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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河北省耕地资源的现状以及城市化对耕地保护造成的压力 , 提出了在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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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pressure of cultivated lands’prote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 hebei .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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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资源现状

1 .1 总量逐年减少, 人地矛盾突出  据河北省经济年鉴统

计,2003 年该省耕地面积为599 .13 万 hm2 , 人均耕地0 .086

hm2 。1990 年以来, 该省人均耕地以每年1 .5 % 的速度急剧下

降。1990 ～2000 年 , 该省耕地减少9 万hm2 , 人口增加515 万。

人口与耕地的逆向发展趋势使河北省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1 .2 生产力水平低, 质量不断下降  据统计, 河北省的耕地

中, 水热条件好、土壤肥力高、灌排设施完善、抗灾能力强的

稳定高产农田, 仅占耕地总量的28 .44 % , 中低产田面积占

66 .28 % , 此外低洼易涝河盐碱土壤耕地面积占22 .8 % 。按

粮食产量来计算 , 该省产量在3750 kg/ hm2 以下耕地有400 多

万hm2 , 占粮食播种面积的60 % 以上。同时由于工业“三废”

的大量排放以及不合理土地利用行为, 耕地质量不断下降。

1 .3 重用轻养, 肥力不足  在耕地利用上 , 河北省重用轻

养, 重产出轻投入, 使土壤养分供应与作物需求逆差逐年积

累, 土壤肥力不断下降。该省耕地土壤缺磷少钾, 有机质含

量低。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 .22 % , 是全国六级标准的四

级; 有机质含量低于1 % 的五、六级耕地面积占46 .19 % ; 同时

该省耕地土壤缺素( 营养元素) 面积占总面积的89 % [ 1] 。另

外, 该省耕地严重缺乏锌、锰、硼这3 种微量元素, 这都充分

体现了河北省耕地土壤肥力水平不高。

1 .4 后备资源总量有限, 新增耕地质量差  目前, 河北省的

392 .4 万hm2 未被利用土地资源中, 可开发为耕地的只有17

万hm2 , 耕地后备资源非常有限。同时河北省建设占用耕地

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占补平衡, 且在占补平衡中存在“占优补

劣”现象。河北省质量较好、易于开垦的土地几乎已经殆尽 ,

再开发的难度较大 , 投资成本较高, 质量难以保证。

2  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压力

长期以来 , 河北省城市化水平较低且发展速度较慢, 其

城市化率不仅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 甚至低于中西

部的大部分省份。因为河北省六届三中全会把城市化列为

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2003 年, 河北省城镇人口

达2 268 .54 万, 城市化率为33 .51 % 。其城市化率仍然不高 ,

但比2000 年的26 .08 % 提高了7 .43 % , 年均增加2 .48 % , 说明

河北省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在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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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增加以及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给耕地保护造成了巨

大压力。

2 .1 城镇外延式扩张, 用地扩展弹性系数增加  河北省一

些城镇在发展中盲目追求“摊大饼”外延式扩张, 只看到土地

的经济价值 , 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突出政

绩, 修建大广场、大马路等 , 盲目搞城市化建设, 随意占用耕

地, 造成大量耕地资源流失。1999 ～2002 年的统计资料表

明,3 年中河北省各类建设占用耕地10 137 .45 hm2 , 占耕地减

少的17 .03 % , 比例虽不大, 但占用耕地大多为城市周围的优

质农田, 对河北省农业生产影响较大。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院对中国历年城市化过程的分析 , 用地扩展弹性系数为1 .12

较合适[ 2] 。1990 ～2000 年, 河北省用地扩展弹性系数为2 .5 ,

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 即新增加1 个人, 就增加

居民点用地250 m2 , 致使河北省的人均用地由1990 年的163 .2

m2 增加到2000 年的170 .5 m2 。

2 .2 城镇发展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  1981 ～

2003 年 , 河北省设市城市由9 个发展到33 个, 建制镇由188

个发展到937 个。但部分新设市的县级市及大部分新设镇

的建制镇, 发展变化不大, 城市化实质落后于形式。同时由

于缺乏统一协调的城镇体系规划 , 导致新设市和新设镇的工

业布局分散, 占用耕地过多, 土地利用率低。此外, 河北省城

镇规模总体偏小, 城镇用地集约水平难以提高 , 造成大量土

地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

2 .3 双重占地现象严重  河北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 农村

人口向城镇转移困难。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离土不离乡, 双

重占地现象严重, 造成城镇用地不断扩展的同时, 农村居民

点用地继续增加 , 这无疑会给河北省耕地保护造成很大

压力。

2 .4  各类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逐步增加  根据《河北省城镇

体系规划( 2000～2002 年) 》( 征求意见稿) , 与2000 年相比, 预

测2010 年河北省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建制镇需增加用地

24 700、15 260、39 410、13 820 hm2。也就是说, 城镇建设共需占

用93 190 hm2 的农地。按70 % 占用耕地计算, 则需占用耕地

65 233 hm2[ 3] 。根据《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 ～2010

年) 》, 国家下达给河北省各类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年均6 700

hm2 , 仅能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 , 而工矿、交通以及农村居民

点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则无法保障。由此可见, 在规划期内河

北省各类建设对耕地的需求量与可供应量之间的矛盾将日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4) :1202 - 1203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校对 胡先祥



益突出。

3  城市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对策

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看 , 伴随城市化的发

展, 耕地资源总量都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城市化发展与耕

地保护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矛盾, 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定要占

用一部分土地, 但是, 城市又不能不发展。只有正确处理好

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为了缓解河北省城市化发展对耕地保护的压力 ,

对新时期的耕地保护工作提出以下对策及建议:

3 .1  改革土地制度, 完善土地市场  制度缺陷是造成城市

化进程中土地浪费、乱占耕地的深层次原因。要积极探索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产权制度, 有效确认集体土

地所有权, 注重加强城镇建设中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变更

管理; 积极进行征地制度改革 , 要严格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2

种不同性质的用地, 并以市场价格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等。土

地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条件, 只有进一步

完善土地市场, 促进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 才能从根本上保

护耕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提高占用耕地的实际成

本, 通过市场来调节建设用地供应, 以用地条件引导项目供

地, 合理调整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3 .2  严格控制用地规模, 注重城镇内涵发展 从人均用地

来看, 河北省城乡居民点用地超标问题严重。尤其以县( 含

县级市) 超标用地问题更为突出,70 % 以上的县市用地超标

或严重超标。因此 , 要严格控制城乡用地规模, 挖掘城市存

量土地潜力, 逐步实现外延式城镇扩展向内涵式扩展的转

变。城市要鼓励旧城改造, 并适度提高房地产开发容积率 ,

减轻建设占用耕地的压力; 小城镇要进行立体规划, 应注意

规模发展 , 并引导居民逐步改变传统的农村居住方式。同时

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 发挥产

业集聚效应, 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

3 .3 制定和完善与城市化相关的配套政策 河北省目前尚

未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仍然存在对农民进城就业的

政策限制; 进城农民与市民走向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

建立, 进城农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 此

外, 户籍制度的制约也增大了进城农民落户城市的困难。因

此, 要尽快制定和完善与城市化相关的配套政策, 逐步引导

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 释放

出一定量的农村用地, 同时及时进行土地整理 , 将释放的土

地转化为耕地, 增大耕地面积。

3 .4  加强耕地保护, 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加强耕地保

护的宣传力度, 树立耕地保护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新时期耕

地保护的内涵应从单一的数量保护向数量和质量兼顾的粮

食生产能力保护转变。在城市化进程中, 还要坚持实行耕地

占补平衡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挂钩的制度, 这样才能达到维

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根本目的。

3 .5 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增加耕地面积  ①合理灌

溉, 科学施肥, 增加有机肥投入, 改良土壤性状; ②加强农田

环境保护, 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重点抓好坝上、山区、平原的

生态防护林工程; ③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河北省可

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有限 , 且开发投资成本较高 , 今后可将土

地整理作为补充耕地的主要来源。可通过农地整理, 加强对

中低产田改造, 补充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除此之外, 还

应重点做好非农业用地的整理, 采取迁并企业、合并村庄、治

理空心村、复垦废弃宅基地等方法, 逐渐使工业向园区集中 ,

居民向城镇集中, 增加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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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良好的信任和有效的沟通是建立管理者与员工融洽关

系的基础, 是管理者了解员工需求的渠道和员工了解企业

目标的重要手段; 良好的组织文化, 可以让员工对组织产生

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 , 同时只有在了解并接受了组织价值

观和奋斗目标的基础上 , 员工才会热爱这一工作集体 , 产生

为实现组织目标努力奋斗的内在动力。以人为本的组织文

化的塑造 , 可以增强组织凝聚力, 提高管理效能 , 提升管理

竞争力。

4 .5  开展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是

管理的主旋律 , 教育培训是创新的源泉。因此, 组织要对员

工进行不断地教育和培训, 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 使全

体员工不断地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 , 使员工始终处

于一种开放的学习状态之中, 推动组织和个人不断学习、不

断创新、不断进步。同时 , 组织还要有科学合理的职业计

划, 了解员工的技能水平及个人特质, 并结合其价值取向、

本人知识 , 帮助员工设计自己的个人职业计划 , 促进其职业

生涯发展, 使其自我实现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

这有助于挖掘员工潜能 , 对员工进行全面开发 , 不断的发展

人、完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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