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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首先讨论了我国土地整理的内容及运作方式, 并对目前国际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 (LU CC) 的研究进

展、主要内容和趋势, 以及国内LU CC 研究的状况等做了全面的阐述, 在此基础上, 分别从国家、区域及景观 3 个尺

度层面重点讨论了LU CC 研究与我国土地整理活动的结合方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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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作为促进国土资源合理利用、实现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 以土地平整、田块合并、

村庄更新、沟渠道路整理、宜农荒地开发、土地复垦

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开发整理活动在我国全面展

开, 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土地的开发整理不可

避免要导致原有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及地表覆被状

况等发生巨大改变, 并从而对局地乃至区域、全球的

环境变化和地表生态过程造成影响。因此, 对于土地

整理的重点区域的确定、对不同类型区域土地整理

方向、目标的把握, 以及对土地整理效果的评价和跟

踪监测等均是保障我国土地整理活动合理、有效开

展的关键环节。而近年来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

关注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 (LU CC) 研究正可为此

提供研究支持。本文将首先讨论我国土地整理的内

容及运作方式, 并系统阐述目前国内外土地利用和

覆被变化 (LU CC) 的研究进展、主要内容和趋势, 在

此基础上, 分别从国家、区域及景观 3 个尺度层面重

点讨论LU CC 研究与我国土地整理活动的结合方

式与途径。

1　我国土地整理的内容及运作方式

1. 1　土地整理的概念与内容

尽管我国有关土地整理的工作很早就已开展,

如早期的国土开发与整治, 以及近年来的土地复垦、

旧城改造等, 但土地整理概念的正式提出还是以我

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为

标志, 并因此形成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土

地整理概念: 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按照土地利用计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采取一定的措施和

手段, 调整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关系, 改善土地利用

结构,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综合开发利用, 提高土地

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增加可利用土地数量, 确保

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良性循环[ 1 ]。

广义的土地整理分农用地整理、市地整理及土

地的开发和复垦 3 方面内容, 狭义的土地整理则仅

指农用地整理[ 2 ]。由于农用地整理和土地的开发复

垦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及工程量巨大, 成为我国目前

土地整理关注的主要方面。

农地整理是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并提高耕地质

量为中心, 通过对田、水、路、林、村及乡镇企业实行

综合整治开发,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居住环境及生态

环境。从现阶段土地利用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

农地整理大体可分为农田整理和村庄整理两方面内

容。农田整理主要包括农田利用结构的调整、农田的

整治和改造等; 村庄整理主要包括村庄改造、归并和

再利用, 使农村建设逐步集中、集约, 以减少对耕地

浪费性的占用。按整理的土地类型划分, 农地整理又

可以分为耕地整理、园地整理、林地整理、牧草地整

理和养殖水面整理等, 并包括大片农地整理区内零

星的农户、零星村镇和工矿用地、小型水利设施、田

间路以及零星的废弃地。

土地开发是对目前尚未利用, 但其自然条件适

宜或允许被开发为某种用途, 且有利用潜力和开发

价值的土地, 采取技术经济手段进行开发利用,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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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荒地、荒水和滩涂等。现阶段我国土地整理中

的土地开发主要是指耕地开发。

土地复垦是指包括农用地中的废弃土地和工

矿、交通、水利、城镇建设中因挖损、塌陷、压占形成

的闲散地、荒地的复垦利用。

1. 2　我国土地整理的运作方式

现阶段我国的土地整理工作主要以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形式展开。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指以土地为

对象, 通过工程、生物或综合措施, 把尚未利用或已

破坏的土地资源或利用不充分的土地资源变为可利

用的土地资源, 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是一

项达到扩大再生产, 形成新的固定资产和新的生产

能力的投资建设活动[ 3 ]。按资金来源不同, 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可分为: 国家投资的项目、外资项目、中外

合资项目、合作项目、自筹资金建设项目、联合项目

等, 并因此形成多种多样的土地整理项目经营模式,

主要有农户开发整理、政府适当补偿模式; 集体组织

开发整理模式; 土地入股、联合开发整理模式; 土地

开发整理公司集中开发整理模式; 国家组织大规模

开发整理与专业经营模式等。

土地整理项目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有明确

的整理区域范围; 二是有明确的整理目标和内容, 最

终能形成新增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 三是有明确的

整理施工计划和进度安排; 四是有具体的项目管理

机构和实施项目的责任者; 五是有确定的参与开发

整理者和受益者; 六是有明确的投资计划和资金保

障; 七是实行项目独立经济核算, 并有明确的指标。

2　LU CC 研究背景与进展

2. 1　LU CC——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前沿领域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各国科

学家越来越感到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尤其

是人类的生产与发展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引起的

土地覆被变化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主要原因。基于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 ( IGBP) 和全球环境变化人

文计划 (HD P) 两大组织的积极推动下, 土地利用和

覆被变化研究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

点领域[ 4 ]。两组织于 1995 年共同提出了“土地利用ö
土地覆被变化”(L and u 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 CC) 研究计划, 使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成为

目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 5 ]。目前,

该项目已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关注和响应,

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 ( IIA SA )、联合国环境署都先后启动了各自的

LU CC 研究项目, 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启动了

有关的区域性研究项目[ 6, 7 ]。

2. 2　LU CC 研究的核心内容

LU CC 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对全球土地利用

和土地覆被变化动态过程的认识, 并着重提高预测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能力。具体包含 4 个目

标: 一是调查和描述不同尺度下土地利用和覆被变

化的时空过程; 二是认识和把握不同时空尺度下土

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驱动力及驱动机制; 三是确定

各种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 四是认识

LU CC、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目前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归纳起来

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动态监测　认识和评

价过去及现在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过程, 为驱动机

制及资源环境效应的研究提供基础, 其重点内容是

多尺度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制图与空间数据库的

建设。

2)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驱动因子和驱动机

制　主要利用多种方法, 辨识不同尺度下土地利用

和覆被变化的人类影响 (驱动) 因子, 并尽可能地通

过定量化模型模拟, 揭示人类活动导致土地利用和

覆被变化的机制, 以及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未来

情景。

3)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资源环境效应　基

于不同尺度研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对全球环境变

化、地表自然- 生态过程的影响, 以及对人类活动的

反馈, 揭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互馈

关系。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根据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未来情景, 结合资源、环境效

应, 建立多尺度综合评估模型, 对土地利用和覆被变

化进行优化调控, 以服务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这正是LU CC 研究与土地整理相结合的目标基础。

2. 3　我国LU CC 研究进展

我国以往有关土地利用和覆被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调查、分类和区划等方面[ 8 ]。将土地利用和覆被变

化与全球变化相联系进行的综合研究, 则是近年来

随国际有关LU CC 研究的展开而展开[ 9 ] , 主要包括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数据库构建、土地利用和覆被

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及全球变化的影响、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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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覆被变化驱动力及驱动模型等方面工作。虽然研

究时间不长、单位不多, 但已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如中科院遥感所依托其遥感技术优势, 利用

NOAA öAV HRR 遥感数据, 并与地面数字化信息结

合, 对我国植被的综合分类以及土地资源调查与生

态环境质量进行了大量研究[ 10 ]。

总的来说, 我国从事LU CC 研究的历史较短,

与国际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体现在: 1)尚

未建立起系统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数据平台; 2)

研究又以典型区为主, 比较零散, 难成系统; 3) 没有

形成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综

合模型; 另外, 研究尚处于基础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阶

段, 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应用实践性研究需

要尽快得以加强。

2. 4　LU CC 研究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末, IGBP 开始讨论第二个十年

发展战略,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联

系成为主要议题[ 11 ]。LU CC 研究也逐步转向围绕那

些影响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食物安

全、生态安全、水资源短缺等展开研究, 为满足各种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目标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服务,

特别是各发展中国家, 对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结构

转型过程中的食物安全供给和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

建立给予了充分重视, 并积极通过综合评估制订相

关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土地利用调控措施予以应

对。如荷兰针对已有土地利用规划方法的缺陷, 以及

土地持续利用和食物安全性要求, 先后在非洲、南美

洲及东南亚开展了不同尺度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其技

术和政策评价的系统研究, 以帮助决策者调整土地

可持续利用结构、选择持续生产技术和制订政策等。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

3　LU CC 研究与土地整理的结合

3. 1　国家尺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 , 提

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改善生态环境是当前土地整理工作的 4 大基本

目标3 , 为此, 国家层面的土地整理需要重点关注土

地整理重点地区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土地整理效果

的宏观评价及土地整理的相关政策调控机制的研究

等方面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的开展离不开LU CC 研

究的支持。

1) 土地整理类型区及主要任务的确定　国土

资源部“十五”规划指出, 近期我国土地整理 (包括土

地复垦和开发) 要在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 分期、分

区、分片进行[ 12 ] , 这就要求基于对不同区域土地利

用类型、方式、结构及土地覆被状况的把握, 通过土

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的资源环境效应、土地利用与

土地资源各自然要素的匹配关系等的调查、评价及

对比分析, 结合不同区域社会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

确定不同阶段土地整理的重点地区, 以及各重点地

区土地整理的主要任务。如西南地区, 自然条件恶

劣, 同时土地垦殖率也相对较高, 其土地整理的主要

任务应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耕

地质量, 而不是增加耕地面积; 而西北地区, 土地利

用程度较低, 后备耕地资源也相对丰富, 可以在保证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前提下, 做为新增耕地的主要

基地。

2) 土地整理效果的宏观评价　通过生物及工

程途径调整土地利用方式、结构及土地覆被状况是

土地整理的主要内容, 其结果将不仅直接影响有效

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 更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深

远影响, 为从国家层面评价土地整理的效果, 需要建

立国家尺度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动态监测与评估

体系, 实时掌握土地整理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

耕地总体质量, 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以

及时调整土地整理的重点地区和内容, 为实现土地

资源的合理利用及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服务。

3) 土地整理的政策调控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

地整理, 不仅需要针对我国的国情建立适宜的土地

整理有效运行机制, 也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的社会经

济特点和土地资源状况建立相应的土地整理宏观调

控政策体系。这就要求对国家及区域尺度土地利用

和覆被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以

把握国家及不同区域土地利用政策、管理体制、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和

覆被变化的作用机制和需求, 并从而建立合理、有效

的土地整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同时, 还要基于对土

地整理效果的实时跟踪与评价, 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及管理方式。

3. 2　区域尺度

区域尺度的土地整理首先需要依据国家层面所

确定的区域土地整理方向, 确定区域土地整理的目

标和主要任务, 在此基础上分阶段选择落实土地整

理项目区, 对土地整理的资源、环境效应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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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索适合本地区土地整理的政策调控与管理模

式, 这几方面均需要相应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

究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1) 区域土地整理目标、重点的确定　在区域土

地整理方向的指导下, 区域尺度的土地整理首先需

要根据区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特点, 以及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 确定本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标, 然后需

要通过土地资源状况及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资

源、环境效应评价, 确定本区土地整理的工作重点。

如宜农后备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 其土地整理

的重点可放在新增耕地的开发上; 而土地垦殖率较

高、后备耕地资源又相对紧缺的地区, 则应将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作为土地整理的重

点。

2) 区域土地整理项目区的选择　区域土地整

理项目区的选择需要考虑区内各局部地区土地利用

状况、开发程度、与自然条件匹配关系, 当地社会经

济环境特点和发展需求, 以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

的现有问题等, 这些工作均需基于区域尺度的土地

利用和覆被及其变化时空信息, 以及对区域土地利

用和覆被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的辨识; 另外, 还需

通过各地区土地利用和覆被的全面评价和对比分

析, 确定不同时期区域土地整理的重点地区及其主

要任务。

3) 区域尺度土地整理效果评价　土地整理的

效果可分别体现在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两方面, 前

者指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方面; 后者是指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

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污染等。为全面把握区

域尺度土地整理的效果, 不仅需要区域尺度的土地

利用和覆被及其变化的时空信息支持, 还需要利用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资源、环境效应评价的研究方

法及成果对土地整理的效果进行评价, 为进一步开

展土地整理提供决策依据。

4) 区域土地整理的政策调控与管理　针对不

同区域的土地整理, 应结合本区域社会经济特点和

发展需求, 建立适合于本地区土地整理的有效运行

机制, 这需要基于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

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的辨识和驱动机制分析, 从而建

立合理、有效的土地整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同时,

还要基于对土地整理效果的实时跟踪与评价, 及时

调整相关的区域政策及管理方式。

3. 3　景观尺度

国家及区域尺度所确定的土地整理目标、任务

最终要通过具体的土地整理工程、并在具体的空间

地域实施, 这种尺度上的空间地域可用“景观”一词

代表。所谓景观是指生态系统之上, 区域之下的地方

(L oca l)尺度上, 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 具有空

间可量测性的异质性地理实体, 它兼具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和美学价值[ 13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究与

土地整理在景观水平上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1) 土地整理工程目标和任务的确定　景观尺

度各类土地利用和覆被动态信息, 以及通过历史数

据推演出来的历史LU CC 信息、相关的社会经济数

据和各土地要素信息 (土壤、植被、气候、地形等) , 都

是确定土地整理工程的目标和任务不可或缺的决策

信息支持。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项目区土地利用和覆

被变化驱动因子和机制分析, 可为辨识项目区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土地利用现有问题, 并进一步确定土

地整理任务提供依据。

2) 土地整理工程的规划设计　土地整理工程

的规划设计既是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土地整理

工程的关键环节, 也是保障土地整理合理性的基本

途径。为形成合理、可行的土地整理工程规划、设计

方案, 既需要多方面土地利用和覆被及其变化信息

的支持, 包括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水土资源约

束等, 更需要对过去及未来因土地整理工程的实施

所导致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资源、环境效应有充

分的认识。另外, 注重基础理论及方法研究, 土地利

用和覆被变化研究还可为土地整理工程提供规划理

念与方法支持。

3) 土地整理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整

理工程的实施必然导致自然土地覆被格局的改变,

并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植物和动物的种

群动态、土壤结构及营养元素的迁移、地表地下水文

环境, 以及区域大气化学性质及变化过程等产生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方面正是景观尺度土地利用

和覆被变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将土地利用和

覆被变化研究与土地整理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相结合, 对于完善土地整理的规划、设计, 保障土地

整理的合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结论与展望

土地整理是国家为实现国土资源保护和优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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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本目标, 对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进行宏观调

控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导致土地利用和覆被发生

巨大变化、对区域资源配置、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的关键驱动因子。因此, 为保障我国土地整理合理、

有效地开展, 必须以深入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研

究为支持和指导, 同时, 积极展开不同类型区域土地

整理实践模式的探索, 并逐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

规, 引导并保障我国的土地整理工作成为实现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土地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及其系统研究在我国

还是刚刚起步, 需要与包括LU CC 研究在内的诸多

相关研究领域密切结合, 探索并形成适合我国国情

的土地整理理论、方法及应用技术体系, 其中主要包

括如下几个方面: 土地整理的政策法规、土地整理的

实践模式、土地整理的项目管理、土地整理的规划设

计技术与规程、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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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and Land Con sol ida tion
G a o Xia ng jun , Luo M ing , Zha ng Huiyua n

(L and Consolid a tion & R ehabilita tion Cen ter, M in istry of L and R esou rces, B eij ing 100035, Ch ina)

Abstract: In th is paper, the concep t, con ten t and w o rk ing m ode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in Ch ina are

d iscu ssed first. A nd then, the p rogress, cen tra l study areas and tendency of land u se and cover change

(LU CC) in Ch ina as w ell as o ther coun tries are summ arized system at ica lly. Based upon tha t, the w ay of

connect ing the LU CC w ith land con so lida t ion of Ch ina is d iscu ssed on nat iona l, reg iona l, and loca l sca le,

respect ively. O ne m o st im po rtan t po in t of th is study is tha t the LU CC w ill be help fu l to m o st of the study

areas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such as the p lann ing and design ing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engineers,

environm en ta l im pact assessm en t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p ract ica l m odel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ru le and

po licy abou t land con so lida t ion, m anagem en t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Key words: land con so lida t ion; land u se and cover change; op t im al a lloca t ion of land resou 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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