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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草丛中的朱鹮———朱鹮有着鸟中“东方宝石冶之称。 洁白的羽毛,艳红的头冠和黑色的长嘴,加上细长的双脚,朱鹮
历来被日本皇室视为圣鸟。 20 世纪前朱鹮在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曾有较广泛地分布,由于环境恶化等
因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野外已认为无踪影。 1981 年 5 月,中国鸟类学家经多年考察,在陕
西省洋县重新发现朱鹮种群,一共只有 7 只,也是世界上仅存的种群。 此后对朱鹮的保护和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工
作,并于 1989 年在世界首次人工孵化成功。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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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赵文武*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土地资源系,北京摇 100875)

摘要:在世界人口持续攀升、全球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探讨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变化其影响因素,对于分析预测未来世界

耕地变化趋势、研究世界粮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选择 2050 年人口过亿的 17 个国家和耕地面积排名前 10 的国家为研究对

象,在分析 1961—2007 年耕地总量变化、人均耕地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耕地变化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到 2007 年间的不同时期内,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耕地减少趋势,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国家个数高达 90%以上。 满足

人口消费需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耕地总量变化的主要动力;而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则是导致许多国家人均耕

地显著减少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影响因素;世界

Arable land change dynamic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ZHAO Wenwu*

Institute of Land Resources, 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rable land is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food and thu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esources for mankind. This resource is burdened by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istic data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owed that the world忆s arable land area was 1. 401 billion
hectares in 1990, and dropped to 1. 381 billion hectares in 2008; with the continued population growth, the world忆s per
capita arable land was 0. 265 ha in 1990, and dropped to 0. 205 ha in 2008. By 2050, the world忆s population will reach 9.
1 billion. Assuming that the world忆s arable land area in 2008 remains unchanged to 2050, the world忆s per capita arable
land would fall to 0. 151 hectares. Having enough arable land to feed the world population in 2050 is a major challenge,
and it is a meaningful task to explore the arable land dynamics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selected 21 countries for a case study, and the arable land dynamics and their possibl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se countries were discussed. These countries includes ten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cultivated areas in the world, and the
countries whose population will exceed 1 billion by 2050.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rom 1961 to 2007, increasingly
more countries忆 arable land areas were declining, and almost all of the countries are facing the shortage challenges of arable
land. In fact, 90. 5%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a downward trend of per capita arable land, which implies that the world food
crisi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Considering the change of total arable land area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the 21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1) Total arable land area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2) Total arable land area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decrease at the same time; (3) Total arable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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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s but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decreases; or (4) Total arable land area decreases but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increases.

Among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een two of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the arable land change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land use potentials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rable land are different among the referenced counties. For Brazil, agricultural acreage expansion and
the ethanol production increase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deforestation and arable land increases. For Bangladesh, Japa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e reduction of arable land.
However, for the Ukraine, the reduced total arable land and increase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harp population drop and increased urban development. For the other 15 countrie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lead to reduce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t the same time, population growth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se countries to increase the total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However, because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reserve land resources, the arable land growth rate among these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Key Words: arable land total amount; per capita arable land; driving forces; world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统计数据[1],
世界耕地面积在 1961 年为 12. 79 亿 hm2,到 1990 年达到 14. 01 亿 hm2 的最高点,到 2008 年回落至 13. 81 亿

hm2;同期,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在 1961 年为人均耕地 0. 415 hm2,到 1990 年降至人均耕地 0. 265 hm2,到 2008
年降至人均耕地 0. 205 hm2 的最低点;在 1961—2008 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50. 6% 。 与人均耕地面积持

续减少的趋势相对应,未来 40 年全球人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 2010 年 10 月发表的

《2010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测[2],到 2050 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将增至 17 个,世界人口将增至 91. 5 亿,比目

前增加 22. 41 亿。 若假设 2008 年世界耕地面积能够维持不变,到 2050 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将降至 0. 151
hm2,其中亚洲人均耕地面积为 0. 089 hm2,非洲人均耕地 0. 111 hm2。

耕地是提供粮食的基本保障,世界人口持续增加、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和世界耕地面积总量在近

年来的不断减少,再次引发世界粮食安全担忧和粮食市场波动。 2010 年 9 月,世界银行发布《对耕地日益增

长的全球关注》,指出在价格波动、人口增加、环境压力等综合作用影响下,全球对耕地关注程度与日俱增,耕
地能否持续提供足够粮食满足人类需求面临巨大挑战[3]。 2010 年 10 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世界

粮食不安全状况 2010:应对持续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指出全球食物不足人口的数量仍然处于难以接

受的高位,全球结构性饥饿人口仍在增加[4]。 2011 年 10 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世界粮食不安全状

况 2011:国际粮价波动如何影响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强调指出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和继续波动,将进一步

加剧粮食不安全态势,严重影响依赖粮食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加重相应国家经济危机[5]。
在人均耕地减少、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世界耕地变化动态及其可能影响因素对于

分析预测未来世界耕地变化趋势,研究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科学家在分析中国耕地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6鄄8],但是,对全球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相对不足[9];而
与此相对应,世界许多国家科学家在开展本国耕地和粮食安全研究的同时,非常重视国际耕地和粮食安全议

题,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10鄄12]。 其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在研究中国耕地变化和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提

出“谁来养活中国冶的质疑[13]则属于其他国家科学家开展中国土地研究的典型案例。 因而,在人口持续增长

和耕地不断减少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变化其可能影响因素,对于把握国际耕地变化动态,推
进我国开展土地利用与粮食安全研究的国际化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1摇 数据来源

选择耕地面积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2010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预测到 2050 年人口过亿的 17 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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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耕地动态变化分析。 目前耕地面积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
大利亚、尼日利亚、阿根廷和乌克兰。 到 2050 年人口过亿的 17 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巴基斯坦、尼日

利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埃及、墨西哥、俄罗斯、越南、坦桑尼

亚和日本。 由于有 6 个国家同时是耕地面积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 2050 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实际选择了 21
个国家进行分析,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分别有 8、5、5、2 和 1 个国家。

在耕地变化动态分析中,选择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 FAO 统计数据库。
在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中,综合考虑了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2000 年美元不变价格)、GDP 年增长

率、人均 GDP、人均 GDP 年增长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百分比、农村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数、城市人口百分

比、城市人口增长率、总人口、粮食生产指数、粮食出口占商品出口百分比、粮食进口占商品进口百分比、农业

机械数量、耕地每百平方公里农业机械数量等指标,数据年限以 1961—2007 年间为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数据库[14]。
2摇 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变化动态

2. 1摇 世界主要国家耕地总量变化

基于 FAO 数据库,整理得到 21 个国家耕地总量动态变化(图 1)、变化率和年均变化情况(表 1)。 综合分

析图 1 和表 1 可以发现,阿根廷、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等 4 个国家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占所分析国

家的 19% ;日本、俄罗斯和乌克兰 3 个国家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占所分析国家的 14% ;其余 14 个国家的耕地

面积则呈现出波浪起伏的变化特征,占所分析国家的 67% 。 在整个研究时段内,耕地总量增加的国家有 16
个国家,其中年均增加耕地最多的 3 个国家为巴西、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分布在大洋洲和南美洲;耕地总量减

少的国家有 5 个,其中年均减少耕地最多的 3 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分布在欧洲和北美洲。 对于

不同年代而言,耕地总量变化特征差异明显。 其中,在 2000 年以后,耕地面积增加的国家个数明显减少,仅为

7 个;而耕地面积减少的国家个数明显增加,多达 13 个。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耕地减少

趋势。
表 1摇 世界主要国家耕地总量变化 / (103 hm2)

Table 1摇 The change of arable land area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国家
Countries

变化率*

Change rate
/ %

年均变化量
Average annual

change

国家
Countries

变化率*

change rate
/ %

年均变化量
Average annual

change

巴西 Brazil 175. 79 827. 28 墨西哥 Mexico 9. 63 45. 91

坦桑尼亚 Tanzania 82. 69 91. 49 中国 China 5. 77 126. 98

阿根廷 Argentina 74. 76 295. 81 刚果民主共和国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4. 69 6. 38

越南 Vietnam 74. 76 16. 17 菲律宾 Philippines 4. 06 4. 23

澳大利亚 Australia 46. 36 297. 77 印度 India 1. 48 49. 11

尼日利亚 Nigeria 42. 05 236. 17 乌克兰***Ukraine -2. 78 -58. 00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40. 38 269. 20 美国 United States -5. 65 -217. 06

巴基斯坦 Pakistan 25. 80 91. 83 俄罗斯***Russia -7. 90 -652. 13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22. 22 85. 11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11. 93 -21. 85

埃及 Egypt 12. 28 6. 53 日本 Japan -23. 57 -28. 38

加拿大 Canada 10. 42 90. 57

摇 摇 *耕地总量变化率是指研究时段内耕地总量变化值与期初耕地总量的比值;**因数据缺失,分析埃塞俄比亚耕地总量动态时从 1993 年

开始;***因数据缺失,分析俄罗斯和乌克兰耕地总量动态时从 1992 年开始

2. 2摇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耕地变化

根据 FAO 数据库中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据,计算得到所研究 21 个国家的人均耕地动态变化(图 2)、变
化率和年均情况(表 2)。 综合分析图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在所研究的时段内,人均耕地增加的国家仅有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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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变化动态

Fig. 1摇 The danamyics of arable land area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其余国家人均耕地面积都有所下降。 其中,在不同时期人均耕地持续下降的国家共 8 个,
包括孟加拉国、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人均耕地持续增加的国家仅有乌克

兰,人均耕地波动增加的国家仅有巴西,其余 11 个国家人均耕地尽管出现了波动的现象,但是总体表现出减

少的趋势。

表 2摇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耕地变化 / hm2

Table 2摇 The change of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国家名称
Countries name

变化率*

Rate of change / %

年均变化
Average annual

change

国家名称
Countries name

变化率*

Rate of change / %

年均变化
Average annual

change

巴西 Brazil 8. 71 0. 0005 坦桑尼亚 Tanzania -54. 09 -0. 0058
乌克兰***Ukraine 8. 32 0. 0034 越南 Vietnam -54. 47 -0. 0019
俄罗斯***Russia -3. 53 -0. 0020 尼日利亚 Nigeria -55. 62 -0. 0068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4. 60 -0. 0006 埃及 Egypt -60. 05 -0. 0011
阿根廷 Argentina -6. 97 -0. 0013 墨西哥 Mexico -60. 07 -0. 0073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6. 19 -0. 0160 印度 India -60. 13 -0. 0044
加拿大 Canada -38. 72 -0. 0184 巴基斯坦 Pakistan -63. 86 -0. 0046
美国 United States -42. 17 -0. 0086 菲律宾 Philippines -67. 26 -0. 0025
日本 Japan -43. 52 -0. 0006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69. 09 -0. 0023

中国 China -47. 70 -0. 0016 刚果民主共和国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73. 58 -0. 0064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48. 28 -0. 0019

摇 摇 (1)*人均耕地变化率是指研究时段内人均耕地变化值与期初人均耕地的比值;(2)**因数据缺失,分析埃塞俄比亚人均耕地时从 1993

年开始;(3)***因数据缺失,分析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均耕地时从 1992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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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耕地变化动态

Fig. 2摇 The danamyics of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从人均耕地减少的比率来看,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人均耕地减少比率低于 10%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埃塞

俄比亚、俄罗斯 3 个国家,人均耕地减少比率介于 11%—40%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均耕地减少比

率高于 40% 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美国等 14 个国家,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减少比率最高,超过了

70% 。 而从人均耕地年均变化量来看,加拿大年均减少量最多,高达 0. 0184 hm2 / a,而日本年均减少量最少,
仅为 0. 0006 hm2 / a。
3摇 世界主要国家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分析表 1 和表 2 中世界主要国家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变化情况,可以将现有 21 个国家分成耕地总

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增加、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减少、耕地总量减少而人均耕地增加、耕地总量增加而人均

耕地减少四种情况。
为探讨不同国家耕地变化影响因素,采取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 GDP(2000 年美元不变价格)、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农业机械数量等 16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表 3—4);在此基础上,拟合世界主要国家耕地总量、
人均耕地与所提取主成分的相关性系数(表 5)。 综合分析表 3—5,并结合相关资料,可以识别不同国家耕地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3. 1摇 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增加

在 1961—2007 年间,巴西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均表现出增加趋势。 其中,耕地总量增加了 175. 79% ,而
人均耕地增加了 8. 71% ,耕地总量增加速度明显高于人均耕地增加速度。 从表 3、表 5 中可以看出,巴西耕地

总量变化和第一主成分相关性非常强,人均耕地和所提取的主成分相关性较差。 构成第一主成分且正相关的

因素主要有城市人口、GDP、农业机械数量等,构成第一主成分且负相关的因素有农村人口、粮食进出口等。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总量持续增加不仅取决于巴西的地广人稀、农业发展潜力巨大的基本国情,也

和城市化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伴随着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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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耕地总量、人均耕地与主成分的相关性系数

Table 5摇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total arable land, per capital arable land and the primary factors

国家
Countries

耕地总量 Total amount of arable land
F1 F2 F3 F4

人均耕地 Per capital arable land
F1 F2 F3 F4

阿根廷 Argentina 0. 831** -0. 170 0. 295* -0. 848** -0. 107 0. 297*

澳大利亚 Australia 0. 609** -0. 045 -0. 240 -0. 906** -0. 029 -0. 059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0. 871** -0. 118 0. 109 -0. 972** 0. 154 -0. 072

巴西 Brazil 0. 980** 0. 133 -0. 366* 0. 521** 摇 摇

加拿大 Canada 0. 934** 0. 035 -0. 991** -0. 045

中国 China -0. 509* -0. 519* -0. 218 -0. 952** 0. 138 0. 120

刚果民主共和国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0. 902** -0. 256 0. 270 -0. 994** 0. 036 -0. 076

埃及 Egypt 0. 345* -0. 759** 0. 255 - -0. 917** -0. 363* 0. 108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0. 906** 0. 357 0. 153 0. 060 0. 870** 0. 365

印度 India -0. 004 -0. 323* -0. 958** 0. 129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0. 568** 0. 388* -0. 123 -0. 936** 0. 203 -0. 061

日本 Japan -0. 979** -0. 994**

墨西哥 Mexico 0. 950** 0. 056 -0. 156 -0. 967** -0. 058 -0. 101

尼日利亚 Nigeria 0. 836** 0. 117 0. 115 -0. 958** -0. 065 0. 099

巴基斯坦 Pakistan 0. 884** -0. 100 0. 156 -0. 952** 0. 112 -0. 174

菲律宾 Philippines 0. 468** -0. 150 0. 672** -0. 975** -0. 007 -0. 139

俄罗斯 Russia 0. 946** 0. 145 -0. 119 0. 020 0. 497 -0. 302

坦桑尼亚 Tanzania 0. 878** -0. 186 -0. 951** -0. 097

乌克兰 Ukraine 0. 804** 0. 210 0. 506 0. 072 -0. 993** -0. 029 -0. 008 -0. 009

美国 United States -0. 860** -0. 464**-0. 115 -0. 981** -0. 164 -0. 077

越南 Vietnam 0. 669* -0. 147 0. 345 -0. 178 -0. 292 0. 386
摇 摇 **在 0.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在 0. 05 水平上显著相关;F1 为第一主成分,F2 为第二主成分,F3 为第三主成分,F4 为第四主成分;“ 冶表

示无相应的主成分因子

大农业种植面积、增加乙醇生产赢利,成为巴西砍伐森林、增加耕地的主要动因[3,15]。 据 FAO 统计数据,在
1990—2007 年间,巴西森林面积从 574. 8伊106hm2 锐减到 2007 年的 526. 1伊106hm2,年均减少 286. 7伊104 hm2,
森林面积的减少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速度。 由于粮食生产向乙醇生产的转变,巴西粮食出口量明显下降,在
1961—2007 年间,粮食出口占商品出口百分比从 71. 15%急剧减少到 26. 35% 。 人均耕地增加则与人口、耕地

总量同时增加有关。 1961 年,巴西人口为 7495. 3 万人,而到 2007 年人口则增加到 1. 9 亿,比 1961 年增加了

156. 65% ,略低于耕地总量增加的速度,从而出现人均耕地略有增加的现象。
3. 2摇 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减少

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减少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其中,孟加拉国、日本和美国耕

地总量减少比例低于人均耕地减少比例,而俄罗斯耕地总量减少比例略高于人均耕地减少比例。
孟加拉国作为南亚次大陆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国[16],地貌类型以肥沃、平坦的冲积平原为主,非常适于农

业和渔业。 综合分析表 5 相关性结果、表 3 中第一主成分因子载荷和孟加拉国统计资料可以发现,近几十年

来孟加拉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粮食进出口比例有所提升,但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其城市人口比例急

剧增加、城市化扩张导致耕地面积大量减少的趋势则更为明显。 在 1961—2007 年间,孟加拉国人口从 5539. 8
万人迅速增加到 1. 58 亿,城市化人口比例从 5. 32%上升到了 26. 66% ,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 102. 7 万 hm2,减
少了 11. 93% ,

日本在二战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与发展,GDP(2000 年不变价格)从 1961 年 7500 亿美元迅速增长

到 2007 年的 52012 亿美元,经济发展造成了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面积扩大,进而导致了耕地总量的迅速减

少;同期,日本人口从 9405 万人增加到 1. 27 亿,在耕地总量减少的背景下,人口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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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耕地的数量降低。 从而出现了日本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和农村人口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 GDP、城市人口

呈现显著负相关的现象(表 4、表 5)。
美国既是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也是耕地面积最多的国家。 根据表 4、表 5 可以看出,美国耕地总量变化

和 GDP、城市人口比例呈现负相关,与粮食进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呈现正相关。 这种现象表明,随着美国的

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但是其减少的幅度并不大;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
国重视农地和生态保护,强调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耕地保护不仅是政府职责,也是公民自觉的义务[17]。
美国人均耕地明显减少,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不断攀升的原因。 在研究时段内,美国人口

从 1. 89 亿增长到 3. 09 亿,其中,城市人口从 1. 29 亿增长到 2. 45 亿。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经济在前苏联解体后曾严重衰退,近 10 余年间在大量出售资源的

情况下得以迅速复苏,城市化过程进一步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18],呈现出近郊区耕地减少和远郊区耕地

荒芜的现象,耕地总量和经济发展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表 4、表 5)。 城市化和耕地闲置等使俄罗斯耕地总量

在 1992—2007 年间迅速下降了 7. 90% 。 与此相对应,在 1992—2007 年间,俄罗斯女性比例平均为 53郾 33% ,
粗出生率平均为 9. 6译,粗死亡率平均为 14. 9译[1],男女比例失调、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与人口死亡率居高不

下,导致俄罗斯人口在 1992—2007 年间下降了 4. 54% 。 在耕地总量和人口同时减少的背景下,俄罗斯出现

了人均耕地减少速度显著高于耕地总量减少速度的现象。
3. 3摇 耕地总量减少而人均耕地增加

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乌克兰耕地总量减少了 2. 78% ,但是人均耕地却增加了 8. 32% 。 耕地总量变化和人

口总数呈正相关,而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比例呈现负相关(表 4、表 5)。 乌克兰耕地总量减少与目前乌克兰

正在经历的市场经济变革、推行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有关,而弃耕撂荒现象也是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之

一[19鄄20]。 人均耕地增加则主要是由于乌克兰人口持续减少所导致。 1992 年,乌克兰人口为 5157. 2 万人,而
到 2007 年,乌克兰人口却锐减到 4599. 2 万人,净减少 558 万人[1]。 乌克兰人口持续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乌克

兰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出生人口远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持续减少所导致。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7 年乌克兰

女性比例为 53. 86% ,粗出生率为 10. 2译,而粗死亡率则高达 16. 4译。
3. 4摇 耕地总量增加而人均耕地减少

耕地总量增加而人均耕地减少的情况有 15 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刚果民主共和

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坦桑尼亚和越南。 耕地总量增

加而人均耕地减少的现象表明,这些国家耕地总量增加速度低于人口总量增加速度。 综合分析表 3—5 可以

发现,除埃塞俄比亚之外,其余国家的人均耕地和 GDP、总人口、城市人口均呈现负相关,反映出这些国家伴

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和人口增长,人均耕地表现为急剧下降的态势。 埃塞俄比亚作为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

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其政局不稳而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但在近 10 余年来,经济水平和人口总量持续增

加,耕地总量起伏不定,从而表现出人均耕地和城市化、经济发展不相关的现象。
进一步分析这些国家的人口变化数据可以发现,在 1961—2007 年间,除了埃塞俄比亚由于研究的年限较

短(1993—2007 年)人口增加百分比仅为 47. 12% 之外,其余国家人口增加百分比都超过了 80% ,最高接近

300% 。 其中,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人口增加百分比在 80%—100% 之间,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越南的人口增加百分比在 100%—200% 之间,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
菲律宾的人口增加百分比在 200%—300%之间。 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这些国家人均耕地数量表现出急剧

下降的趋势。
在人口增加因素的驱动下,增加耕地总量、满足粮食安全需求是这些国家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国情不

同,不同国家耕地总量变化幅度差异明显。 综合分析表 3—5 可以发现,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刚果民主

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越南等国家耕地总量变化和经济发展、城市化

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开发后备资源增加耕地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 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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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而言,耕地总量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程度较低甚至负

相关,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加耕地面积的过程中,面临着后备资源短缺或者耕地非农化的挑战。 因而,提高机

械化水平和粮食生产指数,调整粮食进出口比例往往是这些国家在维护粮食安全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4摇 结论与讨论

(1)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07 年间的不同时期内,本研究所选择的 21 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耕地

总量在减少,这种现象清晰地反映出越来越多国家正面临着耕地短缺的挑战。 而对于人均耕地而言,除了巴

西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外,其余 19 个国家人均耕地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这种现象显示,世界粮食危机正处于不

断加重的趋势中。
(2)对于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增加、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同时减少、耕地总量减少而人均耕地增加、

耕地总量增加而人均耕地减少的四种情况,城市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直是影响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变化

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土地利用潜力不同、政局稳定程度不同,不同国家的影响因素也有明显差别。
其中,扩大农业种植面积、增加乙醇生产赢利,成为巴西砍伐森林、增加耕地的主要动因;城市化与工业化则是

孟加拉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而乌克兰耕地总量减少和人均耕地增加则主要是由于人

口锐减和城市化发展所致。 对于其他 15 个国家而言,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人口激增导致了人均耕地的显著降

低;同时,人口增长也成为这些国家增加耕地总量、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后备土地资

源状况有较大差距,这些国家的耕地增长幅度差异明显。
(3)本研究共涉及到 21 个国家,涵盖了 5 大洲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在探讨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中,尽管作者尝试分析了耕地变化的可能原因,识别了这些国家耕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由于专业知识

所限,对相关国家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尚显的不够深入和全面,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有待于深入和细化。
此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尚需要探讨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粮食进出口、粮食供需平衡的关系,以期为明

晰人口鄄粮食生产与需求关系,探讨不同国家的可能粮食危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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