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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05-2014 年耕地资源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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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婵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为了研究湖北省耕地安全系统演化状况，基于耕地安全系统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从耕地的数量、质

量以及生态3 个方面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应用信息熵模型评价了湖北省2005-2014 年耕地资源安全状况，同时对

湖北省的耕地资源安全变化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保障湖北省耕地资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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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中提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资

源利用高效、产地环境良好、生态系统稳定、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从以上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耕地资源的安全是高度重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

业的根本。“三农”问题是广大农民热切关注的话题，耕地作为农业的根本和基础，它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与农民的

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耕地作为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与中国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稳定，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耕地资源安全与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始终

是我国高度关注和头等重要的大事，它对国民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根本性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1](p10-12) 

湖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之一，也是我国粮食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它不但要保证满足本区域内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同时还

肩负着保障整个国家粮食供给需求水平的艰巨任务。所以，对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湖北省的

耕地资源安全变化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从而为保护湖北省耕地资源提供对策和建议。[2](p107-111)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6-2015 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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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信息熵对湖北省耕地安全系统进行研究。1948 年，申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把信息进行量化来研究。申农

认为：一个变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它的熵也就越大，把它研究清楚需要的信息量就更大。即对于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系统，假

如用随机变量X 代表其状态特征，那么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假设x 的取值为X={x1,x2 ,„,xn}(n>2)，每一个取值所对应的概

率为P={P1,P2 ,kPn}(0≤Pi≤1,i=1,2,k,n)，且有Σ=Pi=1，那么系统的信息熵可以表示为：S=-ΣPi1n。这就是申农公式，该

信息熵可用来描述任何一种物质运动或一个系统的混乱度和无序度。信息熵是信息论中用于度量信息量的一个概念，它可以用

来度量和反映一个系统的有序化程度。若信息熵越低，则表明这个系统越是有序；反之，若信息熵越高，则表明这个系统越是

混乱。[3](p14-17)在耕地资源系统中引入信息熵，可以通过定量计算，得出耕地资源安全的信息熵值，然后根据熵值的大小来判断耕

地资源的安全程度，来评价分析耕地资源安全的演化方向。熵值为负代表耕地系统有序度在增强，耕地资源安全程度较高；熵

值为正代表耕地系统有序度在减弱，耕地资源安全程度较低。 

根据耗散结构的特征，耕地资源系统的安全程度要高，系统有序性要增强，就要保证d2<0，即要保证|dd s|=di s，即dd s=dd 

s1+dd s2+dd s3≥di s=di s1+di s2+di s3。 

不同年份的信息熵是通过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的熵减和熵增来计算的。如果对n 个评价指标m个年份进行评价，△S1、△S2 和

△S3 的公式可表示为： 

 

式中：为原始指标的归一化值，。 

归一化指标计算时，本文采用直线型处理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qij指标的原始值，  、分别为指标的年份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演化分析 

1.基于信息熵的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根据指标选取原则和资料收集情况，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选取下述24 个指标，

构建耕地资源安全系统动态变化熵变模型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湖北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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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信息熵的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系统演化分析。 

（1）依据耕地资源安全指标体系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湖北省2005-2014 年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系统熵值（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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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分析。 

从表2 和图1、2 可以看出：2005 年-2014 年间，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熵增和熵减处于交错变化的时期。2005 年和2011 年，

耕地数量变化的熵减大于熵增，因而这两年耕地数量安全信息总熵是负值，表明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程度较高，耕地资源系统的

有序性在增强。而其他年份则相反，耕地数量安全总熵为正值，意味着耕地数量安全系统的有序性变小。总之，2005-2014 年

间，耕地数量占用和保护的运行处于不稳定时期，系统内部有序性较差，需进一步加强对耕地数量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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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信息熵的湖北省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系统演化分析。 

（1）依据耕地资源安全指标体系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湖北省2005-2014 年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系统熵值（见表3）。 

 

（2）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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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 和图3、4 可以看出：2005 年-2014 年间，耕地资质量变化的熵增缓慢下降，熵减逐步上升。2005-2009 年，熵增

大于熵减，总熵值为正，说明这几年耕地质量安全的有序度在减小。而2009年之后，耕地质量变化的熵增小于熵减，总熵是负

值，表明耕地数量变化子系统有序度在逐渐增强。由此可知，2005 年-2009 年，耕地资源质量状况比较差，2010 年开始湖北

省重视农业资源，加强了治理力度，才使得耕地资源质量安全在这几年中质量安全度较高，系统有序程度较高，功能稳定。[4](p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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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信息熵的湖北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系统演化分析。 

（1）依据耕地资源安全指标体系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湖北省2005-2014 年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系统熵值（见表4）。 

 

（2）结果分析。 



 

 8 

从表4 和图5、6 可以看出：2005 年-2014 年间，耕地资源生态变化的熵增逐年下降，熵减逐年上升。2005-2008 年，耕

地生态变化的熵增大于熵减，因而这两年耕地生态安全信息总熵是正值，表明耕地数量变化子系统有序度在减小。在2009-2014 

年，耕地资源生态变化的熵减大于熵增，因此总熵变为负值，表面耕地生态安全的有序性在增强。由此可知，2005 年-2008 年，

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比较差，2009 年开始湖北省重视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强了污染物的治理力度，使得熵减大于熵

增，才使得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逐步提高，有序度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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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信息熵的湖北省耕地安全系统演化分析结果。 

（1）依据耕地资源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构建湖北省2005-2014 年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总熵变（见表5）。 

 

（2）结果分析。 

从表5 和图7、8 来看，2005 年-2014 年的7 个年份的耕地系统的总熵变化很大，耕地安全系统有序性不稳定。只有2011 和



 

 10 

2012 年总熵值为负，其他年份为正值。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在2011 和2012 年安全度较高，耕地安全系统有序性较高；

其他年份的耕地安全系统有序性较差。在2005-2011 年，系统总熵呈下降状态，说明调控有力；而2011 年之后呈上涨趋势，依

据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安全信息熵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主要是数量安全对其影响最大，导致2013 和2013 总熵为正，系

统有序度较差。 

因此，湖北省2005 年-2014 年的耕地系统的总熵变化很大，质量和生态安全在2009 年之后较好，但数量安全仍然较差，

导致耕地安全系统有序性总体不稳定。依据此分析结果，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对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进行优化，保证耕

地安全系统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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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演化的对策研究 

影响湖北省耕地安全的主要因素有耕地资源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持续下降、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分布不均、耕地总体

质量不高、生态环境恶化等。为了促进湖北省耕地安全系统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针对湖北省目前已面临的问题，采取相应的

措施，切实保护耕地。 

1.强化耕地安全意识，依法保护耕地。 

耕地安全实质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土地安全的核心，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全民耕地安全意识和保护耕地资源的责任感，强化安全意识。

从行政管理层来说，要牢固树立土地国策观念，时刻拉紧耕地保护这根弦，层层落实责任制，确保本地区耕地总量不减少，实

现占补平衡。从依法保护及执法力度等方面，加强耕地资源保护机制和执法监督体系的建立，对乱占滥用耕地及造成污染的事

件，必须按照相应的法规严肃惩治。[5](p461-464) 

2.开垦宜农荒地，增加耕地数量。 

科学地增加耕地数量，可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技术方法增加耕地数量。土地整理是指对土地资源进行深入加工、

改造及调整，通过平整土地、归并地块、综合构建道路、沟渠以及村庄的重建等方式，促进土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学化

的提高。实现土地利用由传统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目前，我省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开展土地整理工作。通过

土地复垦把工矿建设中产生的废弃地改变为农业用地，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可有效遏制我省耕地减少的趋势，缓解人地矛盾，

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稳提供保障。 

3.运用经济杠杆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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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实行无偿、无期限的行政划拨制，造成对土地乱占滥用和严重浪费，耕地面积大量减少。1988 年修改

了《宪法》第10 条，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依法出租、转让，才从根本上革除了长期以来我国土地使用不合理的现象，但我国土

地有偿使用机制还不够健全，有待完善。例如，土地出让金偏低，可通过大幅度提高耕地非农化成本，以减少建设单位对耕地

的占有。另外，制订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在建设过程中利用废弃地，奖励通过复垦、整理等方法增加耕地数量的行为，并给

予一定补助。[6](p257-267) 

4.加强耕地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要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耕地的生态安全，还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此，在耕地的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中，例

如：对耕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提高耕地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各级政府应将耕地的部分收益投入到此类工作中去。资金的筹

集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国家和各级政府投资，集体和个人投资等等，通过这些筹资形式将资金投入到耕地资源的生态保护中去。

同时，政府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这些资金进行统筹管理，建立耕地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建立起耕地资源开发补偿

和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相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7](p694-697) 

5.挖掘后备耕地资源，实现耕地数量和质量均衡。 

增加耕地数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因此，可以对已退化的工矿企业废弃地、荒漠化土地、弃耕

地进行复垦，对现已经存在的宜农荒地进行开发。我们可以不断挖掘这些后被耕地资源，保证耕地的数量平衡。我们在积极增

加耕地数量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耕地质量的提高。另外，我们应该多渠道地去筹集一些专项资金，把这些资金用来开发耕地后

备资源，用来鼓励那些进行耕地投入的人们。同时按照“谁投入、谁开发、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对投入到参与耕地后备资源

的开发中的个体进行鼓励。此外，我们应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对湖北省的一些低产田进行改良，提高这些耕地的质量，增强耕

地的生产能力，提高其经济效益。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着想，让他们可以不用为耕地资源的缺少、污染和破坏担忧，实现湖北

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8](p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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