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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耕地和常用耕地在统计上有差异，此处采用了国土主管部门的数据，以保证数据最新。

河南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杨建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５）

摘　要：河南省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因此研究河南省的耕地保护对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基

于文献资料，构建了河南省耕地面积模型并运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进行模型拟合及预测，分析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中耕地减少的深层次原因。结果显示：耕 地 保 护 政 策 在 河 南 省 确 实 有 效，并 且 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期

间建设用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呈现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基 于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和 耕 地 面 积 关 系，提 出 了 加 强

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治理农村空心化、为“人地挂钩”政策实施做好准备工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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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耕地面积

呈现减少趋势，国内学者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

地保护问题也逐渐投入更多关注。上世纪末期只有

少数学者关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

题，如尹君等于１９９８年分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与耕地保护的关系”［１］。进入２０００年 后，我 国 耕 地

面积大幅度减少，经济学界开始持续关注耕地保护

问题，国内学 者 如 简 新 华 等［２］、于 伯 华［３］、李 魁［４］多

是从和我国国情相近的日本身上预见到耕地保护的

严峻性，希望从其身上学习好的耕地保护经验。中

国 有３４个 省 市 自 治 区，各 省 经 济 环 境、土 地 资 源

禀 赋 差 异 较 大，因 此 不 少 学 者 如 李 春 华 等［５］、李

颖 等［６］分 行 政 区 讨 论 工 业 化、城 镇 化 进 程 中 的 耕

地 变 化 问 题。

河南省担负着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土地资源

禀赋是 人 多 地 少，全 省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常 住 人 口

９　４０５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７％。２００９年全省土地总

面积１６．５６×１０４ｋｍ２，其 中 耕 地① 面 积８０８．１×

１０４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８．８％。耕地总面积所占

比例为 全 国 最 高 的 省 份 之 一；人 均 耕 地０．０８６　７

ｈｍ２，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河 南 省 作 为 中 国 粮 食

大 省，粮 食 及 其 加 工 品 不 仅 自 给 自 足，而 且 还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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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其 他 省 份。

２　数据指标和来源

２．１　工业化指标

衡量工业化程度可用３个指标来衡量，分别是

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比 重、第 二 产 业 就 业 比 重、人 均

ＧＤＰ。在经济学界衡量工业化水平，前两个指标很常

见，后一个用的很少，选取３个指标可以拓宽回归分

析的渠道，从一个更加广义的角度看待工业化过程。

２．２　城镇化指标

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伴随工业化的发展，

城镇聚集起大量的工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这也就

是理论上所说的城镇化。衡量城镇化水平通常会用

城镇人口比重这一指标。

２．３　耕地指标

在《河南统计年鉴》中可查询到“年底常用耕地

面积”这一衡量耕地的指标，国土资源部门的统计公

报中习惯用“耕地面积”，二者有差异，本文中除去特

别说明的地方其他耕地面积均为年底常用耕地面积。

２．４　数据来源

文中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于河南省统计局编写

的《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１》。由于耕地统计相对滞后，

《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耕地最新数据依然为２００８

年，耕地面积的回归分析也是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

数据基础上的。建设用地面积在统计资料中出现始

于１９９９年，全 部 来 自 于《河 南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

３　工业化、城镇化与常用耕地面积

３．１　耕地面积分阶段变化

河南 省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政府 对 耕 地 的 刚 性 保 护 措 施 较 少，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土地消耗增加，河南省耕

地一直减少（图１）。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

的通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务院第１２次常务会

议通过《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 实 施 条 例》和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分区规划控制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区，从１９９９年起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文献资料中开始出现建设用地

面积。２０００年河南省对基本农田进行了调整划定，

将国家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全部落实到地块，

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为确保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省政府下发了《关于确保实现耕地占补

平衡目标的 通 知》，建 立 了 占 补 平 衡 工 作 目 标 责 任

制。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耕地面积现先增加后趋于平稳

态势（图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耕地减 少 中 工 业 化、城

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耕地面积先增

加后平稳得益于政策对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的有效

控制。以下的回归分析中，第一阶段主要分析工业

化、城镇化和耕地的关系；第二阶段主要分析建设用

地和耕地的关系。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河南省常用耕地面积

３．２　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理论界一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面积的

影响受到诸如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工业化阶段、工

业化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有

资料显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地区在工

业化进程中工业化和耕地损失呈现出二次式的“倒

Ｕ型”曲线 关 系，日 本、韩 国、中 国 台 湾 城 镇 化 和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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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损失也呈现二次式的“倒Ｕ型”曲线关系，中国大

陆的城镇化和耕地损失呈现线性关系［４］。基于上述

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损失的关系，进而

可以判断土地资源稀缺的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

耕地面积可能呈现一个类似“Ｎ型”三次的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ＥＫＣ曲线）的关系（图２）①。由于时间较

短图２可 能 仅 显 示 出“Ｎ型”的 左 半 部 分。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由于政府的耕地保护措施加强，建设用地侵

占耕地面积得到控制，耕地面积没有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减少与第一阶段表现不同，这一阶段耕地

面积先增加后趋于平稳，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

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图３）。

图２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工业化指标、城镇化指标与耕地面积关系

图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建设用地与耕地面积关系

４　第一阶段回归分析

４．１　模型构建

借助环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ＥＫＣ）常 用 的 三 次 式

模型［８］，河南省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工业化、城镇化与 耕

地面积关系建立模型（１）、（２）、（３）。

工业化三次模型：

Ｙ ＝αＩ１＋βＩ１ＸＩ１＋γＩ１Ｘ
２
Ｉ１＋δＩ１Ｘ３Ｉ１＋μＩ１ （１）

Ｙ ＝αＩ２＋βＩ２ＸＩ２＋γＩ２Ｘ
２
Ｉ２＋δＩ２Ｘ３Ｉ２＋μＩ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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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αＩ３＋βＩ３ＸＩ３＋γＩ３Ｘ
２
Ｉ３＋δＩ３Ｘ３Ｉ３＋μＩ３ （３）

城镇化三次模型：

Ｙ ＝αＵ ＋βＵＸＵ ＋γＵＸ２
Ｕ ＋δＵＸ３

Ｕ ＋μＵ （４）

式中：Ｙ 为耕地面积；αＩ１、αＩ２、αＩ３、αＵ、βＩ１、βＩ２、βＩ３、βＵ、

γＩ１、γＩ２、γＩ３、γＵ、δＩ１、δＩ２、δＩ３、δＵ 为 待 估 参 数；μＩ１、μＩ２、

μＩ３、μＵ 为误差项。ＸＩ１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ＸＩ２
为第二产业就 业 比 重；ＸＩ３为 人 均 ＧＤＰ；ＸＵ 为 城 镇

人口比重。

为避免伪回归出现，利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时间序

列Ｙ、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３、ＸＵ 进行包含截距和趋势的二阶

滞后平稳性检验，由检验结果（表１）可知在１０％的

置信度水平下，Ｙ 、ＸＩ１、ＸＩ２为平稳序列，可直接用于

回归分析。Ｙ 与ＸＩ３、ＸＵ 均为一阶平稳序列，需进一

步进行协整检验，判断Ｙ 与ＸＩ３、Ｙ 与ＸＵ 时间序列

数据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上述两组时序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输出结果显示，在１０％的置信

度水平下，Ｙ 与ＸＵ、Ｙ 与ＸＩ３存在协整关系，也可进

行回归分析。

表１　第一阶段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Ｙ －５．０９６　６２０ －４．６１９　３ －３．７１１　９ －３．２９６　４ 平稳

ｄＹ －３．３８６　４１９ －４．７３１　５ －３．７６１　１ －３．３２２　８ 平稳

ＸＩ１ －３．６８４　６２７ －４．６１９　３ －３．７１１　９ －３．２９６　４ 平稳

ＸＩ２ －４．１８４　２４０ －４．６１９　３ －３．７１１　９ －３．２９６　４ 平稳

ＸＩ３ －２．２０８　７５３ －４．６１９　３ －３．７１１　９ －３．２９６　４ 不平稳

ｄＸＩ３ －３．６１０　７１８ －４．７３１　５ －３．７６１　１ －３．３２２　８ 平稳

ＸＵ －２．５９８　５７５ －４．６１９　３ －３．７１１　９ －３．２９６　４ 不平稳

ｄＸＵ －３．３５１　３４９ －４．７３１　５ －３．７６１　１ －３．３２２　８ 平稳

４．２　回归结果及分析

利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逐一对工业化的三个指标时

序与耕地面积 时 序 进 行 回 归 检 验，回 归 结 果（表２）

显示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 的 政 策 环 境 下，只 有 以 人 均

ＧＤＰ为指标的工业化三次模型拟合程度好，相关关

系显著。人均 ＧＤＰ和 耕 地 面 积 关 系 如 公 式（５）所

示，对Ｙ 求ＸＩ 一阶导数即得到如公式（６）耕地变化

与人均ＧＤＰ变化的关系。

Ｙ ＝７　２４０．１１０－０．４１６　６８８　ＸＩ＋０．０００　１４０　Ｘ２Ｉ－１．６０×１０－８　Ｘ３Ｉ （５）

ｄＹ／ｄＸ＝－０．４１６　６８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　ＸＩ－４．８０×１０－８　Ｘ２Ｉ 　　　　 （６）

表２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模型 变量 系数 Ｐ　 Ｒ２　 ＤＷ 结果

Ｙ＝αＩ＋βＩＸＩ＋γＩＸ
２
Ｉ＋ξＩＸ

３
Ｉ＋μＩ

Ｃ　 ７　２４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０

ＸＩ －０．４１６　６８８　 ０．０００　０

Ｘ２Ｉ 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０

Ｘ３Ｉ －１．６０×１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９　５３７　 １．９４４　９１６ 模型拟合好，相关关系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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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式（６）可知，耕地变化与人均ＧＤＰ关系符

合“倒Ｕ型”曲线关系（图４），此“倒 Ｕ”位于Ｘ轴线

下方，即当人均ＧＤＰ增加时，耕地面积减少；当人均

ＧＤＰ达到约２　９１７元时，单位人均ＧＤＰ增加引起耕

地减 少 数 值 最 小，约 为０．００８　４，河 南 省 大 约 是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这一时间段。此后随着人均ＧＤＰ增

加，耕地减少再度加速。

图４　人均ＧＤＰ与耕地变化关系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 河 南 省 的 耕 地 面 积 和 人 均

ＧＤＰ相 关 关 系 显 著，随 着 人 均 ＧＤＰ增 加 河 南 省

耕 地 面 积 减 少，减 少 率 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达 到 最

低，此 后 加 速，没 有 和 日 本 一 样 出 现 耕 地 减 少 先

增 加 后 趋 缓 的 态 势，可 能 和 这 一 时 间 段 河 南 省 的

工 业 化 水 平 较 低 有 关，随 时 间 的 延 长，如 果 政 策

环 境 也 没 有 大 改 变，未 来 可 能 会 出 现 耕 地 减 少 速

度 放 慢 的 趋 势。

５　第二阶段回归分析

５．１　模型构建

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变，１９９７年后河南省耕地面

积脱离原有的发展机制，并未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减

少 现象，而是上升后趋于平缓态势。一般而言，耕地

增加主要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和农业结构调

整４种方式。耕地减少则源于：建设占用、灾毁、退

耕和农业结 构 调 整。１９９７年 后 河 南 省 耕 地 增 加 主

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土地开发、复垦，同时严格控

制建设用地对耕地侵占。由于耕地比例高，后备资

源不足，开 发、复 垦 来 源 有 限，增 加 后 劲 不 足，所 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耕地增减基本平衡。基于以上结论，

构建模型如下：

Ｙ ＝Ｃ１＋Ｃ２Ｘ＋ξ （７）

式中：Ｙ 为 耕 地 面 积；Ｃ１、Ｃ２ 为 待 估 参 数；ξ为 误 差

项；Ｘ为建设用地面积。

为 避 免 伪 回 归 出 现，利 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 件 对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耕 地 面 积、建 设 用 地 面 积 进 行 包

含 截 距 和 趋 势 的 二 阶 滞 后 平 稳 性 检 验。检 测 显

示 耕 地 面 积、建 设 用 地 面 积 为 平 稳 序 列（表３），可

进 行 回 归 分 析。

表３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Ｙ －６２．２４５　４０ －６．１２５　２ －４．３５３　５ －３．６２８　０ 平稳

Ｘ －９８．９２５　７５ －６．１２５　２ －４．３５３　５ －３．６２８　０ 平稳

５．２　回归结果及分析

利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耕地面积和

建设用地面 积 时 序 进 行 回 归，结 果 显 示：模 型 拟 合

好，建设用地面积与耕地面积线性相关关系显著（表

４），拟合后的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如公式（８）所

示，单位建设用地增加，会导致耕地以大约８．３４倍

数的损失，控制建设用地，就保护了耕地。

Ｙ ＝８　９９５．６３１－８．３３６　６３６　Ｘ （８）

表４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模型 变量 系数 Ｐ　 Ｒ２　 ＤＷ统计量 结果

Ｙ＝Ｃ１＋Ｃ２Ｘ＋ξ
Ｃ　 ８　９９５．６３１　 ０．０００　０

Ｘ －８．３３６　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６５　２３５　 １．８６７　５３２ 模型拟合好，相关关系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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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政 策 环 境 改 变，原 有 的 关 系 被

打破。由于控制住了建设用地面积，河南省耕地面

积有所增加随后保持稳定。这说明强有力的耕地保

护政策确实可以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否则现在可

能面对耕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由于人多地少资源

禀赋无法改变，以及河南省在全国粮食安全的重要

作用，河南省的耕地保护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不能有

任何松懈。

６　河南省耕地保护对策

（１）加强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土地是不可再

生的有限资源，耕地尤为紧缺，这要求在审批和使用

土地时精打细算。一般来讲，农用地变为建设用地

较容易，只要地质条件符合工程建设要求，加以必要

的开发和配套建设就可变为建设用地。但要使建设

用地变为农 用 地，却 较 为 困 难，一 是 拆 除 地 上 建 筑

物、构筑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二是复垦的成

本很高，其成本难以估计，这要视地上建筑物的多少

而定；三是恢复土壤肥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

特点要求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一定要慎重，一

般项目靠“挖潜”的原则，不要轻易将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使用不当难以恢复。

（２）治理“农村空心化”实现居民点建设用地集

约化。河南省出现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空心村造

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从根本上治理“农村空

心化”需要有一套农民愿意并且可行的宅基地的退

出机制，河 南 省 有 意 借 鉴 重 庆 的“地 票 交 易”制 度。

农民转移到城镇，原来的土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放

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中心内进行交易，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可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根

据城乡规划，在城乡结合部、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工业

园区的农村集体土地可列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

些农民可以进入城市，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远

郊偏远地区农村，可以向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集

中，腾出来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复垦实现连片。

（３）做好“人地挂钩”准备工作。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加速，对土地资源消耗是既定事实，严格控制建

设用地不在“堵”而在“疏”，通过制度创新，疏通建设

用地指标在城乡间流通渠道是关键。２０１１年在《国

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了河南省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土地整治规划的基础上，可探索开展城乡之间、地

区之间人地挂钩政策试点，人地挂钩制度的精神是

通过空间的腾挪，在增加建设用地的同时，不能减少

耕地面积，从而保证粮食产量不能减少，并通过提高

耕地的质量，使粮食产量逐渐提升，保证国家的粮食

安全。当农村人口转移成城市人口，农民原来占用

的土地就可以转化为建设用地或耕地。人地挂钩要

想顺利推进，必须解决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之后的

安居、就业、发展、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保护

农民利益，这是人地挂钩的关键。同时通过土确权，

保证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正常流转。目前，河南省已

经全面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４）优化产业结构从根本控制建设用地快速增

加。２０１０年，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１４．１％、５７．３％、２８．６％，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为１０．１％、

４６．８％、４３．１％，可看出全国经济发展重点已经开始

向第三产业转移，而河南省正处于重化工业快速发

展阶段，目前煤炭、有色、水泥、电力、化工等传统型

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均为河南省的优势产业。在这一

阶段，工业化对耕地过度需求和依赖可能直接导致

其减少。美国、日本工业化发展的启示是在重化工

业阶段加快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转换是

控制建设用地快速增加的办法。因此从长远来看河

南省优化产业结构可以从根本上抑制耕地被快速侵

占。由于河南省地处中部，开放程度差，在全国的经

济分工中不占优，在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时就更要有所选择，目前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形成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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