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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6_B7_B1_

E5_9C_B3_E6_9D_91_E9_c57_644689.htm 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内容提要〕从土地产权、管理体制、经济基础、思想

观念等方面对深圳村镇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探寻，并

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村镇建设问题 原因 策略特区管理

线将深圳全市在空间上分为两部分，管理线以内为深圳经济

特区，管理线以外又分为宝安区和龙岗区。深圳村镇建设问

题主要集中在特区外，毗邻经济特区的特殊地理区位使特区

外村镇建设问题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有其特色，本文将对深

圳村镇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探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

对策略。来源：www.100test.com 一。深圳村镇建设现状问题

十几年的村镇建设使特区外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

生活和居住条件也因此有了极大改善，但村镇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也很突出，集中体现在土地开发的低水平无序扩张与失

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土地市场的形成，特区

外围农民对于土地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数千年来所形成的

根深蒂固的“土地依恋情结”在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传统农民历来固守和崇拜的土地的农业价值已经被土地商品

化带来的巨额的现实利润所取代。随着城市化的逐渐扩展和

延伸，各镇各村的农民对土地开发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村民热衷于兴建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忙于开发工业用地

，区、镇两级政府也忙于开发其中心区。据布吉镇调查，兴

建住宅最多的农户拥有6栋私宅，这显然远远超出了家庭居住

的需求，主要转向以房屋出租赢利为目的。由于区、镇、村



多级建设，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超

前提取土地效益，致使建设规模不断低水平重复扩张，并造

成已开发土地的大量闲置。截止1996年底，深圳市共有各类

已推未建土地178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特区外，其中龙岗区

推平未建土地达81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其建成区面积的80%.

宝安区推平未建土地则高达73平方公里，相当于其同期出让

土地的3倍多。虽然深圳市政府于1993年制定了《深圳市宝安

、龙岗区规划国土管理暂行办法》（深府「1993」283号文）

，对乡村非农建设进行规范和控制，但由于建设速度过快，

再加上特区外围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力量相对薄弱，乡村建设

的无序扩张未能得到有力的控制。www.Ｅxamda.CoM考试就

到百考试题 与建设规模不断扩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人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却未能得

到相应的关注，村镇建设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有较

大的差距。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探析村镇建设是一个受诸多

因素影响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断调整的历史过程。

上述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既受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复杂的内部

矛盾制约，也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分析：百考试题论坛 （一）模糊的土地产权是问题产生的

根本原因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又是一种特殊财产，土地产

权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包括：1.土地所有权制度；2.土

地利用方式和利用权力的运用及限制；3.有关土地权力产生

、转移、消灭的办法和规定；4.土地收益的分配制度；5.土地

管理权限及制度。采集者退散 特区外土地所有制是集体所有

制和国家所有制并存，除区政府所在地和个别开发区土地为

国家所有外，大部分土地是以行政村甚至自然村为基本单位



的集体所有制土地。目前我国对国家所制土地产权有着较为

明确的规定，而对集体所有制土地的规定则较为模糊，具体

表现在有关集体所有土地的计划管理权、规划管理权、行政

管理权、地籍地政管理权、经营管理权以及与土地密切相关

的房屋和建筑物管理权等方面的规定，存在着权力界定不清

、职能交叉的问题，这是导致村镇建设和土地开发低水平无

序扩张的根本原因。来源：考试大 （二）以村为单位的管理

体制是问题产生的体制基础目前实行的规划国土三级垂直管

理体制为加强村镇建设管理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的

成绩。但从特区外的村镇建设现状来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规划国土的管理机构，特别是各规划国土管理所的工作仍

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省、市的法

律法规政策的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

市的要求，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另一方面各镇、村以及村民

仍能通过镇属城建办等途径“办理”有关手续，甚至根本不

办理任何手续自行建设，规划国土管理部门的规范化管理往

往成为影响和阻碍村镇经济发展的众矢之的。 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是以发展集体经济为其基本宗旨的经济实体，是镇、村

厂房、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的主要投资、筹资和建

设者，实际上对集体所有土地拥有直接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但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者均来自村民，血缘、族姓

相维系的关系使他们总是把村民的利益放在决策考虑的优先

地位。他们往往是实施规划的主要阻力源、违章用地和建筑

的首要责任人和受益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集体所有土

地开发建设的策划、实施、收益、分配和相当大的管理权恰

恰就集中在他们手中。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应该说，目前这种以村为单位的土地开发模式，有其发展的

必然性，在我市村镇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无疑取得了巨大成

功，但我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村镇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仍然维持目前这种各显神通式的村级无序开发建设机

制，把营造起码的城市环境完全依赖于数百位“村长”个人

的规划意识和法制意识，是很不现实的。百考试题－全国最

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三）“三来一补”经

济发展模式是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三来一补”工业为主

导的经济发展对特区外围的快速城市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但也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

是它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导致村镇建设低水平无序扩张，具

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土地开发低水平无序扩张

的经济根源。“三来一补”工业项目是一种“定单式”项目

，其特点是项目的时效性、机动性很强，因此，“三来一补

”企业大多不会自己征地建厂房，一是时间周期太长，二是

在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大量投资在厂房上缺乏经济效益保

障。“三来一补”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镇、村及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以土地出租或建标准厂房出租来迎合其用地需求，造成

土地利用跟着工业项目走，规划迁就项目的被动局面，这是

造成土地开发无序扩张的经济根源，也是土地利用以工业区

开发为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是违章私房大量存

在的市场基础。“三来一补”工业的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

力的进入，在政府未提供足够临时安置区的情况下，农民建

私房出租就有了充足的市场需求，也成为解决外来劳力居住

的重要手段。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大量违章私房就涌现出

来。来源：考试大 （四）乡土意识是问题产生的观念导向思



想观念的转变远远落后于农村城市化进程，从镇、村、集体

经济组织领导到一般村民仍固执地认为土地是他们的祖传基

业，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

权，因而才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肆无忌惮地大建私房，

过度提取土地收益。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怀着对农村特殊

而复杂的心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一再迁就、退让，致使土地违法违章开发之风愈演愈烈

。 相关推荐：昆玉河生态水景走廊景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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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