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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面临着三大主要矛盾：一是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与人口增长对农
产品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二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城镇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增加与发
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之间的矛盾；三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用地矛盾。
开展土地整理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
因而，土地整理将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土地整理不仅是土地管理者和从事土地资源理论研究人员共同关心的议题，同时又由于它是一项涉及
经济、社会、生态和工程技术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部署开展土地整理规划的编制工作，不少地方已经或正在
进行土地整理的实践。
在我国，始于20世纪末期的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整理历时短暂，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有待探索和
研究。
本书的目的就是致力于特定区域土地整理目标和模式的构建，使其成为关于土地整理众多问题探索和
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解决西南地区土地利用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为立足点，采用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西南地区土地整理的目标和模
式，以期为西南地区的土地整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系统总结国内外土地整理研究成果、分析国内外土地整理发展趋势的基
础上，根据西南地区土地整理的实践背景，结合土地利用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的
区域分工，建立土地整理的目标体系及其区域配置；从功能、地域、土地整理对象等不同角度提出了
土地整理模式体系以及在地域上的模式组合。
其次，以重庆市三峡库区部分区县、川西平原的四川德阳市和四川盆周山区的四川省宜宾市、云贵高
原的贵州省毕节地区和云南省楚雄州等地为研究例证，对西南地区区域内部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土地整
理的目标、模式及其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最后提出促进西南地区土地整理不断发展的对策建议。
　　土地整理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发生、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土地整理作为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将经历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
我们认为全书的写作是对土地整理科学规律进行总结，对土地整理实践模式进行探讨的一项重要工作
。
因此，我们期望使用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土地整理的内涵和特征、国内外土地整理的
发展趋势、土地整理的目标体系和模式体系及其它们在特定区域的配置方案；作者更期望本书能够为
土地管理及其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是国土资源部科技计划项目“西南地区土地整理的目标及模式研究”的成果，是在项目组成
员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书的整体构思和统稿工作主要由杨庆媛完成，第一、七章由杨庆媛和周宝同共同完成；第二、三、
四章由杨庆媛执笔；第五章由周宝同执笔；第六章由杨庆媛、周滔、田永中共同完成；涂建军撰写了
第九、十章；第八、十一章由周滔、杨庆媛、涂建军、田永中共同完成；田永中负责书中数据处理、
图件绘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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