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粮价上涨我国耕地保护再次敲响警钟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4/2021_2022__E5_85_A8_

E7_90_83_E7_B2_AE_E4_c44_504287.htm 今年以来全球性的粮

价上涨，为我国的耕地保护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6月25日，是

第18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宣传主题是“坚

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新

机制”。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刻

理解和贯彻落实这一主题，对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节约集约用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些地方人均耕地已低于0.8亩警戒线 

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十分稀缺，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

我国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长期形成

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土地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障碍依然存在，土地作为紧缺战

略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已越来越明显。 徐绍史说，用一句

话来概括我国土地资源的状况，就是当前矛盾突出，今后压

力很大。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

、后备耕地资源少。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

水平的40%，一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确定的0.8亩警戒线；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土地供需矛盾突出，违规违法用地屡禁不止。建设用地盲

目扩张，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节约集约用地潜力巨大。目前

，我国建设用地中闲置土地、空闲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大约

有400万亩，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两亿亩，未利用地39

亿亩，大有潜力可挖。这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国情，决定了我



们必须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走一条

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

。这是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是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

根本方针。 变“一家管、大家用”为“大家管、大家用” 近

年来，各地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徐绍史表示，在土地管理方式上，要变

以往的国土资源部门“一家管、大家用”为“大家管、大家

用”，构建共同责任机制，在全社会更好地构建保障和促进

科学发展的新机制。 长期以来，各地建设用地指标由国土资

源部门掌握。国土资源部门既要坚守18亿亩耕地，又要保障

发展，在双重压力下，常常面临尴尬境地。山西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杜创业说，今年我们向山西省委、省政府汇报全省建

设用地工作情况时，建议在山西建立起市长负责的建设用地

平衡机制，即：每年省国土资源厅按照全省各地经济发展的

比例将建设用地指标分解到各市，由各市市长按照各地项目

用地的轻重缓急进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国土资源部门只核

准具体项目用地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

目行使否决权，不介入具体项目用地的安排取舍，这样能使

从严供应土地与保障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做法，使土地年度计划管理环境明显改善。政府主要领

导负责，国土资源部门具体实施，相关部门主动配合的新机

制正在形成。 徐绍史表示，在我们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

展中大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问题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

身。今年全球性的粮价上涨，为我国耕地保护又一次敲响了



警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党和人民赋予国土资源部门

的法定职责，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 既

保障经济发展又要保护土地资源，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十

分重要。徐绍史说，围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总目标，要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严格执行耕地保有量、基本

农田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等四项指标。要强

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从严控制城市用地规模。要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审查

调整各类相关规划和用地标准。各类与土地利用相关的规划

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必须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安排，年度用地要控制在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之内。 土地管理不作为将受严惩 今年以来，国土资

源部连续出台了几份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土地市场。如由中

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公

布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以及由国土资源

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示范文本等。处分办法和示范文本分别从今年6月1日和7

月1日起施行。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法进一

步规范了土地市场准入门槛，明确了土地管理不作为将受严

惩。处分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员和其他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给予警告

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一）土地管理秩序混乱，致使

一年度内本行政区域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的比

例达到15%以上，或者虽然未达到15%，但造成恶劣影响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二）发生土地违法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的；

（四）对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 一

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的土地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其

中绝大多数违法案件都与地方领导的指使或纵容有关。据国

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07年国土督察执法情况来看

，约80%的违法主体为地方政府和官员。国土执法部门执法

手段不强，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和政绩冲动下，无视国土保

护法律法规，这是政府土地违法现象一直未能解决的主要原

因。 徐绍史表示，在管理方面要严格实行问责制。建立健全

事前事中事后紧密衔接、覆盖土地审批、供应、使用、补充

和开发全过程、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土地监督管理制度。同

时，充分发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

济、行政和科技手段，通过“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

切实加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坚决遏制土地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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