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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辽宁省农用地分等研究的相关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基础, 在辽宁省主要选取了省2 级区里的8 个典型县 , 通过电子录入 , 建立
初始产量数据库 ,并对异常样点进行剔除 , 提取了各样点单元的自然属性数据和利用属性数据以及各调查样点所对应的等别数据。采
用回归分析法分别进行8 个典型各县的利用等别、利用等指数和相应的标准粮产量分布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统计分析 , 建立
了全省的“利用等别- 平均利用等指数- 平均标准粮产量”的相关关系表 ,最终得到辽宁省补充耕地的等别折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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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对土地的需求日益

加大, 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切

实保护耕地, 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经济安全极为重要。耕地占补平衡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的最有效措施, 农用地按等别折算是耕地占补平衡的技术

保障。但在实际工作中 , 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一直停留

在数量平衡层面上 , 存在着占优补劣的现象。因此 , 尽快实

现补充耕地由数量平衡向数量- 质量综合平衡管理的升级 ,

建立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 实行按等级折算的运行机制, 已

成为当前社会的迫切要求。

1  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实行按等别折算的内涵和意义

1 .1  内涵 耕地按等别折算的内涵具体包括2 层含义[ 1] :

一是通过对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优化设计, 增加资

金投入, 提高项目工程建设标准 , 努力提升补充耕地的等别 ,

使补充耕地等级达到被占用耕地的等别, 实行“占一补一”;

二是确实无法通过技术经济方法达到被占用耕地等级 , 按照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原则 , 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和方

法, 进行等别折算, 确定补充耕地面积。笔者主要研究后者。

1 .2 意义  补充耕地数量质量, 实行按等别折算研究对保

障粮食安全、确保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占补平衡, 保护有限的

耕地资源, 实现人地协调及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1) 是严格执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解决当前耕地占补

平衡工作中存在的占的多补的少, 占优补劣等问题, 确保补

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数量质量相当的必要手段。

(2) 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意见》和中央人口资源

环境工作座谈会精神, 履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职责, 严格保

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措施[ 1] 。

  ( 3) 是合理选择土地开发整理补充项目, 优化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科学认定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

地数量与质量等别的技术依据。

2  辽宁省补充耕地数量质量按等别折算系数计算方法

2 .1  资料收集 以辽宁省农用地分等研究的相关资料及其

研究成果为基础, 在资料收集时突出重点, 将研究所涉及县

的农用地分等研究的相关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统计年鉴、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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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划、土壤普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等相关资料纳入搜集范围。

在辽宁省主要选取了省2 级区里的8 个典型县进行等

别折算系数的计算, 即大连市的普兰店市、营口市的盖州市、

丹东市的东港市、抚顺市的抚顺县、沈阳市的于洪区和新民

市、锦州市的凌海市、朝阳市的凌源市。

2 .2 数据整理

2 .2 .1 样点整理及剔除。采用分层抽样法调查全省农用地

指定作物的粮食生产情况。对选择的8 个典型县农用地利

用等别进行了分布频度分析, 根据各县农用地利用等别面积

比例确定抽样调查的样点分布, 利用各县的统计年鉴, 建立

初始产量数据库, 并对异常样点进行剔除 , 保留有效数据。

2 .2 .2 数据链接。通过设计样点编码以及单元代码字段 ,

应用数据链接应用程序, 实现粮食产量样点与分等单元数据

库的链接, 建立包含样点粮食产量、所属单元的自然属性、土

地质量以及利用等别信息的数据库。分别提取了各县分等

成果中的综合属性数据表和样点调查数据表, 并以单元编号

为共同字段进行了综合属性数据库与样点调查数据库的连

接, 提取了各样点单元的自然属性数据和利用属性数据以及

各调查样点所对应的等别数据。

2 .2 .3 样点修正。一是在农用地分等过程中由于农用地分

等调查中所获得少量数据失真, 导致少量单元数据分等误差

较大, 因此要进行样点的补充调查, 以更好地体现分等成果

的现势性和真实性; 二是部分样点在调查过程中由于受到农

民的思想意识及全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 , 造成

调查数据存在部分偏差, 因此要对不合理样点数据进行修

正; 三是部分样点产量数据受到地方经济以及农民价值趋向

影响较大, 因此也必须对样点数据进行修正。

2 .3  辽宁省农用地按等别折算方法选择  主要使用的是一

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预测方程为:ŷ = a + bx [ 2] 。

2 .4  农用地等别折算系数计算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开

展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实行按等级折算基础工作有关意见》等

相关文件 , 该研究主要从:“利用等别 - 利用等指数- 标准粮

产量”对应关系进行农用地等别折算系数的计算。

2 .4 .1  辽宁省农用地利用等别划分标准。农用地利用等指

数是按照标准耕作制度所确定的各种指定作物, 在农用地自

然质量条件和农用地所在土地利用分区的平均利用条件下 ,

所能获得的按产量比系数折算的基准作物产量之和。这个

产量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当地最有利的经济条件下 , 该分等单

元内的农用地所能实现的最大可能产量水平。根据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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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 个典型县的各分等指标区、各地区利用等指数的计算和 分析, 将全省的农用地利用等别划分为3 ～20 等( 表1) 。

  表1 辽宁省农用地选择样点数、各利用等别、划分标准及平均利用等指数和标准粮产量的关系

利用

等别

样点数

个

指数

范围

利用等指

数范围

平均利用

等指数

标准粮产量∥kg/ hm2

平均 理论

3 36 200～300 207 .39～296 .27 264 .94   4 157 .21     5002 .50
4 97 300～400 3014 .32～391 .72 342 .86 4 809 .05 5285 .49
5 142 400～500 402 .08～497 .92 446 .20 5 631 .10 5660 .86
6 258 500～600 500 .16～599 .82 547 .86 6 162 .70 6030 .09
7 335 600～700 600 .35～699 .28 652 .82 6 353 .53 6411 .29
8 522 700～800 700 .05～799 .83 757 .38 6 885 .49 6791 .07
9 657 800～900 800 .17～899 .61 845 .53 7 047 .24 7111 .26
10 489 900～1000 900 .52～999 .92 944 .46 7 483 .30 7470 .57
11 458 1 000～1100 1 000 .25～1099 .94 1042 .47 7 949 .92 7826 .56
12 374 1 100～1200 1 100 .39～1198 .46 1149 .30 8 256 .29 8214 .56
13 258 1 200～1300 1 200 .84～1299 .84 1260 .30 8 789 .34 8617 .75
14 214 1 300～1400 1 300 .40～1399 .95 1341 .87 9 216 .48 8914 .00
15 159 1 400～1500 1 400 .03～1499 .36 1444 .61 9 355 .65 9287 .18
16 178 1 500～1600 1 501 .75～1599 .15 1551 .52 9 477 .74 9675 .49
17 84 1 600～1700 1 600 .31～1697 .15 1647 .05 9 739 .96 10022 .47
18 86 1 700～1800 1 700 .16～1793 .50 1741 .95 10 131 .40 10367 .14
19 30 1 800～1900 1 810 .48～1895 .54 1833 .66 10 228 .48 10700 .23
20 20 1 900～2000 1 906 .23～1990 .76 1979 .11 10 250 .00 11228 .53

  在选择的8 个典型县中 , 利用等别总面积为3 355 052 .60

hm2 , 全省农用地利用等别主要分布在3 ～20 等地, 农用地利

用各等别面积分布状况见图1。

图1 全省所选择各典型县农用地利用等别面积分布

2 .4 .2 农用地利用等别、利用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之间的

关系模型建立情况。此次折算共选取样点数4 500 个, 剔除

不合理样点数103 个, 有效样点数为4397 个。各样点分布见

表1。在选取的8 个典型县中, 分别进行各县的利用等别、利

用等指数和标准粮产量分布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

统计分析, 建立全省的“利用等别- 平均利用等指数- 平均

标准粮产量”的相关关系( 表1) 。各等别平均利用等指数和

平均标准粮产量主要通过面积加权平均法求得。

从表1 可以看出, 随着利用等指数的增加和利用等别的

提高, 平均标准粮产量也在逐渐增加, 当利用等别达到20 等

时, 标准粮产量增幅较小 , 与19 等差别不大, 这主要是由于

20 等地分布面积较小, 仅占利用等别总面积的0 .04 % , 调查

数据受到一定限制, 加之土地自然条件差异性不大, 农民的

投入和管理水平基本一致, 因此粮食产量相差不大。

2 .4 .3 建立平均利用等指数 - 平均标准粮产量关系模型。

根据所选取的典型县各利用等别的平均标准粮产量( y) 和平

均利用等指数( x) 建立相关函数。从拟合曲线( 图2) 可以看

出, 各利用等别的平均标准粮产量和平均利用等指数之间存

在着很好的线性正相关 , 随着利用等指数的增加, 农用地的

标准粮产量也呈上升趋势, 从而说明了样点的利用等指数和

标准粮之间可以用线性函数来表示。样点拟合曲线见图4 。

因此全省所选取的典型县利用等指数与标准粮之间的函数

关系模型为: y = 3 .632 1x + 4040 .2 , 式中 , y 为标准粮, x 为利

用等指数。

利用等指数与实际标准粮的相关系数 R2 = 0 .553 3 , 开平

方后得到相关系数 r = 0 .743 8 , 达极显著水平。

图2 辽宁省各等别平均利用等指数与平均标准粮产量散点分布

图4 辽宁省样点利用等指数- 标准粮产量散点分布

2 .4 .4  农用地利用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之间对应关系建立

情况。农用地利用等别划分采取辽宁省所规定的以100 分

等间距划分。以平均利用等指数为自变量 x , 以标准粮产量

为因变量 y 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并依据建立的相关函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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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32 1x + 4 040 .2 , 计算每个等别的平均利用等指数所对

应的理论标准粮产量, 结果见表1。

  通过计算,3 等地的理论标准粮产量为5 002 .50 kg/ hm2 ,

20 等地的理论标准粮产量为11228 .53 kg/ hm2 , 平均等间差为

366 .24 kg/ hm2 ,3～19 等地产量变化较小, 而19 ～20 等地, 产

量变化较为明显, 达到528 .30 kg/ hm2 。

2 .4 .5 全省等级折算系数计算。等级折算系数旨在以定量

的方式描述不同利用等别的农用地之间粮食生产能力的相

对高低。根据标准粮产量与利用等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编

制等别折算系数表 , 折算系数为被占用耕地等别所对应的标

准粮产量与补充耕地等别对应的标准粮产量之比。在确定

农用地利用等别、农用地利用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对应关系

的基础上, 根据农用地利用等指数 - 粮食生产能力对应关

系, 制定省级耕地占补平衡等级折算系数表, 折算系数为被

占用耕地等级所对应的粮食生产能力与补充耕地等级所对

应的粮食生产能力之比, 当该系数小于1 时按1 计。具体是

按照新补充耕地质量与被占用耕地质量相当的原则, 依公式

Ki = L占i/ L补j , 计算等级折算系数 , 结果见表2。式中, Ki 是

新补充耕地和被占用耕地的等级折算系数( 当 Ki < 1 时, Ki

= 1) ; L占i 是占用的第 i 等耕地的标准粮产量; L占j 是补充的

第 j 等耕地的标准粮产量。

  表2 全省耕地占补平衡各等级系数

占用

等别

等别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4 1 .06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5 1 .13 1 .07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6 1 .21 1 .14 1 .07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7 1 .28 1 .21 1 .13 1 .06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8 1 .36 1 .28 1 .20 1 .13 1 .06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9 1 .42 1 .35 1 .26 1 .18 1 .11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0 1 .49 1 .41 1 .32 1 .24 1 .17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1 1 .56 1 .48 1 .38 1 .30 1 .22 1 .15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2 1 .64 1 .55 1 .45 1 .36 1 .28 1 .21 1 .16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3 1 .72 1 .63 1 .52 1 .43 1 .34 1 .27 1 .21 1 .15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4 1 .78 1 .69 1 .57 1 .48 1 .39 1 .31 1 .25 1 .19 1 .14 1 .09 1 .03 1 .00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5 1 .86 1 .76 1 .64 1 .54 1 .45 1 .37 1 .31 1 .24 1 .19 1 .13 1 .08 1 .04 1 .00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6 1 .93 1 .83 1 .71 1 .60 1 .51 1 .42 1 .36 1 .30 1 .24 1 .18 1 .12 1 .09 1 .04 1 .00 1 .00 1.00 1.00 1 .00
17 2 .00 1 .90 1 .77 1 .66 1 .56 1 .48 1 .41 1 .34 1 .28 1 .22 1 .16 1 .12 1 .08 1 .04 1 .00 1.00 1.00 1 .00
18 2 .07 1 .96 1 .83 1 .72 1 .62 1 .53 1 .46 1 .39 1 .32 1 .26 1 .20 1 .16 1 .12 1 .07 1 .03 1.00 1.00 1 .00
19 2 .14 2 .02 1 .89 1 .77 1 .67 1 .58 1 .50 1 .43 1 .37 1 .30 1 .24 1 .20 1 .15 1 .11 1 .07 1.03 1.00 1 .00
20 2 .24 2 .12 1 .98 1 .86 1 .75 1 .65 1 .58 1 .50 1 .43 1 .37 1 .30 1 .26 1 .21 1 .16 1 .12 1.08 1.05 1 .00

3  结论

通过建立“利用等别 - 利用等指数 - 标准粮产量”模型

进行等别系数折算, 得到的等别折算系数平均级差为0 .07 ,3

～20 的折算系数为2 .24 , 即占用20 需要补充2 .24 倍的3 等

地。当前辽宁省尚未建立统一的等别序列, 个别地区还有可

能存在更高的等别, 但是将来在耕地占补平衡上, 如果占用

较高等别也只能去补充相邻几个等别范围内的土地, 不能允

许占最高等别土地去补充最低等别或者相差比较大等别的

土地。从折算系数的变化规律来看, 等级折算系数随着土地

利用水平的提高, 其等级折算系数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这一

规律与土地的利用规律是相吻合的。并且在低等别时 , 质量

等别差异对产量影响最大, 而接近高等别时, 质量差异对产

量影响最小 , 根据这一分布规律, 在确定补充耕地目标等别

时, 需要综合考虑投入- 产出的经济效益影响因素。因为利

用等指数是以自然质量等为基础 , 用分等单元所在的土地利

用系数等值区的平均利用水平进行修正得到的, 反映了平均

利用水平条件下的标准粮生产能力, 所以通过建立“利用等

别- 利用等指数- 标准粮产量”关系函数来确定等级折算系

数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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