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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耕地资源与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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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JF—"##* 年三峡库区耕地、人口和粮食动态变化数据，对库区耕地资源和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进行

了分析。研究表明：$）三峡库区耕地资源区域差异明显，库尾区最为丰富，库中区次之，库首区最为贫乏；"）三峡库

区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 $%%+—"##E 年减少最为剧烈；E）$%%J 年以前耕地压力指数逐渐减小，主要是由于最小人

均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大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速度，$%%J 年之后平稳上升，主要是由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通过调控耕地资源减少速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可缓解耕地压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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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开发和治理长江的一项关

键性骨干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

水资源多目标开发工程［$］。水库蓄水位达到 $*+ :
时，总库量为 E%E 亿 :E。三峡工程的兴建，给库区

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土地资源特别是耕

地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三峡库区既是生态环境脆

弱区，又是人口稠密的贫困山区，自清朝中叶以来人

多地少就是该地区的基础性矛盾。F# 年代以来，三

峡库区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且有加剧趋势，其原因主

要是管理不严，乱占滥用与洪水冲毁农地，加上人口

不断增加，耕地数量日益短缺［"］。随着蓄水淹没耕

地资源、移民安置用地、城镇搬迁建设用地等，以及

重庆市正在开展的森林工程，耕地将进一步减少，人

地矛 盾 将 加 剧，库 区 耕 地 在 未 来 $+ 年 内 还 会 锐

减［E］，如无特殊政策予以扶持，必将滞后该区经济发

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对已恶化的生态环境

带来更大的冲击。

目前，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正在

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涉及生

态移民搬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移民安稳致富等

内容［I］。本文开展三峡库区耕地资源与耕地压力随

时间变化规律的认识以及其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等研

究内容，旨在对即将开展的三峡库区后续规划与生

态移民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中用到的三峡库区各区（县、市）土地总面

积、耕地、人口、粮食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

（$%%J—"##J 年）、四川统计年鉴（$%J*—$%%J 年）、

湖北统计年鉴（$%J*—"##J 年）与中国资源环境经

济人口数据库。

$ 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泛指按照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 $*+ :
淹没范围和移民安置涉及的重庆和湖北长江两岸的

行政区域，包括湖北省的夷陵、秭归、兴山、巴东和重

庆市的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万州、忠县、石

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渝北、巴南、江津和重庆

主城 * 区，共 "# 个区（ 县、市），总幅员面积 +) J 万

O:"［+］，"##* 年总人口为 " #++ 万人［F］。

三峡库区跨越大巴山南麓及鄂西山地，奉节以

东为川鄂边境山地，奉节以西属于四川盆地边缘的

川东低山丘陵区。三峡库区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河谷平坝约占总面积的 I) EP ，丘陵占 "$) *P ，山地

占 *IP［*］，整个区域内高差悬殊，山高坡陡，河谷深

切。气 候 属 于 亚 热 带 湿 润 季 风 气 候，年 均 气 温

$*Q +R，年均降水量 $ #*# S $ FJ" ::，大雨、暴雨主

要集中在春、夏两季［J］。库区主要土壤类型有黄壤、

黄棕壤、紫色土、黄色石灰土、棕色石灰土、水稻土、

冲积土和粗骨土等［%］，植被类型丰富多样，但由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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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过量采伐导致其种类和面积迅速减少，部分地

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重庆主城七区（ 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

龙坡、南岸、北碚）属汛后回水淹没区，淹没损失较

小，均不涉及移民安置，且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方

向同库区其他区县差异较大。本研究中三峡库区范

围不包括重庆主城七区，同时为了深入研究分析库

区内部区域差异性，根据地形与气候特点［!"# !!］的差

异，三峡库区水平方向上通常可划分为三大区域，库

首区（夷陵、秭归、兴山、巴东、巫山、巫溪、奉节）、库

中区（ 云阳、开县、万州、忠县、石柱、丰都、涪陵、武

隆）和库尾区（长寿、渝北、巴南、江津）三大区域。

$ 库区耕地资源现状

$% ! 土地利用现状

遥感监测数据表明［!$］，$""& 年三峡库区耕地面

积 $% $$ ’ !"( )*$（ 含园地、菜地），其中小于 $&+面

积 $% !( ’ !"( )*$，大于 $&+面积 "% "( ’ !"( )*$；林

地面积 $% ,$ ’ !"( )*$；草地面积 "% , ’ !"( )*$；水

体面积 -% " ’ !".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 ! ’ !".

)*$；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 0 ’ !". )*$；其他建设用

地面积 "% - ’ !". )*$；其余为未利用地。从土地利

用现状结构来看，林地占主导地位，其次是农用地，

耕地资源紧缺。

$% $ 耕地资源的地域分布特征

耕地资源的分布状况可以用耕地区位指数表

示，即某一子区域耕地资源相对于整个区域耕地资

源的聚集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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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第 " 个子区域耕地区位指数；$" 为第 " 个

子区域耕地面积；&为划分的子区域数；%" 为第 "个子

区域土地总面积。! ’ !，表示该子区域耕地面积占

土地总面积的比重高于整个区域耕地面积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重；! ( !，表示该子区域耕地面积的比重

低于整个区域平均值。

以区（县、市）级行政区域为单元，$"", 年三峡

库区耕地区位指数见图 !。库尾区耕地资源相对丰

富，其次为库中区，库首区耕地资源相对贫乏。库尾

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地势复杂性较低，相对平

坦开阔，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库中区南北差异大，南

部地区（石柱、丰都南部和武隆）主要受七曜山和方

斗山等山脉影响，同时该区域也是喀斯特比较发育

的地区，地表崎岖破碎，地势较复杂，如石柱平均坡

度为 !$+［!"］，武隆为 !&% -+［!"］，耕地资源相对贫乏；

北部地区地势复杂度较低，与南部地区相比，耕地资

源相对丰富。库首区属川鄂边境山地，受到大巴山、

巫山等山脉影响，地势最复杂，山高坡陡，如兴山平

均坡度为 !-% /+［!"］，巫溪为 $!% &+［!"］，耕地资源最为

贫乏。

图 !1 $"", 年三峡库区耕地资源区位指数分布

234% !1 53667879:7 39 ;)7 <=:>;3=9 39?7@ =6 :A<;3B>;7? <>9? 39
CDEF 39 $"",

/ 库区耕地资源时空变化特征

/% ! 耕地资源时间变化特征

三峡库区耕地面积呈持续减少趋势（ 图 $），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0(—!--& 年耕地减少平

稳。人口增加、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化水平提高

所导致的居民点及工矿企业交通用地的扩张是导致

耕地减少的直接因素；$）!--&—$""/ 年耕地急剧减

少。!--. 年 !$ 月 !. 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后的 0
年是工程进展最紧张的时期，大坝合拢、大江截流以

及 $""/ 年 & 月底蓄水前城镇、移民和基础设施迁建

占用耕地。为保护库区生态环境，!--- 年国家实施

的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耕

地面积的减少；/）$""/ G $"", 年耕地减少平稳。随

着蓄水淹没、移民安置用地等将使耕地进一步减少，

但在此阶段政府加大了耕地保护工作的力度，开垦

荒地、坡地改梯田、调整责任田、工程防护等多种措

施，即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数量占补平衡制度。同时，

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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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全部取消

农业税，继续实行粮食直补，增加良种、种粮大户和

农机具等项资金补贴，加之粮食实行了最低收购保

护价，农民不愁种粮卖不掉，因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空

前高涨。耕地面积在持续减少，人口迅速增加，其结

果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年人均耕地面

积为 %& %$’ ()*，略低于我国最低人均耕地警戒线

%& %$+ ()*［!,］，并且逐年降低，*%%+ 年下降到 %& %,+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有继续降低的

趋势，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不断加大，人地矛盾将更加

突出。

图 *- !"#$—*%%+ 年库区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0& *- 1(2304 56 75728 29:4204 23; <4: 92</72 29:4204 56
9=87/>274; 823; /3 ?@AB ;=:/30 !"#$—*%%+

C& * 耕地资源空间变化特征

据统计资料显示（ 图 C），库首区耕地面积占三

峡库 区 总 耕 地 的 比 重，!"#$ 年 和 *%%+ 年 分 别 为

*#D +E 和*+& !E ，下降了!& $ 个百分点；库中区耕地

面积占三峡库区的比重，!"#$ 年和 *%%+ 年分别为

,+& "E 和’%& ’E ，上升了*& $ 个百分点；库尾区耕地

面积占三峡库区的比重，!"#$ 年和 *%%+ 年分别为

*C& ,E 和 **& ,E ，下降了 !& % 个百分点。可见，耕地

资源在三大区域的分布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库中

区耕地资源占三峡库区耕地资源比重有一定程度增

加，而库首区和库尾区耕地资源所占比重有小幅下

降。

从绝对面积来看，三大区域耕地资源呈下降趋

势，同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图 ,）。!"#$—!""’ 年

期间库首区减少最大，为 ,& ,%E ，库尾区次之，为

*D ’+E ，库中区最少，为 !& C$E ；!""’—*%%C 年期间

库首 区 减 少 最 大，为 !+& CE ，库 西 区 次 之，为

!$D +E ，库中区最少，为 !’& !E ；*%%C—*%%+ 年期间

库尾 区 减 少 最 大，为 ,& #*E ，库 首 区 次 之，为

CD C$E ，库中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 #E 。

图 C- !"#$—*%%+ 年库区库首、库中、库尾耕地资源分布

./0& C- F/G7:/H=7/53 56 9=87/>274; 823; /3 42G74:3，9437:28 23;
I4G74:3 /3 ?@AB ;=:/30 !"#$—*%%+

图 ,- !"#$—*%%+ 年库区库首、库中、库尾耕地面积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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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区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

,& ! 耕地压力指数模型

耕地压力指数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

耕地面积之比，其计算公式［!’］ 为

! "
#)/3

## （*）

式中：! 为耕地压力指数；## 为实际人均耕地面积；

#)/3 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一定区域范围内保障

粮食需求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当耕地压力指数

! $ ! 时，人均耕地实际值大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

值，耕地无明显压力；! " ! 时，两者相同，需要加紧

保护耕地，以保证人们正常生活需求；! % ! 时，耕地

压力明显，粮食的生产不能保证正常需求。

在人均耕地面积已知的情况下，最小人均耕地

面积就是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关键。一般而言，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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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面积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 " !
#$

%!&!’ （&）

式中：!#$% 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 为人均粮食需求

量；! 为粮食自给率；% 为粮食单产；& 为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 为复种指数。

’( ) 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

为准确把握三峡库区耕地压力空间分布与动态

变化规律，对 !*+,—)--. 年三峡库区以及库首、库

中、库尾耕地资源压力指数进行了测算。这里，将人

均粮食需求量定为 &+" /0［!,］，自给率定为 !--1 。

三峡库区耕地压力指数总体呈现下降后升高的

变化趋势（图 "）。!*+,—!**& 年，耕地生产力供给

水平低于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压力指数大于 !，耕地

压力明显；!**& 年之后，耕地生产力供给水平高于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压力指数小于 !，耕地压力减

轻，并逐渐减小，到 !**+ 年减小为 -( +*；!**+ 年之

后，耕地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增加，移

民搬迁安置与城镇建设又占用了大量耕地，压力指

数逐渐增大，到 )--. 年上升为 -( **，表明当前三峡

库区已进入从无耕地压力向耕地压力转变的警戒状

态，此时必须防止耕地流失，在提高耕地的物质投入

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合理引导耕地的用途转移。

库首、库中与库尾三大区域耕地压力指数与整

个库区表现出变化的一致性，都呈现出下降后升高

的趋势，但区域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一方面，三

大区域耕地压力指数差异较大，库中耕地压力指数

最大，库首次之，库尾最小，但这种差异越来越小，

)--. 年三大区域都进入无耕地压力向耕地压力转

变的警戒状态；另一方面，三大区域耕地压力状态差

异较大，库尾耕地压力指数始终小于 !，无耕地压

力，!**, 年以前，库首与库中耕地压力指数大于 !，

耕地压力明显，!**, 年以后，库首与库中耕地压力

指数小于 !，无耕地压力。

研究表明，库首、库中与库尾耕地承受的压力相

当，但驱动这种压力的动因不同。库尾与库中北部

地区主要是由于耕地资源流失严重，导致人均耕地

面积剧烈降低，而依靠较高的物质和技术投入水平

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促使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同步

降低；库中南部地区与库首因自然环境恶劣，地势复

杂，耕地资源贫乏，耕地生产力水平较低且提高缓

慢，人均消费所需耕地面积较大，致使耕地仍然承受

了与库尾区相当的压力。

图 "2 !*+,—)--. 年库区耕地压力指数变化

3$0( "2 456%07 89 :;7<<=;7 $%>7? 89 @=AB$C6B7> A6%> $% 76<B7;%，

@7%B;6A 6%> D7<B7;% $% EFGH >=;$%0 !*+,—)--.

" 讨论与建议

三峡大坝的修建，库区淹没了 )( .* 万 I 5#) 优

质耕园地，.*1 的农村移民在库区内依山后靠安置，

这将使原本突出的库区人地矛盾更加紧张，原本脆

弱的库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劣。随着人口的增长、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粮食需求总量

将大幅度增长，而维系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在原本

已趋紧张的情况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及生态

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正在承载更大的粮食需求和

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人口过多，耕地、粮食不足，环

境脆弱已成为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合理配置水土资源，建立恰当的生态补偿机制，

并辅以配套的政策措施，是库区耕地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对策：!）强化行政管理制度，以耕地保护为原

则，规范土地开发行为，严格限制耕地资源向非农用

途转移，实现库区耕地数量与质量总量动态平衡，同

时应积极宣传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性；)）加强以基

本农田保护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工作，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建设，增加科技、物质的投入，提高耕地生产力；

&）结合国家在三峡库区开展的移土培肥工程，通过

土地平整、坡耕地改造等土地整理措施提高现有耕

园地质量，增加高产稳产田面积；’）科学合理开发

利用宜农耕地后备资源，要避免粗放式开垦造成新

的水土流失，采取措施提高新开垦土地的生产能力，

同时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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