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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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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集约利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有助于把握当前研究的侧重点和薄弱点

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土地集约利用、耕地集约利用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国情，

总结出未来研究展望：①在研究视角上，应着重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积极开展生态型耕地集约利用研究；②在研究尺度上，

应加强多层次、分区域，尤其是大区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研究；③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驱动机制、时空

变化规律和未来变化趋势等应加强研究；④在研究方法上，应进一步强化定量研究，引入 GIS、RS 等现代技术和数学模型来进

行深层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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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是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

物质财富，但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数量和质量是

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来满足更多的人口和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

1994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1]就曾撰文 

“谁来养活中国”，向中国和世界发出警告。虽然其

预测的结果在我国并没有出现，但确实促使了我国开

始新一轮的耕地保护。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快速发

展的重要机遇期，一方面非农建设大量占用耕地，致

使全国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

加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导

致耕地资源承载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农业

比较效益的相对低下，耕地抛荒、撂荒、低效粗放利

用等现象在国内普遍存在。如何协调好经济建设和耕

地保护的矛盾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农用地利用集约程度的变化

可能比耕地面积缩小更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2]。因

此，在耕地后备资源有限而“开源”前景有限的情况

下，除了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坚守 18 亿亩

耕地红线以外，亟需更新耕地利用观念，走上内涵挖

潜、提高集约化程度的道路。这是实现十七大报告提

出的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也是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此 

 

 

 

 

背景下，耕地集约利用已成为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途径。 

1  相关概念辨析 

“集约”和“粗放”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集约经

营是指依靠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讲求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益的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经营

则是指一种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投入产出比相对

低下，强调外延扩散，牺牲效率的落后经营管理方式。

由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向集约化的方向转化，是我国

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3]。 

由于我国在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利

用存在着极大浪费，投入产出比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

较大差距，因此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得到重视，

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各相关概念的混淆

使用，造成研究主体混淆，影响了分析结果的科学性。

因此，从土地利用分类的角度来对现有研究进行适当

分类归纳，明晰各研究主体的内涵外延，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在众多相关概念中，“集约利用”包含的范

围 广，其与“粗放利用”是现今两种相对的生产方

式。“土地集约利用”仅仅是“集约利用”在土地利

用方面的一个扩展应用，是土地利用方面相关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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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其范围内又存在着“农用地集约利用”和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两大方面。其中，“农用地集

约利用”下又可分化出“耕地集约利用”、“林地集

约利用”等 3 级土地利用类型的集约利用研究（图 1）。

虽然上述相关概念的外延、内涵等存在不同，但各概

念之间也有其内部延伸性，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理论、

研究方法等也可移植于“耕地集约利用”。回顾“耕

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进展，也必然会涉及到上述相关

各个领域的研究，尤其 高层“土地集约利用”国内

外研究进展。

耕地集约利用 

图 1  集约利用研究相关概念体系图 

Fig.1  System chart of related concepts of intensive use research 

 

2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从学术研究进程上看，国外学术界首先关注于农

用地集约利用研究，后因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

推进阶段，城市建成区范围迅速扩展，研究如何合理

配置城市内部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成为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上述两个研究阶

段中，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评价方法、模型始

终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2.1  农用地集约利用 

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 早来自于李嘉图等[4]古典

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业用地的研究，他认为农

地集约利用是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

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

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得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

式。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冯·杜能[5]于 1826 年在《孤立

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简称《孤立国》）一书

中，通过对城市周围农业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研

究，建立了以市镇为中心，围绕其安排乡村土地使用

的同心圆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农业土地利用的合

理集约度，按土地区位地租高低即距离市场远近配置，

将区位与土地利用合理集约度研究结合在一起。马克

思[6]则认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

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

连的土地”。从上述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国外 早关

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农业用地而言

的。 

2.2  城市用地集约利用 

为解决近代欧美国家出现的城市蔓延及其带来的

耕地锐减、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一些新的城市规划

理念随之出现，如霍华德[7]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8]

的有机疏散理论。此后，西方规划学界还提出了“精

明增长”、“紧凑式发展”、“内填式发展”等城市

土地利用思想[9-10]。这些理念和思想实质上就是土地集

约利用思想的体现，对于遏止城市无序蔓延，提高土

地使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和集约利用起着重

要的作用。1909 年，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系统

论述了工业用地布局的区位因素，特别是将区位经济

分析同集聚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微

观产业布局提供参考[11]。1933 年，克里斯塔勒发表的

《中心地理论》着眼于区域城市分布与城市间的关系，

对市场、城市的综合布局与土地利用模式进行了阐述
[11]。此外，城市土地利用的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

多核模式等，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模式设计也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12]。 

2.3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评价方法与模型 

在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理论研究方面， 早可以

追溯到农业区位论、地租理论、土地报酬递减律理论

等古典经济理论，田园城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广

生产方式 

集约经营 

（利用） 

粗放经营 

（利用） 

土地集约利用 

能源集约利用 

农用地集约利用 

城镇用地集约利用 

…… 

林地集约利用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
…… 

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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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城市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景观生态理论等有关城

市规划和土地利用配置的相关理论随后也都被引入到

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中[13]。上述理论中的土地报酬递减

理论是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包括农用地集约利用和建

设用地集约利用） 基本的理论，是 直接研究土地

合理集约度的经典理论[14]。有学者将该理论概括为：

承认土地报酬的递增率；不否认土地报酬的递减率；

明确临界限的动态率[15]。毕宝德[16]认为，在限定的条

件下，“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确实存在的，它是我

们实施土地集约经营时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 

鉴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与土

地资源集约利用三者存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辩证

关系，国际上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研究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7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在荷兰瓦格宁根召开了土地评价国际会议，提出了土

地适宜性评价分类系统，并于 1976 年正式公布了《土

地评价纲要》，这是世界土地评价研究广泛开展并趋向

成熟的重要标志[17]。此外，Herdt和Steiner[18]则认为要

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3 个方面来衡量

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3S技术（遥感RS、

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土地可持续

利用研究中不断得到广泛应用并作为重要的技术基础
[19-21]，为土地调查、监测、预警、动态管理等多功能

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手段，从而也为促

进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总之，国外对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早起源于农用

地，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与实际问题需要，城

市用地集约的研究逐渐开展并成熟。在各个研究阶段

中，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理论、评价方法和模型也在

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中土地报酬递减理论作为国外土

地集约利用研究 直接的理论，揭示了农用地和其他

土地利用的配置模式。 

3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国内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进程与国外相差不

大，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我国因经济发展历程较

短，当前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造成城

镇土地集约利用研究较为成熟。为此，通过回顾我国

土地集约利用，尤其是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进展，

可为回顾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提供研究背景。 

3.1  土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 

3.1.1  土地集约利用概念及内涵研究    关于土地

集约利用概念，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学

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一些研究者侧重于阐述

“粗放”与“集约”两个概念，认为两者是相对的，

也即土地集约利用是个相对的概念[3]。也有学者认为

土地集约利用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土地利用集约度[3,22]。随

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问题的出现，土地集约利用概念

被引入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形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概念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大部分学者从我国

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范围对城市土地集

约利用进行了概念解释和界定，其中部分学者从土地

利用成效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包括 3

个层面的涵义：土地产出高效化、土地布局和土地结

构合理化、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化[3,14,23-29]；另一些学

者则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涵

义应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次[3,22-23,30]。虽然学

术界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和内涵尚未达成共识，

但学者们都意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集约利

用概念和内涵具有动态性，并不是一个静止目标。 

3.1.2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土

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

学性，是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具体体现。国内有部分

学者关注到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区域性，从不同的空

间尺度上建立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土地集约利

用评价指标体系[22-23,26-27,31-33]。另有学者则从整体角度

出发，构筑土地集约化综合指数等综合指标来反映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34]。还有部分学者则更注重从土地集

约利用的概念内涵上解析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一般

从土地利用基本情况，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效率，

土地产出效率，土地可持续发展度，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加

以分层构建子指标[22,24-25,29,31-33,35-36]。上述构建指标的

不同方法体现了土地集约利用界定的复杂性。 

3.1.3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研究    评价方法是

土地集约利用定量评价的基础，但由于研究难度较大，

成为了整个研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一些学者引入西

方国家常用的土地评价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对我国研

究的启示[37]，另一些学者则根据评价区域的实际情况，

构建了相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特尔斐法[35]、层次分

析法[38-40]、因子分析法[41]等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42-43]、多因素综合评价法[35-36,39]、对比

法[38]、熵值法[31,44]等数理统计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有

些学者则注意到国家相关标准尚未出台，采用比较分

析的方法，确定出评价标准后进行多城市、多区域的

定性和定量比较评价[38]，还有部分学者尝试运用模糊



  第 5 期                            费罗成等：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699 

综合评价模型、PSR模型、ANN模型等模型进行了相

关测算[43,45-48]。上述评价方法充实了土地集约利用的

定量评价方法。 

3.1.4 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尺度    因我国人多地

少的国情，促使我国土地集约利用研究十分密集，研

究尺度也涉及当前众多的层级。部分学者讨论了全国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异规律[39,49-50]，另一些学者则将

研究对象定位于省级行政区域[31,36,42,45,51]，大部分研究

者还是以城市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区域
[22,33,38,43-44,46-48,52-56]。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县（区）

级和乡镇级土地集约利用也逐步展开，完善了我国土

地集约利用研究体系[56-60]。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增

长极的开发区在经历了全国性的“圈地热潮”后，其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8,40,61-62]。

从国家行政层级上看，国家、省、市、县、乡（镇）5 

级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已然形成，被补充进研究体

系的开发区虽不在正式的 5 级行政系统内，但其当前

担任着特殊的一级行政机关角色。但跨行政体系的区

域层级的土地集约利用进展缓慢，仅有个别学者从理

论上讨论了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实证研究较少
[63-64]。 

3.1.5  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类型    因学术界各学

者研究侧重点不一致，造成我国当前土地集约利用研

究种类多、层次多，但大体上仍可以依据土地利用分

类将其归纳总结。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

速发展阶段，城镇的快速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尖锐的

矛盾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城镇发展新的模式，进一步促

使建设用地下的城镇用地集约利用研究成为我国学术

界关注的重点。众多学者选取经济发达城镇、正在崛

起城镇、经济欠发达城镇等处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

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评价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分析土地集约利用潜力[13,22,30,33,38,41,43-44,46-48,52-56]；个别

学者将研究范围进一步细化，研究城镇范围内工业用

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土地的集约利用[27,32,65]。部

分学者脱离当前城镇土地利用的小范围，关注到农村

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交通用地建设集约利用等建设

用地范围内其他二级土地类型的集约利用[66-67]。也有

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大，转而研究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68-70]。相比较于我国建设用

地集约利用研究的密集和成熟，农用地集约利用研究

进展缓慢，仅部分学者关注到相关领域[71-73]，农用地

下的二级地类的集约利用研究更为稀少，亟需加强相

关研究。 

3.2  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口增

长和耕地数量的减少，提高耕地单位产出成为解决我

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讨论耕地集约

利用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关系到粮食安全问题，

关系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

的解决。然而当前我国相关的研究仍很不成熟，尚未

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总体上可以将近年来我国耕地

集约利用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 

（1）初期阶段。早期耕地集约利用研究是从农用

地集约利用研究中延伸出的，该时期主要注重于耕地

集约经营的调查研究，为其他地区农业生产提供范例
[74-76]。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到耕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利用

效益之间密切的关系，总结出缓解人地矛盾，提高耕

地利用效益的主要途径是耕地集约利用[77]。此时期相

关文章较少提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评价及分布规

律，尚处于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初期阶段。  

（2）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土地集约利用特别是城

镇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成熟，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引入

相关理论和方法后也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许树辉
[78]于 2002 年通过硕士论文的形式评价了湖南省浏阳

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并进一步探讨了耕地配置模式。

该文标志着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入新的研究阶

段。此后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耕地集约利用内涵，构

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全国、省、市等层级

的实证研究[79-82]。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新形势下当

前耕地集约利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83]，个别学者则关

注到耕地集约利用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和工程技术

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84-85]。邵晓梅和王静[86]采用综

合评价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两种评价方法、4 级评

价标准评价了小城镇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总结出小

区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布规律，体现出城镇土地集

约利用的相关评价方法和思路已经成熟地应用在耕地

集约利用研究方面。张琳等[87]则进一步的研究了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规律和种植结构

的变化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促使耕地集约利用

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方向。 

4  研究展望 

纵观上述研究进展，农用地及耕地集约利用研究

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进一步加大相关研究内容。基于

国内外耕地集约利用及相关内容的研究进展，立足于

当前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的薄弱点，需在以后的耕地集

约利用研究过程中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在研究视角上，应从土地经济学、土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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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学、工程技术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综合研究。

当前耕地集约利用研究主要是从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方

面延伸出来，缺少多学科角度的概括。同时，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耕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和内涵也

具有动态性，其涵义和表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应着

重展开交叉研究，积极开展生态型耕地集约利用研究。 

（2）在研究尺度上，应加强多层次、分区域，尤

其是大区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在当前耕地面积不

断减少的情形下，耕地的利用集约关乎我国的粮食安

全。当前耕地集约利用研究体系中已有部分层次的实

证研究，但尚不完善，缺少宏观区域和微观区域的实

证研究。其中大区域的实证研究对于揭示耕地的集约

利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具重要意义，应着重加

强相关研究。 

（3）在研究内容上，应加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

标体系、耕地集约利用驱动机制、时空变化规律、未

来变化趋势等相关内容的研究。耕地集约利用研究正

处于发展阶段，在研究内容上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补

充研究的地方。当前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包含单向指标

和定性指标，尚未形成统一的权威指标体系，应通过

概念和内涵的解释加以进一步完善。同时必须开展基

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耕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着眼于国

际发展态势，突出地域特色，构建适合我国不同地区

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耕地集约利用潜

力评价指标体系。 

（4）在研究方法上，应进一步强化定量研究，不

断引入现代技术和数学模型来进行深层次评价。耕地

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尚不成熟，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

的提升，但相关土地集约利用研究已经逐步成熟，因

此可以借鉴和发展其相关的研究方法。同时积极开展

基于 3S 技术，并融合各类数理模型的我国耕地集约利

用评价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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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and Prospects of In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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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concerns to the country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was a systematical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is 

field which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focuses, insufficiency and further direction.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1)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should emphasize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onduct positively th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in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2) in 

the research scale,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multi-level and sub-regions, especially at the large scale region; (3) in the research content, it should stres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drive mechanis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change tendency of in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4) 

in the research method, it should intensify further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roduce modern technology such as GIS, RS and effective 

mathematical models into the deep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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