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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1997 和 2000 年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情况统计结果 ,分析了环鄱阳湖 12 县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 ,

结果表明 :1998 年前后鄱阳湖区变化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是未利用地 ( - 42144 %) 和水域 ( + 28195 %) ,交通

用地 ( + 7197 %)和园地 ( - 6140 %)变化也较大。八大类土地利用类型中 ,水域、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面

积在增长 ,其他类型用地都在不同程度减少 ,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的压力、社会的发展、退田还湖工程的实施

等。结合鄱阳湖区“人 —地 —水”关系、土地整理潜力等进行分析 ,认为鄱阳湖区土地整理应致力于环湖区的生态

建设 ,把治理、开发和发展结合起来 ,将土地整理由单纯追求耕地增长转向全面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改善生态环

境 ,这也是“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工程“退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不反迁”的关键。本研究结果可为调整鄱阳湖区土

地利用结构 ,挖掘土地整理潜力提供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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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land utilization in Po2yang Lake zone aroun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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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pres ent situation of land us e in Po2yang Lake region in 1997 and 2000 , the changes of culti2
vated land , fores t land , garden plot , meadow , resident land , traffic land , water areas , and non utilize land were ana2
lyzed aiming at 12 counties and cities s urrounding Po2yang Lake . The biggest changes of the lands are non2utilize land

( - 42144 %) and water areas ( + 28195 %) around 1998 , and then the traffic land ( + 7197 %) and the garden plot ( -

6140 %) . Among eight major kinds of land utilizations , the utilizations of water , traffic ,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 and

mining areas are increasing , while all the others are reducing in various degrees . Bas ed th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2
ships of“p ers on2land2water”and the land readjus tment potentiality in Po2yang Lake region , we s uggest that the atten2
tion should be p ai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nagement ,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

We should purs ue the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improve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s tead of only the cultivated land

growth. We should als o reduce the cultivated land to recovery the original lak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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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洞庭湖是我国长江中下游两大蓄洪、滞

洪的天然湖盆 ,其中以翻阳湖为最。由于湖区的地

形、土壤、水文、交通等有利条件 ,先民通常选择在土

地肥沃、背山面水的河流尾闾开荒种地 ,围湖造田。

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

的发展 ,翻阳湖被围垦的面积迅速增加 ,严重影响到

鄱阳湖各水系的蓄洪、滞洪能力 ,湖区洪涝灾害逐渐

加重。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鄱阳湖地区

大面积受灾 ,湖区大小圩堤溃决数百座 ,其中有 138

座保护农田 6617 hm2 以上的圩堤溃决 ,淹没耕地

4160 万 hm2 ,受灾人口 60 万[1 ] 。1998 年以来 ,江西

省实施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疏洪退垦、恢复湿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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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促进湖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平垸行洪、退田

还湖、移民建镇”工程。工程量大面广 ,情况复杂 ,涉

及上饶、九江、南昌 3 个市的 27 个县 (市、区、场) 和

200 多个乡镇。江西省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抓

紧做好救灾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的指示精神

和统一部署 ,下发了《关于灾后重建、根治水患的决

定》,颁布了《江西省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若

干规定》第 102 号省长令 ,明确了“三统一分两严格”

的工作原则 ,确定了 8 项移民建镇的优惠政策 ,并根

据具体情况[2 ] ,分 4 期实施了“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

移民建镇”工程。到 2003 年底 ,共平退 456 座圩垸

(其中双退 (退人退田) 227 座、单退 (退人不退田)

229 座) 、59 处外滩地、1 座分蓄洪区 ,完成移民 2211

万户、9012 万人 ,共新 (扩) 建集镇 126 个、中心村

363 个、基层村 2 097 个 ,使鄱阳湖的蓄洪面积由

3 900 km2 扩大到 5 100 km2 , 增加行蓄洪面积

1 25017 km2 ,增加蓄洪容量 67 亿 m3 ,基本恢复到

1954 年水平 ,“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的目

标基本实现。这也是退田还湖 ,实行湖区土地可持

续利用的初步。

由此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笔者主要根据 1997 和 2000 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现状

面积统计数据 ,以及江西省第 1 期移民工程的实施

情况 ,分析鄱阳湖环湖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为

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生态建设提供基础信息。

1 　研究区域概况

鄱阳湖位于长江南岸的江西省中北部 ,主湖体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49′～116°46′、北纬 28°24′～

29°46′,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

尾闾相接。鄱阳湖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 ,是

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它汇集了“五河”之水 ,构成了完

整的鄱阳湖水系 ,经湖口北注长江。鄱阳湖流域面

积 162 225 km2 ,湖体南北长 173 km ,东西平均宽

1619 km ,最宽处 74 km ,最狭窄处约 218 km ,湖岸线

总长约 1 200 km[3 4 ] 。湖面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

两部分 ,南部湖面宽阔为主湖区 ,北部湖面狭长为湖

水入江之水道区。本研究中讨论的区域仅指环鄱阳

湖区 ,包括南昌市、新建县、南昌县、进贤县、九江市、

湖口县、德安县、星子县、永修县、都昌县、鄱阳县、余

干县 12 个行政区 (本文中南昌市与九江市除外) 。

鄱阳湖区地处长江中游红壤丘陵地带 ,区内土

地利用类型齐全 ,由农田、水域、森林、湖滩草洲、沙

洲裸地、城镇工矿等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陆

相生态系统。在湖区 ,平原约占 29102 % ,岗地约占

29191 %、丘陵约占 12125 %、山地等约占 9145 %、水

域约占 19137 %。湖区人口密集 ,土地资源日趋紧

张[5 7 ] 。据统计 ,1999 年底湖区人口达 83212 万 ,人

均占有耕地仅 0105 hm2 ,只有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4712 % ,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布的人均耕地

01053 hm2 的警戒线 ,人地矛盾非常突出。

鄱阳湖区的人为活动已经有几千年历史 ,为解

决人地矛盾 ,向鄱阳湖要耕地是一种便利的途径 ,特

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 ,围垦鄱阳湖湿地的活动尤为

强烈。围湖造田使得湿地面积减少 ,生物多样性受

到严重威胁 , 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

坏[3 ,8 10 ] 。由表 1 可知 ,1954 —1997 年鄱阳湖因围

垦面积缩小了 1 301 km2 ,容积减少了 81 ×108 m3 ,

鄱阳湖对洪水的调节系数从 01173 减为 01138 ,下

降了 315 % ,使得湖泊对洪水的调蓄能力降低了近

20 %。因 1954 年以后的围垦主要在湖滩、湖汊等地

势较低的地方 ,失去的调洪容积很大 ,对湖盆调蓄能

力的削弱作用极大[8 9 ] 。1998 年洪水过后 ,鄱阳湖

区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治水战

略 ,仅退耕还湖就使湖区面积增加 200 多 km2 ,环鄱

阳湖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使鄱阳湖湿

地生态系统明显改善 ,蓄水防洪能力增强。

表 1 　1954 年以来鄱阳湖历年围垦情况

Table 1 　The change of Po2yang Lake area since 1954

年份
湖面积/

km2

湖容积/

108 m3

围垦面积/

km2

累计围垦

面积/ km2

1954 5 160 370 0

1957 5 004 360 156 156

1961 4 720 340 284 440

1965 4 410 323 310 750

1967 4 128 300 290 1 040

1976 3 914 293 206 1 246

1984 3 889 291 25 1 271

1997 3 859 289 30 1 301

2 　1998 前后鄱阳湖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比较

分析

211 　土地利用现状

1997 和 2000 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现状[6 7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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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见表 2 和 3 ,1998 —1999 年鄱阳湖环湖地 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情况见表 4。

表 2 　鄱阳湖区 1997 年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Table 2 　The land use actuality of Po2yang Lake region in 1997 hm2

地区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南昌县 181 990 81 357 2 291 2 541 7 14 579 2 874 52 641 25 700

新建县 238 278 81 172 1 514 39 206 639 9 840 2 620 59 245 44 042

进贤县 195 525 72 401 3 503 38 157 131 11 162 2 357 49 189 18 625

永修县 191 343 43 779 3 118 66 586 71 6 585 1 853 48 906 20 445

德安县 93 931 17 956 1 824 57 590 4 3 590 1 163 5 269 6 535

星子县 73 971 14 867 764 22 509 4 3 804 778 20 347 10 898

都昌县 197 400 44 348 3 287 60 557 2 8 724 1 415 62 438 16 629

湖口县 68 034 23 928 1 330 14 336 421 3 962 686 16 485 6 886

余干县 233 711 69 360 1 030 38 871 19 11 018 1 835 71 577 40 001

鄱阳县 422 521 100 455 1 659 126 746 161 17 634 3 712 82 728 89 426

总 　计 1 896 704 549 623 20 320 467 099 1 459 90 898 19 293 468 825 279 187

用地比率 1 01289 8 01010 7 01246 3 01000 8 01047 9 01010 2 01247 2 01147 2

　　注 :数据根据《江西省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表 (1997 年)》整理而得。

表 3 　鄱阳湖区 2000 年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Table 3 　The land use actuality of Po2yang Lake region in 2000 hm2

地区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南昌县 181 990 79 253 2 267 2 523 8 14 913 3 252 68 298 11 476

新建县 238 278 80 808 1 727 38 839 639 10 012 3 004 86 546 16 703

进贤县 195 525 72 041 3 745 38 142 161 11 258 2 463 54 256 13 459

永修县 191 343 40 489 2 421 65 114 71 6 382 1 730 57 464 17 672

德安县 86 294 15 870 948 52 736 3 3 589 916 3 881 8 351

星子县 73 971 14 222 766 22 499 4 3 730 785 27 532 4 433

都昌县 197 400 43 397 3 331 60 348 2 9 410 1 764 67 289 11 859

湖口县 68 034 23 790 1 128 10 435 353 4 050 838 21 176 6 264

余干县 233 711 67 760 1 080 38 588 19 11 407 1 901 93 256 19 700

鄱阳县 422 521 96 127 1 606 126 678 160 18 117 4 178 124 858 50 797

总 　计 1 889 067 533 751 19 019 455 902 1 420 92 868 20 831 604 556 60 714

用地比率 1 01282 5 01010 1 01241 3 01000 8 01049 2 01011 0 01320 0 01085 1

　　注 :数据根据《江西省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表 (2000 年)》整理而得。

212 　比较与分析

1) 1998 年前后鄱阳湖区土地利用结构总体变

化情况。2000 与 1997 年鄱阳湖区土地利用结构总

体变化比较结果 (表 5) 显示 ,1998 年前后变化较大

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为未利用地 ( - 42144 %) 和水

域 (28195 %) ,交通用地 (7197 %)和园地 ( - 6140 %)

变化也较大。八大类土地利用类型中 ,水域、交通用

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面积在增长 ,其他类型用地

都在不同程度减少。

实施“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工程后 ,199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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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8 —1999 鄱阳湖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情况统计表

Table 4 　The instance of prevent the flood and retreat cultivated land return lake from 1998 to 1999 　　hm2

地区
双 　退 单 　退

圩内总面积 圩内耕地面积 圩内总面积 圩内耕地面积

南昌 893 860 2 200 1 800

新建 1 067 635 567 567

进贤 235 183 800 667

永修 1 223 748 6 165 3 140

德安 733 487 734 641

星子 39 35 3 729 2 422

都昌 970 829 6 745 4 168

湖口 440 440 8 473 347

余干 2 380 1 587 2 053 1 480

鄱阳 5 368 3 351 13 031 8 160

总计 13 348 9 155 44 497 23 392

　　注 :数据取自《江西省鄱阳湖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报告》(江西省农业开发办 ,1999) ;“双退”指退人又退田 ,“单退”

指只退人不退田 ;圩内总面积和圩内耕地面积分别指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区圩内总面积和耕地面积。

年鄱阳湖区单退耕地 23 392 hm2 ,双退耕地 9 155

hm2 ,共占区域总耕地的 5192 % ,其中双退耕地占区

域耕地变化总面积的 57168 %。1998 —1999 年单退

土地面积 44 497 hm2 ,双退土地面积 13 348 hm2 ,占

区域总面积的 3105 %。由此可见 ,“平垸行洪 ,退田

还湖”工程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是巨大

的 ,随着工程的进一步实施 ,这种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2) 1998 前后鄱阳湖区各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情况。由表 6 可知 ,1998 前后各县变化较大的土地

利用类型依次 (按变化大小顺序 ,下同)为未利用地、

水域、居民点及工矿设施用地、耕地、园地 ,其中未利

用地减少比例较大的依次为新建县、星子县、南昌

县 ;水域增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鄱阳县、新建县、星

子县 ;交通用地增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都昌县、湖口

县、新建县 ;居民点及工矿设施用地变化比例较大的

依次为余干县、永修县、鄱阳县 ,其中永修县该类土

地利用面积减少 ,其他均为增加 ;耕地减少比例较大

的依次为永修县、鄱阳县、星子县。

表 5 　鄱阳湖区 2000 与 1997 年土地利用结构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land uses of Po2yang Lake region in 2000 and 1997

土地利用类型
1997 2000

面积/ hm2 与总面积比率/ % 面积/ hm2 与总面积比率/ %

　变化面积/

　hm2

面积变化

比率/ %

耕地 549 623 01289 8 533 751 28125 - 15 872 - 2189

园地 20 320 01010 7 19 019 1101 - 1 301 - 6140

林地 467 099 01246 3 455 902 24113 - 11 197 - 2140

草地 1 459 01000 8 1 420 0108 - 39 - 2167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90 898 01047 9 92 868 4192 + 1 970 + 2117

交通用地 19 293 01010 2 20 831 1110 + 1 538 + 7197

水域 468 825 01247 2 604 556 32100 + 135 731 + 28195

未利用地 279 187 01147 2 160 714 8151 - 118 473 - 42144

　　注 :变化面积中“+ ”“ - ”分别表示 2000 年比 1997 年增加或减少的面积 ;“变化比率”指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2000 年比 1997 年变化的面积

与 1997 年面积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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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鄱阳湖区各县 2000 与 1997 年土地利用结构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land uses of counties in Po2yang Lake region in 2000 and 1997

土地利用

类型

南昌县 新建县 进贤县 永修县 德安县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耕地 - 2 104 - 2125 - 364 - 0145 - 360 - 0150 - 3 290 - 7152

园地 - 24 - 1105 213 14107 242 6191 - 697 - 22135

林地 - 18 - 0171 - 367 - 0194 - 15 - 0104 - 1 472 - 2121

草地 1 14129 0 0 30 22190 0 0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334 2129 172 1175 96 0186 - 203 - 3108

交通用地 378 13115 384 14166 106 4150 - 123 - 6164

水域 15 657 29174 27 301 46108 5 067 10130 8 558 17150

未利用地 - 14 224 - 55135 - 27 339 - 62108 - 5 166 - 27174 - 2 773 - 13156

土地利用

类型

星子县 都昌县 湖口县 余干县 鄱阳县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变化面

积/ hm2

变化比

率/ %

耕地 - 645 - 4134 - 951 - 2114 - 138 - 0158 - 1 600 - 2131 - 4 328 - 4131

园地 2 0126 44 1134 - 202 - 15119 50 4185 - 53 - 3120

林地 - 10 - 0104 - 209 - 0135 - 3 901 - 27121 - 283 - 0173 - 68 - 0105

草地 0 0 0 0 - 68 - 16115 0 0 - 1 - 0106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 74 - 1195 686 7186 88 2122 389 3153 483 2174

交通用地 7 0190 349 24166 152 22116 66 3160 466 12155

水域 7 185 35131 4 851 7177 4 691 28146 21 679 30129 42 130 50192

未利用地 - 6 465 - 59132 - 4 770 - 28169 - 622 - 9103 - 20 301 - 50175 - 38 629 - 43120

　　注 :变化面积中“+ ”“ - ”分别表示 2000 年比 1997 年增加或减少的面积 ;变化比率表示该种土地利用类型 2000 年比 1997 年变化的面积

与 1997 年面积的比率 ;德安县统计数据中含有共青城数据的误差 ,故未采用。

3 　讨论与结论

311 　“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绩效分析

自 1998 年以来 ,国家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4 省实施“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工程。江西省以国

务院“32 字”方针为指导 ,分 4 期实施了“退田还湖 ,

移民建镇”工程。通过对第 1 期工程及其同时期土

地利用现状的分析可知 ,由于工程的实施 ,由围湖造

田到退田还湖 ,环湖 10 县退还圩区总面积 57 845

hm2 ,退田 32 547 hm2 。到 2000 年底 ,鄱阳湖水面增

加了 135 731 hm2 ,10 多万湖区群众告别了水患 ,鄱

阳湖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好转。工程的实施 ,减轻了

人为因素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压力 ,减少了水土流失 ,

有利于湿地生态恢复 ;避免了更多的人口伤亡和财

产损失 ,减轻了政府的救灾压力 ,有利于社会的安

定 ;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 ,有利于人民安心生产 ,发

展经济 ;移民建镇使新的城镇和经济区得到发展 ,地

方投资环境明显改善 ,便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

于发展生态经济、特色经济。

“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工程为人们对生态环境

的认识以及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实例 ,是流域治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对湖区的经

济、社会、生态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理论上讲 ,实施

退田还湖能够有效克服围垦的不良影响 ,增加湖泊

的防洪蓄洪能力 ,解除或减轻湖区洪涝灾害 ,使鄱阳

湖区人与自然综合生态系统趋向良性循环 ,从而产

生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实现人、自然、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 ,退田还湖只是湿地恢复的第一

步 ,退田还湖的目的在于湿地功能的恢复 ,而湿地功

能的恢复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需要从政策制

定、湖区综合治理、管理机制、资金投入、替代经济等

方面长远考虑 ,才能最大程度实现“退田还湖 ,移民

建镇”工程的预期目标。

312 　“人 —地 —水”关系处理问题

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问题 ,实际上是“人 —地 —

水”的关系问题。人口增长导致对耕地需求的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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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围湖造田来满足对耕地的需求 ,使鄱阳湖库容

缩小、调蓄功能下降 ,导致洪水泛滥。多年来 ,鄱阳

湖区土地利用一直处于这种恶性循环 ,“人 —地 —

水”关系极度紧张。实施“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工程

后 ,鄱阳湖水域增长的同时 ,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的面积也在增长 ,未利用地、耕地、林地、园

地、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说明在鄱阳湖区

人口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 ,退田还湖后如没有稳

定的替代经济保证湖区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 ,“退田

还湖 ,移民建镇”工程便只是把人们对鄱阳湖的压力

转移到其他类型的土地上。退田还湖越多的地方 ,

其他类型的土地利用情况变化就越大 ,如鄱阳县、余

干县、永修县等。

社会在发展 ,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也将

进一步增加 ,水域之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压力将

进一步加大。为避免退田还湖后水进人退 ,对生态

环境同样造成破坏 ,正确处理鄱阳湖区“人 —地 —

水”关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地说就是要将人对

地的压力转移到对水和其他方面。江西省的做法

是 :1)通过改革耕作制度 ,发展避洪农业、水产养殖

业、生态农业和畜禽养殖业 ,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农

民收入 ;2) 扶持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经

营 ,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发展二、三产业 ,

外出务工经商等 ;3)发展湿地生态经济 ,在保护中开

发 ,在开发中保护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要保证湖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鄱阳湖区必须

在农村经济上有所突破 ,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

帮助解决湖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这是解决鄱阳

湖区域“人 —地 —水”问题的关键。

313 　土地整理潜力内涵分析

鄱阳湖区有着数千年的土地开发利用史 ,可供

开垦的土地很少。到 2000 年底 ,鄱阳湖区未利用土

地只有 160 714 hm2 ,仅占鄱阳湖区土地总面积的

8151 % ,而且多为荒草地、滩涂地、裸地、废弃地等 ,

是难以开发或不能开发的土地 ;所以 ,鄱阳湖区的土

地整理就显得非常迫切。

因为区域的特殊性 ,鄱阳湖区土地整理潜力的

内涵应通过增加土地可利用面积 (可以是局部增

加)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生

态环境和生存环境等来进行界定 ,最终实现土地整

理服务于“抗洪、减灾、改貌、增效”的目的。鄱阳湖

区土地整理潜力除了增加耕地或其他农用土地面积

外 ,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能力、改善生态环境。鄱阳

湖区土地整理要与“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

的后续工作相结合 ,要致力于环鄱阳湖区生态建设。

如把治理、开发和发展结合起来 ,将土地整理由单纯

追求耕地增长转向全面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改善生

态环境 ,鄱阳湖区土地整理的潜力是极其巨大的。

这也是“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工程“退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不反迁”的关键。

314 　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迁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中使用了 1997 和 2000 年鄱阳湖区土地利

用结构数据 ,以及“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工程的部分

数据 ,若进一步结合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 ,开展

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的研究[11 ] ,对时空变化与统

计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 ,并

进一步分析变化产生的影响因素 ,可为调整鄱阳湖

区土地利用结构 ,开展土地整理工作 ,挖掘土地整理

潜力 ,进行生态建设 ,最终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

更科学的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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