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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土地合理利用问题研究。 

唐志剐 王 波 周寅康 蓑励杰 彭补拙 

(离豪大掌醢市与费源拳系 南京 m0093) 

摘 要 环太期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土地台理利用上与其它她方有不同之灶。因此．对环太 

湖地 区土地台理利用问题 进行讨论是必要的。车文首先 对环太胡地 区的土地 和用理鞋和问题进行 了分析．并 

在此基碹上．对该地 区土地台理利甩提出了一些建设。 

关键词 环太搠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台理利用 

本文所述的环太湖地区指太湖及与其相邻、环绕其周的地区．所覆益的行政区域包括江 

苏的吴县市、吴江市、锡山市、无锝市区、武进市、宜必市及浙江省的湖州市区和长兴县。该 

地区经济发达、人 口众多。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土地利用长期缺乏有效的调控，不可避免 

地加剧 了该地区业 已存在的人地矛盾。十分珍贵的土地资蒿f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还给该区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研究和剖析环太湖地区土地 

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台理的建议，成 为该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可持续发 

展问题中急需解决的一环。 

l 环太湖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 

1 1 自然条件 

环太湖地区位于我国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缘。地处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南京、上海和杭 

州之阅。太湖处在区域 中心．湖内有大小岛屿 40多座。整个地区地势里 西高东低，西南面 

为江苏的宜溧山地和浙江的天 目山地，湖区以东除在苏州、无锝二市附近有少数海拔 200～ 

300m的低丘陵以外，全属长江三角 平原，地面高程大都是 2、5m～3 5m【lj。环太湖地 区 

属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度的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6℃ 。区内河网交织、湖塘棋布，每年 

汛期沿湖地区都会受到洪水的威胁。 

1．2 社会经济条件 

环太湖地区包括七市一县，1996年底土地总面积 13251 36km2，总人 口 1058．28万人 

人口密度约为800人／km 。该区属于我国沪宁杭经济带，综台经济实力突出。1996年国内 

生产总值达 1295．87亿元．人均 12245元。区内路网发达，水陆交通便利。该 区历史悠久、 

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历史文化古迹及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 

2 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资料汇总统计， 1996年全地 区土地 总面积 为 13251、36k ， 其 中陆地面积 

10913．36 kmz
，太湖水域 面积 2338km2。在土地利用类型上涵盖了除牧草地以外的所有用 

① 国家 自捕科学基盘重点 项目。长江三角洲术土费簿环境演韭与调拉研究 。项目批准号1498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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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具有以下特点。 

2．1 非农建设用地 比例较高 

环太湖地区经济发达、人 121众多、道路密集，居民点、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占用了大 

量土地。同时．由于该区旅游业发达，水患频繁，旅游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在总的用地 中也 

占较大比例。以太 湖西岸 的无锡马山区为例．1999年各类非农建 设用地总面积 2430．2 

h ，占马山 区陆地 总 面积有 50．7％。其 中城镇居 民点占地 167．62}Ⅱn2；独立工矿用地 

1813．96h ；特殊用 地 321．4kin2；交通用地 49．o5hm2；沟渠 70．8hn ；水工建筑物 7．37 

}1In20。 

不同的非农建设用地类型有不同的占地特点： 

1．居民点、独立工矿用地及交通用地。居 民点、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 占地面积大， 

用地的扩张主要是以占用耕地为主．且大部分是较肥沃的土地。 

2．旅游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旅游用地包括在特殊用地中，由于环太湖地区的旅游景 

点较多．旅游业发达．旅游用地在特殊用地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旅游用地主要占用林地和园 

地，同时也占用部分耕地。水利建设用地中占地最大的太湖大堤主要 占用湖滨阶地和湖漫 

滩，其它水利建设用地对耕地影响也不大。 

2．2 耕地资源短缺 ．人均耕地面积很少 

环太湖地区在人 口增长与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耕地 日趋减少。如马山 

区 1993年耕地面积为 517．42hrr~，到 1999年仅为 458．59kin2。1996年全地区人均占有的 

耕地面积从 0．048hm2到 0．064hzn2之问不等。最低的是锡山市，最高为长兴市，有 4个市都 

低于联台国粮农组织提 出的警戒水平(0．053hm2)。 

2，3 园地、林地 占地较多，水域占地面积很大 

环太湖地区气候条件较好，丘陵山地较多。经济果木和茶叶种植在该地区有较好的基 

础，因此，区内园地、林地 占地较多。区内有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占地 区总面积 的 

17．64％。加上 区内众多的河浜，水域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土地面积。 

2．4 土地后备资源不足 

环太湖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区内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未开发土地面积很小。 

比如马山区各类未利用土地总面积为 42．02hm2．约为陆地总面积的 O．88％。通过土地复 

垦和整理可以重新利用的土地面积也较小。难以满足 月益增长的需求。 

3 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耕地利用不充分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环太湖地区工业、旅游业较为发达，加之工农业剪刀差居高不下，农 

业和二、三产业问的经济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农业内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同 

时粮价却长期偏低，每亩田的净收入逐渐降低．有的甚至只能保车。这就导致了农业比较效 

益很低， 老年人体力弱种不动田；中年人想致富不想种田；青年人怕吃苦不肯种 田” 农民 

普遍不愿务农，部分 田块出现抛荒现象，耕地没有达到最佳利用。 

3．2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日益扩大 

由于工业、旅游业蓬勃发展，人口不断增多．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日益扩大，而这 

0 注：由于环土 湘地 区的水种设施 占地较多．而且多是占用耕地．所以蒋 沟莱和水工建筑钧计非农建设用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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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用地的扩张主要以占用耕地为主，因此导致耕地面积不 断减少。耕地与非农建设用地之 

同存在此消被长的关系，这一现象在无锡市马山区表现的较为突出．见表 1。 

表 l 马山区 1993-1999年非农建设用地与耕地面积对照表 《单位：}皿 ) 

‘根据马山区 1993～1999年土地坑计簿；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盈工矿用地、文通用地盈沟渠和水工建设物。 

3、3 土地利用效率低。浪费较多 

环太湖地区乡镇企业很多，企业规模较小。据资料统计，1998年底．太湖东岸吴县市和 

吴江市共有各类企业 22437家．同年。实现工业产值 7357856万元，平均每个企业产值 328 

万元．平均在西岸的无锡市马山区，1997年底共有各类企业 167家，实现产值 122580万元， 

平均每个企业产值 734万元。企业经济规模不太，但用地规模却不小。在马 山区．万元产值 

平均 占地 17．84 ．个别企业竟高达 62 ，单位产值低下。许多企业在用地上“围而不建”， 

。多占少建”，缺乏节约用地的观念。除此以外，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用地也存在不 

切实际追求规模的现象。 

同时．环太湖地区城镇居民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较低，农村居民点占地多，布局分散零 

乱，人均 占地面积大。吴县市城镇人均居民点用地约 8o ．而农村达 180 。在环太湖地 

区．许多居民和农民习惯于建造独门独院的房子，层高只有 3--4层，这样的房子．利用率不 

高，占用的土地不仅面积较大，而且多为生产力较高的耕地。 

3 4 土地退化较严重 

由于不合理施肥．环太湖地区土壤 中氮含量较高而速效钾和速效磷含量普遍较低。如 

吴县市土壤中速效钾小于 lOOme,／kg的 占84．2％；速效磷小于 tome／kg的 占 81 7％。 加 

之施用的农肥多为化肥．造成土壤养分不均，土壤板结，质量下降。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水、废 

物及生活污水排放使得土壤污染较为严重。另外，在一些地区由于耕作不当，造成水土流 

失。如湖州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677、66k ，占土地总面积的 11．6％ 。 

4 环太湖地区土地台理利用的建议 

4，1 土地合理利用的概念及要求 

土地台理利用通常定义为能够获取最大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土地利用。它是土地 

开发、利用、改造与保护的最终目标。 

合理的土地利用要求：①保证土地资源充分开发，杜绝浪费；⑦发挥区域优势．莸取较大 

的区位效益；@有利于农业生产布局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改革；④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 

和农业生产组织管理。t4] 

4．2 土地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合理利用土地的要求。结合环太湖地区实际，提出以下措施。 

4．2．1 因地制宜．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加强土地管理 

0 注 }吴县市农业局．吴县币土壤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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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必须进行科学的土地评价和土地利用规划，以明确土地开发利用方 

向、结构和布局，使合理利用土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环太湖地区各市县在土地利用规划 

时应当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 目标．结合本地土地利用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甩地需求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舍理确定土地利用的方向、结构和布局，提出各主要 

发展用地部门用地 的规模、范围和主要控制性 目标，划分用地分区．规定各种区域的土地利 

用原则和跟制条件，并制定相应的攻策措施。并且在乎时的土地管理工作中，要做到照章办 

事、依法行事，严格管理。 

环太渤地区有 山有水、风景优美．而且靠近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这些地区人民生 

活水平较高，是国内旅蝣的主要客源地之一。因此，在环太湖地区发展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该区是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农业基础好，具有发展生态农业的良好条件 ；同时，区内地 

势低平，交通便利，人民教育水平较高．工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十几年来，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环太湖地 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稳定，工业、旅游业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因此，为了使土地利用适应社会经济舶发展．可以确定整个环太湖地区 

土地利用的主导方向为保住生命线。确保基本农田保护区和防洪用地；挖潜增效，保障工业 

用地 保护自然和人文景观念．舍理分配旅游用地。 

4．2．2 合理调整用地结构 

第二、三产业 的不断发展．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多是环太湖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由此必然带来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旅游用地不断扩张与 

耕地持续减少的矛盾。要实现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不能偏颇于某～方，既不 

能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而忽略了对耕地、林地等的保护；也不应该为 

了保护而保护，在用地上处处小心。阻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这就要求在土地利用规划的指导下．对用地结构进行台理的调整，既要考虑农业用地与 

非农用地的关系又要考虑大农业内各业关系。协调好这些不同层 次及各层次内的用地关 

系，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使其组合能产生最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高 

度统一，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服务。 

4．2．3 提高土地利用率 

环太湖地区人多地少．通过发掘存量土地的开发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以达到节 

约用地，保护耕地是必然采取的措施。 

1．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针对工业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转换产业 

结构，对于一些规模小、生产力低下、占地较多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同时引进占地小、效 

益高、有发展潜力和污染小的电子、制药、轻工、机械等企业。其次．应当对工业和居住用地 

合理规划，建立专门的工业区；严格控制居住用地，规划建立适台当地居 民习惯的居民区，避 

免农村居民超标、乱建住房的行为。最后．应当采取鼓励种田的措施，提高农民的种田积极 

性．使废弃撂荒土地能及时恢复耕种。 

2．提高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率。对于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应当严格控制．不得擅 

自扩大 ；用地区内的建设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和空闲地，需新增建设用地的，应当首 

先利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用地区内的土地．在批准用途转用以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 

3．开展复垦开发和土地整理工作．充分利用后备土地资源。工矿用地区内生产建设中 

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应当通过复垦加以恢复，对于一些农 田的边角地、零碎 

地应当充分利用、合并，一些废沟、废塘地也应该加 利用。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与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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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在今后．非农建设用地将占去许多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复垦整理显 

得更加重要。 

4．2．4 防止土壤退化。提高农地质■ 

在区内应当发展充分利用有机物还田的传统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尽量少施化肥 ；施肥 

技术应从单元素施肥向多元素平衡施肥发展。应当控制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向农田直接排 

放。传授科学合理的耕作方式．避免对土壤的过度开发，防止水土流失。 

4．2．5 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人们树立自觉的台理利用土地的思想 

很显然，如果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个组筝{都能达到不甘任何私人收益，自愿承担合理利 

用成本，自觉遵守合理利用的各项措施的思想境界。那么，土地合理利用就容易实现，但是 

完全依赖于这种道德伦理约束来实现土地合理利用标准过高．现实的道德水平很难满足这 

样的要求。因此，应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合理利用收益与成本的合理分配。使整个 

社会具有合理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简单地说，这样的激励机制就是 合理利用则奖，不台理 

利用则罚”。比如，鼓励农民搬八规刘的农村居住区，可以采取搬则提供子女人学就业方便 

等优惠措施。 

此外，还应当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特别是针对“知法犯法”和“法人犯法”的行为要有 

相关的法律政策．以有效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 

总之，研究土地的合理利用，对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土 

地的合理利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人们不断加深对土地资 源 

的认识，克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短期行为．因地制宜地对规划进行编写．并不断地完善和补 

充，台理进行土地 的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提高土地利用率，逐步实现土地的台理利用。 

参 考 文 献 

东方出版中 tL,．中国地理概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217-219 

王苏民、窦鸿身．中国湖泊志．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9：261—268 

胨文瑞，朱大奎 ．长江三角洲土地舞源可持续利用．自然科 学学报，1998(7)：261-266 

刘卫东．土地合理利用途径及其实现问题研究．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1996(3)：29-3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