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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沿岸“非粮化冶耕地形态特征识别与优化调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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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黄河沿岸的河南省孟津县为例,从利用状况与坡度分布、景观格局与空间邻接、耕作距离与道路通达、经济

梯度与生态安全等方面,对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系统识别。 结果表明:孟津县耕地的“非粮化冶
空间与优质农业生产空间高度重叠,耕地的非食物化利用倾向明显,耕地向林地调整的比重过大。 由于粮作耕地

和非粮作耕地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种植经济型作物的耕地规模偏小且较为分散,无法形成规模

经济。 交通工具缩短了农户的耕作路途时间,耕作距离对耕地“非粮化冶的影响力度在下降,交通干线附近分布数

量较多的即可恢复地类,与近几年的“廊道景观工程冶建设密切相关。 高经济梯度区的经济型撂荒占比较大,偏远

地区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生态红线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刚性底线,在生态红线之内,应积极实施

“再野化冶工程。 结合新时期国家黄河生态战略,以建设复合型黄河生态廊道为目标,提出了不同区位、不同类型

“非粮化冶耕地的恢复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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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Mengjin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along Yellow River as an exampl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 non鄄grain 冶 cultivated land in Mengjin County wer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d from the aspects of utilization status and slope distribution, landscape pattern and spatial
proximity, cultivation distance and road access, economic gradi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high overlap between the “ non鄄grain冶 space and the high鄄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the tendency of non鄄food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as obviou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djustment from cultivated land to forest land was too large. Due to the large difference in labor
productivity between grain cultivated land and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the scale of cultivated land
for economic crops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scattered, which can not form economies of scale. High鄄speed
transportation shortens farmers蒺 travel time for farming, and the impact of farming distance on the “non鄄
grain冶 of cultivated land is decreasing.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recoverable land near traffic trunk
line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 corridor landscape project冶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abandoned land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in economic gradient areas and farme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ave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cultivated land.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is the rigid bottom line for maintaining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in the red line, the



“rewilding冶 project should be actively implemented.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aiming at building the compound ecological corridor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restoration and adjustment schemes of different “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type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鄄making of land control
work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Mengjin County;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ptimization

0摇 引言

粮食安全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

题,目前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相关议题再度升

级[1 - 2]。 耕地作为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是确保食

物安全的基础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维

系生态安全的景观基质[3 - 6],针对新时期耕地保护

的刚性管控与区域资源空间错配的现实矛盾,耕地

保护研究者围绕耕地的质量内涵[7 - 10]、健康产

能[11 - 13]、风险管控[14 - 17]等领域开展了重点研究,相
关研究对发展新时代的健康农业、支撑健康中国做

出了有益探索。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区域布局趋于合理,但是部分地区出现了耕地

“非粮化冶的倾向,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

解为压减粮食生产,一些经营主体违规在基本农田

上种树、挖塘,一些工商资本流转耕地改种非粮食作

物等,以功能衰退为表征,不少地方的耕地利用呈现

出“边际化冶、“撂荒冶等不良趋势[18 - 20],耕地“非粮

化冶的无序发展,必然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21 - 2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冶稳定粮食生

产的意见》明确提出: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

先用于粮食生产,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

他类型农用地。 研究者们高度关注耕地“非粮化冶
利用,张宗毅等[26]基于全国 1 740 个种植业家庭农

场数据,发现非粮作物与粮食作物存在显著的生产

效率差异,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样本更倾向种植粮

食作物;罗必良等[27]认为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导

致的“非粮化冶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需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完善农业分工体系;
张藕香[28]认为,防止耕地“非粮化冶需要加强土地用

途管制,疏通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冶。 相关研究结

论对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耕地“非粮化冶受市场需求、管理政策、农户决

策、地块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以往的研究大都

是基于统计数据或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对“非粮化冶
耕地的形态特征识别还不够深入,不能有效应对耕

地精细化管理的现实需要。 随着人口增长、消费升

级和资源环境趋紧,我国的粮食产需维持紧平衡的

态势将长期存在,深入研究耕地“非粮化冶的影响因

素及其空间异质性,提出针对性的管控策略,促使区

域耕地利用向“趋粮化冶方向发展,对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化解粮食安全挑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孟津县南部与洛阳市主城区邻接,在城市扩展

过程中,该区域的农业空间不断被挤占,其易变性

强、稳定性差的特征尤为突出;北部与黄河小浪底水

库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邻接,是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的关键核心地段之一,在生态目标优先下,区域耕地

作为空间重构、生态修复的资源载体,其利用形态与

格局受到了一定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三调)成果,提取“非粮化冶耕地的图

斑信息,系统刻画“非粮化冶耕地的空间形态特征,
解析耕地“非粮化冶利用的主控因素,以提出耕地

“趋粮化冶利用的调控方案,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摇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郾 1摇 区域概况

孟津县位于黄土高原东南边缘,是黄河中游与

下游的地理分界处。 县域中西部是黄土丘陵区,区
内千沟万壑、土壤贫瘠,中东部为邙岭余脉,区内地

形起伏较大,土层深厚,县域东北部是黄河谷地,地
势相对较为平坦。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初步成果

显示,2019 年全县国土总面积为 734郾 77 km2,耕地

面积 300郾 00 k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40郾 83% 。 其

中,水浇地面积 101郾 72 km2,主要分布在县域中南部

及北部的朝阳、送庄、常袋、平乐及会盟等乡镇;旱地

面积 188郾 57 km2,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城关、横水、
白鹤及小浪底等乡镇;水田面积 9郾 71 km2,主要分布

在东北部黄河谷地的会盟镇。
1郾 2摇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孟津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成果,《孟津县生态红线划定成果》 (2020),孟津

县 DEM 数据(http:www. resdc. cn),《孟津县统计年

鉴》。
在数据处理方面,结合研究的需要,参照 GB / T

21010—2017《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分类》 和

《土地规划分类》,将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归并为耕

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城乡建设用地、交通运

输及其他建设用地、自然保留地共 7 类。 在 Arc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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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支持下,转换成 10 m 伊10 m 的栅格数据。

2摇 研究思路与方法

2郾 1摇 研究思路

耕地的利用形态是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现实反

映,伴随着农户生计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耕地“非
粮化冶利用的现象日益凸显。 鉴于此,本研究利用

孟津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提取县域“非粮

化冶耕地的图斑信息,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法、空间邻

接分析法、缓冲区分析法等方法,从利用状况与坡度

分布、景观格局与空间邻接、耕作距离与道路通达、
经济梯度与生态安全等视角,系统刻画“非粮化冶耕
地的空间异质特征,深入探讨耕地“非粮化冶利用与

相关要素的作用关系,识别出影响耕地“非粮化冶利
用的主控因素,提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非粮化冶
耕地的优化调控方案。
2郾 2摇 研究方法

2郾 2郾 1摇 “非粮化冶耕地提取

“非粮化冶耕地是指将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

地调整为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其他非粮食作物的耕

地[25]。 2019 年底国家下发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的初步成果,“三调冶以精细化国土空间治理为导

向,充分满足了耕地保护和分类管理的现实需要,规
定农用地的最小上图的图斑面积为 400 m2,对部分

地类进行细化拆分,增加了图斑属性注记,全面掌握

了耕地的利用状况,对由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园地、
林地等地类,增加了工程恢复、即可恢复等属性标

注,系统掌握了耕地储备资源的基本情况[29]。 “三
调冶成果显示,孟津县耕地包括种植粮食作物、粮与

非粮轮作、粮林间作、种植非粮食作物、未耕种等

5 种利用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中的“非粮

化冶耕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淤从“三调冶中提取地

类名称为耕地,种植属性为“未耕种冶、“种植非粮食

作物冶的地类图斑。 于从“三调冶中提取地类名称为

园地、林地或其他农用地,种植属性标注为“工程恢

复冶、“即可恢复冶等的可调整地类图斑。
2郾 2郾 2摇 景观格局分析法

耕地的景观格局指数是耕地空间格局信息的高

度浓缩,能够有效反映耕地资源的结构组成和空间

形态特征[30 - 31],将分析地类以 10 m 伊 10 m 的栅格

化处理后,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 Fragstats 4郾 2 支持

下,分别计算不同利用模式下耕地的景观格局特征。
2郾 2郾 3摇 空间邻接分析法

斑块的功能、结构与其空间邻接的斑块类型有

着密切关系[32],通过分析对象斑块的空间邻接特征

可有效诊断出对象斑块利用形态受到的潜在风险或

受周边用地类型的影响程度[33 - 34]。 通过对“非粮

化冶耕地斑块和全域图斑的缓冲和叠加运算,可获

取“非粮化冶耕地斑块的空间邻接特征。

3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形态特征分析

3郾 1摇 利用状况与坡度分布

3郾 1郾 1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利用状况

当前,人们的膳食结构呈现出主粮降低、类型多

样的演化态势,加上种粮效益低、农村劳动力短缺,
在多重要素的叠加之下我国耕地“非粮化冶现象越

来越严重。 截至 2019 年底,孟津县“非粮化冶土地

面积 为 17 637郾 09 hm2, 约 占 全 县 国 土 面 积 的

24郾 00% 。 在地类构成上, “非粮化冶 耕地面积为

2 854郾 04 hm2,约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郾 88% ;可调整

地类面积为 14 783郾 05 hm2,约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20郾 12% ,可调整地类中,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面

积分别为 5 080郾 07、8 792郾 46、910郾 52 hm2,如表 1 所

示。

表 1摇 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的地类构成

Tab. 1摇 Land type composition of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in Mengjin County hm2

类型
耕地 可调整地类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合计

未耕种 6郾 33 472郾 11 238郾 94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8郾 62 1 104郾 25 1 023郾 79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3 225郾 39 3 685郾 07 96郾 44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1 854郾 68 5 107郾 39 814郾 08 7 776郾 15
合计 14郾 95 1 576郾 36 1 262郾 73 5 080郾 07 8 792郾 46 910郾 52 17 637郾 09

摇 摇 从分布区域来看,未耕种土地面积为 717郾 38 hm2,
主要分布在麻屯、朝阳、平乐等南部乡镇,如图 1 所

示,其中,未耕种的水浇地、水田等高质量耕地面积

占未耕种耕地面积的 34郾 19% ,在城镇扩张、优质耕

地不断减少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耕地被撂荒是需

要关注的重点;种植非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为

2 136郾 66 hm2,主要分布在麻屯、送庄、白鹤东部、会
盟西部等优质耕地集中区,优质耕地适宜性广,既适

合耕作利用也适宜花卉、苗木、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

种植,因此,在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地类中,水浇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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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空间分布图

Fig. 1摇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in Mengjin County

摇
田等优质耕地面积为 1 032郾 41 hm2,占种植非粮食

作物土地面积的 48郾 32% ;即可恢复的地类面积为

7 006郾 90 hm2,整体上,即可恢复地类的耕作层没有

受到破坏,调整恢复为耕地的难度较小,主要分布在

城关、朝阳、平乐和会盟等乡镇,其中,即可恢复的园

地面积为 3 225郾 39 hm2,即可恢复的林地面积为

3 685郾 07 hm2,即 可 恢 复 的 其 他 农 用 地 面 积 为

96郾 44 hm2,在即可恢复的地类中,林地占比最大,占
比为 52郾 59%;工程恢复的地类面积为 7 776郾 15 hm2,该
类型需要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才能恢复调整为耕

地,主要分布白鹤、送庄、横水西部,该区地形起伏相

对较大,主要以林地为主,林地面积约占工程恢复地

摇 摇

类面积的 65郾 68% 。 综上分析,孟津县优质耕地的

“非粮化冶比重偏高,且“非粮化冶耕地向林地调整的

比重过大,如不对耕地“非食物化冶倾向进行有效管

控,必然会对粮食安全生产造成一定冲击。
3郾 1郾 2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坡度分布特征

坡度相对稳定且不易改变是影响耕地质量的一

项重要指标,作为典型的黄土沟壑区,孟津县大于

15毅的坡耕地有 1 620郾 42 hm2,其中,未耕种与种植

非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为 167郾 32 hm2,调整为其他

地类(工程恢复、即可恢复)的面积为 91郾 36 hm2,大
于 15毅坡耕地的非粮化率合计为 15郾 96% 。 在生态

文明优先下,有序推动坡耕地的退耕还林(园),有
助于降低水土流失、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良性生

态空间的形成,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引导,
孟津县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处于散乱、自发

状态,且主要分布在平原及缓坡地带,由表 2 可知,
0毅 ~ 15毅是“非粮化冶耕地分布较为集中的区间,该
区域共有 17 378郾 41 hm2被“非粮化冶利用,约占全部

“非粮化冶地类的 98郾 53% ,0毅 ~ 6毅为孟津县优质耕

地分布的核心地带,该区域“非粮化冶耕地面积占全

县“非粮化冶耕地的 77郾 11%,“非粮化冶空间与优质农业

生产空间的高度重叠,给耕地保护带来巨大压力。

表 2摇 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的坡度分布区间

Tab. 2摇 Slope distribution range of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in Mengjin County hm2

类型
地形坡度 / ( 毅)

0 ~ 2 2 ~ 6 6 ~ 15 15 ~ 25 > 25
合计

未耕种 246郾 25 260郾 45 122郾 07 55郾 97 32郾 64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1 084郾 42 481郾 00 492郾 53 58郾 81 19郾 90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3 274郾 24 2 922郾 58 800郾 98 9郾 10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2 157郾 70 3 174郾 86 2 361郾 33 79郾 25 3郾 01 7 776郾 15
总计 6 762郾 61 6 838郾 89 3 776郾 91 203郾 13 55郾 55 17 637郾 09

3郾 2摇 景观格局与空间邻接

3郾 2郾 1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景观格局特征
不同利用模式的耕地在空间结构、分布形态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景观格局指数能够有效反映

耕地利用形态的细部差异。 运用 Fragstat 4郾 2 软件

计算不同利用模式耕地的景观格局指数,选取斑块

个数(NP)和平均斑块面积(AREA MN)表征斑块

的规模状况;用斑块平均最近距离(ENN MN)和聚

集度指数(AI)表征斑块破碎程度。 由表 3 可以看

出,未耕种的耕地斑块个数最少,且分布较为离散,
导致斑块平均最近距离(ENN MN)最大;种植非粮

食作物和粮作耕地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较大的差

异,农户可以通过机械化实现对粮作耕地的规模化

管理,但是对蔬菜、花卉、苗木、中草药等劳动力消耗

大的经济作物却无法实现规模化耕种,因此,粮作耕

表 3摇 孟津县不同利用形态耕地的景观格局指数

Tab. 3摇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under
different utilization patterns in Mengjin County

摇 摇 类型 NP / 个 AREA MN ENN MN AI
未耕种 611 1郾 174 4 267郾 430 3 88郾 419 2
种植非粮食作物 2 348 0郾 909 2 143郾 995 3 87郾 304 4
即可恢复 2 655 2郾 638 7 75郾 759 2 90郾 905 5
工程恢复 3 649 2郾 130 8 76郾 282 4 88郾 291 7
粮作耕地 4 182 6郾 322 5 44郾 099 8 92郾 659 4

地的平均斑块面积(AREA MN)最大,约为种植非

粮食作物耕地规模的 6郾 9 倍;同理,聚集度指数

(AI)也是种植非粮食作物耕地的最小,粮作耕地的

聚集程度最高;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类型,在景观格

局指数的相似度较高,整体来看,即可恢复的聚集度

指数(AI)和平均斑块面积(AREA MN)略大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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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恢复地类,这与即可恢复地类中的园地比重大有

较大的关系,因为果园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经

济效益。
3郾 2郾 2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空间邻接特征

斑块的空间邻接特征可从海量空间数据中发掘

出空间斑块之间的空间依赖路径、相互作用强度以

及共生或因果模式[35]。 目标斑块与某种地类的临

接比例越高,说明目标斑块与该地类间的关联性越

强,假如某种地块与耕地的邻接比例高于 50% ,表
示该地块大部分被耕地包围,同时也说明该地块复

垦为耕地具有较高的适宜性。 由表 4 可以看出,孟

津县未耕种、种植非粮食作物、即可恢复、工程恢复

4 类的“非粮化冶耕地,均与耕地保持着最高程度的

空间邻接,说明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调整恢复为粮

作耕地均有较高的自然适宜性。 由表 4 还可以看

出,未耕种和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地类图斑与其他

农用地和林地邻接度较高,说明该类型的耕地在

“效益引线冶不足的情况下,极可能调整为林地或

其他农用地;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地类与其他农

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邻接度较高,在农业利用

效益持续低迷的情形下,受到建设占用的压力巨

大。

表 4摇 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的空间邻接度

Tab. 4摇 Spatial adjacency degree of “non鄄grain冶 cultivated land in Mengjin County %

摇 摇 类型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交通运输及

其他建设用地
自然保留地 合计

未耕种 34郾 10 10郾 70 17郾 49 20郾 56 11郾 26 5郾 52 0郾 27 100
种植非粮食作物 36郾 79 9郾 11 18郾 73 16郾 68 15郾 27 3郾 22 0郾 20 100
即可恢复 49郾 70 2郾 42 10郾 27 19郾 36 11郾 83 6郾 22 0郾 20 100
工程恢复 55郾 16 4郾 03 11郾 85 12郾 43 11郾 68 4郾 56 0郾 29 100

3郾 3摇 耕作距离与道路通达

3郾 3郾 1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耕作距离特征

农村居民点是农户的生活居住场所,耕地是农

户重要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农村居民点与耕地

存在一定的空间共生关系[36]。 另外,农村居民点与

耕作地块需要保持合理的耕作半径,耕作半径受区

域自然条件、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土地利用因素

的影响[37]。 由表 5 可知,在 500 m 范围内,未耕种、
种植非粮食作物、即可恢复、工程恢复等占其各自类

型 总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92郾 69% 、 90郾 79% 、

92郾 69% 、91郾 66% ,即大部分的“非粮化冶耕地主要

分布在距离村庄较近的区域范围,而粮作耕地在居

民点 500 m 缓冲范围内的面积为 21 812郾 98 hm2,约
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89郾 17% ,低于所有的“非粮化冶
耕地,这是由于黄河滩区耕地面积大多是孟津县的

粮食核心产区,滩区耕地普遍距离村庄较远,但是滩

区耕地面积地块大,规模化经营程度高,产生了一定

的规模经济。 另外,随着摩托车、电动车、农用三轮

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缩短了农户的耕作路途时间,
耕作距离对耕地“非粮化冶利用的影响力度在下降。

表 5摇 与农村居民点不同距离下孟津县不同利用形态耕地面积

Tab. 5摇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different utilization pattern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rural settlements in Mengjin County
hm2

类型
与居民点距离 / m

0 ~ 500 500 ~ 1 000 1 000 ~ 1 500 1 500 ~ 2 000 > 2 000
合计

未耕种 664郾 95 35郾 01 13郾 15 4郾 27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1 939郾 98 110郾 97 61郾 01 23郾 76 0郾 94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6 494郾 58 486郾 13 25郾 24 0郾 95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7 127郾 84 504郾 12 96郾 72 23郾 83 23郾 64 7 776郾 15
粮作耕地 21 812郾 98 1 832郾 88 353郾 75 281郾 45 181郾 47 24 462郾 53

3郾 3郾 2摇 “非粮化冶耕地的道路通达特征

交通干线作为物质、信息交换的重要廊道,往往

会对沿线土地利用产生较大影响。 由表 6 可以看

出,在距离交通干线 200 m 的范围内,未耕种的土地

面积为 234郾 25 hm2,约占该类型耕地总面积的

32郾 65%;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 534郾 99 hm2,约
占该类型耕地总面积的 25郾 04% 。 由于交通干线附

近农户往往以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依托,从事非农产

业比重较大,农业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低,导
致耕地被撂荒、或者被调整为种植非粮食作物(花
卉、苗木)的面积较大;在距离交通干线 200 m 的区

间内,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面积分别占其类型总面

积的 29郾 64%和 23郾 22% ,其中即可恢复比重高,这
与近年来大规模推行的“廊道景观工程冶建设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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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由于粮食生产主要与田间道、村道等生产性道

路关系密切,因此,在交通干线 200 m 范围内的粮作

耕地面积为 4 577郾 50 hm2,仅占该粮作耕地总面积

的 18郾 71% 。

表 6摇 与交通干线不同距离下孟津县不同利用形态耕地面积

Tab. 6摇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different utilization patter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main traffic lines in Mengjin County
hm2

类型
与交通干线距离 / m

0 ~ 200 200 ~ 400 400 ~ 600 600 ~ 800 > 800
合计

未耕种 234郾 25 165郾 72 99郾 80 57郾 14 160郾 47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534郾 99 420郾 13 320郾 43 240郾 20 620郾 91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2 077郾 12 1 274郾 34 917郾 77 713郾 92 2 023郾 75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1 805郾 73 1 218郾 59 968郾 02 836郾 61 2 947郾 20 7 776郾 15
粮作耕地 4 577郾 50 4 312郾 13 3 570郾 47 2 875郾 75 9 126郾 68 24 462郾 53

3郾 4摇 经济梯度与生态安全

3郾 4郾 1摇 “非粮化冶耕地经济梯度特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导致区域间土

地利用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经济梯度差异

决定着农村地域类型的复杂性及发展模式的多样

性。 2018 年,孟津县全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13 771 元,分别以人均收入 116郾 66% (16 065 元)、
83郾 33% (11 475 元)为分割点,将孟津县村庄划分

为 3 个经济梯度空间(图 2),通过对三次产业从业

人员的修正,获取孟津县不同经济梯度区间的耕地

“非粮化冶特征。 在区域资源条件与重大基础设施

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经济梯度空间格局一旦形

成,就容易固化[38]。

图 2摇 孟津县经济梯度分区图

Fig. 2摇 Economic gradient zoning map of Mengjin County
摇

孟津县高经济梯度区大都位于县城周边、临近

洛阳城区的交通干线附近及产业集聚区周边区域,
处于高经济梯度区的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21郾 59% ,高经济梯度区的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比重较

高,以农业劳动力析出为代表的经济型撂荒正在快

速发展,区内未耕种的土地面积为 477郾 56 hm2,占全

部未耕种耕地面积的 62郾 39% (表 7)。 中经济梯度

区大都远离城镇,发展条件一般,中经济梯度区土地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57郾 44% ,中经济梯度区的农

户在资源信息获取和务工机会等方面,与高经济梯

度区农户存在显著差距,但是区内整体的耕作条件

表 7摇 孟津县不同利用形态耕地在不同经济梯度区间的

面积分布

Tab. 7摇 Area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ith different
utilization patt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gradient intervals

in Mengjin County hm2

摇 摇 类型
高经济

梯度区

中经济

梯度区

低经济

梯度区
合计

未耕种 447郾 56 240郾 80 29郾 02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711郾 65 1 271郾 21 153郾 80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2 940郾 70 3 720郾 00 346郾 20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1 369郾 82 4 528郾 00 1 878郾 33 7 776郾 15
粮作耕地 5 282郾 21 15 164郾 51 4 015郾 81 24 462郾 53

较为便利,农户大多数倾向粮食种植,该区域粮作耕

地面积占全部粮作耕地的 61郾 99% ,另外,区内部分

农户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将种植结构调整为经济

效益较高的非粮作物,该区域种植非粮食作物的面

积为 1 271郾 21 hm2,占全部种植非粮食作物面积的

59郾 50% 。 低经济梯度区主要分布在白鹤、小浪底、
横水、常袋等乡镇,该区域地形起伏大、地块零碎,农
业生产条件较差,低经济梯度区土地面积占国土总

面积的 15郾 64% ,由于低经济梯度区的位置相对较

为偏远,农户收入来源有限,对耕地的依赖程度相对

较高,该区域粮作耕地占全部粮作耕地的比重为

16郾 42% ,高于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 15郾 64% 的比

重。
3郾 4郾 2摇 “非粮化冶耕地生态安全特征

黄河在孟津段长度为 59 km,并拥有小浪底水

库、西霞院水库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孟津县是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的关键节点地带[39]。 生态红线是维

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刚性底线,孟津县划定的生态红

线包括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南孟津

小浪底省级森林自然公园,以及区域内的黄河河道、
水库水面等大型种子斑块,如图 3 所示。 孟津县生

态红线主要沿黄河呈带状分布且占国土面积比重较

小,因此,落入生态红线内的“非粮化冶耕地仅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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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化冶耕地总面积的 2郾 27% ,见表 8。
打造“自然风光 + 黄河文化 + 慢生活冶的复合

型黄河生态廊道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战略举

措,在生态红线之内,对于 401郾 28 hm2 的“非粮化冶
耕地,应尽量降低人为干扰,积极实施生态化耕种和

“再野化冶工程,有序实施退耕还湿、还滩,尽力还原

自然风光。 对于 2 025郾 04 hm2的粮作耕地(表 8),应
引导农户进行生态化耕种,对影响黄河生态廊道建

设的地块,应实施有条件的耕作退出;生态红线

1 000 m 以内的缓冲区,是生态保护的过渡区,应以

摇 摇

图 3摇 孟津县生态红线分布图

Fig. 3摇 Distribution map of ecological red line in
Mengjin County

摇表 8摇 与生态红线不同距离下孟津县不同利用形态耕地面积

Tab. 8摇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different utilization pattern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ecological red line
in Mengjin County hm2

类型
与生态红线距离

生态红线内 0 ~ 500 m 500 ~ 1 000 m > 1 000 m
合计

未耕种 12郾 56 21郾 24 13郾 19 670郾 39 717郾 38
种植非粮食作物 121郾 82 138郾 34 153郾 17 1723郾 33 2 136郾 66
即可恢复 177郾 12 187郾 34 99郾 41 6 543郾 03 7 006郾 90
工程恢复 89郾 78 681郾 57 456郾 36 6 548郾 44 7 776郾 15
粮作耕地 2 025郾 04 1 094郾 29 961郾 50 20 381郾 70 24 462郾 5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为重心,进行适当的生态基础设

施建设,以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稳定。

4摇 不同耕地利用类型的优化调控

虽然孟津县的“非粮化冶耕地调整恢复为耕地

具有较高的自然适宜性,但在现有耕地不断被“边
际化冶利用的背景下,如果不加分类、“一刀切冶地将

“非粮化冶耕地恢复调整为耕地,不仅会使政策执行

效果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造成反复的“过程性冶浪

费。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日益凸显的今天,孟津县

“非粮化冶耕地的调整利用,要充分对接国家黄河战

略,结合区域的生态红线、农户的发展需求、调整的

难易程度等,分区、分类实施。
4郾 1摇 未耕种耕地

经济型撂荒是当前孟津县耕地撂荒的主要原

因,确保优质耕地的粮作、粮用是防止耕地“非粮

化冶的核心要务。 对位于生态红线内 12郾 56 hm2 的

未耕种耕地,应顺势引导,按照还原自然风光的建设

目标,在保证农户效益不受损失的基础上,对生态红

线内的未耕种土地实施生态化耕种或“野化冶利用;
对位于其他区域的未耕种土地,积极引导土地流转,
通过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形式,发展粮食适度

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提高种粮规模效益。
4郾 2摇 种植非粮食作物耕地

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部分农户将粮作耕地调

整为种植非粮食作物,但是种植非粮食作物的用工

量远高于粮食作物,从而导致种植非粮食作物耕地

的平均斑块面积偏小,聚集程度偏低,无法产生规模

经济。 对于生态红线内 121郾 82 hm2的种植非粮食作

物耕地,应按照生态红线内的管制规则,引导耕地的

生态化耕种,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按照以水

定地的原则,控制农业用水总量,逐步压缩水稻种植

面积;对于生态红线之外种植非粮食作物的耕地,应
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规划,结合非粮作物的类型,引
导经济作物种植的集聚效应,加快丘陵山区农田宜

机化改造,支持粮食加工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条,
实施规模化、品牌化工程,提高粮食经营效益。
4郾 3摇 即可恢复地类

即可恢复地类中,由于调整为林地、园地或其他

农用地的时间较短,仅需要简单的处理就能恢复为

耕地。 对于生态红线内的即可恢复地类,应最大程

度减少人为干扰,有条件引导其“野化冶利用。 孟津

县的即可恢复地类与交通干线的关系密切,在交通

干线 400 m 的范围内分布着 47郾 83%的即可恢复地

类,对即可恢复地类中的园地,应承认其存在的合理

性,对于在基本农田上种树等“非食物化冶的地块,
应及时恢复调整为耕地,防止调整不及时,从即可恢

复“成长冶为工程恢复。
4郾 4摇 工程恢复地类

孟津县工程恢复地类中,林地占比为 65郾 68% ,
且主要分布在小浪底、白鹤西部地形起伏较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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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对待工程恢复地类,应尽量维持其现状,防止不

当的工程施工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5摇 结论

(1)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布局,孟津县的

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处于散乱、自发状态,在调整过程

中,优质耕地的“非粮化冶比重偏高,且“非粮化冶耕
地向林地调整的比重过大。 “非粮化冶耕地主要分

布在 0毅 ~ 15毅的坡度区间,“非粮化冶集中区与优质

农业生产区高度重叠;“非粮化冶耕地的平均斑块面

积(AREA MN)、聚集度指数(AI)均小于粮作耕

地。 从空间邻接情况来看,孟津县“非粮化冶耕地调

整恢复为粮作耕地具有较高的自然适宜性;随着交

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耕作距离对耕地“非粮化冶利
用的影响力度在下降。 交通干线附近的即可恢复地

类比重高;以农业劳动力析出为代表的经济型撂荒

在高经济梯度区分布比重较大,中经济梯度区农户

倾向粮食种植,低经济梯度区农户收入对耕地的依

赖程度相对较高。 落入生态红线内的“非粮化冶耕

地仅占“非粮化冶耕地总面积的 2郾 27% ,对生态红线

内的“非粮化冶耕地,应有序实施退耕还湿、还滩,尽
力还原滩区自然风光。

(2)在现有耕地不断被“边际化冶、“撂荒冶利用

的背景下,如果“一刀切冶地将“非粮化冶耕地恢复调

整为耕地,容易造成“过程性冶浪费。 孟津县“非粮

化冶耕地的调整利用,应充分对接国家黄河战略,结
合区域的生态红线、农户的发展需求、调整的难易程

度等,分区、分类实施。 在生态红线之内,应尽量减

少人为干扰,积极实施生态化耕种和“再野化冶工

程。 在生态红线之外,对于未耕种土地,应积极引导

土地流转,通过发展家庭农场、代耕代种等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提高种粮规模效益;对于种植非粮食作

物耕地,应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规划,引导经济作物

种植的集聚效应,加快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实
施规模化、品牌化工程,进一步提高粮食经营效益;
对于即可恢复地类中的园地,应承认其存在的合理

性,对于在基本农田上种树等“非食物化冶的地类,
应及时调整,避免从即可恢复“成长冶为工程恢复;
对于工程恢复地类,应尽量维持其现状,防止不当的

工程施工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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