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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C_9F_c51_645826.htm 在楼市调控的大背景下，二三

线城市住宅用地增长以及工业用地大增令全国2011年土地出

让金总额超过上年的2.7万亿元。 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7日

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对参加电视电话会议的全系统

约6万人士透露，2011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虽然有所增长，但

增幅有较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和偿

还债务，对地方加大土地储备并以地融资，以及加快土地出

让获取出让金用于建设投资和偿还债务必须予以关注，出现

问题必须及时纠正。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历来存在着两

个账本，一个来自国土系统对年内土地成交的合同金额汇总

，一个是财政系统统计的当年土地出让金实际入库额，两者

之间一般会略有差距。如2010年国土部公布的是2.7万亿元，

同比增加70.4%。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则对外宣布当年土地收入

超过2.9万亿元。 这次，国土部并未透露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

金的具体额度，只是披露“有所增长”，且具体增幅是多少

也未做介绍。但综上所述，可以确定2011年这一数据至少不

会低于2.7万亿元。 此外，徐绍史透露，2011年全国供应商品

房用地145万亩（约合9.67万公顷），同比增长4%。 一个“冬

天”的童话 日益走高的土地收入，让外界对于地方政府深陷

“土地财政”的批判更有证据，民众也会因地价居高不下心

生对未来房价涨势的担忧。对于这种易引发各界争议乃至批

判的数据，此番国土部采取不公布具体数据的做法，可谓“

出言谨慎”。 但这可能也属无奈。假设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



增幅为10%，其总额就将直冲3万亿元。一旦突破这个目标，

社会各界如何议论恐非国土系统能掌控。 一位发达省份国土

官员直言：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其收入是公共收入，要取之

于开发商用之于公众，虽然现在的调控背景下，开发企业想

以更低的价格拿地，但地方政府也要保障一定的收益。至于

这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房价，该人士称，应该通过出台相关制

度性措施，来规范开发企业的利润率。 去年一些重点城市的

土地市场进入“冬季”，土地收入较大幅度下降。北京同比

减少36%，上海也有接近两成的降幅。这一度触发外界对地

方土地财政危机的担忧。 不过，中国指数研究院（下称“中

指院”）数据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则显示，2011年

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9052.3亿元，同比减少11%

。这个降幅并不算大，甚至有些低于业界的预期。 一位权威

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表示，之所以去年全国土地

出让金依旧略有增长，与区域性差别和结构性差别有关。上

述中指院报告也列举了“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排行榜（前

十大城市）”，其中尚有苏州、重庆、昆明、沈阳四个城市

土地出让收入是同比增长的，且昆明的增幅高达147%。 企业

拿地情况也能反映这一趋势。国土部2011年曾对国内15家大

型房企拿地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统计显

示，这15家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去年上半年在一线城市拿

地13幅，拿地金额约132亿元，同比下降近30%；在二线城市

拿地33幅，拿地金额超过210亿元，同比上升26%；在三线城

市拿地32幅，拿地金额约240亿元，同比显著增长。 工业用地

大增：投资、浪费、变身房地产开发？ 何谓结构性差别，上

述权威人士的解释是，即便商品房用地出让收入略有下降，



但去年工业用地成交增幅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前者。 

国土部的官方数据也说明了问题。去年前三季度，全国供应

工矿仓储用地、房地产用地同比分别增加40.3%、14.0%。前

者增幅远高于后者。 徐绍史直言，根据前几个五年规划来看

，投资增长在第二年将是高峰，2012年投资增长将依然强劲

。从各地情况来看，今年将基本完成换届，地方建设热情依

然高涨。去年中西部地区土地供应总量大幅增加，占全国比

重提高2.8个百分点，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幅明显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承接产业转移和投资明显提速，预计这一趋

势还将延续。 前述发达省份国土官员也透露，2011年房地产

市场受到限制，这方面供地有所影响，但产业项目上得很猛

，占地又多，“有的项目一开口就是上千甚至几千亩地。” 

中指院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工业用地成交13793宗

，成交面积57518万平方米，同比增加32%。工业用地成交量

占总量的53%，住宅用地占总量的34%，较上年44%的比重明

显减少。 即便工业用地的地价相对低廉，但供应量的增加仍

会带来出让收入的提升。依据中指院报告，去年130个城市工

业用地出让额为1947.1亿元，同比增加了38%。 但工业用地大

增的负面效应也很大。徐绍史直陈：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

现象依然突出，一些城市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

，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普遍不高，一些地方存在宽打宽用，低

价供地问题。 一位地方国土厅长也心存忧虑地表示，一些占

地规模很大的产业项目能否达到预期的效益也很难说，甚至

存在有的产业项目运作不好，会采取改变一部分土地的使用

性质，倒卖土地进行商品化开发的倾向。 “到头来，别发现

（企业）并不是通过产业项目赚钱，甚至是亏损的，而是通



过卖房子来赚钱。这种问题要及时研究对策。”该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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