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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山 区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所 面 临 的 问 题!提 出 了 山 区 农 业

土地利用模式的构想&指出 影 响 我 国 山 区 农 业 土 地 利 用 模 式 的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自 然 地 理 因 素’
市场因素和土地制度因素!特别是市场因素和 土 地 制 度 因 素 对 于 农 业 土 地 利 用 模 式 设 计 的 影

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尤为突出#强调山区农 业 土 地 利 用 模 式 设 计 必 须 遵 循 自 然 地 带 规 律 性’与

农业经济多样化和规模经营相结合’与开 拓 产 品 市 场 相 结 合 的 原 则#以 河 南 省 洛 宁 县 为 例 具

体说明了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技术路线&
关!键!词"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市场#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H"$:4!#!!文章编号":$$$9$<I<$!$$#%$#9$#%;9$I

!!农业是山区的基础产业!也是大部分山区的支柱产业&山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新

产业的创立!都离不开农业的支撑(:)&过去以改变景观’扩大物质能源消耗为基础的强烈

的农业开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严重地影响了山区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对周边地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因此!未来山区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如何应对全球变化和保护山区环境的严峻挑战!必须对山区农业结构进

行调整!只有建立一个不造成环境退化’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社会上能够接受的农

业生产生态系统!才能保证山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陈国阶指出!:世纪山区农业的发

展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思维革命’体制创新’战略调整和产业提升(:)#傅伯杰等在实验分析

的基础上!探讨了黄土丘陵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郭旭东等探讨了低山丘

陵区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质量的影响(I)#刘彦随等研究了山地农业资源的时空性和立体化

开发模式(;!:$)&

!!山区是中国国土的主体!当山区居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和

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山区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多数学者对山区土地资源的变

化’生态系统的设计等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山区土地资源的农业利用模式!特别是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经济已逐步由短缺经济变成结构性 *过剩经济+’许多产品

市场已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尚缺乏深入

的探讨&本文通过对河南西部山区洛宁县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用为例!研究影响山区农业土

地利用模式设计的因素’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影响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因素分析

!!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是自然地理因素’市场因素和土地制度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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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对农产品’山区环境质量需求的多样性和市场的大小!文明程度影响

着人们获取农产品的手段和对山区环境质量的态度!最后根据自然地理因素和土地制度的

约束状况!对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进行设计 $如图:所示%&

图:!影响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因素及其影响过程

H@J4:!*KKDGL@EJK?GL2MN2K>27EL?@E27N?JM@G73L7M?33?EF7ND>2FD3N?EFLCD@MOM2GDNNDN

!"!!自然地理条件

!!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地方性自然地理要素是山区土地类型发生分

异的物质与能量基础(:$)&揭示影响土地利用的自然地理条件’土地类型的构型’质与量

的对比关系及其时空变化规律!既是基于结构格局进行土地生态评价和用地布局调整的依

据!也是深化区域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P..%及其生态效应研究!认识自然与人

文过程耦合关系的重要途径&在遵循土地类型分异规律的基础上!着眼于山区土地类型结

构格局!按照土地类型现状利用的特点’生态适宜性及其动态演替的时间序!进行类型,
质量,功能的适宜匹配和调整&

!"#!市场因素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地制宜的农业种植原则只是获得农业成效的必备

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就必须改变长

期以来形成的 *产,供,销+生产经营模式!而实行 *销,供,产+逆向生产经营模式!
即从消费需求出发!从流通入手!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决定山区农业生产产

品的结构和农业生产模式&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市场应变能力较差!加之我国的农业

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还处于初创阶段!在缺少保证市场正常运转’功效灵通的信息的情况

下!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就可能造成农业生产结构失 调!投 入 增 加!收 入 减 少!效 益 下

降&因此!亟待强化各级政府’经济技术部门的信息传递职能!发展多层次的信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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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广泛的信息网络!进行农产品市场的信息跟踪’收集’整理’提供和反馈!为农产品

生产和经营者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指导农业生产(:!:!)&

!"$!土地制度因素

!!土地制度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重要依据&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土地制度改革!在!$世纪%$年代末和I$年代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 有 的 变

化&然而!农民土地产权残缺’模糊!土地的细碎化经营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重公平’轻

效益!土地经营效 益 很 低 的 缺 陷 使 农 业 产 业 化 难 以 实 施!阻 碍 了 农 业 现 代 化 进 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

土地产权制度&因此!在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民土地产权!进

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一个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才能

确保山区农业用地模式的高效’合理和运行实施&

!!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原则

!!进行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必须遵循":%自然地带规律性(:$)&山地具有非常

显著的垂直地带性!同时又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容易在外界因素诱导下偏离系统

的阈值!进而发生系统的变化(:<)&因此!在进行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时候!应严格

遵循自然地带规律性!即土地利用形式要与当地的农业资源和生态形式相适应!土地利用

的边界应是某种资源约束作用的反映(:=)#!%与农业经济多样化和规模经营相结合&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增加!农业生产只有采用灵活多变的经营方针才能

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按人均田+的承

包形式日益暴露出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限性&因此!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

必须和农业多种经营’规模经营’农村工业化发展相结合!以增强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承受

能力和应对能力(:%)#"%与开拓产品市场相结合&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对市场有较强的依赖

性!所以!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需要有超前的市场意识!改变山区原来单纯的以

粮食生产为目的’自产自销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实行 *以销定产+的定单农业机制!培

育山区农产品’土特产品销售市场&

#"#!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技术路线

!!为了进行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我们首先借助遥感和实地调查数据!经过影像纠

正和分类!得出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山区农业土地利用的主要限制

性因素是地形和土壤!因此!我们选择了能反映土壤物理化学属性和地形变化的 土 层 厚

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灌溉条件’坡度’海拔高度等指标进行土地利用适宜性

评价和分级#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和市场信息!进行土地利用模式设计 $如图!所示%&

"!案例研究

!!选择河南省西部山区的洛宁县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该区

域位于山地和平原过渡带’温带和北亚热带过渡带及黄土过渡带!生态环境不仅具有多样

性!而且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既有精细农业区 $河谷地%!也有大面积林地’草地和未利

用土地!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多种多样#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分散经营’市场发育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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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技术路线

H@J4!!QDGCE@G?3M27L@ED2K>27EL?@E27N?JM@G73L7M?33?EF7ND>2FD3FDN@JE

对农业生产的调剂作用微弱等问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I)#$!%陆地卫星QR 的一景数

据 $:!<-$"=%覆盖该区全部#$"%行政区域完整!有利于各种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统计’
普查和详查数据的使用#$#%该区域农业发展的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农业耕

作活动(:;)!有历史时期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可资借鉴对比#$<%作者曾在该区域进行过

多次实地调查!便于卫星数据解译&

$"!!研究区的自然地理背景

!!洛宁县位于河南省西部 山 区 $如 图"%!北 纬"#S<T""#S"IT!东 经:::SIT":::S#;T!
总面积!""<4#;U>!&地势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中山’低山’丘陵’黄土塬’河谷’
沟壑’山间盆地’河川等地貌类型齐全!区内海拔最高点!:$"4!>!最低点!%=>! *七

山’二塬’一分川+为其地貌特征&太阳辐射<$V:$I6->!.?!全年日照时数!!I$4;C!
日照百分率为<!W&年降水量=$$"=<$>>!降水集中于夏季!常出现暴雨!夏旱秋旱较

为突出&年均气温:!":#X!":$X的 积 温#<$$"#I$$X!热 量 和 光 照 条 件 可 以 满 足

*冬麦Y玉米+一年二熟&土壤以褐土’棕壤’黄垆土为主!土壤肥力区域差异较大!褐

土分布于<$$"I$$>的山地区!土层较薄!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较低!只有川涧区’河

岸边地势平坦!土壤肥力较高!棕壤分布于海拔:$$$>以上的山地区!自然植被为落叶

阔叶林!土层中有机质含量丰富!黄垆土土层较厚!而耕层浅薄!质地粘重!土壤有机质

含量偏低&

$"#!研究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现状及社会经济诊断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年<月#日/?EFN?LQR!’QR"’QR#’QR<和QR%影

像!其轨道号为:!<-$"=!依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Z<万数字栅格图 $[)&%
生成的[’R以及:;;%年洛宁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MG-@EK2格式%&由于当日该景QR影

像存在薄云!所以在辐射校正和几何精校正的基础上进行去霾处理!然后和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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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研究区域地理位置与范围

H@J4"!/2G?L@2E?EFM?EJD2KLCDMDND?MGC?MD?

图几何配准!其配准精度保证在$4#个像元内&在对各波段影像进行线性拉伸处理之后经

反复试验最后确定QR"’QR#’QR<三波段组合不仅视觉效果良好!而且其波段间相关

性较小!信息量较大&

!!根据影像解译’判读’其他来源的信息与实地调查!海拔!%="#$$>之间为川涧区!
属洛河涧河!纵横交错!河岸边地势平坦!除局部低洼地带有季节性积水外!其余多为肥

沃的耕地!实地调查表明!除小部分菜园地外其余均是水浇地#海拔#$$"<$$>地带一

般是塬’梁’峁’坪交互排列!有 高 崖’深 沟’狭 谷!地 形 切 割 剧 烈!植 被 覆 盖 程 度 极

低!林地较少#海拔<$$":$$$>的浅山区!坡度较缓!多在:<""<S之间!由于水土流

失严重!大部分土地瘠薄不适宜农耕!荒山面积大!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呈片状分布!林

地外缘分布大量荒草地!中间夹有零星耕地#海拔:$$$>以上的深山区气温较低!雨量

较多!森林植物繁密!是研究区内林地的主要分布地&:;;;年洛宁县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和空间景观特性如表:所示&
表!!洛宁县!%%%年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景观特性

&’("!!)*’+,’--’./01’*213’4’1+24,0+,1056785.,.9"0’94,18-+84’--’./802,.!%%%

主要类型 面积 $C>!% 百分比 $W% 斑块数目 斑块平均面积 $C>!% 斑块标准离差

水 域 =%I<4;% "4$" :!% <"4#" #";4%!

未利用土地 ;";=#4I= #:4;$ :%=<I <4"! !$I4I<

林 地 =I"%;4"% "$4#; :"!%I <4:< "I:4<<

耕 地 <<:"%4"I !#4<I :$":! <4"< :!I4!I

!!由表:和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结构有以下特点"

!!第一!农业 土 地 利 用 率 不 高&在 农 业 土 地 中!未 利 用 土 地 占 总 面 积 的#:4;$W!林

地’耕地’水域三者之和仅为<I4:$W#

!!第二!分散承包!不利于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和管理&尽管研究区域内林地’耕地地

块的斑块平均面积分别达到<4:<C>!和<4"<C>!!但由于土地分散承包!承包期满后重

新分配包干的方式!很难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吻合!因为它一方面使得想搞规模种植的农户

得不到土地!另一方面使不想经营土地的农户困在土地上被动地经营!其承包的土地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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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地经营或撂荒和抛荒!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

!!基于上述山区农业土地利用的原则和提高山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山区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据研究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农业生产传统以

及对农产品市场调查的分析结果!对该地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进行设计&

$"$"!!以林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土地利用模式

!!本模式主要布局在海拔高度<$$":"$$>!相对高度<$$>以上!坡度一般小于"$S的

区域&该区域地形起伏较大!土层厚度#:$G>#植被主要是天然针阔叶混交次生林’灌

木丛和草坡 $未利用地%#土层较薄!水土流失严重#交通运输较为不便&目前农业开发

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植被覆盖率较低!荒山荒坡 $未利用地%面积过大!因此!农业

开发利用的重点应放在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上!加强山区水土保持林网的建设!
封山育林!发展经济林木和林产品#发挥本区草坡面积大的优势!根据目前畜产品市场较

大的客观现实!引进适合本地特点的畜种!开展畜牧业生产!发展适度规 模 的 畜 牧 业 经

济&壮大以林业为主的深山区的山区经济&

$"$"#!耕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

!!本模式主要适用于海拔高度!$$""$$>的低山丘陵区&该地带为川涧区!河岸边地

势平坦!土壤肥力较高!有机质含量高!耕作业历史悠久#森林植被稀少!草坡广阔&本

区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应以耕作业为主!在进行充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及时进行农业结

构调整#利用草坡广阔’荒山荒坡面积大的特点和水分多的优势发展畜牧业生产!种植经

济林木!开展多种经营&区内除川涧区外!其他区域土层较薄!因此!应大力植树造林!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促进山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暖温带半干旱丘陵农果土地利用模式

!!本模式主要适用于侵蚀剥蚀低山丘陵与断陷构造盆地复合地貌区&低山丘陵区森林面

积较小!多为旱生灌木丛和草类&山麓和丘陵坡地开辟有梯田!种植旱地作物#河谷盆地

为小麦’玉米和其他杂粮作物栽培区!土地潜力较大&目前土地开发利用中主要问题是土

壤肥力较低’水土流失严重’季节性干旱等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本区今后的发

展应以旱作农业为主!大力发展灌溉#在山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大力兴 建 水 土 保 持 工

程!整修梯田!植树造林!拦蓄地表径流!以缓和干旱和水土流失的矛盾!促进农业经济

的发展&在发展耕作业的同时!还应进行耐旱的经济林建设!提高山区的农业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旱作农业和大面积林草种植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模式

!!该模式区海拔多在"$$":<$$>!坡度较大!一般为"$S"<$S!顶部平缓<S":$S&自

然植被贫乏!主要是次生林以及零星分布的半旱生灌木和草类&农田集中分布在 山 麓 地

带’山间谷地和河岸阶地!面积较小&目前该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林地和草

地面积较少!地表水容易流失!水源不足!同时水土流失现象也比较普遍&今后该区农业

的发展方向应当以旱作农业和大面积林草种植相结合为主!改善山区生态环境!有计划地

发展草业生产!繁荣山区农业经济’促进山区经济的多元化&

#!结论与讨论

!!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涉及到农学’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多个 学 科 领



!#期 朱连奇 等"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设计 #I<!!

域!在理论上尚无成熟的理论可循!在具体操作上!因山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的差

异较大!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复杂&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然地理因素的垂直分异是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物质与能量基础&在

进行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过程中!必须研究山区自然地理因素的垂直分异规律!
进行山区农业土地利用的适宜性评价!才能设计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农业土地利用

模式&

!!第二!市场对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市场信息对山

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土地制度是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的重要约束条件&

!!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无论是在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设计!还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

必须认真考虑和处理的&

!!第一!如何发挥市场对山区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调节和修正作用&

!!第二!如何在现行的土地制度条件下!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组织和安排&

!!第三!如何协调好山区农业土地利用中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千怀遂先生的指导

和帮助"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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