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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长乐市为例 , 分析了该市土地整理现状及潜力 , 并针对长乐土地整理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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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1 .1  自然条件  长乐市位于119°23′24″～119°41′27″E,25°24′18″

～26°03′24″N, 距福建省会福州30 km, 东濒东海, 与台湾海峡

隔海相望, 北临闽江, 南与福清市毗邻 , 具有近城、枕江、面海、

临台等特点。长乐市自然条件优越,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 夏长无酷暑, 终年暖热湿润 , 季风明显, 降水集中, 光照充

足, 雨热同季。全市土地总面积达72 355 .73 hm2 , 其中耕地面

积占17 992 .36 hm2 , 海域面积约1 000 km2 , 江海岸线长 130

km。该市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水稻土、风砂土、盐土、潮土

等, 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季雨林。

1 .2  社会经济条件 长乐社会经济条件优越, 交通便捷, 基

础设施完善, 是国务院批准的沿海开放县( 市) 和福建省综合

改革试点县( 市) , 经济综合实力位居福建省十强县( 市) 、全国

百强县( 市) 行列, 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一颗璀璨明珠。市内辖

有15 个镇,2 个乡,2005 年末总人口为66 .01 万人, 其中农业

人口 53 .69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81 .34 % 。2005 年生产总值

159 .83亿元, 人均总产值24 212 元, 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

358 901万元, 粮食产量126 785 t , 人均192 kg 。

土地变更资料调查显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由于非农

建设用地的占用 , 耕地面积迅速减少,1994 ～2004 年, 非农业

建设用地由7 852 .75 hm2 增加至10 483 .23 hm2 , 而耕地面积从

20 951 .43 hm2 减少至17 992 .36 hm2 , 建设用地增加与耕地面

积减少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背景下, 只有通过土地整理

逐步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以保

证粮食安全 , 满足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对土地

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土地资源在代内、

代际间、不同产业、不同地区间的可持续利用。

2  土地整理的概念及意义

2 .1  概念和涵义 土地整理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

市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和用途, 采取行政、经济、法律和工程技

术手段 , 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整改造、综合整治, 以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过

程[ 1] 。其根本任务是形成合理、高效、集约的土地利用结构,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对土地的需求[ 1 - 2] 。

2 .2 意义

2 .2 .1 土地整理是补充耕地的重要途径。建设用地需求增

加, 耕地减少, 后备资源不足是制约长乐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重要因素。而长期以来长乐的土地利用方式较粗放 , 土

地的集约利用程度较低, 具有整理潜力的土地资源数量多、

分布广、自然条件限制少。

从长远看 , 土地整理必将成为今后长乐补充耕地的主要

途径。在耕地严重流失的形势下, 土地整理是落实“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维持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必然选择。

2 .2 .2  土地整理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长期以来 , 人们对

土地重用轻管, 出现了一系列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洪涝灾

害加剧等环境问题。因此, 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构建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 土地整理已成为改善生态

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2 .2 .3  土地整理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的方式。《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

要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长乐人多地少, 因此, 要实现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必须将资源的集约利用放在首位, 而土

地整理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的必然选择[ 4] 。

2 .2 .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

历史任务。在农村地区, 努力创新土地整理工作机制, 大力

推进土地整理工作,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

务的客观要求[ 6] 。

通过土地整理, 可提高耕地质量, 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

增收; 可完善基础设施, 改变农村面貌;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实

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产业基础

的建设, 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3 长乐市土地整理现状

在上一轮土地利用规划期内 , 为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保护耕地资源, 保证耕地的数量, 长乐市开展了一系列的

土地整理工作,2000～2004 年完成了部级、省级和市级的土地

开发整理任务5 项, 并成功立省级和市级的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2 个。

长乐市土地整理主要是针对农用地整理, 包括荒草地开

发、滩涂围垦以及耕地整理等,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土地整理

共增加耕地1 974 .09 hm2 , 对缓解建设用地压力、保障耕地保

有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 长乐土地整理虽取得显著成效 , 同时也存在不少

问题: ①农用地整理过程中“重开发、轻整顿和复垦”,“重数

量、轻质量和生态”的问题较为普遍。对整理过的耕地缺乏

有效保护, 导致一些整理过的土地遭到破坏。②对土地整理

认识不深刻, 开发多, 整理少, 而整理又仅局限在农用地整理

上, 目标单一, 对建设用地整理较少。③公众参与少, 投入机

制不完善, 资金缺口较大, 土地整理的难度较大。社会公众

参与度低, 没有形成产业, 不能大规模顺利开展。

4 潜力分析

4 .1 后备资源开发潜力分析  开发后备资源是土地整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 长乐市土地后备资源主要包括荒草地、滩涂。

该市荒草地面积为338 .55 hm2 , 占全市总面积的0 .5 % , 占未

利用土地的3 .8 % , 这些荒草地多集中在丘陵和低山的缓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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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分布在沿海的沙丘上, 坡度不大, 土层较厚, 可开垦为

耕地、园地、林地等, 但是部分土壤因缺乏有机质, 肥力较低,

且灌溉条件较差, 对于其开发要因地制宜。低丘、高丘和低

山地区宜开发成为林地, 平原区宜开发成为耕地。根据适宜

性评价 , 有149 .52 hm2 可开发为耕地, 有189 .03 hm2 可开发为

林地。

该市共有滩涂4 728 .5 hm2 , 占全市总面积的6 .5 % , 占未

利用土地的54 % 。因长期以来的环境较稳定, 闽江及海水带

来的泥沙不断沉积 , 滩涂地面不断升高, 大部分属于高位滩

涂, 有些可修建码头成为交通运输用地, 有些可开垦为耕地

和水产养殖场, 有些可开发为工业区或者投资区 , 为经济发

展提供宝贵的后备土地资源。根据长乐市经济发展现状和

工业交通运输业的特点, 在滩涂利用上宜多开发为工业用

地, 另一部分可开发为耕地。根据具体情况, 可新增耕地791

hm2 、工业用地1 847 hm2 , 这样可节省大量耕地, 有效缓解对现

有耕地的压力。

4 .2 耕地整理潜力分析 耕地整理潜力分为数量潜力和质

量潜力。其中耕地整理的数量潜力表现为通过整理沟渠、田

间道路、防护林以及田坎等零星地类而增加耕地的潜在能

力。它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各地区农村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

积以及新增耕地系数 , 以各个乡镇为单位, 选取典型地区结

合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 统计各乡镇与项目区新增耕地面

积, 进而结合待整理区面积确定新增加耕地系数。耕地整理

数量潜力的计算可用公式( 1) 表示:

△S = ∑
n

i =1
a i * s i ( 1)

式中, △S 为研究区域新增耕地面积( hm2) ; a i 为各乡镇新增

加耕地系数( %) ; s i 为各乡镇待整理区面积( hm2) ; i = 1 ,

⋯⋯, n ; 其中 n 为是各乡镇个数。综合实地调查和特尔菲法

确定各个乡镇新增加耕地系数 a i , 可计算出长乐通过耕地整

理可增加耕地面积1 099 .3 hm2。

质量潜力主要表现在改造中低产田 , 通过改造中低产

田, 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提高土地整体适宜性程度, 发挥土

地潜力, 增加土地经济效益。长乐市有低产田4 911 .93 hm2 ,

占现有耕地总数量的27 .3 % , 对其进行整改后如每公顷增产

450 kg , 按2003 年长乐耕地平均单产6 335 kg/ hm2 计算, 相当

于增加优质耕地360 hm2 。

4 .3  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 是指通过统

一规划管理 , 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 减少农村居民

点用地总量的过程。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土地整理可增加耕

地供给、保障土地总量动态平衡, 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负载

力和使用效率, 实现农村居民点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可

以通过居民点原地改造、迁村并点、中心村建设等措施来进

行居民点整理, 以减少人均宅基地面积, 提高容积率, 整理闲

置土地[ 3 ,5] 。

从长乐市实际情况来看, 独立家庭生活方式在人们思想

观念中根深蒂固, 加之浓郁的佛教文化的熏陶, 居民建房时

十分注重风水选址 , 这使得居民点布局较为分散, 利用粗放,

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建设密度低、容积率不高。长乐农村居民

点用地为4 478 .4 hm2 , 如果通过整理达到2010 年人均建设用

地104 .0 m2 的标准, 根据农村居民点潜力计算公式( 2) , 到

2010 年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增加耕地166 hm2 。

△S = S0 - Q0( 1 + K) n ×B ( 2)

式中, △S 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 hm2) ; S0 为居民点现

状用地面积( hm2) ; B 为农村居民点规划用地标准( m2/ 人) ;

Q0 为测算基期年农村人口( 人) ; K 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

( %) ; n 为规划期限( 年) 。

长乐市土地整理潜力汇总如图1 所示。

图1 土地整理潜力汇总

5 建议

随着长乐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建设用地不断扩张, 耕

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实现耕地保护目标, 通过土地整理补

充耕地的任务将会更加繁重。结合该市实际情况 , 今后的土

地整理应做到以下几点 :

5 .1  大力改造中低产田  长乐市地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

经济发达, 农业生产应服务于市场要求。因此, 农业生产要

从传统的粮食生产为主过渡到以市场为主, 建立生态农业、

大城市周边的休闲农业等高效农产品生产基地, 以粮食作物

为辅[ 2 ,6] 。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不能单纯靠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来实现。长乐市土地水热条件好, 中低产田数量多, 生产潜

力大 , 可通过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培肥改土等

手段, 不断提高中低产田的粮食生产能力, 充分挖掘耕地潜

力, 在质量上实现耕地动态平衡[ 8] 。

5 .2 积极整理非农建设用地  农村居民点整理应与建设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相结合 , 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从产业、经济、环境、

生态等各个方面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7] 。

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

内容, 而在我国现有国情下, 要积极开展建设用地整理。长

乐市城镇建设密度低、容积率不高, 工业园区、开发区单位面

积土地投资密度较低, 部分工业园区土地使用率偏低, 土地

利用集约程度不高, 非农建设用地挖潜不够, 有统计显示:

1997 ～2004 年长乐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40 .40 % , 而同期新增

建设用地则增长100 .84 % , 同时, 在基础设施存在部分重复建

设现象。可见, 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整理 , 可有效缓解建设用

地需求对现有耕地的压力。

5 .3  合理开发利用滩涂, 注重综合效益 开发利用滩涂是

长乐市土地整理中的重要内容。在土地整理的具体设计中,

要合理开发利用滩涂, 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原则, 加强湿地

生态系统保护。长乐滩涂资源丰富, 江海岸线长130 km。围

垦和开发一定要从经济学和生态学角度来综合考虑, 投资应

达到最大的综合边际效益, 否则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

坏, 结果得不偿失。因此, 要积极探索, 建立滩涂大农业, 搞滩

涂养殖, 动植物搭配要合理, 采用区域化养殖模式[ 9] 。

5 .4  坚持走好“三集中”的土地整理模式 长乐市经济基础

好, 土地资源短缺, 土地价值较高, 因此 , 土地整理不能仅停留

在地块合并、增加耕地面积等低水平上, 必须就有限的土地

进行深度开发 , 挖掘其内潜。整理后的土地应满足生态农业

( 下转第9997 页)

6899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3 .4 乡村旅游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乡村的文化特性

和民俗节目等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发展旅游

对保护当地民俗文化有积极影响[ 9] 。

3 .5  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研究  Rosa M. Herna′ndez

Maestro 等针对西班牙的乡村旅游, 论述了游客对乡村旅游

的态度如何作用于感知的服务质量和满意度之间的情感过

程;Embacher Hans 基于产业升级的角度对澳大利亚的乡村

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从战略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3 .6  实证研究 Abby Liu 验证了在乡村旅游规划发展中着

眼于乡村旅游承载能力的合理性。

4  结语

总的来看 ,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较为全面, 但不同国家和

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和模式。因此 , 在借鉴国外经验

的同时还要注重我国乡村地区的特点, 因地制宜地发展乡

村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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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标准的要求, 确保土地资产增值。可效仿上海土地“三

集中”的土地整理模式 , 以建制镇为单位与小城镇建设相结

合,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农民居住向城市集中, 工业向工

业园区集中, 耕地向集约化经营集中[ 2] 。

“三集中”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 , 增加耕地面积 ,

还利于集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减少工业产品的运输成本 ,

减少工业和生活垃圾的污染 , 有利于景观的合理布局。

5 .5  使土地整理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 

长期以来是政府垄断性的主导土地开发整理, 这虽有利于

依靠政府威信组织农户积极投入土地整理活动, 有利于把

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开发整理, 但因政府资金有限 , 且

国家投入机制不完善, 仅靠政府来主导土地整理远不够。

因此 , 要整合部门和社会资源 , 形成土地整理的多元化

的投入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不仅能吸引资金和

技术支持, 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要使土地

整理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 产业化, 真正使土地

整理成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的

重要手段 , 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的良性发展[ 5] 。

6  结语

耕地资源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耕地作为农业利用

的弱质性和比较效益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长乐农用

地利用结构远未达到优化的水平 , 用地规模不经济 , 效益较

低, 这使耕地不可避免地向非农用地转移。这些问题可通

过土地整理加以解决 , 未来土地管理的任务会更多地体现

在“土地整理”方面 , 要积极引导土地开发整理向内涵挖掘、

集约利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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