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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中的农村土地管理问题创新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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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建设脚步，应推动城镇化建设，21 世纪 30 年代，我国应该全面建设完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

本保证条件是建设新型城镇，在现有农村土地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有限土地资源，完成房产建设以及周围配套设施建设。落实

以人为本的观念到农村土地规划阶段，做到现有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符合现阶段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有限的农村土地资

源必须在建设前期规划利用，针对土地规划阶段常出现的问题，应采取人本化的管理理念，进行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人本化

管理符合当代建设和管理的未来发展，以人为本，落实基础观念到土地管理过程中，采取严格的管理手段降低腐败事件的发

生，促进我国新型农村和城镇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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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1930s, China shoul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a well-off society is to build new towns, 

make rational use of limited land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ural land, and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 estate and 

surround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to the rural land planning stage,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xisting land resource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limited 

rural land resources must be planned and utiliz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land 

planning stage, we should adopt the humanistic management concept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policy. Humanistic manage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eople-oriented, implement basic concepts into 

the process of land management, adopt strict management mean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rrup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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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在现行土地政策下，一些地方存在着乱征、乱建、乱占、乱转、乱卖现象，一些单位或农

民未经批准违法占地建房现象时有发生。因为种种原因，农村土地管理工作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1]
，（1）主要是于农村

土地管理认知不足，（2）耕地矛盾日益突出，（3）土地管理部门对农村土地使用和监管力度不够。 

2 优化城镇化中农村土地管理问题的途径 

2.1 完善土地利用体系 

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时会占用农民的土地资源，农民失去土地后，通常选择外出务工，这样虽然能提升经济收

入，但会导致农村人口流失。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关建设项目缺乏相应的人力支持，影响了城镇化发展进程。所以不但要持续推进城

镇化建设，还应该重视就业机会的增加，保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足够的人力。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要始终保

持持续发展的思维，要对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及时分析。实事求是，做好调查和研究工作，主动听取基层农民的

建议，结合实际，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开展相关工作。如果部分工作和农民的合理需求出现冲突，就要合理解决，保证

农民的合法权益
[2]
。 

在持续推进土地管理工作时，要重视土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解决好土地管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合理

保障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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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地整治工作的有效落实 

在对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施改革创新中，需首先完成土地整治相关工作，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证农民的耕地面积不

被破坏，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增加耕地使用面积。在土地整治工作实际实施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先提升

土地产出效果和耕地质量，以此促进所有项目都可以正常有序进行。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土地管理中心配置做好相

应的优化工作，通过这样保证土地整理项目的完整性。在此过程中，应对业务做好管理，除此还需最大程度获取更多

土地整治项目，通过获得更多土地管理资金来不断挖掘土地所存在的潜力。在此模式下所实施的土地整治管理工作会

更加规范和稳定。作为政府部门应不断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同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同时还应高效完成土地整治，减

少征地范围，以此解决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实现创设条件。 

2.3 缩减征地面积 

基于当前征地制度所存在的不足，强化征地管理。当有转让土地或是相应使用权需求时，一定要让农民和受让者

开展交易或是相应谈判，通过这样防止有的村领导利用集体土地来满足自我交易需求，而造成农民的极端情绪。对村

集体控制土地力度未能削减，通过这样为农村土地交易活动创设更安全的环境。对于拥有商业性耕地占用，可对征收

占地补偿金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构成全新税项，基于此可安排相关部门来负责征收此项税款。负责对土地交易进行监

管的行政部门可通过垂直领导方式来开展工作，认证评估单位专业性的工作应由土地监管部门来实施，对于裁决机构

可由土地法庭负责完成。不断健全土地资源价格条例，对于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性土地交易征用行为应加大管理力度，

以此提高土地应用成本，并将使用者所使用土地期限适当延长，基于土地使用权，加强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更好

的管控耕地专属交易，促进限制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2.4 明确管理标准 

在高效率规划以及管理农村土地期间，需要适当提升管理标准，精准区分农村土地的农用地以及自用地和商用地

等，以此和管理规划要求相符合。如，在解决该项问题期间，需要有效分析农村建设基地的配置情况，依照实际配置

现象和住宅建设等对农村土地规划发展加以健全。相关部门正确性引导土地规划，创建有着良好向导作用的规划框架，

同时要做好规划宣传。对农村常驻居民开展移民搬迁，基于建设新农村的基础上建设住房，采取该项方式提升公共配

置效率，同时做好遗留老房子、闲置处理工作，通过实施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结余而建设用地指标。在对偏远农村

土地规划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使其和优质农村相互结合到一起，综合性考察土地规划现象，在加快

偏远农村经济建设进程的基础上达到偏远农村朝着优质农村转变的目的。关注农村土地规划和城镇建设实际进程，将

两者全面融合，利用农村引导城镇，拓展发展范围。在农村用地配置的基础上提升耕地质量，落实标准要求。 

2.5 以城镇化建设为理念，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 

现阶段，针对我国城镇边缘农村的土地管理过程，应该以新型城镇建设为土地管理方针，制定出合理的农村土地

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的建立，应该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合理参考农村土地持有者的意见，以人本观念制定并完善

土地管理制度。针对土地资源逐渐稀缺的问题，农村土地应该加大土地保有力，合理规划农村土地有偿征用过程，应

在制度中明确表明工业用地征用范围，合理进行新型城镇建设房屋用地预留，为新型城镇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制定出

土地管理制度，应该以新型城镇建设的工作方针为管理理念，在施行管理制度时充分利用现有不记名土地，土地管制

度应结合管理体系运行而生，农村土地持有者和管理者，应共同落实新型城镇建设方针。农村土地在完善管理体系的

同时，应多吸引大学生村官到农村一线土地管理工作中。 

2.6 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土地监管力度 

提升农村土地持有者的思想意识，可以在基础环节加强土地规划和管理政策的实施，利用农村有利的先决条件，

以农村小组的形式定期组织宣传教育工作。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不能缺少政府部门和村民这两股中坚力量，两者决定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完成程度和效率。在土地有偿征用或者基础管理规划阶段，乡政府应该加大监督力度，保证农村土

地利用合理和高效，政府规划的城镇化建设用地不可进行 2 次工业用地拍卖，通过大力监管，保证土地规划管理阶段

的透明性和真实性。根据现阶段房屋土建和用地的建设方向及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确定土地基价，合理制定土地

基价提升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 

2.7 监督农村土地流转管理行为 

在经济建设用地期间，土地资源是一项基本的保障，同时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要生产要素。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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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土地可以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为主进行承包。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的所

有权性质并不会发生改变，承包地不得买卖。农村土地管理需要处于市场竞争机制中进行有偿流转使用，以确保城乡

人员流动、技术互动、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策略管理土地流转现象。一是明确规

划土地用途，调整土地供需。在严格加强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展开土地管理，控制建设用地的总量，合理规划每一

块地的用途，提前实施用地风险预防工作。在符合用地规划、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使企业全面参与到农村土地要素流转

中。对流转合同进行科学化管理，并按照我国现有的政策与法规等，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出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

文本，提高土地流转合同上的指导与签订工作。二是全面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监督管理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健全的

规划督察机制和土地定期评估制度，帮助农村集体组织全面收取尚未依照同约定开发利用的土地，加深农村土地市场化

流转中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严格惩处非法干涉土地流转、违法倒卖土地等不规范行为，加以整

治，以确保流转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将自身职能体现出来，全面监督土地流转。 

2.8 强化农民群众的土地确权意识 

土地确权工作想要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就必须在开展确权工作的同时，将工作的意义、方法、步骤、政

策等，通过合理的宣传渠道，将其传送到每家每户。考虑农村农民居住的集中性，宣传工作可分为几方面入手：第一

是利用宣传车，在土地确权的村庄内及周围的道路，进行巡回宣传；第二是将有关土地确权工作的宣传标语，制作成

横幅悬挂在重要路口；第三是各村的村委会成立土地确权工作领导小组，将土地确权政策、步骤、方法等贴在村务公

开栏内，同时利用微信群或印制纸质宣传资料，将有关土地确权工作的宣传信息，传送至每家每户。宣传工作，务必

在土地确权工作小组开展工作之前展开，在宣传到位后，确权工作才可以顺利开展，到时广大农民群众才会主动参与

和自觉配合。 

3 结束语 

针对我国城镇边缘农村的土地管理过程，应该以新型城镇建设为土地管理方针，制定出合理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提升农村土地持有者的思想意识，在基础环节加强土地规划和管理政策的实施，利用农村有利的先决条件，以农村小

组的形式定期组织宣传教育工作，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想渗透，提升村民对土地未来规划和使用的思想意识。土

地管理制度的建立，应该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合理参考农村土地持有者的意见，在现有农村土地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有限土地资源，完成房产建设以及周围配套设施建设，以人本观念制定并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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