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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风暴将在10月拉开序幕，清查问责的对象直指地方政府

一把手，并且延伸到了省部级官员。 “动真格儿的了。”国

土资源部官员表示。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件，也明

确将追究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此间分析人士称，严峻

的土地保有形势及数量庞大的土地违规案例，已经对土地调

控的有效性形成严峻的挑战，严格土地审批、严处违规违法

行为成为国务院的当务之急。 10月风暴 “按照国务院通知精

神，监察部牵头，预计10月开展全国性清理和查处土地违法

的专项行动，现在专项方案正在做。”国土资源部人士说。 

具体做法是地方先进行自查，然后上报自查情况，再由上级

部门进行检查，以达到“自查自纠、查处案件”的目的。 风

暴欲来，国土资源部上周频发通知，首先要求各地开展2006

年土地利用计划执行情况(1～8月)检查工作，从农用地转用

数量、使用方向、利用效益等方面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全面

考核检查。 检查的主要内容，一是计划编制下达情况；二是

农用地转用计划执行情况；三是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计划

落实情况；四是后4个月建设用地供需形势；五是计划管理制

度建设情况。通知要求，要“严格农用地审批的计划审查，

没有农用地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农用地转用，坚决杜绝超

计划批地、用地现象，确保全年用地规模控制在计划之内”

。 此外，国土资源部还要求，各地对已向国务院报批的建设

用地项目抓紧进行清理，并分类补做有关工作，以期更好地



贯彻国务院加强土地调控、抑制一些行业和地区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过快、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精神。 问责地方

一把手 与以往的土地管理风暴不同，这次最能切中要害的措

施，是对屡禁不止的地方官员违规行为进行了硬约束，即实

行了地方政府一把手问责制。 “这是国务院的新举措中一个

最大的亮点。”国土资源部执法局某官员称。 对此，在8月31

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已经严肃指出：严格实行问责制，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土地

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

、不组织查处的，对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

的，应当追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目前监

察部、国土资源部正在抓紧完善土地违法违规领导责任追究

办法。 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与以往的直接责任人问责制不同

，这次是直接对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进行问责，这是迄今为止

对于国土违规行为行政级别最高的问责形式。 “这是很严厉

的。以前都是仅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现在除了直接责

任人外，只要存在违规问题，不管地方政府的一把手有没有

直接责任，都要被问责。”上述执法局官员表示，由于地方

官员的干涉，已经严重危害了地方土地管理部门的执法环境

。 而除此之外，本周高院就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

出台了办法，这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下述三种土地违法

行为进行明确。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三类土地违法问题包括：

第一，非法转让土地；第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第三，徇

私舞弊、非法批地。 国土资源部人士表示：“对这三类行为

，过去也追究过，但是没有像这次这样明确法律责任。” 而

无论是问责，还是法律责任的追究，本次都突破了过去主要



以县乡行政级别官员的范畴，而是延伸到省部级。 严峻的土

地保有形势 这些密集的行动像一场暴风雨横扫侵占土地的违

法行为。 但国土资源部执法局人士却无奈地表示：“我的想

法是少搞暴风雨，应该多进行正常的检查，因为有的时候问

题集中到一起，就感觉积重难返，法不责众，尤其涉及到为

公的某些行为。” 无奈的背后，是严峻的耕地的保有形势。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曾指出，土地违法现象在

一些地方有所抬头，少数还比较严重，且花样翻新。在今年

上半年的分片执法检查中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

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

高达90%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头5个月，国土资源系统

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

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平均每一

宗违法案件涉及的土地面积呈上升势头。而这些案件的背后

都与地方政府的默许和推动有关。 国土资源部人士称：“对

于违法侵占的土地采用能恢复就恢复的措施。”但是显然，

依然有大量的违规侵占的农用地等早已被挺拔的高楼和机器

厂房所取代，而无法恢复原来的面貌。 耕地的严重违规使用

现实，让国务院的态度变得空前严厉。 9月6日，刚刚上报的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在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上没有

被通过。据称，通不过的原因，是国务院对纲要中提出的耕

地保护指标不满意。本次上报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

提出，到2010年，全国耕地总量保持在18亿亩的规模，“十

一五”期间每年减少耕地280万亩用作新增建设用地。而国务

院领导则指出，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至少要保持到2020年而

不是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批评500万亩的建设用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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