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996-2009 年重庆耕地保护及管理建议 

王 帅1 孔露曦 李 伟 赵敬坤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重庆 401121） 

【摘 要】: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耕地保护不仅是数量的保护，更重要是耕地质量的建设.笔者综合分析了 1996

年来重庆耕地数量减少的事实，结合多年监测数据分析了耕地养分退化现状和酸化趋势.文章就重庆耕地保护管理，

从制定法律法规、严保耕地红线、实施科技项目、建立预警机制、提高耕者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加强耕地保

护、提升耕地质量，促进重庆农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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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强耕地保护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耕

地保护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关乎我国粮食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森林重庆、健康重庆、

宜居重庆的建设都需要建立在健康土壤、健康耕地的基础之上，农业工作者应该常怀忧患意识，加强耕地保护，促进重庆农业

健康发展. 

1 重庆耕地资源现状 

1.1耕地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数量少重庆幅员面积 82339.33hm
2
，农用地 616.34万 hm

2
，占土地总面积的 74.85%其中耕地 255.64

万 hm
2
(1996年).全市 1996年总人口为 3022.77万，人均土地仅为 0.273hm

2
，为全国人均 0.78hm

2
的 1/3.人均耕地 0.084hm

2
，比

全国人均 0.106hm
2
少 0.02hm

2
. 

1.2耕地不断减少用地矛盾突出 

通过对耕地面积的统计分析(重庆统计年鉴)，发现 1996年至 2001年重庆市耕地面积呈直线下降态势(R
2
=0.9952)，如图 1，

由 162.92 万 hm
2
下降为 158.32 万 hm

2
,5a 间减少了 4600hm

2
;2002 年至 2007 年呈抛物线形下降(R

2
=0.9894)，如图 2，由 244.31

万 hm
2
减少为 205.23万 hm

2
,5a间减少耕地 390886hm

2
，耕地面积减少数量惊人.2009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将临时性耕地统计为耕地

总面积，2007,2008,2009 年耕地面积分别为 2241956,2239082,2235932hm
2
.
[1]
国家下达给重庆市的耕地保护目标是到 2020 年，

耕地总面积必须保证 2170667hm
2
.2010 年 6 月 18 日成立重庆两江新区后，与 2009 年比较基本农田保有量目标减少 54533hm

2
(农

情统计数据).从统计数量上看，2002 年耕地面积突增，统计局解释为“耕地统计指标按新农业统计制度变更”;2007 年耕地面

积也出现突增，是将临时性耕地统计为耕地面积.数字的变更只能说明耕地数量满足国家下达给重庆市的耕地保护目标，但是重

庆市耕地总量和均量减少的趋势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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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耕地隐性减少种粮压力巨大 

除开耕地绝对数量的减少，农民闲置、撂荒也使耕地数量隐性减少.全市耕地撂荒面积为 8333hm
2
(市农经站的监测统计，2009

年)，如果将临时性耕地(在常用耕地以外临时开垦种植农作物，不能正常收获的土地.包括临时种植的坡度在 25 度以上的陡坡

地，在河套、湖畔、库区临时开发种植农作物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作为闲置撂荒地计算，2002 年至 2007 年农民闲置、撂荒的耕

地占耕地总面积的平均值为 33.4%.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大量青壮年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耕者整体素质较低，被称

为“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低素质的耕者不能高效利用和管理有限的土地，要么撂荒，要么改变经营模式.为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重庆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截至 2010 年，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比例己经超过 17%，其中大量流

转土地“由粮改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重庆有 11%的粮田不再种粮. 

2 直辖以来重庆耕地养分演变趋势 

与耕地数量保护相比，耕地质量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8]
.耕地质量建设实际上在于保持区域耕地的生产力，不仅仅是表

面上的面积数量的动态平衡，而且要重视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质量指的是构成耕地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环境条件状况的总和
[9]
，表

现为耕地生产能力的高低、耕地环境状况优劣以及耕地产品质量的高低.耕地的质量建设，需要国家采取行政、经济、法律、技

术等措施和手段，首先保护高质量的耕地，并改造治理耕地中限制因素，同时保证耕地在利用过程中质量不下降
[10]
.不但要提高

耕地的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土壤肥力，还应包括改善附着在耕地上的设施状况，诸如改善水利设施、耕作条件、防护林设施和

田间道路等，避免耕地水土流失、沙化等土地退化的问
[11]
.笔者结合多年的耕地养分监测，着重对耕地养分演变作分析描述. 

2.1耕地产量水平低中低产耕地多 

重庆耕地产量总体水平低，坡耕地及低产田数量大
[12]
，全市坡耕地占旱地面积的 52.800(15 度以上的坡耕地占 33.1%2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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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坡耕地占 19.7%);“望天田”、深脚烂泥田占水田总面积 46.6%.在全市耕地总量中，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为 36%，比全

国平均低 4个百分点，中低产田土达 60%以上.重庆市农用地分等评价结果显示.
[13]
重庆市优质耕地和劣质耕地分布较少，中等质

量的耕地分布较多，各等别面积比例分布为:优质，中等，劣质为 1:2：1.在优质耕地中，自然质量等别、利用等别、经济等别

较优的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28.38%,27.25%,24.82%，均趋于 25%.中等质量耕地面积接近一半，自然质量等别、利用

等别、经济等别为中等质量的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44.61%，49.17%,56.00%.自然质量等别、利用等别、经济等别较

差的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27.01%.23.58%,19.18%，三个等别的劣质耕地分布面积也趋于 25%.该结果与重庆市耕地地

力评价结果也有吻合之处. 

2.2耕地养分下降明显酸化严重 

重庆市耕地土壤监测工作始于 1991 年，现有中国农科院的国家紫色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长期定位试验小区、养分

渗漏池 48 口、田间试验微区 98 个和监测试验用房及配套设施)1 个，国家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 6 个，较稳定的市级耕地

土壤监测点 26 个.监测点基本代表了我市粮油主产区的自然条件、土壤类型和耕作制度.重庆市耕地土壤监测坚持了

20a(1991-2010年)，获取了耕地土壤养分、耕作制度、肥料结构及农民施肥习惯等大量的基础数据 

 

通过监测数据(表 2)发现:(1)耕地基础地力不高，逐年下降.水稻土对一季水稻产量的贡献率约为 41%-63%，紫色土对作物

产量的地力贡献率约有 2500.整体平均值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表明我市耕地质量下降明显.(2)农户施肥结构不合理，施肥水平高.

水稻 50%-60%的氮磷养分由化肥提供，旱粮约 50%的养分来自有机肥，不论是水稻还是旱粮其钾的来源主要依赖于有机肥.2006

年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后施肥结构有所改变，氮磷钾施肥比例由原来的 1:0.38:0.07 逐步向合理比例 1:0.4:0.25 调整;投入的养

分比例不协调，存在施肥不平衡现象.(3)耕地土壤养分升降不一，酸化明显.总体来看，1997年以来，耕层土壤养分变化不大.1997

年水稻土耕层速效氮平均为 148.9mg/kg,2000 年平均为 127.9mg/kg，下降了 21.0mg/kg，旱作紫色土 1997年耕层速效氮平均为

115.9mg/kg,2000 年为 67.0mg/kg，下降了 48.9mg/kg.速效氮呈下降趋势，速效磷呈缓慢上升趋势，速效钾基本维持稳定.水稻

土酸化明显，pH 值下降了 0.54 个单位
[14]
.近年的地力评价项目对耕地养分统计分析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对比，发现我市

耕地 pH值普遍下降了 0.5至 1个单位.(4)耕地土壤环境质量问题显现.通过耕地环境质量指标的检测，发现 97%的耕地土样中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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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量均在国家安全标准水平以下，锅在我市各县粮地和蔬菜土壤中超标样本比率达 6.3%，汞、砷在粮地土壤中超标率分别为

4.2%和 5.5%，各县粮地土壤中未发现铬超标样本
[15]
.随着各地工业发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日趋堪忧. 

2.3耕地养分下降经济作物更需培肥 

在长期施肥条件下，耕地质量还能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但是对于经济作物耕地养分不足则表现明显.2008年，我们对重庆

市柑橘园土壤养分现状专项调查研究，主要对重庆市柑橘主产区江津、永川、忠县、奉节、万州的柑橘园土壤样品进行测试分

析，发现土壤有机质缺乏占 54.41%，土壤速效 N,P,K 缺乏，分别为 59.26%,62.22%,36.3%;Zn 含量比较缺乏，占 38.52%,B 素含

量严重缺乏，占 92.59%;Cu,Fe,Mn 过量的分别为 37.78%,63.7%,42.96%. 

3 重庆耕地保护管理建议 

3.1制定相关法规给予耕地质量建设法律保障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耕地质量保护法律，但是从法律上明确职责，制定相应的耕地质量管理条例、办法势在必行.当前

很多省市己经制定、建立了耕地保护制度和管理办法，例如 2007 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施行了《天津市耕地质量管理办法》，

提出耕地保护应当贯彻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原则，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监管.湖南省人大批准 2008 年

开始实行《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对耕地质量保护、耕地质量建设、耕地质量监管做出了细化规定.2010 年吉林省人大审

议通过了《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除耕地质量建设和监管外，还对耕地养护、科技与教育培训、监测与评价等方面做出了

规定.2011年伊始，甘肃、浙江两省均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了《甘肃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和《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

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依据，切实加强耕地质量的监督与管理，依法查处破坏耕地质量的行为，是搞好耕地质量建设的基础. 

3.2加强占补平衡和补充耕地等国土项目管理严保耕地红线 

耕地数量减少趋势不可逆转，但是保护耕地数量是基础，提高质量是关键.一定要加强补充耕地质量建设管理与验收工作，

进一步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管理.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后，补充耕地的面积与质量不得低于己占用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在项目验收

中实行最严格的打分制度，统筹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管理.政策保障对法律进行一定的补充
[16]
，补充耕地中应增加培肥地力的措施，

进行地力等级评定
[17]
，明确管理要求;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地整治项目管理，逐级落实责任目标管理制度，确保耕地保护的国

策落到实处. 

3.3做好测土配方施肥和有机质提升及高产创建等重大农业项目提升耕地质量 

在耕地数量呈刚性减少的趋势下，重庆要确保粮食安全、实现粮食总产 1100万 t的目标，就必须从提高耕地质量入手，以

质量的提高来弥补数量的不足.掠夺性的耕种己经使耕地不堪重负，耕地质量退化现象日益明显.做好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质提

升、高产创建等重大农业项目，进一步扩大秸秆还田面积，恢复冬季绿肥生产，增施有机肥料，推广水旱轮作模式，做到用地

与养地相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通过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

质，阻止耕地退化.有机质提升则是通过稻田秸秆还田腐熟技术的应用，改良耕地土壤结构，提高耕地地力，使土壤板结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4完善重庆市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建立耕地质量预测预警报告制度 

为促进耕地质量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必须从基础工作入手，建立健全耕地质量预测预警机制，为耕地质量建设提供科学

依据.一是进一步加强全市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按照“逐步扩大监测点规模、稳妥调整监测内容、积极开展专项调查、直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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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业生产”的总体思路，在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农区生态环境、耕地土壤类型和典型耕作制度，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着力推进县级配套监测点建设.二要稳步推进耕地质量监测站建设.耕地质量监测站建设的主

要内容包括耕地改良与肥料试验基地建设、化验室改扩建及监测仪器设备更新，己列入《重庆市 2009-2020 年粮食新增 35 万 t

能力规划》.今后将按规划分步进行建设，努力建立耕地改良与肥料试验基地，加快形成完备的耕地质量监测体系.三要全面开

展耕地地力评价.以江苏为榜样，结合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实行综合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摸清耕地质量家底，对耕

地进行生产潜力评价和作物适宜性评价，全面建成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和基本农田质量管理数据库，实现对耕地质量监测、

评价数据的统一管理，及时更新，定期发布，建立耕地质量预测预警报告制度，为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提供宏观决策依据. 

3.5提高耕者素质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根本出路 

耕地质量建设的主体是耕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提高耕者的素质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根本出路.到 2020 年重庆计划将一

半的农民转移到城镇，保留 1/3人口作为农村人口，相当于一个农业劳动者要养活两个城镇人口，要求农业生产率提高 4倍.但

是目前，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不争的事实.2003 年中国科协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具备科技素质的农民占 0.7%，

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 500，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是城市居民的 1/6
[18]
.影响农民科技素质发展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经费投入不足，

尤其是农业推广资金投入不足.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0.6%-1.0%，发展中国家也在 0.5%左右，但我国不

足 0.2%，人均经费更少
[19]
.三是农业科技人员投入不足.四是农民科技培训的渠道集中、形式单一希望通过改革农村教育体制，

增加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民参加科技培训的参与度.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要求，结合当地主导产

业发展要求，符合农民致富增收的需求，对农民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要领培训.构建起信息传播、科技培训、生产示范、

项目推广的立体交叉服务网络体系;大力开展“科技下乡”、“农技 110”活动，建立综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满足农民对科技的

需要，最终提高耕者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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