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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耕地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生存根基。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600多个区县的人均耕地已少于联合国粮
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
1996～200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826.33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82.83万公顷。
同时，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以合理的土地要素投入保
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保障小康社会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公民的时代要求。
从1996～2006年，我国非农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02.64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面积184.84万公顷，占非
农建设用地净增量的61.08％，平均每年占用耕地18.48万公顷。
无论按照耕地每年的净减少量计算，还是按照每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计算，在没有大规模耕地
补充来源的情况下，到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都很难守住18亿亩（合1.2亿公顷）的红线，而这一红线
是与保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左右”这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指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粮食安全有多重要，保护耕地的任务就有多艰巨。
可见，国家粮食安全与非农建设等多种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凸显了耕地保护工作的艰巨性
、复杂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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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质量保护中央提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平衡，提
出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按等级折算，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保证数量的同时保证耕地的质量不
下降，保障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拥有量水平不下降。
但是，从实施的效果看，数量占补平衡在耕地保护工作实践中落实得相对较好，但由于耕地质量占补
平衡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手段，实施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最重要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是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该制度规定，将质量较好的耕地划为基
本农田而予以重点保护，这些耕地包括：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有良好水利和水土保持设施的耕
地，正在实施改造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等。
耕地质量保护的措施还有土地整理、土地整治、坡改梯、农田水利建设等。
（三）在发展中保护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精神，我国耕地保护的内
涵还应该包括“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耕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精神，中央一再强调保护耕地“
一要吃饭、二要发展”，国土资源“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土
资源管理体制”，“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引导和调控⋯⋯优化城市各功能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对规
模、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严格核定、统筹安排”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发展，
尤其是以土地资源引导发展、调控发展的思想，这是由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功能所决定的。
国土资源“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5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180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总量控
制在103万公顷”目标要求，不仅是为了控制建设用地过度占用耕地，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提供合理规模的土地资源促进和保障我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对我国土地管理和耕地保
护工作提出的目标要求。
耕地保护并不是片面地限制建设占用耕地，而是为了防止无序建设过度占用、浪费宝贵的耕地资源。
另外，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耕地立地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的耕地生态保护也深入人心，从时间维度和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耕地保护的时间内涵问题，从空间规划和定位管理的角度看待耕地保护的空间
内涵问题也受到广泛重视，合理利用市场规则、以利益杠杆促进耕地保护的原则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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