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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农用地分等主要过程的归纳, 及对现状资料、样点资料、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分等因素指标区划分与指标体系的确
定 ,成果意见征询等在分等3 个阶段中所涉及到的影响农用地分等结果的因素深入分析 , 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以使农用地分等结果更
加科学、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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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ar mland Grading
YANG Hua- ming et al  ( The Faculty of Resources , Chi 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Inthis paper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gradi ng was generalized through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ocument , sample material , production poten-
tiality index of cli mate . The gradingi ndex was divided ; the index systemwas made as well and the comments about the i ndex systemwere inquired . Fur-
thermore , a statistic of the different gradi ng areas was obtained . And also th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farmland gr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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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地分等是根据农用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 , 对农

用地的质量优劣进行综合定量评定, 并划分土地利用等别。

农用地分等是土地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其成果既是农用

地定级估价的基础, 也是农用地征用、耕地补充开发、质量评

价的重要技术依据。目前农用地分等工作正在全面开展, 考

虑农用地分等过程复杂、技术要求高以及各地农用地自然状

况差异较大, 笔者将对农用地分等工作中的相关环节和几个

重要因素进行阐述 , 以分析这些因素对分等结果的影响并提

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  影响分等结果的几个因素

农用地分等过程复杂, 笔者将主要过程概括为3 个阶

段: 资料收集与分析整理阶段, 综合计算阶段 , 成果意见征询

阶段。

1 .1 资料收集与分析整理阶段

1 .1 .1 现状资料因素。

( 1) 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农用地分等

及定级估价的工作底图, 是农用地分等工作最重要的基础图

件之一, 对于分等工作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全国各地每年都

在进行土地利用数据变更, 但是很多地区由于资金、技术等

问题在进行土地利用数据变更的同时没有及时对土地利用

现状图进行更新, 从而直接影响土地管理工作的高效运行 ,

特别是在开展农用地分等、土地利用规划时显得尤为突出。

未做更新的现状图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地区的土地

利用现状, 图中很多地块土地的利用类型已与现状不同, 因

而出现不少问题: 第一, 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土地利用结构、分

布及数量。第二, 增加分等工作量。野外地类实地校核工作

量加大, 影响工作进度, 同样也增加投入成本。第三, 影响分

等单元划分。由于部分土地利用类型在图上反映的与现实

存在不符, 地类界线、现状地物也与现实有较大出入 , 在进行

分等单元划分时必然会使得分等单元数目与现实情况不一

致。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 部分耕地已经转为建设

用地。因此划分的分等单元数必然比现实要多, 而且存在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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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划为耕地分等单元的现象。这不仅增加了分等工作量 ,

而且会使分等成果面积统计时出现较大误差, 严重影响分等

成果的客观现时性。第四, 原有的现状图精度不够高, 图幅

数量较多 , 制作水平与目前技术水平相比相对粗糙。在进行

数字化底图后部分图幅边界存在重叠, 导致图幅边界处地块

拆分较为严重, 使分等单元过多且零碎。第五 , 土地权属、界

线调整较多。现实土地利用与过去未经更新的土地利用现

状图相比 , 土地权属、界线都有较大调整。在过去的10 多年

中土地权属、界线也已经有很大调整。原有的乡镇、农林场

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 很多乡镇、农林场都进行过乡镇撤

销合并、行政区域重划。其中涉及的乡镇、农林场名称都有

调整, 而且行政村名与自然村名没有很严格地区分开。这使

得在分等工作中必须增加调整乡镇、农林场、行政村界线, 更

正乡镇、农林场、行政村名的工作。如果不及时、准确地进行

调整, 将会使分等成果统计出现很大偏差。

( 2) 土壤图及土壤志。在农用地分等工作中, 土壤图和

土壤志是必需而且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其中土壤图主要

记录该地区土种的分布状况; 土壤志与土壤图对应, 记载该

地区土壤状况及所有土种属性, 描述每个土种在该地区大致

分布情况。在农用地分等工作中, 反映耕地自然质量状况的

10 个评价因素中有6 个( 有机质含量、pH 值、有效土层厚度、

土壤表层质地、土壤剖面构型、地下水位) 是通过土种属性获

得的。此次分等工作主要以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为基础, 第

二次土壤普查已过去20 余年, 此后从未进行更新, 土壤属性

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了变化, 部分因素变化甚至较大, 而且

土壤图基本为手工绘制, 误差较大。这就在实际应用中出现

以下问题 : 第一, 土壤图精度不够 , 界线粗糙。虽然经过电脑

校正使边界大致保持一致, 但是图中土种编号分布比较稀

疏, 因此在对工作底图赋土种时较为概括, 不够精确。第二 ,

土壤志中描述的土种属性与规程要求存在不符。如在《农用

地分等规程》( 以下均简写为《规程》) 中所规定的土壤剖面构

型有3 大类12 种: 通体壤、通体砂、通体粘、通体砾、砂/ 粘/

砂、粘/ 砂/ 粘、壤/ 粘/ 壤、壤/ 砂/ 壤、砂/ 粘/ 粘、粘/ 砂/ 砂、壤/

粘/ 粘、壤/ 砂/ 砂。每种剖面构型的判读都有规定, 但是在实

际中有土壤志记载着这样的土种: 如赤红泥地与赤红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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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剖面构型分别为粘/ 壤/ 壤与砂/ 壤/ 壤 , 这显然无法与《规

程》相对应, 这就给分等工作者带来困难。第三, 土壤志中所

反映的土壤属性与实地存在不符。这里主要由2 个原因引

起: 一是当时土壤普查时样点数少, 单个样点的覆盖面过大

而使地形复杂山区的某些土种被遗漏而没有记录在案 ; 二是

时间较久, 由于长期耕作、水土流失、周围工业企业污染等原

因使现实土壤属性发生变化。

1 .1 .2 样点资料因素。在农用地分等工作中需要到实地进

行样点资料调查收集, 主要收集标准样地的投入、产出量。

通过样点数据来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土地经济系数。样点数

据的准确性、客观性将影响到农用地等别的成果的科学、合

理性。在样点数据的调查收集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 第一, 工

作底图过旧 , 部分地块分辨不清, 难以找出样点所在地块进

行标样。第二, 部分样点数据填写存在虚报性。某些村民代

表对分等工作理解不够, 心有疑虑, 在填写样点投入、产出数

据时故意少填或多填投入产出量, 有些则随意填写, 部分样

点数据缺乏可靠性与真实性。第三 , 样点资料中存在异常

点。这些异常点的存在影响土地利用系数、土地经济系数的

准确性。

1 .2  综合计算阶段 这个阶段是农用地分等工作的主要阶

段, 是分等成果获得的计算过程阶段。主要包括确定光温

(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 土地利用系数、土地经济系数计算及

等值区划分 , 分等因素指标区划分与指标体系的确定, 土地

自然质量等指数、土地利用等指数、土地经济等指数的计算 ,

初步等别的划分及统计。

1 .2 .1 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作物的光温( 气候) 生产

潜力是假设在土壤没有任何限制因子、管理水平最佳、作物

要求的土壤立地条件和养分水平能够充分满足作物生长要

求情况下 , 作物所能达到的理论产量1] , 是农用地分等的重要

基础参数。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的正确与否, 关系农用

地分等成果的可比性。虽然《规程》指出该参数由国家组织

专家统一计算, 但各地仍需理解该参数的计算和流程, 正确

把握作物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的含义, 以保证提供资料的准

确性和该参数在全省分布的合理性。一般来说 , 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具有区域性, 即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具有同一个

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显然这在实际操作中比较方便 ,

但是同样存在着问题: 统一的行政区域并不代表统一的自然

区域, 很多地区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光温气候等自然状况存在

很大的差异。比如某县域内有一座大山使得区域内地形起

伏很大, 那么大山南北坡的光温( 气候) 条件是明显存在差异

的, 因此选择同一个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是不合理的。

1 .2 .2 分等因素指标区划分与指标体系的确定。采用因素

法计算农用地自然质量分, 涉及分等因素指标区和分等指标

体系的确定。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 综合地貌条件和耕作制

度等因素, 在国家标准耕作制度二级区划分的基础上, 全省

划分为粤北山地丘陵区、粤中南丘陵山地区、珠江三角洲及

潮汕平原区、粤东沿海丘陵台地区、雷州半岛丘陵台地区和

粤西南丘陵山地区6 个分等因素指标区。在对具体县( 市)

进行农用地分等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指标区, 否则会使分等结

果缺乏可比性。

在国土资源部正式颁布的《规程》中, 按地形把耕地分山

地丘陵坡耕地和平原耕地, 对同一个指标区给出2 套分等评

价因素及权重。采用不同的评价因素不但会影响分等结果

的可比性, 还会因为忽略一些因素而导致某些土种的分等结

果出现异常。

1 .3  成果意见征询阶段  在农用地分等初步成果出来后 ,

为了使分等成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需要到当地国土及

相关部门征询地方专家的意见。地方专家会根据当地的实

际情况对分等结果提出建议, 分等工作者在专家返回意见的

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以达到分等结果与实际相符。但是在

实际的工作中存在着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要求

调整部分地区的地块等别, 这就使得分等结果在最后阶段因

调整而偏离客观实际 , 从而不利于分等成果的正确反映与上

报汇总。

2  措施及建议

农用地分等项目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一项计划、

五项工程”中所确定的《国土资源调查监测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立国家级农用地等别评定标准体系, 完成全国重点

县级行政区农用地分等工作, 可以为国家依法、科学、合理、

统一管理农用土地,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提供科学、

完整的农用地等级标准。因此, 农用地分等成果必须具有科

学性、客观性及现实性。根据以上因素分析 , 对农用地分等

提出以下措施及建议。

2 .1 及时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  

各地区在每年进行土地利用数据变更的同时必须同时进行

土地利用现状图的更新, 并且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目前全

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始了土地利用数据库建立工作 , 数据库一

旦建立 , 就可以方便地进行土地利用数据变更以及土地利用

现状图的更新, 为农用地分等、土地利用规划等开展提供最

新、可靠的数据。在目前没有能力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地

区开展农用地分等时建议利用最新遥感影像对现状底图进

行修正并且结合外业实地调绘、核对。

2 .2 建议开展土壤普查更新 《规程》对分等定级中土壤因

子取值的数据源规定可以使用1978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的数据。但是长期受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 现在的土

壤性质较20 年前有了较大改变, 这种改变对当前的农用地

分等结果必然产生影响, 虽然这种影响只是表现在局部地区

或者是部分土壤属性上。有关研究建议不能对所有因素都

采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数据进行分等, 如对有机质含量、水

田耕层厚度应采用现状调查的数据进行分等[ 2] 。很明显, 目

前的土壤数据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用地分等的需要。开展

新一轮的土壤普查已经非常必要。

2 .3 提高样点数据质量  样点选择要有典型性, 即选择的

样点必须是在正常投入水平和正常管理水平下有差异的样

点, 而不是随意选择。根据生产要素理论,《规程》中由光温

水土决定的农用地自然质量等指数只表示土地的可能生产

力或称土地生产潜力 , 并不意味着土地的实际生产力( 产出

量) 。土地的实际产量还受生产资料投入水平 , 包括肥料投

入、病虫害防治、机械化水平, 以及农民的田间管理水平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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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科学施肥用药, 推广综合防治  由于不合理的施肥方

法, 化肥、农药施用过后, 大部分残留物进入土壤中, 又随雨

水或灌溉水进入水体中, 造成化肥、农药的大量流失。随着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今后要逐步推广土壤诊断和植物

营养诊断技术, 发展平衡施肥和配方施肥技术 , 改善用肥结

构, 推广使用复合肥, 以改变目前氮、磷、钾比例失调的局面。

通过化学、生物和物理措施, 综合防治作物病虫害, 以减少农

药的使用量, 同时积极开发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 防止农药对农、畜产品的污染。

3 .4 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发展生态农

业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

要举措, 通过推广猪- 沼 - 菜、猪- 沼 - 果、猪- 沼 - 粮等生

态农业技术模式, 组织各地开展生物链生态农业建设, 并将

沼气池建设与乡村厕所、猪圈、厨房、院落的改造结合起来 ,

使农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解决的脏、乱、差等生活环境状况

得到改善, 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 通过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 将秸秆制成草帘、饲料或作

沼气原料之用, 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危害 ; 积极建立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发展绿色食品, 利用实力雄厚、辐射带

动强的龙头企业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3 .5 制定排污标准, 减少乡镇企业排放污染  针对乡镇企

业是目前苏北农村最大污染源的状况, 建立乡镇企业工业环

境管理体系, 加强规划, 合理布局, 结合小城镇建设及乡镇工

业园区规划, 将乡镇企业相对集中, 便于污染的集中控制; 同

时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 , 促进乡镇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 推

进清洁生产工艺流程 , 改革能源结构 , 多用无污染能源( 如太

阳能、风能、水能) 和低污染能源( 如天然气) , 对燃料进行预

处理( 如煤炭燃烧前先脱硫) 等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 使用除尘

消烟技术、冷凝技术、液体吸收技术、回收技术等消除废气中

的部分污染物; 要求新项目上马时必须进行农业环境影响评

估, 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向乡镇企业发放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 促进乡镇企业在排污项目上投资 , 以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 保护农业生产环境。

农业环境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 农业环境保护直

接关系到动植物的安全、人类的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及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因

此保护好农业环境, 不仅对农业、农村、农民至关重要, 而且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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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限制。用于投入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

不同行业差别很大。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 受比较利益

驱动 , 劳动力和生产要素都向非农产业转移 , 农户不愿在农

用地上投入, 造成土地的生产潜力得不到真正发挥, 作物实

际产量低于其能够达到的产量水平 , 从而导致该地区收集

得到的土地投入、产出数据偏低。这时, 通过实地调查得到

的数据不能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下所能发掘农用地生产

潜力的能力[ 3] 。因此 , 实际操作过程中, 调查点的选择一定

要注意选择正常投入和管理的地块 , 以获取代表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能够达到的作物产量。

2 .4  因地制宜地选择各指标及参数  在光温( 气候) 生产

潜力指数选择上 , 应根据分等区内实际自然状况选择相应

指数 , 对于气候、地形变化较大的山区县( 市) , 采用2 个以

上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 , 或可根据所处的海拔和纬度

进行插值计算 , 或采用邻近相似县海拔相近区域的相应值。

在分等因素指标区选择时应根据所在省份实际状况选

择相应的指标区、评价因素及其权重 , 并且在同一指标区内

使用同一套评价因素。广东省的做法是 : 根据试点经验和

实际情况, 在反复征求国家及省内专家意见和进行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 分不同地貌类型区 ,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斐

法确定采用剖面构型、表层质地、有机质含量、pH 值、灌溉

保证率、土壤排水、地下水位、田面坡度、耕作层厚度、有效

土层厚度10 个评价因子作为广东省农用地的分等因素, 所

有的指标区采用同样的分等因素 , 不再区分平原耕地和坡

耕地 , 只是不同的指标区根据分等因素影响的程度, 其权重

有所不同[ 4] 。

2 .5  做好农用地分等的宣传工作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及

分等工作领导组在开展工作前应事先对农用地分等工作的

重要性在基层干部及广大农村中宣传以取得广泛的理解与

支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要广泛征求当地农民群众的意

见, 农民对所种田块有最直接的了解。同时 , 地方有关部门

要与分等技术组做好协调与合作, 在保证地方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基础上, 科学、客观地做好分等工作。

3  结论

影响农用地分等结果的因素是综合性的 , 贯穿于整个

分等过程之中。为使分等结果科学、客观、现实, 除了有一

套科学的分等方法外还要在客观资料上达到分等要求, 并

且有一套相应的制度保证。目前农用地分等还存在很多问

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并且总结经验使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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