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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土壤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其与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的目标、原则及评
价过程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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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壤作为提供人类生息的资源，越来越暴露
出不堪重负的迹象，可耕作土壤面积的减少、土壤的流失和退化、土壤污染、沙化、盐碱化
等一系列制约土壤生产力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已成为农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当
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组织正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并
且已将立足点放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上．1992年6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会议围绕持续发展这一主题，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二十一世纪议程》（21
AGENDA ） 〔7〕，这也为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充分认识土
壤资源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永保其可持续利用的潜力，对社会、经济、环境
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土壤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其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我

国国情而言，农业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作用更为突出．在我国的《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谈到“九五”计划和以后十年经济建
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时，特别强调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一
是要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为解决粮食问题所提出的主要措施当中，大力
改造中低产田即是主要措施之一．这充分说明了土壤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土壤是农业
的基础，我国古代，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就是以培肥土壤为中心而进行的〔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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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由此可见，土壤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
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在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目标当中，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农业研究小组（ CGIAR）的技术咨询委员会（ T AC）对可持续农业的定
义为：成功地管理各种农业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人类需求，而同时保持或提高环境质
量和保护自然资源．由此可知，维持稳定的土壤肥力，保持养分的再循环利用，提高土壤环
境质量应是可持续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可持续农业是一项长远而全面的发展战略，应当
充分认识土壤资源的自然、历史、生物学持性，并将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放在应有
的高度，人类拥有的土壤资源毕竟是极其有限的，土壤肩负着世界的未来．

2 土壤可持续性利用评价
现今，荒漠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由此而造成的土地退化正

受世人所注目．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2年的最新估计，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3592
万方平方公里）的土壤遭受危害，并正在退化．土壤的可持续利用是指土壤保持其良好的
物理、生物、化学及高的生产力特性．因此，在当今由于粮食问题而迫切要求人、地协调发
展的今天，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将对全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1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原则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壤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评价的过程中，
首先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6〕：
（1）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在确定的土壤区域上进行．
（2） 、在决定土壤可持续利用时，应认识到土壤的可持续性和土壤利用具有同等重要性．
（3）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与时间尺度紧密相联，在一个不甚明确的时间尺度上预测可持
续性是不现实的．
（4）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与空间尺度紧密相联，只有明确评价的空间范围，可持续性评价
目标才更为明确．
（5） 、土壤可持续性评价应根据土壤的物理、生物、化学、社会、经济特性来制定．

土壤的可持续性利用具有区域性，在一个地方成功的土壤利用模式，是依据于该地区
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如气候、土宜性、甚至于劳动力数量、素质、市场各子系统及运输
等因素，应将不同的地方的土壤利用的各种限制因素考虑在内．
（6） 、土壤可持续性评价是一个多学科的行为．

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特性与其可持续性利用息息相关，另外，在整个生态系统
中，土壤与其它环境因素（水、气）等互为一体，甚至与社会经济相关联，因而进行可持续评
价时，各方面都需专门调查．
2．2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目标

许多证据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已超过了生态界限，其中，土地退化速度的加快和土壤
肥力的下降是其中两个主要的因素〔5〕．土壤可持续利用应是结合农业科学技术、政府政策
及人为活动目标，使其生产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将土壤的社会经济属性与环境特性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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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土壤可持续利用应达到如下五个目标：
ꆤ保持或提高土壤生产力
ꆤ减少土壤生产力降低的各种潜在危险性
ꆤ保持土壤资源的质量与潜力，防止土壤退化
ꆤ减少土壤利用对环境的负影响
ꆤ社会经济可承受性

这五个目标是土壤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支柱，五者融为一个整体．
2．3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框架

在进行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时，应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尽可能将影响土壤可持续利
用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并得到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利用指标及临界值．土壤可持续利用评

图1 土壤可持续利用评价框架

价框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在进行土壤可持

续利用评价时，首先应明确评价
的目的，然后全面收集有关评价
地区所有影响土壤可持续利用的

各种因素，包括有关的历史资料，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从而
获得土壤可持续利用的指标及临

界值，这一部分是整个评价的核
心．经过综合分析以后，即知道评
价地区土壤可持续利用的程度与

可能性，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检
验该评价的有效性，同时在反馈
的过程中得到修正和调整．

3 我国土壤可持续
利用的几个对策

3．1 树立土壤可持续利用的环
境观念

土壤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
基础〔2〕．土壤可持续利用不仅意
味着其自身生产力的维持，在更大程度上还意味着自身生态功能的改善和提高，尤其是土
壤肥力的提高与发展．我国人均耕地仅0．08公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有限的
土壤资源当中，因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的原因，我国土壤退化面积已达3．26亿公顷〔3〕．
另外，受工业“三废”的污染，土壤受污染面积也正在扩大．如此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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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土壤利用时，一定要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利用的观念，使土壤在被人类利用的同时，
生态功能逐渐改善．
3．2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促使土壤朝培肥的良性方向发展

我国农业经济朝以提高效益为核心的目标迈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
规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
的时期，应充分重视政府政策的引导功能，使农民在使用土地的同时，防止它们只顾种地，
不顾养地的短期目标和行为．因此，保持政策的稳定，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建立土地使用
权的流通机制，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将是今后土地使用的发展趋势．对在使用
土地时注意培肥土壤，提高土壤肥力的土地经营者，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激励政策，这将对
土壤的可持续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3 提高化学肥料的利用率，重视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的研制与开发，提高土壤生态环
境质量

在我国，化学肥料所起的作用占粮食增产的40～60％，目前我国化肥生产量为2000万
吨，但就我国国情而言，提高化肥利用率对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具有现实意义．随着
人们对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食品的不断需求，这同时也对土壤的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而，因地制宜进行各种对土壤生态环境无负效益的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的研制与
开发，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土壤的生态环境质量．
3．4 重视有机肥料在土壤培肥中的作用

土壤—植物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生态循环良性程度是土壤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
资料表明，仅施用化学肥料和矿产肥料，易造成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土壤中的中量和微量
元素不平衡，降低了土壤的生产率．施用有机肥，能使土壤有机质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这对土壤保持其良好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状具有良好的培肥作用．
3．5 逐步实现土壤肥力的动态监测

由于我国现阶段土地的使用主要采用农户分散单独经营的方式，耕作全凭经验，实行
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土壤肥力分析测定还存在着实际困难，实行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就显得
尤为迫切．在逐步实现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同时，应加强土壤肥力的动态监测，以便
及时发现土壤利用中的肥力动态变化情况，更好地采取培肥措施和科学配方施肥．
3．6 造林护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森林在治理水土流失，防止土壤沙化，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我国目前森林的覆盖率仅为13．4％，大大低于31．4％的世界平均水平，占国土面积
50％的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其森林覆盖率还不到1％．因此，加强现有森林资源的科学
管理，进行大规模的工程造林，将是土壤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
3．7 重视土壤利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在土壤的利用过程中，由于化肥、农药等物质不断输入土壤，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
变化，其参入土壤—水体—大气系统的物质与能量循环．在人类认识到 CO2的温室效应之
后，土壤产生的 CH4、N2O 气体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效应现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土壤 NO—2盐流失对水体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在土壤的利用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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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土壤利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总之，在使用土壤时，保持并提高土壤肥力，协调土壤水、肥、气、热四大肥力因素，使

土壤在利用的过程中持续实现其高生产力性，对自然灾害的抗逆性，防止土壤退化，减少
土壤利用对环境的负影响，并使其利用方式为社会经济可承受，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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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soil in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soil 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is-
cussed in this paper．Furthermore，the objective of soil sustainable utilization，principle
and evaluating process are studied．Combining w ith condition in our country，several
countermeasures for stimulating soil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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