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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土地变更调查新增耕地数据，基于县域和区域两种尺度，运用重心模型、区位基尼系数、

地理集中度以及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 ３年京津冀地区新增耕地时空特征，并从不同来源对新增耕地状况进行深

入解析，以期为京津冀后续建设尤其是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

整体看，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平原区、西部山区和北部高原区 ３大区域；从不同年份分析，京津冀地区新增

耕地面积先减后增，重心从京津冀东北方逐渐向西南方偏移，并呈高度聚集态势。新增水浇地是京津冀地区新增

耕地的主要地类。新增耕地主要是通过农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方式而来，大部分来源于草地，生态问题愈发突出。

最后，深入分析新增耕地时空变化规律，建议京津冀在未来建设中因地制宜，加大节水力度，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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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进

程不断加快
［１］
，我国耕地每年减少上百万公顷，耕

地资源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
［２］
。土地整治是新增

耕地的主要来源方式。土地整治是对低效利用、不

合理利用和未利用土地的综合整治，是对生产建设

破坏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恢复利用，是土地整理、

开发、复垦的统称
［３］
。我国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不断

发展，土地管理政策要求逐步提高，这也促使了土地

整治项目的有序开展，从而增加耕地面积，补充平衡

土地供给和社会需求
［４－５］

。因此，对新增耕地进行

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来源分析，对于科学制定土地整

治政策和保障京津冀区域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阶段，从研究内容看，针对新增耕地时空分布

规律的研究较少，缺乏对新增耕地来源的分析。大

部分集中于土地整治方法
［６－７］

、土地整治项目资金

效益
［８－１０］

、土地整治质量评价
［１１－１２］

以及潜力测

算
［１３－１５］

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以土

地整治项目为研究目标
［１６－１７］

，针对新增耕地时空变

化规律研究较少。从研究尺度来看，宏观上，多集中

于对全国或省域的研究；微观上，多以县域为研究单

元
［１８－２２］

；研究尺度较为单一。受研究方法和数据资

料等的限制，缺乏对区域新增耕地图斑的研究；并

且，基于不同研究单元，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
［２３］
。

为综合分析研究区域的特征，以新增耕地图斑为研

究对象，采用县域和区域两种研究单元相结合的方

法，可以避免单一尺度造成的不均衡现象，更充分、

全面地分析新增耕地现状，提出更加合理的整治

建议。

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地区人口不断增

加，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面积增加，耕地面积逐渐减

少，使得土地整治工程成为推动京津冀社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现阶段，缺乏对京津冀新增耕地现

状的研究。并且我国提出了建设雄安新区的千年大

计，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

和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数据为基础，
基于县域和区域两种尺度，采用重心模型、区位基尼

系数、地理集中度及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现阶段京

津冀地区新增耕地时空特征及来源特征的变化规

律，为京津冀耕地保护工作提供数据参考和相关

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地处

华北平原，位于东北亚中国地区环渤海心脏地带，北

接内蒙古高原，西邻黄土高原，东临渤海，与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南省接壤，地理坐标为

１１３°０４′～１１９°５３′Ｅ、３６°０１′～４２°３７′Ｎ，总面积
２１７×１０７ｈｍ２，见图１。

图 １　京津冀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该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丰富，

西北部以山地、丘陵和高原为主，其间分布有盆地和

谷地；东南部为广阔的平原。整个京津冀按照地形

因素可以分为后山坝上高原区、辽吉西蒙东南冀北

山地区、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以及冀鲁豫低洼平

原区。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

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根据第二次全国

土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耕地面积共 ７２４×
１０６ｈｍ２，占整个京津冀土地面积的１／３，占全国总耕
地面积５３５％；其中北京市 ２２７×１０５ｈｍ２，天津市
４４７×１０５ｈｍ２，河北省６５６×１０６ｈｍ２。京津冀地区
耕地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以及冀鲁豫

低洼平原区。灌溉水田集中分布在滦河下游沿海各

县，水浇地和旱地分布广泛，在整个区域的平原和盆

地地区集中连片，在山地地区沿河谷延伸。多年平

均水资源总量１６１×１０１０ｍ３，人均地表水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１０％，水资源缺乏是制约河北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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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４－２７］

。

１２　数据来源
数据包括：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土地变更调查新增耕

地管理信息核查数据，包括新增耕地图斑面积、地类

编码、变更前地类代码、来源结构等信息。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分县行政区划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土
地整治项目区数据。

２　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

为综合反映新增耕地的时空分布状况，本文集

合了重心模型、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 ３种方
法。运用重心模型找到整个研究区域新增耕地的均

衡点，通过重心的偏移衡量不同方位新增耕地贡献

率的差异。运用区位基尼系数，衡量各县级行政单

元新增耕地的聚集程度。为避免区位基尼系数受行

政单元个数的影响，引入地理集中度的概念。地理

集中度可以弥补区位基尼系数定性反映的不足，定

量地反映县域新增耕地的空间差异。

２１　分析流程
利用京津冀行政区划数据与新增耕地图斑数据

叠加，提取京津冀分县新增耕地图斑数据；再利用重

心模型计算新增耕地重心分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

地理集中度，分析京津冀新增耕地整体聚集状况以及

二级地类聚集状况；按新增耕地属性信息进行统计，得

到京津冀新增耕地地类来源；利用京津冀新增耕地图

斑数据与项目区数据叠加，得到京津冀新增耕地来源

结构。最后整理分析京津冀新增耕地一级地类特征、

二级地类特征及新增耕地来源状况，如图２所示。

图 ２　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重心模型
重心的概念来源于牛顿力学，原指区域空间上

存在某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的力量对比

保持相对平衡
［２８］
。计算京津冀新增耕地重心时，将

新增耕地图斑的面积作为权重，图斑的几何中心为

该图斑重心，通过对各图斑重心坐标赋予权重，标示

出京津冀新增耕地的均值平衡点，与基准点做对比，

衡量京津冀不同区域新增耕地面积贡献率的差异。

基准点即以京津冀分县行政区划为均质区域，找出

其几何中心，作为衡量的基准。

据此，建立计算京津冀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

的重心模型
［２９］
。

Ｘｉ＝
∑
ｎ

ｊ＝１
ＳｉｊＸｉｊ

∑
ｎ

ｊ＝１
Ｓｉｊ

（１）

Ｙｉ＝
∑
ｎ

ｊ＝１
ＳｉｊＹｉｊ

∑
ｎ

ｊ＝１
Ｓｉｊ

（２）

式中　ｉ———年份　　ｊ———图斑的编号
ｎ———图斑总个数
Ｓｉｊ———第 ｉ年、第 ｊ个图斑的面积

Ｘｉ———第 ｉ年京津冀新增耕地的重心横坐标

Ｙｉ———第 ｉ年京津冀新增耕地的重心纵坐标

Ｘｉｊ———第 ｉ年、第 ｊ个图斑的重心横坐标

Ｙｉｊ———第 ｉ年、第 ｊ个图斑的重心纵坐标

２３　区位基尼系数
区位基尼系数是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

首次提出的，最初被用于产业聚集测度的研究
［３０］
，

通过不同年份的对比，能够定性的反映研究目标的

时空特征和变化趋势。通过３年间不同类别新增耕
地（新增水田、新增水浇地、新增旱地）及其整体的

区位基尼系数，衡量京津冀土地利用状况的时空特

征。其计算公式为

Ｇ＝ １
２ｋ２Ｓ∑

ｋ

ａ＝１
∑
ｋ

ｂ＝１
｜Ｓａ－Ｓｂ｜ （３）

式中　Ｇ———京津冀县域区位基尼系数
ｋ———当年京津冀县域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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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京津冀县域新增耕地面积的平均值
Ｓａ、Ｓｂ———县域 ａ、ｂ新增耕地的面积

Ｇ的取值在 ０～１之间，取值越小聚集程度越
低；反之，聚集程度越高。区位基尼系数大于 ０５，
即视为高度聚集，系数越大说明聚集程度越高。

２４　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衡量新增耕地空间差异的有效指

标。选取新增耕地面积最大的前 ｐ个县域计算地理
集中度，公式为

［３１］

Ｃｐ＝∑
ｐ

ｑ＝１
Ｓｑ／Ｓ （４）

式中　Ｃｐ———研究区新增耕地地理集中度
Ｓｑ———第 ｑ个县域的新增耕地面积
Ｓ———整个研究区新增耕地面积之和

Ｃｐ的取值是 ０～１，值越大说明地理集中度越
高，根据不同的地类选择适合的 ｐ值，探究其新增耕
地的集中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京津冀新增耕地时空特征
为对京津冀新增耕地进行深入、多元化的分

析，并且占补平衡严禁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

说明一级地类和二级地类的分布对于土地整治

新增耕地等工作的开展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

此分别从区域和县域两个角度分别对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一级地类和二级地类分
布情况进行分析，以便提出服务区域和县域的不

同管理建议。

３１１　京津冀新增耕地一级地类特征
３１１１　京津冀新增耕地一级地类时序特征

汇总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３年京津冀新增耕地总面
积，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平原区、西部山区和

北部高原区３大区域。东部山前平原区是高产农业
区，逐渐成为京津冀的重要粮食产区；北部和西部的

高原区和山区是京津冀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后备

资源薄弱，在进行土地整治的同时需注意生态建设

和保护。

从不同年份分析，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数量
呈波动态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面积分别为
１７６×１０４、１０８×１０４、１２０×１０４ｈｍ２。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自然段点法，将京津冀县域新增耕地面积分为５级，
如图３。２０１３年面积较大的县域多集中在中东部偏
北的辽吉西蒙东南冀北山地区和燕山太行山山前平

原区；至２０１４年，面积较大的新增耕地县域数量下
降，京津冀南部的冀鲁豫低洼平原区新增耕地面积

明显减少；２０１５年南部平原地区县域新增耕地面积
均较高，北部地区县域新增耕地面积都维持在较低

水平。

究其原因，首先，近几年耕地的重心开始向质量

方向转移，对新增耕地数量的要求有所降低。其次，

北部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受区位因素影响，可开发、

复垦的面积有限；从占补平衡政策推出以来，北部地

区可开发面积逐年递减，因此，补充新增耕地的任务

逐渐落到南部地区。

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５
　

３１１２　京津冀新增耕地一级地类空间特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重心不断向西南方向

迁移，详见图 ４，西部和南部新增耕地贡献率上升。
２０１３年新增耕地重心位于京津冀中东部偏北的地
区，说明京津冀北部地区新增耕地贡献率大于南部

地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西部
和南部地区新增耕地贡献率比重不断增加，新增耕

地重心南移。这与新增耕地面积分布变化趋势

一致。

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能够综合分析新增

耕地的时空变化趋势。选取 ｐ＝３０，计算京津冀新
增耕地地理集中度，结果如图 ５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

集中度平稳上升，并没有太大程度的变化。表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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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重心迁移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ｎｅｗ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５
　
津冀新增耕地高度聚集，并且聚集程度逐年增加，但

整体状况稳定。结合新增耕地分布图分析，２０１３年
有新增耕地面积较大的县域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２０１４年无新增耕地县域逐渐集中，有新增耕地县域
逐渐向京津冀周围扩散；至 ２０１５年，无新增耕地县
域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轴线上，有新增耕地的县域

呈环形，集中分布在京津冀周围；使得３年新增耕地
区位基尼系数逐渐增加。通过计算地理集中度发

现，整个京津冀地区新增耕地大量集中于行唐县、静

海县、张北县、威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卢龙

县、平山县、宝坻区、密云县、顺平县等县域。

图 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地理集中度与区位

基尼系数

Ｆｉｇ．５　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５
　
３１２　京津冀新增耕地二级地类特征

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包括新增水田、新增水浇地、

新增旱地 ３种类型。京津冀是水资源利用限制区

域，水田面积不大，水浇地和旱地占很高的比例。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二级地类整体状况看，除新
增水浇地面积在２０１５年有所增长以外，新增水田和
新增旱地均减少。

新增水田、新增水浇地和新增旱地高度聚集且

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新增水田仅分布在宝坻区、

唐海县、乐亭县、滦南县、宁河县等几个县域，其地理

集中度接近于 １，３年中并无太大变化，因此不在
图６中进行标示。根据新增水浇地和新增旱地的区
位基尼系数，分别选取 ｐ＝３０、ｐ＝２０，计算地理集中
度。３年中，新增水浇地的面积最大，也呈现高度聚
集状态，但是分布比新增水田和新增旱地均匀，主要

分布于行唐县、顺平县、晋州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张北县、密云县、雄县、宝坻区等县域。新增旱

地的面积和聚集程度介于新增水田和新增水浇地之

间，主要集中在静海县、卢龙县、抚宁县、大城县、丰

宁满族自治县、威县、隆化县等县域。

图 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区位基尼

系数和地理集中度

Ｆｉｇ．６　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５
　
平原区是各类新增耕地的主要分布区，但不同

类别新增耕地分布有较大差异，如图 ７所示。新增
水田主要集中在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５年在冀鲁豫低洼平原区也有分布，但数量较
少。因地形限制，新增水田在辽吉西蒙东南冀北山

区和后山坝上高原区分布极少。新增水浇地是京津

冀地区新增耕地的主要地类，因平原区的地势、交

通、水资源等的优势，新增水浇地主要分布在冀鲁豫

低洼平原区和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２０１３年辽吉
西蒙东南冀北山区有一定数量的新增水浇地分布；

但随着中北部山区的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逐渐

降低，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辽吉西蒙东南冀北山区新
增水浇地面积逐渐减少，新增水浇地主要来源于西

南部平原区。除平原区外，新增旱地在辽吉西蒙东

南冀北山地区有一定比例的分布，但在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山区和高原区耕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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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分布情况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然集中，但是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薄弱，分布零

散
［３２］
，不利于大型机械的普及，生产能力较差，因此

不作为土地整治的重点发展区域。

３２　京津冀新增耕地来源分析
为了解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土地整治新增耕

地的成效及其对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影响，分别从新

增耕地来源结构和变更来源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

针对未来土地整治的建议。

３２１　京津冀新增耕地来源结构
新增耕地共分为６类，各类别及含义如表１所示。

表 １　新增耕地分类及含义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简称 类别 备注

ＺＺＢ＋ＺＺＷＢ＋ＺＺＢＪ／

ＺＺＢ＋ＺＺＷＢ
农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

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类项目实施而来，这些项目是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

系统备案的土地整治项目，其中包括了集中连片未利用地开发、田间零星未利用地

整理及其他未利用地整治项目

ＺＺＬ 土地整理田坎等新增耕地
整理田坎、小型沟渠等导致的田坎系数降低或零星、线状地物增加耕地，其本质是

土地整理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由于不同于上述几种类型，所以单独进行统计

ＺＪＧ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

耕地

城乡结合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其本质是农村建设用地的

复垦

ＧＫＦ 工矿废弃地复垦新增耕地 工矿废弃地复垦试点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其本质是工矿用地的复垦

ＴＺ 农业结构调整新增耕地 根据新增耕地图斑变更前地类进行判断

ＱＴ 其他补充耕地 不属于以上方式新增耕地的则认定为农民自主开发、其他部门开发等方式增加耕地

　　表中 ＺＺＢ为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备
案的本年验收土地整治项目本年变更新增耕地；

ＺＺＷＢ为验收本年变更新增耕地；ＺＺＢＪ为在建未验
收项目本年变更新增耕地，其他均为类别首字母的

缩写。为进一步统一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与土地变

更，２０１４年起不再允许项目未验收即开展地类变
更，取消了 ＺＺＢＪ。

２００８年以后，取消了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
开发３类土地整治分类，在开展土地变更调查新增
耕地时，将新增耕地细分为６类。如图８所示，分析
不同来源地类的变化情况，为后续发展提供参考。

土地整治项目开展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新增

耕地一直是全国补充耕地的主要来源，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结构调整新

增耕地占比逐年上升，说明通过政策引导，京津冀农

用地结构整理取得显著成效，农用地结构逐渐合理；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耕地占比较少，且主要

分布在平原区，说明京津冀平原区地区仍具备增减

挂钩补充耕地整治潜力，但在进行补充时不仅要注

重数量的平衡，也要注意耕地质量的补充平衡，严防

占优补劣。工矿废弃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不大，但

是在山区有一定的比例，可以通过整治改善山区生

态环境。

３２２　京津冀新增耕地变更来源
为了进一步分析新增耕地的变更情况，清楚地

掌握近年来新增耕地的来源，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
京津冀新增耕地数据进行地理分析以及统计分析，

如图９所示，得出以下结论：
（１）３年间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草地、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园地、林地、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交通运输用地及混合地类。其中，草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是新增耕地最重要的 ３大
来源。特别是草地中的其他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中的内陆滩涂、其他土地中的盐碱地以及园地

中的果园，在每年新增耕地来源中都占很大比例。

（２）新增水田、新增水浇地、新增旱地的来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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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来源结构分布状况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图 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来源

Ｆｉｇ．９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同。新增旱地和新增水浇地主要来源于草地中的其

他草地；新增水田是二级地类中质量较高的类型，由

于水田对水资源的要求较高，因此新增水田的来源

和新增旱地、新增水浇地差异较大，从３年间新增水
田的来源情况分析，新增水田主要来源于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中的沟渠。

（３）不同年份，新增耕地来源略有差异。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年新增耕地中沟渠占比较低，而 ２０１３年沟
渠占比达到 ８２３％，这也是 ２０１３年新增水田面积
较大的原因之一。从二级地类的角度分析，新增旱

地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主要来源地类分别是草地、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和林地。２０１３年及 ２０１５年新增水
田主要来源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２０１４年新增水
田的主要来源为其他土地。

４　讨论与建议

保证数量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优化

用地结构布局、落实节约优先战略，推动山水林田湖

综合整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

综合上述现状分析，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土地整治

工作的建议：

（１）从新增耕地分布来看，京津冀平原区整治
开发潜力较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

示，平原区自然潜力好，耕地质量较高，并且有利于

配套基础设施与附属设施，发展大型机械化农业。

山区和后山坝上高原区生态环境脆弱、整治难度大，投

入大量资金但是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应着力推进平

原区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及工矿废弃地复垦。

（２）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现代化农业，在水资
源利用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考虑高效农业，节约水资

源、提高农业附加值。

（３）加大力度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调
整区域利用形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通过改变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进一步拓展空

间减少建设占用新增耕地，从根本上解决耕地保护

的难题。

（４）在补充耕地的同时也要注重京津冀地区生
态环境的保护。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整体功

能定位尤其是雄安新区建设角度综合考虑，新增耕

地不是本区域主要需求。在京津冀未来发展和雄安

新区规划中，要进一步注重生态与环境安全，合理地

实施土地整治项目来补充耕地，宜耕则耕、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通过土地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

证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

不断推进土地整治工作进程、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才能保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建设

有序开展。

５　结论

（１）从整体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
主要位于中东部平原区、西部山区和北部高原区；从

不同年份看，西部和南部县域新增耕地贡献率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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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新增耕地的聚集程度也逐渐增加。

（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地区新增耕地中占比
最大的是新增水浇地，其次为新增旱地。水浇地对

水资源要求较高，而京津冀是水资源限制区，近几年

区域内地下水下降严重；旱地质量不高，不能作为发

展重点。因此，要控制农业生产用水区域，加大节水

力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地区新增耕地 ９０％
来源于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尤其是农村土地整治新

增耕地。２０１３年农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占新增耕
地的比例为 ８７７３％，到 ２０１４年，下降为 ６８５８％，
２０１５年为６７２０％，近３年来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
是新增耕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４）３年中，草地是新增耕地变更来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增旱地和新增水浇地都主要来源于草地，

不利于京津冀地区生态平衡。从目标达成度分析，

京津冀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已达上限，要更加注重生

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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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张维阳，段学军，高金龙，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地理格局与地理集中［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２０（７）：８３０－８３６．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ｎｇ，ＤＵＡＮＸｕｅｊｕｎ，ＧＡＯＪｉ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ａｎ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１，２０（７）：８３０－８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李鹏山，杜振博，张超，等．京津冀地区耕地质量等别空间差异分析［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５０－１５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ｆｌａｇ＝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０．
ＬＩＰｅｎｇｓｈａｎ，ＤＵＺｈｅｎｂｏ，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Ｓｐ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５０－１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２第 ３期　　　　　　　　　　　杨建宇 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京津冀新增耕地时空特征与来源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