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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

———以湖北省为例

曹瑞芬,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

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khm2,不能满足自

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

县仅盈余59.726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

壁市仅赤字293.287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

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

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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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于2010年12月21日印发了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的通知,根据特定的开发定义和开发理

念将全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

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另外,按照开

发内容划分,可将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划

归城市化地区,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则根

据实际开发内容分别划归农产品主产区或重点生态

功能区。就主体功能来说,城市化地区的主体功能

是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功

能是提供农产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功能是提

供生态产品。众所周知,在市场化条件下,建设用地

为相关利益群体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耕地所能带来

的经济利益,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耕地

非农化受到限制和禁止,势必会引起巨大经济利益

驱动下建设占用耕地现象发生。然而,耕地除了具

有基本的生产功能外,还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其所具有的提供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功能是建设

用地无法取代的,因此,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意

味着粮食安全的挑战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实施耕

地保护经济补偿刻不容缓。其中,合理划分补偿区

域,界定区域间的补偿关系,是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拟以湖北省102县(市、

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分区,将全省划分为耕地

盈余区、耕地平衡区和耕地赤字区;并将分区结果与

湖北省2012年12月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进行

对比分析,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

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逐渐引起

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1]。实践方面,针对耕地保

护内在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地方政府按照

中央要求,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积极探索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情况

的补偿方案[2],典型区域如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东

莞市和佛山市、上海市浦东新区和闵行区以及江苏

省苏州市等。学术界对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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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3-4]、补偿区域

的划分[1,5]、补偿标准的测算[6-11]以及补偿效应的分

析[12]上。其中,合理划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

和受偿区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重要

环节。
张效军等首次探讨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

构建,并指出耕地的赤字或盈余量为耕地保护经济

补偿机制提供了补偿面积的依据[13]。其中,耕地赤

字或盈余量的测算依据是粮食安全法。实证研究方

面,张效军等以黑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采用粮食安

全法,测算了耕地的赤字或盈余量,其中,福建省存

在13554.0khm2 的 耕 地 赤 字,黑 龙 江 省 存 在

6935.5khm2的耕地盈余[14]。王苗苗等以湖南省

地级行政单位为分区的基本单元,采用粮食安全法,
得到各地区的耕地赤字或盈余,并进一步将全省14
个地市(州)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和耕地

盈余区[15]。于洋等采用粮食安全法,测算了吉林省

9个典型州市的耕地赤字或盈余水平,并据此进一

步对吉林省耕地保护补偿分区进行实证研究[16]。
周小平等采用粮食安全法将我国31个省划分为耕

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和耕地盈余区,并将文中的补

偿分区与我国传统粮食分区进行比较,探讨我国耕

地资源的变化趋势[1]。近年来,耕地资源的生态功

能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耕地生态承载力供

需关系为切入点,研究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丰富

了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崔理想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通过构建耕地生态超

载指数,对高台县所辖8个乡镇的耕地超负荷利用

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

依据[17]。施开放等以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关系为

切入点,应用耕地生态足迹模型,构建了耕地生态承

载力供需平衡指数,并依据平衡指数的大小将重庆

市40个县(区)划分为16个耕地生态赤字区、11个

耕地生态平衡区和13个耕地生态盈余区[18]。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在

具体应用中依然存在缺陷,其中转换因子的调整是

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区域耕地保护补

偿分区中,应用最广泛的依然是张效军等提出的基

于粮食安全法的耕地盈余/赤字区的划分[13,19]。该

方法操作简单方便,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方面

应用广泛。鉴于此,本文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
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分区,界定省内县级区域间的

耕地保护补偿关系,以期为耕地保护区域横向补偿

的流向提供方向性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世界粮农组织指出,粮食安全的目标是“确保所

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

基本食品”。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立足国内为主

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目前

我国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进一步推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粮食

有效供给成为未来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就影响粮

食生产能力的因素来说,主要有两点:其一为耕地面

积;其二为耕地质量,即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
因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就需要国家保

有一定数量、一定生产能力的耕地[19]。粮食安全法

分区的原理是通过测算人类基于粮食需求下的农田

保有量与实际农田存量之间的差额,判断一个国家

或者区域的农田存量是否能够满足当地人口的食品

消费水平。其中,一定时期农田的需求量不仅取决

于区域的粮食自给率、人均粮食需求量和人口数量,
还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面单产以及粮食作物播

种 面 积 占 农 作 物 总 播 种 面 积 比 重 有 着 密 切 的

联系[20]。
研究计算涉及的指标主要有人均粮食消费水

平、区域人口、区域耕地面积、区域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区域耕地复种指数

以及粮食作物播面单产等。其中,就人均粮食消费

量来说,参阅国外研究成果[21-24],采用世界粮农组织

(FAO)给出的粮食安全标准,即年人均粮食需求为

400kg;周小平等依据我国的现状水平及各项研究

成果,确定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最低水平为比温饱水

平稍高的380kg,中等水平为一般研究中的小康水

平400kg,并采用等差数列方法将较高水平定为

420kg[1],综上分析,本文选择满足小康水平的人均

粮食消费量,即400kg。粮食安全法的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S=C-D =C-β× Gp

R×U ×N (1)

U = P
C×R

(2)

式(1)和式(2)中,S为区域耕地的盈亏量,即耕

地的供给量与需求量之差,其值大于零,则表明该区

域的耕地面积有盈余,反之则表明该区域的耕地面

积处于亏损状态;D 为区域耕地最小需求面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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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耕地的实际存量,即耕地供应量;β为区域粮

食自给率,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
即所谓“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规定各省区市的行政

首长负责本地区粮食的供需平衡和粮价的相对稳

定。2010年11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强调要落实好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细化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强化

地方政府责任,确保粮食的生产和供应。依据我国

粮食省长责任制的政策,本文中粮食自给率采用

100%;Gp 为人均粮食消费量;R 为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近似的表示种粮耕

地面积比例);U 为单位种粮耕地面积粮食产量;N
为区域人口总数;P 为粮食总产量。

此外,参考周小平等的分区方法[1],引入耕地赤

字(盈余)率作为分区标准。耕地赤字(盈余)率是耕

地赤字(盈余)的相对量,由耕地赤字(盈余)量与现有

实际耕地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r=S÷C×100% (3)

式中,r为耕地赤字(盈余)率。设m1、m2 为固

定常数,其值可根据具体情况整体把握确定,当

m2 ≤r≤m1 时,该区域为耕地平衡区;当r>m1

时,该区域为耕地盈余区;当r<m2 时,该区域为耕

地赤字区。

  三、实证分析

  1.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获取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

北,北纬29°35′,东经108°41′~116°17′,是我国“中
部崛起”战略的支点和中心。截至2010年底,全省

总人口6176万人,土地总面积1858.89万hm2,辖

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38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

(其中3个直管市)、38个县、2个自治县和1个林

区。省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粮

棉油生产基地。全省耕地总面积5419.408khm2,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3%,且耕地主要分为灌溉

水田、水浇地和旱地3种,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

条件等的限制,各个县(市、区)的耕地分布结构差异

较大。就整个湖北省来说,灌溉水田所占比重最大

(约50.8%),其次为旱地(约39.9%),水浇地的比

例最小(约9.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呈现

出减少和下降的趋势,耕地资源保护受到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1996-
2010年间,耕地面积由1996年的4949.54khm2减
少到2010年的4812.25khm2,粮食总产量由1996
年的2484.40万t减少到2010年的2315.80万t。

就主体功能区划来说,2012年12月21日湖北

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

开发方式将全省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

和禁止开发区域;按照开发内容将全省分为城市化

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每类

区域又可按照重要程度分为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两

种。从主体功能区的定位来看,禁止开发区和限制

开发区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其一定的发展权,理应

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基于粮食安全法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计

算中,涉及到的数据主要有耕地面积、粮食总产

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以及人

口等,其数据来源主要是《湖北统计年鉴》和《湖北

农村统计年鉴》。此外,各个县(市、区)的耕地面

积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简称“二调”)中的数

据为主。

2.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数学模型和数据来源,进行

计算后得到湖北省102个县(市、区)的耕地赤字(盈
余)量和耕地赤字(盈余)率,具体运算结果见表1。
由于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实际耕地面积均

为零,因此,其亏损率均为无穷大,本文将其量化为

100000%。
根据湖北省102个县(市、区)的耕地赤字(盈

余)率的散点图聚集程度(散点图的聚集情况反映了

各地区耕地盈余/赤字情况的大致分布,从而为确定

分界标准提供参考),将耕地赤字区与平衡区的分界

标准 定 位 分 界 点 明 显 的 -16.86%,取 整 后 为

-17%;将耕地平衡区与盈余区的分界标准定位分

界点明显的20.76%,取整后为21%。即分区标准

为m1=21%,m2=-17%。各县(市、区)的耕地赤

字(盈余)率的散点图具体见图1,其中,为了准确方

便地 找 出 分 界 点,散 点 图 中 剔 除 了 赤 字 率 超 过

900%的15个异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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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县(市、区)的耕地赤字(盈余)量及赤字(盈余)率

地区 赤字(盈亏)量/hm2 赤字(盈亏)率/% 地区 赤字(盈亏)量/hm2 赤字(盈亏)率/%
江岸区 -84141.962 -27033.562 南漳县 30757.979 35.908
江汉区 -59817.332 -100000.000 谷城县 4170.694 9.977
硚口区 -67827.851 -27839.374 保康县 59.726 0.138
汉阳区 -67353.958 -4895.479 老河口市 20289.226 34.087
武昌区 -149448.383 -100000.000 枣阳市 99196.807 61.718
青山区 -56745.450 -46451.744 宜城市 57878.809 56.588
洪山区 -105544.379 -933.596 梁子区 7043.244 34.254
东西湖区 -14765.253 -80.287 华容区 1593.465 7.506
汉南区 -1452.615 -11.999 鄂城区 -28249.232 -146.599
蔡甸区 -5836.270 -13.369 东宝区 2408.725 6.004
江夏区 2068.949 2.672 掇刀区 993.886 3.257
黄陂区 -7263.013 -7.786 京山县 67823.591 57.597
新洲区 -14074.761 -21.786 沙洋县 72243.900 59.081
黄石港区 -20404.597 -100000.000 钟祥市 91720.166 47.544
西塞山区 -23236.512 -1667.421 黄州区 -14521.294 -123.175
下陆区 -12078.096 -2137.830 团风县 3945.557 12.991
铁山区 -6199.573 -4471.706 红安县 6803.192 10.581
阳新县 -18760.614 -27.553 罗田县 -5666.954 -16.861
大冶市 -17927.997 -31.487 英山县 3072.107 11.184
茅箭区 -52267.926 -5459.532 浠水县 3517.650 4.686
张湾区 -51352.643 -2031.973 蕲春县 3316.829 4.751
郧县 -18612.547 -36.879 黄梅县 918.383 1.196
郧西县 -2865.124 -5.284 麻城市 8919.534 8.075
竹山县 6586.519 14.208 武穴市 4106.260 7.703
竹溪县 10613.491 28.104 孝南区 -38166.779 -67.567
房县 -8754.487 -21.875 孝昌县 948.117 1.549
丹江口市 -22721.300 -64.484 大悟县 11070.487 15.230
沙市区 -32607.483 -148.675 云梦县 -1854.139 -4.755
荆州区 551.098 1.018 应城市 18586.034 27.716
公安县 26940.866 20.593 安陆市 19746.802 28.720
监利县 86074.793 50.342 汉川市 -3337.357 -3.467
江陵县 28953.317 42.200 咸安区 -13641.866 -40.037
石首市 -7069.897 -10.550 嘉鱼县 6413.794 19.108
洪湖市 25892.859 33.400 通城县 1090.323 3.689
松滋市 2539.260 2.656 崇阳县 2607.167 7.395
西陵区 -36631.618 -96653.345 通山县 -46417.062 -160.579
伍家岗区 -13036.196 -6896.728 赤壁市 -293.287 -0.720
点军区 -5956.233 -181.523 恩施市 -37927.676 -46.369
猇亭区 -2350.864 -116.742 利川市 -1814.800 -1.669
夷陵区 143.983 0.369 建始县 2912.881 5.719
远安县 4102.863 17.809 巴东县 5371.649 8.873
兴山县 -2953.341 -14.269 宣恩县 -4844.334 -10.551
秭归县 -21380.642 -65.987 咸丰县 10982.332 20.764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34941.475 -56.632 来凤县 -742.107 -2.030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1462.816 -4.744 鹤峰县 532.677 2.064
宜都市 -6665.190 -30.556 曾都区 65498.670 36.998
当阳市 39813.482 54.156 广水市 11180.423 13.208
枝江市 17783.786 33.680 仙桃市 12700.805 10.505
襄城区 -6793.130 -21.858 潜江市 -12901.493 -10.341
樊城区 -30419.355 -110.650 天门市 -26758.027 -15.880
襄阳区 108901.397 62.751 神农架林区 -4871.136 -5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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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县(市、区)耕地赤字(盈余)率散点图

  根据上述分区标准,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
划分为耕地盈余区、耕地平衡区和耕地赤字区,分别

对应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平衡区和支付区,具
体分区结果见表2。

表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结果

区域补偿类型 县(市、区)名称

支付区
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东西湖、新洲、黄石港、西塞山区、下陆、铁山、阳新、大冶、茅箭、张湾、郧县、房
县、丹江口、沙市、西陵、伍家岗、点军、猇亭、秭归、长阳、宜都、襄城、樊城、鄂城、黄州、孝南、咸安、通山、恩施、神农架

平衡区
汉南、蔡甸、江夏、黄陂、郧西、竹山、荆州、公安、石首、松滋、夷陵、远安、兴山、五峰、谷城、保康、华容、东宝、掇刀、团风、
红安、罗田、英山、浠水、蕲春、黄梅、麻城、武穴、孝昌、大悟、云梦、汉川、嘉鱼、通城、崇阳、赤壁、利川、建始、巴东、宣恩、
咸丰、来凤、鹤峰、广水、仙桃、潜江、天门

受偿区 竹溪、监利、江陵、洪湖、当阳、枝江、襄阳、南漳、老河口、枣阳、宜城、梁子、京山、沙洋、钟祥、应城、安陆、曾都

  由表1和表2可知,从总体上看,湖北省耕地资

源短缺,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本文中基于粮食安全

法测算的湖北省所需耕地面积为5731.75khm2,
然而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大调查的数据可知,湖北

省实有耕地面积为5419.41khm2,即存在312.34

khm2的耕地亏损缺口。曲福田等通过分析不同粮

食分区的耕地占用动态得出,自2002年开始,湖北

省的人均粮食生产水平已经低于全国人均粮食生产

水平[25],也就是说湖北省已经由一个传统的粮食主

产区变成了粮食主销区。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
襄阳区、枣阳区、钟祥市、监利县等18个县(市、区)
在耕地资源保护方面,做出了超出自身需求的贡献,
归类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江岸、江汉、硚口

等37个县(市、区)的耕地资源存量小于其最低耕地

保有量,归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其余47个

县(市、区)的耕地资源存量与最低耕地保有量基本

相等,归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平衡区,即不参与耕地

保护经济补偿行为。另外,在耕地盈余区中,枣阳

市、襄阳区的盈余率和盈余量均尤为突出,盈余率分

别为61.72%和62.76%,盈余面积分别为99.197

khm2和108.901khm2;在耕地赤字区中,武昌区的

赤字率和赤字量均尤为突出,赤字率接近无穷大,赤
字面积高达149.448khm2。

3.耕地保护补偿分区与主体功能区划对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上述分区结果与湖北省主体

功能区划之间的关系,笔者将耕地保护补偿分区结

果分别归到主体功能区划所分的3个区域中(即重

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具体

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本文的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

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基本一致。其中,耕地保护

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内,18个

受偿区中,有12个地区属于农产品主产区,约占总

受偿区的66.67%,这些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适合农

业生产,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且第一产业

在地方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如钟祥、监利和沙洋

等;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

区域,37个支付区中,有28个地区属于重点开发区

域,约占总支付区的76%,这些地区的经济较为发

达,二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较大,是人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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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地,且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力较大,现有耕地面

积相对较少,典型地区如武汉市的7个市辖区;重点

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除竹溪县和南漳县外,
均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平衡区和支付区,这些区

域主要位于丘陵地区和山区,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

产,多以林业生产为主,如神农架林区等,是我国重

要的自然保护区域,为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做

出了巨大贡献。
表3 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

区域补
偿类型

主体功能区类型

重点开发区域

国家层面 省级层面

限制开发区域

国家层面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省级层面

重点生态功能区

支付区

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
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
洪山区、东西湖区、新洲
区、黄石港、下陆、铁山、
西塞山区、大冶、鄂城、孝
南、黄州、咸安

张湾、茅箭、西陵、伍家岗、
点军、猇亭、襄城、樊城、沙
市、恩施

阳新、宜都
郧县、丹江口、房 县、
秭归、长阳、神农架

通山

平衡区
汉南区、蔡甸区、黄陂区、
潜江、天 门、江 夏 区、华
容、汉川、仙桃

东宝、掇刀、荆州

石首、远安、谷城、云
梦、公 安、松 滋、团
风、黄 梅、武 穴、蕲
春、崇 阳、嘉 鱼、赤
壁、广水

郧西、兴山、罗 田、宣
恩、竹山、夷陵、五峰、
保康、孝昌、大 悟、红
安、麻城、英山、浠水、
巴东、建始、利 川、咸
丰、鹤峰、来凤

通城

受偿区 应城 枝江、襄阳、曾都

当阳、宜城、老河口、
枣阳、梁子湖、京山、
钟祥、沙洋、安陆、洪
湖、监利、江陵

竹溪、南漳

  此外,两种分区结果存在少许差异主要归因于

分区依据的不同,主体功能区划是基于区域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是否

适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

基准划分的;而粮食安全法是基于区域粮食的生产

和消费水平,以能否满足区域粮食需求量为依据划

分的。然而,两种分区方法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
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四、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基于区域间外部性补偿思路,本文采用粮食安

全法分区,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分为37个支

付区、47个平衡区和18个受偿区,界定了县级区域

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

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进行对

比分析,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分区的分布规律,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短缺,不能满足自

身需求。由粮食安全法测算结果可知,湖北省的耕

地面积处于赤字状态,且赤字面积达312.34khm2。
该研究结论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曲福田等

通过分析不同粮食分区的耕地占用动态得出,自

2002年开始,湖北省的人均粮食生产水平已经低于

全国人均粮食生产水平,也就是说湖北省已经由一

个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变成了粮食主销区[25]。
(2)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一方面,盈余区

中,枣阳、襄阳的盈余率和盈余量均尤为突出,盈余

率分别为61.72%和62.76%,盈余面积分别为

99.197khm2和108.901khm2;另一方面,赤字区

中,武昌区的赤字率和赤字量均尤为突出,赤字率接

近无穷大,赤字面积高达149.448khm2。
(3)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

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

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

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

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

衡区。

2.讨 论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是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机

制的前提和基础,为耕地保护区域横向补偿流向提

供了方向性指导。然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仅

仅是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中的一部分,构建耕地

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还需要确定补偿的标准以及补偿

的方式和管理措施等。后期可进一步探讨耕地保护

经济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和管理措施,从而构建

健全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此外,粮食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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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某一特定人口的区域对粮食的基本需求,以
判断该区域耕地资源的盈亏情况。然而粮食安全

法只考虑了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虽然采用粮作

比进行了修正,但相对直接根据人均经济作物消

费量计算经济作物需求量来说依然存在偏误,后
期可进一步修正粮食安全法,使研究结论更加科

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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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102counties(cities,districts)ofHubeiprovinceforexample,thispaperusesfood
securitymodeltodefinethecompensationrelationsamongcounties.Thenthispaperdiscussestheregu-
laritiesofdistributionofcultivatedlandprotectionpar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mainfunctionzones
throughcomparativelyanalyzingthecompensationdivisionresultsandthemainfunctionzonesinHubei
province.ThecalculationresultsshowthatcultivatedlandresourcesinHubeiprovincewereatalos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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