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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土地资源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

方面：一是土地所提供的粮食安全问题；二是土地生

态质量问题；三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土地资源的供给

与需求矛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安全问题。针对这3

个问题，根据指标选取必须遵循科学性、完备性、简洁

性、动态性、空间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原则，我们选取

了64项指标，通过查阅文献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

法，逐步筛选，最后选取32项指标建立土地资源安全

评价指标体系一J(见表1)。

表1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在土地生态质量指标中，我们选取种植业收益占

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作为主要的压力指标，主要考

虑到的是当这个比重越大时，农民对种植业的依赖性

越强，会盲目加大种植业种植面积，从而影响了土地

资源的合理利用，造成土地资源质量退化。

2．2指标量化、权重与阈值的确定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安全指

数[3j：假设Xi(i=1，2，⋯，门)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

值，Si(i=1，2，⋯，行)为评价指标的标准值，U，为该

指标的安全指数，具体确定过程为：(1)对于“效益

型”指标，即属性值越大越安全指标，以“安全”为标

准值，则Ui=X／Si；(2)对于成本型指标，即属性

值越小越安全指标，以“安全”为标准值，则U=

Si／Xi，将各个指标的实际值通过此公式转换，得到

该指标的标准值(见表2—5)。

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旧j，根据研究

区实际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由对区域情况

较为熟悉的专家及地区专业部门人士，给出各个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生成各个指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且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C．_『<0．01时，矩阵具有满

意一致性，得到各组单项指标的权重值。

土地资源最大的服务功能是能够为人类社会的

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持续、充裕地自然资源，因此我们

参照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值作为土地资源安全

阈值。可持续发展目标值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文

献"，9|，部分采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大标准”

或地方标准数据等来确定。实际值的数据大部分来

自《重庆年鉴2000—2005》，《重庆统计年鉴2000—

2005》，重庆市政府公报，及报刊杂志中的部分数据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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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我们把T区间与土地资源安全程度一一对应

起来(见表7)。

土地安全的压力安全值自1999年的0．427上升

为2004年的0．454，说明影响土地资源安全的压力在

逐步缩小，这主要归功于土地生态质量安全及土地经

济社会安全系数的提高。两者安全系数分别从1999

年的0．415，0．446上升为2004年的0．527，0．749；故

虽然粮食安全压力不断增大，但总体上影响土地资源

安全的压力是在不断减小的。

表7 T区间与土地资源安全程度对应

丁取值区间T≥0．8 0．6≤丁<0．8 0．4≤丁<0．6 T<0．4

安全程度高度安全 基本安全 初步安全 不安全

土地资源安全压力的减小，主要归功于土地资源

安全响应措施的实施。1999年响应措施值从0．362

上升为2004年的0．492，但由于影响土地资源压力

仍然存在，故虽然响应措施加大，但响应措施的成效

延后，响应措施力度仍显不足。因此土地资源安全的

总体状态仍处于下降趋势，土地安全状态值自1999

年的0．557下降为2004年的0．439，尤其是粮食安

全状态的大幅度下降，其安全系数从1999年的0．92

下降为2004年的0．61，直接导致了土地资源安全状

态的下降。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较为严峻。

总之，重庆市目前土地资源安全仍处于初步安全

阶段，其土地资源系统的服务功能已有退化，但尚可

维持基本功能，土地资源系统受干扰后易恶化，需要

加大响应措施，以促使土地资源安全状况持续好转。

本文通过对土地资源安全评价结果进行的分析

和验证，认为对重庆市的评价结果能反映该区域的土

地资源利用状况的安全程度。用安全值来衡量其安

全程度，具有较好的科学性。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资源处于初步安

全状态。从1999年和2004年耕地综合安全值来看，

土地资源安全整体状况处于好转中。这一结果与一

些定性分析结果基本吻合，证明了本评价工作是适

宜、可行的。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在指标选取、权重确定上仍需

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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