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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耕地生态保护规划基本问题的探讨 

王万茂 李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摘 要 在界定耕地生奄保护规划基车概念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原则、内客以及规村程序和 

方法，并对垒面开展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特制和方案评优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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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act Based on defining the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planning of arable land，the principle，contents，planning 

procedure．and means 3f the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planning of arable Land are stated．Finally，the policy proposal 

with working out and evaluating the ptanning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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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仅有 0．12hm ，为世界人均耕地(o．25hm )的 47 ，即使现有耕地不再减少和随着人 

口的增加，到 2010年、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将分别降至0．1hm 和0．09hm 。生态环境恶化使耕地质量和农 

产品质量下降，若不采取有力措施遏止其势头，我国将面临丧失耕地宝贵资源的危险并进而引发粮食危机乃 

至生存危机，这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江苏省金坛市耕地生态保护规划实证，探讨了耕地 

生态保护规划及其基本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1 耕地生态保护概念与内涵 

耕地生态保护的概念是指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保存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恢复和提高其物质生 

产能力，防治耕地环境污染并使之持续利用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从理论上而言，耕地生态的内涵是指农作 

物的生活场所或居住环境即耕地生态环境，耕地生态保护的内涵就是协调种植作物与周围生态因子的关系， 

保护耕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其表层涵义指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保护，数量保护是耕地保护的前提 

和基础，质量保护是耕地保护的核 L-；深层涵义指耕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保护，这是耕地生态保护的根 

本目的。耕地数量保护(耕地面积保护)是保存一定数量的耕地，满足人类对耕地多种需要特别是保证食物安 

全供应至关重要 ，对 1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其人口生存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耕地质量保护(耕地地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即为协调耕地供给的有限性和人类对耕地 

需求增长的无限性关系，必然要求提高耕地物质生产能力，要求人类在利用耕地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耕地地 

力保护，实现其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耕地系统保护(耕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保护)是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耕 

地生态系统的产出功能，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功能，保护系统功能必须保护系统结构，保护耕地生态系统结 

构就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通过人工方法对耕地生态系统时间、平面、立体、食物链进行调整和重新设计，提高 

其光能利用率和调节物质循环功能，使系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 

2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概念、原则与内容 

耕地生态保护的战略目标规划是对客观事物及其未来发展进行超前性的调配和安排，是发现事物内在 

联系的最佳手段，也是生产力布局的最优方法和提高耕地利用大系统负熵和政策连续性的理想工具，规划可 

提高决策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指出为实现未来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过程和途径，因此编制耕地生态保护规划 

尤为重要，耕地生态保护规划是为实旋耕地生态保护战略目标在一定地区为改善耕地生态系统所作的时间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g7B】B0430)部分研竞内窖 

收稿日期：2000—07—18 改回日期；2000+08-2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王万茂等：关于耕地生态保护规划基本阿题的探讨 55 

安排和部署及空间布局与设计。耕地生态保护规划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下的专项规划或子规划，是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要补充和耕地保护规划的继续。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原则包括保护与利用协调原贝0，耕地生态问题的产生是耕地利用中忽概生态保护 

的结果，若在耕地开发利用中做到统筹兼顾、保护寓于利用，既考虑眼前和局部利益，又兼顾长远和全局利 

益，许多耕地生态问题则可避免和防止，即便产生也可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预防和治理结合原则，耕地生 

态问题产生容易但防治相对较难甚至有的永远不能恢复，若在生态问题未发生前就有意识进行预防，防患于 

未然则事半功倍且成本低，故将预防耕地生态问题发生作为耕地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对已经出现生态问题 

的耕地刚应以防治为主，且必须将耕地污染防治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对已污染耕地应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排除 

污染，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与环境整体优化原则，耕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即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使耕地利用中系统结构不断优化，功能得到增强。耕地生态系统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并与其他生态 

子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因此应把耕地生态保护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保护中综合考虑耕 

地与周围林地、园地、草地、水域和湿地生态保护相协调；生态恢复与重建联系原则，耕地生态保护中土壤污 

染治理物理方法费用昂贵且难以调控，而化学方法又可能对环境产生副作用，因此优化和改善退化耕地的实 

用生态恢复技术是当今耕地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内容应由耕地数量保护规划 耕地质量保护规划和耕地生态系统结构保护规划 3部 

分组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耕地生态保护分区。耕地数量保护规划是确定未来一定时期内应保存的耕地数量 

所作的安排与布局，是在科学分析耕地数量现状和潜力、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人口状况、消费 

水平、粮食单产水平及建设用地需求水平的基础上作出的，主要包括耕地利用现状分析、耕地和建设用地需 

求量预测、优化各类用地数量结构 确定耕地保护数量和布局等内容。耕地质量保护规划包括耕地地力保护 

规划和耕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前者是根据区域耕地退化的现状，为恢复、改良、防止和提高耕地基础肥力， 

协调耕地生态因子同的关系，提高区域耕地 质生产能力，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地力保护所作的安排和布局， 

其内容包括耕地地力退化现状分析、地力保护 目标的确定和实现目标的措施规划；后者是为防止耕地环境被 

工业“三废 、农药化肥枵染，保护耕地环境所作的安排和布局，主要包括环境监测、耕地生态环境现状分析评 

价、保护目标的确定和主要措施规划等内容。从规划角度而言，耕地生态系统结构保护规划就是对耕地进行 

生态系统结构设计、合理安排土地利用、土壤肥力建设、防治地力退化、排除污染物的干扰，是根据耕地生态 

系统结构简单和不稳定性现状所作的调整和改善生态系统结构的具体设计，主要依据生态系统学的基本原 

理，对耕地生态系统的平面、立体、时问和营养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和构建，从而创造稳定、有序、和谐的时空结 

构和营养结构，保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提高农作物对光、温、水、热、气、肥的利用效率，提高其物质生产能 

力。耕地生态保护分区是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其内部的自然生态条件(地貌、植被、水文等)和社会经济条件(耕 

地利用现状、耕地地力退化、耕地污染等)及保护措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所进行的分区，是在区域生态保护规 

划的战略指导下将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系统结构保护在分区上的落实与实施。 

3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编制程序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是为实现耕地保护战略目标，在一定区域内按照一定程序实现的对耕地生态系统所 

作的具体安排和布局，其编制程序见图1。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和资料准备，组织准备是指成立规划领导小组 

和专门办公室，组织一支具备土管 地学、土壤学、农学、测绘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和素质的专业队伍，培训技术 

工作人员等，拟定工作计划和制定技术方案，资料准备是指对规划区自然、社会 经济、人口等资料的收集和 

整理；现状分析主要分析规划区域内的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系统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出其有利因 

素和不利因素，认清优势和劣势，明确规划的针对性，并对耕地数量供需、质量退化及生态系统结构变化作出 

科学的预测分析；确定目标是根据现状分析的结果，结合规划目标年耕地需求量和供给量状况以及提高耕地 

质量和治理耕地污染生态系统的可行性，确定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系统结构保护的 目标，确定目标时应区 

分主次和轻重缓急，依不同层次进行目标分解，使目标制定先进可靠和切实可行；制定措施应根据现实与保 

护目标提出和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耕地数量、质量及生态系统结构保护措施与对策；方案评价即对已 

拟定方案进行综合效益评价，主要包括生态效益评价(营养物质平衡系数、能量产投比和光能利用率)、经济 

效益评价(价值产投比、单位耕地主要农产品产量和耕地纯收入等)、社会效益评价(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 

人均耕地纯收入)，对供选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提供决策者，以便决定方案的取舍 ， 

选出最佳方案，并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如未达到预期目的则要对原定方案进行修改或重新拟定方案，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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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预定目标，才能确定方案；保护分区即在综合规划方案基础 1墨鱼．三堡1 

上根据区域生态条件、生态保护措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规划 陌 

区域进行分区以具体落实生态保护的任务，使生态保护战略目标 ——L一 

加以区域分解并使其得以具体实现；方案实施即要拟定周密的实 — 

施计划，明确规划实施要求、主体和步骤，同时充分考虑人力、物 
． 

I 一 一 』 ．． 

力 财力等基本条件，并在实施中跟踪监测、定期反馈信息和加 —曼 —固 I笪__析l匡鱼 71堂珂 

以分复处 ， 划 差．园 ：嘎 耋 各种干扰因素，广J饕带地目敦 I障 葆I匡毒饕挚 荐I 及时修正补充规划方案自身不足或排除外界干扰
。 l —T —二j L二—_T—一 LT  

4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的编制方法 I匿驰 兰堕鲴匮 兰 豳 !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内容多．涉及面广，因此编制耕地生态保l 室塑些生查堡篓塑 富窭 

护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针对其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的编1 由 南 白 

制方法，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编制方法主要有耕地保护数量预测方『 f享l l ⋯。 f l 

法、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法、生态保护综合规划方案评价和选优 _r _广 

方法等。 L  匝 垂夏卣亚 蔓亟 圈 
4·1 耕地需求■预测方法 陌 

耕地需求量预测是耕地生态保护特别是耕地数量保护、实现 I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目标必不可少手段，也是编制耕地生态保 些皇 

护规划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预测结果是确定耕地生态保护数量和 l塑 墨 墨 )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重要依据。耕地需求量预测包括预测规划区 图1 耕地生态保护规划编制洼程豳 

域内一定时期人口、城市化水平、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主要农 1 "l'he flow nble of ecological rv 0n 
产品单产，为保证预测的准确性，实证中采用了人口自然增长法、 nning bLe 

多元回归法、逻辑斯蒂曲线法和GM(1，1)灰色模型法 4种方法预测规划区内总人口及城市化水平，采用了 

多元回归法 、GM(1，1)灰色模型法及趋势增长法 3种方法预测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和单产主要农产品， 

通过对规划地区人口、主要农产品单产、耕地历史考察及其变化趋势，先预测将来一定时期内人口、主要农产 

品单产和人均占有量，由人口推算主要农产品总需求量，再推算耕地总需求量。 

4．2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法 

通过结构优化确定的耕地保护数量是最有效的保护耕地重要手段 ，也是协调耕地数量保护与建设占用 

耕地矛盾的途径，是耕地生态保护规划主要内容，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工程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 投入产出模 

型法、综合法和土宜法等，每种方法还可进一步划分如系统工程法可分为线性规划法、动态规划法、多目标规 

划法 模糊线性规划法、灰色线性规划法和多级平衡参数法，实证中采用的是灰色线性规划法，其思路一是建 

立模型 max或 mixZ( )一 G×x．和设立约束条件 {A( )≤(或≥)6．)， ≥0，既在满足A )≤(或 

≥)6．的条件下寻求几组 x使 z(x)达到最佳值，式中置 为决策变量，x．一(x ，x：，⋯，兄) ，G为目标函数 

的第数矩阵，G一(c ， ’．．·， )，它可以是灰数，也可是常数， 为约束条件的灰色系数矩阵， 为约束量， 
一 (6 ，bz，⋯， ) i二是设置变量，变量选择要能体现土地利用的现状分类体系和土地资源利用的特点，符 

合耕地保护规划的宏观调控要求和考虑相关统计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中设置多少 

个变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三是确定参数，包括效益函数、技术函数和约束函数，通常这些参数是通过 GM 

(1，1)模型回归预测、趋势预测等多种预狈I方法得到；四是目标函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最终目的是取得土地 

利用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最佳整体效益，该模型中目标函数仅考虑经济效益，追求产值最大，而将社会、 

生态效益作为约束条件加以考虑，其目标函数为： 

Z( )一“ 1+ 2 z+ ⋯ +c (1) 

式中，C ⋯C C。、 为经济效益系数；五是约束条件，约束条件是实现目标函数的限制因素，主要限于与土地 

利用结构关系特别密切的土地资源、社会需求和生态环境要求等方面，据此建立几组约束方程i六是模型求 

解，应用计算机求解得到几个互斥的供选方案；七是方案评价，通过对供选方案定性和定量评价与分析，比较 

各方案异同点及其与规戈 目标的差距和 目标实现程度，从中选出最优方案，该方案确定的各类土地数量组台 

是土地利用的最优数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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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规划方案评价与选优方法 

耕地数量规划方案评价和选优 实证中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HP)对数量结构优化方案进行评价和选 

优，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方法)亦称多层次权重分析决策方法，评价思路是建立层次结构，如目标层(A)为 

方案评价，准则层(B)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实施可行性等，指标层(c)包括 项指标，方案层 

(P)包括几个互斥供选方案；构造判断矩阵和排序计算，分别就准则层对目标层、指标屠对准则层、方案层对 

指标层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得到判断矩阵，包括 A—B层次判断矩阵、B—C层次判断矩阵和C—D层次判断矩阵； 

指标层数据处理，为便于单排序和总排序，即用公式对 4个方案指标层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其公式为： 

M ： L ×100％ (2) 

∑ 

式中，M 为第 i个方案指标归一化特征值， 为第 i方案指标值，并对 A—B、B-C层次单排序，A对C层次总 

排序，C对A权重计算总排序，C—D层次单排序，方案层(D)一目标层(A)的总排序，根据总排序结果决定方案 

的优劣并得到最优方案 

综合规划方案的评价和选优。耕地生态综合保护规划方案效益评价是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遵循耕地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相协调的原则，从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一个或几个供选方案进行评价与分析，其 

评价结果是方案选优的依据。评价方案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其思路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选用评价指标 

和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耕地生态保护规划方案评价指标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指标，共同构成耕地生 

态保护规划方案评价指标体系，反映社会效益指标主要有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油料占有量和单位耕地人均 

纯收益等，反映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有主要农产品单产、单位耕地净产值和单位耕地价值产投比等，反映生态 

效益指标主要有单位耕地光能利用率、单位耕地能量产投比、灌溉水质达标率、有机肥占总施肥量比重、秸秆 

还田率、营养物质平衡系数和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率等，从中选取有代表性、能涵盖三大效益的多项指标建立 

指标体系，采用特尔斐法(Delphi)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原始资料获取，包括规划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 

件、主副产品数量、质量、价格、用途、人工、种子、肥料、饲料、农药、机械、水田、电力、柴油、排灌作业等数量及 

费用和污染治理程度等数据，规划方案效益评价属预测评价，需对粮食单产、油料单产等数据进行预测。指标 

计算和效益分析，经济效益分析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一定区域内设计方案确定后，单位耕地可能产出经济价值 

或产量等，据以衡量该方案经济效益高低，常用指标主要有耕地单位面积主要农产品单产、纯收益、价值产投 

比等。生态效益分析是指一定区域耕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方案实施后对该区域内耕地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生 

态效益，并据 衡量该方案实施后生态效益标志，主要评价指标有能量产投比、秸秆还田率、耕地有机质、速 

效磷含量、速效钾含量、灌溉水质达标率、农田投入有机肥达标指数、单位耕地光能利用率、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施用量达标率、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率等；社会效益分析是指一定区域内耕地生态保护规划方案实施后用 

以反映耕地生态系统为满足人类需要程度的指标，其主要指标有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耕地纯收益、人均棉 

花占有量和人均油料占有量指标等；评价系数计算，应用下式计算各指标系数： 

No一 ㈤  

式中，x 为第 方案第j个指标值，1J为第j项指标平均水平，N 为第i方案第J项指标评价系数 规划方 

案选优，应用下式计算各区规划方案的综合评价系数： 

×善ⅣJXN， (4) 
式中，只 为第i个方案综合评价系数，Ⅳ 为第 i方案第 项指标系数， 为第 项指标权重。最后依据各规 

划方案综合评价系数的大小选出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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