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研究目的：对照中国土地复垦工作与国外的差别和中国加入 !"# 的要求，提出中国土地复垦概念与内涵扩展的必要

性和具体建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分析法。研究结果：中国对土地复垦的界定和真正重视始于 $% 世纪 &% 年代，复

垦一词来源于国外，由于国内外复垦的重点有所不同，加之国外资料的缺乏和深入理解分析不够，对土地复垦概念与内涵的

理解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甚至希望更名或认为已经发展到生态重建阶段。研究结论：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应按照国际

通行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扩展并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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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短缺，每年因各种人为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达百万亩之多。因此，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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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中国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已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也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人们对于土地复

垦的定义和目标的认识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如有的人认为土地复垦就是将破坏的土地恢复耕种，中国 !""# 年

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的英文版 $国土资源部印制 % 中，将“土地复垦”也翻译为“&’() *+,-./01’/02(”，即土地重新

耕种；中国 !"#" 年生效实施的《土地复垦规定》，将土地复垦定义为：对各种采矿等人为破坏的土地“恢复到可

供利用状态的活动”，即认为恢复土地的利用价值就是土地复垦的目标。有的人认为土地复垦的对象主要是指

工矿废弃地，也有的人认为土地复垦的对象应包括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有的人认为土地复垦的目标不仅仅是

恢复土地的使用价值，也应包括其生态环境功能的恢复，甚至有人认为土地复垦已发展到生态重建阶段、要用

“生态重建”取代“复垦”"!， 3# 。因此，国内对土地复垦定义的认识已出现显著差异，严重影响土地复垦工

作的开展。所以，有必要对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和重新界定。

中国土地复垦一词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英文为“*+,.’4’/02(”。国内专家一见到“*+,.’4’/02(”往往认为是

土地问题，而国外专家则认为是环境问题，可见，国内外对这一词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土地复垦规定》

已颁布实施了 !5 多年，许多条件发生了变化，到了该修订的时候了，因此，必须对土地复垦对象、目标进行重新

界定。此外，中国已加入 678，与国际接轨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土地复垦工作也不应例外。本文将立足于国内的

实际和加入 678 的要求，探讨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的扩展。

! 国外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

!" # 从国外土地复垦的定义看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

“土地复垦”一词来源于国外，因此，应在对国外的原始定义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翻译。欧美常用 *+9/2:’/02(、

*+,.’4’/02( 和 *+;’<0.0/’/02( 三个词进行描述，如美国常常用“*+,.’4’/02(”、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习惯用“*+;’<0.0=
/’/02(”，英国则常常用“*+9/2:’/02(”。目前，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这三个词具有相同的含义，国外常常用这三个词

中的一个代表其他词以表示所有的“恢复”工作。

牛津大学《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对“*+,.’4’/02(”的解释为“<:0(> <’,? $@’9/+ .’()(A +/, % /2 ’ -9+B-.
,2()0/02(A ’ 9/’/+ 2B ,-./01’/02(A +/,”，中文意思为：“将废弃地等还原（恢复）成为有用的状态、可耕植之状态，等

等”，英文原意中的几个“等”字，表明还原（恢复）的对象不仅仅是指“废弃地”，还有其他环境对象。

对科技术语的翻译，不应死搬字典，而应从其科学定义中加以理解和翻译。美国科学院（C’/02(’. D,’)+4E 2B
F,0+(,+9）!"GH 年对这三个术语给出了定义"I#，并为许多国家采用：

（!）*+9/2:’/02(：$4+’(9 /;’/ /;+ +J’,/ ,2()0/02(9 2B /;+ 90/+ <+B2:+ )09/-:<’(,+ @0.. <+ :+K.0,’/+) ’B/+: )09/-:<’(,+"I#L %

是指复原被破坏前所存在的状态，这里包括重新修复被破坏前地形、复原破坏前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重新建立

原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因此，此英文可译为“复原”。

（3）*+,.’4’/02(：$ 04K.0+9 /;’/ /;+ 90/+ @0.. <+ ;’<0/’<.+ /2 2:>’(0949 2:0>0(’..E K:+9+(/ 0( ’KK:2J04’/+.E /;+ 9’4+
,24K290/02( ’() )+(90/E ’B/+: /;+ :+,.’4’/02( K:2,+99 ;’9 <++( ,24K.+/+)"I#L %是指将被破坏的地区恢复到近似破坏

前的状态。主要包括近似地恢复被破坏前的地形，植物和动物群落也恢复到近似被破坏前的水平。因此，此英文

应译为“恢复”，但是，中国已习惯将其译为“复垦”。

（I）*+;’<0.0/’/02(：$4+’(9 /;’/ /;+ )09/-:<+) 90/+ @0.. <+ :+/-:(+) /2 ’ B2:4 ’() K:2)-,/010/E 0( ,2(B2:40/E @0/; ’
K:02: -9+ K.’("I#L % 是将被破坏的场地恢复到与被破坏前制定的规划相一致的形式和生产力，即是将被破坏的地

区恢复到稳定的和永久的用途，这种用途可以和被破坏前一样，也可以在更高的程度上用于农业，或者改作游

乐休闲地或野生动物栖息区。假如改变用途，新的用途必须对社会更有利而且与周围环境的美学价值一致（4-9/
<+ ,2(909/+(/ @0/; 9-::2-()0(> ’+9/;+/0, 1’.-+9）。因此，此英文可译为“重建”。

“复原”是在土地复垦工作初期提出的，实践证明是很难实现的，除非有独特的地貌特征需要保存下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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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不应考虑的。“恢复”是大部分环境工作者支持的概念，也是可以实现的。“重建”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

以不受原地形条件的限制，完全可以按照公共利益及经济条件来确定复垦土地的利用方案。所以，“恢复”和“重

建”是目前常用的两个术语。

由此可见，国外对这三个英文单词的理解已有共识，都是对扰动（破坏）场地 ! "#$% & 的状态的恢复，都要求与

周围环境相适应。定义中的场地 ! "#$% &不仅仅是指土地，而且包括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常

常用这三个词中的任何一个代表其他词以表示所有的复垦工作，而不再加以过细的区分。

在美国，“’%()*+*$#,-”工作必须按照联邦和州政府法规的要求进行。.,""-%/ 在其《01/2*(% 3#-%456*-4
’%()*+*$#,- !露天矿土地恢复 &》一书中也指出：“复垦（’%()*+*$#,-）的主要目标是重新建立永久稳定的景观地貌

（)*-4"(*7%），这种地貌在美学上和环境上能与未被破坏的土地相协调，而且采后土地的用途能最有效地促进其

所在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产能力的提高。”"8#

英国《采石场恢复指南》一书中指出：“采石场和露天采场可恢复成为用于某种生产性目的的土地”。英国著

名生态复垦专家 9/*4":*; 提出的恢复（’%"$,/*$#,-）概念是：“将被破坏的土地恢复或重建至有益的用途（<%-%2#5
(#*) 1"% ），并使其生物能力（<#,),=#(*) 7,$%-$#*)）得到恢复⋯⋯。最终的复垦土地利用方式应该满足当地的需要并

与附近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相适应（(,+7*$#<)% ）。”">#

前苏联《露天矿土地恢复》一书中指出：“土地恢复是指恢复被破坏土地的生产效能和国民经济及改善环境

条件为目标的各项工作之总和。”

德国《景观与露天采矿：恢复的生态指南》一书中解释为：“恢复（’%()*+*$#,-）是使被破坏的景观恢复生产

力和视觉吸引力（?#"1*))@ *$$/*($#?%）的各种措施。”"A#

综上所述，复垦（’%()*+*$#,-）不仅要求恢复土地的使用价值，而且要求恢复的场所保持环境的优美和生态

系统的稳定，其目的就是：使扰动或损毁的环境得到恢复。因此，从复垦的来源和定义上，均说明土地复垦的目

标和内涵是既要求恢复土地价值，又要求恢复生态环境。

!" ! 从国外土地复垦起源的实例和法规看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

美国和德国是最早开始土地复垦的国家。BCBD 年美国印地安纳州的矿业主开始在采空区复垦植树，但属自

发性复垦。《BCEF 年矿山租赁法》中明确要求保护土地和自然环境。二次世界大战后，露天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对

土地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公众开始有所异议，呼吁制止露天开采。这一呼吁引起许多州的州长和立法机构的

注意。BCGC 年西弗吉尼亚州首先颁布了第一部采矿的法律———《复垦法》。州矿业主管部门被指定为实施这部法

律的惟一管理机构。该法的颁布实施，在当时对土地复垦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采矿破坏的土地受到控制，荒废的

矿山土地开始复垦利用。此后，印地安纳州、伊利诺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分别于 BC8B、BC8G、

BC8>、BC8H 和 BC>8 年陆续运用法律手段管理采矿的土地复垦工作。到 BCH> 年美国全国已有 GD 个州制定了有

关土地复垦法规，其余几个州也根据本州特点制定了土地复垦管理条例。BCHF 年世界第一个环境保护日大会在

美国召开，环境保护问题进一步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土地复垦工作开始摆上联邦政府议事日程，并于 BCHH 年

D 月 G 日国会通过并颁布第一部全国性的土地复垦法规———《露天采矿管理与土地复垦法》。德国土地复垦也是

从 EF 世纪 EF 年代在煤矿废弃地上植树开始的。EF 世纪 >F 年代末一些国家的复垦区已系统地进行绿化。可见，

土地复垦工作从一开始都是恢复植被和环境保护，而不仅仅是恢复土地的利用价值。

国外许多国家的有关 ’%()*+*$#,- 法律明确指出其目的是要保护环境。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土地复垦界常常

引用的美国联邦复垦法规——— 《露天采矿管理与土地复垦法》! 01/2*(% 3#-#-= I,-$/,) *-4 ’%()*+*$#,- J($K 简称

03I’J&，在美国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珍贵的环境法规"H，D#，而并非当作一种土地法规，有人甚至称之为“煤炭开

采的环保法”"H# 。所以，《露天采矿管理与土地复垦法》也可译成《露天开采管理与（环境）恢复法》。在此法规的

第一章第 BFE 节中明确指出（摘选）：“4 条，确保采矿作业以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进行；% 条⋯⋯尽可能地在

>胡振琪等：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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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开采作业的同时进行‘复垦’（恢复）工作；! 条，促进原已遗弃的未进行‘复垦’（恢复）的矿区进行‘复垦’

（恢复）工作。”在第五章第 "#" 节中也明确指出：“在复垦的土地上建立多样的、有效的和永久的植被，并具自我

可持续能力，同时植物的演替 $ %&’() *+,,-**./( 0 与本区域自然植被一致。”对优质农田的复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要求表土和心土分别剥离和回填，表土层厚度不得少于 #1 2!，同时复垦土地的生产力要大于或等于采矿前

的生产力。

美国内务部部长 34+,- 3’)).)) #556 年 7 月 25 日在纪念《露天采矿管理与恢复（复垦）法》颁布 #7 周年并颁布

“美国内务部国家土地恢复日8 $9’)./(’& :’(; <-,&’=’)./( >’? .( )!- >-%’4)=-() /@ )!- A()-4./40的公告中指出 B 5 C：

“曾几何时，煤炭生产留下了伤痕累累和荒芜的地貌景观，绿色的山体和山谷变成了褐色，江河、小溪中的

水不再适于人类使用，矿区附近的地下水被污染而不可饮用。在 #7 年以前的 #577 年 D 月 E 日，一个划时代的法

规——— 露天采矿管理与恢复法 $ F+4@’,- G.(.(H I/()4/& ’(; <-,&’=’)./( J,) 0 颁布了。今天，尽管煤炭产量增加

了，但我们的土地和水资源是近代美国历史上保护最好的。严格的联邦和州的法律要求煤矿区彻底进行（环境）

恢复（)!/4/+H! 4-,&’=’)./(）。国家内务部通过它的露天采矿恢复和执法办公室（K@@.,- /@ F+4@’,- G.(.(H <-,&’L
=’)./( ’(; M(@/4,-=-()）与各州合作，要求（环境）恢复（4-,&’=’)./(）成为采矿过程的一部分。除了新近采矿破坏

土地的恢复外，煤矿区星罗棋布的成千上万的废弃矿山 $ ’N’(;/(-; =.(-* 0 已经恢复了。这些旧矿山对其周围的

人们构成了巨大的危险。今天，在联邦和州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清除了这些存在危险性的景观，使其成为公众安

全生活的场所。⋯⋯恢复（4-,&’=’)./(）是公民、采矿业和政府共同努力的工作，好的恢复结果直接改善环境和提

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一项值得称赞和鼓励的工作。”

在这一公告中，将每年 D 月 E 日这一天命名为“美国内务部国家土地恢复日8。从这一公告的内容看，复垦

的对象不仅仅是土地，而是包括水污染、景观环境保护等具有丰富内涵的环境要素。

!" # 从国外的研究内容和学术团体的组成上看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

美国采矿与复垦学会 $JFFG<0 是国际上最活跃的复垦学会O 每年都有一次学术会议，其技术组的组成是生

态组、森林与野生动物组、土壤与覆岩组、土地利用规划与设计组、水管理组、地质工程组和国际尾矿复垦组。每

年的会议均涵盖各技术组的内容，说明土地复垦的内涵十分广泛，不仅仅是恢复耕地问题。

<.-* 在回顾美国复垦历史时指出，在复垦的发展过程中，植被的建立一直是最普通的实践 "#P#。生态演替

（-,/&/H.,’& %4/,-**）的重要性是美国 #577 年联邦法所强调的，即要求生物多样性、永久性、自我持续性和植物演

替"#E#。演替作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复垦（4-,&’=’)./(）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 *.H(.@.,’()
%’4)）"#P#。

Q’&. $ #5DP 0曾深入讨论了矿山土地复垦（=.(- &’(; 4-,&’=’)./(）中的生态原则和生态演替"###。他认为：“生

态演替过程的理解对加速露天矿土地的‘恢复’和重新植被是至关重要的。自从 #57R 年以来，复垦研究（4-,&’L
=’)./( 4-*-’4,!）已开始探讨矿山土地的生态演替过程。”此外，矿山土的进化、重新植被的演替、植物种群的选择

与适宜性等问题也得到了深入研究"#2，#E，#6#（F,!’@-4 ’(; 9.-&*-( #575O F.(;-&’4 #575，S/(-*,+ #575）。许多研究表

明"#P#“2P 世纪 7P 年代早期，矿山采后环境条件中的植物和植物生长的生态关系就成为复垦研究的焦点”，“农

业生态系统的恢复也是复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焦点”。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外复垦学术团体组成和研究内容均说明土地复垦的内涵十分广泛。

! 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

在中国，“土地复垦”一词最早称之为“造地覆田”、“复田”、“垦复”、“复耕”、“复垦”、“综合治理”等 B #"，#RO #7 C，直

到 #5DD 年 ## 月国务院颁布了《土地复垦规定》，“土地复垦”一词才被确定下来。虽然“土地复垦”一词是从国外

翻译过来的，英文为“<-,&’=’)./(”，但限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土地复垦的目标定义为“可供利用的状态”，并

R 中国土地科学 2PP6 年 R 月 第 E 期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



以复垦耕地为重点。经过十多年的复垦实践，特别是中国加入 !"# 后，与国际在复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渐增

多，现有的土地复垦的目标与内涵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例如：现有的土地复垦定义将复垦对象限定为“挖

损、压占、塌陷造成破坏的土地”，直观地理解这三类复垦对象均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直接破坏的，而工业生产间

接破坏的土地，如地下水位的下降或上升、含水层的疏干与破坏、周边地区土壤的污染没有纳入复垦的范畴。其

结果是在进行复垦研究与实践时，往往就事论事，剐肉补疮，效果不好。如某地复垦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采取挖深垫浅的方法复垦，复垦区内鱼塘星罗棋布，丰水年份整体效益尚好，但枯水年份部分鱼塘尚好，而大部

分鱼塘则干枯，后来经论证发现， 问题在于复垦时没有考虑地下水位的年际变化及本区砂礓土壤不保水的特

性"$%#。另外，中国大量的自然灾害损毁土地也急需复垦，但按照定义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不属于土地复垦的范

畴，如何界定呢？

再有，由于对“复垦”的内涵理解的混淆，近年来“生态复垦”、“生态重建”等词出现的频率增多，甚至有人认

为中国的土地复垦从“工程复垦”发展为“生态复垦”，并认为这是新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对照国外对“土地复垦”

的解释，可以看出这正是“&’()*+*,-./”本身固有的研究内容，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土地复垦工作正在迈向国际化

的轨道，顺应了中国加入 !"# 的大环境。

还有，按照《中国 $% 世纪议程》确立的行动方案，国家拟在矿区征收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费用，这一政策

尚未出台，就受到不少企业和地区的反对，理由是企业已承担了土地复垦费用，认为该项费用为重复收费。但也

有一些地区认为征收此项费用是合理的，理由是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太严重，若不征

收专项费用用于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这种破坏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这种分歧同样来自于对“土地复

垦”内涵的理解偏差。

综上所述，出现问题和争议的关键都在于对土地复垦内涵的界定。如果将“复垦”正名为“恢复”就可以消除

这些问题。目前，国内一些学者鉴于国内外在 &’()*+*,-./ 方面认知的差异建议将“复垦”研究的内涵扩大，迫切

要求中国的复垦工作与国际接轨，以前只重视复垦的数量和要求复垦为可利用状态是不够的，一定要注意复垦

的质量和复垦土地生产效能（包括环境效能）的恢复，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鉴于以上诸多因素，作者建议：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应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通行的概念与内涵进行

扩展以适应中国加入 !"# 的形势。具体建议：

0 % 1 土地复垦研究对象的扩展：从过去的各种因挖损、塌陷、压占破坏的土地，扩展为各种人为活动和自然

灾害损毁的土地。

0 $ 1 土地复垦目标的扩展：从过去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并侧重复垦为耕地，扩展为恢复土地期望的利用

价值和保护生态环境。所谓“期望的利用价值”是指因地制宜且复垦到一定生产效能的期望的标准状态。这种期

望状态需有关部门制订和审批，既可以注重土地价值，又可以注重生态功能恢复。土地复垦的实际目标可区分

为 2 类：农用地、森林、牧草地（或干草地）、野生物栖息地、娱乐用地、水利及水产养殖、商业用途、综合用途"%2#。

0 3 1 土地复垦内涵的扩展：从过去偏重土地整治工程，扩展为土地整治的生物措施、复垦土地的景观生态恢

复、土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土地质量和土地生产效能与效益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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