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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整治可以对土地的质量、数量以及布局进行全面调整和优化。通过土地整治，把“不适宜”土地利

用转化为“适宜”土地利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控制水

土流失、旱涝灾害、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阐述土地整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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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can comprehensively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layout of 
land. Through land consolidation, transforming “unsuitable” land use into “suitable” land us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rolling soil erosion, drought and flood disasters,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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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整治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土地的质量、数量

以及布局进行全面调整和优化，并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等目标的一种土

地综合整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提升，从根本上来说，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途径。 
土地整治的核心是将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型，以及环境友好

型的用地方式[1]。通过土地整治，把“不适宜”土地利用转化为“适宜”土地利用，使其更有利于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从实践角度来说，通过土地整治，将高质量、高标准耕地质量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而实现耕地资源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通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使广

大农民群众从根本上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实惠；通过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使用农业生产资料和积极参与农

业技术推广培训，使农民群众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能提高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对农村土地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让他们主动参与到保护与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事业中去。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通过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可减少农民在生产、

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量和排放量；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进一步降低农业面源

污染[3]；可通过开发农用地资源增加耕地面积，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还能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可以说，土地整治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4]。而随着土地整治工

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它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耕地资源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农民收入增加、城

乡统筹发展等多重目的。 

2. 减少水土流失，防治土地沙化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8.8%，其中南方的水土流失严重，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形复杂，地势

起伏较大，降雨集中，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加之人为活动干扰频繁导致的水土流失[5]。 
而我国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其中甘肃省水土流失面积最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合

理的土地利用，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 
甘肃省从 1949 年以来，耕地面积增长了 16.5%，而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以及不合理利用等导致水资源

短缺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造成的水土流失占全省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81.1% [1]。另外由于草地、林地、

湿地等土地资源短缺和开发不合理导致的土地沙化、荒漠化也非常严重。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合理

规划土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由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我国西北地区的水土

流失问题比其他地区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中，西部及北部多为山地丘陵，而

在东部及南部则多为平原耕地。因此西部、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都更为严重。为了更好地

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通过土地整治来实现水土流失的防治[6]。 
而在水土流失防治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减少水土流失的产生；第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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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第三，提升土地生产力等。 
在我国西北地区出现水土流失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就需要采取合理

布局、综合整治、科学利用土地资源等措施来进行治理。 
土地整治可以通过对现有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或者是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等来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

的。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土地资源进行整合、规划与再分配；还要针对不同的地理

位置及气候特点等因地制宜地调整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同时还要对已有的土地资源进行保护和治理，

防止土地沙化、荒漠化[7]。其中针对已有土地资源进行保护和治理是指在现有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

且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对现有的土地资源进行修复与保护。 

3. 降低旱涝灾害，提高农田抗灾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旱涝灾害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较大危害。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

压力进一步加大。据统计，全国每年因洪涝灾害损失约 2000 亿元；洪涝灾害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

重要因素，特别是我国东北地区，受台风暴雨影响，黑龙江、吉林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在旱灾

方面，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全国因干旱、水灾和台风等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500 亿元。

此外，还包括因土地管理不当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次生盐渍化等潜在损失。上述这些因旱涝灾

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占我国农业总支出的 1/3 以上[8]。 
在我国耕地上出现旱灾、涝灾，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一方面导致耕地地力下降；另一方面也是造

成农业基础设施遭受破坏、资源利用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根本上减少旱涝灾害发生对粮食生产

的危害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我国农田水

利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缓解我国耕地旱涝灾害提供了有效保障。但与此同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一些地方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工程老化失修、配套不完善；二是农田排水系统建设滞后；三是

土地管理制度不健全、土地利用管理粗放，难以有效降低旱涝灾害损失；四是抗灾能力差，在遭受洪水

或台风灾害后无法有效减轻灾害损失。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健康发展。 
农田旱涝灾害主要指由于降雨而导致农田发生积水、淹没作物等现象。 
农田的旱涝灾害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旱涝灾害主要出现在土壤湿度大、降雨量大的地区[9]。

在降雨较少或干旱少雨地区，农业生产一般是靠天吃饭，因此，不能有效利用降雨的时间和空间，对作

物生长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我国耕地旱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有两个：一是黄淮海平原，主要包括河南、山东等地；二是长江

中下游地区，主要包括江苏、安徽等地。这两个地区降雨量大、降雨量多且时空分布不均，在一般年份，

由于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在有台风和洪水的年份，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台风暴雨

使局部地区土壤水分过饱和而导致涝灾发生。 

4. 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的重要灾害之一，主要指的是在降雨、冻融、冲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地表径流在土壤表面形成水流冲刷而引起的一种土壤侵蚀。根据其侵蚀程度与形态，可以将水土流失分

为两类，即风蚀与水蚀。而由于我国主要是山区地形和丘陵地形，受此影响，导致山地、丘陵地区发生

水土流失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平原地区。根据资料显示：我国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江南地区水土流失最

严重，而这些地区均分布于山区。具体而言，我国华北平原由于其土质疏松、降雨集中且多以暴雨形式

产生，因此极易发生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山区以及丘陵的水土流失[10]。 
根据土地整治技术措施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将其分为土地整理技术、农田基本建设技术、耕地保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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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几个方面。其中，土地整理技术主要包括了平整土地和修复梯田两种类型；农田基本建设技术主要

包括了开挖沟渠、筑坝等类型；耕地保护技术则包括了开垦、开发等类型。另外，从当前我国土地整治

的现状来看，土地整治中还包括了土壤改良、整理坡面等类型[2]。通过实施上述土地整治措施可以有效

控制水土流失的发生。对于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来说，可分为农业防治、工程防治和生物防治等三种措

施。其中工程防治主要是在农田中修建拦水、蓄水、灌田以及排水等工程，使其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

生物防治主要是通过植树造林和发展经济林木等措施来增加森林面积；而生物防治主要包括了植物套种

以及种植植被等类型。 
水土流失是土地利用不合理造成的，它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会影响农田作物的生长[11]。

通过土地整治，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如在山区进行土地整治，可大大减少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

造成的危害。在丘陵地区进行土地整治，则可通过建设防护林、植树造林等措施来增加森林面积，改善

生态环境。而通过土地整治可控制水土流失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实施土地整理和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后可

以有效地控制地表径流和增强土壤抗蚀力。这对于在降雨过程中，因地表径流而引起水土流失、减少入

河泥沙及沙量是非常有利的。同时，通过土地整治可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和改善生态环境。 

5. 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土地整治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0.3 亩，而且后备资源少，人

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加之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不高，投入较少，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低。

所以，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数量。 
土地整治工作能够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能够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土地撂荒。据有关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撂荒面积约 3000 万亩。如果这 3000 万亩撂荒耕地得到有效利用，可增加 4000 万亩

左右的耕地面积。也就是说，每年通过土地整治工作增加的耕地数量相当于一个国家一年新增耕地面积。

在这一方面来看，土地整治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大优势。 
在新形势下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粮食产量为 6.5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0.6%。其中夏粮产量达到 4196 万吨、增长 2%；秋粮产量达到 5561 万吨、增长 0.8%；全年

粮食总产量 62581 万吨、增长 0.6%。尽管产量有所下降，但我国粮食生产总体稳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要看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要更加注重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等方面工作。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8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915.1 亿元、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589 万亩；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1.27 亿亩、新增粮食产能 523.3 亿斤。 
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仅需要增加耕地面积，还需要提高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建设水平。近年

来，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保护和开发难度加大、潜力不足，耕地后备资源有

限、质量不高、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12]。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必须长期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但近 10

年来，我国耕地数量下降明显(2018 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约 2950 万公顷)，质量也明显下降(后备资源不

足且质量不高)，补充耕地的难度加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主要依靠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途径。实施土地整

治有利于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增加补充耕地数量和提高农田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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