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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实施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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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重庆国土整治的规划规模、增加耕地和投资及其运行实践，并考虑到未来经济运行

对土地利用形态变化的需求，构建“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结果表明：未来

国土整治的“减压增效”框架，不可能再走以往依靠国土资源开发的老路。新农村建设、集体土

地流转、城乡统筹试验区等国家对重庆的政策倾斜凸现在框架构建中的作用；促进增长合作型

框架运行模式，把政府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结合起来。模式中的政府主要提供宽松环境，

最大限度地动用社会资源参与区域国土资源的整治；都市圈旧城改造和迁村并点区以“减压增

效”为主，渝西整治提高耕地系数区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增加耕地产出区以“增效”为

主，而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整治增加林地分布区以“减压”为主，形成“新框架”下重庆

国土资源整治的空间互补格局；都市圈、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以整治恢复重建为主，而

渝西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区采取整治恢复措施，各区建立生物篱保护区内植被的自然恢

复，并通过廊道将平行岭谷或“孤岛”的生态流流动起来，实现天然 人工生态经济实验区的设想。

研究有助于服务于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经济梯度的转移，丰富国

家层面对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为重庆国土整治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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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土整治政策的运行脱离不了自然、经济和体制系统的耦合框架。欧共体的国土

整治政策，通过国土均衡开发，达到了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地区结构、缩小经济差距和转移经

济梯度的目的［１３］。现阶段，中国的国土整治以“土地整理”为契机，成为耕地保护、经济发

展和生态建设的区域性土地利用政策取向，现已提到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４６］，并逐渐朝着

长期效应定位监测的方向发展。近１０ａ来的实践证明，国土整治在维持国家的粮食安全、
确保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方面，为国家土地资源的宏观配置

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样板［７８］。

但伴随中国ＷＴＯ的加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不同用途土地价格差距的存在，以增加
耕地、提高地力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国土整治目标必须重新审视［９］。就目前来看，耕地

保护必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考虑，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减轻其对区域土地资源的扰动，农村

环境状况得到大为改观，而土地由低价格用途向高价格用途的转变，驱动着目前土地利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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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的需求。而且，现有的农业用地也不应再仅仅强调其所发挥的产出功能，而应借助国

土整治将这一产出与动植物保护和生态优化等耦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其所具有的景观效应，

体现多功能农业发展模式的综合特色［１０１１］。但这并不是说，未来国土整治不再追求上述指

标，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考虑如何通过国土整治，实现区域土地利用的“减压”，尤其是减轻

建设占用耕地的压力，进而提高区域土地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

使用率，达到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互补：“减压增效”，增加耕地、改善环境的同时，使当地群

众得到更多的经济收获［１２］。重庆的都市发达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分别

拥有中国东中西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１３］，各区内为保障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土地供需矛盾尖

锐，一方面，完成中央交办的几件大事所需的建设用地增加迅猛，另一方面，耕地又面临生态

退耕和三峡工程淹没的巨大压力。为此，重庆可以改变以往国土整治的运行模式，推行现有

土地利用的集约增效，力拓农用地尤其可整治为耕地的来源渠道，以尽可能地减轻现有土地

利用的压力。“减压增效”理念下国土整治运行模式的构建，可服务于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

经济跨越式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经济梯度的转移，丰富国家层面对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的

理解和认识，并发挥国土整治对整治区居民的教育功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区域概况
重庆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１０５°１７′～１１０°１１′Ｅ，２８°１０′～

３２°１３′Ｎ），地貌以丘陵和中、低山为主，幅员面积８２３×１０４ｋｍ２（图１）。气候属中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区，垂直分异性强；土壤主要涉及黄壤、紫色土和水稻土等；植被结构动态包括山

地天然、人工群落，并带有天然和人为扰动破碎化的退化群落。直辖至今，重庆“大城市、大

农村”的基本市情，驱动城镇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特色大农业的形成，如２００４年与城镇经
济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占８３８２％，农业用地面积占总土地的８４４１％，人口和土地利用结
构上体现为大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型直辖市”［１４］。但城镇经济的主导带来建设用地的迅猛

增长和耕地及其他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减少，而大农业特色又使得我们必须做好耕地及其他

农业用地的保护，这样，建设、吃饭和生态间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即耕地保护：解决“大

　　

图１　研究区位置、土地利用及地形地貌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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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农村”人口吃饭问题；建设占用：确保城市主体经济地位，促进城乡统筹；生态维持：

构建长江上游安全生态屏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为此，重庆实施以国土开发整治和经济梯度战略转移为目标的国土综合整治，据重庆市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规划实施评价［１４］，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重庆除渝中区和大渡口区外，基本完
成所辖范围内的县级国土整治规划的编制，预计通过田村综合整治，废弃和灾毁地复垦，以

及未利用地适时开发，共可新增耕地５７５×１０４ｈｍ２，这不仅可满足重庆的粮食安全和区域
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而且明显改善整治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１５］，达

到景观恢复的“双重过滤器”效应，即“经济得发展，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可以说，以

“土地整理”为切入的国土资源整治，已为重庆大多数人们所接受，为未来国土整治的进一

步开展提供很好的多主体基础。同时，结合来自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这一时段

及整个“十一五”期间，重庆还制定发展万州为市域内仅次于重庆市的大城市，而涪陵、合

川、永川和江津定位为中等城市的发展目标，以服务于经济梯度的转移。

１２　数据收集
本次国土整治的“减压增效”框架构建思路旨在基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入手来解决，

尤其城镇建设用地的使用，因为它是诱导土地需求增加的直接和率先驱动因素，当然，建设

用地（特别是农民进城后的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是一个重要方向，为实现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提供可能，重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这方面进一步作

出开创性的努力和贡献。

为此，进行数据收集时，研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利用图（２００４）、地形图和国
土整治已实施总规模、实际新增耕地、完成总投资等方面数据来源于重庆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及各区（市）、县国土整治方面现有规划资料、相关规划和研究成果［１４１６］；重庆经济运行

环境，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成渝新特区共同体、重庆经济结构转型和重庆经济结构挑战等，

以及２００９年国务院３号文、“西三角”经济区、“五个重庆”等新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强信号，
参考国家相关规划、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文献及重庆不同区域的发展实际；重庆区

域土地利用形态位置转型，主要有重庆不同土地利用形态态势、经济转型下土地利用形态面

临挑战及其态势调整等［１７］，依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土地

利用形态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个转型阶段中所处的位置进行确定；重庆国土整治重点区

域划分与调控框架，包括重庆国土整治开发和服务目标演进、重点整治区域划分与评价、重

点区域调控框架和区域性调控策略等，参考重庆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供的现行土地利

用结构、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现行和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和国家区域政策布局，厘

定重庆国土整治和经济发展区域政策保障架构。

１３　研究思路
大区域的国土整治关键须做好宏观尺度的决策框架，基于上述所收集到的资料数据，站

在重庆区域宏观经济背景和试验区高度，统筹重庆国土整治与区域经济，平衡不同土地利用

形态下的经济梯度，做好区域大国土整治的顶层设计；利用统计分析，对重庆现有土地资源

态势、经济结构演进和国土整治进展状况进行评价，理解以往为满足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所进

行国土整治的绩效与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为重庆未来国土整治目标确定、重点区域划分与

调控框架厘定提供依据；基于现实矛盾，确定国土整治目标，使用已有整治规模、增加耕地面

积和投资额度等进行整治规划与实际实施间的差距测度。结合实地踏勘和访谈，考虑重庆

国土资源整治潜力，根据经济转型下土地利用态势位置转型响应，确定重庆国土资源整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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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目标和任务，明确哪些地方应该进行压力减小或效率提高，以及如何进行“减压增效”，

具体安排哪些项目可以实现“减压增效”；借助重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土地利用在区域

经济中的位置态势，运用区域均衡发展、梯度发展和极化发展理论，本着优化土地资源的互

作效应和时空互补效应，构建重庆国土整治的战略框架，以实现重庆区域经济发展转型过程

中土地资源的“减压”，土地利用态势位置转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增效”；结合现有国土整

治与区域经济间区域性调控政策，构建“促进增长合作型”的国土整治政策保障架构。Ａｒｃ
ＧＩＳ环境下，结合重庆土地利用图和地貌图，将实地踏勘数据和访谈描述，以及上述计算结
果和分析结论，进行空间展布叠加，得到重庆不同区域国土整治的重要方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整理”引导下重庆国土整治运行绩效
重庆国土整治的力度逐年加大，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耕地质量成为整治的首选。据

《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和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研究［１４］可

知，规划期内重庆国土整治累计增加耕地５７４９８０９ｈｍ２，其中部、市级项目增加耕地面积
１０４７１２１ｈｍ２，新增耕地率１３１７％（图２）。就重庆国土整治的轨迹看，仅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间，重庆实施国土整治的项目总数就达３５８个，涉及规模２９２２２４３ｈｍ２，累计增加耕地面积
１２８７９８９ｈｍ２（图３）。就国土整治效果看，整治的实施有力地支撑了重庆直辖后经济跨越
式发展的建设用地需求对耕地及其他农用地的占用。

详细分析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重庆国土整治具有新增耕地显著、造地费用低、项目实
施规模大等特点，如就均值来看，新增耕地率１８７６％，造地费用５５３×１０４元／ｈｍ２，每个项
目平均实施规模８１６３ｈｍ２。可以说，就整个整治规划期看，前期的运行绩效较后期甚至整
个时期的要好，除补充大量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外，而且生态完整性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

然而，结合重庆的后备土地资源格局和土地整治实施的环境，认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的整治
运行绩效，离不开整治实施之初的大量连片的未利用地或低产农业用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如

荒草地、田土坎、低产田土等，而且源自于重庆整治策略的刚刚转型，各利益主体参与的积极

性较高，且整治出的效益斐然，如整治已由起初实施的自发组织、集中“四荒”、投资补助等

模式，向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和市场运作，考虑田土坎和中低产田土，融资多元化等模式转

变。当然，资源禀赋和整治策略共同驱动的结果，也必然带来重庆国土整治的新绩效和新要

求，带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农业生产集约度适当提高、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等。

图２　重庆国土整治规划拟增加耕地面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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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重庆国土整治规模、投资和新增耕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但总体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重庆国土整治的运行也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如
１５７８５６２ｈｍ２的规划整治规模尚未完成，而仅就增加耕地看，也存在５４９１％的未完成差
额［１４］。整治规划规模与实际实施间的差距巨大，暴露出了重庆现行国土整治模式的行政主

导及其参与运行主体由行政委托的弊病。依据《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和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研究［１４］，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规划拟进行耕地整理
１２５０９１６ｈｍ２、居民点整理９４８０５１ｈｍ２、工矿／灾毁地复垦３３５１６０ｈｍ２、未利用地开发
３４０７７９ｈｍ２，而实际整治过程中，居民点整理仅零星开展，耕地整理完成７５２３％，工矿／灾
毁地复垦完成３６０６％，未利用地开发完成６８８３％（图４）。就重点整治项目的各要素看，
按照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研究所测算出的年均变化趋势［１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间
拟规划实施５０个重点整治项目，但具体不管实施规模、增加耕地还是完成投资，实际开展的
均与规划预定的有一定差距，有的差距甚至高达７０％以上，新增耕地面积也有３９１２％的尚
未完成（图５）。

图４　重庆国土整治规划与实际完成情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图５　重庆重点整治项目规模、投资和新增耕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ｋｅｙ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可见，不管是规划整治增加耕地还是重点项目安排，都与实施完成情况存在较大差距。

原因在于：现有整治模式政府行政主导，政府组织相关科研院所进行整治规划编制，非政府

组织（公司、企业、个人等）仅仅象征性地参与到前期的摸家底阶段，而规划的安排，如整体

规划设计、重点工程布局、优先项目安排、规划环境影响分析、实施措施拟定等内容，均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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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非政府组织的影子，更不用说预算编制的公众参与。其结果，规划往往不能满足整治区

实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规划实施起来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如具体道路安排未与所经过区

域的农户协商，农户为维护自己利益，阻止道路施工甚至使道路改道等，再如整治区存在问

题号脉错误或有偏差，优先安排项目偏离实际需求，整治规划与实际实践间的差距也就会频

繁出现。当然，单纯的民众自助和市场作用也不可能完成大规模、区域性的大国土资源的综

合整治，而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参与性调控。但就实际实施整治的类别看，耕地整理和未利

用地开发的展开，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上述新增耕地与整治规模间的关系，也说明这一时期，

实施的重大整治项目主要分布于田土坎或其他未利用地集中连片的区域。

２２　“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
分析各类整治项目实施完成与规划间的分异，可为构建“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

治运行框架提供依据。虽然“土地整理”引导下的重庆国土整治规划与实际运行有很大偏

差，但不同整治项间的这一偏差具有很强的异质性。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５ａ间耕地整理完成
的额度最大，达整治规划目标的７５２３％（图３），且耕地整理增加耕地占该时期新增耕地总
量的７２５９％，这表明重庆的新增耕地面积主要来源于现有耕地资源的整理［１４］。而居民点

整理实施额度与规划安排相差最大，如前所述，规划安排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面积

９４８０５１ｈｍ２，而具体实施则仅发生在零星区域。
重庆丘陵低山地貌格局决定居民点散布于地形相对平缓、交通相对便捷的区域，而且，

祖传的产权归属习俗和缺乏支撑的乡村经济，都给居民点的整理带来很大难度，如集中居住

困难、农民意愿度低、没有资金保障等。另外，农村宅基地因砾石、石块、砖混等较多，居民点

整理复耕的面积较低，整理为园地和林地的面积较大，耕地置换面积有限。就以往的居民点

整理，因为开展的面积较少，往往纳入复垦的范畴，如灾毁地、废弃地等［１４］。土地开发实际

实施规模与规划间的偏差达３１１７％，离不开保持重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驱动，更符合国
家三峡工程安全营运的战略需求和维系统筹城乡景观生态效应的现实需要。同时，土地复

垦也仅完成整治规划额的３６０６％，换句话说，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并不是没有进行土地复
垦的试点，而只是重庆由于经济和山地丘陵区条件的限制，复垦实施的难度较大［１４］且绩效

甚微，为追求有效的整治效益，获取最大的现实产出效能，国土整治过程中常常会把整治的

重点转向耕地资源的整理，从而使得复垦规模和新增耕地面积远未达到整治规划的要求。

国土整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表面看，整治规划与实际实施间的差距大多都与区域自

然、经济以及人为因素有关，但实际上，这种差距恰恰反映了整治前，人们并未真正理解与认

识不同区域间的资源优势，也并未有意识地实施国土资源的“减压增效”和优势互补。如重

庆山地丘陵区的居民点分布特点及其可整治性，整治规划人员和具体实施者都很清楚，土地

复垦的难度和技术可行性他们也很了解，而且，重庆长江上游的生态战略地位，自三峡工程

动工以来和１９９８年长江大水之后，也成为无人不晓的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但规划的制定
依据仍然没以他们的上述认识为基础，而是以一味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占补”平衡为理念，

并最终把未达到整治目标的原因归结于这些。其实，国土整治中，我们应本着如何通过整治

利用好现有土地，适时增加各类用地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进行现有用地的“增效”和未来

后备资源的“减压”，现实情况，不能过多地依靠未利用后备资源潜力的挖掘，但这并不是说

后备国土资源不去开发或任其荒弃，在现有技术和资金许可下，倘若在保护好景观生态不被

损害的情况下，后备土地资源是可以适时开发的，以提高其利用率和产出率，如伴随新农村

建设和统筹城乡的逐步推进，农村居民点重新安排就是未来整治中大有可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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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拟借助新农村建设、集体土地流转、统筹试验区、２００９年国务院３
号文等国家对重庆的政策倾斜，以及重庆现有“人 地”关系的转型，构建“减压增效”理念下

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图６），以实现主要通过耕地整理增加耕地的目标，大力开展农村居
民点整理、实现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同时，该框架也告诉我们未来过多依靠开发的

国土整治不符合重庆的客观现实。新农村建设的开启通过优化农村居住用地的利用方式和

格局配置，使居民点整理成为未来国土整治的重要源泉，而且，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使得这一源泉的未来整治态势看好，新农村建设的结果相当于减轻

了其他后备资源的压力，具有“减压”之效。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的重要议题：允许农

民流转承包的集体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大的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

和调控，流转不仅通过减少田土坎占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而且，优化农村设施景观资源的

配置，改善配套设施（田间道路、排灌沟渠、蓄水池、沉沙凼等）及景观环境，提高集约利用效

率，增加生产投入的含量，如种养结合、化肥农药、生产技术、良种引进、间种套作等。农地流

转增加的耕地面积类似于“减压”，而流转后的资源优化则相当于“增效”。重庆统筹试验区

的建立，不仅为新农村建设和集体土地流转提供契机，而且其培养人们节约集约用地以及优

化配置国土资源的理念，当然，其背景下的国土整治框架也必然具有“减压增效”效能。

图６　基于“减压增效”理念的重庆国土整治及运行框架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整治框架为“减压增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源泉，但光有框架还不行，还需要有保障其

健康运行框架的护航模式。鉴于上述重庆国土整治规划与实际实施间的差距及其产生的原

因，基于管治理念思维，研究构建了重庆“减压增效”整治框架的运行模式：促进增长合作型

（图６），即政府要把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结合起来。该运行模式中政府不再仅仅主导
区域国土整治的运行，而是仅为其运行提供宽松环境，最大限度地动用社会资源参与区域国

土资源的整治，鼓励民营主体进入国土整治及农田基本建设领域，包括公司、企业、个人等非

政府组织。运行模式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均须认真对重庆不同区域国土资源状况进行规律

性分析（如哪些为整治要体现的优势，哪些为整治要破解的难题，哪些为近期整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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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为整治开展的难点等），把握资源利用的宏观环境（如国家宏观政策、区域政策倾斜、不

同利益间冲突等），协调主要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均衡，改善整治运行环境，以便制定切实可

行的重庆国土整治策略。而且，非政府组织要发挥促进多集团对话、最大限度动用社会参与

资源的优势，以使重庆国土整治框架能够在多方参与、多元化投资和多部门监管的环境下健

康运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通过合作进行重庆国土资源的整治，不仅维护了各参与主体

的利益，提高其参与国土整治的积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土资源利用的“减压

增效”。

２３　“新框架”下重庆国土资源整治互补格局
遵循经济梯度转移的“圈层”和“点 轴”理论，研究认为，重庆国土整治的经济梯度转移

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和重庆“十一五”规划设想的框架内进行，沿核心都市圈→外缘
渝西圈→廊道库区两翼的格局进行展布，以利于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并享用最
终发展的福祉（图７）。都市圈的特殊区位优势使得其最先接纳核心区的经济辐射能量，进
而向外缘渝西圈进行推移，并借助长江黄金隧道和渝怀铁路将这一强势经济流向渝东北和

渝东南两翼转移。经济梯度的转移带来了国土资源利用理念的转变，如各类城市设施与服

务功能的增强，“经营城市”和循环经济观念的推进，用地结构性矛盾理解偏差的解决，各类

用地供需的空间互补等。按照这一分析，不难看出，重庆国土整治的区域格局总体呈现核心

都市区好于外缘渝西圈，且更好于廊道库区两翼的态势。而且，近年来重庆以“土地整理”

为切入点的国土整治，也为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梯度推进提供了很好的用地保障和景观环境

基础，如耕地保护的严峻形势得到缓解，各类建设用地的布局趋于优化合理，长江上游的战

略生态态势日趋好转等。由图７可看出，重庆国土综合整治中的各级路网的形成，如乡村道
路、公路、高速、铁路等，为其经济梯度沿圈层和点 轴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和便利，而且，整治

所包含的教育作用也为经济推移区国土利用观念的优化提供思想基础。可以说，重庆经济

梯度的空间格局为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指明方向，而国土整治反过来也为经济梯度的调整

提供依据和依托。

按照上述基于“减压增效”理念的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和模式，以及经济梯度转移与

国土整治间关系的格局，拟定重庆国土资源整治的空间互补效应，包括都市圈旧城改造和迁

村并点区、渝西整治提高耕地系数区、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增加耕地产出区、渝东南

（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整治增加林地分布区（图８）。都市圈以平坝、浅丘为主，精耕细作
明显，耕地质量较高，土地的粮食人口承载力优越，约为三峡库区的３８倍，但作为核心经济
区的重心所在，主导重庆城镇经济的主体地位，具有经济制高点的作用，其国土整治的目标

应支撑起重庆区域经济安全的要求。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旧城改造，提高土地利用率或

建筑物的容积率。同时，借助农村人口的城市迁移，推进农村宅基地流转下的新农村建设，

整治闲置或凌乱村落。渝西圈水、热资源丰富，垦殖历史悠久，且粮油、养殖等种养方面优势

显著，但较多的田土坎、边角和零星地块，不利于种植、养殖业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该区

的国土整治应注重耕地的连片整治，降低甚至消除田土坎等对农业生产便利和集约化经营

的限制，提高区域耕地利用系数，服务于重庆的经济与粮食安全。同时，借助新农村建设，做

好新村规划和迁村并点的新村建设，将闲置、废弃等的宅基地复耕或建园、还林。

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区具备类似于渝西圈的水、热资源条件，但基础设施欠账太多，

中低产田面积大，未来整治重点可挖掘中低产田的潜力，借助坡地梯化、田间道修建、水利设

施修筑等措施，不断提高中低产田的产出能力，服务于粮食和生态安全。而且，整治时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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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挖掘区域有特色的农经产品，结合种植业结构调整，进行耕地资源的整治，以实现农业生

产的规模化经营。但该区的居民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废弃、闲置现象，而因地形、地貌所决

定的居民点大多分布在浅丘和平坝地带，且比较分散，整治增加耕地的潜力较小，大多增加

林地或园地。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整治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地利用和人为活

动的垂直分层异质性强，天然植被仅在人为难于到达的陡坡区域才会存在，三峡工程营运

后，除出现大量“孤岛”外，库区居民为获得与淹没前相当的收入，必然增加对现有土地的扰

动，为此，该区国土整治应以体现增加林地分布为主要目标、改善当地居民福祉的同时，提高

生态完整性，承担起库区的生态和资源安全重任。对坡度２５°以上的坡耕地应适时退耕，但
退耕应以当地乡土树种和经济、用材、薪炭等树种间的斑块混交为主，并加强农户的参与过

程，以使退耕的过程贯穿于农户福祉改善的始终，达到景观恢复的“双重效应”。同时，因本

身的地貌、地形因素影响，加之不合适的人为活动，导致土地灾毁、居民返贫、生态返脆等问

题再度出现，国土整治应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多方接纳不同利益主体的介入进行灾毁地的

复垦，实现当地居民在不脱离原来生活资料来源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自救和生态环境恢复。

图７　重庆国土整治的区域经济梯度转移格局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图８　重庆国土整治的区域空间互补格局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ｏｆ

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前面分析可看出，重庆国土资源整治的空间互补格局实现区域上的“减压增效”。图９
展示，都市圈的旧城改造和迁村并点，不仅减轻区内本身由经济发展对耕地及其他土地向建

设用地转换的需求压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具有“增效”效能，而且，也减轻渝西

圈乃至三峡库区土地因满足都市圈占用而被置换的可能性，体现“减压”作用。渝西圈整治

提高耕地系数，不仅增加耕地面积，确保该区作为重庆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发挥“增效”功

能，而且也保证重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建设占用，起到支撑经济安全土地面积依托的“减

压”功能。另外，该区耕地系数的提高，对减缓为解决整个三峡库区人们的吃饭问题所进行

的开发以及建设占用的补充来说，都具有很强的“减压”功效。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

增加耕地产出，借助农田配套设施的修建，提高耕地产出，相当于增加本区域内耕地的利用

效率，具有“增效”潜力，而同时，这一“增效”也减轻其他区域内的耕地需求压力，甚至降低

其他生态用地面临被开发为耕地资源的可能性，展示“减压”作用。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

岸库区整治增加林地分布，主要服务于国家层面三峡工程的安全营运和“五个重庆”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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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其区内的生态退耕表面上导致耕地减少，大面积的耕地转为林（园）地，但实际

上，农民在陡坡耕地上耕种的年投入和产出基本持平，收益甚微，退耕后不仅有一定的补贴

收入，并减轻库区内的生态压力，承载着“减压”效应，而且相比耕种原来耕地剩余出的劳

力，又可通过外出务工投入到其他行业，或作用于剩余耕地上，这样，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减

轻农民对土地的依靠，而剩余劳力的集中投入又可获得额外的经济产出，发挥“减压增效”

作用。

图９　重庆国土整治的区域“减压增效”效应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重庆国土整治的区域性对策格局与效应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２４　“新框架”下重庆国土整治区域性策略架构
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经济梯度转移或景观格局的恢复重建，不仅要核算其直接的经济效

益，更要考虑其引发的环境生态效应。考虑到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下的空间互补格局，针

对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及生态特点，研究构建确保这一格局实施的区域性政策导向，包括

都市圈整治恢复重建区、渝西整治恢复区、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恢复区、渝东南（东

北）和长江南岸库区整治恢复重建区（图１０）。
都市圈内所实施的旧城改造和迁村并点，应首先体现核心经济区的经济梯度转移，并借

助整治实现区内景观格局的恢复重建。按照《森林重庆主城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１８］，规

划期内重庆都市圈内的生态景观恢复达到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标准。现有

生态恢复的实践表明，重庆都市圈恢复目标的实现若仅靠单纯的依靠植被的自然恢复，必然

需要漫长的时间，且恢复的植被很难具有园林景观的美学效果，为此，必须借助外来人工树

种的引进进行恢复，如城市范围内的自然景观保护、城市森林公园、道路和水系防护林、屋顶

和桥梁立体绿化等。但如何恢复都市圈内的天然次生林、人工林等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

要内容。依据以往的经验，大多城市森林景观都以人工林的重建为主，而对于天然次生林的

恢复则常常诉诸于通过建设生物篱进行隔离保护，以实现区内植被的自然恢复。当然，对恢

复能力较差的人为扰动强烈区，则考虑天然恢复与人工种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植被景观生

态完整性的恢复。另外，都市圈内的不同平行岭谷区，首先进行岭脊线的恢复和完整性保

护，同时，通过建立生物廊道，将沿岭周围的生态信息实现岭间以及岭与农业生态“孤岛”间

的传递，进而沟通都市圈与各平行岭谷间的生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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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整治恢复区旨在借助耕地系数的增加和居民点的复垦，接纳核心区的经济梯度转

移，同时，将平行岭谷间及平行岭谷与“孤岛”间的生态流通过廊道进行传递，实现区内景观

格局的自然恢复。与渝西圈不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恢复区借助整治提高耕地产

出，并通过廊道的构建来达到上述的景观格局成效。表面上看，两者整治都要进行路、林、沟

等的配套，都可以将路、林、沟等作为景观生态效应发挥的廊道，进行岭谷间及其与“孤岛”

间生态信息的传递，但这一效应的发挥渝西圈要弱于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区。前面的分

析表明，渝西圈的耕地整治主要通过消除田土坎、边角地等的影响，并配以基础设施的路、

林、沟等建设，增加耕地系数，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区的整治则主要借助路、林、沟等的

修建，提高耕地产出。而且，渝西圈须更多地服务于核心都市区的经济建设与景观生态效应

的发挥，如承接经济梯度的转移，负责非农占用的“减压”，确保经济发展的预期、维系生态

安全的“屏障”等，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则更多地强调维护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和三峡

工程的安全运营，建设以长防林、绿色通道、三峡水库和河流防护林为主的绿色生态屏障。

这样，同样的路、林、沟等在渝西圈内的规格和密度上，都应少于或小于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

谷区，当然，在作为景观廊道效应的发挥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态势。

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囊括库区的主要腹地，属脆弱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急需

治理的国土整治区。起伏的地形，使得大多山地植被及其所涵盖的物种遗传种质资源，因人

为不合适行为的扰动而流失，为此，山地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及适宜物种遴选一直是该区国

土整治的重点和难点。我们知道，人口分布的异质性，驱动生态环境演化的差异性。实地踏

勘表明，该区中、低山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人口密度较低，而高山区则相反，这样，原本脆

弱的高山景观环境，势必面临更大强度的人为扰动，扰动的结果导致山地自然生态植被退

化，部分种质损失殆尽，取而代之的为广种薄收的作物资源，进而造成大量仅存天然植被的

“孤岛”出现，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土流失严重，土层越种越薄，山地植被生态完整性受损，失

去靠自然恢复为原有健康生态系统弹性的能力，致使该区被定义为整治恢复重建区。针对

整治区的生态退耕，配合水土流失治理，研究拟采取生态重建的方式进行森林景观格局的恢

复，以恢复生态完整性，并改善当地居民的福祉，实现景观恢复的“双重”效应。但进行重建

时，要防止外来物种的引进会影响到其天然更新及更新群落的稳定性。而对于天然次生林

和部分退化林地，可实施生物篱保护的自然恢复策略，并减少外界人为的扰动作用，但生境

条件较差的区域，可选择某些地区“不发展”才是真正“发展”的发展理念实现景观环境的自

然演替恢复，以减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而且，三峡工程的淹没和不合适行为

的强烈扰动所形成的“孤岛”，通过廊道的布设将不同“孤岛”间的生态流流动起来，实现库

区天然原生态经济实验区的设想。另外，沿江开发过程中高密度和高强度的产业集聚将对

长江重庆段水环境和库岸安全带来压力，对此，应实行生物篱的方式进行调节，如拦截、吸

收、过滤等消纳效应。

３　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重庆未来“减压增效”理念下国土整治运行框架，必须以现有耕地

资源的整理为主，并借助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增长合作

型运行模式，政府不再仅仅主导区域国土整治的运行，而是提供宽松环境，最大限度地动用

社会资源参与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结合重庆区域的地域分异特征，这一框架实际的运行

针对具体区域体现为整治的“减压增效”空间互补格局，都市圈旧城改造和迁村并点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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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增效”为主，以实现景观格局的恢复重建，渝西提高耕地系数区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

岭谷增加耕地产出区以“增效”为主，强调农林景观效应的自然恢复，而渝东南（东北）和长

江南岸库区增加林地分布区以“减压”为主，获得库区林地景观效应的恢复重建。同时，建

立生物篱保护区内植被的自然恢复，并通过人工廊道将平行岭谷或“孤岛”内的生态流流动

起来，实现天然 人工生态经济实验区的设想，提高生态完整性。

研究有助于服务于成渝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经济跨越式对土地的需求和经济梯度的转

移，丰富国家层面对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为重庆未来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情

景的安排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但研究仅实现大区域国土整治的框架构想，而针对社区或立

地水平的具体实践整治安排仍是未来研究的优先领域，以实现区域 景观 社区立地水平的

国土整治策略的整合。为此，未来应更多地关注整治前后山地独特气象、土壤、水文、植被等

的动态格局，以及人为利用行为调整的对比，以弄清国土整治的开展对区域整体发展态势的

影响，便于合适整治策略的设计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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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５］　ＬＯＮＧＨｕａｌｏｕ，ＬＩＵＹａｎｓｕｉ，ＷＵＸｉｕｑｉｎ，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ＳｕＸｉＣｈ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９，２６（２）：

３２２３３３．

［６］　封志明，潘明麒，张晶．中国国土综合整治区划研究［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６，２１（１）：４５５４．［ＦＥ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

ＰＡＮＭｉｎｇｑ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６，２１（１）：４５５４．］

［７］　孟旭光，卜善祥，李新玉．国土整治的国际化特征与发展趋势［Ｊ］．中国矿业，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３．［ＭＥＮＧＸｕ

ｇｕａｎｇ，ＢＵ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ｎｙ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ｌａｎｄ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３．］

［８］　ＬｉＺｈａ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ｓ［Ｊ］．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３２（４）：４５２４７０．

［９］　刘力群．西部开发需要大的国土整治［Ｊ］．中国改革，２００４（９）：６１６３，７４．［ＬＩＵＬｉｑｕｎ．Ｌａｒｇｅｒｌａｎｄ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ｄｅ

ｍａｎｄｅｄｆｏ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０４（９）：６１６３，７４．］

［１０］　晏敬东．法国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政策［Ｊ］．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２（５）：１２１１２４．［ＹＡＮ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ｒｎ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０，２２（５）：１２１１２４．］

［１１］　蔡玉梅，顾林生，李景玉，等．日本六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的演变及启示［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８，２２（６）：７６

８０．［ＣＡＩＹｕｍｅｉ，ＧＵ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Ｊｉ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２（６）：７６８０．］

［１２］　ＥｌｌｉｓＥＡ，ＰｏｒｔｅｒＢｏｌｌａｎｄＬ．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Ｙｕｃａｔ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Ｍｅｘｉｃｏ［Ｊ］．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５６（１１）：１９７１１９８３．



１２期 李　霞等：“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实施战略研究 ２０３７　

［１３］　ＳＨＡＯＪｉｎｇａｎ，ＷＥＩＣｈａｏｆｕ，ＸＩＥＤｅｔｉ，ｅｔａｌ．Ｆａｒｍｅ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２）：７９１０２．

［１４］　土地整理课题组．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研究［Ｒ］．重庆：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２００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ｏｌ

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５］　董焱，叶公强．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初步研究［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０４，２５（４）：４８５１．［ＤＯＮＧ

Ｙａｎ，ＹＥＧ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ｆｏｒ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４，２５（４）：４８５１．］

［１６］　叶公强，姜开勤，史娟．零星地类整理在耕地整理中的潜力研究：以重庆永川市、万盛区、丰都县、巫山县为例

［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４，１８（１）：３３３８．［ＹＥＧ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Ｋａｉｑｉｎ，ＳＨＩＪｕａｎ．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ｌａｎｄｆ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ｏｆ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ｄｕａｎｄＷｕｓｈ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１８（１）：３３３８．］

［１７］　龙花楼，李秀彬．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分析———以长江沿线样带为例［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４４１４９．

［ＬＯＮＧＨｕａｌｏｕ，ＬＩＸｉｕｂ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４４１４９．］

［１８］　重庆市园林局．森林重庆主城区建设规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ｆｘｘ／１１２８５２．ｈｔｍ．２００８０８０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ｆｘｘ／１１２８５２．ｈｔｍ．２００８０８０８．］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ＩＸｉａ１，ＳＨＡＯＪｉｎｇａｎ２，ＸＩＥＤｅｔ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７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４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ｉｔ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ｒｅ
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ｏｂ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ｎｉｔ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ｖｅｒ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ｏｔ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ｏ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ｒｏｌ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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