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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从集约化程度
、

专业化程度
、

多熟种植
、

地区 差异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农业土 地利用的特点
,

并提 出了

土地持续发展战略
。

一
、

我国农业土地资源的态势

农业用地的比重小
, 土地退化严重构成了我国土地资源的费本态势

,

人地矛盾是制约我

国农业生产结构
、

熟制和利用强度的基本因素
。

据《世界资源
, 19 87 》 ,

我国农业用地的比重为 56 %
,

低于印度 (为 81 % )
,

也低于美 国
、

原苏联
、

巴西
、

澳大利亚等国 (上述 4 国农业用地比重依次为 87 %
、

68 %
、

79 % ) ,
甚至低于

世界平均 66 % 的水平
。

全国难利用的和质量不高的土地所占比重较大
,

沙漠占土地总面积的

7
.

4% , 戈壁 占5
.

9%
、

石 山占4
.

8%
、

寒漠 占1
.

6%
、

永久积雪和冰川占 0
.

5% , 以上 5 项合

计达 20 % 以上
。

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邝
,
人均 农

、

林
、

牧 用地 占

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
、

1 6
.

5%
、

48 % (表 1 )
。

表 1 世界及某些国家人均农用地比较 单位
: h a/ 人 我国土地退化的趋势 日益严重

。

50 年代
,

按人口 平均计算 林地 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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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F A O 统计 月报等

有耕地中1/ 2

— 1/ 3缺磷
, 1 / 3—

] / 4缺钾
。

低产田 占耕地 总面积的 2邝 左右
。

我国水 土地流失面积为 巧 O万 K m
Z ,

目前许

多地方水土流失面积还在扩大
, 江西省由 50

年代
、

60 年代 的 6 %
、

n %发展到 80 年代的

2 2
.

7% , 北方沙漠化土地达 3 3万多K m Z , 近

10 年平均每年以 2 1 0 0 K m 2
的速度扩展 , 许多

地方盐渍土面积还在扩大
,
据新疆哈什地区

调查
,

30 年来盐碱 土面积增加 30 — 70 % ; 现

涝洼
、

盐碱
、

干早
、

风沙
、

冷浸等原因使得中

二
、

我国农业土地资源利用的特点

(一 )土地利用类型复杂
, 耕地

、

林地少而牧草地多

我国南北跨 6 个 自然带
,
南西呈现从湿润 (占土地总面积 32 % )

、

半湿润 ( 占 1 7
.

8% ) 向半

干早 (占 19
.

2% )
、

干早 ( 占3 0
.

8% )的有规律的变化
, 山地

、

高原
、

丘陵
、

平原
、

盆地等各种

* 周立 三
。

吴楚材先生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
,

谨 此致谢 !

1 7 9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4. 04. 003



地形均有分布
。

由于水热条件组合的地区差异和复杂的地质
、

地貌条件
,

形成 了复杂多样的

土地利用类型
。

与世界领土大国相比
,

中国山地 占土地面积的比重最大
,

约为 2 / 3 ,

山地的垂

直地带变化更加深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性
。

《中国土地利用图编制规范及图式》将全国土地

利用分为三级
:

第一级按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分为 10 大类
;
第二级按土地利用特点和经营方式

分为 42 类 , 第三级按利用方式
、

地形或林种分为 35 类
。

由于山地面积广
、

干早 区比重大以及林地破坏严重等多种原因
, 我国牧草地面积大于耕

地与林地面积之和
,

据最新公布的数据
,
我 国现有耕地 1

.

39 x 1 0 ’

ha
,
有林地 1

.

67 x l o 吕加
,

牧草地 3
.

s x l o s

ha
,
但是质量好的牧草地比较少

, 一等牧草地仅 占13 %
。

(二 )粼约与粗放经营并存

我国土地利用一向以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著称 于世
,
实际上从时空分布来看应该是集约

与粗放经营并存
,
这种现象表现在大农业的各个方面

。

在农耕地内部
, 一般而言

, 经济作物集约化程度大于粮食作物
, 细粮大于粗粮

,

水 田大

于旱地 , 平地大于坡地
。

如宁夏中卫县两个不同的类型 区
, 因水利条件不同集约化程度差别

很大
,

引黄灌区 因有灌溉之利
,
精耕细作

,
耕地面积 占全县的 38 %

,

而粮食产量 占全县肠%
,

单产达 S O o k g / h
a ,

而干早的山区土地利用比较粗放
,
每公顷产量仅几百公斤

。

在林业用地方面
,

总体上我 国林业经营较粗放
,
林木生长量每公顷 2一 I亿 m , 远低于 日

西欧等发达国家
,

许多地方仅利用其单一功能
。

但经济林经营好于用材林 或其它林
,
如

浙江富阳县部分农户经济林纯收入 全5 0 0一 6 0 0 0元 / ha
,

而云南独龙江地区林 地 经 营 价 值 仅

4
.

65 元 / ha
,

可见其利用之粗放
。

牧业上也有精养和放养之分
,

精养集约化程度显著高于牧养
,
如养猪

,
精养 4

—
6个

月可以成熟
,
放养则需 1

—
2 年甚至 2 年以上

。

水面利用程度差异更大
。

目前我国大多数大中型湖泊仍采用
“
人放天养

”

等原始资源开发

利用方式
,
产量极低

,

如湖北与湖南交界的黄盖湖
、

湖北省的借粮湖每公顷产量仅十几公斤

至几十公斤
。

与此同时
,

池塘精养以及
“
三网

”

养鱼等养殖方式发展很快
,
尤其是网箱养鱼

,

投入和产出都很高
,

浙江省已创造 7 5 0 x 1 0 k g / h
a 的记录

。

(三 )绍中产区和分散产区榴互交措

我国 自鸦片战争 以后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作物专业化开始萌芽
,

到抗 日战争时期
,

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农产品生产专门区域
,
如长江三角洲

、

两湖平原
、

四川盆地的大米
,
杭嘉

湖的蚕桑
,

黄河中下游
、

长江中下游的棉花
,

胶东的花生等
,
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

国 , 这些集中产 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 面性和畸形发展的特点
。

解放后
, 农业布局逐步趋于

合理
,
形成 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

。

1
.

粮食生产以分散种植为主
,
但也有一些集 中的商品粮产区

我国粮食生产具有广泛的 自给性生产的特点
,

反映在地区分布上以分散种植为主
。

粮食

种植是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
,
各省

、

市
、

自治区粮食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在

60 % 以上 ,
高的达 89 % ,

低的也有 63 %
。

但也有一些集中的商品粮产 区
,
如洞庭湖平原

、

都

阳湖平原
、

江汉平原等几个国家级商品粮基地耕地总面积约 1
.

8 4 x 10
7

ha
,
粮 食播 种 面 积

2
.

17 x l o 7
h a ,

粮食总产 s o s x l o s
k g

,

提供商品粮 2 5 0 又 l o s k g ,

占全国商品粮总量的 2。一 2 5%
。

2
。

经济作物 以集中种植为主

由于技术
、

运输和市场需要
, 经济作物地区分布集中性较强

。

我国的经济作物生产基本

上遵循
“

因地制宜
、

适当集中
”

的原则
,
在布局上有明显的集中产区

,
但因作物和地区不同

,

1 8 0



也存在一些分散产 区
。

按集中与分散状况
,

大致可分为 3种类型
:

( l) 大分散大集中
, 以棉花

油料
、

花生等作物为代表 , ( 2) 小分散小集中
, 以橡胶

、

咖啡
、

胡椒等热带作物为代表
;
( 3)

大分散小集中
,

以麻类
、

烟叶
、

糖料等作物为代表
。

以棉花为例
, 6 个播种面积 33 x 10

`

ha

以上
、

产量 30 x l o 喀 t以上的产棉省产量 占了全国的 8 4 %
,

其中 5 个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

中游地区
, 可见其集中程度还是较高的

。

但是从小布局上看
,

全国 5
。

2 x l o 6

ha 棉田分散在 8 90

多个县
,

平均每个县仅 5
.

3 x 10 h a ,
种植分散是棉花生产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

。

(四 )复种轮作
, 间作套种等多熟种植方式普遍

我国劳动人民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

古农书关于间
、

套
、

复种有不少精辟的记载
。

解

放后
,
由于水利条件改善

,

科技进步以及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等原因
,
多熟种植不断发展和

完善
,
如南方水 田多熟制

, 长江中下游稻麦两熟制
、

北方早地两熟制等
。

全国现有耕地面积

的 1 / 2 ,
播种面积的 2邝为多熟种植

,

约有 3 / 4的粮食
, 1 2/ 的棉花

、

油料作物以及绝大部分绿

肥是在实行了多熟种植的土地上获得的
。

多熟种植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
。

据韩湘玲等试验
,

华

北地区小麦
、

玉米套作光能利用率为 1 0 1 2% , 而平作光能利用率为 0
.

81 %
,

套作比平作增产

3 0 0 0 k g / h
a 。

(五 )地域差异显著

由于气候
、

地貌
、

耕作历史
、

文化传统等不同形成了我国土地利用的显著的 地 域 地 差

异
。

1
.

东西差异主要是农牧差异

我国土地利用大致 以 40 om m等雨量线为界
, 明显地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

,

两部分土

地面积相差无几 ,
但利用结构极为悬殊 (表 2 )

。

表 2 我国东南部与西北部土地利用结构对比%

土 地类别 东南部分 西北部分

耕地 8 7 1 3

林地 8 1 19

牧草地 2 7 7 3

水域 7 3 2 7

我国东南部以种植业
、

养殖业 占主导地

单
,

农牧结合较好
,
粮食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

的的 9 5% , 生猪头数占全国的96 % , 牛的饲

养头数也多于西北部
, 全国肉类供应 90 % 以

上出自东南部农区
。

西北部则 以放牧业 占重

要地位
,
绵羊头数约占了全国的 73 % ,

大牲

畜头数约占全全国 20 % ,
但经营粗放

,

生产力水平低
,
商品率不高

。

农业
“
以水定地

” , 必须

依靠溉灌才能耕种
,
耕种面积小而分散

, 形成大小绿洲
。

农民定居
,
牧民游牧

, 农牧分家的

现象 比较普遍
。

解放后
,
牧民定居 日益增多

, 防风固沙
,

改进了绿洲边缘的农林关系
。

但 山

区牧道建设较差
,

林牧矛盾仍时有发生
。

从土地利用程度来看
,
东西差异也极为明显

。

以垦殖指数作 比较
, 全国为 1 3

.

8% , 东部

的江苏省平原比重较大
, 开发历史悠久

, 垦殖指数为 5 5
.

1% , 山东为 47
.

4%
,

辽宁为 2 0
.

7%
,

而西部高原山地面积较大
、

开发较晚的边远省区如西藏的垦殖指数仅。
.

19 %
,

青海 0
.

8%
,

新

疆 1
.

9% ,
东西差异极为悬殊

。

2
.

南北差异反映在水早作物和种植制度上

东部农区内
, 以秦岭— 淮河为界

, 北方以早作农业为主
, 小麦产量 占全国 5 。% 以上 ,

水 田分散稀少 ; 南方以水 田农业为主
,
水稻产量占全国 75 % , 旱地退居次要地位

。

这两大土

地利用类型区
, 不论作物布局

、

农业结构
, 种植制度等方面都呈现明显对照

,

全世界也难以

找到如此广大面积迥然不同的土地利用状况与农业景观
。

种植制度上
,
自北而南熟制逐渐增

加
。

长城 以北基本上是一熟制
,
间作套种盛行 , 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丘陵地带

,
水 田与早地交

1 8 1



错
,

水 田两熟或三熟
,

旱地多为两熟
, 人多地少

,
精耕细作

, 为全国复种指数最高地区
,
但

冬闭田仍不少
;
华南丘陵与平原地带除双季稻外

, 冬季还可种喜温作物
,
南部 又是我国唯一

的热带作物植 区
。

三
、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战略

(一 )深度开发与广度相结合
,

以深度开发为主

由于我国耕地及后备耕地资源少
,

耕地应 以深度开发为主
,

在严格保护耕地资源的基础

上
,

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农业产量 , 林地资源要在加强抚育
、

更新和改造现有林地的同时开

发宜林荒地
,
大力造林

, 使森林覆盖率最终达到 25 % , 北方草地要通过轮牧合理利用保护大

面积草场
,

重点开发牧 区宜农土地
,

建立人工饲料基地
,

南方草山草坡应采取林牧结合
, 主

要建设小型
、

分散的人工
、

半人工草地
。

(二 )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

」
.

在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基础上
,

切实保护耕地
,

实行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
,

发展节地

型农业
。

2
.

在加强水利建设的前提下
,

采取深耕
、

秸秆还 田等措施
,

推 广节水灌溉技术
,

发展节

水型农业
。

3
.

扩
`

大草食性畜产 品生产规模
,

提高牧畜出栏率和饲料转化率
, 发展节粮型畜牧业

。

4
.

充分利用土地
,

发展庭院经济和节时
、

节地型立体农业
。

(三 )综合开发亚热带和热带山区

我 国亚热带
、

热带山区水热资源丰富
,

土地生物生产力约 占全国的 63 %
,

而人 口仅 占全

国 5%
,

目前 尚有 13
.

4亿亩林地和 8
.

9亿亩宜林
、

宜牧的荒山草坡
, 可发展各类 用材林

、

经济

林
、

薪炭林和水源涵养林
,

其中约 6 9 0 0万亩宜农荒地可重点发展热带亚热带果树和经济的作

物
。

整个热带亚热带山区有条件建成为国家大农业的战略后备基地
。

近期开发的重点应放在

东部地 区
。

(四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黄土高原是我国生态失衡最严重的地区
,

水土流失面积达 4
.

3 x 10
’

ial
, “

薄
、

粗
、

旱
”

是

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 土地合理利用应抓小流域综合治理

, 建立
“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

黄淮海平原旱汾
、

风沙
、

盐碱等灾害频繁
,

中低产 田比重大
, 应注意改 良低产土壤

, 防止土

地退化
,

近期 以改造投资小
、

见效快的中产田为主
。

西北干早地 区应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 以

水定地
、

量水种植 , 不能盲 目垦荒
。

沙漠地区采取乔灌草结合等措施
, 对风沙进行治理

。

北

方农牧交错地 区要采取乔灌结合
,

培植草地
,

治理风沙
。

三江平原除对湿地资源保护外
, 应

对部分沼泽地进行综合治理 与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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