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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用地分等的耕地产能监测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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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一个基于农用地分等的耕地产能监测体系，结合中国农用地分等和产能核算工作进展，确定了耕地产

能监测的相关定义和原则。在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理论框架下，设计了耕地产能监测的体系，构建了监测样点与监

测样区相结合、重点监测和基线监测相结合的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流程。基于农用地分等的耕地产能监测体系主要解

决了监测样点与非监测样点的关系问题，耕地等别及其产能渐变与突变的监测问题和传统监测方法与新技术手段相结合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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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05年12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而且决不能

搞账面平衡，必须做到面积和产能的双平衡”。目前，耕

地面积问题研究已经比较深入【1，21，而耕地产能【3】监测研

究尚未深入开展【4，卯。当前在中国开展基于农用地分等的

耕地产能监测体系研究，已经具备了耕地面积数据、等

别数据和组织基础等3个有利条件。首先，全国土地详

查及以后逐年进行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与监测工作，奠

定了中国耕地的面积数据基础；其次，“十五”期间开展

的全国农用地分等工作[61，奠定了中国耕地等别数据基

础：最后，2005年9月，经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批准，国

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增设土地评价处，承担全国农用

地资源安全预警系统及农用地质量动态监测体系的建立

和日常监测工作，为系统开展中国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

测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但是，当前开展耕地等别及其

产能监测研究，技术方法还是主要的限制性因素之一。

虽然早在1999年国土资源部就开始了土地利用动态遥感

监测项目，奠定了先进技术在土地利用监测领域内的地

位，但是实践表明，土地遥感监测技术还不能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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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面积精度等问题【71，更不用说是耕地等别及其产能

的变化问题。在耕地产能监测体系中。必须着力解决监

测样点与非监测样点的关系问题、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的

渐变与突变的监测问题和传统监测方法与新技术手段有

效结合的问题。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出定义、确定原

则、设计监测体系和流程，构建一个能够解决上述3个

问题的基于耕地等别的农用地产能监测体系。

1 农用地分等和产能核算进展

农用地分等，截止2006年，全国31个省(区、市)

已经部署完毕。目前，河北、河南、湖北等14个省份的

农用地分等国家级汇总成果已经完成，2007年还要新开

展北京、贵州、江西等7个省份的农用地分等国家级汇

总工作，预计到2009年将形成整装的国家级农用地分等

成果。农用地产能核算，在2006年完成河南、河北、湖

北3省试点的基础上，2007年将开展江苏、湖南、安徽

等7个省份的农用地产能调查与评价。如何依据农用地

分等得到的等别评价嗍成果，建立中国的耕地产能监测体

系，使中国耕地评价的成果更好的应用在耕地资源的日

常管理工作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耕地产能监测相关定义与原则

2．1 耕地产能监测相关定义

耕地产能监测体系：周期性地监测由于占、毁、调、

退、开发、整理、复垦和生产条件改变等原因引起的耕

地产能不因农作物栽培措施而逆转的衰减或提高，并据

此对中国耕地产能做出动态评价。

常规监测对象：主要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等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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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相对稳定或渐变的耕地。

特殊监测对象：受人为因素影响或自然灾害等因素

影响，短时间内数量、等别及其产能出现急剧变化的耕

地。

监测周期：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的监测周期为1 a，从

上个监测年的11月1日开始，至监测年的10月31日结

束。

监测时点：监测周期内对监测样点或监测样区进行

监测的具体时段，依据监测区域耕地利用类型的差异确

定，一般一个监测区域有1--一4个监测时点。

等别主导因素：决定耕地等别发生不因农作物栽培

措施而逆转的因素。

监测样点：具有确定等别和确定等别主导因素的一

个代表性的农用地分等单元。

等别类型：具有一定等别和一定的等别主导因素，

以一个或多个监测样点为代表的一类耕地。

监测样区：在空间上连续分布，具有一定几何形状，

具有一定面积和同一等别类型的农用地。

监测区域：实施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的行政单位。

基线监测：为确定常规监测对象等别及其产能变化

所进行的监测。

重点监测：为确定特殊监测对象等别及其产能变化

所进行的监测。

2．2耕地产能监测原则

基线监测与重点监测相结合。常规监测对象实施基

线监测，依据农用地产能核算方法进行【3】o特殊监测对象

实施重点监测，依据《农用地分等规程》[61规定的分等方

法全面调查与评价。在一个监测周期内，基线监测和重

点监测可能共存，不同监测周期，常规监测对象和特殊

监测对象可能会相互转换。

长远效益和近期效益相结合。实施基线监测，实现

长远效益，为揭示中国耕地的等别及其产能演变规律，

为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服务。实施重点监测，

实现近期效益，为区域耕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

护服务。

点状监测与面状监测相结合。每个县(市、区)设

置30-一100个监测样点和3—5个监测样区。

定位监测与随机监测相结合。定位监测，为基线监

测中的样点监测和样区监测，长期进行；随机监测根据

需要进行，抽样数量为监测样点的2倍。

传统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监测样点主要采用传

统监测手段进行，监测样区主要采用遥感等新技术手段

进行。

3耕地产能监测体系与流程

3．1 耕地产能监测体系

针对常规监测对象和特殊监测对象，在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管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区域内耕地的产能及

其生产稳定性、利用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

性的长期监测与评价，为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耕地开发、

利用和保护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耕地产能监测体系：按管理程序划分，包括信息采

集、分析评价、决策支持和公共信息发布等4个子系统。

按监测内容划分，包括等别及其产能、利用稳定性、生

产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5个监测子系统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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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农用地产能监测体系

Fig．1 Monitoring system offarm land productivity

全国耕地产能监测以典型县为单位开展，在典型县

内设置30～100个监测样点和3～5个监测样区。监测样

点主要监测生物、土壤和水等信息，为区域耕地资源质

量的统计分析和变化规律分析服务；监测样区主要是为

应用遥感技术定量研究样区内的耕地资源质量、耕地资

源利用及其变化的相互关系服务。整个监测过程采用传

统监测手段与遥感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为研究

和预测区域耕地等别及其产能变化规律服务。

3．2耕地产能监测流程

3．2．1重点监测

监测周期内发生占、毁、调、退、开发、整理和复

垦的耕地，实施重点监测(图2)。

监测周期内占用的耕地，采用上一个监测周期末的

监测结果确定灭失产能：监测区域内灾毁的耕地，采用

上一个监测周期末的监测结果确定损失产能；监测周期

内调整和退耕的耕地，依据上一个监测周期末的监测结

果确定核减产能。如果上述监测区域是首次实施等别监

测，那么依据《农用地分等规程》进行全面调查与评价，

并且根据评价结果分别确定灭失产能、损失产能和核减

产能。

对于监测周期内开发、整理和复垦的耕地，直接依

据《农用地分等规程》进行全面调查与评价，并且依据

评价结果和上个监测周期末的监测结果，确定补充耕地

面积和补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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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Monitoring program of farm land productivity

3．2．2基线监测

监测周期内，对于未发生占、毁、调、退、开发、

整理和复垦的原有耕地，实施基线监测，通过对本监测

周期末与上个监测周期末耕地监测样点的比较分析，对

监测周期内耕地等别及其产能做出定量评价，同时对一

个年度和多个年度间监测区域的产能变化原因、强度、

数量与空间分布做出分析，并对下一年或多年后监测区

域内可能出现的耕地等别及其产能变化做出预测(图2)，

参照以下五个操作步骤进行。

第一步，确定监测初期监测样点及其等别类型、产

能与代表面积。在最初开展耕地等别监测的监测区域，

依据耕地分等成果，确定区域内监测样点和监测样区的

数量、分布，并且确定监测样点的等别类型、代表面积

和产能。在连续进行耕地等别监测的区域，上一个监测

周期末的耕地等别类型、代表面积及其产能即为本监测

周期初的耕地等别类型、代表面积及其产能。通过监测，

每一个监测周期末监测区域内耕地的等别类型、代表面

积及其产能都是确定的。

第二步，确定监测区域监测初期耕地产能总量。依

据监测初期监测样点代表的面积及其产能水平，计算确

定监测初期监测区域的耕地产能总量，并且依据监测样

点的等别类型及其代表面积初步进行耕地利用稳定性的

评价。

第三步，对监测样点进行监测和l：2型随机抽查。

在监测周期内，在监测时点对所有监测样点进行监测，

对于耕地等别没有显著变化的监测样点，在同该监测样

点具有相同等别类型的单元内进行l：2型的随机抽查，

如果在抽查中仍未发现耕地等别有显著变化，那么对监

测样点和随机抽查样点数据进行记录。

第四步，对抽查中等别变化样点代表的全部单元进

行全面调查。如果在监测时点发现监测样点等别有显著

变化，或是在1：2型随机抽查时发现某些耕地等别类型

的抽查样点等别有显著变化，那么将对有显著变化样点

代表的所有耕地分等单元进行全面调查，并且依据全面

调查结果，更新原有监测样点的等别类型、产能水平和

代表的面积，补充新的监测样点并确定其等别类型、产

能水平和代表面积。

第五步，确定监测区域监测末期常规监测对象产能

总量。依据本监测周期末期没有变化的、更新的和补充

的所有监测样点的等别类型、产能水平和代表面积，分

别核算常规监测对象的产能总量和产能变化。

3．2．3确定年度产能总量

依据监测区域内监测初期和监测末期重点监测和基

线监测结果，确定监测区域监测末期产能总量及其变化。

3．2．4对耕地产能做出预测

依据重点监测结果和基线监测中没有变化的监测样

点、更新的监测样点和补充的监测样点代表的等别类型、

产能水平和代表面积的相互消长，可以对下一年度产能

的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区域及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做出预测。

4结论及讨论

4．1 关于其他监测子系统

依据图1，农用地产能监测体系由耕地等别及其产能

监测、利用稳定性监测、生产安全性监测、经济可行性

监测和社会可接受性监测等5个子系统有机构成。本文

重点探讨了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的原则与流程，耕地

利用稳定性监测子系统将在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的基

础上通过监测导致耕地等别衰退的因素进行，其他3个

监测子系统需要依据监测区域的社会经济等条件另行研

究与设计。

4．2监测样点和非监测样点的关系

本文通过定义等别类型解决监测样点和非监测样点

的关系问题。等别类型是具有一定等别和一定的等别主

导因素，以一个或多个监测样点为代表的一类耕地。监

测样点的产能代表监测区域内所有该等别类型耕地分等

单元的平均产能水平。监测样点代表的面积不同于监测

样点的面积，一个监测区域内所有等别类型的监测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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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面积的总和等于监测区域内耕地面积的总和。耕

地等别类型的内涵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计，定义等别类

型是解决监测样点和非监测样点间关系的一种新手段。

如9等陡坡地就是一个等别类型，依据农用地分等成果，

监测区域内为9等陡坡地的分等单元可能有80个，而选

为监测样点的可能只有3个，但是通过监测这3个监测

样点的变化可以反应其他77个9等陡坡地的分等单元的

产能变化。

4．3耕地产能的渐变和突变问题

在图2中，重点监测和基线监测的监测方法不同。

在不同的监测周期，部分常规监测对象会灭失，部分常

规监测对象在人为因素或特殊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时会

转变成特殊监测对象。某个监测周期内的特殊监测对象

在以后的监测周期内会转变为常规监测对象进入基线监

测。在一个监测区域内，通过多个监测周期特殊监测对

象和常规监测对象转化和消长关系的统计分析，可以对

监测区域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的变化做出预测。建立基线

监测和重点监测相结合的土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体系，

是兼顾耕地等别及其产能渐变和突变问题的一种新手

段。

4．4传统手段和高新手段的结合问题

目前，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成果广泛应用在用地审批、

土地执法监测、土地变更调查和辅助基础图件更新、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开发区整顿和生态退耕等工作中

【9】。由于影像判读正确性、小块图斑遗漏和影像提取图形

量算误差等原因，用卫星遥感方法测量的地块面积精度

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产权变化和覆盖

变化不对应、规定用途变化与实地覆盖变化不同步、变

更调查中土地利用分类比遥感监测详细等原因，遥感监

测成果与变更调查成果一直存在一致性的问题171。因此，

只采用遥感一种技术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的问题，更不用说是耕地等别的监测问题。在耕

地等别监测体系中设置监测样区，就是希望积累一定等

别类型耕地地表覆盖的定量变化数据，为应用遥感技术

手段，建立耕地等别遥感影像解译标志服务。土地等别

监测体系中监测样区的建立是实现耕地等别监测从传统

监测手段向遥感等高新监测手段转变的一种新手段。

4．5土地利用监测和耕地肥力监测

土地利用监测大多是以耕地的现状和面积属性为

主，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决耕地的等别监测问题。耕地肥

力监测结果往往决定于投入水平、管理水平等因素，监

测结果依赖投入和管理等人为因素，并且会随着投入和

管理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逆性，耕地肥力

水平的即时变化，往往并不是由耕地等别决定的。耕地

等别监测是对耕地产能不因农作物栽培措施而逆转的衰

减或提高，该种改变的发生一般与农户水平的投入和管

理措施没有关系。

4．6监测样点样区与农用地标准样地

农用地标准样地在农用地分等中主要是一种等别评

价方法和等别控制方法【lo】，经过论证，部分标准样地可

以确认为监测样点或监测样区【11】，但是在没有标准样地

存在的区域，一般要根据监测的需要布设监测样点和监

测样区。标准样地是农用地分等的分等单元，在设计标

准样地时，对标准样地面积和所在分等单元与相邻分等

单元的关系并不十分关心，而在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

中，监测样区必须是耕地等别类型一致的具有一定面积

和几何形状的农用地，一般需要专门布设。

4．7耕地的产能安全与粮食安全

耕地产能监测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耕地的产能安全。

耕地资源安全的核心问题是耕地产能的安全。耕地产能

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前提和保证，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安全

只是耕地资源安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土地利用中，

耕地产能安全问题往往不易察觉，一般都是在耕地资源

安全问题出现以后才在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安全上表现出

来，而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是保证耕地产能安全。

建立耕地等别及其产能监测体系是保证耕地产能安全的

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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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farmland gradation

Wang Hongb01，一，Yun Wenju勰，Wu Cifan91，Su Qian92，Peng Ruyan2

(1．CollegeofSoutheastLandManagement,Zh∥iangUniversity，Hangzhou 310029，China；

2．Land Consolidation andRehabilitation Center,Ministry ofLandandResources，Beijing 100035，Ch／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sign a land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il farmland gradation．By 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gradation and productivity calculation，defmitions and principles of farmland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is determined．With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measure，farmland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a鲥cultural land gradation and its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process which

combination monitor pot with monitor section，and combination emphasis monitor with baseline monitor is constructed．

All problems call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and its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such as

relation between monitor pot and monitor section，monitor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and its productivity monitoring

gradual change and abrupt change，and combine between traditional monitor method and new technology．

Key words：agricultural land；gradation；produ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第七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

(2008年9月24__27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人均耕地、林地、牧草地数量均远远低于世界

人均数量，并且整体质量偏低、退化沙化现象较为严重，

加之近年来城市扩张，非农占用耕地大量增加，土壤资

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加强中国土壤资

源领域的交流，推动对土壤科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学

术研究，由中国土壤学会主办，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等9单位承办，于2008年9月24—27日在北京

召开“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

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

一、大会主题

土壤科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议题

(一)围绕土壤科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科学
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壤科学与生态安全和环境健康等

内容，开展分专题的学术研讨和交流。
●土壤资源现状、问题与展望

●土壤性质与演变过程

●生态环境协调与粮食安全保障

●工业化和城市化及肥料高投入对土壤质量与生态

环境的影响

●土壤在社会、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土壤资源合理利用与提高土壤质量的政策与建议

●土地资源利用一生态环境友好一粮食安全保障和

谐的政策、措施与建议

(二)总结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修改

和制定有关条例；选举第十一届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常

务理事、理事长，确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讨论和确定

第十一届理事会的主要任务。

(三)颁奖表彰。

组委会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中国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邮编：100193

联系人：王雪娟张福锁

联系电话：010．62732232

传真：010．62731016

手机：13811893123

Emaih fertrdc@cau．edu．cn

(本刊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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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ging插值研究了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1)东台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总体处于安全水平,六合-八卦洲有一定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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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地分等是土地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土地潜力评价、适宜性评价、土地经济评价、土地可持续评价等密切相关.它是实现合理利用耕地、

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农用地综合分等法是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为基础,以构成土地质量的较稳定的土地因素为基本

依据,对土地自然及经济两方面的属性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定其质量差异,建立起全国可比的等别体系的过程.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农用地分等的研究

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对农用地分等研究的理论作了简单的阐述,然后在介绍农用地分等方法的基础上,针对现行农用地分等中采用较多的农用地综合分等法

,借鉴已有的农用地分等的经验,对农用地综合分等法中分等评价单元的划分方法、土地利用系数的计算方法、分等因素的确定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研

究.然后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介绍了农用地综合分等法的整个分等过程,并应用所述理论和方法对番禺区农用地进行了等别划分.最后作者对完善农用地

等级评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本论文主要对农用地综合分等法中的以下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总结:(1)分析研究了划分分等评价单

元的各种方法,对各种方法逐一比较,得出了各种划分方法的适用范围、优缺点和实施关键;(2)探讨了如何合理的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对县域范围内土地利

用系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使计算出的土地利用系数更具科学性和社会公平性;(3)探讨了如何根据区域特性选择分等因素和因素权重,总结出了如何

根据区域特性确定分等因素和因素权重的思路和方法.该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农用地综合分等法的有关评价体系,它能为从事农用地分等工作时如何合理的

选择分等单元的划分方法,合理的计算土地利用系数以及合理的确定分等因素、因素权重等问题提供了方法和思路.研究结果保证了分等工作的精确性,为

科学地量化土地数量、质量,为农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3.期刊论文 金东海.许皞.秦文利 基于分等成果的农用地定级新方法:两层七参数法 -中国土地科学2004,18(6)
    研究目的: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提出进行农用地定级的新方法.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构建了农用地定级的技术方法体系即两层七参数法

,利用各参数乘积获得定级指数并依此划分级别,提出服务于不同流转方式的两种宗地级指数求算方法,并在河北省蠡县应用,将全县农地划分为四个级别

.研究结论:利用两层七参数法进行农用地定级,利用分等成果,依据定级要求对其加以选择和修正,是一种较科学实用的方法.

4.期刊论文 李维哲 发挥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在农用地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国土资源情报2005(12)
    论文概述了我国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工作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认为农用地分等定级和估价在农用地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促进了农用地

管理由"数量管理"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管理"的转变,并阐述了农用地分等定级和估价成果在农用地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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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余敦 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及应用 2006
    我国人多地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更为激烈。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业土地不合理的经营行为发生，造成农用地质量下降、

生态环境恶化。为了实现农业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证优等地优用及优地农用，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就需要对我国农用地的质量做出科学评价，即对农用地进行合理的分等、定级、估价。然而在农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业务中，数据来源多

、计算复杂、计算量大，采用手工方式，不仅工作量大、效率低，而且周期长。因此就产生了研制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的现实性需要。

本文在研究组件式GIS技术的基础上，使用MapObjects组件技术和通用开发语言Visual c++研制开发出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本文共有九章

，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平台；第二部分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设计实现；第

三部分是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及后续展望。      第一部分包括4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

统开发的必要性，并对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平台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为导论，从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着手，提出了本

文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综述了国外土地评价的研究、国内农用地评价研究、国外地理

信息系统的发展、国内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GIS软件技术体系的发展、GIS在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工作中的应用，然后对国内外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系

统开发进行了简要述评，明确了本研究的基础；第三章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的理论基础，主要研究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理论基础，构

建了农用地“等-级-价”体系，提出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的技术思路，阐述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的理论基础，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

息系统开发的技术思路；第四章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技术平台，主要研究了GIS开发方式的选择，介绍了组件式GIS和MapObjects，阐述

了利用MapObjects开发GIS的方法。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设计提供了技术平台。      第二部分包括3章，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

统具体的开发设计实现。第五章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分析，主要研究了系统需求分析、系统目标分析、系统可行性分析、系统数据分析；第

六章为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设计，主要研究了系统结构设计、系统接口设计、系统模块功能设计、系统数据库设计、用户界面设计；第七章为

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实现，主要研究了系统软硬件环境设计、程序编码、系统测试与维护。第三部分为第八章，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

应用。以南丰县为例，对开发的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进行了应用研究。主要包括:介绍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中所收集的资料和评估方法的

选择；农用地定级评价修正因素数据的来源、定级属性数据库的准备、运行系统软件以及运行系统软件的结果；农用地估价样点图层的准备、属性数据

库的准备、测算土地年纯收益和确定土地还原率、运行系统软件以及运行系统软件的结果。第四部分为第九章，结论与后续展望，主要总结了本文的研

究结论，并指出后续研究的方向。通过上述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在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理论与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①构建了农用地“等－级

－价”体系；②构建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的技术体系。即:先分等，后定级，农用地等别和级别分别划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农用地的估价；③用遥感解

译ETM+影像数据来获取土地利用现状；④用空间距离来模拟农村居民点到用地分等单元的耕作便利程度；⑤用GPS来定位土地利用调查样点。在农用地分

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开发理论与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①用组件式GIS工具软件MapObjects和通用开发语言Visual c++开发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

统。该系统软件集农用地分等、农用地定级、农用地估价于一体的，是一个完整的农用地评估系统；②用瀑布模型来开发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

，这样有利于系统开发人员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存在的问题。在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功能方面取得的成果：①空间数据处理；②属性

数据处理；③农用地分等。主要包括确定分等因素权重，计算土地利用样点的利用系数、经济系数，划分土地分等评价单元，划分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

、土地经济系数等值区，确定农用地自然质量等别、农用地利用等别、农用地等别；④农用地定级。主要包括确定修正因素权重，划分定级评价单元

，计算单元定级指数，划分定级单元级别;⑤农用地估价。主要包括设置估价样点，计算样点地价，修正样点地价，评估农用地的基准地价。农用地分等

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应用在南丰县取得的成果：①把全县的农用地共分成13个等别。从最好的1等地到最差的13等地，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0.23％：0.55％：1.06％：0.85％：0.77％：1.73％：3.39％：3.16％：2.66％：15.45％：40.74％：29.06％：0.34％：②把全县的农用地共分成lO级

别。从最好的1级到最差的lO级，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58％：0.21％：0.61％：0.91％：1.39％：2.53％：5.82％：19.07％：36.88％：

32.01％。③把全县的水田价格分成10个级别，最高的为1级地，价格是42.29万元／hm<'2>，最低的为10级地，价格是19.88万元／hm<'2>；把全县的旱

地价格分成6个级别，最好的为5级地，价格是35.96万元／hm<'2>，最差的为10级地，价格是25.26万元／hm<'2>。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在应用

中取得的效果：①技术先进；②系统操作简便，界面友好；③系统规范化和标准化；④系统实用性强；⑤系统功能全面；⑥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易

扩展性；⑦系统具有较强的健壮性。      最后，虽然本研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探讨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的构建与买现，但是仍然不够全面

、深入，还有许多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例如，衣用地分等定级估价信息系统软件在进行农用地的估价时，只能测算基准地价，而征地区片

价的计算没有考虑；在计算农用地基准地价时，只能用收益还原法来进行测算，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测算等。

6.期刊论文 李维哲.LI Wei-zhe 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成果在农用地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资源·产业2005,7(5)
    论文概述了我国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工作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认为农用地分等定级和估价在农用地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促进了农用地

管理由"数量管理"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管理"的转变,并阐述了农用地分等定级和估价成果在农用地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7.期刊论文 戴广琴.王丹 利用分等成果修正江苏省农用地基准地价的实证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11)
    [目的]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汇总平衡农用地基准地价,实现农用地"等"与"级"的衔接.[方法]采用比较研究与系统分析法.[结果]对江苏省农用地基准

地价水平进行了分析,认为汇总平衡对于江苏省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开展实施至关重要,且利用分等结果汇总平衡农用地基准地价切实可行;提出了江苏省

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修正的思路;通过分等结果测定了江苏省县域农用地质量价格指数;提出了控制法和模型法汇总江苏省农用地基准地价平衡的具体步

骤,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汇总平衡的技术思路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结论]利用农用地分等结果测算农用地县域质量价格指数并采用控制法和模型法汇总

平衡农用地基准地价是现实可行的.

8.学位论文 李爱军 农用地两类定级及其与分等结果的比较研究——以宜兴市为例 2004
    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是土地评价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由于土地数量管理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管理的需要，农用地的分等定级估价也

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土资源部已经在一些省市进行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的试点工作。由于江苏省已经进行了省域农用地的分等工作，本论文充分利用

已有分等成果，尝试采用修正法进行宜兴市农用地定级。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根据农用地定级的两种服务目标(即为土地流通服务的农用地定级和为

征地补偿服务的农用地定级)，分别计算得到两种农用地级别一资源级和经济级。由于采用修正法进行农用地定级是一种尝试，而大多数已经进行了县级

农用地定级的相关研究都是采用因素法，因此本论文对修正法和因素法进行农用地定级的异同点作了比较。另外，论文对定级结果和分等结果的相关性

做了比较分析。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描述了农用地的概念和特点，土地评价的概念及土地评价历史，概括了农用地

定级的理论基础，对农用地等级关系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根据目前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第二章和第三章

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根据农用地定级的两种不同的服务目标可以得到两种级别，即资源级和经济级。论文分别设计了两种定级工作流程，按照定级修

正基准指数的选取、定级指标区确定、定级单元划分、定级修正因素的确定与分值量化、定级因素修正系数-影响度转换、定级指数的计算、级别的划分

与确定等步骤，采用修正法得到最终级别。      第四章是结果分析与讨论。论文通过分析已有的因素法农用地定级研究与本文中的修正法农用地定级

研究，对两种定级方法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并对本论文中采用修正法得到的两种定级结果和分等结果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五章是结语。

概括了本论文采用修正法进行农用地定级及对结果分析讨论得到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9.会议论文 张凤荣.郧文聚.胡存智 <农用地分等规程>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分等成果应用方向 
    <农用地分等规程>是在作物生产力原理、生产要素理论、地租理论等理论的指导下,在应用农业生态区方法(AEZ)计算农用地自然生产潜力的基础上

,采用土地利用系数和土地经济系数逐级修正方法,得到农用地等别的.由此计算出来的不同层次的农用地等别成果有着不同的应用方向.农用地自然质量

等指数是农用地分等的最主要的成果,可应用于一切有关土地质量评价的工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耕地占补平衡评价等工作中有广泛应用价值;农用地

利用等指数反映了土地、资本和劳动3个生产要素的综合结果,它与农用地自然质量等指数相结合,反映了人们利用土地的能力和意愿,可间接指导进行农

业生产挖潜;农用地经济指数可以考察农业生产效益,可用来指导农业税费改革.

10.期刊论文 吴群.WU Qun 农用地质量等级划分依据及其基本思路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
    农用地质量等级划分是国土资源大调查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对农用地质量的实质内涵进行了探讨,提出衡量农用地综合质量高低的三要素,即土地适

宜性、土地生产潜力和现实生产力;其次,运用土地肥力理论以及土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农用地质量"等一级"体系建立的客观基础及其划分的理论依据

进行了分析;最后,给出了农用地质量分等定级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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