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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耕地资源十分紧缺，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突出，合理、高效和

可持续地开发利用耕地资源至为重要。建国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我国的耕地资源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有关耕

地数量变化的研究就是近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回顾，总结了耕地数

量变化研究方面的主要进展，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给人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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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土

地的利用与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而且还间接影响到全球环境的变化，故土地

利用研究在国内外倍受关注，如国际上发起并在全

球范围内开展了对“土地利用与全球土地覆盖变化”

（LUCC）的研究，土地利用已成为当今地理学的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的农业大国，耕地资源十分紧缺，尤其是面临着人

口不断增加，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非农用地的急

剧膨胀以及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耕地退

化和流失，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极为突出，因此

耕地数量变化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问题，也是全球“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LUCC）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发展阶段 
 

1.1  基础研究阶段：土地利用调查研究阶段（50

年代初期~80 年代初期） 

长期以来，根据我国的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为了摸清家底，国内对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

是致力于土地利用调查研究[1],.主要有50~60年代对

诸如东北地区、黄土高原地区等的地区性土地利用

调查、60~70 年代对宜农荒地资源的调查以及 80 年

代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承载力研究与土地利用研

究等。在这一阶段，基本摸清了我国耕地资源的家

底，研究的重点是耕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的调查和

开发利用规划，几乎未涉及耕地数量变化与可持续

利用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为目前开展耕地数量变化

研究奠定了十分有益的基础，可称为基础研究阶段。 

1.2  研究萌芽阶段：土地与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研究

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 

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随着国土严重

超载、用地矛盾突出、利用效益低下、土地退化严

重等一系列土地问题的出现，土地及耕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成为研究的重心，为土地与耕地资源合理利

用研究阶段。该阶段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研究，

主要是以对全国或大区域土地资源特点、优势与潜

力的分析为基础，阐述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主

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途径与措施，

其中代表性的对全国的研究有“我国的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利用保护与农业生态建设”、“中国土地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经验与模式”和“我国土地利用的

问题与对策”等[2~5]，区域性的研究有“京津地区土地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内蒙古土地资源及其合理利

用”等[6, 7]。同时，期间还研究了耕地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问题[8]，而且已注意到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过程中耕地面积的减少问题[9,10],明确提出耕地数

量的减少已成为我国耕地的主要问题之一[11]，认为

耕地减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12]，并把耕地

数量的减少提高到了“危机”的高度[13]，虽然该方面

的研究较为有限，但自此耕地数量的减少问题开始

为大家所关注，尤其是在 80 年代末期，由国土资源

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首次组织实施了全国以县

为单位的土地详查工作，并使用了航、卫片等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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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准确率和可靠性，为耕地

资源数量变化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成为耕地数量

变化研究的重要发端。 

1.3  迅速发展阶段：土地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

究阶段（90年代） 

进入 90 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被广泛接受，随

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我国作为农

业大国十分关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其中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其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以前期

土地与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为基础，对土地及耕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研究中

既探讨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含义、标准、

评价原则与指标等基本理论问题[14~22]，又具体结合

全国和一些区域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实现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相应对策与措施[23~27]。同时，我国人口众

多、耕地资源稀缺，耕地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农业自

然资源，更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和社会稳定发展

的基础，其开发与利用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度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耕地资源如此重要

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7 年下

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

知”，通知中确立了我国必须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的战略目标，这一方针和目标的确立，既是根据我

国人均耕地资源相对紧缺、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严

重的国情提出来的，也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建设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提出来的，对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研究意义深远。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我

国耕地资源的形势和及其存在问题并阐述问题产生

的主要原因以及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机制、途径

与对策等[28~35,57]。 

在对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中，普遍认为

耕地减少是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障碍，也是

危及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得我

国耕地资源的动态变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耕地

数量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研究迅速发展起来。特别

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成果倍

出，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

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短短的数年内，着重研究了

我国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及其区域特征[36~41]，分析

了耕地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的相互关系
[42~44]，阐述了我国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机制[45~48, 

58~60]，并对耕地变化的趋势进行了预测[49, 50]，可被

看作是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迅速发展阶段。 

因此，虽然对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晚，但由于耕地数量变化问题在我国的特殊性，其

发展迅速，进展较快。 
 
2  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主要进展 

 

2.1  摸清了我国及部分省份耕地资源数量的动态

变化过程 

就全国而言，建国以来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经

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减少的过程，1958 年以前耕地面

积从 1952 年的 10798.53×104hm2增加到 1957 年的

11183×104hm2，1958 年后耕地面积虽然有过几次小

幅度的上升但总趋势为逐年下降，并经历了 1958～

1961 年、1965～1977 年、1981～1987 年和 1992 年

持续至今的数次耕地大幅度减少的时段 [36,41]。但各

省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过程却有不同，以广东省为

例，其耕地面积自 1956 年开始下降，并有 1956～

1960 年、1962～1964 年、1966～1968 年、1975～

1988 年、1990～1996 年５个较大幅度的减少阶段，

耕地数量下降速度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40]。 

2.2  分析了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区域特征与地域

类型 

研究中一般以 1985 年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为基

础，运用耕地面积总减少量、耕地面积净减少量、

耕地面积损失率和耕地面积变化率等指标，分析耕

地数量的区域变化[36, 38, 39]，并划分出耕地资源数量

变化的地域类型[36,40]。其中，在耕地数量的区域变

化方面[38,39]，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 我国耕地

北方增加、南方减少；东、中部地区耕地面积减少、

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增加；平原丘陵区耕地面积多为

减少、山地高原区耕地面积普遍增加；其中蒙古高

原区、东北平原区和滇西高原区等是耕地面积增加

最多的地区; 粤闽沿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和山东半

岛丘陵区是耕地面积减少比例最大的地区；各省耕

地数量变化差异很大，其中耕地面积变化率为

−11.5%～−2.5%的有辽、京、鲁、苏、闽、粤、鄂、

陕等，−2.5%～−0.7%的有冀、豫、晋、皖、湘、赣、

黔、川、渝，−0.7%～0.2%的有吉、内蒙古，0.2%～

3.9%的有黑、桂、滇、甘、宁、青、新、藏。在耕

地数量变化的地域类型划分研究方面，一般根据各

地耕地面积的变化率等指标，将其划分为耕地资源

流失严重区（类型）、耕地资源流失较快区（类型）、

耕地资源流失缓慢区（类型）和耕地资源无流失区

（类型）等及相应的二级类型（区）[36,40]。 

2.3  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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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数量变化的原因是耕地数量变化与可持续

利用研究的核心。大量研究表明，虽然形式上耕地

数量减少是国家基本建设占用耕地、乡镇企业发展

占用耕地、个人建房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

耕地、土地退化与灾害毁地等所造成的[36,48]，但耕

地数量的变化有其深刻的自然、经济与社会背景，

被认为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

果”[38]。耕地数量变化既有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

会系统压力、科技进步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原因[41~43, 

58, 59]，又与土地开发的比较经济利益、“房地产”等

社会行为和缺乏合理的土地管理与监测系统密切相

关[44, 45, 47, 60]。如对深圳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研究认

为人口增长、外资的投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其外

在驱动力，土地的交通条件、地形条件和土地利用

现状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因素[46]。 

2.4  预测了我国耕地未来的变化趋势 

我国耕地数量不断减少的逆向变化趋势，使我

国的人地矛盾更趋尖锐，耕地资源未来的近一步发

展引起了极大关注，不同部门和学者对此开展了研

究，代表性的有国家土地管理局王先进的“我国耕地

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51]、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委员会受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委托组织完

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52]、中

国农业科学院完成的“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

究”[53]、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

口、环境与发展”[54]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贾绍

凤等人的“我国耕地变化趋势与对策再探讨”[49]等，

预测结果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2020~2025年与 2050年的期末保有耕地面积将分别

是 12251×104~13467×104hm2、10939×104~11466.7× 

10４hm2。 

2.5  提出了遏止耕地数量减少与可持续利用的基

本对策 

为了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遏止我国耕

地资源数量的大幅度减少，针对耕地资源数量减少

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概括起来主要

有控制人口增长，协调人地关系；科学制定土地利

用规划和城镇规划，以土地供应制约和引导需求；

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耕地管制区；调整经济

利益，提高种植业比较效益；加强土地管理，实施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管理；积极进行土地开发和复垦；

节约用地，加强旧城改造和土地整理等。 

 
3 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其建议 
 
由于研究起步较晚、时间较短，加之受学科总

体发展水平的制约，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亦存在有

一定的问题。 

3.1  存在问题 

3.1.1  研究的区域类型不尽完备，缺乏小区域微观

研究    目前，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以宏观性的大、

中区域研究为主，主要集中于对全国和一些省（区）

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36~41, 43, 45, 49, 55, 56]，也有少量对

如地区（市）等中观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42, 44, 46, 

47, 50]，但是极少有对诸如县（市）等更小区域的耕

地数量变化的“微观”研究，使得耕地数量变化研究

在其研究区域的类型上不尽完备，缺少对微观、小

区域的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3.1.2  同一地域耕地数量变化的系统研究不够   

总体而言，近期对耕地数量变化已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研究已涉及到耕地数量变化的动态过程、

地域差异与类型、驱动机制、发展趋势与持续利用

对策等多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的研究往往散见于

不同研究者对不同地域的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特

别是对中、小区域目前还未见有对同一地域耕地数

量变化上述内容的系统、完整研究，如研究相对较

多的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

也主要是对其耕地数量变化的地域类型、驱动机制

的研究，近期缺少对同一地域耕地数量变化的全面、

系统研究。 

3.1.3  研究方法有不尽完善之处   耕地数量变化

研究方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耕地

数量变化的研究总体上以定性研究为主，研究中较

少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即使运用也是诸如相关分析

等较为简单的数学方法[43, 44, 46, 47]，定量研究程度和

研究精度有待提高；二是在耕地数量变化预测中，

所采用的预测方法问题较多，例如在中国农业科学

院主持完成的“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   

中[53]，是按照目前国家对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指标

来预测未来的耕地占用趋势的，但实际上每年的耕

地占用数都超过了国家控制指标，其预测结果就难

以令人信服；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走向二十一世纪

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54]，又基于人口城镇

化和劳动力非农化是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根据非

农劳动力的增长趋势预测耕地占用趋势，预测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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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城镇人口的增加会增加占用耕地，但却没有

考虑农村人口的减少又会减少耕地的占用，致使耕

地占用的预测结果明显偏大。 

3.1.4  研究观点不一，研究结论甚至相互矛盾  

研究中对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的看法及其发展趋势

的预测结果极不统一，一些研究结论甚至互相抵触。

例如，在对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的分析中，多数学

者提出城镇化或人口城镇化、劳动力非农化是近期

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36, 38, 45,5 4]，但也

有部分学者提出“人口城镇化并非造成耕地占用的

主要原因”[49]，反而认为“一定程度上，城市化为农

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终

将会提高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益。就珠江三角洲地区

近十几年的实际情况而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与大

量的耕地资源流失过程在时间上伴生。这种空间上

和时间上的拌生现象仅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

内在联系，但不宜将耕地面积减少的责任全部或大

部分归结于城市化的发展”[42]。又如在我国耕地变化

趋势的预测中，各家预测结果相差较大，对 2050 年

我 国 耕 地 面 积 的 预 测 相 差 944.7×104~4411.7 

×104hm2，相对误差（以大数为除数）达 8%~38.5%。 

3.2  建议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耕地数量变化研究

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此，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注

意。 

3.2.1  加强小区域微观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

国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地域体系    耕地数量的变

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其耕地数量变化的

特点、机制及演变趋势均有较大的差异。针对目前

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主要以大、中区域为主的状

况，应进一步加强对县（市）级等小区域的微观研

究，以丰富研究区域的类型，完善我国耕地数量变

化研究的地域体系，将耕地数量变化研究推向深入。 

3.2.2  加强同一地域耕地数量变化的系统研究，揭

示耕地数量变化的规律    耕地数量变化研究涉及

到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点、

驱动机制、演变趋势及可持续利用对策等，因此只

有对耕地数量的变化进行上述方面的系统研究，才

能很好地揭示其变化规律，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服务。 

3.2.3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依赖新技术和

方法提高定量研究的精度    对耕地数量变化研究

来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

法与手段。针对目前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应

努力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提高定量研究的精度和水

平。 

3.2.4  加强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的研究，为耕地数

量变化预测提供可靠的依据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

力的研究是全球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UCC）变

化研究的焦点之一，其研究不仅可丰富全球土地利

用／土地覆盖（LUCC）变化研究的内容和理论，

也将为耕地数量变化预测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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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erical inverse method is an indirect method to determine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characteristics, elaborates basic principles, reviews status of the research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of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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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s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but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has been grow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How to exploit the land resources in a reasonabl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ackling with the problem. Since 1949, a great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doing profound research on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The study on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recent research on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main progresses in the 

study on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and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ing in the study and possi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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