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2期

引言：

土地利用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发展的持续

性直接受到土地利用方式、结构及效益的影响。并随着

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理念的变革，

我国各区域土地利用正朝着合理化、集约化、高效化的

方向发展。但由于上轮规划已对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某些

方面的滞后，虽然学术界对土地利用现状评价的探讨较

多，但尚未形成可以统一使用的权威性成果。因此，目

前正值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之际，各区域土地利

用现状评价势在必行，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现

状评价指标体系极为迫切。

1.土地评价标体系的概述

目前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将进一步加

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

当今研究的焦点。在人口、资源、环境系统中，土地资

源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协调好

人地关系，我们必须对土地进行精确的评价，进而实现

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而农用地是一切土地资源利用的

基础。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用地质量决定着

农用地生产力的高低及其利用效益。在当前人口对土地

压力越来越大、城镇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的侵占、耕地面

积增加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用量化指标确定土地质

量等级，以达到客观而准确地评价农用地质量进一步提

高农用地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切评价

工作都基于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体系的研究是评价

的重要环节。因此，进行指标体系的研究，使评价指标

科学合理化显得尤为重要。士地利用系统是典型的自然

一经济 - 社会复合系统。该系统涉及到了资源、环境、

生态、社会经济等指标。这些指标中的大部分因子具有

空间和时间特征，且所有因子的综合分析和评价都必须

在确切的用规划对信息的需水，因此，近年来地理信息

系统和数学模型技术应用于农用地评价成为研究热点。

2.土地评价的原则和依据

2.1

2.1.1 为发展生产和合理的利用服务

从发展生产和合理利用的条件和潜力，既考虑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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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的需要，又要考虑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论证土地合理利用的优化方案和方向。

2.1.2 实行全面综合评价

综合反映自然、技术、社会、经济诸因素的作用，

既考虑自然的适宜性，又考虑技术可能性和经济的合理

性与可行性，依据自然生态规律，遵循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土地综合效益进行分

析和评价 [2]。

2.1.3 发挥地区优势

突出生态特征和主导因素，为因地制宜地利用和改

善土地条件提供依据。

2.2 土地评价主要质量因素

①土地适宜性。即土地对发展生产和各项利用的适

宜程度。主要标志是土地能否永续有效地利用和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潜力。土地适宜性可以是多宜性，也可以是

单宜性。②土地限制性。即某种或某些不利因素对土地

适宜性和生产潜力发挥的影响程度，包括风沙、盐碱、

干旱、洪涝、低温、水土流失、风蚀、土层厚度、地表

积水、沼泽化、海拔高度、坡度等自然因素，也包括劳

动力、肥源、交通工具、地理位置、经营集约度和市场

等社会经济因素。③土地利用现状和生产水平。土地利

用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适宜性和土地限制性。

土地生产水平是土地生产力的反映，它可以用土地的产

量，产值和纯收入指标衡量或折算成统一的能量单位表

示 [3]。

3.土地质量

土地质量是土地的一项复杂的综合属性，意味着土

地满足不同用途的程度，或对某种特定用途的适宜性。

如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可以广泛运用的土地质量评价的主

要指标为：①与种植业生产有关的指标有：作物产量、

水源和土壤有效水分、营养源和营养物有效量、根层的

氧气有效量、根系发育的地理条件的适应性、苗床和发

芽条件、土地的耕作条件（适耕性）、土壤的盐化度和碱

化度、土壤毒性（酸性过高）、与土地有关的病虫害、土

壤抗蚀性能、洪泛灾害（包括频率及淹水历时）、气温类

型、辐射能及光周期、影响植物生长的灾害性天气（风

暴、霜、冰雹等）、空气湿度、作物成熟所需的干燥期
[4]。②与牧业生产有关的指标有：放牧草地的生产率、影

响牲畜的灾害性天气、地方性虫害及流行病、牧草的营

养价值、牧场的毒性（毒草）、植被抗拒退化性能、在放

牧条件下土壤抗拒侵蚀的性能、水源距离及饮用水可获

量、与根据地（定居点）的距离。③与林业生产有关的

指标有：木材年平均增长量、本地树种的类型和数量、

影响幼树生长的环境条件、病虫害、火灾危害。④与采

集副业有关的指标有：树木品种、药用植物、果类、野

味、山珍、与根据地（村庄）的距离。⑤与农业经营管

理有关的指标有：生产经营单位的可能规模、征用土地

的便利条件、与市场及物质和劳动力供应有关的地理位

置、由生产单位到田地或作业区的交通、影响道路修建

和维护的地形因素（可进入性）、机械化的可能性和影响

机械化的地形因素（可通行性）、自然植被、防止土壤侵

蚀的措施。

这些应用于评价的指标大多是变量，表示土地的某

一项质量，或表示土地的某一特征或几种特征的作用，

每种指标都有一定的临界值或一系列临界值，以确定等

级界限。并可根据表明各种指标对某项土地利用影响的

数学模式，利用计算机中已经储备的有关地区的具体资

料进行对比，预测利用的后果，从而具体评定土地质量
[1]。这类数学模式通过实地抽样调查加以验证，可以不断

改进，使之更接近实际情况。

4.土地评价原理

4.1 多样性原理

不同的地区具有各自独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土地

质量和土地用途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随着时间的发展，

社会的变化，同一地区的土地质量和土地用途也会发生

变化。

4.2 可比性原理

土地评价的结果是所评价的地区土地质量好坏程度

的反映，因此必须具有可比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 [2]。

4.3 综合性原理

构成土地质量的土地性状有很多，如气候、土壤、

植被等，而这些性状也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如气候又

包括光照、气温、降水等；土壤又包括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质地、土壤酸碱度、土壤水分、土壤养分、碳酸钙

含量等。同时，土地的不同性状或不同因素间又是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土地质量是一个多样因素影响的

统一体。因此，在分析土地质量和土地用途的要求时，

一定要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综合、全

面分析的方法。

4.4 限制性原理

不同的土地用途在某种土地质量上的适宜程度不同，

实质上就是土地用途的限制不同。所谓限制性，是指土

地质量不能满足土地用途要求的程度，如某种作物在某



105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2期

个生育期需要速效磷达到 30ppm，而实际土壤中 10ppm，

那么由于速效磷含量太少吸收不到充足的磷 [3]。

4.5 系统分析原理

一个系统是由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具有

一定的边界和结构，这就决定了系统的功能，即决定了

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土地评价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利用系

统，包括两个要素：土地和土地利用。在土地评价时，

应尽量地应用系统分析的原理，分析如何改善土地利用

系统的结构，获得最理想的产出与投入之比。

4.6 相对性原理

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不同，土地质

量上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不同评价地区的实际需要，往往

在评价时将本地区内质量最好的土地定为一等地，最差的

土地为末等地，这样处理使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等价之间

的差异不尽一致，同一等级的土地的实际质量也可能不一

样，因此土地评价的结论是相对一定地区而言的 [4]。

5.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和出

发点，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是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

要依据，是对规划区域现时土地资源的特点、利用结构

与布局、利用程度、利用效果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评价。

在土地利用现状评价中，一定要注意防止为评价而评价，

只摆不评，或摆得多评得少，或单一目的的评价等倾向。

决不能把土地利用现状评价完全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忽

略社会和生态方面，这是因为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使全部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

利用，从而强化地域的整体功能，取得经济、社会、生

态整体优化的综合效益。也不要把土地利用现状评价仅

局限于某个经济领域如从农业生产角度进行分析，而要

开展广义的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即对农用地、城镇村及

独立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未利用地等作出具

体的全面的分析评价，尤其对当前国家有关土地一些热

点问题如目前开发区土地利用水平要有所反映 [1]。另外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评价也不应从局部利益，本部门、本

地区的角度来进行，而应站在地域整体功能优化的高度，

把本地域置于更大范围内进行分析，通过广泛的横向和

纵向对比来明确优势土地资源的战略地位与开发价值。

6.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评价已从对土地进行单

纯的资源或经济评价向资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综合

评价的方向转变，特别注重定量方法和新技术新手段的

应用。在土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大部分研究仅依

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评价的目标确定指标体系。不

能保证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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