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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从主要国家和地区比较看，中国的国

土利用率，特别是国土耕地比率，水平并不高，低于欧洲、印度和美国；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远低于韩国、印度、日本、德国和英国。而人均

淡水量水平在主要经济体国家中，除了印度和德国比中国低外，中国均低

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土地是社会活动、财富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最基本

要素，而淡水是土地利用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可利用土地则是经济增长的

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未来的 15 年中，中国应当加大国土再开发，调节水资

源分布和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力度。 

从中国未来 15 年的经济增长看，投入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年均-1%，已

经是一个定局，由此而影响经济年均负增长 0.5 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量

受人口下行迭代对消费市场关联收缩的影响。虽然在流行的生产函数中没

有土地变量，但从中国工商业发展、居民舒适居住、提高粮食自给率等方

面看，土地要素供给仍然是一个短板。而从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看，

国土再开发时期，以及生产中增加可用土地要素，都会带来一定规模新的

经济增长。 

土地要素有可能在农业投入数量增加，但其形成的新产出在总的 GDP

中微乎其微；而一般情况下，土地供给一般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因此，

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增长模型中，将其删除了。其实，（1）土地要素有用途

转移性增长潜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

家，土地从农业用地转移为城市、工商业和交通水利等用途时，虽然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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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的土地数量可能没有增加，但是土地要素实际上得到了更高的级差

地租产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2）笔者也已经论述过，二元体制扭曲使得大量的城乡各类土地要素

闲置或低利用，并且禁止交易使得许多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成为无价值的

生活和生产资料，如果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

一是需要生产函数中有土地要素变量，才能使体制性剩余土地再贴入而可

以计算；二是，如果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实现土地房屋价值从零到市场

价格溢升，或者以 TFP 方式进入对增长的贡献中，或者以居民自己住宅给

自己交房租的方式，以房租产出的方法核算其对增长的贡献。 

（3）目前中国已利用土地面积占全部国土比率 71%，而美国为 86%，

其国土利用率比中国高 15 个百分点。如果调水改土将中国国土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可以增加 7.2 亿亩可利用土地。分 15 年开发改造，垂直的土

地供给曲线就会变成向右上倾斜的曲线。这种情景下，土地既要作为重要

的变量进入生产函数，也要用生产侧增长模型计算其增长潜能的大小。 

从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拉动内需的需要看，这几年投资零增长或负增长，

迫切要通调水改土这样的优质工程项目，加大投资、扩大债务、发行货币

来刺激经济。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但调水强国相比，我国也具有调

水改土的雄厚经济和工程技术实力。 

中国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和总量的不平衡，到 2025 年，谷物粮食缺

口在 2500 万吨左右，大豆等油料粮食缺口在 10500 万吨，共计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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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魏后凯、杜志雄，2019）2019 年粮食产量 66000 万吨，进口占

粮食总需要量的 16.5%。按此数据宽松计算，耕地缺口在 5 亿亩左右。如

果我国能够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 2000 亿立方米，其中 1000 亿立方水资源

可用来改造未利用土地，补齐耕地供给缺口。再通过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促进规模化生产，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调水改土、增加国民经济新发展空间，一方面，可以迁移和吸收目前

农村过剩劳动力、水库移民、扶贫异地搬迁人员、复员军人等人口和劳动

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和转移城市过剩的资金和产业，使其更多地留在

国内投入。农业中目前的人口和劳动力，一部分进入调水改土新城镇，还

有一部分因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流动到调水新经济带的农业领域。 

通过调水改土，到 2035 年的目标是， 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目前的

26.5%下降到 3.55%；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调整一些

干旱草原地为耕地等，增加 5 亿亩耕地，加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

转移，农业就业劳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 9亩左右提高到 2035年的 130亩，

非农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从 4.27∶1 降低到 1.8∶1。 

改变水资源分布，适当调整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在国内接纳东

部制造业转移，增加他们的创业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增量，形成

新的国内消费需求规模，疏通中国北部经济的流动和循环，包括在经济流

量上密切对外的一带一路内外联系，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下，继续推进中

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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