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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是社会经济系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可持续发展农业土 

地利用的评价有利于指导这一战略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包括农业土地总量动态 

平衡和农业土地采续利用两个方面。研究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农业土 

地采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具有动态性、地域性、服务又服从于社岳生态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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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is a key aspect of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A correct evaluating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d ufle can help to carry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The evaluating ind ex system 

should include two aspects，the dynamic equilibrium and the sustainabl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The change in space and time and in requirement of sustainability will all result in a 

change in the index system．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gricultural land Ltse，Index system，Dynamic equilib- 

rium ．Sustainable use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指环境不退化，技术应用适当，经济能够维持下去以及社会 

能够接受的土地利用，是经济 生态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利用，是短期目标和长期 目标 

有机结合的利用。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必须以农业与其他产业用地关系和农业内部 

用地关系以及土地永续利用为关键．集中体现为一方面是农业土地利用与非农业土地利 

用关系(即土地利用结构、量的关系)，即狭义的农业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是农业 

土地本身的永续利用(质的关系)，二者有机统一才能构成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本文 

仅从农业土地永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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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土地永续利用指标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永续利用评价指标包括农业土地系统质量、农业土地与 自然环 

境关系、农业土地与社会经济环境关系指标(见图1)。农业土地系统能否达到可持续利 

用，以农业土地系统本身的土壤条件为基地，同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农 

业土地土壤系统是一个有一定结构、通过自组织而具有一定功能的独立系统 ，在没有外部 

干预的条件下土壤营养平衡、地力变化很小。但人类对土地的干预越来越频繁和严重 ，农 

业土地系统低投入高产出的不平衡使用破坏了系统结构，降低自组织能力，使系统功能衰 

退；或通过不合理的高投入以及污染土壤成分破坏了系统 自组织功能，使系统功能减弱。 

农业生产是 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社会经济再生产以农业 

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农业再生产具有田野的分散性、地季性、地域性、农业生产与劳动时 

间的不一致性以及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不可替代性。社会经济再生产只能利 

用这些规律。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以农业土地永续利用为条件，而农业土地永续利用 

以农业土地系统自身的结构合理、自组织能力不减退甚至加强，即农业土地系统 自身功能 

的提高为前提。 

持续发展农业土利用评竹指标体系 

农业土地永续利用指标 农业土地总量动态平暂指标 

农业土地系统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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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永续利用指标体系 

Fig．1 Index s~tem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f。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1 农业土地系统质量指标 

农业土地系统质量指标有土壤成分、盐碱化、沙漠化和产投关系阶段等因子。 

土壤成分指标 土壤成分是影响农业土地质量的最基本因素，各土壤成分富集程度 

是决定土地适宜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土壤成分大致分为矿物元素和有机质。土壤矿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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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对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甩的影响表现为一是营养元素种类；二是各营养元素对当地 

主要作物的满足程度。土地有机质含量是确定农业土地系统永续利用的重要指标之一，一 

是因其对土壤结构有很大影响；二是近年由于大量投入无机肥造成掠夺式经营土地，土壤 

有机质含量作为合理利甩农业土地的主要指标之一。提高土壤有机质可通过培植绿肥、秸 

秆还田等措施实现。 

盐碱化和沙漠化指标 土壤盐碱化和沙漠化是造成农业土地肥力递减的主要因素。土壤 

盐碱化一是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如无节制的造成一些元素过于富集，而另一些元紊极度 

缺乏，改变了土壤理化性质；二是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如污染水流进农田污染土壤 ，造成土 

地盐碱化。土壤沙漠化一是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如过度砍伐森林、开垦荒地，造成严 

重的细土肥土随水流失，使土壤砂化；二是人类破坏整个自然生态平衡，从而造成降雨不 

协调、大风常高速吹过地面，尘土飞扬，土地受破坏。沙漠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解决的难 

题之一。 

产投关系阶段指标 农业土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复合体，并均有一个“阈 

值 。社会经济系统闽值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水平下的最大产出量，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 

农业土地生产有 3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土地生产弹性系数不同。土地生产弹性系数指土地 

利用中产品数量变化率与投入资源变化率之比等于土地的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比，即： 

△y／y △y ，y 
，一 Z ／ 

式中， 为土地生产弹性系数，△Y／Y为产品数量变化率(等于△y与 y之比)，△x／x 

为投入资源变化率(等于△x与x之比)，△Y为递增产量，y为总产量，△x为资源投入 

递增量，x为资源总投入量。第一阶段土地生产弹性系数>1，第二阶段土地生产弹性系 

数>o而<1，第三阶段土地生产弹性系数<o。土地生产一般选取的投入区间在第二阶 

段。当处于第一阶段时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但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可继续投入；当 

处于第二阶段时边际产量递减，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但总产量仍递增，这时根据生产条 

件决定投入水平；当处于第三阶段时边际报酬为负，总产量反而下降，此阶段投入产生了 

负经济效应(当然也产生负生态和社会效应)。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输 

出量。生态系统的最大输出应以生态阈值为限度，如果连续超过生态阚值的输出，必然使 

生态系统的输出大于输入的转化能力，终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生态阚值受生态系统输 

入和自组织能力两方面影响，因此当输入低于达到生态闽值对应的输入水平时，可通过扩 

大输入提高输出；但过多的输入不仅不能提高产出，反而因结构失调而降低输出，即报酬 

递减；也可提高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如某一地块生态阚值提高的限制因子是水分不 

足，这时可通过修筑水利设施补充自然降水的不足，从而通过改善瓶颈因素改善农业土地 

自组织能力，进而提高生态阈值。虽可通过增加投入或改善瓶颈因素提高生态阚值，但在 
一

定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下生态阈值总是相对稳定，难以很快提高 ，因此生态阚值成 

为农业土地系统最大输出的上限，也是经济最大产出的上限，这一原理是农业经济投入出 

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根源。经济产量超过生态阈值的生产，必将使农业土地生态系统衰竭。 

因此农业土地投入产出所处的阶段即说明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潜力的大小和合理利 

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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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业土地与自然环境关系指标 

自然环境对农业土地系统提供环境，并影响农业土地系统。随着环境恶化的加剧，可 

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也受到危胁。农业土地永续利用 自然环境指标有森林覆盖率、草地 

覆盖率、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因子。 

森林覆盖率指标 森林覆盖率指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森林除提供木材外，还具 

有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和噪音、吸附灰尘和降低风速等功能。森林覆盖率降低是生态恶化 

的主要原因之一。 

草地覆盖率指标 草地覆盖率指草地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草地除提供草外，还具有减步 

风蚀土壤、降雨和洪水对地表侵蚀等功能。草地面积减少和质量降低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之一 。 

水土流失指标 水土流失由多种原因造成。不舍理利用和不治理是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 

原因，反映水土流失指标有水土流失量和宜退耕还林(或还牧)面积。 

环境污染指标 对农业土地利用而言，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及已有土 

壤污染。大气污染通过降雨以酸雨形式改变土壤理化性质，侵蚀作物。水污染一是通过挥 

发于大气形成大气污染污染土壤；二是通过直接灌溉或渗透至地下水而污染土壤。固体废 

弃物挥发至空气形成大气污染或直接施于地中或废水冲到地中形成污染。已有污染土壤 

越严重则可持续发展利用潜力越小。 

1．3 农业土地与社会经济环境关系指标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经济投资对农业土地利用影响越来越大。农业土地永续利 

用社会经济环境指标有水利设施满足度、可持续土地管理、文化程度、科技投资、群众积极 

参与程度等因子 

水利设施满足度指标 无论是干旱缺水区或多水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干旱缺水区需要 

对土地进行灌溉，多水区需要排水 目前，我国中低产田改造中水利设施改善是关键因素 

之一 。 

文化程度指标 由于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文化程度的提高是以 

巨大的社会投资为前提 ，即人力资本巨大。提高文化程度可提高人们接受新事物的水平及 

其劳动生产率，强化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科技投资指标 科技投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关键，科技投资水平代表着一定的生产潜 

力，因而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群众积极参与程度指标 反映群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程度和群众的态度。只有群众积 

极参与，才能保证实施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 

可持续土地管理指标 可持续土地管理将技术、政策和旨在同时关心社会经济与环境的 

活动相结合，即同时考虑保持和提高生产力(生产性)、降低生产风险(安全性)、保持 自然 

资源潜力和防止土壤与水质退化(保持性)、经济上可行(可行性)和社会可以接受(接受 

性)5个目标构成可持续土地管理基本框架，并以此评价、检验和监测土地开发及管理实 

践是否持续。 

2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特性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动态性、地域性、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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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的特性。 

动态性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处于动态变化中； 

其次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要经过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因而评价指标体系 

处于动态变化中}再次评价指标受监测手段的限制，并随监测手段的发展而变化，评价体 

系也要更加精细化。 

地域性 农业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而在衡量各地 

农业土地利用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时所选用指标体系具有地域性。 

服从而又服务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特性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生 

态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须服从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可持续 

发展农业土地利用虽相对独立于其他子系统，但又是其他子系统得以独立和发展的基础， 

因而服务于其他子系统可持续发展。 

3 小 结 

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可从农业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农业土地永续 

利用两个方面全面阐述，这些指标具有动态性、地域性、服务又服从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可通过采用限制因素法、加权和法、层次分析法、指数法等方法应用该 

体系的指标进行评价可持续发展农业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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