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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休耕的研究进展与现实借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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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耕作为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作为土地利用制度已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取得丰硕的研

究成果.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从休耕制度目标、休耕申请程序与机制、休耕规模和空间布局、休耕影响

与效益评价和我国休耕的区域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学术回顾并总结了各国休耕经验和制度特征.结果发现:① 这些

经验和制度均对我国即将实施的休耕制度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制度借鉴,但我国在申请程序、技术、补偿和监督等方

面的研究仍需加强;② 目前我国应在积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国情的耕地休耕制度;
尤其是在推行休耕制度过程中需审慎评估实行耕地休耕对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结合我国耕地细碎化

和小农经济特征设计休耕制度体系,休耕模式的设计需因地制宜、实现区域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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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并强调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要以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不能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综合生产力,同时要加快推动

农业走出去,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但耕地休耕在我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还十分薄弱,亟需开展耕地

休耕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这一客观现实与实际需要,笔者在系统把握国内外相关实践与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探讨我国实施耕地休耕需要着重注意的问题,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相关

研究及制定政策、开展休耕制度试点提供参考.

1 耕地休耕的概念、类型与制度目标

1.1 休耕的概念与类型

休耕作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我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采用,当时称之为“撂荒休耕”.而作为一项

制度,休耕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称之为土地休耕保护计划;20世纪80年代欧盟开始实施休

耕,是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一个组成;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开始实施休耕制度,称之为休耕项目;而2015
年我国也开始试点休耕,称之为休耕制度.

休耕是指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为提高以后耕种效益、实现土地可持续有效利用,而采取的一定时期内

土地休养生息不耕种,以保护、养育和恢复地力的一种措施[1].为了进一步了解休耕的概念,在此有必要对

休耕与撂荒进行区分.关于撂荒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撂荒是指耕地在某一段时间没有被耕种而

荒芜的状态.世界粮农组织界定抛荒耕地是指5年以上没被农业生产利用的可耕地[2];广义撂荒则既包括

耕地闲置时的状态,也包括耕地虽未闲置,但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其本质均指闲置可耕地,不创造农业价

值,并对耕地不进行任何的养护和管理.尽管撂荒与土地休耕都属于土地利用方式,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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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的.首先,在实施土地的管护措施上存在差别.撂荒是不做任何的养护和管理,而休耕是对肥力不足、
地力较差的耕地在一定时期内不种农作物,但仍进行管理以恢复地力的方法[3],且休耕需要对耕地进行长

期的养护[4].可见休耕是需要进行管护和恢复地力的.其次,两种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不同.耕地撂荒会引起

一系列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后果,耕地撂荒会对粮食安全、土壤侵蚀、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景观等多

方面造成影响[5],撂荒的土地甚至容易成为飞蝗等病虫害的适生场所,长期撂荒耕地的土壤肥力也会因缺

乏养护而大幅度减退.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休耕是可以保持土壤质量、恢复地力、减少病虫害、减少农业污

染以及增强农产品安全性的重要手段[6],对肥力差的土地进行休耕,有利于土地的修养生息,有效地防止

耕地的无序抛荒,保护耕地资源肥力[3].最后,撂荒与休耕产生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休耕目前主要是一种

由政府主导而产生的行为,而对撂荒产生的原因学者们有多种解释,其中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耕地

撂荒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耕地区位条件差也是影响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等等[7].
关于休耕的类型,一般根据休耕时间长短分为季休、年轮休和长休.季休是指可栽种两季或三季的土

地只栽种一季或两季,其中一季休息;年轮休是指土地休耕周期为一年以上,多块土地轮流休养,有的休

一年,有的休两年;长休则是以缓解农业生产过剩压力或保护自然环境为目标,对生态脆弱型的地块实行

10~15年休耕[1].按照主体实施的自主性划分,休耕可以分为强制性休耕和自愿性休耕[8].此外休耕还可

以分为轮作制和完全意义上的休耕[9].
1.2 休耕制度目标

1.2.1 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永续利用为休耕制度的主要目标

美国的休耕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土壤极易侵蚀和其他环境敏感的作物用地进行补贴,扶持农作物生产

者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长期性植被保护措施,最终达到改善水质、控制土壤侵蚀、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环境的目的[10].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湿地储备计划、农地保护储备加强计划等土地休耕计划,建立了体

系化的休耕制度来确保美国休耕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的永续利用的目标.对我国来说,耕地休耕是

一项新鲜事物,但学界对其目标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耕地休耕是保持土壤质量、恢复地力的重要手

段,是有效遏制土壤有机质下降趋势、改善土壤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4,11-12];实行耕地休耕

政策,能够使疲钝的土地得到间歇性休整,对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其他土地

保护措施,耕地休耕是相对成本较低、效果较为明显的土地低碳养护方式[13].
1.2.2 以调控粮食市场为休耕制度的主要目标

欧盟休耕主要以实行调控粮食市场为主要目标.欧盟休耕的主要目标与美国具有相似性,但是制度的

最初出发点不同.欧盟主要从控制粮食产量、稳定粮价这一视角提出休耕制度[13].欧洲共同农业政策

(CAP)是欧盟地区进行耕地休耕的主要制度载体,也是欧盟确定休耕规模的基本依据,该项制度随着粮食

的供需变化进行调整[13],2008年因为粮食价格的变化而彻底终止.粮食紧张缓解后,土地休耕制度再度恢

复[1].日本实施农田休耕项目的最初目标是在粮食生产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减少粮食剩余,作为供给控制

的手段,没有确定环境目标.1993年,在乌拉圭回合的农业协定中才将农田休耕作为一项环境手段,生态

环境效应开始正式作为休耕项目中的一项政策目标,并制定了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农田休耕办

法.目前,土地利用向着重视农地保护和生态保护方向调整[14].

2 休耕申请程序、补偿机制与空间布局

2.1 休耕的申请程序

休耕制度的申请程序一是遵循自下而上的自愿申请原则进行,这主要以美国、日本的休耕制度为代表.
美国的申请程序基本遵循愿意参与休耕的农民提出申请,然后政府针对申请,基于环境效益指数(EBI)进
行项目筛选[15].日本也遵循农民自愿参与休耕的申请制度,只要农民自愿参与土地休耕,一般情况下政府

的补贴会产生足够的激励.日本通过不同的休耕方式达到不同的政策目标,对不同类的土地进行不同的休

耕,提高了灵活性和针对性,也增强了有效性.另一类是由政府监督的强制实施,这主要以欧盟等为代表.
相对于美国、日本的休耕制度来说,欧盟的休耕实施简单直接,是政府监督下的强制实施,要求每个农场

主执行一定比例的休耕[16],2000年休耕比例被固定为10%,并被作为制度确定下来[17].当然欧盟各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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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身独特的一些规则和措施,如德国包括了强制性休耕与自愿性休耕[8].当然为了平衡供需,政府相关

的部门也施行相关休耕政策.
2.2 休耕补偿机制

美国休耕补偿制度属于生态补偿,包括政府补偿、社会补偿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补偿等机制,以国

家、州和土地所有者为3个实施层次的生态补偿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18].美国的休耕补偿制

度与休耕项目、空间布局、地块选择模式等结合是一种竞标形式的激励机制,休耕项目的激励补偿需进行

定量测评,根据EBI对每份申请书进行评估和筛选,环境收益越高、农民补偿要求越低的项目将被批准[15].
另一方面激励补偿制度有严格的标准,农民获准加入CRP后,签订休耕合同,并按批准的面积和双方同意

的年土地租金标准享受土地租金补贴,同时严格履行对参与休耕土地的用途管制和基本养护要求[18].美国

休耕补偿机制体现出动态的、补偿标准多样化的、对公民自然资源产权体现尊重与保护的观念[10].欧盟休

耕补偿机制研究则集中于补贴分类以及对具体补贴数额的明确定量等方面,欧盟各国之间又稍有区别.欧
盟对休耕的补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达到休耕比例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并为从事降低农业污染物质使

用量、采用环保型农业经验及养护废弃的耕地和林地等活动的农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奖励性补贴;对产量控

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进行高额补贴.对农民自愿申请的休耕项目,也会进行补贴,但休耕比例要在20%以

上[19].一些国家还设立奖惩措施,如德国对取得良好生态环境效益和地力保持的休耕地块进行奖励,制定

了一些法律条文规定对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土壤、水源等污染或不良影响处以一定的处罚和罚款[20].法国为

鼓励农民自愿实行农田休耕制度,国家给予的土地补贴金逐年增加.1991年每公顷土地每年补贴80法郎,
此后每公顷土地的年补贴金超过100法郎[21].欧盟国家休耕的补偿具有多元性,既对休耕者进行补偿,同

时对休耕造成不良影响者进行惩罚,这对避免休耕造成不良影响能起到较好的控制效果.目前国内学者对

耕地休耕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是预设性或着眼于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包括补偿的定量规模

研究和补偿原则的探讨,提出需要国土、农业等多部门合作,确定合适的休耕比例、制定详细严格的休耕

审核体系及合理的休耕补贴[3];同时指出我国在选择补偿模式时应考虑被补偿主体的参与意愿,确立并尊

重生态效益的产权,适时调整补偿评价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补偿计划[18].我国的耕地休耕与美国、欧盟、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长达数年、数十年甚至永久性的土地休耕项目不同,需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轮作休耕的

原则及补偿机制[22].
2.3 休耕规模和空间布局

从休耕规模和空间分布看,美国休耕规模逐年上升,中间稍有年份下降,后又有回升,而从区域分布

的角度来看也呈现出不均衡性分布规律[15].ParksPJ等人利用理论模型,从农民角度研究休耕规模,对农

民可能退耕的情况进行了预测[23].此外从研究欧盟休耕的成果显示,欧盟的耕地规模根据粮食安全状况在

不断调整,而对空间布局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1992年欧盟规定农场主每年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土地休耕,
以保护环境.根据粮食的供应情况,1993年休耕15%,2000年以后均为10%.由于粮食问题日益突出,

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欧盟将境内土地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16].关于我国休耕的空间布局,学

界结合中国粮食安全需求保障确定休耕现实规模,并综合自然质量条件、耕地利用强度和经济保障水平3
个方面进行休耕区域适宜性空间评价,确定休耕空间布局[4].

3 休耕效应评价、区域实践与进展评析

3.1 生态效应

关于休耕对生态环境和粮食调节的效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对环境有较好的生态效应

功能.首先,美国的休耕计划在提高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农地环境功能等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24].SzentandrasiS等人评价了美国休耕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了如何利用CRP增强

生物多样性以及怎样影响政策等[25];RibaudoMO论述了休耕项目对水质量的影响[26];ParksPJ等人研

究了休耕项目对二氧化碳吸收的影响,预测了不同地区间休耕面积分配和二氧化碳吸收的关系及其相应的

成本等问题[27];Landgraf等人研究休耕期内土壤营养成分流动,发现休耕地土壤侵蚀有效减少,生物量明

显增加[28];PriceM研究了休耕项目实施对湿地的积极作用[29];DunnCP等人认为休耕可以产生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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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效益,如恢复破碎化的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创造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促使区域碳通量排放向

有利方向逆转等[30].其次,欧盟土地休耕或轮作方式对环境大有益处,可以保持土壤质量,保护自然栖息

地,长期休耕还将形成小型的自然公园和对各种动物与鸟类有价值的栖息地[9].有学者探讨了水稻田休耕

期间蓄水对休耕后土壤肥力的影响,休耕后水稻根系腐化,造成土壤有机质以及有效磷显著增加[12];还有

学者研究现实水田在休耕期间蓄水,除了可维持水田原有之生态机能外,亦可增加土壤水分涵养与补注地

下水[3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休耕对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32].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认为休

耕造成了不好的环境效应.有学者认为日本休耕制度由于对休耕规模缺少控制机制和风险评估,虽然达成

了降低稻米产量的目标,但休耕面积却超出预设的目标,对于生态维护与农民福祉所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和

对农村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日本当局始料未及的,一些地方的休耕地成了耕作地的虫害温床[14].
3.2 社会经济效应

对休耕的社会经济效应,学界主要从粮食安全、市场调控和社会经济等视角进行研究,但观点莫衷一

是.SiegelPB等人认为从全美国来看,CRP的实施对于稳定粮食价格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通过种植修复

性植被等措施改善了生态与环境,他们还运用盈亏平衡分析研究了休耕对经济的综合影响,认为有利影响

是娱乐经济活动增加,不利影响是服务类企业减少和农业就业率降低,并给出了盈亏平衡点所对应的补助

水平和休闲消费水平[33].此外学界还从农地利用问题中探讨了休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休耕政策对于农地

生产力提升并无帮助,并形成土地资源的闲置等问题[34].还有部分学者们认为休耕政策使农民收入多元

化,繁荣了当地的经济,达到了预期目的[10].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休耕对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认为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认为提高休耕补贴率既有可能造成环境保护和经济成长都有利的局面,也有可能造成有利环

境保护,却不利经济成长的现象 [35].
3.3 我国休耕的区域实践

现阶段由我国政府组织开展的耕地休耕的实践很少,皖东北泗县、苏北地区以及长春合心镇、河北邢

台等地均开展了耕地休耕的实践,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学界对这些地区实施休耕的影

响、农户意愿、推广前景、休耕的规模估算、实施轮作休耕的方法和措施等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

有对玉米高光效休耕轮作栽培技术在吉林省中部平原区的推广前景[36]、对苏北轮作轮耕轮培的优化模

式[37]、对云南实施耕地轮作休耕的方法和措施[38]、对基于京津冀水土利用平衡及分区分类科学休耕[39]等

等.此外学界还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部分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提出建议和措施,如盖·拉冯德、布莱恩·
麦康和奇马克·斯塔伯格等在对比思考加拿大西部平原和中国西部实施保护性耕作制度之后,提出“中国

西部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倡导农民参与;强化合作,
共同促进.要加强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不断完善技术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实施保护性耕作制度的指导原

则[40].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田间试验的方法证实了耕地休耕的功能和优势.2008-2011年中科院红壤生态站

在江西省鹰潭县建立秸秆还田和休耕试验田,研究结果表明休耕能够很好地维持或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添

加秸秆能显著增加土壤养分,所以对土壤肥力明显下降的中低产田进行统筹安排,结合农村种植结构调

整,逐步推广在2~3年的休耕轮作的同时施入水稻秸秆,来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41].
3.4 研究进展述评

关于休耕制度的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呈现出几个特征.首先是有关休耕的研究涉及

领域广泛,包括实行耕地休耕制度的战略目标、申请程序与补偿等运行机制、休耕制度的影响与效应和休

耕的期限和模式、休耕的规模估算、耕地休耕制度实证研究等诸多方面.但对耕地休耕空间规模范围、休耕

影响与效应、补偿机制等认识还不一致,甚至在某些焦点问题的看法上还未达成共识.其次是研究方法的

多样性,学界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采用了比较分析、
文献分析和个案分析等多种方法开展研究,对客观、科学地认识休耕制度有着重要意义,对我国进行休耕

制度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通过全面把握耕地休耕的研究进展与实践操作,可以反观出我国在申请程序、
技术、补偿和监督等方面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没有试点经验,尤其是在监督控制机制和风险评估等方面的

研究尚属空白,如何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确定耕地休耕规模等方面的研究需大力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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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休耕政策对我国的现实借鉴和启示

欧美、日本休耕制度理论和实证成果丰硕,在休耕制度的申请程序、补偿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以农

民的长远利益为主,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项目监督和信息反馈的动态

管理,在生态补偿过程中确立了明晰的产权关系,在耕地休耕地的选择和休耕规模的估算方面拥有完备的

数据系统与现代科技手段支撑等等,这些成熟的经验均为我国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现实借

鉴.具体而言,我国耕地休耕有3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理论与实践界的关注与重视.
4.1 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审慎地评估耕地休耕对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对土地休耕多数持乐观态度,强调耕地休耕对平衡粮食供需、调节粮食价格、稳定市场

环境、改善土地质量、保护土地生态和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未来应审慎地解读

现有粮食总产量与粮食进口快速增长的事实,应全面评估耕地休耕对粮食安全、粮食价格和国内外市场的

不确定性影响,也应审慎地研究耕地休耕制度与现有支农惠农政策的相容性,此外还应加强休耕规模、控

制机制和风险评估研究,以防休耕面积超出所预设的目标,对生态维护与农民福利所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和

对农村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足以为国家实行休耕提供全面科学的决策依据.为此,研究耕

地休耕,必须审慎对待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客观、全面、科学地评估休耕对我国粮食安全和耕地健康等各

方面的影响.
4.2 结合我国耕地细碎化和小农经济特征设计休耕制度体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土地休耕早已成为一项调控土地利用和粮食供需的公共政策,并在境域范围内得以普

遍实施.但是,发达国家的休耕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规模化经营、土地登记制、税收和信用制等制度

基础上.休耕的补贴对象一般是农场主,国外农场主拥有的地块面积大,同时每一地块都经过产权登记,能

够进行税收、补贴和监控等方面的数字化管理.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实行休耕制度是建立在耕地细

碎化和小农经济这一基本国情之上.同时,农户的诚信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土地细

碎化的国情将会深刻影响耕地休耕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监管.因此,需要系统地研究我国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的利益主体及其作用机制.土地细碎化的特征为土地轮作休耕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必然会增加制度实行

和监督成本.由于每户拥有的地块多、面积小,现阶段无法实现数字化、精准化管理,要落实一定数量的休

耕地,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同时,由于牵涉的农户太多,监督农户的休耕也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
我国在实行退耕还林和草地生态补偿过程中,也遇到制度运行成本高和效率低的问题.比如,在三江源区,
虽然政府实行了退牧还草工程,发放了补贴,但有40%以上的牧民仍然没有退牧.因此,需要系统地研究

我国耕地休耕制度的客体,如何基于耕地细碎化的国情设计一套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低的休耕制度体系,
是实行休耕制度的关键问题.
4.3 因地制宜地设计我国休耕模式,实现区域差异化

我国与人地矛盾相对宽松的发达国家在休耕模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口压力下,我国农民长期以

来形成了高度集约化甚至过密化的土地利用策略,这与发达国家的休耕制度截然不同.这种集约化表现在

多样的复种、套种、间作模式,以及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通过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实现物质和能量

的流动,确保了地力不降低,而不需要通过休耕保持地力.比较典型的是粮 猪模式,农户种植粮食,并用

粗粮等作为猪饲料,猪粪又施用到耕地.农户种植耕地需要的时间较少,而养猪则吸收大量劳动.实行休耕

制度,对农户的影响不仅限于种植业,同时也会影响畜牧业和农户的就业与生计.在区域层面实证研究中,
也需要根据地域分异规律和技术经济特点筛选合适的休耕模式.在地下水漏斗区,目前主要考虑的模式是

调减耗水的小麦,实行“一季休耕、一季雨养”,没有考虑其他休耕模式,有必要通过比较,寻求其他节水的

休耕模式.在重金属污染区,目前仅考虑重度污染区休耕,且只进行了摸索试点,而对休耕期间应采取什么

方式稀释和削减重金属仍缺乏研究.在我国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区,具有多样的人地关系,在西南石漠化区

和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等不同区域,均应采用不同的休耕模式.
总之,学术界对休耕制度目标、休耕运行制度、休耕规模和空间布局、休耕的影响和评价、休耕技术的

区域实践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显著研究进展.可见,明确的制度目标、完善的申请程序、完备且

多样化的补偿制度、项目监督和信息反馈的动态管理体系、休耕地的选择和休耕规模估算所拥有的完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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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系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等,对我国实施休耕制度具有借鉴价值.我国在推行休耕制度过程中需审慎评估耕

地休耕对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结合我国耕地细碎化和小农经济特征设计休耕制度体系,因

地制宜地设计休耕模式,实现区域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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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andRealisticRolefor
ReferenceinFarmlandFallowing

JIANGJuan-li, YANGQing-yuan, YANJian-zhong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Fallowingasawayoffarmlandusehasalonghistory.Researchonfallowingasasystemof
farmlandusehasgainedsubstantialachievements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Europeancountriesand
Japan.Adoptingtheliteratureresearchandcomparativeresearchmethods,thispaperpresentsareviewof
previousstudiesonsuchaspectsoffallowingsystemasthegoaloffallowing,applicationproceduresand
mechanismsforfallowing,thescaleandspatialdistributionoffallowing,fallowingbenefitevaluationand
empiricalresearchonregionalfallowinginthemainlandofChina,andsummarizesthefallowingexperience
andsystemfeaturesofvariouscountries.Itisfoundthat(1)theexperienceandsystemfeatureshavepro-
videdalogicalstartingpointandsystemreferenceforfallowingsystemthatisexpectedtobeimplemented
inourcountry,butexplorationsonapplicationprocedures,technologies,compensationandsupervisionre-
maintobeenhanced;(2)byrecoursetoextantachievementsandpracticalexperience,ourcountrycur-
rentlystillneedstoexploreafallowingsystemforfarmlandthatsuitsournationalsituations.Especiallyin
theimplementationoffallowingsystem,prudentevaluationofpositiveandnegativeeffectsoffarmland
fallowingonfoodsecurityshouldbecarriedout,andthesystemmustbedesignedtakingintoconsideration
factorsincludingscatteredfarmlandsandsmall-scalepeasanteconomyinourcountry,andthefallowing
modeisalsorequiredtobeadjustedtolocalconditionsandregionalized.
Keywords:farmlandfallowing;fallowingsystem;researchprogress;realisticrolefor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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