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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4_BB_8E_E

4_B8_A5_E2_80_9C_E6_c51_84717.htm 从10月份开始，又一场

土地市场整肃风暴的序幕在全国拉开。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最

新消息显示，国土资源部正在与监察部一同抓紧完善土地违

法违规领导责任追究办法，对于土地违法情况严重的地区，

将直接问责地方政府一把手，并追究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

任。在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上，国土资源部

上报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没有被

通过，也已再次表明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

决心。 据分析，《纲要》没被通过的原因是国务院对纲要中

提出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等重要用

地指标不满意。本次上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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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十一五

”规划纲要，“十一五”期末，即２０１０年耕地保有量保

持１８亿亩。而２００５年有１８．３亿亩耕地，这就意味

着，“十一五”期间每年耕地可以减少０．３％，即６００

万亩。 按这个标准衡量，国土资源部提出“十一五”期间每

年减少耕地２８０万亩的指标已经相当节制，但没想到还是

被国务院常务会议给“枪毙”了，因为它被认为“没有体现

集约、节约的原则”，而且１８亿亩的耕地总量底线应该坚

守到２０２０年，即到“十三五”规划末，耕地总量也要保

持在１８亿亩。 中国科学院陈百明教授指出，国家从严把守

土地闸门确实事出有因。１８亿亩的口子如果一开，就像打



开了洪水的闸门，再难刹住，以后会１７亿亩，１６亿亩⋯

⋯越拉越大。２００４年在２６个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万的国

家里，中国的人均耕地量排第２４位，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

本。新加坡可以将最后一亩耕地都开发了，因为粮食进口量

不大，不会影响世界粮食市场。但中国就不一样，动辄会引

起整个世界粮食市场波动。美国曾将粮食作为战略武器使用

，如果我国的粮食要依赖别国，那是极其危险的。 近年来中

国农民抛荒问题严重，复种指数一路下跌，可以种三季土地

的只种两季或一季。经济发达地区宁可把耕地用于建设，所

赚的钱足以购买数几十倍的粮食。他们还打着公益用地的名

义低价征收耕地，但实际上却商用，从中赚剪刀差。 还有，

就是过度使用化肥，不合理灌溉，污水灌溉等，不但使现有

粮食和农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还影响了耕地再利用，污

染了地下水。 中国工业化长期以来走的是低成本扩张的道路

。据悉，现在全国有不少于１０个广场的规模超过天安门广

场，还建起不少所谓的“花园式工厂”，太浪费土地了。 在

这种情况下，中央加强对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和

及时的。 据了解，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国土资源部并未停止

工作，很快着手《纲要》修编工作。一方面开展现行全国规

划纲要和地方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一方面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土地资源各项指标进行深入论证，修改

完善《纲要》。 然而，更重要的是把从严“治地”的政策措

施落实到位。首先要统筹安排各类用地，突出农用地的保护

，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与建设。通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数

量要特别慎重，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其次

要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不能让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市长的



“零花钱”。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减少

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用地的利益驱动。 第三，推进土地集约和

节约利用。确保每项关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法规具有

可操作性，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减少震荡，以便落实

。 第四，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像东部土地已经开发的

差不多了，西部却刚刚进入工业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是

不公平，不合理的，要区别对待。 第五，完善责任制度，严

格实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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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