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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书汇集了国土资源部
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承担完成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战略研究——土地资源演变态势和问题分
析”课题和国土资源大调查区域部署与集成整合课题“土地资源调查监测成果综合分析”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基础是近年来作者和合作者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有部分内容已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
有相当数量是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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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土地　　利用战略与政策回顾　　第一节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土地功能和用途　　土地具有多种功能，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举了以下功能：①承载空间功
能&mdash;&mdash;土地为人类居住、生产和社会活动，如运动和旅游，提供了物质基础；②交流空间
功能&mdash;&mdash;土地提供人际交流及其投入和产出物运输空间，并为分散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植
物流动提供空间；③生物量生产功能&mdash;&mdash;土地是动植物生命支持系统的基础，通过直接的
生物量生产（农、林业）或间接的畜牧业和内陆及近海渔业为人类提供食物、饲料、燃料、木材和其
他生物物质；④生物环境功能&mdash;&mdash;它通过提供生物生境和基因储存成为陆地生物多样性的
基础；⑤气候调节功能&mdash;&mdash;土地和土地利用是温室气体的来源和储存库，并通过太阳辐射
的反射、吸收、转移，地球的水循环成为地球能量平衡的共同决定因素；⑥水文调节功
能&mdash;&mdash;土地调节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储存和流动，并影响它们的质量；⑦废弃物和污染净化
功能&mdash;&mdash;、土地有接纳、过滤和转化废弃物的功能；⑧存储功能&mdash;&mdash;地下的矿
藏和深层水文地质不是土地，但土地是人类所利用的矿产和原料的储存库；⑨历史遗产和档案保存功
能&mdash;&mdash;土地是保存人类历史文物和过去气候条件及土地利用信息的介质。
　　由于土地具备上述多种功能，利用其功能可确定土地用途，以满足人类不同需要。
土地的承载和交流空间功能，使其成为人类生活与交流的场地，也是人类生活直接的必需品和不可缺
少的生活资料；对一切生产部门，又是必需的劳动场所。
人类利用其生物量生产功能，可进行农业生产。
对于采矿业，土地以其蕴藏油、气、矿石的存储功能，成为采矿业的劳动对象。
其气候、水文调节功能和废物、污染控制功能，使得土地又是维持和改善人类生态环境的物质载体。
因此，土地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并与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成为四大生产要素
之一。
　　土地不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动发挥其功能，必须与劳动（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
能&mdash;&mdash;技术和物化的劳动&mdash;&mdash;资本）相结合，即便作为自然保护区，也需要人
们付出管理的劳动。
威廉．配第指出：&ldquo;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rdquo;恩格斯进一步解释：&ldquo;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
&rdquo;土地所发挥的功能大小体现在与劳动结合后所形成的土地生产力和服务水平方面，单位面积土
地与劳动结合后所形成的土地生产力和服务水平即是土地利用效率。
土地资源的使用量和利用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约束条件之一。
　　二、影响土地资源使用量和利用效率的因素　　（一）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任何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均有一定的组织和配置方式，并按其技术经济特性需要一定的活动范围，
即一定面积的土地；I司时一定地块的面积也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织、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产生
一定影响。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不但作为劳动基地，而且还作为生产工具发挥作用。
农业产量首先决定于可受光照面积大小，而土地面积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整个农业生产和各个农
业企业的生产规模。
使用较大面积土地的农业企业能够使用效率更高的大型农具，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土地面积大小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农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因此，适宜或可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利用土地面积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
资源。
　　土地首先是自然历史的产物。
除了海滩淤涨和小规模的人工填海造地以外，人类难以大规模地&ldquo;制造&rdquo;土地，土地总面
积在短期内可视为固定不变常量。
在土地总面积中，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可利用土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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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生产力，可不断开发、利用&ldquo;处女地&rdquo;，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但在一定时段生
产力水平下，可利用土地面积是有限的。
增加土地上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投入，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建设用地
容积率等等，但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替代土地面积。
土地可利用面积的有限性，造成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制约。
　　相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国家或地区之间土地资源稀缺性差异较大。
相对于各个产业对土地功能的依赖程度，土地资源稀缺性对各个产业发展的制约程度也不相同。
一般来说，农业要利用土地的承载功能和生物量生产功能，其稀缺性对农业发展制约作用最大。
采矿业的发展也直接依赖于土地中蕴藏矿产的分布、储量和品位。
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主要利用土地的承载功能，相对于农业、采矿业，土地资源稀缺性对它们增
长的直接约束作用比较小，尤其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建设用地供给量已等于甚至超过土地总
面积的自然供给量。
但是，第二、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生存和再生产依赖于农业，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许多原料也来
自农业和采矿业，因此，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间接地受到土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
此外，第二、第三产业所需建设用地还会受到土地资源市场供给量或计划供给量，即人为造成的土地
资源稀缺性的约束。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程度也不同。
农业社会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土地面积对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在工业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最大比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靠资本和技术
投入，土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作用相对减弱。
到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土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作用又进一步减弱。
　　在可利用土地面积一定的条件下，因为土地总量有限，一种产业用地的增加将引起其他产业用地
的减少，使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
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结构是否符合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又是促进或延缓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
志。
　　（二）土地资源的质量禀赋　　土地资源以其质量好坏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地，具体到一定地块（一个土地单元），由于其组成要素（地形、气候、土壤、地质、水文、植被
等）性状的差异，所能发挥的功能大小也不同。
不同的土地用途对土地组成要素有不同的质量要求。
如建筑业用地需要较平坦的地形、符合力学要求的土壤和地质基础；农业用地需要有良好的气候和土
壤肥力条件，甚至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气候与土壤。
土地组成要素的属性差异对各种土地用途表现为不同的质量，一种土地用途所用土地的质量好坏将影
响该种用途的劳动生产率或服务水平。
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土地建设居民点或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不同企业后，居民点和企业
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和距离会决定居民交流成本和企业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从而对居民点社
区的发展和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
　　由于各个地块对不同土地用途质量上的差异，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需要充分考虑土地的质量差
异，优先使用质量好的土地，即所谓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
这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由于土地质量的差异，其宜农地、宜牧地、宜林地、宜居地的比例结构和分
布也有差异，这又影响到该国家或地区可能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土地的产品生产率和服务水平；反之，不适当的土地投入，如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连续投入劳动力或
资本而技术不变，会使土地报酬递减，降低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因利用不当而造成土地功能衰退（土
地退化）。
　　一块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土地，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投入，即不同的要素组合，构成一定的土地
利用方式。
单位面积土地上劳动力、资本、技术投入少，即为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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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使用土地，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单位面积土地上劳动力、资本、技术投入多，即为集约型土地利用方式。
集约型土地利用方式比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有更高的土地利用效率。
但连续增加不变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组合的投入超过一定限度，又会使报酬递减，即为过度集约利
用。
选择和采用适当的土地利用方式又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第二个要素。
　　在非土地要素投入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技术。
技术进步能克服连续投入其他非土地要素造成的报酬递减现象，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选用集约型土地利用方式，实质上是以劳动力、资本、技术来替代土地面积。
它是克服土地资源稀缺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根本途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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