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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是耕地整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省域及市域范围划定耕地整理重点区域的

依据, 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区域内耕地整理的布局安排。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影响耕

地整理现实潜力的因素很多,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指导耕地整理的

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选取重庆市为研究区域, 采用特尔斐法构建包含自然、经济、社会多方面因素的评价

指标体系。采用数轴法,划定重庆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级别, 确定了重庆市耕地整理 3 大重点区域: 渝东

北、渝东南、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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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valuation of land readjustment potent iality is not only a basic w o rk during land readjustment ,

but also a basis for the dem ar cat ion of the key ar eas o f land readjustment in prov incial area o r county ar ea. It s

accurate degr ee direct ly impacts on revising comprehensive land use planning. T he evaluation of land read�
justm ent is a complex task w hich is inf luenced by m any factors. It is gr eat ly important to develop scient if ic

and rat ional indicato r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land readjustm ent po tentiality. T aking Chongqing City as a

study area, an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w hich includes natural, so cial, and economic facto rs is const ructed by

using Delphi. T he potent ial g rade of realizable land readjustment potent iality for Chongqing City is classified

by using number ax is m ethod. F inally, three key regions of land readjustm ent in Chongqing City are deter�
m ined: Yu�northeast , Yu�southeast and Yu�w 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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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耕地整理是在一定区域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 对整理区域内土地的利用方式、强度、分布、结

构以及土地关系等进行合理的组织和调整的过程 [ 1]。

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是耕地整理中一项基础工作,是确

定耕地整理时序安排的基本依据[ 2- 5]。目前, 国内耕

地整理潜力研究多是对自然潜力的分析;在较小区域

内(县域或具体的耕地整理项目区) ,影响耕地整理潜

力实现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一致, 耕地整理潜力

测算和评价侧重自然潜力是合理的。但是,在较大区

域内(省域或地级市域) ,不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存在差异,而社会经济条件的优劣通常会对释放

耕地潜力的实现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也无疑会

对区域间耕地整理自然潜力的转化产生影响。因此,

省域或地级市域内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应具有更为

宏观的认识和决策的意义,应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

济等影响因素, 开展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为此,

笔者以重庆市为例,对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进行了

探析。



1 � 基本概念的界定

1. 1 � 耕地整理自然潜力
耕地整理自然潜力是基于耕地自身自然状况(地

貌、地质、地形、土壤、光、温、水、热等)以及限制因素

的可改善程度, 测算所得到的整理后能显现的正面效

应(力)。自然潜力是目前(无人类干预下)耕地自身

内部存在的 潜力!, 由耕地内在的物质构成和系统运

行方式(包括过去自然和人类干预)所决定。

1. 2 �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是基于耕地自身自然状况和

限制因素可改善程度,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和将来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下, 测算所得整理正面效应(力)。

现实潜力是指在自然界的某(些)原因, 或人类的某

(些)干预活动的作用下, 使得原本存在的物质构成和

系统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一部分潜在的能

力转化成为现实的能力。

1. 3 � 耕地整理自然潜力和现实潜力的关系

耕地整理自然潜力是从耕地自身自然条件进行衡

量和测算的潜力, 不考虑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对潜力

释放的影响,其仅测算整理的自然 可能度!。耕地整
理现实潜力则综合考虑耕地自身内在的自然因素和经

济社会外在因素,测算整理的现实 可行度!。自然潜

力接近或等同于理论潜力,对较长时期内耕地整理的

战略安排具有指导意义;现实潜力则是在自然潜力的

基础上,根据短期内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对自然潜力加

以修正所得潜力, 对近期内耕地整理的安排具有较强

的操作性。自然潜力和现实潜力, 二者本质相通,前者

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前者在某时段的深化。

1. 4 �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

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是在查清各类待整理区域内

土地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和分布的前提下,综合考

虑影响耕地整理潜力的各种自然、社会、经济等相关

因素的基础上, 构建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对评价单元各项指标的衡量和分析, 最后划

分耕地整理潜力等级的过程[ 6] 。

1. 5 �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的关键技术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有 4 个技术关键。( 1)

确定评价对象的价值取向。耕地整理目的有经济效

益、生态环境效益、景观效益、社会效益之分, 且在不

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因此, 确定评价区域耕

地整理的目的, 即确定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的价值取

向,是开展评价的前提和关键。( 2) 划定评价单元。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要综合分析评价区域内的自

然、社会、经济等因素, 因此评价单元应本着 单元内

均质、单元间差异!、 资料易取!和 结果易于表达和

应用!等原则划定。( 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根据

耕地整理的多元目标,综合选取影响因素因子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 4) 评价结果表达。结果的表达直接

关系到结果的使用和评价目的的实现[ 6]。

2 � 重庆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

2. 1 � 评价目的与方法

重庆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的目的是在重庆

市市域范围内,从政府决策的角度, 在宏观层面上, 对

全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进行评价,为市域内耕地整理

项目的时序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特尔斐法构建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

体系。特尔斐法是一种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的经验和

主观判断技巧,对成组信息进行意见征询和评估, 并最

终取得协调一致的评估结果的方法。特尔斐法是1964

年由美国兰德公司的道尔奇( N. Dalkdy)和赫尔曼( O.

H elmer)发明的,经过诸多领域实践证明的一种科学的

技术测量方法。特尔斐法测定的可信度较高, 是系统

工程中一种很重要的测定方法,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

对大量非技术性的无法定量分析的因素进行概率估

算,并将估算结果告诉专家,再次经专家们独立准确估

值并反馈,最终集中专家们分散的评估意见并逐步收

敛为一致。本研究结合为重庆市政府制定耕地整理决

策提供依据的目的,选择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农业局、重庆市土地勘测

规划设计院、西南大学等耕地整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实

施部门、验收部门、规划编制部门和大专院校的 11位

专家、教授,组成专家咨询群体。经过两轮的咨询,确

定了评价因素、评价因子及权重。

2. 2 � 评价单元
从全重庆市的角度来看, 一个区(县、市)域的社

会经济条件基本一致,同时考虑全市行政管理的需要

和评价基础资料收取的可能,本研究以重庆市 40 个

区(县、市)分别为评价单元。

2. 3 � 重庆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

2. 3. 1 � 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 1) 科学实用性原则。建立的耕地整理潜力评

价体系要有高度的科学性,即应建立在公认的理论之

上,但是它并非单纯的理论探索, 而是能发挥在单元

之间相互评比的实际作用的体系。如果没有实用性

与可操作性,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无任何意义。

( 2) 系统性原则。耕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

当用系统的观点构建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时应从评价的目的出发,按照系统的观点,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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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相关联、互补而又不重复的原则,选取影响耕

地整理潜力的因素和因子,构建耕地整理潜力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

( 3) 地域性和动态性原则。不同发展时期,不同

区域的自然禀赋条件、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

等方面的特征决定着区域耕地整理的方向与特征,进

而影响着耕地整理潜力。所以构建耕地整理潜力评

价指标体系时, 既要选择普适性指标, 也要选择反映

地域差异性和时期差异性的特殊指标, 使评价结果具

有针对性。

2. 3. 2 �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图 1)

( 1) 耕地外延扩展能力。我国耕地整理最初的

目的和驱动力是为了实现耕地 占补平衡!,现阶段增

加耕地仍是耕地整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 选取

 新增耕地系数! [ 7]作为评价因子。其计算公式如下

新增耕地系数=
(整理后耕地面积- 整理前耕地面积)

整理前耕地面积
∀ 100%

( 2) 耕地生产力提高能力。现阶段耕地整理已

由最初的单纯追求新增耕地数量逐渐向兼顾追求提

高耕地生产能力过渡,因此选取 耕地单产提高系数!
[ 7]作为衡量耕地生产力提高能力的评价指标。其计

算公式如下

耕地单产提高系数=
(整理后耕地单产- 整理前耕地单产)

整理前耕地单产
∀100%

( 3) 耕地生态环境改善度。基于对今后耕地整理

的生态环境效益所占比重将会逐渐提高的考虑, 选取

 耕地生态环境改善度!作为评价因素,下设 水土流失
平均侵蚀模数!和 耕地坡度级结构指数!两个评价因

子。 水土流失平均侵蚀模数!用于反映各县的生态环

境状况,平均侵蚀模数越大, 表示整理的迫切性就越

强,生态环境改善的潜力就越大,其数据直接来源于全

市统计数据。 耕地坡度级结构!(即< 2#, 2#~ 6#, 6#~

15#, 15#~ 25#坡度级耕地在小于 25#耕地中所占比重,

因大于 25#的耕地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故不纳入评价

范围)这一指标作为影响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因素,因

为坡度陡缓是影响耕地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此外,

坡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作成本(如坡度较大,其一不

利于采用机械作业,通常导致生产成本偏高;其二将导

致机械因上下坡而徒增油耗,降低机械作业效率) ,也

影响耕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的面积。笔者曾以重庆市

为例对零星地类整理在耕地整理中的潜力做过专题研

究,结果表明,零星地类是耕地整理新增有效耕地的重

要来源之一,而且随着坡度的增高,零星地类所占的比

重呈逐渐增高的趋势, 重庆市< 2#, 2#~ 6#, 6#~ 15#, 15#

~ 25#坡度级耕地中零星地类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1. 59 ∃ , 1. 11 ∃ , 3. 00 ∃ , 3. 14 ∃ [ 8]。

耕地坡度级结构指数( P) : P= %
4

i= 1
P i ∀ L i ;

P i= S i / S; � L i= S li / Sgi

式中: P i � � � i坡度级耕地在< 25#耕地中所占比重;

S i � � � i坡度级耕地面积; S � � � < 25#耕地总面积;

L i � � � 典型样区中 i 坡度级耕地中零星地类整理的

潜力; S li � � � 典型样区中 i 坡度级耕地中零星地类

的面积; Sgi � � � 典型样区中 i 坡度级耕地面积。i=

1, 2, 3, 4; 分别表示< 2#, 2#~ 6#, 6#~ 15#, 15#~ 25#耕

地的坡度级。

图 1 � 重庆市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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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 耕地坡度级结构指数!之所以采用零星地类

在不同坡度级耕地中的整理潜力作为参数,基于以下

考虑。第一,目前尚不存在较为公认的 耕地坡度级!

与 水土流失!的函数关系,而 零星地类在耕地整理中

的潜力研究!专题研究则确定了不同坡度级耕地间的

一个可比参数。且随着坡度级的增大, 零星地类在耕

地中的整理潜力也随之增大, 这与 坡度越大, 通过整

理可以降低坡度,遏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潜力

也就越大!规律基本一致; 第二, 耕地坡度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耕地整理 可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 而零星

地类也是影响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无论耕

作中劳动力绕行零星地类还是机械绕行零星地类,都

会降低劳动和作业效率, 增加生产的成本;第三, 零星

地类是耕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的重要来源之一,

不同坡度级耕地中零星地类的整理潜力本身就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坡度级耕地的整理潜力。

( 4) 耕地整理的经济效益。耕地整理是一项经

济投资行为,理应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本着直观明

了的原则,选取 投入产出比!作为衡量耕地整理经济

效益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投入产出比 =
耕地整理年增净收益
耕地整理投资总量

∀ 100%

( 5) 耕地整理的社会需要。目前我国的耕地整

理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基于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以

及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考虑,通常会在宏观层

面上制定耕地整理战略, 出台相关的政策,对部分地

区的耕地整理予以政策倾斜和扶持。而政府的这种

 宏观倾斜政策!将对辖区内的耕地整理产生重大影

响,为受支持地区的耕地整理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也大大促进该地区耕地整理自然潜力向现实潜力

的转化。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政府有意 将实行

主城占地,远郊区县补充,也就说, 主城区每年占用土

地后,不再搞就地平衡, 而是在全市范围内平衡。开

县、秀山县、梁平县等远郊土地整理成本比主城便宜,

这样做既节约了土地整理成本,同时, 这笔耕地占补

费用留给远郊区县后, 可增加当地财政收入, 帮助远

郊区县小城镇建设, 发展社会文化事业。! [ 9]基于以上

分析,经征询市有关部门意见,采用 5级等距法,确定

了 40个县(区、市)的宏观政策倾斜度。

( 6) 基础设施配套状况。耕地整理区域内的基础

设施现状(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和农村道路状况)关系

整理的投入额度和整理的难易程度,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也体现着对耕地整理的社会需求和整理潜力大

小。因此,本研究选取 农田水利设施和农村道路在耕

地中所占的面积比重!作为评价因子。其计算公式为
基础设施配套指数=

�
(整理区农田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整理区农村道路面积)

整理区耕地总面积
∀ 100%

( 7) 耕地整理的积极性。耕地整理实施需要公

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公众,特别是当地政府, 对耕

地整理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耕地整理的进展。

本文采用 规划整理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和 现已实施的土地开发整理面积!两因子反映各县

(区、市)开展耕地整理的积极性。后一因子数据直接

来源于统计数据。前一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规划整理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 � � � � � 规划期内规划整理的耕地面积
规划基期年耕地总面积

∀ 100%

2. 3. 3 � 评价因子权重赋值 � 经过 11位咨询专家两

轮打分,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最终确定评价因素和因

子权重(表 1 � 2)。

2. 3. 4 � 评价因子值标准化处理 � 重庆市耕地整理评

价指标体系由多个评价指标构成,各个指标的量纲不

同。为了便于相互比较分析,除应对各评价指标区别

重要性外(即确定其权重) ,还需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 即转化成无量纲判别的标准化值。本次评

价选择均为正指标, 即评价指标值越高, 耕地整理潜

力就越大; 而本次评价的目的又是在各县(区、市)间

进行相对比较,根据社会需要找出相对潜力大而又易

于开展的区域。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了下面的公式进

行标准化处理

H i ( J ) = X i / X max ∀ 100

i= 1, 2, & , n(区县个数) ;

J = 1, 2, &, m(指标个数)

式中: H i ( J ) � � � 第 J 个指标中第 i 个数据的标准化

值; X i � � � 第 i 个县的第 J 个指标的实际值;

X max � � � 第 J 个指标的所有县(区、市)的实际值中最

大的一个实际值。

2. 3. 5 � 综合评价分值计算 � 在对各评价单元评价指标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和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

过对 9个评价因子标准化分值的加权求和的计算,得到

各评价单元的综合总分值(表3)。计算公式如下

F i= %
m

J= 1
H i ( J ) ∀W (J )

式中: F i � � � 第 i个单元的综合总分值; H i ( J ) � � �

第 i个单元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W ( J ) � � � 第 J

个指标的权重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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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因素权重

评价

因素

耕地外延

扩展能力

耕地生产力

水平提高能力

耕地生态

环境改善度

经济

效益

社会

需要

基础设施

配套状况

耕地整理

积极性

权重值 24. 73 24. 27 16. 09 10. 45 9. 73 8. 91 5. 82

最大值 30. 00 28. 00 20. 00 15. 00 20. 00 15. 00 10. 00

最小值 20. 00 20. 00 12. 00 6. 00 5. 00 5. 00 0. 00

标准差 3. 14 2. 05 2. 31 2. 78 3. 60 3. 63 2. 76

� � 注:平均值 X i = %
11

j= 1
X ij / 11 ; 标准差 Ci= %

11

j= 1
( X ij - X i) 2 / 11;式中: i � � � 评价因素、评价因子的个数; j � � � 专家人数。

表 2 � 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因子权重

评价

因子

耕地外延

扩展能力

单产提高

系数

平均

侵蚀模数

坡度级

结构

投入

产出比

宏观

倾斜政策

农村道路及农田水

利设施配套状况

规划整理

所占比重

现已实施土地

开发整理面积

权重值 24. 73 24. 27 6. 87 9. 22 10. 45 9. 73 8. 91 3. 69 2. 13

最大值 30. 00 28. 00 10. 20 16. 00 15. 00 20. 00 13. 00 8. 00 4. 80

最小值 16. 00 12. 50 4. 00 6. 00 4. 20 3. 50 1. 80 0. 00 0. 00

标准差 4. 29 3. 92 1. 89 2. 68 3. 05 4. 29 3. 04 2. 06 1. 25

� � 注:平均值 X i = %
11

j= 1
X ij / 11 ; 标准差 Ci= %

11

j= 1
( X i j - X i ) 2/ 11;式中: i � � � 评价因素、评价因子的个数; j � � � 专家人数。

表 3 � 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综合分值

行政单元 综合分值 行政单元 综合分值 行政单元 综合分值 行政单元 综合分值

渝中区 � 巴南区 35. 41 璧山县 49. 26 忠 县 49. 13

大渡口区 � 綦江县 52. 48 梁平县 42. 60 云阳县 59. 86

江北区 � 渝北区 43. 09 城口县 56. 58 奉节县 49. 23

沙坪坝区 � 江津市 45. 73 涪陵区 47. 54 巫山县 50. 36

九龙坡区 � 合川市 64. 78 垫江县 37. 68 巫溪县 40. 96

南岸区 � 潼南县 41. 87 南川市 49. 28 石柱县 50. 24

北碚区 50. 40 铜梁县 57. 34 丰都县 39. 68 秀山县 53. 27

万盛区 50. 68 永川市 43. 05 武隆县 43. 26 黔江区 47. 41

双桥区 46. 15 大足县 33. 41 万州区 62. 78 酉阳县 58. 62

长寿区 41. 91 荣昌县 37. 14 开 县 56. 67 彭水县 48. 08

2. 3. 6 � 潜力级别划定 � 本研究采用数轴法确定重庆

市耕地整理潜力级别。数轴法分级是通过观察数轴

分布图中各分值点的分布与聚集情况, 在相对稀疏处

分开,把相对密集的地方划成一个集团,由此而定出

其代表的等级。根据各县(区、市)整理潜力评价综合

总分值,按由高到低的顺序绘制出综合总分值分布图

(图 2)。通过对图 2的分析,可以看出,综合分值 55,

45, 30是 3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分段点。这样的划分,

既能体现全体样本的分布特征,同时各段的样本数较

为均匀合理。因此, 可将全部单元按综合的评价总分

值划分出 4个区段(级次)。> 55 分的为第 ∋潜力

段; 45~ 55分的为第(潜力段; 30~ 45分的为第)潜

力段; < 30分的为第∗潜力段。潜力 ∋级: 合川市、

万州区、云阳县、酉阳县、铜梁县、开县、城口县 7个县

(区、市) ; 潜力(级: 秀山县、綦江县、万盛区、北碚区、

巫山县、石柱县、南川市、璧山县、奉节县、忠县、彭水

县、涪陵区、黔江区、双桥区、江津市 15个县(区、市) ;

潜力)级:武隆县、渝北区、永川市、梁平县、长寿区、

潼南县、巫溪县、丰都县、垫江县、荣昌县、巴南区、大

足县 12个县(区) ;潜力∗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

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沙坪坝区 6个区。

图 2� 重庆市各县(区、市)耕地整理

� � � 现实潜力综合分值数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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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重庆市耕地整理重点区域的划定

3. 1 � 重点区域划定的原则
根据潜力的大小,耕地整理潜力大的县(区、市) ,

即整理潜力为 ∋级的区县, 应纳入耕地整理重点区

域;重点区域的分布要注意全市空间上的均衡性, 不

应过度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或三峡

库区生态经济区中的某一个区域之内。为了区域间

平衡的需要,可以将个别潜力较大的区县(即整理潜

力为 (级且比较靠前的区县)纳入耕地整理重点区

域;重点区域的划定要配合市政府政策的引导性, 在

同等条件下,应向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适当倾斜,

鼓励通过耕地整理带动该地区的快速发展。

3. 2 � 重点分区方案
遵循以上原则, 确定了以下 3个重庆市耕地整理

重点区域。( 1) 渝东北耕地整理重点区域: 主要包括

城口县、开县、云阳县、万州区 4个县(区) ; ( 2) 渝东

南耕地整理重点区域:主要为酉阳县、秀山县 2个县;

( 3) 渝西耕地整理重点区域: 主要包括合川市、铜梁

县 2个市(县)。

从重庆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分级结果来看, 合川

市、万州区、云阳县、酉阳县、铜梁县、开县、城口县 7个

县(区、市)整理潜力级别最高,故应将这些区县确定为

近期开展耕地整理的重点区域。在编制+重庆市土地
开发整理规划,和+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可以

考虑将其划定为重点耕地整理区, 并分解较多的耕地

整理指标和规划较多的重点整理项目;武隆县、渝北

区、永川市、梁平县、长寿区、潼南县、巫溪县、丰都县、

垫江县、荣昌县、巴南区、大足县 12个县(区)的潜力级

别较低,+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和+重庆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方案中可以不纳入规划耕地整理重点区,

并少规划重点整理项目,整理的时序也应主要为规划

远期。

4 � 结论

( 1) 评价目的的确定是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的关键,是选择评价因素和评价因子的重要

依据。开展一个县(区、市)或某个项目区等小范围内

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应构建耕地整理自然潜力评价

指标体系;从政府决策的角度, 开展省域或地级市域

内这样一个宏观层面上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应构建

耕地整理现实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 2) 根据构建的重庆市耕地整理评价指标体系,

以县(区、市)为评价单元,开展了评价。对各县(区、

市)耕地整理潜力进行了定级, 并确定了重庆市近期

耕地整理的三个重点区域: − 渝东北耕地整理重点

区域: 主要包括城口县、开县、云阳县、万州区 4 个县

(区) ; . 渝东南耕地整理重点区域: 主要为酉阳县、

秀山县 2个县; / 渝西耕地整理重点区域:主要包括

合川市、铜梁县 2个市(县)。

( 3) 待整理耕地所处地区的经济实力是影响耕

地整理自然潜力向现实潜力转化的因素之一。雄厚

的经济实力意味着有充足的资金可用于耕地整理, 使

自然潜力更容易转化为现实潜力。所以,  耕地整理

投资能力!应是影响耕地整理潜力的外部社会经济条

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基于以下思考, 在重庆

市耕地整理潜力评价中没有选择这一指标:重庆市耕

地整理专项资金(主要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农发基金、新菜地开

发建设基金等)主要是由全市统一支配和安排使用,

开展耕地整理的资金中各县(区、市)地方配套所占比

重较小,各县(区、市)间的投资能力基本没有差别。

开展其它省(直辖市、地级市等)宏观层面上的评价

时,如果各评价单元间的投资能力有一定差别, 建议

增加 耕地整理投资能力!这一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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