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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8_c51_645818.htm 国土资源工作牵涉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各界关注，两会代表委员关注。我们

有理由期待，今年的两会对国土资源热点话题作出积极回应

。 #ff0000>土地估价师考试应用平台，助您成功通过考试 在

发展与挑战交织的背景下，今年的全国两会，备受各方关注

和期盼。连日来，记者在与代表委员、业内外人士以及媒体

同行进行沟通交流时发现，《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法

》修改、征地制度改革、地质找矿突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以及地面沉降防治、土地市场调控等这些关乎国计民生

、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土资源话题备受关注，将成为这次

全国两会的热点。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土地管理法》的

修订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如何维护农民权益？如何保

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如何促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同步推进？现有的改革试点经验，该如何总结、提炼、推

广？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理顺城乡关系，成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2012年2月15日，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其中，包括深化土地、户籍、公共

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而今年改革的重点，则包括“深化农

村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扩大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温



家宝总理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

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明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同

时，作为土地制度的基础，《土地管理法》对农村经济社会

以及城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它的修改关系

到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关系到城镇化能否稳步推进、关

系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等。因此，《土地管理法》的修改

一直被各界寄予厚望。2011年，国务院法制办与国土资源部

等部门开展调研，正式启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以

通过法制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2011年1月19日，温家

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抓紧对土地管理法有关

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的规定作出修改，由国务院尽早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在4月5日的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

议上，他重申了这一要求。 据记者了解，此次两会代表委员

提出的提案议案中，有不少涉及《土地管理法》修改及集体

土地征收与补偿。正如一些媒体所言，如何确保农民在集体

土地被征收的环节获得合理补偿，在成都试行的农村土地“

确权”模式是否会得到推广，如何处理城市化的推进与保护

耕地红线这对矛盾，如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城乡土地关系

的调整⋯⋯这些议题，都值得关注和期待。 统筹城乡发展 城

镇化率过半的情况下，农村的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协调城镇

化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如何搞好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 统筹城乡发

展，一直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 2011年，我国城镇

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过半这一转折点的出现，表明我

国城乡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决定了统筹城乡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也提醒着我们

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

先，我国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过多地注重了

数量和空间格局，忽略了质量。其次，城乡统筹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等诸

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不难看出，作为城乡关系的基础，土地

和农村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高度关联。在推进城乡一

体化进程中，土地问题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焦点之一。下一步

，土地城市化如何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土地改革如何与户

籍制度改革相一致？如何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保障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依然会是代表委员关注的

热点。 有媒体记者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以“农村土地流

转”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为代表的城乡土地关系调

整也可能作为一个热点，为两会代表委员所关注。 地质找矿

与新能源：页岩气、煤层气等新能源，如何成为下一个能源

开发利用的热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提供更大的资源保

障？《矿产资源法》的修订，如何给资源开发利用等提供更

好的管理秩序？ “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

刚性需求还会上升。当前，国家、地方与企业都在加大矿产

资源调查与勘探力度。很多人对找矿的结果无限憧憬，无论

是能源矿产还是固体矿产资源，都备受各界关注。 国土资源

部主导的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紧展开，提出要构筑市场

导向制度平台，推进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在资源保障方面，

页岩气、煤层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将决定下一阶段

能源竞争的制高点。例如在美国，页岩气生产已占该国天然

气总产量的20%，并且在未来10年将一改天然气大量进口局面



，同时有望成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页岩气的开发也改写了

世界油气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专家认为，有了页岩气，美国

未来100年无后顾之忧。 国内各界更关注同为页岩气大国的中

国有何动作。2012年，国土资源部将加强页岩气调查评价和

开发的步伐，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作为新的独立矿种。2012年3

月1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全国页岩气

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的成果，成果显示：我国页

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万亿

立方米。这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望最终改变我国能源勘

探开发乃至整个能源结构。 与此同时，煤层气的开发也有望

加速。 据媒体报道，伴随着社会对地质找矿关注度的升温，

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呼声日益强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今年1月透露，现行矿产资源法中按所有制区分矿

山企业以及矿业权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允许转让等内容确已不

宜适用，建议国土资源部抓紧完成草案，上报国务院，按程

序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用地保障与保障房建设 落

实中央提出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如何保障各地合理的

用地需求？落实保障房建设的目标，保障性等民生用地如何

做到应保、尽保、快保？如何规范用地管理，发挥好土地的

市场调控作用？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房地产调控与保障性

住房建设就已经成为地方两会关注的热点。 2012年2月6日

至10日，温家宝总理在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就指出房地产调控两个

目标：一是促使房价合理回归不动摇，二是促进房地产市场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强化各级政

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

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

平稳健康发展。 作为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规范用地管

理、做好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保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国

土资源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为落实中央保障房建设的目

标，今年对保障性等民生用地将做到应保、尽保、快保，落

实建设700万套保障性住房用地指标；同时，4月底前完成保

障性住房用地审批。 在用地需求方面，“十二五”重点建设

项目将陆续开工，国务院批准的区域规划逐步实施，中西部

承接产业转移等，促使用地需求继续扩大这也是许多代表委

员所反映的问题。如何从“控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等方面入手，是2012年国土资源工作的重点之一。 围绕这

些问题，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何合理开发利用低丘缓坡未

利用地？如何有序填围海？如何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

试点？以及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规范开展集体建设用地

建租赁房试点、处理小产权房等，都是代表委员们在议案提

案中提及的热点话题。 地质灾害防治 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防治

地面沉降？如何健全和完善科学的灾害评价、监测预警、防

治预报和应急体系？ 近年来，极端气候条件下频发的自然灾

害，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2012年以来，云南持续

干旱、地面沉降等问题再次困扰人们，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 2012年2月，由国土资源部等十部委编制的中国首部全国

地面沉降防治规划《2011年2020年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

获国务院批准。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防治地面沉降已被提上

议事日程。 然而，目前全国遭受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超过50

个，分布于20个省区市；全国累计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



地区达到7.9万平方公里，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如何落实地

面沉降防治规划、解决好地面沉降问题，成为两会前社会关

注的热点。 云南三年连旱，再次警醒人们不能对自然灾害放

松警惕。近年来的各种自然灾害，如地质灾害、地震、气象

灾害和旱涝等，都相互关联。一些地震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

，往往也是地质灾害频发区；严重的干旱气候之后，往往容

易引发次生地质灾害。应对这些自然灾害，不少代表委员提

出，该如何开展灾害预警、评价、防治工作，保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健全和完善科学的灾害评价、监测预

警、防治预报和应急体系？ 土地整治与粮食安全 如何加快建

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提升耕地持续增产能力？如何

强化城乡建设用地边界和空间管制，保障耕地红线？如何加

快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提高农民的耕地保护积极性？ “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历年两会不朽的话题。 过去的一

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让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 2012年，保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如何稳住粮食

价格、稳住物价？粮食生产“八连增”之后，能否继续增长

？这些问题都映入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眼帘。 2012年，国土资

源部提出，将建设1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国土资源

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土地整治，农田生产能力大大

提高，农村田水路林村生产条件和环境大大改善，既实现耕

地的旱涝保收、提高粮食产量，又促进农民生产收益的提升

，为我国粮食持续丰收提供保障。对于这项工作，本届代表

委员曾提出了许多建议。2012年3月2日，部分代表委员参加

微访谈，继续为加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升耕地持续增产

能力鼓与呼。 国土资源部要求，自4月1日起，各地要严格实



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此为依据划定和保护基本农田，强

化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充分发挥规划统筹管控作用。 一位媒

体记者表示，如何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提升

耕地持续增产能力；如何通过强化城乡建设用地边界和空间

管制，保障耕地红线；如何加快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提

高农民的积极性等；都是两会关注的话题。经济类和农业类

的代表委员对此尤为关注。据悉，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已针对加快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等专题展开调研。 国土

资源工作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各界关注，

两会代表委员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年的两会对国土资

源热点话题作出积极回应。 相关推荐： #0000ff>2012年全国

土地估价师考试时间通知 #0000ff>2012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考试

报考条件 更多关于2012年土地估价师考试的信息，敬请关

注#0000ff>百考试题土地估价师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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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