法，以有潜力区全部 乡 镇 新 增 耕 地 面 积、新

增耕地系数的平均值为坐标原点，依据新增耕地面积

优势（ＳＳＡ）即目标乡镇新增耕地面积减去平均新增耕

地面积、新增耕地系数优势（ＺＳＡ）即 目 标 乡 镇 新 增 耕

地系数减去平均新增耕地系数，将有潜力乡镇划分为

４个潜力类型区（图２）。研究区各乡镇农用地整治新

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 为：Ⅰ类 潜 力 区，Ⅱ类 潜

力区，Ⅲ类潜力区，Ⅳ类潜力区及无潜力区。

图２　农用地整治潜力类型区划分方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待整治农用地构成及分布情况

应用并细化上述待整治农用地提取规则，温州市

待整治农用地包括待整治耕地及待整 治 非 耕 地 两 部

分。以“二调”更新数据库中２０１０年现状耕地图斑层

为 基 础，根 据 公 式（２），温 州 市 待 整 治 耕 地 满 足：
（１）位于土地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确 定 的 允 许 建 设 区 及 有

条件建设区外（Ｓｇｉ）；（２）坡度小于２５°（Ｓｇｐ）；（３）位

于生态管控区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 的 禁 止 建 设

区外（Ｓｇｓ）；（４）位 于 近 期 已 建 成 的 标 准 农 田 之 外

（Ｓｇｙ）；（５）在满足公式（２）的基础上，基于温州市各县

市区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为保证整治投资规模效益，待
整治耕地地块需满足一定集聚规模，结合《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标准》及多次野外考察、核实结果，温州市待

整治耕地集中连片面积需大于５ｈｍ２，邻接或穿插于待

整治耕地内的待整治非耕地面积需小于０．５ｈｍ２。

ＧＩＳ全域空间分析结果显示，温州市待整治农用

地共９１　７１０．８５ｈｍ２，其中待整治耕地８９　５２０．９０ｈｍ２，

占９７．６１％，待整治园地、林地等非耕地２　１８９．９５ｈｍ２，

占２．３９％。待 整 治 耕 地 面 积 占 现 状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３１．７０％，集中分布于西部山区县。永嘉、文成、泰 顺

３个山区县的待整治农用地规模较大，分别占温州市

待整治农用地面积的２０．５１％，１５．２６％，１３．９６％；瓯

海、鹿 城、龙 湾３个 城 区 的 待 整 治 农 用 地 总 规 模

５　７７３．１８ｈｍ２，仅 占 该 市 待 整 治 农 用 地 面 积 的

６．２９％。各区县待整治农用地规模存在明显差异，环

城３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未来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迅

速、且已实施完成大量农用地 整 治 工 作，其 待 整 治 农

用地规模相对较小；相反，经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不

高的西部山区县，则留存大量待整治农用地。

３．２　农用地利用现状及整治标准测算结果

首先，将温州市各乡镇内待整治农用地及已整治

建成的标 准 农 田 按 坡 度 分 为 两 类：平 耕 地（坡 度＜
６°）、坡耕地（坡度＞６°）。然后，基于潜力评价数据库，

获取各乡镇以下３类数据：（１）待整治耕地地块（图

斑）毛面积、及其田坎、道路、沟 渠 及 各 类 零 星 地 物 面

积；（２）标准农田地块（图斑）毛面积及其田坎、道路、

沟渠及各类零星地物面积；（３）待整治非耕地面积。

最后，根据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来源，按平耕地、

坡耕地分别计算各乡镇待整治农用地 现 状 及 整 治 标

准，结果详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农用地整治前后

田坎、道路、沟渠占地系数的变 化 在 平 耕 地 和 坡 耕 地

中差异显著。这是因为平耕地整治重点在田间道路、

沟渠等配套建设，经整治其田坎、道路、沟渠占地系数

不减反增；坡耕地虽也需配套建设田间道路、沟渠，但
是因其现状过高的田坎用地面积，经整治仍可降低田

坎、道路、沟渠的占地系数，增加新增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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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温州市各乡镇农用地利用现状及整治标准对比（部分示例）

测算
单元

平耕地

利用现状 整治标准

田坎、道路、
沟渠占地
系数／％

零星
地物／
ｈｍ２

非耕地／
ｈｍ２

田坎、道路、
沟渠占地
系数／％

零星
地物／
ｈｍ２

非耕地／
ｈｍ２

坡耕地

利用现状 整治标准

田坎、道路、
沟渠占地
系数／％

零星
地物／
ｈｍ２

非耕地／
ｈｍ２

田坎、道路、
沟渠占地
系数／％

零星
地物／
ｈｍ２

非耕地／
ｈｍ２

金乡镇 ３．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４５４　 ３．４５　 ０　 ０　 １７．２３　 ０．０１５　 １．８１５　 １５．５９　 ０　 ０
山门镇 ４．１４　 ０．０３４　 ２．８４１　 ５．１０　 ０　 ０　 １８．２９　 ０．０７６　 ８．０８８　 １４．３５　 ０．０１１　 ０
高楼镇 ３．６６　 １．００１　１０．６４８　 ５．６１　 ０．０３５　 ０　 １７．８３　 １．９４２　 １４．７０５　 １５．６４　 １．２２０　 ０
岩头镇 ６．０８　 ０．６６２　１４．６８７　 ５．９１　 ０．０１０　 ０　 １８．４５　 ０．９５３　 ２８．５１１　 １６．０１　 ０．０３４　 ０
大荆镇 ３．４５　 １．５９６　４１．５５９　 ４．０７　 ０．２３５　 ０　 １７．１９　 ２．２９８　 ９６．９７１　 １５．４２　 ０．６８９　 ０

３．３　新增耕地潜力评价结果分析

３．３．１　新 增 耕 地 面 积 测 算 结 果　温 州 市 在 规 划 期

内，通过农用地整治可新增耕地２　７６４．５０ｈｍ２。在潜

力来源单 元 层 面，农 用 地 整 治 新 增 耕 地 潜 力 来 源 于

６４　２２９个待整治 农 用 地 地 块 的 综 合 整 治，其 中，穿 插

或邻接于待整治耕地中的面积小、布局散乱、利用率

低的园地、林地、坑塘水面经整治调整对农用地整治

新增耕地贡献最大，占新增耕地总面积的６０．８１％，耕
地中 的 田 坎、道 路、沟 渠 经 综 合 整 治，可 新 增 耕 地

９２８．８９ｈｍ２，占新增耕地总面积的３３．６０％；在潜力测

算单元层面，温州市各乡镇新增耕地面积潜力介于－
３．９８～１７８．６１ｈｍ２ 之间，集 中 分 布 于０～６０ｈｍ２（图

３），市域１０个乡镇（街道）在农用地整治中，因需大量

配备道路、沟渠等设施农业用地，新增耕地面积小于

零；在潜力汇总单元层面，乐清市、文成县、永嘉县、泰

顺县农用地整治可新增耕地面积较大，该４县（市）新

增耕地面积占全市新增总耕地面积的７７．１７％。

图３　温州市各乡镇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

面积及新增耕地系数的测算结果

３．３．２　新增耕地系数测算结果　温州市１４０个乡镇

（街道）农 用 地 整 治 新 增 耕 地 系 数 介 于－３．７８％～
１５．１４％之间，集 中 分 布 于０％～８．００％之 间，有１２３
个乡镇（街道）的新增耕地系数处于该区间内（图３）。
温州市１１个县（市、区）农 用 地 整 治 新 增 耕 地 系 数 介

于０．０２％～６．０３％之间，乐清、文成、永嘉、泰顺的新

增耕地系数较高，均在３．００％以上，鹿城、苍南、瓯海

的新增耕地系数较低，均低于１．５０％。新增耕地面积

与新增耕地系数总体上呈现出“同增同减”的特点，但

是亦有特例，洞头县新增耕地面积２６．２６ｈｍ２，其新增

耕地 系 数 达３．００％，苍 南 县 新 增 耕 地 面 积９２．８１
ｈｍ２，其新增耕地系数仅为０．８２％。

３．３．３　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　温州市有３７
个乡镇（街道）农用 地 整 治 新 增 耕 地 面 积 小 于 或 等 于

零，被划为无潜力区，其中２８个城区街道没有待整治

农用地，１０个城区周边乡镇（街道）新增耕地面积小于

零；Ⅰ类，Ⅱ类潜力区包括大荆、南田、沙头、三魁等３４
个乡镇，通过农用地整治 可 新 增 耕 地２　１４８．３２ｈｍ２，
这些乡镇属于山地丘岗地区，耕地分布相对零散、田

坎占地比例较高，通过地类调整和田坎整治具有较大

的新增耕地潜力；Ⅲ类，Ⅳ类潜力区包括 赤 溪、陶 山、
泽雅、马站等６９个乡镇，这些乡镇主要位于低山丘陵

及河谷冲击平原区，待整治耕地中坡耕地比率有所下

降，新增耕地潜力较小（图４）。

图４　温州市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

３．３．４　结果的合理性及应用性分析　在结果的合理

性方面，与现有相关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研究结

果相比，本研究所测得的温州市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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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及新增耕地系数在集中分布区间上，与已有相关

研究对同类区域所测结果相当［３，８，２１－２２］，但在值域上有

所扩大，存在 负 数 情 况。其 原 因 在 于，就 耕 地 地 块 而

言，为提高其耕作便利性及灌溉条件，部分耕地特别

是平耕地，一方面需要占用现有耕地，配套建设大量

沟渠、道路，另一方面因现状较低的田坎系数，无法整

治补充更多的耕地面积。在结果的应用性方面，本研

究充分利用“二调”更新数据、农用地整治经验数据等

国土部门现有数据成果，实现了与土地管理数据基础

的无缝衔接，且潜力来源单元、潜力测算单元、潜力汇

总单元的设置，使得农用地整治潜力测算结果来源清

晰、应用方向明确，更利于统筹全市农用地整治任务，
确定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及重点项目。

４　结 论

（１）提出当前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

力评价技术思想，即评价精度、效率及成本契合于规

划功能定位。确立该技术思想下的三大技术原则，即

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国土数据成果、以ＧＩＳ全域空间

分析代替抽样调查进行数据获取与处理、实现潜力评

价的“定 性—定 量—定 位”三 位 一 体。通 过 对“二 调”
更新成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农用地整治经验

等国土数据 的 挖 掘 和 应 用，不 但 有 效 提 高 县／市 尺 度

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且大幅度降低土

地整治规划编制的成本，并能满足规划功能定位之要

求，更实现与当前土地管理实际的紧密衔接。
（２）不同于已有研究采用的单一评价单元概念，

提出３层次评价单元概念体系，即以土地利用现状地

块（图斑）作为新增耕地潜力来源单元、以乡镇作为潜

力测算单元、以县（市、区）作为潜力汇总单元，农用地

整治潜力测算结果来源清晰、应用方向明确，为县／市

尺度土地整治任务分解、整治重点区域划定、整治重

点项目选址等提供了可靠依据。
（３）从新增耕地来源出发，借助ＧＩＳ全域空间分

析技术，刻画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的３大来源在农用

地整治过程中的变化机理，模拟其变化过程，分类测

算新增耕地面积，实现了从基础图件数据的输入、到

潜力测算评价、再到成果图表输出的程序化操作。
（４）本项研究探索形成的技术方法体系，步骤清

晰、简单易行，具 有 可 重 复 性，可 推 广 应 用 于 县／市 尺

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不过，这

一技术体系高度依赖已有的国土数据成果。例如，本

项研究以经验均值法确定田坎道路沟渠系数标准值，
须依赖已建成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因此，对于那

些数据基础 欠 缺 的 地 区，县／市 尺 度 农 用 地 整 治 新 增

耕地潜力评价仍须强调实地调查与测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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