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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1_8C_E6_94_BF_E7_c51_204024.htm 综观中国土地调控的

历史，中央政府的密集政令和地方政府的违规反弹常常如影

形随。 国土资源部3月20日发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

查处情况通报》显示，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

的土地违法案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土地面积，

都较2005年有大幅上升。其中，当年新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

、当年发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积上升幅度更大。 

与土地的“战争”似乎已经是中国经久不衰的话题。可以肯

定，有了上述的统计数据后，今年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土地调

控将更加严厉，但如此频繁的调控，并不表明我们已经精于

此道，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反倒是对此前屡次调

控不力的补救。 事实上，频繁调控并不是中央政府的偏好，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国土资源部的通报情况来

看，地方政府部门的违规操作是各地土地违法的主因。甚至

，目前的一些现行政策还在逐渐强化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上

的权力。比如，从2007年开始，省级政府开始对城市建设用

地负总责，原来的分批次审批也调整为一年一申报。赞同此

方法的有关专家对此的评价是，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更为细致

明确。但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似乎又强化了地方政府利用土

地“创租”、“收租”的动机，在现行的监管框架内，效果

显然不容乐观。 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的土地调控需要更宏

观和更具前瞻性的视野，需要把注意力从行政权力的分配和

监管中转移出来，转换思路更多地关注一些基本制度的建设



。 从立法上来看，当前全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

趁此良机，加快推出《土地规划法》不仅是完善土地规划制

度，加强民主法治的大势所趋，也是构成地区投资软环境的

重要环节。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使其透

明化，进而制约其他涉及土地开发利用的各种“规划”、缩

减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空间，这在两税已经并轨，而各地招

商引资大军四处“游猎”的此时，更具有迫切性。不然，各

地必然会陷入以土地换税收的狂热中。 有了以上的立法基础

，强化公众对于土地使用的参与程度就变得可行起来，未来

必须确保公众在征地过程中的知情权与话语权，并能够参与

征地各项条件的协商，借鉴公共事业中已经广泛开展的听证

会制度不失是一个好的办法。土地使用各相关方广泛参与，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并减少政府行为对公众利益的背离，

保证公众的合法权益。 诸多影响土地调控的因素中，地方政

府的行为似乎是其中最难以控制的因素。在现行的土地征用

制度安排下，政府存在着偏离公共利益原则行为的内在与外

在驱动。更何况，相比于巨大的违规收益，付出的成本要小

得多。统计显示，2006年查处结案土地违法案件90340件，但

是其中给予地市级干部行政处分的只有6人，给予地市级干部

党纪处分的只有 9人，这已经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土地违法

违规在各地屡禁不止的原因。在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官员考核

机制难以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加强对政府官员违规违法行为

的查处将是最直接的调控方式。同时必须将对土地的管理成

效纳入到政府官员的考核中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好的先

例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早已经成了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部分，

在官员升迁中有着一票否决的威慑力，事实证明，这对官员



有强大约束力。 本次两会中，《物权法》的通过进一步明确

了国家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为未来达到真正“尊重土地、

尊重土地权利”的目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证明了决策层希

望借助根本性制度创建来实行“良治”的决心，有理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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