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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 

1、土地 

地球陆地表面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地段，包含垂直于它上下的生

物圈，包括近表气候、土壤和地形、水文、表层地质、动植物种群以

及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物质结果的所有属性。 

2、土地科学 

研究作为自然经济社会综合体的土地、土地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以

土地为介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学科群体。 

3、土地总面积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陆地总面积，包括内陆水面和沿海滩涂，不包

括领海。 

4、土地(组成)要素 

构成土地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表层地

质、动植物种群和人类活动的物质结果。 

5、土地覆被 

能直接或通过遥感手段观测到的自然和人工植被及建筑物等地

表覆盖物。 

6、土地覆被分类 

根据一定的目的，按照拟定的分类标准，对有代表性的土地覆被

进行分类的过程。 

7、土地覆被类型 

可以识别和定义的土地覆被类别。 

8、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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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为人类利用的土

地。 

9、土地资源学 

以土地作为资源来研究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综合特征、时空

变化规律及其与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10、土地分类 

基于一定目的，按特定的标准，对土地进行不同详细程度的概括、

归并或细分，区分出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的类型的过程。 

11、土地分级  

基于一定目的，按特定的标准，通过自下而上地归并或自上而下

地细分，将土地划分为一系列分层次的、复杂程度有差异的土地单元

的过程。 

12、土地单元 

一块具有特定的土地特性和质量，并可在图上勾绘出来的土地。 

二、土地属性 

1、土地属性 

土地的一个或复合的自然、社会、经济方面性质的描述。 

2、土地性状 

给出一土地类型一定程度的有用性信息的属性。 

3、土地特性 

一个用以区别于其他资源，区分不同土地单元或描述土地质量的

容易看到或可以度量的土地属性。 

4、土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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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用术语>土地功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优劣程度。 

(2)<土地评价专用> 由明显影响土地对特定用途适宜性的一组

土地特性所组成的复合土地属性。 

5、生长期长度 

一年中温度、土壤水分条件容许作物生长的天数，用以反映土地

气候状况的土地质量。 

6、生长期类型 

按一年中各月(或旬)标准作物水分供给状况变化的特征而划分

的生长期类别，用以反映生长期水分状况的土地质量。 

7、土地区位 

由土地的空间位置所直接决定的，影响土地的经济价值、农事活

动和各种管理措施的便利的土地质量。 

8、通达性 

反映土地所处位置和地形对通向该土地单元的道路建设和维护

的影响程度的土地质量。 

9、通行能力 

反映土地所处位置和地形对机械通行的影响程度的土地质量。 

10、土地)限制性 

从负面影响土地对特定土地用途适宜性或利用潜力的土地特性

或土地质量。 

三、土地类型 

1、土地类型 

根据土地要素的特性及其组合形式的不同，而划分的一系列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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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各具特色的土地单元。 

2、土地类型分类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各个土地单元土地要素属性和组合的相似

性或差异性，在同一层级和不同层级作不同程度的抽象与归并而形成

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的土地类型的过程。 

3、土地类型分级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各个土地单元土地要素属性和组合的相似

性或差异性，通过自下而上合并或自上而下细分，而形成一系列分层

级的、复杂程度有差异的土地类型的过程。 

4、土地类型分级系统 

在土地类型分级过程中逐级归并或细分所形成的类型序列。 

5、土地带 

按大气候水热条件组合特征差异划分的最大尺度的土地区域分

级单元。 

6、土地大区 

一个土地带内，按一级构造地形划分的土地区域分级单元。 

7、土地省 

一个土地大区内，按二级构造地形划分的土地区域分级单元。 

8、土地区 

一个土地省内，由地貌上有发生学联系的或同一地貌单元中不同

岩性形成的几个土地系统构成的土地区域分级单元。 

9、土地系统 

一个土地区内，具有相对一致的地表气候和地理、地貌上密切联

系并重复出现的地形、土壤组合和植被格局的土地类型分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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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土地型 

一个土地系统内，在相同的地方气候下，受地貌单元制约，由一

组有发生学联系的立地集合而成的土地类型分级单元。 

11、土地[类型]结构 

一个区域内若干性质上有差异而相互间有发生学联系的土地类

型有规律地组合而成的一定空间格局。 

12、土地结构组分 

组合成土地结构的各个土地类型。 

13、土地结构构型 

构成土地结构的土地类型组合的一定空间格局或图式，可以有散

点状、网状、交错状、棋盘状等形式。 

14、土地结构演替 

土地结构的组分和(或)构型发生和发展的变化过程。 

15、土地结构分类 

根据土地结构形成、演替及构型的特点，按一定标准，对土地结

构进行分类或分级的过程。 

四、土地生态 

1、土地生态系统 

土地各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制

约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开放的、动态的、分层次的和可反馈的系统。 

2、土地生态学 

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土地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功能、

空间分布、发展与演替规律，以及人为影响与其调控机制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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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生态类型 

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组成、结构和特定功能的土地生态系统类别。 

4、农业生态分区 

按照与土地适宜性、潜在生产力及其环境影响有关特性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将土地划分为较小的土地单元的过程。 

5、农业生态单元 

具有一致的土壤和气候特性和土地要素组合的土地单元，它是农

业生态分区中进行自然评价的基本单元。 

6、农业生态区 

按照气候、地形、土壤组合、或土地覆被等特性划分的，具有相

似生产潜力和限制性的土地单元，它由若干个农业生态单元(3.4.4.1)

组成。 

7、生态交错带 

两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交接的空间过渡地带，在该地带，生物多样

性增强，种群密度加大，边缘效应明显。 

8、土地生态评价 

对各种土地生态类型的健康状况、适宜性、其环境影响、服务功

能和价值的综合分析与评价的过程。 

9、土地生态规划 

根据生态学原理，以提高区域尺度土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为目

标，在土地生态分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土地生态系统结

构、格局的方案、对策及建议的过程。 

10、土地生态设计 

根据土地生态规划，对各种土地生态类型进行优化选择，具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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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新的土地生态系统及其组合结构和格局的过程。 

11、土地生态建设 

在对土地生态要素的损害源、受损范围、受害程度、以及生产力

水平、资源状况等方面综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整治土地、恢复

和增强生态功能的生态重建计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的过程。 

12、土地生态经济系统 

由土地生态系统与土地经济系统在时空上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 

13、生态经济分区 

一种将土地资源的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和多种土地用途综

合起来的土地分区方法和过程。 

14、土地生态经济学 

研究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内各个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系统

的结构、功能、演变规律及其在土地利用结合点上与其他生态系统耦

合成巨系统的形成、发展和调控的学科。 

五、土地功能 

1、土地功能 

土地具有的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各方面需求的能力。 

2、土地潜力 

在假定的经营管理水平下，由自然特性的限制性所决定的，某一

地区土地对农业、林业、野生生物和旅游业等几种土地利用大类提供

持续效益的能力。 

3、土地适宜性 

给定的土地单元对一特定土地用途或土地利用方式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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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生产力 

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与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在不同的结合方式和

方法下所形成的生产水平和产出效果。 

5、土地生产率 

在一定的投入水平下，单位面积土地的生物产量或收获物产量。 

6、土地生产潜力 

由光、温、水、土等自然要素决定的单位面积土地可能达到的生

物产量或收获物产量。 

7、光合生产潜力 

具有理想群体结构的作物，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温度、水分、养

分等环境条件均处于理想状态下，由光辐射因子决定的单位面积土地

所能生产的生物产量或收获物产量。 

8、光温生产潜力 

在光合生产潜力基础上，除温度以外的其他环境条件均处于理想

状态下，由光、温两个因子共同决定的单位面积土地所能生产的生物

产量或收获物产量。 

9、气候生产潜力 

在光温生产潜力基础上，除水分以外的其他环境条件均处于理想

状态下，由光、温、水三个气候因子共同决定的单位面积土地所能生

产的生物产量或收获物产量。 

10、土地生产潜力评定 

评定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土地单元在某一经营管理水平下的土

地生产潜力，并在各土地单元之间进行比较的过程。 

11、土地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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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生态环境质量不致退化的前提下，单位面积土地所容许的

最大限度的生物生存量。 

12、(土地)人口承载力 

一定面积的土地资源生产的食物所供养的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

数量。 

13、(土地)人口承载潜力 

一定面积土地资源的食物生产潜力所能供养的一定消费水平的

人口数量。 

14、载畜量 

在一定时间内，保证草场可持续利用的条件下，一定面积的草场

可供养的家畜数量。 

15、(土地)人口承载潜力评定 

评定一定地域范围内土地在一定投入水平下的人口承载潜力的

过程。 

16、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口数量。 

17、人口承载力比 

土地的人口承载潜力与现状或预测的人口的比率；用公式来表示

为：R＝C/P 

式中：R＝人口承载力比 

C＝人口承载潜力 

P＝现状或预测的人口 

注：人口承载力比<1 表示人口超载；人口承载力比>1 表示承载

力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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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资源承载力评价 

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

源以及智力、技术等，在保证一定物质生活水平下，所能供养的人口

数量的过程。 

19、土地可持续性 

一给定的土地利用系统，能否在现实的投入水平下，维持其可接

受的生产力或服务水平，而又不对环境发生持续的自然、生物、经济

或社会的损害的测度。 

六、土地评价 

1、土地评价 

对土地用于某种目的时的性能的评定，包括对土地组成要素和人

类活动对土地的影响等方面的调查分析，以及按评价目的比较土地质

量的优劣或确定可持续的土地用类型和利用方式。 

2、土地评价体系 

为不同评价目的而设计的一套特定的土地评价方法和程序。 

3、土地评价体系的类别 

评价目的在于针对特定的土地单元，评定它们对各种土地利用类

型或利用方式的适宜性或利用可能性，并提出经营管理与改良等建议

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4、比较性土地评价 

评价目的在于针对某种给定的土地用途，将各个土地单元的质量

优劣进行比较，并划分质量等级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5、一般目标土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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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广义的土地利用大类(如农业、林业、旅游等)作为评价目标，

而不详细规定所评价的具体土地利用方式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6、特定目标土地评价 

以某一有明确定义的特定土地利用类型或利用方式或经营管理

措施作为评价目标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7、(土地评价)类别体系 

根据土地单元的一些决定其利用性能的土地性状阈值，将土地归

类为若干顺序的类别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8、(土地评价)参数体系 

将土地单元的一些决定其利用性能的土地性状阈值用数学模型

联系起来，得出一个预期产量或指数，以此划分土地等级的一类土地

评价体系。 

9、土地定性评价 

评价结果仅用定性的方式表示，没有产量、投入或成本和收益的

具体分析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10、土地定量评价 

评价结果用数字表示，可以在不同用途的适宜性之间进行比较的

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11、土地自然评价 

主要依据土地的自然属性评定土地的利用能力或适宜性，并用实

物的数量(如作物单产等)表示其评价结果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12、土地经济评价 

在自然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分析，并用可比的经济效益

指标(如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投资回报率、级差收入等)表示其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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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一类土地评价体系。 

13、土地潜力评价 

根据土地的自然要素对农业、林业、野生生物、旅游等几种土地

利用大类的限制性因素的多少和程度，把土地分成若干类别的一种土

地评价体系。 

14、土地适宜性评价 

根据对一给定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利用方式适宜与否、适宜程度和

限制性种类，将特定的土地单元进行评定和归类的一种土地评价体

系。 

15、当前适宜性评价  

在不进行大型土地改良情况下，根据土地单元在当前条件下对一

给定土地利用类型或利用方式的适宜性进行的评价。 

16、潜在适宜性评价 

根据土地单元在完成大型土地改良后的条件下，对一给定土地利

用类型或利用方式的适宜性进行的评价。 

17、可持续土地经营评价 

评定给定的土地利用系统在特定区域或地点和特定时段内的可

持续性的一种土地评价体系。 

18、土地分等定级 

针对给定的土地用途，对土地单元的自然和经济属性进行综合鉴

定，并依据其生产能力或经济效益划分出在一定区域内可比的质量等

级的一种土地评价体系。 

19、土地利用要求 

一种土地利用类型或土地利用方式有效和持续地实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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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特性或土地质量。 

20、(土地)评价单元 

一块具有能影响它对所评价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土地利用方式适

宜性，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土地单元的特性和质量的土地，它是土地评

价和制图的基本单元。 

21、评价因子 

对所评价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土地利用方式的潜力、适宜性或可持

续性的等级有明显影响的土地特性或土地质量。 

22、分级临界值 

用于划分不同土地适宜性或土地潜力等级的评价因子的界限值。 

23、评价因子分级 

对每个土地评价单元按每个评价因子的临界值评定其对一种土

地利用类型或利用方式的质量、潜力或适宜性等级的过程。 

24、土地等级评定方法 

3.6.6.1极限条件法 

以评价因子分级中最低的质量(或潜力、适宜性)等级，即最大的

限制性因子的等级，作为该土地单元对所评价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利用

方式总的质量(或潜力、适宜性)等级的方法。 

25、累加法 

在土地评价参数体系中，将各个评价因子评定的分数或指数(按

其重要性加权或不加权)累加，以其和数来评定土地等级的方法。 

26、乘积法 

在土地评价参数体系中，以各个评价因子评定的分数或指数的乘

积来评定土地等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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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复合函数法  

在土地评价参数体系中， 以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各评价

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以其计算值来评定土地等级的方法。 

七、土地利用 

 1、土地利用 

人类通过一定的活动，利用土地的属性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 

 2、土地用途 

由自然条件和人的干预所决定的土地的使用功能。 

 3、土地利用类型 

按土地用途划分的土地类别。 

 4、土地利用方式 

以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所需的投入和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

等一套技术经济指标加以详细规定的土地利用类型。 

 5、单一利用方式 

一块土地只有一种用途的土地利用方式。 

 6、多种利用方式 

一块土地同时从事一种以上用途，每种用途均有各自的投入和产

品或其它效益的土地利用方式。 

 7、复合利用方式 

一块土地有规则地连续从事两种以上的用途，或在一块土地的不

同部分同时从事两种以上用途的土地利用方式。 

 8、土地利用系统 

一给定的土地单元与特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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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土地利用大系统 

由多种功能各异而又相互联系的土地利用系统集合而成的复杂

土地利用系统。 

 10、土地利用结构 

一定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或)土地覆被之间在数量上的

比例关系，一般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或)土地覆被占该区域土地总

面积的比重表示。 

11、土地利用空间结构 

一定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或)土地覆被在地域空间的分

布，其组合形式和相互关系。 

12、土地利用布局  

一定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或)土地覆被分布地域和地点

的选择、空间组合的安排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确定。 

13、土地利用程度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强度，包括人类对土地的利用与改造程度以及

土地受人为影响的变化程度。 

14、土地利用程度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的综合量化指标，以未利用土地、自然再生利用土

地、人为再生利用土地和非再生利用土地等四类土地利用面积占该区

域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加权指数和表示。 

15、土地利用率 

一定区域内已利用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16、土地垦殖率  

一定区域内已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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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结构在时空上的变化。 

18、土地利用演替 

土地资源趋于向收益最大的用途或利用方式转移的趋势。 

19、土地利用效率 

在土地利用上以最低的土地成本产生最大的效益。 

20、土地利用效益  

单位面积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和(或)服务的价值。包括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1、土地利用经济效益 

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土地所取得的经济报酬。 

22、土地报酬 

单位面积土地上所投入的某项可变要素的生产率。 

23、毛利分析 

在不涉及土地改良等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以单位面积土地的

毛利和净收入来衡量企业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方法。 

 24、贴现现金流量分析 

在涉及土地改良等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将项目周期(一般

20～30 年)内发生的投资和收入均按社会贴现率折成现值，然后以净

现值、收益/成本比或内部收益率等为指标来衡量企业土地利用经济

效益的方法。 

25、土地报酬递减律 

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连续追加某一生产要素

投入量将使产量增加，但达到某一点后，其单位投入的边际收益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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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下降，并最终成为负数的规律。 

26、土地利用生态效益  

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所建立的新的土地生态系统较原来的生态系

统所增强的功能和效应。 

27、土地利用社会效益 

土地利用过程中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包括收入分配公平，改善

劳动条件，提高健康、文化水平，提高国防能力等)所产生的影响和

效果。 

28、土地利用工程 

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改良和保护的综合工程技术措施。 

八、土地利用分类 

1、土地利用分类 

按土地的用途或利用方式对土地进行的类型划分。 

2、农用地 

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为

农业生产服务的土地。 

3、耕地 

用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休闲地、草田轮作地、撂荒未满三

年的轮歇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

地，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以及耕地中宽度≤1.0 米

(南方)-2.0米(北方)的沟、渠、路和田埂。 

4、灌溉水田 

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用于种植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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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耕地，包括灌溉的水旱轮作地。 

5、望天田 

无灌溉设施，依靠天然降雨来种植水生作物的耕地，包括无灌溉

设施的水旱轮作地。 

6、水浇地 

水田、菜地以外，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

溉的耕地。 

7、旱地 

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作物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

设施，仅靠引洪灌溉的耕地。 

8、菜地 

常年种植蔬菜为主的耕地，包括大棚用地。 

9、园地 

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等为主、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

本作物(含其苗圃)，覆盖度>50 ％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的土

地。 

10、果园 

种植果树的园地． 

11、桑园 

种植桑树的园地． 

12、茶园 

种植茶树的园地． 

13、橡胶园 

种植橡胶树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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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园地 

种植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花卉、药材等多年生作物的园地。 

15、林地 

生长乔木、灌木、竹类及沿海红树林的土地；不包括居民点内的

绿地以及铁路、公路、河流、沟渠的护路、护岸林。 

16、有林地 

树木郁闭度>0.2 的天然林、人工林地。 

17、灌木林地 

生长灌木和高山矮木，郁闭度>0.4 的林地。 

18、疏林地 

树木郁闭度为 0.1～0.2的林地。 

19、未成林造林地 

造林成活率大于或等于合理造林株数的 41％，尚未郁闭但有成

林希望的新造林地。 

20、迹地  

森林采伐、火烧后，五年内未更新的土地。 

21、苗圃 

固定的林木育苗地。 

22、牧草地 

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用于畜牧业为主的土地。 

23、天然草地 

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未经改良，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包括

以牧为主的疏林草地、灌丛草地。 

24、改良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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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围栏、灌溉、排水、施肥、松耙、补植等措施进行改良的牧

草地。 

25、人工草地 

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包括人工培植用于牧业的灌木地。 

26、其他农用地 

耕地、园地、林地和牧草地以外，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27、畜禽饲养地 

以经营性养殖为目的的畜禽舍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28、设施农业用地 

进行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 

29、农村道路 

宽度≥1.0米(南方)～2.0米(北方)的农村村间、田间道路(含机耕

路)。 

30、坑塘水面 

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立方米(不含养殖水面)的

水塘面积。 

31、养殖水面  

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专门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塘及相应附属设

施用地。 

32、农田水利用地 

农田排灌沟渠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33、田坎 

耕地中宽度≥1.0米(南方)-2.0米(北方)的梯田岸坎。 

34、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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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 

35、城市用地 

按城市中土地使用的主要性质划分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

用地、绿地、特殊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的统称。 

36、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用地分类中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

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

用地的总称，不包括水域和其他用地。 

37、建制镇用地 

设镇建制的城镇居民点用地。 

38、农村居民点用地 

不设镇建制的集镇和村庄居民点用地。 

39、工矿用地 

居民点(城市、建制镇和农村居民点)以外，用于采矿、采砂石、

盐田、砖瓦窑及乡镇工业等生产的土地。 

40、特殊用地 

居民点以外的军事设施、宗教、监教、陵园等用地。 

41、风景旅游设施用地 

居民点以外为居民提供游憩服务的名胜古迹、景区和旅游设施用

地。 

42、交通用地 

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用地。 

43、铁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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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线路及场站用地，包括路堤、路堑、道沟、护路林、其他附

属设施用地及铁路留用地。 

44、公路用地 

国家和地方公路(含乡镇公路)，包括路堤、路堑、道沟、护路林

及其他附属设施用地。 

45、机场用地  

民用机场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46、港口码头用地  

民用客、货运、捕捞等船舶停靠场所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

常水位以下部分。 

47、运输管线用地  

运输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用地。 

48、水工建筑用地  

农田水利用地以外的人工修建的沟渠、堤坝、涵闸、护堤林、水

电站、扬水站常水位岸线以上的建筑物用地。 

49、水域 

居民点、农用地以外的内陆水面。 

50、未利用地 

目前尚未利用的土地，包括难利用的土地。 

51、荒草地 

树木郁闭度<0.1、表层为土质、生长杂草的土地。不包括盐碱地、

沼泽地和裸土地。 

52、盐碱地 

表层盐碱聚集、生长天然耐盐植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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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沼泽地 

经常积水或渍水，一般生长沼生、湿生植物的土地。 

54、沙地 

表层为沙覆盖，基本无植被的土地。 

注：包括沙漠，不包括滩涂中的沙地。 

55、裸土地 

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 

56、裸岩石砾地 

表层为岩石或石砾，其覆盖面积> 70 ％的土地。 

57、滩涂  

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潮浸地带，河流、湖泊和水库常水

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以及时令湖、河洪水位以下的滩地。不包括已利

用的滩涂。 

58、冰川与永久积雪 

表层被冰雪常年覆盖的土地。 

九、土地开发 

1、土地开发 

对未利用地或利用效率低下的土地，通过工程、生物或综合的措

施，使其成为可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较高的土地的过

程。 

2、农用地开发 

开发后作为农用地的土地开发。 

3、建设用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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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后作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开发。 

4、土地广度开发 

采取扩大用地面积来达到增加产品产量目的的土地开发方式。 

5、土地深度开发 

对单位面积土地增加物质、劳力、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的土地开发方式。 

6、土地开发成本 

土地开发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动等费用的总和。 

7、土地开发的直接费用 

直接用于土地开发的资金和劳动费用，包括勘探费和土地获得

费。 

8、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 

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在社会范围内发生的或由社会负担的成本，

包括社会机会成本和社会外部负效应。 

9、社会机会成本  

由于选择土地开发项目，社会及其成员所放弃的收益和满足。 

10、社会外部负效应 

土地开发项目对他人、团体和社会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和随之产生

的负面影响。 

11、土地开发的时间成本 

土地开发从开始到完成这段时间内，因持有土地开发项目而发生

投资利息和纳税增额。 

12、替代成本 

当土地用途和价值的变化使新的土地开发项目更为有利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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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开发项目而需要报废或注销已有的投资因而产生的成本。 

十、土地经营 

1、土地经营 

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包括确定利用目标、土地

利用活动的决策和各种实施措施等。 

2、土地投入 

用于土地利用的资金或物质、劳力和技术。 

3、土地产出 

通过利用土地而获得的产品、服务或其它效益。 

4、土地经营集约度 

生产过程中，单位面积土地上投放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 

5、劳力集约度 

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 

6、资金集约度 

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资金量。 

7、集约边际  

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连续投入劳动和资本所达到的临界点，在这临

界点上其所用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即土地经营集

约度的最高限度。 

8、粗放边际  

在既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下不断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所达到的临

界点，在这临界点上其所用土地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即土地

经营集约度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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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地集约经营 

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金、物质、劳动和技术以提高集

约度的土地经营方式。 

10、土地粗放经营 

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较少的资金和劳动和技术以降低集约度

的土地经营方式。 

11、 土地经营规模 

一个生产单位所经营的土地面积之大小。 

12、土地边际效益 

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土地投入而获得的

收益增量。 

13、规模报酬 

一生产单位中所有生产要素以同比例增减而引起的企业经济效

益的变化。 

14、规模经济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状态。 

15、规模不经济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增大的状态。 

16、最佳经营规模 

与产品长期成本曲线最低点相对应的经营规模。注：长期成本曲

线是在生产要素投入可变动的长时期中，各个不同生产要素组合的短

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 

17、农业土地适度经营规模 

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装备程度和生产技术结构相适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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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土地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有所提高时，一个农业劳动力所应经营的

农地面积。 

18、可持续土地经营 

遵循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原则，将政策、技术和各种活

动结合起来，以同时达到提高产出、减少生产风险、保护自然资源和

防止土地退化、经济上有活力又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土地管理方式。 

十一、土地改良 

1、土地退化 

土地由于人为活动和自然作用而不再能正常地维持其经济功能

和(或)原来的自然生态功能的现象和过程。注：一般包括土地荒漠化、

土地污染、肥力减退和自然植被的长期消失。 

2、土地荒漠化 

泛指因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而造成的生物生产

力下降和破坏，最后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现象和过程。注：土地荒漠

化一般包括沙漠化、水蚀荒漠化和盐碱化。 

3、沙漠化 

在干旱多风的沙质地表环境里，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风

蚀、风积地貌景观的过程。 

4、水蚀荒漠化 

地表由风化壳和土状堆积物组成的丘陵山地在降水径流作用下，

出现地表侵蚀、沟谷切割的劣地或石漠景观的过程。 

5、盐碱化 

可容盐类在土壤中，特别是土壤表层累积和(或)土壤胶体吸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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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交换性钠而导致土地生物生产力下降和破坏，最后出现类似荒漠景

观的现象和过程。 

6、土地污染 

土地因受到采矿或工业废弃物或农用化学物质的侵入，恶化了土

壤原有的理化性状，使土地生产潜力减退、产品质量恶化并对人类和

动植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和过程。 

7、土地改良 

为了防止土地退化、改变土地的不良性状和提高土地生产潜力而

采取的各种措施。 

8、土地改良生物措施 

为改良土地而采取的农业技术和植树、种草等措施。 

9、土地改良工程措施 

为改良土地而采取的水利工程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十二、土地复垦 

1、土地破坏 

土地因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可利用性完全丧失的现象和过

程。 

2、废弃地 

因生产、建设活动挖损、塌陷、压占(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压占)、

污染或自然灾害毁损等原因而造成的目前不能利用的土地。 

3、塌陷地 

因地下采矿和地下工程建设挖空后，地表塌陷而破坏的土地。 

4、挖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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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露天采矿、挖沙、取土等生产建设活动而损毁的土地。 

5、压占地 

因工业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和(或)建筑废料压占而废弃的土

地。 

6、土地复垦 

对废弃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十三、土地整理 

1、土地整理 

为改变地块零散、插花状况，改良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

生产率和改善环境，而采取的一整套合理组织土地利用、调整土地权

属的综合措施。 

2、市地整理 

城镇范围内的土地整理，包括根据城镇发展的需要，将某些房屋

陈旧密集、交通拥挤、基础设施落后、不合经济利用的地段内的土地

重新安排用途，调整地界，并改善公共设施和环境，使成为合乎经济

利用的地段。 

3、宅地整理 

农村居民点范围内的土地整理，包括重新配置各类村庄用地，调

整地界，同时进行住宅更新、公共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 

4、农地整理 

农用地的土地整理，包括归并零散地块、调整农地结构和地界、

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良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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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土地保护 

1、土地保护 

通过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经营，使当代人得到最大的持续效益，

并能保持土地的潜力以满足后代的需要。 

2、耕地保护 

保持必需的耕地面积和保护耕地质量，免于退化的活动。 

3、基本农田 

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 

4、基本农田保护区 

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法划定的区域。 

5、基本草牧场 

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牧场和草场。 

十五、土地经济 

1、人地关系 

人类利用土地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2、土地关系 

人类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利用和财产

关系。 

3、土地资产 

被人占有、利用、支配和交易的土地。 

4、土地资本 



 31 

为改良土地而投入并固定在土地内的资本。 

5、土地经济 

土地利用过程中生产力的组织和生产关系的调节。 

6、土地经济学 

研究土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人与地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

其运动规律的学科。 

十六、土地制度 

1、土地制度 

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制约人们利用土地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法

律关系而设定的行为规范。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度

和土地管理制度。 

2、土地产权制度 

为制约人们占有、使用、支配和处理其土地财产权利的方式而设

定的行为规范。 

3、土地所有制 

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土地归谁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行为规范。 

4、土地公有制 

在中国，土地由部分或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土

地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5、土地国有制 

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土地公有制。 

6、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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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律规定所有权属于全民即国家所有的土地。 

7、土地集体所有制 

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公有制。 

8、集体土地 

由法律规定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9、土地共有制 

在国外和中国建国初期，土地归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团体等部

分人民共同所有的土地公有制。 

10、土地私有制  

土地归个人所有的土地所有制。 

11、土地制度改革 

各种改变特定地区土地产权制度和(或)土地利用和经营模式的

过程的总称。 

12、土地所有制改革  

改变特定地区土地所有制或其实现形式的过程。 

13、土地改革 

在中国实行的改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

所有制的过程。 

14、农业合作化 

在中国实行的通过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个体农民土地所有

制为集体所有制的过程。 

15、土地国有化 

废除土地私有制和(或)其他非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归国家所有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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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土地私有化 

废除土地公有制，实行土地归个人所有的过程。 

十七、土地使用制度 

1、土地使用制度 

在一定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经营者和政府在土

地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 

2、土地划拨制 

政府以行政配置方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土地使用者使

用的制度。 

3、土地出让制  

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将一定年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

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制度。 

4、土地年租制 

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将一定年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土

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按年支付地租的制度。 

5、土地承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

个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占有和使用集体所有或国有土地的制度。 

6、土地入股  

土地权利人以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作价入股，组成股份制企业或

合营企业，共同使用土地并按股分红的制度。 

7、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对土地占有、使用和使用权转让制度所进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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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地租 

1、地租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创造的剩余

生产物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部分，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

式。 

(2)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土地在生产利用中自然产生的或应

该产生的经济报酬，即总产值或总收益减去总要素成本或总成本后的

剩余部分。 

2、经济租金 

土地收益中减去投入生产的土地的最低供给价格后的剩余。 

3、契约地租（土地租金） 

承租人为使用他人土地而实际支付的款项，其数额由使用前双方

协议的契约所规定。 

4、实物地租 

以土地产品的实物形态支付的地租。 

5、货币地租 

以货币形态支付的地租。 

6、定额地租 

以每年固定的金额或实物来确定地租额的地租形式。 

7、分成地租 

以承租人每年总收益(或总收获物)一定成数的金额(或实物)来确

定地租额的地租形式。 

8、级差地租 

由土地经营者因经营肥力和(或)区位较优的土地或者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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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化的地租。注：超额利

润为土地产品个别生产价格与劣等地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9、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因经营肥力较好或位置较优的土地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化的地

租。 

10、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因对土地连续追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化

的地租。 

11、绝对地租 

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垄断所取得的地租，其来源是土地产

品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差额。 

12、垄断地租 

从自然条件特别优越的土地上所获得的额外的超额利润转化而

来的地租。 

13、建筑地地租 

经营者为建造建筑物向土地所有者租用土地所交纳的地租，是劳

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包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

租。 

14、矿山地租 

经营者为采掘矿藏而向矿山土地所有者租用矿山土地所支付的

地租，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包括级差地租

和绝对地租。 

15、地租率 

地租与生产土地产品的预付总资本之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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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地价 

1、地价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地租的资本化(5.5.1.1)的货币数

额。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其数量用公式表示为：V=a/r 

式中：V＝地价； 

a＝地租； 

r＝资本化利率(5.5.1.2)。 

(2)土地收益理论的概念：预期的土地年均净收益(即经济地租(5. 

2))资本化的货币数额。 

(3)土地供求理论的概念：由特定时间和地点土地的需求和供给

决定的经济价值。 

2、地租资本化 

把地租当作一定量资本所带来的利息,并按一定资本化利率还原

为一定量的资本。 

3、(地租)资本化利率 

将地租资本化时所采用的利率。 

4、地价构成 

地价的组成部分，包括资本化的地租、土地资本(土地投资)及其

折旧和利息。 

5、宗地地价 

某一具体宗地的地价。 

6、楼面地价 

某一宗地上建筑面积均摊的地价。用公式表示为：Pf＝Pl/Ac＝

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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