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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1_c51_551304.htm 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5．285亿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亮点，粮

食生产离不开耕地，与粮食增产直接呼应的是，2008年度我

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9万亩，比上年度净减少数量下降50％，

创历年来的新低，耕地保护呈明显向好的趋势。 保护耕地为

我国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耕地

身兼食物生产、社会保障、生态景观等多重功能，是我国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 保住耕地，才能保证粮食

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

了60％，这正是建立在越来越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之上的

。1981年至1985年，全国净减少耕地3690万亩，其中，1985年

净减少高达1500万亩，直接导致粮食大减产。中央及时将“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确定为基本

国策，对耕地实行严格保护。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耕地

年均净减少维持在400万至500万亩左右（含国家生态退耕任

务和农业结构调整），并呈总体下降趋势，2007年后耕地净

减少则控制在100万亩以内。据粗略估计，如果没有及早采取

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1985年至今，我国耕地面积可能会多

减少2亿至2．5亿亩，粮食安全难有保证。 保住耕地，才能保

持社会稳定。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最基本的生活

保障。我国目前城镇化率为45％，至少有7亿多农民生活在农

村，有约1．3亿农民进城务工。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日深的

情况下，耕地成了一些失去工作岗位农民工维持生计的重要



“心理底线”。把土地估价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保住耕地，才

能保证经济安全。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遏制了乱占滥用耕

地的势头，引导了地方政府努力在节约集约用地上狠下功夫

。 保住耕地，才能保护生态环境。耕地是最好的绿地，在有

机物质生产、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价值。 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多管齐下

，全方位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我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真

正得以确立，以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土地管理

法》为标志，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

主；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则成为这部法

律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加强了对耕

地的保护和建设用地的控制。各级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

量和速度，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同时，将土地审批权上收

至中央及省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农用地转用的审查和监管

力度，优化项目选址和工程设计，严格用地标准，尽量少占

或不占耕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与其同步实施，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体系，划定基本农田，落实到

地块和农户，对于稳定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保

障作用。 行政管理措施积极跟进。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明确要求，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应对规划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省长（主席、市长）为第

一责任人。2006年，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开始全面实施，有效

地督促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的落实。2008年，

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组织开



展了2007年度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检查工作

，多部门共同督促，形成耕地保护的共同责任机制。 建立健

全占用耕地的经济补偿机制。10年来，我国征地补偿标准普

遍提高了20％－30％，同时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将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约4倍，将城镇土

地使用税每平方米税额在原规定的基础上提高2倍，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国企业也一并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2008年全国征缴了城镇土地使用税816．95亿元，比2007年

增长111．9％。从2007年开始，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

收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又提高了1倍，并将未利用地和违规违法

实际发生用地纳入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范围。这一系列举措，

提高了占用耕地的门槛。 加强动态监管，严格土地执法。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遥感监测技术，对建设用地“批、供、用

、补、查”实施全程动态监管。2007年9月，国土资源部集中

开展了以查处“以租代征”等三类违规违法行为为重点的全

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查出案件3．1万多件，涉及土地面

积330多万亩，立案率将近85％，37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机

关，2300多人被予以党纪和政纪处分，有力地震慑和打击了

违规违法用地行为。2008年，国土资源部开展第八次卫片执

法检查，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数量和面积分别比第七次卫

片检查下降了37％、48％。 上述有力的措施促使我国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总体下降，并在可控范围内。2003年至2006年，

每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一直控制在600万亩左右。2007年

全国新增建设用地568．4万亩，2008年降为548．2万亩。同时

，占用耕地规模也呈同步下降趋势，使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成为现实。 大力开展土地整治，确保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同时，做

好补充耕地这道“加法”尤其重要。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一制度的

实行，成功地遏制了耕地实有面积迅速下降势头，全国连

续10年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 针对建设占用耕地存在占而不

补、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的突出问题，2008年9月，国土资源

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

要求从2009年起，除国家重大工程可以暂缓外，非农建设占

用耕地全面实行“先补后占”，并将补充耕地落实情况与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挂钩，实行奖惩。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

推动下，我国补充耕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99年至2008年

，通过土地整治即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全国共补充耕地4163

．2万亩，同期补充的耕地大于建设占用的耕地面积。2008年

，国土资源部通过实施土地整治重大工程，落实补充耕地的

数量，已完成对黑龙江、吉林、新疆、宁夏等四个重大土地

整理复垦开发工程项目评审，预计建设总规模将达1700多万

亩，计划新增耕地近700万亩。 土地整治已正式写进2009年中

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国土资源部据此提出，将以土地

整治为平台，协同有关部门整合各类资金、整体规划、整村

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统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出让收益、

土地复垦费等四项资金。加大资金筹措和监管力度，真正把

补充耕地的任务落到实处。 以“万村整治”示范工程为抓手

，发挥土地整治示范作用。国土资源部将在全国范围内有计

划、分批次、按规范、合标准地推进“万村整治”示范工程

，有效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和农村面貌。 妥善处理保障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

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新模式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

用地制度，使大量消耗资源的发展方式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同时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必要用地。 我

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因严格的耕地保护政

策而减缓。2007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4．9％，比1982年

的21．1％提高23．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5个百分点。特

别是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20年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10年来

，建设占用耕地势头明显放慢，城镇化速度反而显著提高

（1980年－1996年年均增长0．69个百分点，1997年－2005年

年均增长1．39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耕地保护制

度虽然严格，但对符合规划和国家政策的各类建设的必要用

地都给予了有力的保障。 在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倒逼”下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明显提高。2008年度，全国使用存

量土地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50％。用地结构进一步优化

，2008年度新增建设用地中，工矿仓储用地所占比重由上年

的53％下降为45．7％。与此同时，未利用地逐步得到有效利

用，2008年度，未利用地开发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359．1万

亩。 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已经形成一系列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并在有力地继续向前推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