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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研究
蒋旭东 周生路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彭补拙

南京 2 10( 刃3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厂西柳州市城市化现状特点和耕地总t 动态平衡分析
,

提出柳州市的城镇发展方

向
,

并对其城市化水平和城镇用地预侧
,

阐述解决柳州市城市化建设用地之路
,

以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
。

同时
,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城镇用地与耕地保护对策
,

建立保障机制
.

确保城市化后耕地的补偿真正得到实施
,

实现柳

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柳州市 ;城市化发展 ;耕地保护

随着我国工业化
、

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及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观点的提出
,

吃饭与建设的矛盾

亦愈加尖锐
。

如何协调好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

由于我国地理区位的特点及东西部
、

南北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各地

区的城市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进程和特点
,

对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研究应落实到相关的城

市
。

笔者试图就这方面对广西柳州市进行一些初步研究
。

柳州市地处广西盆地中心
,

除市区和效区外
,

辖柳江
、

柳城 2 个县
,

总面积 530 7
.

25 krn
Z

( 199 6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 )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境内地貌以岩溶残蚀型峰林平原和

峰林洼地为主
。

水陆交通便利
,

湘桂
、

黔桂
、

枝柳铁路交会于此
,

柳江河穿柳州市中心而过
。

该

市位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两个扇面交汇的轴线上
,

对经济发展具有承东启

西的桥梁作用
。

柳州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
,

目前又正处于工业加速发展阶段
,

其城镇建设用

地扩展速度很快
。

因此解决好其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迫在眉睫
。

1 柳州城市化及其发展预测

1
.

1 城市化的认识

城市化是指乡村人 口向城市人口转化
,

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复杂

多变的社会历史过程
。

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用地形态由农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化
,

因 此

,

城

市 化 必 然 会 占 用 大 量 耕 地

,

是 占 有 耕 地 的 主 要 形 式 之 一 [` ;
。

作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中 国

,

其 城 市

化 与 发 展 中 各 国 具 有 很 大 的 相 似 性

。

与 发 达 国 家 城 市 化 发 展 的 阶 段 相 对 应

,

中 国 的 城 市 化 处

于 中 期 的 初 始 阶 段 二

,

但 不 尽 相 同

。

中 国 城 市 化 的 发 展 是 二 元 的

,

它 包 括 人 口
向 城 市 集 中 的

城 市 化 和 农 村 城 镇 化 两 个 方 面

。

1
.

2 柳州城市化 的进程

柳 州城镇体 系建成 历史较 为悠久
,

秦 汉 时 期 为 城 镇 形 成 的 初 始 时 期

,

西 汉 武 帝 时 建 置 潭 中

县 (今柳州市 )
,

柳 州 市 初 具 雏 形

,

后 历 经 各 朝 代 及 民 国 时 期 的 缓 慢 和 稳 定 的 发 展

,

至 解 放 初 期

,

柳 州 城 镇 体 系 初 具 规 模

。

解 放 后

,

由 于 它 的 重 要 地 理 区 位

,

城 市 化 得 到 迅 速 发 展

。

就 柳 州 市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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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解 放 时 全 市 人 口
约 12 万人

,

城 市 占 地 面 积 14
.

84 kln 字
,

其 中 建 成 面 积 3
.

42 km平
; 19 58 年建成

区 面 积 19
.

0 5kln
2

,

1 9 7 4年 增 加 到 5 1
.

7 2 kln 早
; 1 9 8 0年 则 为 63

.

9 k n 12
,

到 目 前 为 止 已 达 到

83
.

5k n l平
,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1

.

4 k
n l
平 的 建 成 区 面 积

。

市 辖 两 县 小 城 镇 建 设 近 年 来 也 具 一 定 规 模

。

1
.

3 柳州城市化 的特点

柳 州市及所辖 两县现 内设一个中心城市和 8 个镇
,

其 中 郊 区 3 个镇
,

柳 江 县
1 个镇

,

柳 城

县 4 个镇
。

城 市 化 处 于 城 镇 发 展 中 期 的 初 始 阶 段

,

具 以 下 特 点

:

(1) 平均城市化水平较高
,

城 镇 等 级 序 列 不 连 续

。

柳 州 市 总 人
口 177

.

31 万人 (% 年 )其中

城镇总人口 86
.

01 万人
,

其 城 镇 化 水 平 为 48
.

51 %
。

但 两 县 城 镇 化 水 平 仅 为 17
.

8 %
。

在 柳 州

市 域 内

,

尚 没 有
10一 20 万人的小城市

,

现 柳 江 县 城 所 在 地 拉 堡 镇 为
3

.

18 万人
,

柳 城 县 城 所 在

地 大 埔 镇 为
2

.

78 万人
。

城 镇 体 系 序 列 出 现 断 裂

,

它 表 明 本 地 区 现 状 经 济 发 展 不 平 衡

,

城 乡 之

间

,

不 同 等 级 城 镇 之 问 尚 未 形 成 通 畅 的 物 质

、

信 息

、

资 金 通 道

。

(2) 柳州市区人均建设用地水平为 125
.

5衬 /人 (% 年 )
,

在 全 国 同 类 同 级 城 市 中 属 于 较 高

水 平

。

但 其 周 边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却 形 成 倒 置 现 象

,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仅 为 87
.

3衬 (表 1)
,

限 制 了 城

镇 的 发 展 和 建 成 区 的 扩 大

。

_
表l 柳州宣及周边蜒镇建设用地

. 。 . 、
二

(单位 :
咬 四

. .

… _ _ _
. .…

_ …… ~
二~

市

、

镇 名 柳 州 市 大 埔 拉 怪 太 阳 村 洛 埠 沙 塘 东 泉 凤 山 六 塘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12 5
.

5 10 8 1 2 1 6 7 56 10 1
.

4 10 1 史 10 2
.

3

(3) 城镇规模小
,

乡 镇 工 业 不 发 达

,

发 展 缓 慢

,

加 工 层 次 低 下

,

多 数 停 留 在 资 源 初 加 工 阶 段

,

且 城 镇 职 能 结 构 雷 同 单 一

。

1
.

4 柳 州 城 市 化 水 平 预 测

柳 州 城 市 化 与 农 村 城 镇 化 的 发 展 很 不 协 调
,

今 后 应 着 重 加 强 各 具 特 色 的 小 城 镇 建 设

,

根 据

柳 州 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战 略 及 远 景 规 划

,

对 柳 州 市 城 市 化 水 平 做 一 预 测

。

本 文 以 城 镇 非 农 业 人

口
数 计 算 和 由 农 村 向 城 镇 转 移 的 剩 余 劳 动 力 数 为 出 发 点

,

采 用 公 式 33[ :

眺

= ( P
u + P :

, ·

e
·

尸 ) / tP ( 1 )

式中
: 〔几

—
预测年城镇化水平 tP —预测年总人

口
uP — 预测年城镇非农业人口数 。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比例
vP —

预测年农村剩余劳力数 夕— 进城剩余劳动力带誊系数根据公式( 1) 预测柳州市城市化水平如表 2
:

表 2 柳 州市城市化水平预测 (单位
:
万 人 )

总 人
年 代

口

其中两县

城镇化水平 (% ) 城镇人口

小 计 平 均 其中两县

200 5 年

2 0 10 年

20 15年

2肠
.

9 6

22 9
.

4 ,

2 4 9
.

9 7

1加
.

50

1肠
.

%

1 1 3
.

4 1

56
.

3 3

6 1 98

肠
.

59

30
.

6 2

40
.

7 8

4 9
.

7 9

小 计 其 中两 县

1 16
.

58 30
.

万

1 42
.

22 43
.

62

1肠
.

奶 56
.

4 7

1
.

5 柳 州市 城市 空间布局

城镇 的空 间布局 主要受 自然条 件
、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

交 通 条 件

、

行 政 因 素 等 的 影 响

。

故 柳 州

市 地 域 城 镇 空 间 布 局 主 要 考 虑 以 下 几 点 因 素

:
( l) 以柳州市中心城市为基点

,

沿 铁 路

、

干 线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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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沿 江 地 带 形 成 城 镇 发 展
; ( 2) 对中心城市外围的广大条件较好的地域

,

选 择 若 干 重 点 发 展 地

区

,

形 成 中 心 镇 及 核 心 城 镇 组 团

,

从 而 形 成 带 动 全 域 城 镇 化 发 展 的 增 长 极

; (3) 依据中心城市
、

核 心 城 镇 组 团 城 镇 发 展 轴 线

,

构 成 城 镇 群 体 网 络 的 骨 架

。

1
.

6 柳 州市城镇 发展方 向及用地 总 t 分析

根据柳州市现状城市化特点及该市 20 1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

考 虑 到 柳 州 市 城 市 空

间 布 局

,

发 展 柳 州 市 的 三 级 城 镇 体 系

:

( l) 加强和发挥柳州市的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
,

相 应 扩 大 中 心 城 区 用 地 规 模

,

畅 通 它 与 周

边 小 城 镇 之 间 的 各 种 通 道 和 联 系

;

(2) 加速 5一 巧 万人 的小城市 (或中心镇 )建设
,

使 之 承 担 中 心 城 市 向 外 辐 射

“

中 继 站

”

的

作 用

,

柳 州 市 规 划 20 10 年将建成 5 个中心镇
,

即 拉 堡

、

大 埔

、

太 阳 村 镇

、

风 山 及 东 泉 镇
;

(3) 建立
.

协
调

有 序 的 小 城 镇
网

络 体 系

,

重 视 面 广 量 大 的 小 城 镇 建 设

。

201 0 年规划建 成 7

个 建 制 镇
,

26 个乡集镇
,

使 之 带 动 周 围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

根 据 柳 州 市 城 镇 发 展 体 系 和 城 市 化 水 平 预 测

,

2 0 1 0年 中心 城— 柳州市规划用地
10 44 7

.

ZhmZ ;5 个中心镇用地规模为 3625 hm平
; 7 个建 制镇 用地 1 101 hi n 2

,

26 个乡镇用地规模

为 1876
.

95hrn
2
。

1996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 资料全市农村居 民点及城镇工 矿建设用地面积 为

264 19
.

23 h m 2
,

其 中 农 村 居 民 点 面 积 为
13O09

.

43 hln 字
,

现 状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为 13 4 09
.

h8 时
,

因 此

至 20 10 年柳州市城镇发展所需建设用地总量将增加 364 0
.

35 hln 伞
。

2 柳 州 市耕 地 总 量动 态 平衡 的分 析

据 1994 年全国统计年鉴
,

我 国 人 均 耕 地 为
7

.

9 x 10
一
“
腼

2
,

不 足 世 界 人 均 耕 地 2
.

5 x lo
一̀

hm罕的 一 半
。

而 柳 州 市 的 人 均 耕 地 仅 为 6
.

0 x 10
一
Zh时

,

因 此 耕 地 保 护 任 务 十 分 迫 切

。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以 保 持 一 定 的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为 直 接 目 标

,

有 助 于 缓 解 我 国 耕 地 的 人 口 压 力

,

实 现 中

国 土 地

、

人
口

、

粮 食

、

经 济 的 协 调 发 展 闭

。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的 基 本 内 涵 是 每 年 耕 地 减 少 与 新

开 发

、

复 垦 耕 地 总 量 上 的 平 衡

,

即 占 用 与 补 偿 的 动 态 平 衡

,

保 证 现 有 耕 地 总 量 不 再 减 少

,

并 努 力

做 到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口
增 长

,

耕 地 总 量 也 有 所 增 加 57[
。

柳 州 市 要 协 调 好 城 市 化 发 展 与 耕 地

保 护 关 系

,

首 先 应 对 其 进 行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分 析

。

2
.

1 柳 州 市 城 市 内 部 用 地 潜 力 分 析

( l) 根据柳州市 199 6 年土地利用现 状变更 资料
,

市 区 城 镇 用 地 为
8洲 9

.

%腼
:

,

人 均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为
125

.

5时
,

在 全 国 同 类 同 级 城 市 中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

城 市 内 部 土 地 存 量 大

,

因 此 土 地

挖 掘 潜 力 大

。

若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的 城 市 人 均 用 地 标 准
100 时 计算

,

规 划 到 201 0 年 市 区人 口按

98
.

28 万人计
,

则 城 市 用 地 为 9828 hln
2

,

比 柳 州 市 规 划 的 建 成 区 面 积 减 少 61 9
.

2hm 2 。

( 2 )柳州市用地结构不平衡
,

生 活 居 住 用 地 比 重 偏 低

,

一 般 城 市 生 活 居 住 用 地 要 占 建 成 区

总 用 地 的 50 % 以上
,

而 柳 州 市 只 有 21 %左右
,

住 房 容 积 率 偏 低

,

多 数 为
3一 6 层楼房

;
工 业 用 地

占 城 市 总 面 积 的 30 %以上
,

而 我 国 工 业 城 市 的 工 业 用 地 规 划 一 般 是 占 市 区 面 积 的 25 %左右
,

显 见 柳 州 市 工 业 用 地 占 地 比 重 过 大

。

( 3) 将柳州市与国内类似规模城市通过选取相应用地效益指标进行排序比较 (表 3)
,

结 果

表 明 柳 州 市 除 人 均 道 路 面 积 外

,

其 余 指 标 水 平 都 较 低

,

反 映 其 城 市 用 地 的 经 济 效 益 未 能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

若 将 柳 州 市 单 位 面 积 工 业 产 值 由 29008 万元 /肠
2
提 高 到 4 0000 万元 /腼

2
,

则 可 节 约

用 地 79 0hnz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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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柳州市与我国类似规模城市用地效益对比

单位
单位面积人口容 t 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面积工业生产总值 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道路面积

(人/肠
2
) 名次 (万元/肠

2
) 名次 (万元/玩

2 ) 名次 (公 /人) 名次 (时/人 ) 名次

,̀.2Ù尸」
恤.

月
了

65

1 1

,
支,
盛
,z

…
,
J

只
ù尸」,二J呀一石

1399

599

7 0 7

236 1

2工3 2

592

1 14 5

砚 9

1灰讲

36 1 8

534D

4

l口

526 5

2 98 5

5 7的

10 3几

86 10

别 刁J

4 9 48

印邹

5乡如

10 5 1 5

砚 ”

邓 748

22 650

32 4 4D

n 48 48

4火刃 5

2 923 5

2臾洲粥

46 58 9

叨肠 2

83 780

57 163

l 0

1 1

3
.

3

3
.

7

2 0

4
.

3

几

,二
护
b

ù

b八y

,二,̀月呀

DI411194368

7
.

3

7
.

0

1197138105264

Ù,̀,
二

山头澳翎阵州宁件拍并办唐包本无洛柳株南贵常徐

往

:
资 料 来 源 于 (中国统计年鉴) ( 1卯 5)

,

国 家 统 计 局 编

。

(4) 柳州市小城镇 19 % 年人均建设用地为 87
.

3衬
,

低 于 市 区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

故 小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内 部 潜 力 有 限

。

2
.

2 村 庄 内部 用 地 潜 力

柳 州 市 域 村 庄 分 布 呈
“

小

”

而

“

散

”

的 特 点

,

村 庄 内 部 住 宅 布 局 零 散

,

空 闲 地

、

荒 地 随 处 可 见

。

19% 年全市农村居 民点人均建设 用地 为 142
.

49 :rn
,

远 高 于 全 国 规 定 的 人 均 用 地 标 准

。

至

20 10 年总人口预计达到 22 9
.

47 万人
。

农 业 人 口 87
.

25 万人
,

人 均 居 民 点 建 设 用 地 按
120 甘

计算
,

用 地 规 模 为
104 70 l

l m辛
,

可 节 约 用 地 25 39
.

43 h衬
。

即 在 现 有 用 地 规 模 基 础 上 即 能 满 足 需

求

。

2
.

3 农 业结构调整 和提高复种指数 的能力

柳州市 每年 因农 业结构 调整而减少 的耕地在百公顷 以上
,

占 每 年 耕 地 减 少 面 积 的 10 % 一

4 0%
。

除 部 分 合 理 的 退 耕 还 林 外

,

大 部 分 改 作 了 鱼 塘 和 果 园

,

若 控 制 这 部 分 耕 地 的 占 用

,

每 年

平 均 可 节 约 耕 地 190 hm早
。

柳 州 市 耕 地 复 种 指 数 为 17 7
,

并 不 算 高

,

若 复 种 指 数 能 提 高
1%

,

相

当 于 增 加
0

.

01 倍耕 地面积
,

本 市 现 有 耕 地 面 积 为 16
.

61 万 h时
.

则 相 当 于 增 加 耕 地 面 积

1 661hn
l
早

。

2
.

4 后 备 土 地 资 源 潜 力

据 柳 州 市
“

四 低

”

(即低产田
、

低 产 园

、

低 产 林

、

低 产 水 面 )
“

四 荒

”

(即荒地
、

荒 山

、

荒 水

、

荒 滩 )

调查结果
,

本 市 现 有 可 利 用 荒 山 荒 地 面 积
13O17 3

.

33 hm
2
,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24
.

51 %
,

宜 农 荒 地

约 为 2880 Ohm早
,

占 22%
,

说 明 本 市 耕 地 开 发 仍 存 在 一 定 的 潜 力

。

本 市
16

.

61 万 腼
2
耕 地 中

,

中 低 产 田 (地 )共 1506 78 h时
,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
.

72 %
。

其 中

易 于 改 造 的 中 低 产 耕 地 4
.

32 万 h时
,

占 中 低 产 耕 地 的
2 8

.

07 %
。

因 此

,

中 低 产 耕 地 开 发 潜 力

巨 大

。

3 柳 州市 城 市化 发 展 与耕 地保 护 协调

3
.

1 柳 州 市 城 镇 用 地 与 耕 地 保 护 对 策

基 于 对 城 镇 用 地 总 量 和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的 分 析
,

既 要 满 足 柳 州 市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的 需 要

,

又 要 保 护 耕 地

,

协 调 好 柳 州 市 城 镇 用 地 与 耕 地 保 护 关 系

,

就 应 该 从 实 际 出 发

,

因 地 制 宜

,

制 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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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应 的 对 策

,

才 能 实 现 柳 州 经 济 持 续 稳 定 发 展

。

( 1) 认清形势和城市化发展的具体特点
,

明 确 城 市 化 用 地 的 路 子

。

全 市 上 下 要 统 一 思 想 认

识

,

通 过 广 泛 深 人 的 宣 传

,

普 遍 增 强 人 们 保 护 耕 地 的 紧 迫 感 和 自 觉 性

。

要 吃 饭

,

也 要 建 设

,

要 发

展

,

在 中 心 城 柳 州 市

,

其 城 市 发 展 应 该 走 以 内 涵 提 高 为 主

,

外 延 扩 张 为 辅 的 路 子

。

其 城 市 用 地

增 量 可 通 过 盘 活 市 区 土 地 存 量

,

内 部 挖 潜 解 决

,

严 禁 城 外 乱 占 耕 地
;
而 满 足 中 心 镇 和 建 制 镇 建

设 用 地 的 需 要 内 部 潜 力 有 限
,

故 小 城 镇 建 设 应 该 走 以 外 延 扩 张 为 主

,

内 涵 提 高 为 辅 的 路 子

,

但

应 合 理 规 划

,

严 格 控 制 占 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 2) 严格控制土地供给
.

充 分 挖 掘 现 有 建 设 用 地 的 潜 力

,

有 效 控 制 建 设 用 地 总 量

。

我 国 长

期 的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体 制

,

没 有 很 好 的 反 映 土 地 国 情 和 供 求 关 系

,

造 成 供 地 规 模 过 大

,

用 地 浪 费

现 象

。

随 着 土 地 使 用 制 度 改 革 的 进 行 和 深 化

,

必 须 严 格 土 地 审 批 权

,

坚 持 政 府 对 土 地 一 级 市 场

的 高 度 垄 断

。

柳 州 市 所 有 建 设 用 地 都 必 须 严 格 按 照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

计 划 和 法 定 的 程 序

、

权 限 报

批

,

做 到 建 设 用 地 总 量

、

结 构

、

区 位 和 方 向 都 有 控 制

,

杜 绝 计 划 外 用 地
;
加 强 土 地 二 级 市 场 的 监

控 和 管 理
,

坚 持 把 市 场 调 节 与 政 府 调 控 结 合 起 来

,

确 保 土 地 市 场 健 康 有 序 的 发 展

。

在 城 市 内 部

建 设 用 地 的 挖 潜 改 造

,

是 实 现 耕 地 保 护 的 措 施 之 一

,

应 该 加 强 对 柳 州 市 老 城 区 的 集 中 改 造

,

适

当 提 高 容 积 率

,

建 立 健 全 道 路 网 络

.

盘 活 市 区 土 地 存 量

。

要 把 利 用 存 量 建 设 用 地

、

城 镇 和 村 庄

的 闲 置 土 地 列 入 土 地 利 用 计 划 和 年 度 建 设 用 地 供 给 计 划

。

同 时 必 须 下 大 决 心 调 整 柳 州 市 的 城

镇 用 地 结 构

,

将 用 地 效 益 与 政 府 政 绩 挂 钩

,

农 业 用 地 与 非 农 业 用 地 各 自 建 立 效 益 评 价 体 系

。

(3) 建立城镇用地规模的约束机制
,

充 分 发 挥 规 划 的

“

龙 头

”

作 用

。

在 编 制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时

,

要 把 控 制 耕 地 总 量 与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规 模

,

实 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作 为 重 点

。

针 对 城 镇 土

地 供 给 能 力

,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和 当 前 用 地 实 际 需 求 情 况

,

设 立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控 制 区

。

在 市

、

县

、

乡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基 础 上

,

制 定 城 市

、

集 镇

、

村 庄 的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控 制 规 模

。

在 土 地 利 用 上

,

包

括 城 市 规 划 和 村 镇 规 划 在 内 的 各 专 业 规 划 必 须 服 从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

充 分 发 挥 其

“

龙 头

”

作

用

。

( 4 )
“

开 源

”

与

“

节 流

”

相 结 合

,

满 足

“

人 增 地 增

”

的 需 要

。

一 方 面

,

通 过 制 定 相 应 的 政 策

,

为 农

村 地 域 脱 离 农 业 生 产 的 人
口

提 供 向 柳 州 市 及 小 城 镇 集 聚 的 条 件

,

并 适 时 收 回 自 留 地

,

对 遗 留 宅

基 地 和 乡 村 空 闲 地 归 并 改 造 还 田

,

重 新 进 行 耕 地 承 包 分 配

;
另 一 方 面

,

对 于 合 理 规 划 的 城 镇 建

设 占 用 耕 地

,

还 可 以 通 过 开 发 宜 农 的 荒 山 荒 地

,

及 提 高 复 种 指 数 和 改 造 中 低 产 田

,

来 实 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要 求

。

( 5) 强化对耕地的技术管理
,

建 立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体 系

。

对 耕 地 保 护 的 效 果 如 何

,

应 该 体 现

在 随 时 掌 握 耕 地 状 况 的 情 况 下 得 到 检 查 和 监 督

。

建 议 在 柳 州 市 域 建 立 相 对 独 立 的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体 系

,

它 可 以 由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系 统 和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组 成

,

其 中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系 统 又 由 耕 地 数 量

、

质 量 和 耕 地 集 约 化 水 平 监 测 三 个 子 系 统 组 成

,

主 要 实 现 对 柳 州

市 耕 地 利 用 变 化 情 况 的 跟 踪

,

掌 握 耕 地 变 化 动 态

。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主 要 根 据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

进 行 耕 地 动 态 管 理

。

通 过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体 系 的 运 作

,

就 能 定 时 准 确 地

掌 握 耕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之 间 的 动 态 变 化

,

真 正 地 协 调 好 城 镇 用 地 和 耕 地 保 护 关 系

。

3
.

2 建立 城市化后耕地 补偿的有 效保障机制

为保 证城市化后复 垦开发耕 地以及达到动态平 衡的数量 和质量要 求
,

还 须 建 立 健 全 城 市

化 后 耕 地 补 偿 的 有 效 保 障 机 制

。

(下转第 1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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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土壤含 水量对 降水的 响应存在差 异
。

这 一 结 果 对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观 测 提 出 一 个 要 求

,

即 若 要

使 各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观 测 值 切 实 反 映 降 水 的 补 给 状 况

,

则 各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观 测 在 时 间 上 较

降 水 滞 后 的 时 间 应 有 所 不 同

,

且 各 层 的 观 测 时 间 应 由 上 述 给 出 的 数 据 确 定

。

综 上 所 述

,

各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自 相 关 时 间 距 不 相 同

,

从 而 要 求 各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采 样 时 间

间 隔 应 有 所 差 异

。

降 水 序 列 和 土 壤 含 水 量 序 列 的 协 相 关 分 析 表 明

,

降 水 量 的 动 态 变 化 在 若 干

时 间 后 依 次 在 各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及 剖 面 储 水 量 动 态 图 上 重 现

。

本 研 究 表 明

,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是 研

究 长 期 土 壤 水 分 动 态 的 有 效 手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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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耕地开发复垦机构
,

不 隶 属 于 地 方 政 府

,

可 以 实 现 企 业 化 管 理

,

重 点

抓 好 集 中 连 片

、

水 土 条 件 好

,

投 资 少

、

见 效 快 的 宜 农 荒 地 的 开 发 利 用

。

由 该 机 构 进 行 耕 地 开 发

复 垦 基 金 的 运 作

,

耕 地 开 发 复 垦 基 金 可 从 土 地 收 益 和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资 金 等 项 税 费 中 筹 集

,

以 耕

地 复 垦 的 质 和 量 作 为 其 效 益 考 核 指 标

。

(2) 用地单位除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外
,

还 应 该 交 纳 征 地 费 用 总 额
2一 3 倍

的造地 补偿 费
,

按 照

“

占 一 补 一

”

的 原 则

,

对 占 用 地 基 本 农 田 组 织 再 造

,

补 足 面 积

。

( 3) 建立完备的耕地开发复垦监督检查体系
,

从 耕 地 的 建 设 项 目 占 用

,

开 发 复 垦 基 金 的 收

取 到 新 开 发 复 垦 的 完 成 实 行 全 过 程 跟 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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