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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A_91_c26_645771.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

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30分钟

，作答12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料 1．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

先生最近在媒体上发表《10年以后谁种田》一文，提出一个

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国土地政策使得耕地被瓦片化、补丁化

，无法寻求规模效益。这种“一亩三分地”式的小规模农业

，可以让农民温饱，但无法让农民致富；可以解决生存，但

无法解决发展。它直接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空洞化、

农村破产化，青山绿水间只剩些白发人。有些村庄竞找不到

壮汉抬农机。有人叹道，再过几年，恐怕连抬棺材的人都找

不到了⋯⋯ 土地产权不稳，农业就不稳；农业不稳，中国可

能就不稳。如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交易、流转，是一个

一举多得之举：为保护农民利益，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兼

并，从而带动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大幅度提高“圈地运

动”成本，保护耕地。 现有的、不让农民拥有自由市场经济

意义的土地产权，其出发点据说是为了保护耕地和让农民有

保障。但无视经济规律的结果，却是走向完全相反的两者都

不保的结局：农民的利益被侵犯得越厉害，耕地的损失也越

快，浪费抛荒现象愈演愈烈。土地虽然“在那儿”，但已经

不再产出效益，跟“不在”又有何区别? 2．中国耕地的土壤

质量呈下降趋势。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明显



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东北黑土地带土壤有机质

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已降为目前的1％～5％； 中国缺

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

元素缺乏，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

氮养分过量。由于有机肥投入不足，化肥使用不平衡，造成

耕地退化，保水保肥的能力下降。2000年，西北、华北地区

大面积频繁出现沙尘暴与耕地的理化性状恶化，团粒结构破

坏有很大关系。 3．中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

。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相当于在全国的耕地上

刮去1厘米厚的地表土(50年来，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4000万

亩)，所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即全国一

年生产的化肥中氮、磷、钾的含量。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植被破坏。中国耕地目前面临着严

重的污染。 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耕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

属抽样监测发现，其中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

率达12．1％。 环境污染事故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破坏时有发生

，2000年发生的891起污染事件共污染耕地4万公顷，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 中国每年对农药的使用量约2．3

亿公斤，其中除草剂占17％，杀菌剂占21％，杀虫杀螨剂

占62％，而在杀虫剂中，具高毒性的有机磷农药占70％。 4．

记者最近在沿海一些省、直辖市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都在

闹“地荒”有项目无土地。先看珠三角。现在珠三角的发展

日显疲态，开始明显逊于长三角，跨国公司的中国(亚洲)地

区总部多数设在上海，广东15年来首次将利用外资与固定资

产投资的“全国第一”位置拱手让于江苏。这个变局当然是

复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珠三角长期以来土地过



度“透支”，导致用地越来越紧，地价越来越高，成为制约

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现在在珠三角，不仅是城市，任

何一个乡镇，头号难题都是土地吃紧。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

，中山市等“四小虎”到2010年以后就无地可用了。 再看长

三角。在土地问题上正重蹈珠三角的老路，新一轮圈地潮席

卷两省一市。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浙江，特别是温州，现

在民资大量外溢，这固然与浙商敢于闯荡四方、赚天下钱的

精神分不开，但也有其苦衷，温州的土地太昂贵了，开发成

本甚至高过上海。实际上，浙江用地吃紧又何止一个温州，

其他地方也同样捉襟见肘。而江苏从当年乡镇企业“遍地开

花”的土地粗放利用，到现在外向型经济扩张，城市规模膨

胀，土地资源同样越来越紧缺。 以昆山市为例，如按目前的

发展速度，到2015年包括乡镇在内将出现无地可供的局面。

实际上，江浙两省整个沿上海周边地区、沿沪宁、沪甬及沿

江地区，都将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江浙两省的高速增长，

上海人坐不住了，上海全市虽然总共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范

围，却出台了一个“173”计划，决定划出173平方公里的地

区，开辟一个低商务成本的特别园区，以应付周边地区挑战

。所谓低商务成本，说白了首先就是低地价，甚至以“零地

价”吸引外来投资，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尚且如此，

引资大战怎能不硝烟四起，圈地之风又怎能不越刮越烈呢？ 

那么，京津唐地区又如何呢?可以说，圈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

及。仅北京市就有3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5000个北京

居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从任何国家来看，都是可怕的

现象。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地虫子”，做倒地生意。资

料表明，北京的用地70％都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不少是



多次转手。而据北京市总体规划，北京现有的可用储备土地

资源仅能满足到2010年用地需求。而且，这一地区正面临土

地资源与淡水资源的双重紧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正日趋极

限。 5．现在不少城市扩张无度，追求表面繁华，借经营城

市之名，行以地生财之实，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城乡社会的鸿

沟，并可能导致城市社会本身的断层，形成新的边缘群体，

积聚诸多不安定因素，背离城市化的宗旨。 边缘群体之一是

失地农民。现在城市一味追求“做大”，从撤县设市发展到

划县为区，不管条件成熟与否，有的市尽管本身实力有限，

但不惜一口气吞下一至两个县，划为新市区，一下子跨人了

大中城市的行列。在这场新的“造城运动”中，传统的乡村

一夜之间在名义上变成了市区，农民的土地也任由处置了。

于是，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抢着挂牌子，开发商更逐利而至，

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而不少失地农民更是沦为种

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生活在城市

边缘。据调查，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

地。这就意味全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的约3500万

人，可能猛增到2010年的6000万人左右。这是一种“变质”

的城市化，必然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城市扩张中，郊区

农民首当其冲，郊区农民处于城乡接合部，原是比较富裕的

农民，除种田外，不乏外快收人，如做点小生意、出租房屋

等。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想征就征，对房子想拆就拆

，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

征用时，却以粮食价格来折算补偿。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

为资产，每亩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价值成几何级数增

长，大部分进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口袋，而对农民的补偿每亩



仅几千元，只占土地出让收益的5％左右。显然，城市化的实

质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现代文明，城郊农民应该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城郊土地的级差地租完全可以让其过上比较像样

的生活。而现在全被剥夺了，农民不像农民，居民不像居民

，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头是高楼大厦，但自己却一无所有

，年轻人还能打工，年老体弱者则生计无着。显然，以“失

地农民”为代价的城市扩张，是与建设“平安城市”的目标

相背离的。 边缘群体之二是城市贫民。现在我们城市的变化

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者何为?忧在现在城市建设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脱节，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浮华，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城市广场气派非凡。但作为城市普通民众，却

无力消受这样的“现代化”。面对房价飞涨，只能望楼兴叹

。为了谋生，做点小本生意，但因整顿市容，拓宽街道，小

店小铺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即使自己有处住房，在城市改

造中不知哪天被开发商看中，就得限期拆迁。政府部门对开

发商是笑脸相迎，对拆迁户是手段强硬。拆迁期限不容半点

商量，推土机是无情的，而什么时候能拿到房子是开发商说

了算，苦苦熬几年搬了房子，换来的是越搬地段越偏，学区

越差。可以说，越是弱势群体，为城市建设作出的牺牲越大

，而回报越少。 边缘群体之三是农民工。现在我们的城市，

四处有农民工的身影，高楼大厦是他们盖起来的，平坦的马

路是他们铺起来的，最苦最累的活是他们包下来的，他们默

默奉献，但多少年也难以融人其中，对自己汗水浇成的城市

既熟悉又陌生，他们在感受都市喧嚣的同时，更体验着都市

的冷漠，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而现在一些农村还

在寻找种种借口，如结构调整、规模经营之类，强迫实行土



地流转，使部分农民失去承包地。这样下去，农民工一旦在

城里找不到工作，回乡又无地可种，将成为无根漂泊的“流

民”。 百姓是我们头上的天，土地是我们脚下的根。如以经

营城市的名义，迎合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以牺牲公

平、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城市现代化，将是表面的、

暂时的、脆弱的。如果经营城市的结果，内有不断增加的城

市贫民，外有几千万失地农民，还有上亿农民工游离于城乡

之间，这样的城市能良性运行吗?能安宁、祥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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