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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及新增耕地时空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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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土地整治是提高土地质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耕地资源动态平衡的关键。本文

以黑龙江省 2000-2013 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耕地整治率、地理集中度、

基尼系数及变异系数，对其土地整治项目及新增耕地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2000-2013 年，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项目类型逐渐单一化；2）2000-2013 年黑龙江省耕地

整治率为 9.06%，耕地整治率和整治项目数量分布均呈现两大平原地区高于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老爷岭地区的态

势；3）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时间上呈波动增加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先分散再聚集于两

大平原区域的变化特征，新增耕地率总体呈下降趋势；4）建议黑龙江省土地整治工作应继续以土地整理类项目 (高
标准农田建设 ) 为重点，合理确定土地整治项目类型和目标，大力推动各地区土地整治工作协同发展，切实提升

耕地整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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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grams and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 Guo-ming1, ZHANG Ji-xin1, YU Feng-rong2, SUN Xiao-bing1, CHUN Xiang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Land Reclamation Region,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Land recla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land quality and realizing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it is also critical for keeping dynamic equilibrium of the total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land reclamation programs being promoted during 2000-2013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using the 
land reclamation rat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Gini-coefficient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2000-2013, the number and the scale of projects of land reclamation ware increasing with some fluctuations 
and moving to one direction gradually; 2) the renovation rat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00-2013 was 9.06%.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Sanjiang Plain and Songnen Plain had mor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and higher renovate rate than 
those in Daxing’an Mountains, Xiaoxing’an Mountains and Zhang Guangcai mountain areas; and 3) the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reclamation lan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ve increased with some fluctuation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m had dispersed first and then aggregated in Sanjiang Plain and Songnen Plain areas. The newly-increased 
reclamation rate have decreased gradually. To improve the rate of arable land consolidation effectively, we should focus 
on land consolidation (high standards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tinuously, to determine the type and target 
of land remediation projects reasonably and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remediation work in each 
region vigorousl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land reclamation;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land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coun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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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国尖锐的人地矛盾导致耕地压力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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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时耕地质量总体不高的现状决定我国区域土

地整治重点有所差异，但土地整治对象仍以耕地为

主 [2-3]。土地整治作为补充耕地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对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4]。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及相关文件中指

出，实施土地整治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之举，是我国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

条件。随着我国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

善及土地管理政策要求逐步提高，有序开展土地整

治项目以增加有效耕地一度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平衡

土地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重要措施 [5]。因此，探求土

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布及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对

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确保粮食安全均有重要

的意义。

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通过“两江

一湖”工程、“亿亩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等土地整治工程，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农业基

础设施配套率，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高。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各类用

地需求增大，耕地占补平衡任务越来越重 [6] ；而且

受石油、煤矿等资源逐渐枯竭的影响，大量工矿废

弃地和灾毁地亟待复垦。因此，黑龙江省土地整治

任务十分迫切。目前，我国学者对土地整治项目及

其新增耕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分

异、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地域分区、土地整治项目与

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分析、

地形地貌对土地整理新增耕地的影响分析、土地整

治新增耕地质量评价等内容 [7-12]，对土地整治新增

耕地的空间特征研究较少，且多从大尺度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基于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大背景，采用耕地整治率、地理集中度、

基尼系数及变异系数，从时空变化特征角度出发，

分析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及其新增

耕地的时空格局，以期为后续土地整治工作及两大

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部，地理范围为 121°11′-
135°05′E，43°25′-53°33′N。全省土地总面积 4 525.38
万 hm2（不包括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2013 年耕

地面积 1 594.89 万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35.24%。

其中，全省有灌溉设施的耕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15.65%，农田水利建设十分滞后。全省地貌类型多

样，按照耕地资源利用分区，可划分为大小兴安岭

区、松嫩平原区、三江平原区和张广才老爷岭区，

其中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区耕地面积分别占全省耕

地总面积的 41.72% 和 32.38%，境内耕地资源以黑

土、黑钙土、草甸土等优质土壤为主，是黑龙江省

粮食生产重要区域。作为全国耕地资源大省，黑

龙江省粮食产量由 2000 年的 2 546 万 t 持续增长到

2013 年的 6 400 万 t，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

位日益突出。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区和张广才老

爷岭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但树木的乱砍滥

伐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素有黑龙江省“四大

煤城”之称的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鹤岗

市和石油城市—大庆市由于资源的过度采掘，废弃

地、资源采空区四处可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用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黑龙江省国土

管理部门，主要包括 2000-2013 年间全省土地整治

项目的建设规模、新增耕地面积、项目投资额、立

项及竣工时间、项目性质和级别等信息，以及各县

2013 年土地面积数据。

2.2  研究方法

将土地整治的县级统计数据与行政区划图进行

关联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变异系数分析法等空间统

计方法来分析土地整治项目及新增耕地分布的时空

格局。

2.2.1  耕地整治率  为客观反映土地整治规模及比例

差异，本文提出“耕地整治率”指数。根据国家土

地调查的相关技术标准，中国北方耕地资源调查中

包含宽度不足 2 m 的道路、沟渠、林带、田坎等

线状地物，以及面积不足 1 500 m2 的林地、草地等

零星地物，因此，耕地面积也并非净耕地面积。而

土地整治项目区中非耕地类主要是宽度小于上述调

查标准的线状地物和零星地物。且由于黑龙江省

2000-2013 年来土地整治基本全部以耕地为整治对

象或目标，因此，本文中用各行政区土地整治项目

区总规模与现有耕地总面积的比值作为区域耕地整

治率。

2.2.2  区位基尼系数  区位基尼系数是反映经济活动

聚集状况的指标，与时间序列结合能够反映出该经

济活动的时空特征和变化趋势 [13-14]，本文利用县（市）

新增耕地数量求取区位基尼系数，衡量各县级行政

单元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集聚程度 [15]，计算公式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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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为当年新增耕地数量的区位基尼系数 ；n
为研究单元总数，本文中 n=80 ；s- 为当年县域新增

耕地数量占全省新增耕地总量的比例均值 ；Si、Sj

分别为 i、j 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占当年全省新增耕地

的比例。G ∈ [0,1]，G 值越小表示新增耕地的空间

聚集度越低，反之，空间聚集度越高，当 G ≥ 0.50 时，

表明新增耕地处于高度聚集状态。

2.2.3  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衡量经济活动集中

程度的常用指标，能够反映规模较大的地区某行业

指标占同行业的份额 [16-18]。本文采用地理集中度反

映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空间差异 [15]，公式

如下 ：

1
CR

n

n k
k

S
=

=∑ （2）

式中 ：CRn 为新增耕地地理集中度（%）；Sk 为当年

第 k 个县域新增耕地面积占全省新增耕地面积的比

例（%）；0% ≤ CRn ≤ 100%，CRn 越接近 0，则新增

耕地的空间分布就越均匀。本文通过当年全省新增

耕地面积前十名的县（市）计算该指标，即 n=10。

2.2.4  变异系数分析法  变异系数在地理研究中描述

地理要素的时空动态差异 [19]，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分

析县域间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空间分布差异 [20]。公

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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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v 为变异系数 ；X
-

为县域新增耕地面积的平

均值 ；n 为县个数 ；Xi 为各县新增耕地面积。

3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分析

3.1  年际差异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共开展土地整治项目

745 个， 总 规 模 达 到 144.50 万 hm2。 项 目 数 量 由

2000 年的 3 个增长到 2013 年的 89 个，2011 年项

目数量达到最大值 95 个 ；土地整治规模除 2000 年

仅为 104.20 hm2 外，其余年份整治规模均在 1.00 万

hm2 以上，特别是 2008 年开始，土地整治项目规模

达到 10.00 万 hm2 以上，至 2013 年土地整治规模最

大，为 40.95 万 hm2（图 1）。整体而言，项目数量、

整治规模变化均呈现波动增长态势。

依据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措施和整治对象不

同，将土地整治划分为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三

类，其中土地整理项目包括农田整理和基本农田建设。

14  a 间，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数量分别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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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模统计图
Fig. 1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scale of project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个、645 个、88 个，占项目总数的 1.61%、86.58%、

11.81%，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主 ；土地开发、复垦、

整 理 项 目 规 模 分 别 为 0.63 万 hm2、2.34 万 hm2、

141.53 万 hm2，其中土地整理类项目规模占土地整

治总规模的 97.94%。可见，土地整理是黑龙江省

土地整治项目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项目类型。

从项目类型变化角度看，14 a 间黑龙江省土地

整治项目类型逐渐单一化（图 2）。2000-2007 年全

省土地整治初期，土地开发、整理及复垦多类型并

进，土地整治的首要目标是增加耕地面积。8 a 间

全省重点对滩涂、荒草地等宜农未利用土地进行开

发，并对挖损、压占、破坏的土地或自然灾害损毁

的土地进行复垦。2008 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引导土地整

治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向

发展 ；同时，黑龙江省为建设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

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订了《黑龙江省千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战略工程规划》，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

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提出较高要求。2008-2013 年

黑龙江省将土地整治项目类型聚焦于土地整理，整

治重点由耕地数量的增加转变为耕地质量的提高。

总体上看，黑龙江省在该阶段加强对田、水、路、

林为主的农田整理和改造，加大农田水利工程的建

设力度，在加快中低产田改造的同时，依托土地集

中连片的优势，在耕地面积较大、利于农机操作的

重点产粮县（市）实施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工作和规

模化土地整理工程，至 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

项目总规模达到 40.95 万 hm2。但复垦类土地整治

项目的减少乃至缺失，则与黑龙江省工矿废弃地及

灾毁耕地较多的实际情况不符。不能将这些土地及

时复垦，既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会导致不良

生态环境问题 [21-22]。

3.2  区域差异

针对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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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龙江省 2000-2013 年土地整治项目统计图
Fig.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land reclamation 
programs promote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0-2013

借助 ArcGIS9.3 软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县域土地整

治项目数量分为 5 级（图 3）。从县域角度看，萝北

县、虎林市、密山市、同江市土地整治项目数量在

22 个以上，五常市、嫩江市、海伦市、抚远县等

13 个县（市）项目数量介于 14-21 个之间，全省共

有 37 个县（市）项目数量在 9 个以上 ；从区域角

度看，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区的土地整治项目总数

为 621 个，占全省土地整治项目总数的 83.36%，而

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老爷岭区土地整治项目分别为

70 个和 54 个。可见，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主要

分布在粮食生产大县（市），集中分布于耕地资源

丰富的三江和松嫩两大平原区。

图 3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0-2013

经计算，黑龙江省 2000-2013 年耕地整治率累

计仅为 9.06%，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图 4）。全

省 12 个市、1 个地区中，共有 6 个市耕地整治率高

于黑龙江省整体水平。其中，鹤岗市耕地整治率为

全省最高，为 23.49% ；而大兴安岭地区耕地整治率

最低，仅为 1.77%。从县域角度看，萝北县耕地整

治率最高，达到 43.15% ；饶河县、萝北县、密山

市及虎林市等 8 个粮食生产大县（市）的耕地整治

率高于 20.00% ；59 个县（市）的耕地整治率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占全省县域总数的 73.75%。从区域

角度看，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耕地整治率分别

为 13.89% 和 7.99%，张广才老爷岭地区和大小兴安

岭地区耕地整治率分别为 4.54% 和 7.44%。总体而

言，不足 10.00% 的土地整治率，与黑龙江省作为

全国第一的粮食生产、商品粮输出大省的地位严重

不符，土地整治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

著不足，后续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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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耕地整治率
Fig. 4　Renovation rat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00-2013

究其原因，随着土地整治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

涉及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等权属调整的压力不

断增加。而三江平原内国营农场众多，耕地属于国

家所有，各农场在调整农场职工承包地块时具有较

高的控制力。因此，普通农村往往因权属调整困难

而无法开展土地整治项目，而国营农场则积极争取

各类土地整治项目特别是大型土地整治项目。另外，

松嫩平原特别是其漫川漫岗区域地形起伏较大，侵

蚀沟众多，土地整治时土地平整工程量大，农田水

利建设难度高，还需要增加大量的水土保持措施，

这都加大了土地整治成本。大小兴安岭、张广才老

爷岭等山地丘陵区，耕地分布零散，土地整治成本

高且难以显著改善耕地质量，无助于规模化、机械

化的现代农业发展。在土地整治经费有限、全省耕

地整治率较低的情况下，显然将土地整治项目集中

布局于三江平原更能显化土地整治成效。

4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分析

4.1  年际差异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

呈波动变化态势，14 a 间新增耕地面积总计 11.66
万 hm2，占 2013 年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0.7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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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2000 年新增耕地面积最少，仅为 40.00 
hm2 ；2010 年新增耕地面积最大，达到 1.83 万 hm2。

自 1998 年遭遇洪涝灾害后，黑龙江省各受灾严重

的地区陆续开展了多项土地复垦项目以尽快恢复农

业生产活动，仅大庆市 2001 年新增耕地面积就高

达 0.62 万 hm2。2007 年黑龙江省着力打造海伦、虎

林等 6 个市县的国家级基本农田示范区，通过对农

田形态、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11 648.35 hm2。2008 年为黑龙江省土地整治类型由

多样化变为单一化的过渡期，新增耕地面积较 2007
年明显减少。综合而言，2000-2007 年因其土地整

治项目类型多样，该阶段新增耕地面积达到 6.11 万 
hm2，年均增长 0.76 万 hm2 ；而 2008-2013 年间土地

整治项目类型仅为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为 5.55
万 hm2，年均增长 0.93 万 hm2，后期年均增长量高

于前期，表明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具有时间

差异性。自 2008 年黑龙江省相继发布《黑龙江省“两

江一湖”地区土地整理重大工程规划》、《关于整体

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的实施意见》、《黑龙江

省亿亩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3 年 -2020
年）》等，全省整合涉农资金、加大整治力度并扩

大整治规模，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开展规模化的土地

整理项目，这直接致使 2008 年后全省新增耕地面

积总量快速增加，后期年均增长量高于前期，2010
年新增耕地数量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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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变化
Fig. 5　Change of the newly increased reclamation 

cultivated land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率呈现下降趋势

（图 5），其中 2002 年新增耕地率最高，为 52.77%，

随后逐渐下降，至 2013 年仅为 0.12%。呈现这一

变化特征，是因为在土地整治初期，土地整治重点

目标是增加耕地面积，国家对土地开发、复垦类项

目新增耕地率要求较高，土地整治多选取潜力较大

且规模较小的区域，而 2008 年后土地整治重点转

变为大力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在保证耕地数量

的同时，追求耕地质量的提高和项目区生产条件、

生态环境的改善，土地整治项目规模有所扩大且

项目建设规模增加速率远比耕地面积增加速率快。

4.2  区域差异

为反映黑龙江省 2000-2013 年县域新增耕地数

量的空间地域差异性，本文采用统一数量分级标准，

绘制不同时间段的县域新增耕地的数量累增空间分

布图（图 6）。2000 年全省仅有绥化市北林区存在

新增耕地；至 2003 年新增耕地扩张显著，三江平原、

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西部地区均有新增耕地分布，

同时三江平原域内的同江市、富锦市及松嫩平原域

内的嫩江县、甘南县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新增

耕地均在 1 200.00 hm2 以上，全省共有 21 个县（市）

未产生新增耕地 ；至 2007 年全省仅有 8 个县（市）

未产生新增耕地，松嫩平原西部县（市）和三江平

原域内县（市）新增耕地数量增加明显 ；至 2010
年新增耕地扩张速度放缓，局部地区新增耕地数量

增长显著，特别是三江平原地区的虎林市、饶河市

和同江市新增耕地面积均达到 3 000.00 hm2 以上 ；

至 2013 年全省共 76 个县（市）存在新增耕地，其

中新增耕地数量在 1 200.00 hm2 以上的县（市）共

有 36 个，占全省新增耕地县（市）总量的 45.00%，

除小兴安岭地区的 4 个县（市）和张广才老爷岭地

区的 2 个县（市）外，其余均分布在黑龙江省两大

平原地区。

变异系数能够反映出新增耕地的县域差异，指

标值越大表示县域间相对差距越大。2000-2007 年

间县域新增耕地标准差与均值变化呈现陡增陡降现

象，县域变异系数由 8.94 降低至 1.51（表 1），说

明县域新增耕地绝对规模呈现不稳定变化趋势，但

县域间新增耕地数量相对差距减小，在地理分布上

逐渐趋于均衡状态，这一阶段各县（市）追求耕地

数量的增加 ；而 2008 年以后，县域新增耕地标准

差和均值变化幅度减缓，变异系数由 2.11 增长到

2013 年的 4.58，表明县域新增耕地的绝对差异呈平

稳状态但相对差距拉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区范围内的县（市）新增耕地数量较多且呈现聚集

状态。总体上，黑龙江省新增耕地县域间差异总体

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能够从空间集聚角

度分析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特征和变化趋势。区位

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标值越大表示新增耕地在

空间分布上越聚集，同时由于本文在地理集中度指

标计算过程中取 n=10，则当 CRn ≥ 50% 时，即视

为新增耕地高度集中。由图 7 可以看出，2000-2007
年间全省土地整治项目较为分散，新增耕地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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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新增耕地数量统计指标
Table 1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t country level during 2000-2013

年份
新增耕地

变异系数
总面积 (hm2) 标准差 均值 (hm2)

2000 40.00 4.47 0.50 8.94

2001 13 288.00 666.34 166.10 4.01

2002 7 382.00 191.66 92.28 2.08

2003 6 401.20 179.27 80.02 2.24

2004 4 780.24 138.62 59.75 2.32

2005 14 723.60 273.73 184.05 1.49

2006 2 810.42 64.56 35.13 1.84

2007 11 648.35 220.48 145.60 1.51

2008 2 078.25 54.82 25.98 2.11

2009 9 370.36 250.85 117.13 2.14

2010 18 251.82 417.03 228.15 1.83

2011 16 631.02 385.61 207.89 1.85

2012 8 652.23 232.97 108.15 2.15

2013 494.17 28.31 6.18 4.58

基 尼 系 数 从 0.99 降 低 至 0.69， 地 理 集 中 度 则 由

100.00% 降至 54.89% ；而 2008 年以后，区位基尼

系数和地理集中度由 0.90 和 92.97% 增长到 2013 年

的 0.94 和 98.51%，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整

体较前一阶段有所提升，说明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

增耕地的空间分布呈现先分散再聚集的变化趋势 ；

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于 2007 年分别达到历

年来最低值，但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全省新

增耕地总体呈现较高程度的集聚状态。分析发现，

土地整治初期，黑龙江省部分县（市）探索性开展

土地整治项目，主要目的是增加耕地面积 ；后来，

各县（市）结合自身区位特点积极申请土地整治项

目，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由最初的零星地块到遍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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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0-2013

图 6　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县域新增耕地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t country level during 200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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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而 2008-2013 年，黑龙江省陆续开展“两江一湖”

工程、三江平原东部地区土地整理重大工程和松嫩

平原示范省建设等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逐渐聚

集在两大平原，且与林区县（市）差距不断增大。

5  推进土地整治工作的建议

综上，2000-2013 年间黑龙江省整治战略重点

由开展宜农用地的开发和灾毁、工矿废弃地的复垦

以谋求较高的新增耕地率，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基本

农田以改善耕地质量、提升粮食产能、推动农业现

代化。但仍存在土地整治类型渐趋单一化、耕地整

治率显著偏低、土地整治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实际问

题。基于此，提出推进黑龙江省土地整治工作的建议：

第一，以土地整理类（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为主体，促进各类型土地整治项目的协同发展。当

前，黑龙江省还存在大量工矿废弃地、农业灾毁耕

地以及撤并、废弃的农村居民点和宅基地，应提升

土地复垦的工作力度。根据黑龙江省刚刚完成的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全省尚有一定的耕地开发潜力。

由于黑龙江省近年来承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异

地补充耕地的压力越来越大，应在科学评价耕地后

备资源适宜性及潜力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土地开发。

第二，因地制宜地确定各土地整治项目区的整

治目标与方向。对于土地整理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区，以配套农业基础设施与附属设施、优化

地块规模与形态、提升耕地质量为核心目标，提升

项目区农业生产的高产、稳产水平以及与现代农业

发展的适应程度。对于撤并居民点、灾毁耕地、工

矿废弃地等项目区，可以有针对性地复垦为设施农

用地、耕地、林地等多种类型。对于土地开发类项

目，仍须以新增耕地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发挥该类

项目在补充耕地面积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应加强

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对于黑土保护、水源涵养、空气

净化等方面的生态作用，改善项目区农业生态环境，

提升项目区无公害、绿色及有机农产品的比例，推

动全省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

第三，促进各地土地整治工作的均衡发展。针

对普通农村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量大、项目推进困难

的问题，应在土地流转、农地确权等工作的推动下，

及时调整土地权属和农业生产关系，为实施土地整

治创造条件，推动农村与农垦土地整治工作协同发

展。应加大全省各地区尤其是松嫩平原各地区土地

整治的力度，大幅提升耕地整治率，从而为黑龙江

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做出

更大贡献。

6  结论

1）2000-2013 年，黑龙江省 745 个土地整治项

目总规模达到 144.50 万 hm2，土地整治项目数量和

规模均呈现波动增长态势。2000 年土地整治项目数

量仅为 3 个，整治规模最小，仅为 104.20 hm2，至

2011 年项目数量达到最大值为 95 个，2013 年土地

整治规模达到最大值为 40.95 万 hm2。项目类型最

初以土地开发、整理及复垦多类型并进，随着整治

重心由耕地面积的增加转变为耕地质量的提高，逐

渐聚焦于土地整理，类型逐渐单一化。

2）2000-2013 年黑龙江省耕地整治率为 9.06%，

耕地整治率和整治项目数量分布均呈现两大平原地

区高于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老爷岭地区的分布特

征。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土地整治项

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 83.36%，耕地整治率分别为

13.89% 和 7.99%，三江平原较松嫩平原更适于开展

大型土地整治项目，以显化土地整治成效。

3）2000-2013 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

时间上呈波动增加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先分散

再聚集于两大平原区域的变化特征，新增耕地率总

体呈下降趋势。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由 2000 年

的 40.00 hm2 增 加 到 2013 年 的 494.17 hm2， 其 中，

2010 年新增耕地面积达到最大值 1.83 万 hm2，总计

新增耕地 11.66 万 hm2。

4）针对黑龙江省土地整治工作中存在的整治

类型趋于单一化、耕地整治率偏低、土地整治区域

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建议在今后土地整治中继续以

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类项目为重点，根据

项目区发展需求确定整治目标和方向，有序开展各

类土地整治项目，借助土地流转、农地确权等工作

推动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农区与垦区土地整治的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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