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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中国耕地流失的现状和原因，认为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原因是开发区和房地产乱占滥用耕地

严重，农卡寸中挪用和浪费耕地严重，采矿中挖损、破坏和压占大量土地，以及土地闲置，自然灾害也造成大量耕

地减少。建议进一步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切实保护耕地，尽快制定《土地法》；规范政府行为，确

保耕地面积稳定，严格审批制度，加强对±地的管理；实施±地复垦和用森林来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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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tus and causes of reduction of far’m lands in China are analyzed．The casues aie

the abuse of fal m lands fr om development zones and development of teal estates，misuse and

waste of farm 1ands in the rLlial ar·eas，mining．The unused land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lso cause a

great deal reduction of fal"m iands．To controI the reduction 0f fatm lands needs to set up a

thought of agIicuhur e as a base of nationat economy in the society，woI k out the land act，

regularize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snicts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 and approve of

land。implement ie—faI’ruing of far’m lands and development of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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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农车寸实行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得到了

很大发展，总的形势较好。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业上如何保护耕地逐

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中国耕地日趋减少，人

口日益增长，人地矛盾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为

此，本文在分析中国耕地流失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国今后稳定耕

地面积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1中国耕地流失的现状

中国拥有’9．6×108 hm2的广。阔国土，届世界．第

三位，但适于农耕的土地很少，且有逐年下降趋势。

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曾达到1．17×108 hm2，倡到

1986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0．40×108 hm2，平均每

年减少52．67×104 hm2L1|。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

布实施后，情况有所好转，耕地减少数量明显下降，

锐减的趋势得到～定程度的控制。但自1991年以

来，耕地面积特别是粮食耕地面积又以较大幅度开

始减少。1991年粮食耕地面积减少了113．33X 104

hm2，1992年减少了160．00×104 hm2，1993年减少

5．．20×104hm2，1994年减少93．33X104hm2L1|。4年

间粮食耕地共减少400．00×104 hm2，使中国粮食播

种面积只有1．09×108 hm2，跌到了《90年代中国农

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1．10×

108 hm2的警界线[1]。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

84．2×104 hm2，2002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168．58

×104 hm2，2003年全国净减少耕地253．74×104

hm2，人均耕地已由2002年的0．．098 hm2降为

0．095 hm2L2|。仅为世界人均0．25 hm2的三分之一

稍强。在1568个县级行政区中，有666个县人均耕

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3 hm2警戒

线[2]。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以上的国家

中，中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并列第二，人均耕地面积

则为倒数第三，仅高于日本和孟加拉国，届第24

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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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耕地流失的原因

2．I开发区和房地产乱占滥用耕地严重

目前我国开发区．和房地产征用土地中存在以下

主要问题：(1)审批手续不够严格，存在“一窝蜂”开

发现象。不仅省(市、自治区)市、县办开发区，有些乡

镇也在办，开发区。全国乡以上兴办的各种开发区．达

8000多个，仅1992年兴办的开发区就占用耕地

146．67多万公顷o]。(2)缺乏通盘考虑和整体规划，

计划性较差。有的申报计划未经科学论证和严格审

批，手续不完备。少数地方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具

备，纷纷争建开发区，甚至限指标、限日寸间、抢任务，

不仅导致形式主义和浮夸风重新抬头，而且往往造

成因无投资者征而不用，或由于建设周期长，多征少

用，任其荒芜，从而造成土地闲置、浪费。(3)互．相攀

比，竟相压价，使外商从中得利，个别人钻了空子，转

手倒卖地皮，牟取暴利。(4)房地产过热，豪华住宅盖

建太多，超过市场需求。南方某市耕地总面积5．．33

×104 hm2，其中0．33×104 hm2搞房地产开发，3．67

×i04 hm2搞乡镇企业、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只剩

1．33×104 hm2种稻谷。1990年林地被占9．4×104

hm2，60．6％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目前，仅建设

占地就有约44×104 hm2，林地变为非林地，相当予

耕地被占用面积的2倍[3]。

2．2农村中挪用和浪费耕地严重．

就农村自身来说，也有多占和浪费土地问题，其

中住宅基地的无偿使用与占有就是一例。有某村，35

户农民废弃老宅地，到村外占用大量耕地建新房，老

宅地近5000 m2士：地成了‘废墟，既无人住，也不退地

还耕。此类事情，为数不少。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倾向，

就是一些地方盲目凋整农业结构，乱占耕地种果树、

挖鱼塘等，破坏了基本农田，导致局部地区粮田急剧

减少。这种现象如蔓延下去，其后果不亚于开发区占

用农田。此外，土地撂荒使耕地减少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据统计，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民至少有5000万人。

每外出100人，荒芜土地少则0．II hm2，多则0．32

hm2。若按人均撂荒0．02 hm2计算，全国每年外出

5000万农民就荒芜±地100×104 hm2，少产粮食5

×108kg以上。

2．3采矿中挖损、破坏和压占大量耕地

《矿产资源法》列乡镇、村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

采矿的主要义务、法律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然而由

于管理不力，部分乡镇企业在矿山开发过程中不进

行综合勘探评价，并且缺乏必要的综合开采、回收和

保护措施，矿碴、废水随意乱堆、乱排，造成矿产资源

浪费和破坏，并恶化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中国因工

矿企业和乡镇企业挖损、塌陷、破坏和压占的土地累

计‘已达200×104 hm2，同时每年仍以2．00×104～

2．67×104 hm2的速度在递增[2]。

2．4土地闲置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国家建设盲目上马等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浪费是非常惊人的。国家建设闲置土

地的总面积、废耕地、可耕地分别占全国闲置土地的

79．13％、69．04％、79．92％HJ。

开发区和经营性房地产的闲置土地利用是重中

之重，废耕地、可耕地所占比例惊人，其中：开发区闲

置土地40699 hm2，占全国闲置土地的34．49％，占

全国建设闲置土地的44．16％。经营性房地产闲置

土地21206 hm2，占全国闲置．土地的18．21％，占全

国建设：闲置土地的23％。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了全国

绝大部分的闲置土地，其宗数、总面积、废耕地、可耕

地分别占全国闲置土地的60％、80％、45％、

77％Ⅲ。

2．．5 自然灾害造成耕地减少

中国的土地荒漠化十分严重，共有荒漠化土地

367×104 km2，占国土面积的38．2％，其中风蚀区沙

漠及沙漠化土地188×i04 km2，占国土面积的

19．6％；水蚀区水土流失面积179×104 km2，占国土

面积的18．6％[5]。20世纪50～70年代沙漠化土地

平均每年以1560km2的速度扩大，但20世纪80年

代以来，沙漠化土地平均每年以2100 km2速度扩

大[6]。沙漠化与风沙化土地面积扩大，使中国平均每

年损失可利用土地面积13．3余万公顷[6]。目前约有

393．33Xi04 hm2农田，493．33多万公顷革地，受到

沙漠化的威胁[6]。受沙漠化严重影响的农田产量普

遍下降75％～80％，大部分草场产革量下降30％～

40％‘引。

由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种植效益低下，导致一

些地方急功近利，忽视长远的社会发展和生态效益，

不重视农业的投入，致使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下降。恶性循环后，自然灾害造成更多的耕地流失。

3遏制耕地锐减的对策与建议

整治国土，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保障农牧

业稳产高产，是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

大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耕地锐减势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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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进⋯步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切实

保护耕地，尽快制定《土地法》

从大的方面讲，我们要确保耕地不减少，就农业

内部结构讲还要确保粮食生产用地不减少。保护农

业，首先要保护耕地，保护粮田。今后要做到不占、少

占优质农田，严格控制大城市扩展，控制城镇建设规

模，要在改造旧城上下功夫，尽量提高城市内部土地

的利用率，使全国基本农田即95％的耕地切实得到

有效保护。据国家土地局介绍，目前，中国基本农田

仅有50％约0．63×108 hm2得到了保护，只有上海、

江苏、浙江、吉林、河北、山西、广东、湖北等8省市完

成了基本农田的划定和规划工作。从全国来看，有些

地方进展缓慢，还有些地方边划保护区，边又被开发

占有的现象，这些问题亟需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

门的重：视。

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土地管理法》，通过10

多年的实践，已经具备制定《土地法》的～定基础，为

有效遏止耕地资源的流失，国家要加快《土地法》的

立法进度，《土地法》属于基本法性质，建议人大常委

会把这个法提到立法规划的第一位。

3．2规范政府行为，确保耕地面积稳定，严格审批

制度，加强对土地的管理

土地管理是政府行为，各级政府有管好、用好士

地资源，确保耕地面积的责任。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

寸土地，需要领导部门、主管部门从自身做起，能够

不折不扣地严格依法办事，正已，然后才能正人。政

府部门根据《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度非

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指标，是指令性的指标，各级政府

必须确保落实，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保护耕地应该像

控制人口增长那样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内

容之一，并在这方面做认真执法的模范，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坚决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有关开发区

的士地政策法规。设置开发区要有统～规划，划定开

发区须报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把节约用地

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抓紧抓好。做到开发一块，征用

一块。对那些已征，迟迟未利用而丢荒的土地则应退

耕还农。

3．3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保护土地资源的意

识

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的时候，应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使广犬3于部群

众都知道，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关系到国泰民安的大

事，对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使广大干部群众进

一步得到理解、重视和认同，唤起他们的忧患感、紧

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为此，各地应结合国情、省情和

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向广大干部和群

众宣传《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矿

产资源法》等法规，使他们了解有关规定，在发展乡

镇企业的过程中自觉地、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好土地

资源和生态环境。达到治理的目的。

3．4实施土地复垦

对废弃的土地经过复垦，可作为农地、牧地、林

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等，这是中国重要的后备土地资

源，同日寸经过复垦，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和风蚀，可以

绿化环境、改善生态，从而缓和人地矛盾，并可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例如，把

200×104 hm2土地复垦利用，以50％恢复为耕地，

即为100×104 hm2，按每公顷产粮4500 kg计，每年

增加粮食45×108 kg，可解决2250万城镇人口口

粮。30％复垦为林果、牧业、水产养殖用地，即为60

×104 hm2，20％复垦为建设用地，即为40×104

hm2，可满足中国2～3a非农业建设用地，等于节约

耕地40×i04 hm2。可见，实施土地复垦的效益是巨

大的，中国土地复垦蕴藏着巨大的效益潜力。故土地

复垦“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效益无穷。

3．5用森林保护耕地

中国现有森林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246×108

t，相当于为490多万公顷土地保住0．5m厚的活土

层，每年减少江河泥淤量76．8×108 t，减少泥沙人

海量118．4×108 t，减少土壤有机质损失量3．84×

108 t和氮、磷、钾损失5760多万吨L7J。1995年到

2000年中国沙区通过造林开发新开农田40．00×

104 hm2，营造防护林改造低产田266．67×104 hm2，

这阿项可增产粮食40多亿公斤；在平原农区．建设林

网，新造林51．33×104 hm2，新增农田保护面积

0．10×108 hm2，按每亩增产12．5kg粮食计算，可增

产粮食20×108 kg；进行山区．林业开发，可新增农田

面积80．00×108 hm2，按2250kg／hm2计算，可增产

粮食18×108 kg；发展木本粮食333．33×104 hm2，

可替代粮食16×108 kg。以上几项可增加粮食近120

×108 kg。用森林保护耕地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生

态效益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结束语

中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矛盾已成

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

素。因此，党和国家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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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混剂中的有效成分按莠灭净：2甲4氯异辛酯=

1．5：6．0进行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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