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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经济的发展袁耕地保护的加强袁房地产价
格的攀升袁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成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的焦点遥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内涵进
行了界定袁而对农用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研究则较少袁笔者对
此进行了研究遥
1 传统的农用地集约利用

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最早是在农用地上开始的袁传统的土
地集约利用也就是特指农用地集约利用遥我国最早的集约用
地观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袁在叶 荀子窑富国曳中有野 今是之土
生五谷也袁人善治之袁则亩数盆袁一岁而再获之冶的论述遥通过
人野 善治冶而达到地产野 亩数盆冶袁并野 一岁而再获冶袁这种集约
思想的对象野 今是之土冶就是指可以野 生五谷冶的农用地遥最早
的土地集约利用内涵也是针对农用地集约利用界定的袁来
自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地租理论遥 他们针对
农村土地利用提出了农业土地集约经营袁 即在一定面积的
土地上袁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袁使用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方法袁 以求在较小的土地面积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
入的一种土地经营方式遥这就是传统的土地集约利用内涵袁
我国土地经济研究领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袁 认为在单位土
地面积上投入较少的生产要素袁 对土地进行浅耕粗作的土
地利用方式为土地粗放利用袁 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
的生产要素袁 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土地
集约利用遥 这里的土地均指农用地遥
2 农用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界定

2.1 农用地集约利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人类对农用地

的利用方式仅有 3种院粗放利用尧集约利用和过度利用遥 这
三者都是相对而言的袁集约利用是相对于粗放利用而言袁过度
利用又是相对于集约利用而言袁每一种农用地利用方式袁离
开它的相对方式袁都无法给人们以明确的解释遥所以农用地
集约利用和粗放利用是一对互为解释的相对概念袁 农用地
粗放利用可以称为农用地利用不集约或低度集约遥
2.2 农用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虽然农用地集

约利用和粗放利用是一对互为解释的相对概念袁 但它们的
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遥 过去的农用地利用方式在当时可能
被称为集约利用袁 但现在可能被视为一种农用地的粗放利
用袁同样袁现在的农用地集约利用沿用到将来袁也会成为一
种粗放利用遥农用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袁农用地集约
利用总是不断出现新的内涵袁而其原内涵就会纳入农用地

粗放利用的内涵袁 从而使农用地集约利用和粗放利用的界
限不断上升袁农用地粗放利用的内涵扩大遥这种变化是与人
们对土地和自然认识的发展尧 人们利用土地科学技术的进
步密切相关的遥
2.2.1 人们对影响土地利用因素认知的发展袁 是农用地集
约利用增加新内涵的前提基础遥 人类的祖先最初靠采集和
渔猎天然食物为生袁经过几十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袁逐步驯
化了许多野生的动物和植物袁 开始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和种
植业遥野 五谷冶尧野 六畜冶的出现袁就是人们集约利用农用地的
最初内涵遥 之后袁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袁逐步发现土地利
用效果的好坏袁不仅与一定的自然条件有联系袁同时与人们
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遥 人们首先看到气候和
土壤等自然条件对土地利用的明显影响袁 渐渐认识到只要

野 顺天时冶尧野 量地利冶袁就可以野 用力少而成功多冶遥 于是就出
现了古代关于因时种植尧 因地种植等利用农用地的科学知
识遥野 因时冶尧野 因地冶利用农用地就成为当时集约利用农用地
的新内涵遥

到了今天袁随着气候尧气象学的发展袁人们对于风尧雨尧
阴尧晴的变化袁越来越有了深入本质的了解袁人们不仅能够
科学地预测天气的变化尧旱涝的趋势袁而且能够通过兴修水
利尧造林袁培育抗旱尧抗涝尧抗寒的作物品种袁采用抗旱保墒袁
以及通过人工措施尧人工降雨等方法改变小气候袁比过去更
有效地利用农用地遥土壤科学的发展袁逐步揭示了土壤和土
壤肥力发展的内在规律遥 人们对于土壤肥力的变化逐渐有
了新的认识袁 这些认识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利用土地
和改良工具的本领袁为进一步增加集约利用的内涵袁更加集
约高效地利用农用地提供了前提条件遥
2.2.2 人们利用土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袁 是农用地集约
利用增加新内涵的根本保证遥在农用地利用中袁人们并不是
单纯地去适应气候尧土壤等自然条件袁而是主动地去改造自
然遥人们改造自然的技术进步了袁农用地集约利用的新内涵
也就随之增加了遥原来人们只是撒下种子袁就等待阳光雨露
去滋润着农作物自然生长袁后来便逐渐地讲究耕耘袁为作物
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曰叶 诗经曳中已经有了播种疏密尧行
列齐整袁对作物生长发育关系的记载曰战国时已知道不同作
物要有不同的栽培方法袁提出要野 深耕熟耕冶袁防止野 草窃冶的
原则袁并创造出开沟作垄袁防旱抗涝的野 畦种法冶曰人们原来
不懂得为什么连种几年的土地就会变得贫瘠的道理袁 只得
抛荒后重开新地袁通过长期实践袁逐渐学会通过施肥和改进
耕作制度袁以提高和恢复土地的肥力袁并明确指出野 积力于
田袁必且粪灌冶曰到西汉的叶 氾胜之书曳已讲到用人粪尿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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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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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上袁从农用地集约利用的相对性尧动态性和可持续性 3方面袁对农用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界定
问题进行了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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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尧厩肥尧豆萁等肥田袁并已总结出基肥尧种肥尧追肥等不同
的施肥方法袁提出了野 凡耕之本袁在于趣时和土尧务粪泽尧早
锄早获冶的原则袁出现了综合利用这些技术措施袁精耕细作
的野 区种法冶曰到了今天袁配方施肥尧节水灌溉尧选用优质良种
等生产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于农用地利用中遥从古至今袁这些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袁使农用地集约利用成为可能袁并使
其内容越来越丰富遥
2.2.3 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袁 是农用地集约利用增加新内
涵的外在表现遥人类在生产实践中袁不断改进利用农用地的
生产工具遥从使用原始的木棒和石器农具袁到使用结构比较
复杂尧效率较高的金属农具袁不断提高了人们在农业生产上
征服自然的能力遥我国战国时袁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整
地尧播种尧中耕尧收获等农具的野 农器冶体系曰到了今天袁利用
农用地的生产工具又发生了一个由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生产

的深刻革命遥生产工具的改进袁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农用地
利用的集约化遥
2.3 农用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可持续利用的概念 农用地

集约利用不应简单地局限于经济投入和产出效益提高袁还
应综合体现社会效益尧 环境效益袁 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
时袁实现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可
持续利用遥 农用地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应是双
向的袁互为反馈的袁一方面土地集约利用不当可能会产生一
些环境问题遥例如袁在盲目不合理地向农田使用大量化肥的

情况下袁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袁而且还会因为肥料随
水淋失或气态挥发而污染水体和大气环境遥但另一方面袁在
农用地集约利用过程中袁 农用地集约利用也在为了自身的
需要而努力改善环境袁如抗洪排涝袁灌溉农田袁修筑梯田袁施
肥养地袁改良土壤袁提高地力等遥应该说袁农用地利用越原始
粗放袁单位农产品的资源消耗越大袁环境越容易遭到破坏曰
相反袁农用地利用越集约化袁单位农产品资源消耗和环境破
坏也越少袁农业环境建设会越好遥 在人类的干预下袁农用地
集约利用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有可能是分离的袁 也有可能是
同步的袁分离则两败俱伤袁既不能持续袁也不能集约曰同步则
两者相辅相成螺旋上升遥 人类的正确干预促进集约和持续
同步袁错误干预促使集约和持续分离遥 因此袁农用地集约利
用应是在人类正确干预下的可持续的农用地利用方式遥
3 小结

农用地集约利用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一种袁其内涵与土
地集约利用内涵相交叉遥但农用地集约利用是一个相对的尧
动态的和可持续的概念袁要根据科技发展水平袁因时因地界
定其内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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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环境的污染袁带来了一系列的化学品残
留和公众健康问题遥 集约化水产养殖系统废水中的主要污
染物包括院颗粒态固体渊 粪便和饲料废物冤曰溶解态代谢废
物尧饲料和粪便中的溶解态营养盐尧抗微生物制剂和药物残
留遥 这些污染性废物可以导致近岸尧湖泊等水域发生富营
养化袁细菌数量增加袁水中溶解氧含量下降袁赤潮或藻类大
面积发生袁水体恶臭袁鱼类异味袁甚至改变底栖动物区系或
对水生生物产生毒性等遥 这不但降低了水生生物的经济价
值袁而且还可能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影响遥
3 水域污染的治理措施

3.1 应用生态学原理进行系统的开发 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是生态系统的最主要功能之一遥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分
为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流动和生态系统外部即生态系统间

的物质流动遥根据生态系统中物质流动的一般特征袁在开发
利用集约化水产养殖系统中袁使投入系统的物质尽可能地
在系统内部沿食物链流动袁流出系统的应是对人类具有一
定经济价值的产品或者至少是环境友好型的产品遥 鉴于水
产养殖业袁尤其是集约化养殖系统产生的污染问题袁应以生
态系统群落结构合理性为立足点开发集约化水产养殖袁即
按照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尧减少污染物排放尧增加系统生产力
为目标袁开展水产养殖系统的生态工程和生态工艺设计遥
3.2 利用水产养殖环境工程技术处理废水

3.2.1 固体废物的去除技术遥 悬浮固体废物的去除是一个
固液分离的过程遥 按照去除机理袁 这些过程可分为重力分
离尧过滤分离和浮选分离遥 重力分离的原理是沉淀作用袁即
利用颗粒物与水之间的密度差袁颗粒物在重力作用下下沉袁

如沉淀槽尧管状沉淀器尧水力旋流器等曰过滤分离是采用填
充一定介质的滤器截留水中的固体颗粒物袁这种分离作用
受颗粒物从悬浮转移到滤器介质上的途径控制袁如网状滤
器尧粒状介质滤器尧多孔介质滤器等曰浮选分离是颗粒物附
着在上升的气泡上并与水分离袁如泡沫分离器等遥小颗粒固
体废物和溶解性废物可采用这种方法去除遥
3.2.2 溶解性废物去除技术遥 去除水中溶解性废物的系统
分为生物滤池尧构筑湿地尧细菌扩增系统遥 在水产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溶解性废物主要是溶解有机物和氨态氮等袁 在这
种类型废水的处理过程中袁氨态氮的去除将是首要考虑的
问题遥 常见的氨态氮的去除有植物过滤和硝化作用过滤两
种方法遥研究表明袁许多藻类可用于去除水中的营养性污染
物曰最常用于水产养殖业中的硝化作用滤器包括淹没式滤
器尧滴滤器尧鼓式生物滤器尧生物转盘尧流化床和珠状滤器
等袁硝化作用滤器还因附着有氨化作用细菌袁可降解水中的
溶解性有机废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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