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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居民需要导向下的耕地功能保护

赵华甫 , 张凤荣 , 许月卿 , 安萍莉 , 管玉婷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 , 北京　100094)

　　摘　要:虽然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我国耕地保护仍然无法实现耕地数量 、质量和生态的动态

平衡。尤其在类似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仅仅倡导一般意义上的耕地保护已无法遏制耕地锐减的势头 ,必须重新审

视城市居民需要导向下的耕地功能 ,并把保护耕地提升到保护耕地多元化功能的高度 , 是大城市耕地保护可能出

路。耕地功能即耕地满足人的多种需要的功用。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层次渐进特征 , 在人的需要的不同发展

阶段 ,耕地的主次功能各异 , 且前者的发展与后者的演替具有协同性。对北京而言 , 城市居民需要阶段性与耕地功

能的演替相对应。文章以恩格尔系数和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 ,对北京城市居民水平和需要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界定

和验证 ,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时期应重点保护的耕地功能。研究表明 ,在北京城市居民需求的第一阶段 , 应以保护

耕地的生产功能为主;在城市居民需求的第二阶段 , 应着重保护和发挥耕地的生产功能和旅游观光休闲功能;在大

城市城市居民发展的第三阶段 ,应重视耕地的多功能性 , 保护其生态服务功能 、景观服务功能 、旅游观光休闲功能

和社会服务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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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事关我国的粮食

安全 、生态安全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先后出

台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和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来力保耕地的数量 、质量和生

态的平衡 。并要求地方政府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年度计划 ,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用途管制

制度等来落实国家耕地保护的国策。同时 ,许多社

会团体 、学术界也通过舆论宣传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

据北京市国土局资料 ,1996年 ～ 1999年北京耕

地建设占用的比例平均达到 50%,2000年至今也在

20%～ 30%左右 ,且主要发生在顺义 、大兴 、通州等

优质耕地集中分布区;另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 2020年)》 ,到2020年 ,北京市城市用地由

现在的1 150km
2
扩大到1 600km

2
;城市绿化覆盖率

由现在的 37%增加至 44%到48%。在北京市 ,面对

城市发展和生态建设用地需求给耕地保护带来的空

前压力 ,仅仅借助常规手段 ,强调保持耕地的动态平

衡已难以遏制城市 、生态建设的用地扩张趋势 。

2003年 2月 ,为响应十六大“统筹城乡经济发

展”要求 ,一年一度的北京农村工作会议改称“郊区

工作会议” ,会议由重点研究郊区农村农业发展变为

研究制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2004年北

京人均GDP已达到4 970美元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二三产业的比重达到 97%以上 ,已经发展到了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2005年北

京政府投资郊区首次超过城区;多种指标都说明 ,北

京已由“城市-农村”城乡割裂的二元体制过渡到

“城市-郊区”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相应地 ,

农业也从城郊农业发展到以“服务城市 ,依托城市”

为本质特征的都市型现代农业阶段。这一阶段耕地

利用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富裕农民 、保障农民生活 ,而

更强调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和都市发展需要 。这

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地就强调耕地利用管理 、保障

农民权益论耕地保护 ,而应清晰界定北京耕地对城

市居民的多种功能 ,深入研究不同时期城市居民的

农产品和服务需要导向下的耕地功能保护重点 ,把

保护耕地的质量 、数量和生态提升到保护耕地所具

有多元化的功能的高度 ,以调动城市居民耕地保护

的积极性 ,则是加强北京耕地保护的新途径。



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以北京城市发展态势为背

景 ,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城市居民需要角度入手 ,探

讨耕地保护重要性和功能保护的重点 ,以期为新时

期北京市耕地利用与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新的视

角。

1　北京市耕地功能探析
长期以来 ,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

或狭义的经济价值(即物质供给功能)基础上 ,而忽

视了土地的外在于市场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耕

地利用不仅有经济效益 , 更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
[ 1]
。耕地甚至还有

历史文化承载和认识价值 、道德价值和审美价

值等价值或功用
[ 2]
。而北京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

耕地利用要与其功能定位相吻合 ,重点在于保护其

生态功能 、景观价值以及传统文化价值和生活的维

持和旅游观光价值
[ 3]
。全面探析耕地功能尤其是非

市场价值对于当前的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

1.1　生产服务功能

耕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为人类提供绝大部分

的农产品 ,同时是多种轻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人类

生命活动 80%以上的热量 、75%以上的蛋白质和

88%的食物来自于耕地 , 95%以上的肉蛋奶产量由

耕地农副产品转化而来
[ 4]
。据统计

[ 5]
, 2004 年北京

市粮食总产量 70.2×10
4
t ,蔬菜产量 489.2×10

4
t ,鲜

蛋产量 15.9×10
4
t ,牛羊肉肉类产量 70.8×10

4
t ,分

别占同期市场交易量的 55%、62%、134%、118%。

可见 ,北京耕地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区域人口及产业

对于农产品的需求 ,具有较强的生产服务功能 。

1.2　生态服务功能

与各种自然植被 、湖泊 、沼泽等相似 ,耕地具有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生物多样性与维持 、调节气

候 、营养物质贮存与循环 、降解有害有毒物质 、减轻

自然灾害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据杨志峰 、何孟常

等
[ 6]
,广州市农田在吸收 SO2 、滞尘 、供氧等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上与草地 、花坛相等 ,且在保育土壤的价

值上 ,尤其是减轻泥沙淤积上优于其它任何生态单

元。国外许多大都市同样很重视农地的生态服务功

能 ,如日本 ,在东京内部保留 7处面积大于 5km
2
的

片状耕地和许多面积不大的点状耕地 ,这些土地呈

点 、片状镶嵌在大城市中 ,发挥着绿化环境 ,改善城

市生态系统的功能
[ 7]
。另据杨志新等对 2002 年北

京郊区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 ,在现有的耕作制

度下 ,京郊农田调节大气成分和净化环境价值占农

田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的 77%(净化环境占

37.51%,调节大气成分占 39.48%)
[ 8]
。可见 ,北京

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可作为城市环境绿

化用地
[ 9]
。

1.3　景观文化服务功能

当前 ,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很大满足 ,而具有美

学功能的稀缺性生态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耕

地景观或与自然人文景观“相谐” ,或与人的文化需

求“相融” ,其美学功能就能充分表现出来 。如随着

大城市的拓展 ,北京颐和园周边原有的北京西山一

带由东向西依次形成的田园-原野-山地而后融入

西山自然山林环境中的景观序列变得支离破碎 ,而

祖先留下的人类回归自然的园林生态理念也在现代

文明的压迫之下荡然无存。许多学者提出 ,必须恢

复原有的稻地 、藕塘 ,以保持西山景观的连续性 ,以

使颐和园融入到“三山五园”
1)
的历史园林景观风貌

中 ,展现有别于区域的富于田园色彩的园林景观的

视觉美感。

1)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 ,它包括香山静宜园 、玉

泉山静明园 、万寿山清漪园 、圆明园 、畅春园五座大型皇家园林.

同时 ,农业的演替又形成多样的农耕文化 ,而每

一种农耕文化都以自己特有的耕地类型为最基本的

特点和内核 ,并以此为自己的传统农耕文化的标

志
[ 10]
。可见耕地也是北京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

农耕文明史的见证 ,具有传播农业知识 、农耕文明和

提高人们惜土意识等特殊的教育功能 。耕地及其所

传承的农业文化和农耕文明正因耕地的大量占用而

逐步流失 、湮灭 ,而现存的耕地也在建设用地的切割

包抄之下显得毫无美感 。保护耕地这一不可替代和

不可引进的地区性文化资源 ,也是对城市居民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对广袤的田野中接触传统农业和农业

科技 ,体验本土农业文化和农耕文明权利的保护 。

1.4　旅游观光休闲服务功能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生活空间狭

小 、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使城市居民普遍有回归大自

然的强烈愿望。而长期的城市生活使城市居民对传

统农业 、农村 、农事操作等概念渐渐淡化甚至缺失 ,

使得环境幽静 、空气清新 、生活安逸的乡村田园风光

令人向往。北京数量繁多的农业观光项目(2004年

拥有市级观光农业示范园 30个 ,观光农业项目近

2 000项)、耕地较高的潜在观光游憩价值(据杨志新

测算 ,2002年北京农田的观光游憩价值高达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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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 8]
)都充分说明北京具有农业观光游览的巨大

市场 ,同时也凸显了北京农田具有较强的旅游观光

休闲服务功能。

1.5　社会服务功能

可将耕地的社会服务功能界定为人类持续发展

的需要 ,而人为赋予耕地的功能 。由于本文主要探

讨耕地对于城市居民的功能 ,故略去对农民的保障 、

继承等社会功能 。以下着重探讨两种社会服务功

能 ,即绿色隔离带功能和用地储备功能 。

耕地作为城市组团间的绿色隔离带功能逐步被

重视 。1958年以来 ,北京先后提出“分散集团式布

局” 、“一个中心 , 十个集团”等城市总体布局原

则
[ 11]
;但中心城区的急剧膨胀绿化隔离区不断被蚕

食 ,城市各组团逐步连接成片 。可见 ,原有以林地为

主的隔离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控制中心城向外蔓延

的作用。以开敞的农田代替林木作为北京市各城市

组团之间的隔离带 ,利用国家耕地保护的国策来确

保各组团之间的绿地不再被侵吞
[ 12]
,对遏制城市的

无序扩展将具有重要作用 。

耕地的用地储备功能也逐步为决策者所认同 。

耕地是光热水土组合条件最优的土地资源 ,具有显

著的空间异质性和多用途性。在北京城市建设的土

地需求量较大 ,未利用地存量很少的情况下 ,经济比

较利益相对较低的耕地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供地

源。因此耕地承担着重要的储备未来城市发展空间

用地的功能 ,具有巨大的存在价值 。

2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的层次性和发展

阶段
2.1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的层次性

需要是主体对其存在和发展的客体的依赖和要

求 ,是主体活动的根本动力
[ 13]
。而人的需要是人类

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深层驱动力 ,具有复杂性 、

客观性 、主观性 、社会性 、历史性 、多样性和层次

性
[ 14]
。在人的需要层次划分上 ,学者们的观点存在

很大分歧
[ 15]
。袁贵仁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的

需要相关论断 ,将人的需要按其作用划分为生存需

要 、享受需要 、发展需要三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序

列
[ 16]
。这里笔者采用袁贵仁的理论分析各种需要

的内涵。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其他一切需要产生和满

足的前提和基础 。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 、住 、穿和实

现自身的再生产 ,然后才能从事各种认识世界 、改造

世界的活动。享受需要是在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才形成的 ,是生存需要的延伸 ,它在内容上更为

丰富和广泛 ,形式上与生存需要有实质的不同。发

展需要处于需要层次的最高部分 ,是社会发展 、科技

进步的一个重要结果 ,即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

生的人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 ,又表现为主体站

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自己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通过

自觉地学习 、运用和发展自然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等

科学技术知识来缓解人口 、资源与环境间的矛盾 ,解

决由于各种社会 、经济 、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多种社会

问题 ,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 、社会关系 ,达到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 ,经济发展超前 ,社会财富积

聚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较

高 。相应地 ,城市居民需要具有如下特点:首先 ,城

市居民低层次需要往往超前于其它地域得到满足。

其次 ,城市化 、工业化所伴生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与

人类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间的矛盾逐步激化 ,

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由潜在需要转变为显性需

要 ,并逐步成为主要需要。最后 ,根据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理论 ,北京经济发展的超前性为人的意识形

态的超前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与经济基

础相适应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也有由生存需要让位

于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发展趋势。

2.2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的发展阶段

2.2.1　基于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需要阶段

判断　城市居民需要的不同层次与不断发展变化着

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协同性 ,前者随后者的变

化同步变化 。恩格尔系数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判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FAO制定

的生活水平阶段划分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恩

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绝对贫困 ,50%～ 59%为温

饱 ,40%～ 50%为小康 , 30%～ 40%为富裕 , 30%以

下为最富裕”。据此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

可以看作人以生存需要为主的阶段 ,40%～ 50%为

生存需要与享受需要并存的阶段 ,40%以下为享受

需要和发展需要为主的阶段。结合北京市统计局

1978年至 2004年间的北京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统计

数据(图 1),进行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需求

层次的阶段划分 。由图 1 , 1991年 ～ 1992年和 1998

年 ～ 1999 年两个时段的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近于

50%和 40%,故可近似地将 1978年来北京城市居民

生活划分为 3 个阶段:1978 年至 1991年为温饱阶

段 ,城市居民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1992年至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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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小康阶段 , 城市居民的生存 、享受需要并存;

1999年至今为富裕阶段 ,城市居民以满足人的享受

需要和发展需要为主 、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辅 。

2.2.2　基于问卷调查的城市居民需要状况验证　

城市居民需求状况是耕地功能变化的导向性的因

素。为了解耕地对于城市居民的作用及去郊区旅游

的意愿 ,2006 年 5 月组织研究生 、毕业实习生对北

京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其中发放调查问卷总数 300

份 ,有效问卷 283份 ,占总数的 94.3%。调查结果表

明: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耕地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的作用 ,近四成的城市居民认为耕地的农田景观和

农耕文化载体和农业休闲体验空间的作用不容忽

视 ,同时还有 14.1%的城市居民意识到耕地的城市

发展备用地的功能(图 2)。78.9%的被访问者在假

日有意向到郊区进行农业观光休闲旅游 ,而其目的

地依次是瓜果观光采摘园 、农村生活农作体验园 、花

卉苗圃观光园 、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 、名特菜生产基

地 、其它(图3)。

可见 ,耕地功能的多样化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人

们已经不仅仅关注耕地的产出功能对其需要的满

足 ,开始注重耕地的其它不可替代不可引进的作用 。

城市居民在享受郊区耕地所生产的鲜活农产品的同

时 ,有返璞归真 ,回归乡村 ,以领略田园风光和农耕

文化 ,获取农业游览 、农作体验的愉悦等精神享受 。

3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与耕地功能的关

系
耕地功能即耕地对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 。对应

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城市居民需要 ,耕地各种功能

也在不断演变。在城市居民需要发展的某个阶段 ,

耕地的某个功能可能是显性的或者占主导地位 ,而

在另一个城市居民需要发展阶段 ,该功能可能是潜

在的或者占次要地位 。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城

市居民必然以满足温饱需要为目标 ,则最根本的耕

地功能 ———生产功能被看作其固有功能 ,或称其显

性功能;而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可以看作

是隐性功能 ,并不为人们所意识 。而在温饱问题解

决之后 ,城市居民不仅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 ,也要求

精神上的享受 ,这时 ,耕地的其他功能如旅游观光和

休闲功能得到重视并成为显性功能 。在经济更加发

展 ,生活达到富裕水平 ,城市居民更注重对享受 、发

展需要的满足。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人们将

个人需要与自然 、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 ,在资源利用

图 1　北京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Fig.1　Changing trends of Engle coefficient of Beijing urban households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2005)》

图 2　北京城市居民耕地作用认知状况

Fig.2　Cogni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s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图 3　北京城市居民农业旅游意愿

Fig.3　Preferences of urban agriculture tourism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
[ 17]
,旨在确

保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会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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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实现有限的资源在代内和代际间分配上的公平 。

结果人们开始重视耕地的生态功能 、社会功能 ,而使

隐性的耕地功能转变为显性功能 ,生产功能则被淡

化。

4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导向下的耕地功

能保护
4.1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为以人的生存需要为

主的阶段 ,以保护耕地的生产功能为主

这一阶段从全国看 ,我国尚未大刀阔斧进行改

革开放 ,市场经济远未完善 ,经济总量较低。对北京

城市居民而言 ,虽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产品的

丰富 ,需要的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 ,质量也逐步提

高。但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城市居民需要

以生存需要为主 ,仅局限于对具体物品的要求 ,而对

于享受的需要及发展的需要等高层次需要较少而且

简单。为保障城市居民的需求 ,从中央到地方都重

视粮食 、蔬菜和其它农产品基地建设 。如 1953年中

共中央明确指出大城市郊区农业生产应以生产蔬菜

为中心 ,并根据需要与可能发展肉类 、乳类和水果生

产 ,以适应城市需要 ,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后来又提

出实施“菜篮子工程” ,为城市居民提供鲜活农产品 。

该阶段北京城市居民需要的低层次性客观上要求耕

地产出更多的食物来满足人的食物需要 ,因此耕地

的首要功能表现为生产功能 ,而其他功能处于次要

地位 。此时应以保护耕地生产功能为主 。

4.2　第二阶段(1992年 ～ 1998年)为生存需要和享

受需要并存的阶段 ,重点保护耕地的生产功能 、旅游

观光休闲功能

在这一阶段 ,北京市的低收入者基本上还停留

在追求“吃得饱 、穿得暖 、用得够 、住得下”基本需要

的层次;而高收入者的需要层次则由生存需要提升

到享受需要阶段 ,不仅要求农产品优质 、鲜活 、洁净 、

安全 、精致 ,甚至将饮食作为一种娱乐 、文化来看待 。

据统计 ,1992年以来 ,北京城市居民对粮食 、肉禽及

制品 、菜类的消费呈持续下降趋势 ,而对高蛋白 、低

脂肪的奶及奶制品 、名特优干鲜果 、水产品消费需求

增长显著 ,且更加重视农产品品质 。可见耕地仍承

担着满足北京城市居民对鲜活农产品需求的重要功

能。再者 ,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注重精神的享受 。

自1993年《北京市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中出现

“观光农业”概念 ,1996年 ,市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

发展“观光农业”以后 ,北京郊区旅游业方兴未艾 ,并

倍受城市居民青睐 ,耕地的旅游观光休闲功能逐步

显现并焕发勃勃生机。而 1998年 6月《北京市观光

农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正式出台更为北京规范建设

具有旅游 、观赏 、无公害等特点的都市型农业提供强

有力的政策保障 。应顺应城市居民需求 ,保护生产

和旅游观光休闲功能。受人的意识能力局限 ,景观

文化功能 、土地储备和城市组团间的绿色隔离带功

能等社会服务功能却停留于人们的潜意识阶段而被

忽视。

4.3　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为享受需要和发展需

要并重的阶段 ,应以发挥耕地的多功能性为重点 ,即

保护其旅游观光休闲功能 、生态服务功能 、景观服务

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该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 ,政府财力雄厚 ,人民生

活富足。在消费构成上 ,北京城市居民食物支出比

例持续走低 ,由1999年的 39.46%降低到 2003年的

31.7%;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交通通讯支出份额则

快速增长 。同时 ,技术进步也将人们从繁忙的工作

和家务中解放出来 ,闲暇时间随之增多 ,则大城市居

民对于娱乐 、休闲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据北京市城乡经济中心对城市居民郊区旅游意愿调

查 ,67.3%的被访问者每年去郊区进行休闲旅游 ,其

中 32.2%的被访问者年出外进行休闲旅游的次数

在 3次以上 ,且 2 3以上的被访问者对郊区休闲旅

游表示满意
1)
。该阶段人们不仅要求耕地提供休闲

娱乐休憩空间 ,空前重视耕地这一稀缺资源保护 、生

态环境建设等。这种转变要求保护和发挥耕地多种

功能如旅游观光休闲功能 、生态服务功能 、景观服务

功能和绿色隔离带 、土地储备等社会服务功能等 ,而

耕地的生产功能则成为次要功能 。

1)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 “221”行动计划调研报告汇编 , 2004.

5　结语
综上 ,在快速发展着的大都市背景和多种主客

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北京城市居民需要具有阶段

性递进的规律性。而与大城市居民需要的发展相适

应 ,北京耕地功能保护的重点也具有差异性 。在北

京城市居民生存需要为主的阶段 ,应重点保护耕地

的生产功能 ,达到既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农民生活 ,

又满足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需求的目标;在北京城市

居民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并存的阶段 ,主要保护耕

地的生产功能和旅游观光休闲功能;通过开发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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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耕地的生产和旅游观光功能 ,一方面增加农民的

三产收入 ,促使其快速富裕 ,另一方面满足城市居民

缓解生活压力 、感受田园生活的要求 ,达到二者的双

赢。在北京城市居民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并重的阶

段 ,应保护和发挥耕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景观服务功

能和社会服务功能等多功能性;具体讲是通过发挥

耕地的生态 、休闲观光和社会功能 ,营造生态良好 、

观感舒适的农村 ,促成城乡互动发展和耕地的永续

利用 。

在倡导传统意义耕地占补平衡已无法遏制北京

耕地大量流失情形之下 ,客观地认识北京城市居民

需要的层次及其发展规律 ,并对耕地在不同需要发

展阶段所应重点保护功能做出判断 ,是满足城市居

民的需要 ,调动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保护耕

地积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建土地资源价值评价

体系 ,“内化”耕地损失的外部成本 ,强化保护耕地的

关键 。研究可为促进新时期北京市耕地保护目标的

实现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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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sidents' Needs-Oriented Functional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Beijing

ZHAO Hua-fu , ZHANG Feng-rong , XU Yue-qing , AN Ping-li , GUAN Yu-ting
(Dept.of Land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measure is regarded a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in China.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sulted from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food

security of China , a set of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However ,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still out of control , especially for such a metropolis like

Beijing.It seems useless to call for the citizens protecting the quantity , quality and ecology of cultivated

land ,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no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urban resident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update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methods.It is a comparatively feasible way to

solve the cultivated land loss in Beijing.

Cultivated land has multiplicate functions.In different evolutive stages of human needs ,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n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are different.Human need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

the need of survival , the need of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 of enjoyment.Furthermore , Beijing urban

residents' needs are specific ,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urban residents' life

stages.In addition , to validate their coexistent needs' , current cognitions on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s

and urban residents' agro-tourism tendency were investigated.Then the key function needed to be

protected of cultivated land in Beijing was analyzed.The study shows that:At the first stage , the key

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needed to protect is its productive ability;at the second stage , the key function

is mainly the production and the sightseeing-and-recreation;and at the third stage , it is its multiform

functions , such as ecological service , view , sightseeing and recreation , social service.

Key words:Beijing;Urban residents' needs;Cultivated land function;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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