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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矛盾凸显期，因此保
障我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8.2 7亿亩注，人均耕地面积1.3 9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近20
年来我国耕地总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我国每年因耕地减少，年均损失粮食量达4.6 1×106吨。
为此，我国目前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但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载入《土地管理法》，而且，在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和建立保护补偿机制，
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决议。
因此2008年10月23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强调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将耕地质量保育和各类数量补充措施并重来确保耕地保护目标实现；明确提出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依据土地利用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实施土地开发
重大工程。
　　本书是作者在长达十几年科学研究与工作实践基础上，运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与系统研究方
法，理论结合实际，以河北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了河北省全省统一可比、定量化、综合化的耕地资源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避免目前耕地占优补劣、流转无序、补偿标准不一等问题，提供了量化标尺。
其次通过不同层次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的核算明确了耕地生产能力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与耕地质量
评价相结合确定了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目标等别并准确核算了耕地后备资源的目标生产能力；建立了
集保护耕地数量、质量与生产能力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控技术体系；最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库管
理技术建立了省级、市级、县级三个不同尺度的河北省耕地资源时空一体化、空间属性无缝集成的综
合数据库，采用COM组件式技术在MAPGIS平台上开发了河北省耕地资源保控智能化决策管理信息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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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确保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保控技术体系研究（精）》是作者在长达十几年科学研究与工作实践
基础上，运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与系统研究方法，理论结合实际，以河北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了
河北省全省统一可比、定量化、综合化的耕地资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避免目前耕地占优补劣、流
转无序、补偿标准不一等问题，提供了量化标尺。
其次通过不同层次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的核算明确了耕地生产能力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与耕地质量
评价相结合确定了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目标等别并准确核算了耕地后备资源的目标生产能力；建立了
集保护耕地数量、质量与生产能力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控技术体系；最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库管
理技术建立了省级、市级、县级三个不同尺度的河北省耕地资源时空一体化、空间属性无缝集成的综
合数据库，采用COM组件式技术在MAPGIS平台上开发了河北省耕地资源保控智能化决策管理信息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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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省农业咨询专家，河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政府津贴获得者。
1999年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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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耕地质量及其综合生产能力是维护国家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的基础　　“民以食为天”，“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资源整体约束日益加强，特别是加
入WTO以后，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化的粮食市场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我们面
临巨大的进口压力，因此耕地质量及生产能力的保控显得更加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食物安全和
国民经济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把粮食视为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
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1949—1996年的47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46倍。
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9kg增加到400kg，提高了近1倍。
超过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
以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吨为标志，粮食市场供求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长期以来的供应
偏紧转向供大于求。
在市场过剩状态下，如何认识和对待粮食生产便成为新的问题。
部分人根据供过于求这一表面现象认为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过剩，但1998年以后我国粮食连续5年大幅减
产，部分地区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
国外某些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粮食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粮食供求问题的实质在于无法及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生产所造成的结构性、
阶段性生产过剩或者不足。
也就是缺乏粮食的市场供给能力，而市场供给能力的提高必须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
　　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撰文指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是综合国力的表现之一。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需要。
我国不仅是世界的粮食生产大国，也是世界的粮食消费大国。
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和挑战的重要物质基础。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和国际竞争加剧，从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粮食需求日益增多的国情出发，
必须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扭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放，大力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
　　“十五”计划建议指出，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
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十六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表示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
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无疑就成为目前理论界一项责无旁贷的重要
课题。
　　从国际市场来看，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趋缓，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特别
是1999年以来，世界粮食需求量大于生产量，我国从世界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可能性不大，同时面临
着各种风险。
因此，对我国耕地质量及其生产能力进行评价，并建立一套完整的保控技术体系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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