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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5_9C_9F_E

5_9C_B0_E9_97_AE_E9_c51_84726.htm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成为宪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原宪法规定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虽然改动的字数很少，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刘俊海认为，这对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农民的土地利益将会得到切实的保护。 过去由于法律上

的缺陷，使得农民在土地征用中受到损害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征用泛滥，使得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土

地荒废现象严重。 土地问题泛滥之根源 3月10日上午，江西

一位商贩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诉苦说，前年他和当地乡政府

签订了一份为期7年的40平方米土地的租赁合同。但今年由于

搞开发，租赁的土地被征用。乡政府最多只肯赔偿1000元，

但当初他光盖房子便花了1万元。和乡政府多次交涉未果后，

他决定到省政府去上访。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屡见不鲜。

土地征用问题正在成为矛盾集中的地方。全国政协委员、安

徽农业大学教授张自立说，目前安徽因土地征用引发的上访

占该省上访总量的60%，而以前的上访则多数是反映村干部

问题的。 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耕地大量减少。全国

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蔡睿贤回忆说，10年前到长三角

考察时发现大量耕地被圈，5年后再看这些地长满了芦苇。 

土地征用为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 民进中央在给全国政协大



会提供的书面发言中提到，现行征地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

期，已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征地范围过宽，不论项

目性质、投资主体皆能通过征用土地的办法取得土地，没有

体现法律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才能征地的目的。另外，

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仍然按照被征用耕地年产值倍数的方法

补偿征地费，没有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安置责任不落实，没

有稳定、有效的安置途径。因而，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

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同时，在当前农业产出低的情况下，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政绩，大量征用耕地搞开发。由于对

政府征地缺乏约束，土地问题日益明显。 危害：会引发诸多

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民进中央认为，土地制度的缺陷，导致土

地征用泛滥、低价征用土地的状况时有发生，因而引发了诸

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据统计，到2003年12月底，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开发区6015个，规划用地总面积为3.51万平方公里，

超过了现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另外，城市规模盲目

扩大，80%以上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张自立分析说，由于城

市里的土地征用成本比较高，导致土地征用多倾向于郊区的

农民集体土地。 盲目建设开发区和扩大城市面积有不可遏制

之势头。在我国一些地区，由于土地征用过多，出现了土地

危机的状况。 在蔡睿贤看来，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标

准是按产值倍数的方法计算的：即为高限为产值的16倍，最

高不超过30倍，按亩产值1000元测算，补助费最高为3万元／

亩。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即使采用最高补偿，也不能完全

补偿农民失地后需要的创业、安置工作的费用。同时，最低

的补偿也常常不能全额发到农民手中。而政府征地后出让土

地使用权的结果是，每亩可以得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



万元的利润。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后给予农民适当补

偿，并安排被征地农民农转非，招工，享受国家负担的市民

、工人的福利待遇，因而那时农民被征地后的长远生计可以

保证。但现在，对农民来说，就业靠市场，地方政府的安置

多是发放一次性的安置补助费，然后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

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失去土

地后，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造成生活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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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