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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合理划分土地整理区, 明确不同区域土地整理的类型与方向,是制定土地整理标准和技术措施的基础, 也是编制土地整

治规划的基础。分析了包括土地整理功能分区、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分区和土地整理潜力分区在内的中国土地整理分区研究新进

展,探讨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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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tional zoning of the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to clear the type and direction of the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was the basis of formu-

lating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measures of land consolid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new research progr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 zoning in China,

which included functional zoning, engineering zoning and potential zoning , and discussed the ex 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study and the main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land consolidation zoning; functional zoning; engineering zoning ; potential zoning

  收稿日期: 2012- 11- 21;修订日期: 2012- 12- 09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课题( 编号: 201011006

- 2)。

第一作者简介:刘巧芹( 1974- ) , 女,山东省东明人,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评价与利用规划、土地政策。

  土地整理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措施, 是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土地利用问题的必然选

择[ 1]。从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整理工作在增加耕地面

积、提高土地利用率、调整人地关系、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等方

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自

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生态环境

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土地整理目标、模式、标准应坚

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土地整理类型分区是将整个区域

划分成整理类型与方向相对一致的若干子区域,是制

定土地整理标准和技术措施的基础
[ 3]
。研究土地整理

分区, 明确不同区域土地整理的条件差异、类型与方

向,对土地整理工程分类和建设标准编制、土地整治规

划及实施管理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土地整理分区的相关概念

1. 1  土地整理的概念

土地整理是多学科的,在社会制度不同、发达或发

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的多样性, 使土

地整理的概念有所不同[ 4]。在中国, 广义的土地整理

就是目前通常所说的土地整治,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

利用、未利用和因生产建设破坏、自然灾害毁损的土地

进行整治,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活动,包括狭义的土地整

理、土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狭义的土地整理仅指对

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整治,提高土地利用

率的活动,包括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

工矿建设用地整理。2011年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启

动前后,相关文献和政府文件中逐渐用/土地整治0替
代了以前的/土地整理0概念, 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也随之采用/整治0表述。笔者认为, 目前的土

地整治和以前的土地整理概念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容易引起混淆, 广义概念用土地整治,狭义概念用土地

整理表述更准确,既可避免概念混淆,又可与土地整治

开展十多年来采用的狭义土地整理概念保持一致。因

此,除文献引用之处忠于原文外,文中广义概念用土地

整治,狭义概念用土地整理表达。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

所写土地整理分区是狭义的,不包括土地复垦分区和

未利用地开发分区。

1. 2  土地整理分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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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土地整理分区的研究刚刚开始,一般都

借鉴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分区成果进行
[ 5]
。高向军提出

土地整理分区分为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景观尺度三

个层次[ 6] ,虽未提出我国土地整理的分区方案,但从不

同层次区域土地整理要关注的重点、考虑的主要内容

及其依据等方面为整理分区研究奠定了基础。张正峰

认为,土地整理分区就是依据土地利用程度与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依据土地整理限制因素的差异

性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土地整理类型与方向相对一致的

几个区域[ 7]。蔡海生认为,土地整理类型分区是将整

个区域划分成整理类型与方向相对一致的若干子区

域,是制定土地整理标准和技术措施的基础[ 3]。

2  土地整理分区研究进展

根据土地整理分区的目的和依据不同, 土地整理

分区有土地整理功能分区、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分区和

土地整理潜力分区等类型。

2. 1  土地整理功能分区研究进展

土地整理功能分区是依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性,将整个

区域划分为土地整理类型与方向相对一致的几个区

域,目的是明确各分区土地整治的重点方向, 是土地整

治潜力测算和时空布局的基础。在全国尺度,鞠正山

以我国东部发达区、中部较发达区和西部大开发区所

涉及区域的地理界线作为控制区把全国划分为 3个一

级土地整理区;以区域生态结构、大的农业生产结构、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为主, 参考基本地貌类型的地理界

线划分了 22个二级整理区, 并探讨了一级区和二级区

的土地整理方向[ 8]。王磊等依据可持续土地整理分区

的4个衔接,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地

资源状况等,把全国分为 7个一级和 22个二级可持续

土地整理分区, 并总结了不同区域土地整理方向和可

持续土地整理典型模式[ 5]。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区域尺

度,如张正峰以乡镇为分区单元,确定自然与经济社会

等10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将大兴区分成北部经济发

达区、东部产粮区与中南部综合发展区等整理分区,并

明确了各区土地整理方向[ 7]。王瑷玲等基于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力,构建了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指标体系、

模型和方法, 并将青州市分为近期整理区、中期整理

区、远期整理区和非整理区[ 9]。

2. 2  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分区研究进展
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分区是在综合分析各地区自

然、经济社会、生态等条件差异的基础上, 将整个区域

划分为土地整理的类型与方向相对一致的若干个子区

域,是体现土地开发整理地域差异和工程组合特征的

单元,是按照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目标、地域特征、工程

内容、工程组合一致性原则所划定的空间,它是制定符

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整理标准和措施的基础和核心[ 3]。

目前土地整理类型分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一般都借

鉴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分区成果进行, 采用自上而下分

区,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区一般采用两级系统, 其中一级

区反映土地整理方向, 二级区反映土地整理特性。

2007年5/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0编制指南6[ 10]

对全国土地开发整理工程类型区划分的目的、依据和

方法做了明确的规定。各省相继在国家总体框架指导

下进一步细分完成了省级二级类型分区, 每个二级区

对应一种工程模式。周芸[ 11]、孟广文[ 12]、鲍金星[ 13]、

曾祥军[ 14]等相继对省域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分区及其

工程模式进行了研究。

2. 3  土地整理潜力分区研究进展

农用地整理潜力分区:尽管农用地整理已由增加

耕地数量目标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和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等多目标转变, 但新增耕

地数量和耕地质量提升潜力仍是农用地整理潜力分区

的两项关键指标。对新增耕地数量潜力, 一般通过对

已实施的整理项目的统计分析获得整理后的耕地标准

系数,进而计算新增耕地数量潜力。对质量潜力, 国内

一般考虑影响地块自然质量的因素较多
[ 15, 16]

, 国外更

多地是考虑地块大小和形状等农业生产条件因

素[ 17- 21]。显然, 生产条件、生态与景观格局、灾害防

御能力等区域内的农用地整体限制性因素对农用地综

合生产能力起关键作用
[ 22, 23]

。在农用地整理质量潜

力表征方面,国外一般考虑生产力质量和耕地区位两

方面的因素[ 19, 24- 26]。我国全国农用地分等定级工作

的完成后,大量农用地整理质量潜力评价以此工作为

基础展开。在整理潜力确定方法方面, 赵玉领等以农

用地分等单元自身光温生产潜力与自然质量等指数之

间的差为自然生产潜力, 自然质量等指数与利用等指

数之间的差为利用潜力
[ 27]

; 郧文聚、刘文智分别建立

抽样单元的理论单产与自然等指数、实际单产与利用

等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 求得理论产能和可实现产能,

并通过实地核查修正统计数据作为实际产能,将理论

产能与可实现产能之差作为理论潜力, 可实现产能与

实际产能之差作为可实现潜力[ 28, 29]。由于在实践中

无法直接获取抽样单元的当前理论单产, 目前只能将

农用地分等二级指标区内的最高单产作为当前样本的

理论单产。Tang 等以县域三级指标区土地利用水平

最高产量与平均利用水平产量之差计算现有耕地整理

的质量潜力[ 30]。

在农用地整理潜力分区指标方面, 国外除考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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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整理质量潜力外, 还综合考虑农用地限制因素状

态、农户整理意愿、政策保障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

限制[ 17, 19, 25, 26] ;国内则多依据耕地整理的数量潜力或

质量潜力大小。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多因素耕地整理

潜力分区进行了初步探讨
[ 31- 34]

, 但由于考虑的角度

和目标不同,分区指标体系差别很大,尚无统一的分区

标准。耕地整理潜力分级与分区方法主要有经验和调

查结合法、数轴法(裂点法) [ 35]、模糊聚类分析[ 36, 37]、软

件聚类分析
[ 38]
、叠加法

[ 27]
、组合法

[ 39]
等。

城镇工矿用地整理潜力分区: 城市土地整理是在

既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内, 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采用一定行政、经济、法律和工程

技术手段,调整城市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关系,改善土

地利用结构,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 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 40]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整理研究尚处在介绍外国

经验、总结整理模式和整理问题探讨[ 41- 43]的初级阶

段。城市土地整理分区的研究见于文献的仅有一例。

张清军等从环境生态、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结构、基础设施水平 4个方面选取 8项指标,

用聚类分析法将河北省 33个市分为优先整理区、全面

整理区、专项整理区[ 44]。该研究评价指标过于简单,

如仅以地均年污水排放量代表环境生态因素,仅以人

均城市道路面积代表基础设施水平, 城市土地整理分

区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分区方法和分区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亟须加强。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分区: 上一轮5县级土地开
发整理规划编制要点6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为通

过对现有农村居民点改造、迁村并点等可增加的有效

耕地和其他用地面积。2011年新一轮5县级土地整治
规划编制要点(征求意见稿) 6把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

力定义为可整治的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和节约土地的规

模。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既包括农村居

民点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 还包括农村聚落优化

的潜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潜力、实现土地增值的潜力

等[ 45]。不少学者提出了更综合的整理潜力分区方法,

如林坚等采用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的方法,提出了

严格性标准和宽松型标准两套备选整理分区方案[ 46] ;

谷晓坤等构建了包括用地特征和基础特征两方面 13

个指标的分区指标评价体系, 以此把全国分为 5个整

理区
[ 47]

;关小克等综合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规

划等因素,围绕中心城区将北京市划分为城乡交错区、

远郊平原区和生态山区 3个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提

出了分区的功能定位及分模式的整理方案[ 48] ; 刘玉等

选取了自然条件、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方面的 8个

指标,对河北省县域行政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

行了综合评价分级与分区
[ 49]

; 周丁扬等对泰安市农村

居民点整理分区的整理模式及潜力进行了分析[ 50] ;曲

衍波等基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主导因素,在划

分了农村居民地整理类型和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后耕

地质量等级的基础上, 对平谷区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

理时空优先度分区[ 51]。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3. 1  相关专业术语用词应更准确

相关专业术语准确性、明晰性是开展科学研究的

基础。2011年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启动前后,应用了

十多年的专业术语/土地整理0被/土地整治0取代, 但

土地整治仍与土地整理一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容易

引起混淆。因此,建议广义概念采用土地整治,狭义概

念采用土地整理表述。相应地, 狭义土地整理包括的

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和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整理均采用/整理0表述。这样不但用词更加准确明

晰,而且可与土地整治开展十多年来采用的狭义土地

整理概念保持一致。

3. 2  土地整理分区的基础研究应加强

农地整理分区中农用地限制性因素状态、整理技

术措施可行性、以此为基础的限制性因素整理目标状

态确定方法研究不足, 使农地整理潜力估算和分区科

学性不足。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估算和分区的标准

与方法过于简单,对整理潜力实现的限制性因素及其

机制研究不足, 整理潜力估算结果往往偏大; 多因素综

合评价和分区的研究成果虽较多, 但由于对整理目标

认识不统一,各个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指标体系

选取、各指标权重差异很大,即使同一个区域的研究结

果差异也很大, 如对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

有556 ) 620 km2、335 km2、582 km2、308 ) 423 km2 等多

种结论[ 46]。由于农村居民点数据获取难度大, 现有研

究多基于数据较为齐全的国家、省、市的大尺度区域,

区县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土地整理分区的技术方法

还很不成熟,且分区数据的来源大致有统计年鉴、实地

调查、运用 GIS对相关图件的数据提取等,数据的统一

性、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不足导致土地整理

潜力测算准确性不高,整理分区科学性不足, 对整理实

践的指导性较差。综上所述,土地整理分区的基础理

论和支撑技术研究亟需加强。

3. 3  省二级工程类型分区应进一步细化

目前, 各省二级工程类型区个数因省域面积大小

及复杂程度而异,如天津市3个、河北省 8个、江苏省 9

个、四川省 5个省二级工程类型区。虽然省二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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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整理工程类型区划分一般都考虑了水土资源状

况、耕作制度、灌溉方式、工程组合模式、农业发展主要

方向等因素,对土地开发整理工程的分类、分区管理具

有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省二级工程类型区面积较大,土

地资源状况在二级区内部差异仍十分显著, 如四川自

流引水工程类型区涵盖 38 个县(区) , 平原区耕地占

70. 2% , 丘陵区耕地占 21. 2%, 而山地区耕地仅占

8. 6%。可见, 即使是省二级区也多是强调某一个或几

个主导限制性因素, 缺乏对土地整理限制因素表现形

式与组合类型的研究, 在宏观尺度上对把握整理主要

方向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但却难以指导县域及土地整

理工程等中小尺度区域土地整理规划和实施,有必要

针对技术措施对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区进一步细化, 形

成土地整理技术措施组合分区, 才能为中小尺度区域

土地整理规划、实施和监管提供基础。

3. 4  土地整理分区方法应更科学
目前, 土地整治规划中土地整理潜力分级与分区

主要采用调查和经验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土地科学工

作者对多年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 结合已实施整

理项目统计结果的实地调查,从而对潜力级别界线进

行科学判断。该方法简单易操作, 但用于统计分析的

整理项目的优化选择是决定其准确性的关键,目前尚

无研究涉及。相关土地整理分区研究中经常采用数轴

法、模糊聚类、软件聚类、叠加法、组合法等分区方法,

但缺乏相关分区方法的适用范围、分区精度等的比较

与鉴别,难以确定分区结果的准确程度。目前,土地整

理潜力评价及分区实践与研究中尚无标准化、自动化、

可视化软件可用,难以满足土地整理工作现代化、动态

化、现势化需要,因此应加强用于统计分析的整理项目

优选、分区方法优选、分区软件开发, 提高分区方法的

科学性和现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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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了 10%,

甚至一些地区将要达到 20%。总体上说, 基础比较优

越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快。图 6表明, 相对发展

率出现了两个极点, 分别是大连市区和盘锦市区, 相对

发展较慢的地区集中在两翼地区。可以说经济基础好

的地区经济发展快, 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发展速度相

对比较慢,但仍有所发展。

4  结论
1995年以来,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经济差异总体态

势呈现扩大的趋势, 但在 2000年以后又有逐渐缩小的

趋势,其中沿海城市间差异以及沿海市县间差异是引

起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同时沿海县域经济差异有

上升的趋势。从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的空

间分布格局来看,出现了双核结构即大连市区和盘锦

市区,这两个核心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

策等优势条件迅速发展壮大,但这两个核心也有着巨

大差异,大连及其周围经济发展要远高于盘锦地区;东

部地区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取得了许多重大的

突破;西部地区虽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其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以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发展速度仍较

慢,其经济也相对比较落后。这也是引起辽宁沿海经

济带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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