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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A_8A_E5_9C_9F_E5_c67_274191.htm 在我们现有的国情

条件下，土地调控更重要的是各地方政府要讲大局，要与中

央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取向保持一致。在这个基础上

，各级政府要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严肃性，

要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调控的宏观政策，要主动、严肃地查处

当地各类违法违纪占用土地的行为。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呈

现持续较快发展态势，但投资增长率过高、低水平重复建设

突出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映在土地使用中就是

乱占滥用耕地问题在较长时间内比较严重。对此，中央政府

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提出要严把信贷、土地两

个闸门，管好管住“地根”。去年7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土

地督察制度，以进一步强化土地监管和调控。如今，新制度

已经运行整整一年，它在公众面前的运行态势也越来越清晰

。那么，这一制度究竟新在何处？其意义何在？中央提出

的18亿苗耕地红线究竟能否守得住？这些都是宏观调控时期

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

近年来从上到下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中

的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瓶颈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约

。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无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加上经济发展、生态退耕带来的巨大压力，耕地保护这根弦

始终不能松。 事实上，中央提出要把好把紧地根已经有好几

年了，但是由于各地基于本地经济发展的考虑，地根调控的



效果始终不大理想，多年来耕地减少的趋势始终与经济的粗

放增长相伴相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中央政府去年7月

创造性地设立了土地督察制度。 应当说，土地督察制是我国

行政管理制度的一个创新，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是加强中央

政府土地监管能力的重要举措。按照设计，土地督察机构的

职能就是代表国务院监督省级人民政府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

府土地管理和利用行为，国务院授权土地总督察行使督察权

；全国共设有九个地方督察局，分别是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

、沈阳局、上海局、南京局、济南局、广州局、武汉局、成

都局、西安局，代表总督察对督察区范围内的省级政府和计

划单列市政府的土地管理与利用行为进行监督。我们注意到

，为了避免和防止土地督察机构可能被地方同化的问题，该

制度在设计当中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一是地方督察机构

跨省区设立，二是规定了督察工作人员定期交流的制度，并

且还在内部规定了责任制、追究制等。 我们看到，一年来，

各地土地督察机构克服人员少、任务重等困难，按照边组建

、边工作的要求，稳步推进机构组建，积极开展土地督察，

努力加强基础建设，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可以说，国家土地

督察制度的组织实施是顺利的。特别是各地方土地督察机构

成立以来，针对土地违法违规的突出问题开展了四次专项督

察。日前，这四大典型案件被公诸于众：一是北京市顺义区

“以租代征”，将下属唐指山村上千亩土地出租用于圈建跑

马场；二是河南省政府擅自发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

焦作市改变基本农田位置引进河南风神轮胎公司项目；三是

云南省曲靖市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地方政府不

制止、不查处；四是大连市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农用地进行



非农建设。上述四大案件经各土地督察机构专门督察后，均

由地方政府进行了整改，其意义不仅在于给违法主体和地方

政府一次土地“红线”碰不得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将土地

违法的种种“巧妙”手法公开曝光，各地也正好以其作为土

地监管的经典反面教材。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土地督

察制度来严格监管终究还只是我们保护耕地资源的“无奈”

之举，各地土地督察机构能否真正“超脱”于当地政府还有

待继续观察。实际上，从上述四大经典案件以及近年大量的

土地违法案件看，地方政府往往是土地违规违法的主体或幕

后推手，土地调控之难其实就难在全局利益与局部之争上。

因此，在我们现有的国情条件下，土地调控更重要的是各地

方政府要讲大局，要与中央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取向

保持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各级政府要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计划的严肃性，要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调控的宏观政

策，要主动、严肃地查处当地各类违法违纪占用土地的行为

。 保护耕地其实也要讲究节流与开源并举，关键在于各项建

设尽量不要去占耕地，必须占的就要少占，能用劣地的不要

去用好地，已占用的土地要高效地用好。同时，也应该看到

，我国集约利用土地的潜力还很巨大。现在我国城镇人均建

设用地大大高于国际水平，城镇化建设节约用地的潜力相当

大；城市里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较低

，建设用地的再利用开发潜力很大；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

总量数倍于城镇的建设用地，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

还田的潜力非常大；公路、铁路、水利建设节约用地的潜力

都很大。 18亿亩耕地如能保护好，并且利用好，中华民族的

吃饭就不会成为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有保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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