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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选择。文章介绍了河北省农用地的利用现

状，提出了农用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如耕地面积有限、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

快、占用耕地现象严重，缺乏集约与节约用地的意识等。文章最后提出了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农

用地开展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加快农用地流转进程等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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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农用地利用现状 

河北省土地总面积18843386.08hm2，2008年农用地面积达13082485.97h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9.43%。2008年全省农用地结构中，耕地所占比重最大，总量达到6317297.35hm2，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48.29%；其次为林地，面积为4422143.23 hm2，占农用地总面积的33.80%；园地面积为704696.66公

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5.39%。 

耕地以水浇地为主，占耕地面积的54.39%，主要分布在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邢台市；旱地

占耕地面积的41.96%，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市、沧州市、承德市、唐山市。林地以有林地为主，占林地面

积的46.79%，主要分布在承德市、张家口市。园地以果园为主，主要分布在沧州市、张家口市、承德

市。 

表1    河北省各市农用地面及耕地面积   

                                                        单位：公顷 

数据来源：2008年河北省土地调查统计年鉴 

2008年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主要是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及灾毁等原因。其中，建设

占用是主要因素，农业结构调整为次要因素。2008年新增建设用地共占用耕地7527.17 hm2，农业结构

调整使耕地减少4370.65 hm2，生态退耕减少耕地1645.42 hm2。
 

农用地利用效益的提高是节约集约利用的关键，是度量土地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客观依据。

农用地利用效益可用地均一产产值来衡量。2008年，河北省农用地地均一产业产值1.56万/ hm2，在全

国处于较低水平。 

二、河北省农用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合理的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有利于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和区位效益，以达到土地利用的综合效
 

城市 农用地面积 耕地面积 城市 农用地面积 耕地面积 

河北省 13082485.97 6317297.35 保定市 1154998.67 791086.68 

石家庄市 894617.67 581416.85 张家口市 2630667.38 863575.51 

唐山市 889539.08 549748.36 承德市 3034953.39 335896.99 

秦皇岛市 526216.01 182036.53 沧州市 1001514.66 759569.77 

邯郸市 887987.13 660093.18 廊坊市 480743.56 375327.01 

邢台市 884567.95 647142.11 衡水市 480743.56 571404.37 



 

益最优化。河北省农用地在利用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耕地面积有限，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狭小 

根据最近几年的河北省统计年鉴显示，河北省总人口由2000年6744万人增至2008年6989万人，总人

口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而相对应的耕地数量面积却呈现下降趋势，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呈直线下降状

态。同时，由于土地经营权的平均分配制度和生产要素交易市场的缺乏，造成了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且

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农民家庭的不断分化，现有农户

耕地面积还在细分；第二，土地承包到户时，不同质量等级的土地分别进行平均承包，使本来就少的承

包地被分割成零碎的小块。耕地的零碎，给农户经营带来不便。   

2.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占用耕地现象严重 

在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人口增长等因素的拉动下河北省近年来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外延扩

张明显，占用了大量耕地。2008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7527.17公顷，占建设用地增长总量的

54.01%。尤其是长期投入积累较多、交通方便的高质量耕地被占用，从而影响了耕地的总体生产水平。 

3.补充耕地质量不平衡 

河北省执行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但补充的耕地未严格按被占耕地质量等级折算补充，部分新开垦

耕地质量次于被占耕地，未能保障耕地质量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建设的基础平台还未做到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4.缺乏集约与节约用地的意识 

小农经济下的小农意识具有封闭性，注重短期经济利益，产生掠夺式的生产经营方式。此外，集约

用地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集约节约的用地意识尚未完全树立，很多农户与农民仍旧保持着传统的耕

作思想与方式，对耕地的使用还比较粗放，没有树立科学的种田思想与方法，浪费耕地资源现象仍然存

在。 

5.农用地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城市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多数以占用农用和生态用地为代价，结果是造成原有农用资源减少，河

流、湖泊、湿地面积不断减少，沙尘天气时有发生，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过高，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带

来了许多不良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的施用，也对生态环境在成了严重破坏。 

三、河北省农用节约集约利用对策 

1.做好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科学编制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各部门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并做好监督，违规行为要严格查处。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护耕地，协调土地利

用、国民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作用；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纲领作用，协调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与生态退耕规划、江河流域治理规划与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等相关规划之间的关系【1】。
 

2.对农用地开展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建立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估体系，对农用地开展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促进土地集体节约利用。从

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果、生态环境质量、自然质量等五方面选取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评价目前

河北省农用地利用状况。通过对土地投入、产出与利用强度、生态环境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的目的。 

3.建立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监督考核机制 

制定农用地集约利用考核办法。实行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分级考核，考核结果由国土资源

部门定期公布，作为下达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依据。同时，将其考核结果列入政府的业绩考核中，确保

政府在农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管理上能有所作为。 

4.加快农用地流转进程  

农用地流转，有利于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生产经

营组织化程度低，现代化生产装备和技术投入少，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弱。通过农用地流转，有利于

扩大流入方的农地经营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用地流转，有利于优化农地资源配

置，促进土地合理利用，有利于防止承包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减少土地资源闲置和浪费；有利于科

学配置和合理利用农地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 

5.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 

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依靠科技对中低产田进

行改造，通过采取改水、改土和综合农艺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提高耕地质量、抗灾能力和集约利用水

平，加大各要素投入，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同时尽快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通过科研机构与地方

政府的合作，建立联合互动机制。 

6.开展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宣传教育 

深入开展土地基本国情和国策教育，加强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农用地节约集约

利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粮食安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公众监督意

识，促进农用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有关加强农用地管理，提高农用地集

约节约利用的各项措施，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鼓励和支持，引导农民及农业经营企业提高农用地利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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