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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资源保护

徐国健 胡家之 田 杰

(安徽省农业厅土肥总站 合肥 3200 00 )

摘 要

阐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特点
、

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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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土地资源的特点
当前

,

我国正处在 由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
,

土地资源也随

着改革形势的发展
,

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特点
,

了解和研究这些动向和特点
,

采取新的举

措保护土地资源是十分有益的
.

1
、

土地资源的商品性特点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更为突出
,

更为明显
.

土地虽为人

类的重要生产资料
,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土地不是商品
,

国家往往通过征用和划拨土地的

办法
,

来调整和配置土地
,

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

不计价格
.

这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土地的

利用
,

使土地流转不畅
,

难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土地作为商

品
,

允许进人市场参与竞争
,

进行有偿使用
,

通过市场的调节
,

达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

由此可见
,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

一旦进人市场
,

便产生了价格
,

地价的升降可以调节土

地的需求
,

从而可以促使土地的节约和合理使用
,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

促进经济繁荣
.

2
、

土地公有制的特点
,

进人市场之后不能改变其所有权性质
.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进人

市场
,

合理流转
,

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
,

并取得社会整体最佳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
,

但土地的公有制特点不能改变
.

作为使用权的土地交易
,

必须有期使用
,

并具有租赁

性质
.

无论土地流转多少次
,

使用者都要保护好资源
,

不能有短期行为
,

追求一时一地的经

济效益而浪费和破坏土地资源
.

3
、

土地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
,

因此
,

要认真贯彻
“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

切实

保护耕地
’

的基本国策
,

进一步加强对耕地资源的保护
.

以土地为必要的生产要素的任何国

民经济部门
,

对土地的供需平衡
,

只能在土地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协调其使用数量
,

而不能使

土地总量有所增减
.

4
、

土地资源的位置都是 固定不变的
,

是 不能移动的
,

因而具有区位性
,

如 自然区位
、

经济区位和社会区位
.

不同的区位表现出不同的区位效应
.

根据 区位的特点
,

合理的利用和

保护土地资源
,

有利于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5
、

土地资源的利用具有可逆性
,

而这种可逆性特点是随社会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的 `

土地用途一旦改变
,

土地利用结构即发生了变化
.

一般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

其可逆性则

很小
.

从现在和今后 的发展趋势来看
,

主要是农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变愈来愈多
,

耕地数量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7. 01. 008



·

34
·

土 壤 19 9 7年 第 1期

将愈来愈少
.

所以
,

从我国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来看
,

除了市场调节之外
,

还要建立国家

对土地市场调节的强有力宏观调控机制
,

运用价格和税收体系对农地流转为非农业用地进行

国家干预和监督
,

并通过法律手段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

来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

以达到

保护资源的目的
.

2 当前土地资源面临的两大问题
当前

,

我国市场经济运转机制还不十分完善
,

在新旧机制的转轨过程中
,

土地资源面临

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

1 1 从数 , 上看
,

仍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近几年来
,

安徽省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特别是遏制了乱占滥用土地的迅

猛势头
.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

耕地减少的趋势仍居高不下
,

据统计年报显示
,

19 93 和

1994 两年
,

全省净减耕地 43
.

“ 万亩
,

相当于一个县的耕地面积
.

造成耕地流失的原因
,

主要是一些地方对保护耕地认识不足
,

保护措施不力
,

19 93 年仅
“

三项建设用地
’

就占用地

24 万余亩 ; 还有些地方因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

占用了较多的耕地
,

如挖塘养鱼
、

养蟹
、

养

鳌等
,

19 94 年仅此一项
,

全省就减少耕地 14 万余亩 ; 还有的认为种田效益低
, “

以地生财
’

成了一些人的共识
,

造成了农地的大量流失
.

耕地的减少
,

人 口 的增长
,

造成耕地与人口 的

反向发展
,

导致耕地危机的巨大惯性
.

使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与人 口不相适应
.

据研究
,

到

本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

安徽省耕地资源的合理人 口承载量将达到极限
.

民以食为天
,

国以

土为本
,

无农不稳
,

无粮则乱 当前安徽省土地资源的潜在危机
,

特别是耕地面积继续减少

的势头
,

如不能达到有效遏制
,

必然会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
,

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安定
.

因此
,

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
,

不仅是一个经济间题
,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

.2 2 从质盆上看
,

地力潜伏衰退的危机

当前
,

安徽省土地资源质量
,

从几个方面来看
,

潜伏着衰退的危机
.

地力潜伏衰退危机表现之一是安徽省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
,

除一小部分外
,

大部分土地

本身质量不高
.

据
`

四低四荒
’

调查的统计
,

全省有低洼易涝耕地 12 00 余万亩
,

丘岗千早缺

水的也为 1 200 余万亩
,

多砾石
、

痔瘦的 80 余万亩
,

质地粘重板结的
、

耕作条件不好的

20 0 0 余万亩
,

这些不 良因素
,

有的耕地是兼而有之
,

如不改造
,

势必影响生产力的提高
.

地力潜伏衰退危机表现之二是耕地自身理化性状不良
`

据安徽省土壤普查统计
,

全省耕

地过酸或过碱
,

适种农作物范围小的有 190 0 余万亩
,

有盐碱危害的 29 万余亩
,

有机质缺

乏
、

肥力不高的有 19 00 余万亩
,

磷素缺乏的 4 900 余万亩
,

钾素缺乏的 12 00 余万亩
,

磷
、

钾均缺的约 1 100 余万亩
,

这些内在的不 良因素
,

是耕地肥力不高的重要表现
.

地力潜伏衰退危机表现之三是重用地
、

轻养地
、

重产出
、

轻投人的现象普遍存在
.

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农民种 田的积极性大为高涨
,

但对土地这一
“

无价之宝
’ ,

只重视

用其自然肥力
,

而忽视培养经济肥力
,

只重视求其产 出
,

而忽视投人
.

这种重用轻养的短期

行为
,

其结果必然导致地力衰退
.

近年来
,

一些地区大力推广高产作物
,

而不重视地力培

养
,

以致从农 田中带走的养分愈来愈多
,

造成人不敷出
.

据测定
,

每生产 100 公斤玉米
,

需

氮素 .2 0 公斤
,

五氧化二磷 1
.

0 公斤
,

氧化钾 .0 8 公斤
,

若按玉米亩产 500 公斤计算
,

就 目

前的施肥水平
,

除要全部消耗同期投入的肥料养分外
,

还必须从土壤潜在肥力中带走氮素

.3 75 公斤
,

五氧化二磷 1
.

88 公斤
,

氧化钾 0
.

8 8 公斤
.

农 田投人不足的主要表现是
,

有机肥



1 9 97 年 第 1 期 土 壤
·

35
·

的施用数量急剧减少
,

被称为
`

有机农业
’

重要措施之一的绿肥
,

在 6 0ee 70 年代
,

全省种植

面积均在 10 00 万亩以上
,

最高曾达 1600 万亩
,

而最近几年只有三
、

四百万亩
,

使耕地的肥

力失去了重要的依托基础
.

农村传统施用的厩肥和其它农家肥 的施用量也每况愈下
.

在大量

施无机化肥的情况下
,

土壤基础营养处于亏损状况
.

还应指出的是
,

由于生产资料大幅度上

涨
,

农民种田的比较效益低
,

加重了负担
,

挫伤了积极性
,

农民从土地收益的反馈中自动转

移投资
,

减少对土地的投人
,

导致土地投人与产出不平衡
,

促进了肥力的衰退
.

地力潜伏衰退危机之四是土壤侵蚀在不断加剧
.

据安徽省水利厅的资料
,

大别山和皖南

山区约有 1 17 0 万亩侵蚀山地
,

不要 10 0 年土层完全丧失 ; 九华山外围
、

岳西
、

舒城
、

族

德
、

绩溪
、

款县等地的花岗岩
、

紫色砂页岩等风化物上有 10 万亩土地
,

不要 10 年就可能变

成石头山 ; 绩溪
、

款县
、

岳西
、

太湖等山区时有泥石流发生
,

直接破坏了土地资源
.

土壤侵

蚀的结果
,

土层变薄
,

养分流失
,

障碍层上升
.

生态环境恶化
,

农田失去保护
,

地力衰退更

加明显
.

此外
,

黄河故道两岸沙化的扩大
,

城市近郊农田受工业
“

三废
”

的污染
.

都是直接造

成地力衰退的原因
.

3 土地资源保护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土地资源的保护要由政府用经济
、

法律的手段
,

辅之以必要的行政

手段间接进行宏观调控
,

特别是对于弱质性的农业
、

土地资源保护等类型
,

政府如不加保

护
,

就有可能危及其生存和发展
.

所以
,

在任何国家
,

都要对农业和土地资源施加有效的保

护和干预
.

土地资源的保护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

才能取得综合效益
.

.3 1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

强化土地管理

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要充分认

识这项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

从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
,

把土

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摆到重要位置
.

要加强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统一管理
,

高度垄断土地供应
,

把土地无偿
、

无限期
、

行政划拨的制度改为有偿
、

有限期
、

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使用制度
.

强

化土地行政执法
,

依法管理土地
,

加强培育和规范土地市场
,

建立 自我约束
、

自我调节的机

制
,

促进合理利用土地
,

切实保护土地资源
.

.3 2 加大土地投入力度
,

提高土地质量

安徽省土地资源质量不高的原因
,

除自然环境条件因素影响之外
,

一个很重要原因
,

就

是对土地投人的不足
.

为此
,

要下决心
,

加大力度
,

增加对土地的投人
.

要依靠国家
、

集

体
、

企业和群众等各方面广辟资金来源渠道
,

设立专项资金
.

如建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
,

加

强对商品粮基地的保护和建设 ; 建立废弃地复垦专项资金
.

加大复垦力度 ; 建立宜农荒地专

项资金
,

扩大农田面积
.

通过对土地的投人
,

增强地力
,

切实保护农业用地
.

1 3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
,

全民保护耕地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
’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

加快划定基本农 田保护区工作进

度
,

把全省 5 0 0 0 万亩基本农 田的保护落实到地块 ; 还要建立菜地保护 区
,

保证
“

菜篮子工

程
”

用地的需要
,

要广泛宣传建立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重要意义
,

做到家喻户晓
,

全民保护
.

通过建立各类农 田保护区
,

把高产稳产农 田
、

菜地都切实保护起来
.

.3 4 搞好农业内部结构调整
,

控制占用耕地

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是建立在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基础上的
.

优化农业内部结构
,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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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速发展和 良性循环
,

应以有利于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出发
,

控制耕地面积
.

要坚持

因地制宜
,

做到宜农则农
、

宜果则果
、

宜牧则牧
.

对于发展果树
、

桑园
,

要进滩
、

上 山
、

人

庭院
,

尽可能不占农田
.

.3 5 依靠科技进步
,

提高土地生产力

保护土地资源
,

使地力常新
,

还要依靠科学技术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占全省耕地面积

so % 左右的中低产 田
,

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

要充分利用地力间的级差
,

采取综合治理的

措施
,

使低产变中产
,

中产变高产
.

高产再上一个新台阶
,

提高中低产田的综合效益
.

培肥

地力
,

增加有机物的投人
,

要以有机肥为主
,

有机无机相结合
,

改善耕地的性状 ; 要搞好农

田基本建设
,

提高耕地的抗灾能力 ; 要充分利用光
、

热
、

水和劳力资源
,

提高复种指数
,

稳

定粮食作物面积
,

扩大经济作物 ; 要推广以杂交优势利用为重点的良种
、

高产优质高效规范

化栽培
、

平衡施肥
、

粮经饲 (包括绿肥 )轮作
、

保护性栽培
、

抗灾避灾技术
、

农牧结合
、

病虫

草鼠害综防
,

节水型农业
、

农机化等先进科学实用技术
,

不断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

令 令 令 令 伞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伞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令 伞 令 伞 令 令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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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施钾推荐量的范 围呈相反趋势
.

考虑经济收益
,

应特别注意选择低斜率值土壤施肥量的

上
、

下限
。

.3 2 潮土中
,

质地越重
,

推荐施肥量的下 限越低而上限越高
,

变化范围越大
.

黄棕壤与黄

褐土施肥上限基本一致
,

而下限因基础肥力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

砂姜黑土与褐土施肥下限一

致
,

但上限差异很大
.

1 3 砂质潮土
、

砂姜黑土和黄棕壤上分别种植小麦一花生
、

小麦一大豆
,

施钾量以 K 2 0

1 12
.

s k g / h扩 为宜
,

接近推荐施肥量下限 ; 水稻土上种植水稻
,

施钾量以 K 20 2 2 k5 g / h m Z

为宜
,

接近推荐施肥量上限 ; 褐土
、

黄褐土上钾肥用量应继续进行试验才能确定 ; 壤质潮

土
、

粘质潮土上种植花生
、

玉米
.

施钾量应以投资能力
、

钾肥供应情况选择推荐施肥量的上

限或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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