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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可持续利用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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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深入分析影响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因素,为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可

行路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案例分析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结果：

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中的土壤质量和坡度、气候与水资源,以及社会经济因素中的耕作条件、农户生

计多样化、种粮收益、工业化城市化、政策落实及农民意识等。应对策略包括优化空间格局与生态治

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效益、创新治理机制等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腾冲市耕地的可持续

利用能力,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为其他地区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的

借鉴。研究结论：耕地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

要求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共同努力,只有通过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才能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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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rable l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feasible pathways for land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s, case studies, and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land use include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soil 

fertility, climate, and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urbanization, farming conditions,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s, grain production profitabilit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farmers' 

awarenes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sustainable land use is a complex system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considering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na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It necessitat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Only by adopt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can we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farmland resources,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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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提

出了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了战略部署,

其中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深入

研究耕地可持续利用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理论框架 

1.1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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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可持续利用是指在满足当前和未来人口对农产品需求

的前提下,保持耕地的生产力、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的长期

稳定。其内涵包括：保证耕地的数量稳定,防止耕地过度流失；

提高耕地的质量,通过土壤改良、合理施肥等措施,保持和提高

土壤肥力；实现耕地的生态功能,如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

环境等；发挥耕地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

民收入。耕地可持续利用对经济、社会和生态都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 

1.2相关理论支撑 

耕地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依据有资源稀缺理论、生态系统服

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公共投资

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 

2 腾冲市概况和国土空间特点 

2.1腾冲市概况 

腾冲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属保山市代管的县级市,全市国土

面积5845平方公里,国境线长150公里,下设12镇5乡2街道总人

口69.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6.03万人。腾冲市“三调”耕地面积

54406.67hm2,水田40920hm2,占75.22%；水浇地146.67hm2,占

0.26%；旱地13340hm2,占24.52%[1]。 

2.2腾冲市国土空间特点 

腾冲市属云南高原滇西峡谷区,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中

部为宽谷盆地,整个地形似一马蹄状向南敞开。境内最高峰为高

黎贡山大脑子峰,海拔3780m,最低点位于南部速庆龙川江支流

小蒲窝河口与梁河县交界,海拔930m,相对高差达2850m[1]。林地

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80.37%；耕地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9.51%；

建设用地约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4.28%[2]。山地面积占比高达

89.93%,坝区仅占10.07%。市域内最适宜城镇化开发的用地集中

在腾冲坝、中和坝等坝区,坝区内城镇建设适宜区占坝区总面

积的82.14%,也是优质稳定耕地主要分布区域,坝区城乡建设

用地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坝区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市域可直

接开发、复垦的新增耕地资源较少,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难度

较大[2]。 

3 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3.1自然因素 

3.1.1土壤质量 

腾冲火山台地富含火山灰,土壤肥沃,粮食产量较高。然而,

近年来由于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土壤肥力逐渐降低,耕地质量面

临严峻挑战。腾冲市酸性土壤分布广泛,部分地区酸度较高,属

于强酸性土壤[3]。土壤酸化导致土壤结构破坏,影响耕地的可持

续利用。 

3.1.2耕地坡度 

从腾冲市坡度等级来看,位于2°以下坡度(含2°)的耕地

13266.67hm2,占全市耕地的24.39%；位于2°－6°坡度(含6°)

的耕地17853.33hm2,占32.81%；位于6－15°坡度(含15°)的耕

地18266.67hm2,占33.57%；位于15－25°坡度(含25°)的耕地

4146.67hm2,占7.62%；位于25°以上坡度的耕地873.33hm2,占

1.61%[1]。耕地坡度越大可持续利用率越低,大于20°坡度(含20°)

的耕地97%流出为了林地。 

3.1.3气候 

腾冲市属亚热带低纬山地季风气候区,干湿季分明,立体气

候明显,年内降雨分布极不均衡。降雨多集中于5－10月份,局部

性暴雨较为突出,单点短历时,暴雨强度大,具有明显季节性。多

年年平均气温15.40℃,年平均日照总时数2093.10小时[1]。南部

低海拔地方气温要相对高于北部高海拔地方。气候适宜度对耕

地利用有着重要的限制作用。腾冲市南部海拔低气温高的地方

比北部海拔高气温低的地方,对耕地的利用率高30%。 

3.1.4水资源 

水资源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腾冲市水资源较好

的界头镇和水资源较差的马站乡相比,界头镇对耕地的利用率

是马站乡的1倍多。 

3.2社会经济因素 

3.2.1耕作条件 

耕作条件的便利程度对耕地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影响。据

实地调查,没有通机耕路和排灌沟渠的耕地很难可持续利用,修

通了机耕路和排灌沟渠的耕地,更能可持续利用。如腾冲市北海

乡打苴村兰家湾、沙坝等地方的水田,由于没有通机耕路和排灌

沟渠,多数已经流出成为了林地,而打苴村孙家陷坝、余家坡、色

木树等地方的水田,由于修通了机耕路和排灌沟渠,本已成为了

林地的田,现在都复垦成了水田。 

3.2.2农户生计多样化 

农户是农村生产、投资与消费的主体,是利用耕地的直接单

元,诸多研究表明,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直接影响着耕地利用决

策。农户生计策略对耕作安排与耕作效益存在影响[4],非农就业

可能使农户抛荒或粗放利用耕地,引发耕地退化[5],非农收入的

获得改变了农户对耕地的生产投入与利用方式,导致土壤侵蚀

和更迅速的耕地退化[6]。总之,农户生计来源多样化行为不仅会

直接、间接减少耕地数量,也会使耕地质量下降,对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造成威胁。据调查,腾冲市40%的农户,其经济收入70%

来自外出务工,30%是来自种地,这种农户20%的耕地流出为非耕

地；30%的农户,其经济收入100%来自外出务工或做生意,这种农

户45%的耕地流出为非耕地；30%的农户,其经济收入70%来自种

地,30%来自外出务工,这种农户不存在耕地流出。 

3.2.3种粮收益 

种粮比较效益低、难挣钱,甚至需“倒贴”,是耕地可持续

利用面临的严峻挑战[7]。根据腾冲市农业雇工成本及自家用工

投入计算,种植水稻亩均劳动力成本780元(育秧工时费100元、栽

秧至少3个工300元,耙田80元,收稻至少3个工300元,还未算平

时打农药和排灌水的工时),农资(种子、农药、肥料)成本245

元,在不计政府补贴和土地、农资、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亩均

收益996元,如果扣除劳动力和农资成本,亩均收益-29元。 

3.2.4工业化城市化 

城市扩张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建设住房、商业、工业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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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避免地会占用一部分耕地[8]。腾冲市从2010年到2023年,

建设用地总量从13350hm²增加到16335hm²,净增量达2985hm²。 

3.2.5政策落实及农民意识 

有效的土地管理政策能够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

土地侵占和荒废现象,从而提高耕地的可持续性。政策的实施需

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确保其适应性和科学性。通过教育与宣

传,引导农民采用轮作、合理施肥等可持续农业技术,从而实现

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4 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应对策略 

4.1优化空间格局与生态治理 

4.1.1优化空间格局 

耕地的空间格局优化对于实现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应根

据不同地区的耕地分布特征,进行严格管控。依托高标准农田建

设,将山上的林地改造为便于灌溉和机械化耕作的水田,提升了

耕地的质量和宜耕性。通过耕地林地破碎图斑整合的研究,选择

合适的区域整片区推动“山上”换“山下”,解决耕地、林地破

碎化的问题,增加耕地和林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可以

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耕地空间格局。 

4.1.2生态治理措施 

(1)防治污染,确保生态。加强对农用地的重点监测,制定规

划,完善标准和措施,加强农用地农药、化肥使用指导和使用总

量控制,加强农用薄膜使用控制。建立耕地生态补偿制度。 

(2)科学施肥,改良土壤。推广秸秆过腹还田,利用绿肥和有

肥力的嫩蕨叶、嫩树叶(如：桤木树嫩叶)来增加土壤有机质和

肥力；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效

控制施肥总量、选择恰当的施肥方式和时间,使施肥措施具有科

学性和针对性。再结合施用石灰和适当增施钾肥、钙镁磷肥及

其他碱性肥料,减少氮肥施用量等方法改良酸性土壤。 

(3)绿色防控,减少农残。推广绿色防控技术,降低化学农药

的使用,提高土壤质量,促进生态平衡。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农民

采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方法,保护农田的生物多样

性,防控病虫草害的发生。 

(4)调优模式,休耕轮作。在农村劳动力相对缺乏,耕作成本

较高的地区,可以采用一年只种一季,在冬季把田土犁翻起来让

太阳晒让霜冻的休耕方式管理农田土壤,可以减少病虫草害的

发生。在农村劳动力充足,耕作成本低的地区,推行轮作间作套

种,不仅能够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还有助于有效利用水资源,更

能提升耕作效率,确保农田在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

态环境。近些年来,腾冲采用“烟—粮—油”周年三熟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周年每亩达纯利润3359元,深受农民欢迎[9]。这样种

植一年后,下一年又轮种“水稻—油菜”二熟栽培模式,形成水

旱轮作减少病虫草害,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 

4.2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效益 

4.2.1建高标准农田,改善耕作条件 

2023年末,腾冲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4006.67hm²,将按

照“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实现

农田基础设施、耕地质量、建后管理、种植等多方面的综合配

套,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要求,规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51320hm²,累计改造提升9266.67hm²[1]。 

4.2.2发展经服主体,高效利用耕地 

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等领域的不同优势,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

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

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10],有助于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近几年来,腾冲市以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为抓手,推进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实体化运营。截至目前全市有7个乡镇(街道)

和市级联社成立了20个公司,猴桥镇实现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全覆盖成立公司。2024年一季度,全市220个村(社区)集体经营

性收入1267.21万元[9]。 

4.2.3全面明晰权属,促进耕地流转 

市、县、乡三级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有条件的村建立土

地流转服务站,为土地流转提供免费服务。强化土地流转信息指

导,以当地常年种植大宗农产品的纯收入为指导价,充分发挥市

场竞价机制的作用,合理确定土地流转价格。及时化解土地流转

纠纷,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作用,依法开展农村

土地流转纠纷的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变更、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对农村流转土地,应通过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进行权属确认与登记,明确土地的权

利人、面积、位置、用途等基本属性。在流转过程中,要规范流

转程序,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可以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必须

遵循自愿、有偿原则,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公开进行。流转前,

需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工作,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 

4.2.4强化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益 

腾冲市2023年投保面积52060hm²,其中水稻18713.33hm²、玉

米17980hm²、油菜15120hm²、玉米制种247.53hm²,涉及农户

175356户(次),赔偿受灾面积约4100hm²,赔偿金额579.49万元。

2024年投保面积54400hm²,全新推出了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水稻的最高赔付标准从600元提高到1100元,玉米的

最高赔付标准从500元提高到900元,大幅度提高了赔付标准,有

效防范种植风险,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9]。 

4.2.5落实惠农政策,提振农民信心 

腾冲市2022年共发放,耕地地力补贴资金7882万元,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3428万元,惠及农户136813户；2023年共

发放,耕地地力补贴资金7908万元,惠及农户136170户,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600万元,惠及农户135634户；2024年共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7514万元,惠及农户135992户[9],

有效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3创新治理机制 

4.3.1建设田长制度,落实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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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田长制,开发“田长巡田APP”等人工智能工具,开展智

能巡田工作。确定各级田长成员单位,明确县、乡、村三级责任

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保护网络,将田长的日

常巡查与土地卫片执法、耕地“非粮化”整治、“耕地流出”专

项治理等工作结合互补,形成合力,将违法占地行为解决在萌芽

状态。 

4.3.2加强农民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腾冲市采取举办培训、投放宣传短片、微信公众号、开展

技术培训、发放宣传资料、火塘会、户主会等方式,对农民进

行教育,引导农民切实提高保护耕地的自觉性,营造全社会耕

地保护人人关心、人人有责、人人监督的良好舆论氛围,取得

了成效[9]。 

5 结论 

在影响因素方面,自然因素中的土壤质量和坡度、气候与水

资源对耕地可持续利用起着关键作用；社会经济因素中的耕作

条件、农户生计多样化、种粮收益、工业化城市化、政策落实

及农民意识都对耕地可持续利用起着深远影响。在应对策略方

面,提出了优化空间格局与生态治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效

益、创新治理机制等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腾冲市耕地

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可为其他地区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总之,

耕地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自然、社

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才能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展

望未来,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应在技术创新与应用、政策法规完

善、跨学科合作研究、国际合作与经验借鉴等方面不断深化,

为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和维护生态平衡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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