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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经济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 , 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当前江苏城市化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 , 但也面临着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需求区域差异明显、农用地内部流转难度大、土地市场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等一系列问
题 , 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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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江苏社会经济发展的六大战略之一, 其发展质

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3 600 万城市居民的福祉, 更是一个决

定江苏3 900 万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从现实看, 江苏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制度、资源等多因素制约, 笔者试图

对提升江苏城市化水平面临的土地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 。

1  城市化及城市土地利用内涵

1 .1 土地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

1 .1 .1 土地利用对城市化空间结构的作用。城市化的推进

意味着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势必引起城市发展空间的增大 ,

这种空间的增加有平面的, 也有立体的, 其中平面的增加表

现为城市占地面积的增加, 是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空

间扩展方式。近年来伴随着江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城

市占地面积逐年增大, 以地级市为例, 全省地级市市区占地

总面积1999 年为6 037 km2 , 到2003 年增至为18 378 km2 , 增幅

超过300 % 。土地既能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提供空间, 也对

城市化的发展起着较大的限制作用, 面积的有限性、空间结

构和当前的利用方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对区域城镇体

系、城市功能布局等均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在“十一五”期间

江苏城市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 土地对城市化的空间作用将

更为重要。

1 .1 .2 土地利用对城市化起资金保障作用。我国城市化是

由政府主导, 城市扩张征地需要资金,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发

展需要资金 , 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些资金要来源于政府, 这时

土地的有偿使用就为政府缓解财政紧张创造了条件。据刘

守英研究 , 在政府征来的土地中,30 % ～40 % 左右是用作基

础设施、道路、学校等公共目的用地;35 % ～40 % 是作为工业

用地; 约15 % 是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15 % 为商业用地, 即商

业用房和房地产等用地。政府的土地收益主要来源于15 %

的商业用地 , 这是由于土地非农化后的级差地租引起的, 也

正是这部分收益, 政府能去支付另外的85 % 的土地成本。当

然土地间接地通过房地产税和建筑税为政府财政收入作贡

献, 这两项税约占地方税收的50 % 左右。土地除了通过出让

收入、房地产税和建筑税等形式直接或间接筹集政府城市建

设资金外, 往往还通过金融支持城市化, 例如通过土地抵押

方式取得贷款。据刘守英研究 , 在东部 , 城市化投资1/ 3 左

右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2/ 3 左右来源于土地抵押获得的贷

款, 在西部10 % 的城市化投资来源于土地出让,60 % 来源于
�

作者简介  邹伟( 1972 - ) , 男 , 四川渠县人 , 讲师 , 从事土地经济与资源
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  2006- 09-21

土地抵押贷款。

1 .2 .3  土地利用对城市经济增长作用。城市经济实力的强

弱是影响其聚集作用的重要因素 , 加大城市建设量既是城市

扩张的需要 , 也是城市拉动经济的需要 , 以土地为基础的房

地产业、建筑业是城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建设部

仇保兴副部长介绍: 目前我国每年的建设量, 按面积算占到

了全球的40 % , 上海的建设量等于整个欧盟的, 我国消耗的

水泥量相当于全球的45 % , 这其中商品房及其相关的基础设

施建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2002 年全国地级城市房地产投资

额度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 .05 % , 同年江苏地级城市房

地产投资额度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3 .56 % , 巨大的房地

产投资有力地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 以2001 年为例, 据估

算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GDP 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 .3 % ,

间接贡献率为0 .6 % ～1 .2 % , 两者相加共计1 .9 % ～2 .5 % 。

1 .2 城市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1 .2 .1  城市化对土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的一切要素来

源于自然 , 产出的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回自然。由于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承载限度, 不当的城市化战略

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生态环

境问题产生的过程, 城市垃圾总量占全球垃圾总量的90 % 以

上, 是世界性的“公害”之一。城市污染导致城市土壤化学

性质发生变化、养分富营养化, 使城市周边土壤也遭到巨大

破坏, 甚至造成难以修复的危害, 城市垃圾、城市烟尘、SO2 、

CO2 等有害气体造成的空气污染直接或间接对土壤环境造

成影响。2000 年我国668 个城市,97 % 的垃圾未经无害化处

理进入环境,2/ 3 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大量SO2 排放

导致酸雨, 引起土壤酸化, 大量的交通运输工具排放产生了

许多诸如镉、铅、镍、石油类、脂类污染土壤的物质, 对土壤质

量, 特别是土壤健康质量危害甚大。

1 .2 .2  城市化对土地利用方向的影响。城市化的过程可以

讲是土地资源配置不断调整的过程, 一方面城市占地面积不

断增加, 农用地与建设用地配置比例进行调整 ; 另一方面由

于城镇用地用途多样化, 即城镇用地既要为工业、商业、道路

等生产性利用, 也要为住宅、绿地、机关事业等多种方式利

用, 同时由于城市土地可以立体利用或多层利用, 因此城市

化的推进势必引起土地的功能利用、空间安排、数量结构、立

体结构等方面进行配置调整。由于城市土地上具有建筑或

其他形式的设施, 无论从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经济效益等方

面来讲, 城市化使得土地利用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改变利用

性质尤其是实现土地利用的逆转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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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和规模经营的影响。由于城

市土地利用方式多样, 与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关系不大, 加之

城市土地的区位性和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强, 因此随

着城市化的推进, 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不断增加 , 这体现在两

方面, 一是土地由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 土地产出增加, 二

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 , 土地的集聚经济效益、优位经济效

益和外部经济“内部化”经济效益增加, 从而表现为规模效益

增加。无论从全国还是从江苏来看均能得到证实( 表1) , 从

  表1 全国、江苏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的土地效益比较 万元/ hm2

城市规模

万人

GDP

全国 江苏

工业产值

全国 江苏

工业利税

全国 江苏

 >200 2 739 .66 7 559 .37 3 000.67 12 137 .64  323 .40 1 165 .70

100～200 1 086 .39 5 391 .60 1 234.16 8 225 .05 171 .66 729 .37

50～100 672 .14 3 310 .37 717.43 5 073 .67 91 .61 502 .81

 <50 535 .89 1 467 .54 575.67 718 .26 73 .32 111 .35

表1 可见,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 城市的地均 GDP , 地均工业

产值和地均工业利税均增大, 也就是其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和

规模效益越显著。当然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后利用效益

在当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整体上来看, 县级城市和小城

镇的规模一般比地级城市规模小 , 规模小就意味着较低的聚

集效应和规模效应, 城镇建设成本高、城市功能弱化、城市质

量不高, 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城市文明的扩散, 提高城镇居民

生活水平。事实上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 , 城镇只有达到15

万人的规模时, 聚集效应才能发挥出来 , 才可能具备较为齐

全的商业、服务和文化设施, 形成区域性服务中心。

2  江苏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土地利用问题

2 .1 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 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 , 城

市化发展水平也快, 到2004 年, 江苏城市化水平达48 .20 % ,

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30 % 以上 , 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

化水平和非农业化水平相比仍偏低, 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

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城市化与工业化

之间的偏差率高达30 %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差距逐

渐缩小, 根据姚万华等的估计, 直到2000 年江苏的城市化与

工业化之间的偏差率仍在3 .3 % ～12 .6 % 。与国内其他省市

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 江苏人均GDP 水平比全国高出一半以

上, 但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等发达地区( 表2) 。城市化滞后于

工业化将影响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 不利于缓解农村人地

矛盾,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规模化经营、产业技术升级以及

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表2 2002 年全国部分大城市城( 镇) 化水平比较

项目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浙江 山东 福建 江苏

人均GDP∥元 40646 28 449 22 380 17765 13721 10 640 10 313 18676 11971 14 531 14 967

城市化水平∥% 88 .40 80 .214 56.93 41 .42 54 .21 52 .82 53.34 49 .66 41 .25 49 .45 42 .40

 注 : 资料来源于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2  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土地

的集约利用 , 这主要是就城市土地相对于农村土地, 或者大

城市相对于小城市而言的, 但并不是讲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存

在土地浪费或利用集约度不高的现象。江苏省人多地少, 以

占全国1 % 的土地养活了全国6 % 的人口, 在城市化过程中 ,

由于城市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城市用地外延扩张多, 注重城

市内涵效益不够, 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江苏省人均耕地从

1996 年的712 m2 下降到2002 年的664 .7 m2 , 是世界人均耕地

2 500 m2 的26 .59 % ,2003 年江苏减少耕地6 .45 万 hm2 , 其中

建设占用耕地2 .78 万hm2 , 占耕地减少的总量的43 .2 % , 横

向来看, 江苏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国内外城市相比 ,

以南京为例 , 我们通过把与南京同属超大城市范围( 城市人

口规模均在200 万以上) , 并且均为省会城市( 或直辖市) 的

上海、北京、重庆、武汉、天津、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杭州、

济南、哈尔滨、长春、太原、郑州、昆明、石家庄等17 个城市进

行比较发现: 在城市人口密度方面, 南京为1 016 人/ km2 , 列

11 位, 低于这些城市的平均水平, 同时这是建立在南京地处

我国东部人口密度较高的这一基础上的, 在城市市区人口密

度与地区人口密度之间求1 个比值, 发现南京市区、地区人

口密度比为1 .19 , 列18 个城市中的倒数第2 位 , 低于所研究

城市总体为2 .22 的水平; 从地均产出来反映土地利用集约

度方面 , 南京市区土地的产出效益的潜力远未得到很好地发

挥, 南京地均GDP 为2 531 万元/ km2( 约300 万美元) , 列第10

位, 低于比较的18 个城市2 946 .42 万元/ km2 的整体水平, 同

比较人口密度一样 , 我们也对各城市的地区和市区单位土地

GAP 情况进行了比较 , 结果发现南京市区、地区单位土地产

值比为1 .29 , 列第15 位, 低于这些城市2 .49 的总体水平, 可

以说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的比较效益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地

发挥。在国际上一些城市的GDP 产出也是相当高的, 如1994

年开罗2 555 万美元/ km2 , 汉城6 772 万美元/ km2 、曼谷21 850

万美 元/ km2 、东 京 98 524 万 美 元/ km2 、罗 马 25 775 万

美元/ km2 、香港80 924 万美元/ km2 。

2 .3 土地需求区域差异大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

史、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差异, 江苏城市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

的地域差异, 根据2001 江苏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苏南地区

城市化水平为59 .56 % , 苏中地区为 37 .69 % , 苏北地区为

36 .41 % , 城市化水平由南向北梯度递减 , 同时, 苏中、苏北地

区城市规模明显小于苏南地区, 而另一方面苏南、苏中、苏北

3 地区的占地面积和人口比分别为27 .76∶20 .29∶51 .95、33 .71

∶23 .12∶43 .17 , 也就是讲江苏由北向南 , 人地关系紧张程度增

加。这里我们仍然以地级市为例,1999 年苏南5 个地级市市

区占地面积为2 488 km2 , 苏中3 个地级市市区占地面积为

800 km2 , 苏北5 个地级市市区占地面积为2 749 km2 , 而2003

年3 区域的地级市市区占地面积分别为10 942 、1 770、5 666

km2 , 苏南 增加了 340 % , 苏 中增 加了 121 % , 苏 北增加 了

106 % , 其中苏北的盐城、宿迁市区占地面积未发生变化。土

地需求上的区域差异和城市土地后备资源的稀缺程度差异

容易造成苏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外延扩张过度, 城市基础公用

设施难以跟上或者讲城市化的质量低,“城中村”的现象频繁

出现, 由于土地成本低也容易出现“圈而不用”的现象, 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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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土地却成为城市化的瓶颈, 限制一些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

市, 土地价格不断上涨, 企业投资成本加大 , 不利于招商引

资, 也不利于通过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道路来提高城市化

水平、提升区域城市整体竞争力。

2 .4  农用地内部流转难度大 城市化就意味者农村人口向

城市转移, 这部分由农村转移来的城市居民不再从事农业生

产, 他们原来的土地将进行流转 , 使土地要素集中, 实现土地

规模经营。如果农用地没有进行流转, 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非农产业, 也就是讲这部分劳动力没有完全脱离农

业, 与农业还保持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联系 , 或者讲农村

人口的转移是“兼业型”的转移, 而不是“分离型”的转移, 很

显然“兼业型”转移对城市化的贡献远远赶不上“分离型”转

移贡献大, 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对房地产、城市商业的贡献

较小等。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实现农用地的转移, 一种是农

用地转为非农用地, 另外一种是实现农用地内部的转移。显

然前者实现受到土地资源的特点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影响, 这

里主要对影响后者实现的原因进行分析。一是农民的土地

观念。一些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 即使在城市从事第二、三

产业的成功者, 许多人也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尤其是在

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 他们还是希望保留土地作

为将来的“退路”或者“保命田”, 土地私有化的心理和“守土

为安”的思想阻碍着农用地的流转。二是农民、农业收入低 ,

这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农民收入达不到进城的高门

槛( 如购房消费高等) , 加之城市就业压力大, 农民不能完全

脱离农业, 以及农用地流转效益不大, 致使农用地流转供给

意愿不强, 另一方面, 农民、农业收入低减少了农民对扩大耕

种面积的积极性和能力, 使农用地流转需求不大。三是农村

集体组织对农用地流转的不积极态度, 一些农村集体组织对

农用地内部流转仅限于本集体内 ; 有些集体负责人担心农用

地集中程度高后, 自己的权威会受到挑战, 对外招商而从中

渔利的机会变少, 因而对农用地流转人为设置障碍; 再有就

是有些农村集体组织对农用地的生产经营还存在行政干预。

四是农用地流转配套的政策法规不健全, 缺乏农用地流转的

交易市场。

2 .5 土地市场建设不规范

2 .5 .1 征地、拆迁引发的问题。城市化的发展既是农村人

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 也带来城市外延扩张土地的需求, 城

市土地的增加就意味着征地行为、拆迁的发生。当前土地征

用引发的问题较多, 因征地、拆迁引起的上访呈现逐年增加

的趋势, 仅因拆迁原因上访, 据建设部统计,2004 年上半年有

4 026 批次、18 620 人到建设部上访, 其中集体上访905 批次、

13 223 人, 个体上访3 121 批次、5 3 97 人, 而2003 年仅有3 929

批次、18 071 人。近年来, 江苏因为征地、拆迁及其引起的相

关问题而上访的人数也逐年增加, 社会动荡因素较多, 这其

中主要是由于一些建设项目的规模超出了当地经济发展和

居民的需要, 超出了其可支付能力, 采取压低征地拆迁补偿、

限时搬迁等损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做法的行为时有发生 , 农民

对征地费用难以满足, 根据高珊等人的问卷调查, 全省高达

40 .4 % 的失地农民直接得到的土地补偿金额在5 000 元以下 ,

对土地补偿标准非常满意的仅有5 .7 % ,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占36 .5 % , 一般满意占57 .4 % 。同样, 由于资金、政策等多

方面原因 , 因土地被征用的“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也进一步

凸显, 这主要由于征地范围过宽和征地补偿不公平而引致。

政府的财力有限, 如征地范围过宽, 势必导致征地补偿的资

金短缺。同时当前的征地补偿标准根据土地前3 年的平均

产量为基准的作法也存在较大缺陷 , 因此, 征地补偿除了体

现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外, 还应体现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和

发展功能。

2 .5 .2 土地价格的合理性问题。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

在其配置中市场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 在我国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级市场又显得更为重要, 2001 年以

来, 江苏的经营性土地供应逐步实现了由协议为主的“双轨

制”转变进入到全部由市场配置、公开出让的“单轨制”,“单

轨制”由于充分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到2004 年江苏的经营

性土地均实行了“招拍挂”交易方式出让, 使土地的市场价格

得到更好的实现, 较好地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地

价的上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引起房价的上涨, 而房价上涨提

高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地价是否引起房价上涨, 关

键是地价是否合理, 建立在土地价格合理的基础上, 通过实

行“招拍挂”交易方式出让土地, 引入了市场竞争 , 能较好地

体现土地的真实价格。另一方面, 土地出让价格过低也不利

于土地价值的真实体现, 也不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建

设资金, 容易造成土地资源的不集约利用, 不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2 .6  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差  在苏南地区, 从20 世纪60 ～90

年代, 短短30 年内城市面积已经急速增加了400 % 以上 : 已

有大约40 % 的土壤资源彻底失去生产能力, 转化为城市用

地。2002 年苏南市郊蔬菜基地的调查表明 , 有机氯检出率

100 % ,土壤 Cd 污染突出 , 环境综合评价表明, 只有30 % ～

40 % 的土壤适合无公害生产。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2000 年在太湖流域与城区的研究表明, 太湖流域水稻土有

机氯残留现状: 滴滴滴、六六六等15 种多氯联苯( PCB) 同系

物检 出率 100 % , 滴 滴 滴 类 含 量平 均 61 μg/ kg , 最 高 达

989 μg/ kg 。

3  对策研究

3 .1 提高土地利用率  江苏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 城

市发展也较快, 但其地域空间有限, 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等特

点要求其必须走“稠密型”的城市化道路,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

率。在对城市化土地利用规划时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

与长期、需要与可能等方面的关系, 既要确定合理的城市人

口规模和城市化速度, 又要确定合理的城市用地规模; 要注

重土地利用效益, 制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土地供应制

度, 逐步提高人口聚集度, 建设“稠密型”超大城市; 要从区域

合作与协调的层次, 根据城市群、都市圈的未来发展趋势去

规划城市化发展道路。

3 .2  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在进一步完善城市环境保护与污

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 统一规划城市产业布局、划分

城市功能分区, 进行全面系统的城市环境整治工程。要有重

点地对部分工业污染重的城市实行有计划的退二进三调整 ,

将污染较严重的企业适度分散到大城市的卫星城镇, 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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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经济激励或政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更新、引进先进的污染

处理设备与技术, 在经济承受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实现清洁生

产。同时, 合理规划各类城市附属开发园区 , 设定合理的环

境进入门槛, 限制城市及近郊污染排放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企

业。同时, 加强对城市环境设施的改造, 提高城市绿地覆盖

率, 增加园林绿地面积, 鼓励城郊旅游农业发展。完善城市

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施 , 加强城市水域保护。依据生态系

统发展规律建设“生态城市”, 降低城市化带来的不利土地生

态环境结果。

3 .3 协调土地区域矛盾  江苏省整体经济水平较发达, 大

中小城市数量众多, 但南北差距明显。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

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差异,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多, 城镇

密集; 苏北地区大中城市少, 小城镇零散分布 , 中心城市规模

过小。同时 , 南北城镇类型差异也较大, 苏南城镇多为乡镇

企业集聚地, 工业职能较强; 苏北工业化水平低, 城镇体系尚

未形成 , 基本属于原发的集市型城镇。

地区城市化发展现状既是社会经济进步结果的体现, 又

反作用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对土地的需求差异也较大。在

投资政策上 , 在土地供应政策上, 要通过有选择地培育中心

大城市, 适度向苏北倾斜, 在规划上 , 徐州、连云港等城市作

为省内重点发展城市, 争取建成苏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核心

区与“发展极”。同时, 通过沿江开发战略实施, 在苏中地区

发展一批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 促进经济的梯度转移, 增

强苏中城市对苏北地区的带动作用。

3 .4 完善土地供应制度  在土地征用方面, 要通过对征用

的程序、环节进行调整和精简来降低征地成本 ; 要对征地范

围进行严格的界定, 并进行合理的补偿, 维护失地农民的合

法权益。在经营性土地的“招拍挂”交易中, 要确定合理的底

价, 把好土地价格的评估环节, 提高评估的质量、降低评估中

的随意性, 确保土地市场活跃与稳定; 要进一步完善规划土

地利用计划和严格土地规划, 把土地规划的变更上升到法律

程序; 要建立健全“招拍挂”全流程监督机制, 从价格的评估

到开发商的资质审查, 以及评标、开标、出让后的开发建设均

要引入监督制度, 既要有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 也要有普通

公众的参与 , 同时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 整个过程都

要通过公示、信息( 新闻) 发布等方式公开接受监督。

3 .5 推进农用地流转  对农用地流转要以积极支持的态

度, 农用地流转顺畅了, 农村人口的转移也成为可能。通过

建立健全农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的中介作

用和监督作用, 畅通农用地流转信息, 合理流转价格 , 促进农

用地流转交易活动公开化、契约化和货币化; 加强农用地流

转的配套制度建设, 切实做好土地登记、分等、定级等农用地

流转的基础性工作; 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者科技文化素质、

落实自由种植权、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多种途径为农

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要运用财政政策来推动农用地流转 ,

在当前土地经营收益和土地流转收益较低的情况下, 对出让

农用地经营权的农民提供一定的一次性补贴, 提高农民农用

地流转收益, 政府对地力贫瘠、经营条件差、难于流转的土

地, 可利用有尝性财政资金收购并改善其经营条件, 当然还

可以运用财政投、融资支持农业劳动力就业, 同时尽快为失

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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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产品测试 通过试验 , 测得该产品的分子量为306( 理

论值307 .8) , 熔点为103 ℃( 理论值105 ℃) , 在20 ℃时蒸汽

压为0 .125 Mpa( 理论值0 .13 Mpa) 。使用TLC 跟踪检测, 与

戊唑醇原样相符。

该产品的溶剂性能为 : 在20 ℃水中溶解度为32 ml/ L ,

在二氯甲烷中溶解度大于200 g/ L , 在己烷中溶解度小于

0 .1 g/ L , 在甲苯中溶解度为50 ～10 g/ L。

该产品在pH 值4 ～7 的液体中稳定性较好 , 具有耐光

性和热稳定性 , 室温下能够长时间保存。

3  结论

以戊酮为原料 , 经过成环反应得到环氧物中间体 , 中间

体在150 ℃下与三唑类缩合可以得到新型农药戊唑醇。新

方法具有步骤少、仪器设备简单、成本低、溶剂可回收等优

点, 适合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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