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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属性-功能-特征”的分析框架，根据耕地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及生态属性，将耕地功能分类为生产功能、

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在划分耕地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功能的特征，将耕地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并

提出核算耕地价值的合理方法。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收益还原法、价值替代法及

当量因子法分别核算沈阳市耕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1年沈阳市耕地总价值呈

递减趋势，2011～2017年耕地总价值逐年提高。此外，在 2008～2017年沈阳市耕地经济价值最大，社会价值次之，生态

价值最小。建议在重视耕地生产功能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耕地社会功能及生态功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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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ccounting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Attribute-Function-Charac⁃
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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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attribute-function-feature”,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ttribut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classified into production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dividing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mbining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function, the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s divided into economic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reasonabl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data,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The economic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n Shenyang were calculated by income approach, value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8 to 2011, the tot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n Shenyang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and from 2011 to 2017, the tot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addi⁃
tion, in 2008~2017, the economic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in Shenyang wa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soci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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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价值核算是新时期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关注重点，也是自然资源部

实施耕地保护政策的重心，核算耕地价值对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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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自然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土层变薄、

水土流失、肥力降低、中低产田比例高、非农占地

等问题频发 [1-3]，人们逐渐重视耕地的价值，积极

探索衡量耕地价值的核算方法。耕地价值源于耕

地的功能 [4]，基于耕地多功能核算其价值，有助于

在保护耕地与重视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管理耕地

资产，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社

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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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耕地的功能与价值从多角度展开研

究。孔祥斌提出耕地的多功能特征可以反映耕地

质量的多维层次 [5]，耕地的多功能是其本身重要

的属性之一。对耕地功能的探索自最初的单一生

产功能提出后 [6]，不断探讨与发展为耕地具有多

元功能的内涵已经得到认可 [7]，将耕地的多功能

归纳为生产功能、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有学者

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对农业的价值巨大，却被低

估 [8]。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的进行 [9-10]，
及长期对耕地价值的研究，学界对耕地的价值内

涵达成共识，将耕地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

值及生态价值 [11]，并相继开展耕地经济价值核

算 [12]及非经济价值核算 [13]，即耕地社会价值核算[14]

与耕地生态价值核算[15-16]。鉴于此，以耕地的“属

性-功能-特征”为切入点，构建一套耕地功能与价

值之间的关系与核算体系，并以辽宁省沈阳市为

例，对该区域耕地价值进行核算。旨在深入了解耕

地功能与耕地价值的关系，提高对耕地价值内涵的

重视，促进耕地的功能保护和耕地价值保护。

1 研究框架

1.1 耕地功能分类体系的构建

耕地系统作为自然-人工的复合系统 [17]，其功

能可以分为耕地本身具有的功能和因人类需求产

生的功能，固有功能反映的是耕地本身的生态属

性与经济属性，因需求产生的功能反映的是耕地

的社会属性 [18]。属性是研究耕地功能的基础，如

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等。功能反映耕地为人类提

供产品与服务的性状。为人类提供大量农产品，

体现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吸纳农民就业，维护

社会稳定，保证农民生活收入，降低社会保障支

出，体现耕地的社会功能。还包括维持生物多样

性、美化景观等生态功能。特征体现耕地功能的

具体特性，如生产粮食功能，涵养水源功能、环境

改善功能等。本着先分级再分类的原则，基于耕

地的“属性-功能-特征”分析框架，确定耕地的多

功能，并划分耕地价值类型进行核算。具体框架

如图 1所示。

1.2 耕地价值核算体系构建

耕地价值与耕地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耕地价值是耕地功能的货币度量 [19]。基于对耕地

功能分类结果的探索，将耕地价值分为经济价

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 [19-21]。因而耕地价值核

算是以货币形式量化耕地功能的过程，也是对功

能所体现价值的综合量化 [22-23]。基于耕地功能与

耕地价值的关系，考虑数据可获取性，构建价值

的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 耕地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目标层

耕地价

值核算

准则层

经济价值核算

社会价值核算

生态价值核算

子准则层

耕地产出功能价值

社会稳定功能价值

社会保障功能价值

生态功能价值

指标层

农产品总产量、平均单价、种植面积生产成本、种植面积

农产品年总产量、平均单价

城乡居民养老保障费、城乡居民就业保障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气体调节、休闲娱乐、废物处理、土壤形成与保护、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水源涵养

2 单位耕地价值核算方法

耕地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核算其价值是在

分析耕地的“属性-功能-特征”结果的基础上，通

过计算功能所对应的耕地价值实现的。一种功能

对应两种价值应分别进行核算，如作物产出功

能，既体现出经济价值又体现为社会稳定价值。

根据耕地的属性，结合耕地的功能与特征，将耕

地的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

因此，单位耕地总价值公式为：

V = Vc + Vs + Ve ……………………………（1）

式中：V为单位耕地总价值（元/hm2）；Vc为单位

耕地生产功能所对应的经济价值（元/hm2）；Vs为单

位耕地社会功能所对应的社会价值（元/hm2）；Ve为
单位耕地生态功能所对应的生态价值（元/hm2）。
2.1 单位耕地经济价值核算方法

耕地的生产功能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产出，

利用农产品的价值创造耕地的经济价值，是耕地

作为生产资料产生经济价值的主要来源。耕地产

出农产品是基于前期一定的物质与人工的投入，

并通过一段时间内耕地的固有养育功能形成的，

从而产生的经济收益。鉴于此，采用收益还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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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属性-功能-特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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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耕地的经济价值，即耕地生产功能价值为年

纯收益与还原率的比值，由于国家给予农民农业

生产一定的补贴，该部分针对耕地的年纯收益进

行修正。因此，单位耕地经济价值核算公式为：

Vc = ar =
a1 + a2
r ……………………………（2）

a1 =
∑
i = 1

n

qi × pi -∑
i = 1

n

ci × hi
A ( )i = 1, 2, ⋯, n ……（3）

式中：Vc为单位耕地经济价值（元/hm2）；a为
正常市场条件下单位耕地年纯收益（元/hm2）；a1
为单位耕地年纯收益（元/hm2）；a2表示政府对农户

单位耕地的农业生产补贴（元/hm2）；qi为第 i种农产

品总产量（kg）；pi为 i种农产品平均单价（元/hm2）；ci
为 i种农产品单位种植面积生产成本（元/hm2）；hi为
i种农产品的种植面积（hm2）；r为还原率（%）；A
为区域耕地面积（hm2）。
2.2 单位耕地社会价值核算方法

耕地社会价值包括社会稳定功能价值与社会

保障功能价值两部分。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是指耕

地提供农产品解决人类粮食需求，维持社会稳定

的体现。社会保障功能价值是指耕地通过生产农

作物、提供粮食与原材料、旅游休闲等功能类型

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就业及养老保障的体

现。因此，单位耕地社会价值的公式为：

VS = VS1 + VS2 ………………………………（4）
式中：VS为单位耕地社会价值（元/hm2）；VS1为单位

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元/hm2）；VS2为单位耕地社

会保障功能价值（元/hm2）。
社会稳定功能主要是通过耕地提供粮食，从

而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核算耕地社会稳定

功能价值采用替代法，以耕地产出粮食的价格来

衡量，间接反映耕地对稳定社会产生的价值。单

位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公式为：

VS1 =
∑
i = 1

n

Qi × Pi
A ( )i = 1,2,⋯,n ………………（5）

式中：Qi为 i种农产品年总产量（kg）；Pi为 i种农

产品的平均单价（元/kg）；A为区域耕地面积（hm2）。
核算社会保障功能价值采用价值替代法，以

地区的生活保障费与养老保障费为价值量化标

准。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尚不完善，该部分以

城镇养老保险费为参照，考虑到城镇与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距，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与农

民人均年收入进行适当修正核算出养老保障费。

耕地是绝大多数农民主要就业的载体，相比于就

业范围较广的城镇居民，耕地成为农民重要的生

活保障。因此，将城镇居民生活保障费通过城乡

人均年收入修正核算出农村生活保障费。单位耕

地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公式为：

E1 = ab × E2 ………………………………（6）
D1 = ab × D2 ………………………………（7）
VS2 = E1 + D1

S = a × ( )E2 + D2
b × S ……………（8）

式中：E1为农村居民养老保障费，元；E2为城

镇居民养老保障费（元）；D1为农村居民生活保障

费（元）；D2为城镇居民生活保障费（元）；a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b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S为耕地播种面积（hm2）。
2.3 单位耕地生态价值核算方法

耕地生态价值采用当量因子法进行核算，谢

高地等 [24]在 Costanza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我国生

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并将生态服务

重新划为 9类。由于文章研究耕地的生态价值，

所以选择气体调节、休闲娱乐、废物处理、土壤形

成与保护、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水源涵养

7类作为生态服务价值权重因子，见表 2。

当权重因子表转换成当年生态系统服务单价

表后，确定 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

值量等于当年全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 1/7[25]。
表 2 耕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权重因子

气体调节

0.5
休闲娱乐

0.01
废物处理

1.64
土壤形成与保护

1.46
气候调节

0.89
生物多样性维持

0.71
水源涵养

0.60

平均粮食单产需要考虑粮食种类、种植面积、粮

食产量及均价，因此，耕地生态系统中单位当量

因子价值量公式为：

Ea = 17 ×∑i = 1
n mi × pi × qi

M ( )i = 1,2,⋯,n ………（9）
式中：Ea为单位当量因子价值量（元/hm2）；mi

为 i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hm2；pi为 i种粮食作物

的单产（kg/hm2）；qi为 i种粮食作物均价（元/kg）；M
为 n种粮食种植总面积（hm2）。

基于单位当量因子价值量与耕地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权重因子表，构建单位当量因子价值量与

7类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函数模型，核算耕地的

生态价值。单位耕地生态价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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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 ∑
η = 1

7 ( )λη × Ea ( )η = 1,2,⋯,7 ……………（10）
式中：λη为第 η种生态服务价值量；Ea为单位

当量因子价值量（元/hm2）。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辽河平原中部（41°
48′11.75″N、123°25′31.18″E），东接铁岭、抚顺，西

与阜新、盘锦为邻 , 南与辽阳、本溪接壤，北邻通

辽。沈阳市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

气温在 6.2～9.7 ℃范围内，全年降水量在 600～
800 mm间波动。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温差较

大，四季分明。根据辽宁省统计年鉴，沈阳市以

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及其他作物为辅。粮食

作物中玉米和水稻占比较大，经济作物以花生为

主，其他作物主要指蔬菜。2008～2017年农作物

播种平均面积为 654.072×103 hm2，其中 2011年农作

物播种面积最大，达 670.8×103 hm2，2008年农作物

播种面积最小，达 608.6×103 hm2；耕地面积逐年减

少，其中 2011～2012年间减幅最大，达 4 130 hm2。
沈阳市部分农作物面积如图 2所示。

3.2 数据来源

研究涉及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作物产量、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费、人口数、播种面积、城

镇居民生活保障资金等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

年鉴》；农产品单位种植面积生产成本数据来源

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一年期存款

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数据资料通

过相关参考文献整理而得。

3.3 结果讨论

3.3.1 单位耕地的经济价值

根据《辽宁省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沈阳市主

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薯类等粮食作物、油料等

经济作物及蔬菜，由于 2008～2017年间玉米和水

稻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量的 71.307%，已
基本反映沈阳市整体耕地的种植情况与收益能

力。因此本研究选取玉米和水稻两种作物作为核

算沈阳市耕地价值的农产品。由于数据获取的口

径有局限 ,对于农作物单价与生产成本的数据收

集较困难 ,因此本研究参考周洲 [25]对我国粮食价

格和生产成本关系的研究及在《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收集到的农作物成本数据，同时

结合沈阳市的生产基本情况及市场运行情况 ,综
合计算得到沈阳市 2008～2017年的粮食单价与

生产成本。还原率为安全利率与风险调整值的加

和，安全利率可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的

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表 3），风险调整值经过参考选

取 1.5%。根据公式（2）（3）及相关参数得沈阳市

2008～2017年单位耕地的经济价值，如图 3所示。

3.3.2 单位耕地的社会价值

根据沈阳市农作物、单价及《辽宁省统计年

鉴》，根据公式（5）～（8）可求沈阳市 20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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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08～2017年沈阳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表 3 2008～2017年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年份

利率（%）
2008
2.25

2009
2.25

2010
2.75

2011
3.5

2012
3

2013
3

2014
2.75

2015
1.5

2016
1.5

2017
1.5

年间单位耕地社会价值，如图 4所示。

3.3.3 单位耕地的生态价值

根据公式（9）（10）求得 2008～2017年沈阳市

单位耕地生态价值，如图 5所示。

3.3.4 耕地价值动态分析

沈阳市耕地价值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

态价值的价值量之和，根据公式计算得到沈阳市

10年内单位耕地价值变化量（图 6）。沈阳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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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2017年沈阳市单位耕地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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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经济价值远大于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2017
年单位耕地总价值最高，2011年单位耕地总价值

最低。虽然 2011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大，但 2011

年沈阳市农作物产量下降幅度过大，达到 10年内

产量最低，耕地总体价值还是偏低，可见，农作物

产量是决定耕地价值的重要因素。从整体上看，

2011年前单位耕地总价值呈递减趋势，但 2011年
后单位耕地价值在逐年增加，这说明单位面积耕

地的产量与农产品单价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得到改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多，生态环境得

到保护，种植面积保持稳定。2008～2017年沈阳

市耕地总价值如表 4所示。

4 结 论

本研究是在耕地的“属性-功能-特征”层次

划分的基础上，对耕地的价值进行分类并核算。

将耕地的功能划分为生产功能、社会稳定功能、

社会保障功能与生态功能，并根据耕地的功能分

类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生态属

性，核算耕地对应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

价值。考虑数据获取的可行性、核算过程的可操

作性及核算结果的科学性，采用收益还原法核算

耕地的经济价值，采用替代法分别计算耕地社会

稳定功能价值与社会保障功能价值，采用当量因

子法核算耕地的生态价值。比较耕地三种价值的

价值量，虽然沈阳市耕地经济价值最高，社会价

值次之，生态价值最低，但三种价值都是耕地总

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市耕地价值核算的结

果也充分地展现耕地不同功能所表现出的价值差

异，建议在重视耕地生产功能的同时，也要加强

对耕地社会功能及生态功能的保护。

上述耕地功能的划分、耕地价值的确定与核

算既遵循相关理论，又尽量做到选取方法的可行

性和合理性，使核算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应该说

明的是，本研究只选取面积占比偏大的两种农作

物进行核算，耕地的实际价值应高于核算结果。

由于数据获取口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核算的耕

地价值的结果多是往年的耕地表现的价值，今后

可进一步探索核算当年耕地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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