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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常态下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探讨 
管越洋 

肥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徽 合肥 231600 

 

[摘要]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就低，导致土地资源的开发水平较差，今后工作中需要通过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工作，提高对土地

资源的利用水平。基于对目前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工作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对新常态内涵的研究，文中提出的针对这些问题

的解决方法，提高我国对土地资源的应用质量和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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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er capita land occupation is low, resulting in poor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rough urban and rural land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wor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urban and rural land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work, combin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new normal 

connotation,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improves the application quality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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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乡土地资源的发展和研究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工业占地过多、农业土地的开发质量较差等，这些问题都与

当前提出的新常态工作理念不符，今后工作中要逐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但是具体的操作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

讨，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给出基础性的解决方法。 

1 城乡土地利用“新常态”的表现形式 
1.1 政策指导方面 

新常态的政策指导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为提高农业土地的开发质量和开发水准，让农业土地能够带来更多的收

益，让我国的第一产业能够获得持续性的发展。事实上在当前的土地资源应用中，第一产业的土地被蚕食，其中工业

土地为最主要的侵占源，农业土地成为了大量工业企业的争夺重点。此外各级政府部门也注重工业系统的建设工作，

导致我国的农业土地当前人均占有量更低。目前的政策引导方向为，加强对农业土地的重视程度，防止其在今后的长

期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1.2 资源投入方面 

资源投入包括两种方式，其一为针对农业土地投入，其二为针对环境土地的投入。前者的投入方式包括各类农业

器械、对农户的补助等，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应用和相关资金的投放，能够让农户更加重视对当前新型技术的使用，并

且当地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农业技术研发部门也逐步参与到对新型技术的研发过程，研究内容包括水利系统的建设、自

动灌溉系统的发展等。对于环境维持用地来说，包括内容主要有对自然植物的栽种、对于环境的维持等，投入的技术

类型包括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系统、新型自动灌溉系统等。 

1.3 供需矛盾调整方面 

目前的土地存在严重供需矛盾，表现为农业土地和工业土地资源矛盾、土地需求人口和人口外流之间的矛盾等，

所有矛盾都会降低土地的应用质量，和新常态的核心理念不符。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为，完成对当前存在矛盾的

消除工作，目前已经建成的工作体系为供给侧改革，土地发展要按照市场的发展规律，践行土地资源的投入形式改革、

土地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调整等工作，以提高土地资源的整体应用水平。 

2 新常态背景下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问题 
2.1 土地利用效率问题 

土地应用效果问题表现为，当前的乡村土地资源中存在大量的废弃土地，这类土地一方面为乡村的人员外流导致

农业用地的荒废，另一方面在于当地政府的调整，常见的手段包括要求当地农户不可自主处理农业土地，包括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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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等，经过一段时间后，则农业土地可转化为可供工业企业的发展用地。无论对于何种模式，农业土地都会出现大

批量的荒废，并且当农业土地数量降低时，乡镇农户的整体数量会进一步下降，导致土地的进一步荒废，这就形成恶

性循环，可以说当前和今后的土地利用效率都会很大程度下降，若不对其集中处理，则我国的农业用地会逐渐消失。 

2.2 土地利润产量问题 

土地为一切利润的产生基础，尤其是对于农业土地来说，基本为农户经济收入的唯一或最主要来源。从当前的土

地使用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土地利润产率过低，这就导致大量的农户遗弃农业耕地寻求其余出路。此外对于当前的工

业用地来说，从其作用效果上来看，也存在过高的利润下降问题，尤其是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当前随着各类贸易市场

的低迷，大量工业企业处于不运行状态，这就导致当地的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不论降低了该地区的经济总量，事实上

对这类土地的使用成效也未达成预期。 

2.3 土地综合结构问题 

土地综合结构中的子项目可分为农业土地、工业用地以及环境用地，土地利用方式需要维持最为高效合理的结构

模式，才可在保障当地物质供应的同时，为农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土地综合结构中最为核心的为农业用地，其次

为环境维持用地，最后才为工业用地，但是在当前的土地体系调整中可发现，多地区将工业用地视作最需要满足的土

地，上文中已经分析了这一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当地经济体系造成的后续负面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当前这一不

合理的土地分配模式，导致市场的宏观调控难度提高。 

3 基于新常态下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方法 
3.1 土地结构调整 

土地结构调整工作的最基础项目为提高农业用地的占比，唯有如此才能够为当地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和居民的生

活保障水平，从土地的结构调整过程来看，即使农业用地的总量提高，但是当民众的参与热情不足时，这类土地依然

会被工业系统侵占，所以可以说土地结构调整可以视作一项综合性极高的土地调整和分析过程。 

工作方法中，首先为提高农业土地的比例，目前城乡土地中事实上已经含有大量具备成为农业土地资质的区域，

甚至会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传统的农业土地被恶意性或故意性荒废，在今后的工作中，当地政府部门需

要加强对这些土地的监管，尤其是政府部门不可采用相应的不合法行政手段，让农户对这些土地故意荒废，通过加强

土地的应用和开发质量，让这类土地能够发挥应有优势。其次为对于相关的技术投入，包括农业土地中的灌溉技术优

化，当地政府部门要免费建设农业水利设施，并且在土地的周边设置挡土墙等设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问题，这一模

式能够保证农业土地被用户使用。最后为派遣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完成对土地相关知识的讲解工作，从而让农户能够更

好的使用农业土地知识创造收益。 

3.2 土地资源开发 

土地资源开发的整体思路为，不过多侵占环境用地，还是要对当前已经经过开发的土地进行进一步开发，依照其

土壤的肥力以及农作物生长水平，实现对土地应用方式的定位工作。具体工作项目中，要求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以及

农业部门完成对已经处于荒废状态土地的测量和分析工作，其中已经建成的工业区土地无需勘探，但是要分析是否存

在非法侵占资源问题，这类行政部门需要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并且不受到工业体系开发等政府部门的管辖，当其发现

某农业土地处于荒废状态，则需要了解这一问题的发生原因，确定为某农户自主荒废时，鼓励其余的农户到该土地中

对其进行开发，而当确定为某政府行政部门采用相关手段禁止农户对其使用时，则该管理部门需要将这一信息及时上

报，由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对这一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分析，对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3.3 提高生活水平 

可以说当前节约集约土地工作的最大阻力为，乡镇居民的生活成本升高，并且获取的经济收益并未上升，导致其

更多到周边城市中工作，该地区的农业土地使用质量和总量下滑。 

在今后的工作中，当地政府部门需要提高乡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让当地农户

能够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而对于农业系统来说，也需要通过发放补助、提供相应的农业生产设备等措施，让农户能

够采用更少的成本，完成对粮食作物的栽培和种植工作，这一方法能够更大程度上提高农业土地的吸引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土地的综合结构问题、土地利用效率问题、土地的利润产率问

题等，目前的发展形式会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扩大。为解决这些问题，可采用的方法包括提高乡镇农户的收入、推行土

地结构调整工作、完成土地资源的开发工作等，让我国的土地发展路线满足新常态提出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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