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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 0 0 年中国部分省区耕地资源

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关

葛全胜 戴君虎 何凡能 郑景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北京 10 0 10 1

满志敏 赵 赞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

上海 2 0 04 3 3

摘要 通过对清代文献资料中田亩数据 的分析
,

认为册载数据基本 能够反 映耕地 面积的总体 变

化趋势和区域差别
,

但在总量上失之过低
.

为能更真实地反映耕地资源的变化实 际
,

文 中对其进

行了相应处理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了 3 0 0 余年以来我国内地 18 省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点
.

总体

而言
,

过去 3 0 0 年间研究区 的耕地 资源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
,

清前期的增长趋势明显
,

但 至清 晚

期逐渐稳定下来
,

民国时期略有下 降
,

新 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得到恢复
.

但是
,

此后又 开 始持续减

少
.

过去 3 0 0 年间耕地资源 的变化具有 较为明显 的区域性特 点
.

东部地 区的垦殖活动远 较西部地

区居l烈
,

但在清前期
,

西部地区
,

如 四川
、

甘肃
、

云 南
、

贵州等省份耕地 资源数量 的增长趋势更

加迅猛
.

分析表明
,

这种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 口 增长
、

政府政策调整
、

战争影响
、

自然原 因

和特定作物 的引种与种植扩展等
.

关键词 中国 过去 300 年 耕地 驱动因案

耕地是人们垦殖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特殊用途

(种植作物 )的土地
,

是人为活动影响最大 的土地类

型之一川
.

全球耕地占陆地总面积的 10
.

20 %
,

其

特征和 动态是 土地 利用 /土地覆被变 化 ( lan d us e/

l a n d 。 o v e : 。h a n g e ,

L u e e )的重要 内容 [ 2
,

3 ]
.

就碳储

量而言
,

耕地表面以上作物部分的碳储量约为 3 G t

C
,

耕地下 l m 范围碳储量约为 12 8 G t C
,

两者合

占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5
,

29 % [’]
,

耕地动态将深

刻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和全球环境
.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 国家
,

耕地是维持人口增长的主要载体
,

耕地面积 占全 国

土地 总 面 积 的 13
.

30 %
,

占 世 界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9
.

08 % 3[, 5〕
.

清代以来
,

土地 垦殖迅猛扩张
,

不仅

宜农土地基本开垦殆尽
,

而且一些僻远 山区及河湖

海滨也成为垦殖的重要对象 l6[
.

虽然清代官方档册

留下了一系列完整耕地数据
,

但这些数字却遭到广

泛质疑 7L]
,

认为其性质极其紊乱复杂
,

与现代土地

统计差距较大 8[]
.

针对此点
,

本文对有关册载 田亩

数进行了适当处理
,

分析了近 300 年来耕地 资源的

时空动态和主要驱动因素
.

1 资料及研究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本文引用的清代
、

民国及新中国 3 个不 同时期

的耕地数据分别来源如下
:

( 1) 清代
:

主要引自官修政书类文献和清代官

修地方总志
.

前者如修纂于乾隆时期 的政书 《清朝

文献通考 》和同 治 13 年 ( 1 8 74 年 )校 刊的 《户 部则

例》 ; 后者有成书于乾隆 4 9 年 ( 1 7 8 4 年 )的官修地方

总志 《大清一统志》和成书于道光 2 2 年 ( 1 8 17 年 )的

官修地方 总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
.

此外
,

还参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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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文所述 9 1世纪 中后期 至新 中国成立前后耕

地面积基本无较大变化的事实
,

以新中国建立初期

1 9 5 2 年的耕地面积替换清代末期最大耕地面积
,

即

光绪 13 年 ( 18 8 7 年 )的耕地面积
.

选用 19 5 2 年数据

是因为当时国 民经济已基本恢复
,

统计 比较完整
,

当年的全国耕地总面积为建国后两个峰值之一 (图

1)
.

虽然 1 9 57 年的统计数值也较高
,

但考虑到 新

中国建立初期的政策
、

体制变化本身影响较大而不

采用
.

在此基础上
,

用上文所述的耕地面积指数推

导 出近 300 年间其他年份的耕地面积
,

即校正 以后

的实际耕地面积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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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关研究论著中的资料和数据仁” 〕
.

( 2 ) 民国时期
:

主要 采用 了国 民政府相关部 门

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统计数据
,

涵 盖当时

大量土 地 利用 方 面 的研究 成 果
,

既 包 括 B ak er
,

B cu k
,

翁文颧
,

张 心一
,

陈长荡
,

乔启明等的研究

成果
,

也包括统计局等部门的诸多统计材料 10[ 〕
.

( 3) 现代部分
:

有人研究现代中国土地利用 问

题时曾列举过 9 种影响较大 的耕地数据 t“ 3
.

但是
,

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土资源部 (含原国家土地局 )发布

的两种数据影响最大
.

因统计 口径
、

历史遗留问题

等原因
,

两者差别较大 [ ` 1
,

但显著相关
.

研究中均

匀抽取 1 9 4 9 一 1 9 9 9 年之 间 14 个年份 的两 种数据
,

发现其线性相关系数高达 0
.

95
,

可认为它们的代表

性非常接近
,

本文采用统计时 间系列较长的国家统

计局方面的耕地数据
.

1
.

2 资料及处理方法

( 1) 清代耕地数据处理

清代田亩数据反映的耕地数量失之过低
,

主要

受以下因素影响
:

第一
,

原额观念的限制
.

清兵入

关时
,

明宫赋额故籍绝大多数毁于战火
,

所谓
“

百

度废弛
,

惟万历时故籍存
” ,

于是
“

天下 田赋悉照

万历年间则例征收
’ ,

仁’ “ 〕
,

各地 土地丈量也长期 囿于

此
“

原额
”

8j[
.

第二
,

为平衡不同等级耕地的 田赋

而进行的折亩
,

也会影响实际 田亩面积
.

第三
,

田

亩统计时经常遇到隐匿
、

漏报等问题
,

也加大了统

计误差
.

此外
,

免科
、

各地度量单位差异对统计 也

造成极大不便
.

根据 《户部则例 》
、

《清实录 》等典籍所载
,

19 世

纪中后期中国内地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
.

近代学

者的多项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6[, `“
,

`3 」
,

并认为从该

时期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后 内地的耕地面积都变化不

大
.

严中平等和杜修昌的研究分别明确指 出
:

19 世

纪 70 年代起至 20 世纪 30 年代
,

国内除新垦区 (特

别是东北各省 )外
,

耕地 面积没有什么扩 展
,

相反

还时有下降 〔̀ 4
,

`5 」
.

尽管这样
,

这些数据仍能比较合

理地反映出各省耕地面积的时空 比例关系〔7 〕
.

计算清代耕地数量时
,

首先承认册载数据基本

能够反映耕地面积的总体变化趋势和 区域差别 ; 其

次
,

为与民 国时 期 数据 衔接方 便
,

将 同治 12 年

( 1 8 7 3 年 )各省册载 田亩数设为 1 0 0
,

计算其他时段

各省耕地面积 的比例
,

即耕地面积指数 (表 1 ) ; 再

厂厂~ 扮扮
19 49 19 52 19 7 8 19 9 7 19 9 9

年份

ǎ
飞月愁ùx
沈
彩目镇贾燕

图 1 1 9 4 9 年以后全国耕地总面积

( 2) 民国耕地数据处理

民国时期耕地数据主要 由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

所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根据各省农情报告员所呈报

的 1 53 2 份报告编制而成 [`。
,

`5 〕
.

这组数据较清代有所

改进
,

却仍没能摆脱传统田赋亩额的影响 8[]
.

其中
,

耕地面积增减趋势也以耕地面积指数形式表示
,

同治

12 年 ( 1 87 3 年 )的耕地 面积指数也被设 为 100
,

可直

接与清代的耕地面积指数衔接 (表 1)
.

( 3 ) 行政 区划问题

过去 3 0 0 年 间
,

我国 政区 范 围有较 大变化
,

进行全国范围的区域比较研究困难较大
.

本文选取

政区较 稳的清代
“

内地 18 省
”

为研究对象
,

相 当

于现今 中国除东北三省
、

内蒙古
、

新疆
、

青海
、

西

藏及台湾之外的部分 (图 2)
.

清末
、

民国及新中国

成立早期的数字 中
,

直隶省包括河北
、

热河和察哈

尔 ; 山西 省含 绥远 ; 江苏 省含 上海 ; 甘肃省含宁

夏 ; 四川省含西康
.

为保证前后数据一贯
,

现代耕

地统计时仍将河北
、

天津
、

北京合并
,

称为京津地

区
.

上海仍归至江苏省
.

宁夏与甘肃合并
.

鉴于康

熙初年后上述省份政 区基本稳定 [`“ 3
,

所以清代至民

国时期 的耕地时 空动态反映 于 18 2 0 年行政图上 ;

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按照现行行政讨论

t ) l a 二 1 0 2 r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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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7

1 6 6 1一 1 9 3 3年我国部分省区耕地面积指数 a)

行省
顺治 18 年

( 1 66 1年 )

康熙 24 年

( 1 6 8 5年 )

表 1

雍正 2年

( 1 72 4 年 )

乾隆 4 9年

( 17 8 4年 )

嘉庆 25 年

( 18 2 0年 )

同治 1 2年
b )

( 1 8 7 3年 )

光绪 13 年

( 18 8 7年 )

光绪 19 年

( 1 8 9 3年 )

民国 2年

( 19 13 年 )

民国 2 2 年

( 1 9 3 3年 )

四川省 2
.

5 6 3
.

7 2 4 6
.

36 9 9
.

5 9 1 00
.

4 8 10 0
.

0 0 10 0
.

0 7 10 2
.

0 0 10 4
.

0 0 11 0
.

00

贵州省 4 0
.

0 1 3 5
.

7 4 5 4
.

1 7 7 8
.

3 9 一0 3
.

0 4 10 0
.

0 0 10 2
.

9 6 1 1 5
.

0 0 r 2 1
.

0 0 13 0
.

0 0

湖南省 8 2 4 2 4 4
.

3 3 9 9
.

73 9 9
.

8 9 1 00
.

3 4 10 0
.

0 0 1 10
.

8 2 8 8
.

0 0 8 9
.

0 0 8 8
.

0 0

云南省 5 5
.

4 4 6 8
.

9 6 7 6
.

78 8 8
.

9 4 1 00
.

8 2 10 0
.

0 0 9 9
.

14 1 1 1
.

0 0 1 33
.

0 0 1 3 1
.

0 0

广西省 6 0
.

0 2 8 6
.

8 2 9 0
.

7 8 9 9
.

5 4 9 9
.

94 10 0
.

0 0 10 0
.

0 7 1 0 5
.

0 0 1 17
.

0 0 12 3
.

0 0

广东省 7 2 9 4 8 7
.

9 3 9 2
.

34 9 7
.

5 5 99
.

7 4 1 0 0
.

00 10 0
.

9 9 1 0 1
.

0 0 10 1
.

0 0 1 0 2
.

0 0

江西省 9 6
.

13 9 7
.

7 1 1 0 5
.

0 5 10 0
.

0 1 1 00
.

7 5 10 0
.

0 0 10 2
.

4 3 9 9
.

0 0 93
.

0 0 9 1
.

0 0

湖北省 9 0
.

0 2 9 1
.

2 5 9 3
.

2 0 9 4
.

5 8 9 4
.

9 1 1 0 0
.

00 9 9
.

6 2 1 0 4
.

00 10 9
.

0 0 1 2 8
.

0 0

河南省 5 3
.

3 8 7 9
.

6 6 9 1
.

76 10 1
.

7 7 1 08
.

2 7 10 0
.

0 0 9 9 8 1 9 9
.

0 0 1 17
.

0 0 1 1 5
.

0 0

山东省 7 5
.

2 8 9 3
.

96 1 00
.

8 0 9 3
.

9 3 8 9
.

7 3 1 0 0
.

00 12 7
.

8 9 1 0 3
.

00 10 5
.

0 0 9 9
.

0 0

直隶省 6 2
.

9 4 7 4
.

40 9 6
.

0 6 9 3
.

1 7 96
.

19 1 0 0
.

00 1 18
.

6 3 9 8
.

0 0 10 0
.

0 0 9 8
.

0 0

山西省 7 6
.

5 4 8 3
.

5 5 92
.

4 1 10 3
.

4 8 9 8
.

6 2 10 0
.

0 0 10 6
.

2 4 1 0 3
.

00 1 10
.

0 0 l tO
.

OO

安徽省 9 4
.

4 8 1 0 3
.

9 6 1 0 0
.

36 9 6
.

3 8 97
.

4 3 1 0 0
.

00 12 0
.

6 5 1 0 6
.

00 10 7
.

0 0 1 0 7
.

0 0

陕西省 9 2
.

3 6 1 1 2
.

6 7 1 18
.

6 3 10 0
.

7 5 1 18
.

3 8 1 0 0
.

0 0 1 18
.

3 9 9 8
.

0 0 95
.

0 0 9 1 0 0

甘肃省 5 7
.

19 4 3
.

80 9 2
.

58 4 8
.

6 9 10 4
.

7 8 1 0 0
.

00 7 1
.

2 7 1 1 6
.

00 1 17
.

0 0 1 1 5
.

0 0

福建省 80
.

5 2 8 7
.

1 7 1 0 3
.

57 9 9
.

8 6 1 10
.

38 1 0 0
.

0 0 10 4
.

7 0 9 6
.

0 0 92
.

0 0 8 1
.

0 0

江苏省 9 7
.

5 2 1 0 4
.

26 1 0 7
.

0 7 10 0
.

2 6 10 0
.

7 5 1 0 0
.

00 1 16
.

0 2 1 0 1
.

00 10 2
.

0 0 1 1 0
.

0 0

浙江省 9 7
.

4 9 9 6
.

7 0 9 8
.

92 9 6
.

8 7 98
.

9 7 10 0
.

0 0 10 0
.

8 4 1 0 2
.

0 0 73
.

0 0 7 8
.

0 0

总 值 12 8 7
.

2 3 7 1 3 9 6
.

58 2 16 7 4
.

7 4 3 1 6 9 3
.

6 55 18 2 3
.

5 1 6 18 0 0 19 0 0
.

5 5 3 18 4 7 18 8 5 19 1 0

a) 原始数据来源为
:

顺治 18 年
、

康熙 24 年
、

雍正 2年的资料据《清朝文献通考》卷 1
、

2
、

3
,

转引自 (中国历代户 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梁方仲
,

19 8 0 ) ;
乾隆 4 9 年据《大清一统志》 (四库全书版 )统计

;
嘉庆 25 年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统计

;
同治 12 年据 ( 户部则例 ) (同治 13 校

刊 )
,

转引自(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梁方仲
, 1 9 8 0) ;

同治 12 年 ( 18 87 年 )
、

光绪 19 年 ( 1 89 3 年 )
、

民国 2 年 ( 1 9 13 年 ) 和 民国

2 2 年 ( 1 9 3 3 年 ) 为民国主计处统计局资料
; b) 同治 12 年后的数字中

,

直隶省包括河北
、

北京
、

天津
、

热河和察哈尔
; 山西省含绥远 ; 江苏

省含上海 ;
甘肃省含宁夏

; 四川省含西康

表 2 1 6 6 1 一 1 , 33 年我国部分省区经校正后的耕地面积 (单位
:

10 00 h a)

行省
顺治 18 年
( 16 6 1 年 )

康熙 24 年
( 1 6 8 5年 )

雍正 2年
( 17 2 4 年 )

乾隆 49 年

( 1 7 84 年 )

嘉庆 25 年

( 1 8 2 0年 )

同治 12 年

( 1 87 3 年 )

光绪 13 年

( 1 8 8 7年 )

光绪 19 年

( 1 89 3 年 )

民国 2年

( 19 1 3年 )

民国 2 2 年

( 19 3 3 年 )

四川省

贵州省

湖南省

云南省

广西省

广东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山东省

直隶省

山西省

安徽省

陕西省

甘肃省

福建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平均值

1 4 0
.

2 6

7 3 2
.

2 3

2 7 3 5
.

5 8

1 3 5 7
.

8 8

1 5 4 3
.

0 6

2 3 8 9 8 1

2 5 7 8
.

6 6

3 6 2 8
.

6 3

4 7 9 0
.

0 5

5 5 8 1
,

8 7

4 6 6 0
.

42

3 3 3 0
.

9 9

4 5 2 7
.

8 8

3 5 3 9
.

5 6

3 5 3 0
.

4 3

9 8 7
.

9 9

5 2 0 7
.

7 2

19 7 3

2 9 57

2 0 3
.

7 3

6 5 4
.

1 2

14 7 1
.

5 3

16 8 8
.

8 6

2 2 3 2
.

1 0

2 8 8 0
.

9 7

2 6 2 1
.

0 7

36 7 8
,

3 0

7 14 7
.

6 0

69 6 6
.

7 7

55 0 8
.

4 5

3 63 6
.

0 2

49 8 2
.

0 6

4 3 17
.

8 0

2 70 3
.

6 1

1 0 69
.

5 3

5 5 68
.

0 0

19 5 7
.

1 6

3 2 9 3
.

7 6

2 5 37
.

9 7

99 1
.

4 2

3 3 10
.

7 5

1 88 0
.

5 8

2 3 33
,

7 4

3 02 5
.

6 1

2 8 17
.

9 2

3 7 5 7
.

12

8 2 3 3
.

7 7

7 4 7 3
.

64

7 1 1 2
.

82

4 0 2 1
.

52

4 8 0 9
.

47

4 5 4 6
.

1 3

5 7 15
.

0 3

12 7 0
.

7 9

5 7 17
.

8 5

2 0 0 2
.

0 4

3 97 5
.

4 5

5 4 5 1
.

8 1

1 4 3 4
.

7 5

3 3 1 5
.

90

2 17 8
.

3 1

2 5 5 9
.

1 5

3 19 6
.

22

2 6 8 2
.

8 2

3 8 12 7 6

9 13 1
.

5 6

6 9 6 4
.

1 3

6 8 9 8
.

6 2

4 50 3
.

0 7

4 6 18
.

9 7

3 86 0
.

9 9

30 0 5
.

6 6

1 22 5
.

3 0

5 3 5 4
.

10

1 9 6 0
.

7 1

4 0 0 8
.

60

55 0 0
.

8 2

18 8 5
.

9 6

33 3 1
.

0 1

2 4 6 9
.

2 0

2 5 6 9
.

3 0

32 6 7
.

9 1

27 0 2
.

6 4

3 8 2 5
.

9 1

9 7 1 4
.

83

6 6 5 2
.

99

7 1 2 1
.

90

4 2 9 1
.

7 3

4 6 6 9
.

2 1

4 5 3 6
.

5 6

6 4 6 7
.

9 5

13 5 4
.

3 2

5 3 8 0 4 4

2 0 0 3
.

1 2

4 3 1 9
.

2 1

5 4 7 4
.

50

1 8 30
.

3 4

3 3 1 9
.

66

2 4 4 9
.

19

2 5 7 0
,

8 8

3 2 7 6
.

45

2 6 8 2
.

5 3

4 0 3 1
.

0 7

8 9 7 2
.

9 3

7 4 14
.

4 8

7 4 0 4
.

1 9

4 3 5 1
.

6 9

4 7 9 2
.

3 8

3 8 3 2
.

16

6 1 72
.

7 7

12 2 6
.

9 8

5 3 40
.

32

20 23
.

9 8

4 2 8 7
.

0 3

54 7 8
.

5 0

18 8 4
.

6 0

36 7 8
.

8 0

2 4 2 8
.

2 0

25 7 2
.

6 9

33 0 8
.

8 9

27 4 7
.

7 0

4 0 15
.

9 0

8 9 56
.

0 0

9 4 82
.

7 0

8 78 3
.

3 0

4 6 2 3
.

1 3

5 7 8 1
.

8 0

4 5 3 7
.

0 0

4 3 9 9
.

5 0

12 8 4
.

6 4

6 19 5
.

7 7

2 0 4 1
.

0 0

4 5 6 6
.

6 7

5 5 8 3
.

9 9

2 1 0 4
.

8 9

2 9 2 1
.

30

2 7 1 8
.

6 0

2 6 9 9
.

4 2

3 3 0 9
.

2 1

2 6 5 5
.

7 0

4 1 9 2
.

3 1

8 8 8 3
.

2 0

7 6 3 6
.

9 1

7 2 5 6
.

1 0

4 4 8 2
.

2 4

5 0 7 9
.

9 3

37 5 5
.

5 1

7 16 0
.

4 2

1 1 77
.

9 0

5 3 9 3
.

7 2

20 64
.

4 6

4 3 9 3
.

10

5 6 9 3
.

4 8

2 2 14
.

7 1

2 9 54
.

5 0

3 2 5 7
.

4 2

30 0 7
.

9 2

3 30 9
.

2 1

2 4 9 4
.

7 5

4 3 9 3
.

8 7

10 4 98
.

3 3

7 7 8 5
.

2 0

7 4 04
.

19

4 7 8 6
.

86

5 1 2 7
.

85

3 6 4 0
.

5 5

7 2 2 2
.

1 5

1 1 2 8 8 2

5 4 4 7
.

1 3

14 7 7
.

5 1

4 5 4 6
.

9 1

6 0 2 1

2 3 7 9

9 5

4 4

2 9 2 1
.

30

3 20 8
.

4 3

3 1 6 2
.

1 8

3 3 4 1
.

9 8

2 4 4 1
.

1 0

5 15 9
.

7 7

10 3 1 8
.

8 7

7 3 4 0
.

3 3

7 2 5 6
.

1 0

4 7 8 6
.

8 6

5 12 7
.

8 5

34 8 7
.

2 6

72 8 3
.

8 7

9 9 3
.

8 5

5 87 4
.

3 5

1 57 8
.

7 0

4 5 93
.

5 7

R0 6
ù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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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2研究区位置图

( a) 清代
;( b) 现代

2过去 300年以来我国耕地资源数量的时空

动态

依照上述数据
,

不仅可以进行清代 以来我国耕

地资源的总体变化趋势分析
,

还可对其 区域差异进

行深入研究
,

了解过去 300 余年间耕地资源数 量的

时空动态特征
.

2
.

1 耕地资源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将 1 661 一 19 3 3 年之 间的耕地面 积指数与 1 9 4 9

年以后部分衔接
,

计算各省 区最近 3 00 年 间各年度

耕地面积指数的平均值
,

该值可较好反映其 间整个

研究区耕地资源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

增加速率趋缓
,

并有一定波动
.

同治
、

光绪年间耕

地面积指数达到最大值 1 07
.

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

期耕地面积指数开始下降
,

新 中国建立时重新达到

最大值
,

此后基本持续下降
.

但局部时段的耕地面

积指数有较大起伏
,

如 1 7 8 4 年前后
、

19 世纪中期
、

19 世纪末期等时段耕地面积的下降趋势很明显
.

1 15

10 5

9 5

8 5
叼丫廿叮、 菜
一一 一

线性拟合 R Z = 住3 741
· ·

… … 二次函数拟合 护
二 仓 9 3犯

17 2 4 182 0 1 88 7 19 1 3 19 52 19 9 7

2
.

2 过去 3 00 年间我国垦殖强度的区域差别

将上述数据输入相关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

处理

后得到 1 6 6 1年 (顺治 18 年 )至 19 9 9 年之间各省区耕

地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趋势如图 4
,

5 所示
.

其中
,

图 4 的 4 个图幅分别表示 1 6 6 2 一 17 8 4
,

1 7 8 4

一 1 8 8 7
,

18 8 7 一 19 3 3 及 29 5 2 一 1 9 9 9 年之 间各省区

平均垦殖率的时空变化特征
.

图 5 用耕地面积指数

的年变化表示各省区 16 61 一 1 9 9 9 年之 间耕地资源

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

研究中采用各省 区多年平均土地垦殖率 (耕地

面积 /土地总面积 )的差异来表征耕地资源的空 间分

布特征
.

计算结果表 明
:

各地土地垦殖具有非常明

显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规律
.

可按照平均垦殖的变化

将研究区分为东西两部分
,

西部地 区的垦殖率远较

东部地区小
.

西部地区的最 小垦殖率仅 6 %
,

但东

部的最大值可达 55 %
,

充分说明东
、

西部地 区土地

垦殖强度差别极大
,

但是早期 区域农业的发展水平

更为不均
,

此后东西差距有所缩小
.

东西 内部又有各 自的分异规律
.

西南地 区的云

南
、

贵州和四川等省份的垦殖率最小
,

其次是西北

的甘肃省
.

在东部
,

华中和东南沿海地 区的垦殖率

较华北地 区腹地的山西省和直隶 (京津地 区 )小
.

黄

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 区等传统农业 区的垦殖率最

大
.

这些地 区一般都是 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 区
,

一方面垦殖难度小 ; 另一方面
,

传统垦殖和开发技

户尸一了O

..卜片.IJ̀U
口̀ō、à
l月了

.

Zn

揍撅把涸

年 份

图 3 1 6 61 一 1” , 年间各省区耕地面积指数变化

对耕地面积指数变化趋势线分别进行线性和二

次多项式拟合 (图 3)
,

前者说 明在 16 61 一 1 9 9 9 年之

间
,

各省区平均耕地面积总体趋于增加
.

二次多项

式的拟合结果进 一步说 明这种变化 呈抛 物线形式
.

拟合函数可以表示为

夕 = 一 0
.

5 6 x 2 + 9
.

9 6 x + 6 3
.

17

其中 y 代表耕地面积指数
,

x 为对应的年份序数
.

显然
,

康
、

雍
、

乾时期耕地面积增 加率最大
,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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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起到重要作用
.

清代和现代两幅图相 比较后可

以发现
,

土地垦殖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相似性
,

现

代贵州省的垦殖水平显然有所上升
,

但相对而言现

代甘肃省的垦殖程度还时有降低
.

16 5 0 1 8 00 19 5 0 16 5 0 18 0 0 19 5 0 16 50 18 0 0 19 5 0 16 5 0 18 0 0 1 9 50 16 5 0 18 0 0 19 5 0 16 5 0 ] 8 0 0 19 5 0

粼职彩厄城猫

1 6 50 18 0 0 19 5 0 1 6 50 18 0 0 19 5 0 1 6 50 18 0 0 19 5 0 16 5 0 18 0 0 1 9 50 16 5 0 18 0 0 19 5 0 16 5 0 1 80 0 19 5 0

1 6 50 18 0 0 19 5 0

年份

1 6 50 18 0 0 19 5 0

年份

16 5 0 18 0 0 19 50

年份

16 5 0 18 0 0 1 9 50

年份

16 5 0 18 0 0 19 5 0

年份

16 5 0 1 80 0 19 5 0

年份

图 4 1 6 6 1一 1 9 9 9 年间各省区耕地资源时间变化特征示意

( a ) 四川 ; ( b ) 贵州
; ( c ) 湖南

; ( d ) 云南 : (
e

) 广西 ; ( f ) 广东 ; ( g ) 江西 ; ( h ) 湖北 ; ( i ) 河南 ;

( j ) ilJ 东
; ( k ) 直隶 /京津

; ( z) lLJ 西 ; (m ) 安徽
; ( n ) 陕西

; ( 。 ) 甘肃
; ( p ) 福建 ; ( q ) 江苏

; ( r ) 浙江

2
.

3 3 0 0 年来各省区耕地资源的时间变化特征

采用各 地不 同时期 的耕地面 积指数可 以说 明

3 0 0 年来耕地 资源的时间动态
.

由上文分析可知
:

各地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比较 明确
,

但是

由于各地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

这种变化趋势

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

( l) 清代
:

由于受明末战乱影响
,

大量农 田被

荒废
.

及至康熙初年
,

社会秩序 逐渐恢复
、

稳定
,

但增加耕地面积 的大部分 只是恢复以 前耕地而 已
,

也称作
“

复原性
”

垦殖 61[
.

之后随着人 口数量的大

幅上升
,

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垦殖扩展
,

亦

即
“

拓展性
”

垦殖 6[]
.

相对而言
,

这一时期西部地

区耕地资源的数量变化更加剧烈
、

明显 ; 相反
,

东

部地 区的变化较 慢
、

幅 度也 小
.

特别 是 四川
、

贵

州
、

甘肃等省份
,

耕地面积变化尤其明显
.

1 7 2 4 年

之后
,

这些省区的耕地面积开始猛增
.

这正是清代

人口 数量增加最快的时期
,

外地大量人 口涌入以上

省份
,

一时间
“

棚民
”

众多
,

数以百万计
,

他们以

极端的方式清除林木
、

开辟农 田 〔̀ 7 1
.

虽然社会生产

得到一定发展
,

但却为此付出自然生态惨遭巨大破

坏的代价
.

值得一提的是
,

清前期
,

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

幅度较大
,

主要是 由于明末张献忠领导大规模的农

民起义时以空前杀戮著称
,

结果造成四川境 内若干

地区的人口真空 〔̀ “ 」,

加之清前期政府连年征战的影

响
,

致使当地耕地面积基数随之大幅减小
,

至清前

期 已经所剩无几
.

虽然清代官方档册对 明末农 民起

义影响有所夸大
,

但 当时四川人 口锐减却是不争的

事实〔`9 〕
.

这才有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四川方志所记载

着的多次
、

长时间的移民资料 〔̀ “ j
.

清前期之后的一段时期
,

许多地区的耕地面积

开始持续增长
,

直至晚清这种增长势头才 由于社会

经济等因素影响而受到遏制
.

( 2 ) 现代时期

图版 I 和图 4 表明
,

民国时期各地的耕地面积

变化起伏较小
,

数量相对 比较稳定
.

建国以来
,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耕地面积具有持

续下降的特征
.

东部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
.

特别是

近 20 年以来
,

东部地区耕地 面积的减幅更大
.

但

是
,

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的耕地面积却有一定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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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表现
,

如云南
、

四川
、

甘肃和广西等省区
.

对于

这一时期的耕地变化我们有另文详细讨论
,

此处不

再赘述
.

3 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3
.

1 人 口 数量

在中国历史上
,

耕地面积随人 口 数量增 加的趋

势明显
.

图 5 反映了清代至民国年间全国人 口数量

与耕地 面积之 间的相关关 系〔’ 2, “” 〕
,

可见人 口 不断

增加是垦殖扩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一砷一一一一卜卜一一一一一令一一一一一冲一一一一
~~~ 沪一司卜一一一一一闷闷`̀ 睁一一一一娜卜一一一

崛彰二长\彩旧蒸裂

年份
-州卜- 耕地面积 (亿 亩)

~
人日 数量 (亿人 )

图 5 清代至民国年间全国耕地面积

与人 口数里之间关系示意图

有清一代
,

全国人 口相 继突破 2 亿
、

3 亿和 4

亿大关
,

从 1 7 4 1年 (乾隆 6 年 )至 1 8 4 0 年 (道光 2 0

年 )鸦片战争爆 发时
,

全 国人 口从 1
.

4 亿增 至 4
.

1

亿 2l[ 〕
.

1 00 年 内
,

人 口增加 了 3 倍
,

平均每年增加

27 0 万人
,

年增加率为 18
.

S Woo
,

对耕地 的需求空前

增加
,

是垦殖扩张的根本原因
.

人 口增长对于耕地

面积的影响以乾嘉时期 最具代表性
,

一些地区的土

地开发已达饱和
,

直隶
、

山东 以及江南地区都 已人

满为患
.

现 有土地不足以养活 当地人 口 时
, “

其近

山者
,

争觅 地于 闲 旷之 地
”

.

再 后来
“

悬 崖 幽壑
,

糜不荃其黯
,

焚其芜而辟之 以为 田
” 〔̀ 3〕

.

最后
,

山

区也被开发殆尽
,

只好移民东北
、

内蒙和四川等地

广人稀之地
,

从事新的垦殖活动
.

人 口 的迅猛增长

导致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
,

开垦潜力降低
,

地价也

扶摇直上
.

第一
,

赋税制度改革
:

鉴于 当时社 会现状
,

实

施
“

轻摇薄赋
” 、

进行赋税改革是最佳选择
.

清初

赋税制度实际在许多方面因袭明代
,

如在原额方面

的以讹传讹
、

以役从 田的具体做法
,

等等
.

顺治时

期
,

清政府在赋税制度上也有所作为
,

比如
,

对豪

户抗粮有一定触动
,

将 田赋与田地产权相联 系
,

纳

钱粮者为民地
,

反之为官地
,

也能刺激农户交纳 田

赋 [` 2 ]
.

1 6 5 4 年完成重修的《赋役全书》对 于农民的

剥削较之明代也有较大程度减轻
.

康熙以后赋税政

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较大幅度地减免赋税上
.

这些

政策措施的颁布实施刺激了农 民的垦殖热情
,

是耕

地面积激增的重要原因
.

第二
,

丁役制度改革
:

除镯免赋税外
,

清代在

解决
“

丁役
”

或丁税问题上较以前有重大突破
.

其

中
, “

摊丁入亩
”

的影响最大
.

它是指 田赋和丁役

合一的税收政策
,

其直接结果是
“

滋生人丁
,

永不

加赋
” ,

对于简化赋税制度
、

减轻底层社会的经济

负担等都有 帮助
.

虽然摊丁入 亩提法 始于康 熙初

年
,

但是起初因遇到统制集团方面较大 的阻力
,

部

分地区实施较晚
.

这却丝毫没有减小它对于发展农

业生产和鼓励土地垦殖的巨大作用
.

第三
,

鼓励垦荒和河道治理
:

清政府为鼓励垦

荒除上述税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外
,

还煞费苦心
,

进

行了诸多其 他尝试
,

如康熙 中期就有推 迟起 科年

代
、

奖掖垦 殖官吏
、

实行
“

更 名田
”

(把明朝藩王

的土地给予
“

原种之人
” 、 “

改为民户
”

)等方法 〔22j
.

这是当时四川
、

云南
、

陕西等省份耕地面积快速增

加的原因之一
“

三藩
” 、

河务和槽运是康熙一生重点解决的 3

件大事
,

这个时期的治河成就甚高
.

康熙任命的河

督靳辅和民间治黄专家陈演在黄河
、

淮河治理上取

得较大成功
,

扭转了沿岸地区多年以来旱涝灾害频

繁
、

水土流失严重的局面
,

相关地区如河南
、

江苏

的耕地面积随之增加
.

3
.

2 政策因素

受明末战乱影响
,

清初全国百业凋敝
,

大量人

口死亡逃徙
,

农业生产遭受重创
.

据 (皇清奏议 》
、

《清世祖实录 》等记载
,

当时一些传统农业发达地 区

如直隶
、

山东
、

河南
、

江南等
“

一望极 目
,

田地荒

凉
.

四顾郊原
,

社灶烟冷
” ; “

十亩 之田
,

止种一
、

两亩
”

.

湖南
、

两广等地 更是
“

弥望千里
,

绝 无人

烟
”

.

政府为民间刺激垦殖
,

恢复生产
,

稳定民心
,

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

制订相关农业政策
.

3
.

3 战争和社会动乱影响

近 3 00 余年中
,

中国不幸经历许多战乱
,

有些

涉及地域甚广
,

影 响众多人 口
.

战争对于耕地资源

数量和人们的垦殖活动影响也很大
.

其 中
,

以下几

次大规模战争更是影响深远
.

第一
,

平 定
“

三藩
” :

平定吴三桂
、

耿精忠以

及尚可喜
“

三藩
”

的战争始 于 17 世纪 70 年代
,

16 81 年 (康熙 20 年 )大功告成
.

这次战争主要波及

南方诸省
,

使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 响
.

清兵与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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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部的主战场在湖南
、

云南
,

耿精忠占据广西
、

福

建
,

尚可喜
、

尚之信父子盘踞广东
.

由于吴三桂党

羽
、

陕西提督王辅 臣叛于宁羌
、

杀清朝经略大臣后

攻陷兰州
,

使西北局部地 区牵连其 中
,

甘肃省 的农

业垦殖受其影响
,

耕地面积随之减小
.

此 间
,

涉战

省份的耕地面积均有减小
,

将战争刚结束时的 1 6 8 5

年内地 18 省各省耕地面积分别与该省多年平均值

比较
,

结果多数涉战省份当年耕地不但远小于均值

(图 6 )
,

一 些省 份 的耕地 面积 也 比战争开始 前 的

1 6 6 1 年的数值要低
,

如贵州
、

湖南和甘肃等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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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6 85 年耕地指数 . 多年平均值 省份

图 6 1 6 8 5 年各地耕地面积与多年平均值对比图

第二
,

18 世纪 中后期民间动乱
:

康雍乾盛世之

后
,

清代由胜而衰
,

政府机构逐渐腐败
、

社会矛盾突

出
,

民间多次出现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

比如白莲教

起义
、

王伦起义
、

天地会起义
、

回民起义等均爆发于

此时
.

虽然其中多数起于边远地区
,

但是内地也饱受

影响
.

这使耕地面积减小较多
,

图 3 中 17 84 年的耕

地面积指数小于前后年份的事实可以由此解释
.

第三
,

太平天国运动
: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

运动前后持续近 20 年
,

转战全国 18 个省 区
,

是 中

国近代破坏性较强的一次战乱
,

严重影响到当时的

农业经济和土地垦殖
.

19 世纪中期东部地 区垦殖的

降低与之密切相关
.

战争中涉战较多的沿海省份所

受影响更大
,

如 19 世纪 中期安徽
、

湖北
、

江西
、

江苏等地的垦殖增长速度远低于广大西部地区
,

受

太平天国战乱所累应该是其主要原因 (图版 工 )
.

此外
,

研究时段 内爆发的其他战争
,

如鸦片战

争
、

国内军阀混战
、

抗日战争等也对 中国近代的农

业经济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角洲地区自然灾害与粮价间关系的分析 充分说明
,

自然灾害也是垦殖强度的决定因素之一
第二

,

作物引种
:

以偏僻山区和河湖海滨为对象

是清代垦殖扩张主要表现之一 于是
,

作物的适应性

成为关键
.

玉米 (又称玉蜀黍
,

2较又 从u 巧 )和 马铃薯

(肠及之n u m ut b曰切 u m )因适应性较强而成为当时扩展种

植的主要作物
.

玉米虽然早在元代就 已经 由西亚 引

入
,

但是真正推广种植却是 16
,

17 世纪的事情
,

马

铃薯的引种更晚山 〕
.

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 自然条件

的要求较为低
,

但得薄土
,

即可播种
,

因而种植扩张

极快
.

据史料记载
,

清初至清代中期陕西
、

四川
、

贵

州
、

浙江和两广山区主要种植的作物便是玉米和马铃

薯
,

是当时
“

棚民
”

生活的主要依赖 6[]
.

3
.

4 其他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
,

自然环境因子变化
、

作物引种

等也是影响近代农业垦殖的重要因素
.

第一
,

自然原因
:

气候变化和 自然灾害是影响

土地垦殖最直接的因素
.

王业键等对清代中国气候

变迁
、

自然灾害与农业 经济关 系的研究结果表明
:

虽然长期的气候变迁与农业经济没有直接关系
,

但

是中国华北
、

东北地 区的旱涝灾害却与中等时间尺

度的冷暖周期相关 〔231
.

冷期的旱涝灾害 比暖期多
,

致使气候冷暖变化影响到农业垦殖
.

他们对长江三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恢复和分析了最近 3 00 余年中

国内地耕地资源的时空动态特征
.

主要结论如下
:

( 1) 近 3 00 年以来
,

耕地资源数量总体趋于增加
.

其中
,

清前期耕地面积扩展较快
,

至 19 世纪中后期基

本稳定下来
.

新中国建立以后则开始持续下降
.

( 2) 耕地资源的空 间分异明显
.

东部地 区的垦

殖强度一直比西部地区大
.

从变化上说
,

清初西部

地 区的垦 殖增强更加 明显
,

特别表现 在 四 川
、

云

南
、

贵州和甘肃等省份的垦殖扩张上
.

( 3 ) 影响研究时段上农业垦殖的原因复杂多样
.

但是
,

人 口
、

政策
、

战争
、

自然环境条件变化和作

物引种是几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 4 ) 由于数据限制
,

本文仅对原始数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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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处理
,

如能分门别类地从影响各地耕地资源数

量统计数据精度的具体原因出发进行更加细致 的校

正
,

结论将更加准确
、

可信
.

这也是以后值得进一

步探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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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

利用生物系统相关的高水平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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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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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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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和实验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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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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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排序与后基因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数据
,

使得生物科学的发展 日趋定量化
.

B B S R C 将生物科学未来 10 年的

发展方向归结为
“

可预知生物科学
” ,

并随之提出了 2 0 0 3 一 2 0 0 8 年的战略计划
,

确定了未来 5 年的资助重点
.

B B S R C 战略计划的实施效果取决于 已有的资金和未来支出评估的结果
.

根据 2 002 年度支出评估结果
,

已确定未来几年
B B S R C 总的经费为

: 2 0 0 3 一 2 0 0 4 年 2
.

6 5 亿英镑
,

2 0 0 4 一 2 0 0 5 年 2
.

8 7 9 亿英镑
,

2 00 5 一 2 00 6 年 3
.

2 9 2 亿英镑
.

BB SR C 将

在战略计划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资助方案来保证对优先领域的重点支持
.

1 理事会确定了 4 个优先资助领域及重点研究内容
:

1
.

1 集成生物学

( 1) 从分子到群体的角度
,

特别是通过数学模拟
、

多学科交叉 以及从建立合适的全生物学研究的角度去进一步理解微生

物
、

植物和动物 ;

( 2 ) 充分利用已有的基因组序列
,

进一步了解在不同物种间或物种中序列的变异及其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 ;

( 3) 深化对转录和细胞功能间关系的研究
,

重点是通过利用先进蛋白组学及大量蛋白质结构
,

从分子到整个细胞的层面

上理解蛋白质的功能及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 ;

( 4) 在转录组学
、

生物数据管理及分析方面建立研究基础
,

建立用于研究植物和微生物代谢组的国家资源和研究中心 ;

( 6) 深入了解染色体结构和表观遗传学在基因表达中的作用 ;

( 7) 充分利用模式生物
、

已测序的基因组和 比较基因组学
,

加快对有商业前景的物种的研究 ;

( 8) 推进从对信号通路的分子水平研究到对生命过程协调的理解
,

深入了解细胞膜在信号应答方面的作用 ;

( 9 ) 资助对减少动物实验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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