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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管制与区域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研究

许彦曦 彭补拙 李春华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12 090 )3

摘 要 土地用途管制是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土地利用管理制度
,

其核心是依据土地利用

规划对土地用途转变实行严格控制
,

从而引导合理利用土地
。

持续发展理论已成为当前国际上土地利用研究

的指导思想
,

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之一
。

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可以

有效控制土地利用方向
,

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
.

最终实现合理
、

持续利用土地
。

本文以广西柳州市为例
,

探讨了

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宏观控制作用
。

关键词 土地用途管制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用途分区
;区域可持续开展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1 土地用途管制及其目的
1

.

1 土地用途管制的含义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

区域经济
、

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

依据土

地利用规划
,

划定土地用途分区
,

确定用途限制内容
,

实行用途变更许可制
,

对土地用途采用行

政
、

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制度
。

中央提出
“

对农地和非农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

制
” ,

是加强土地利用国家控制
、

科学配置土地资源的一条重要措施
。

1
.

2 土地用途管制的目的

我国现行用地
“

分级限额审批制度
”

存在很大缺陷
,

由于地方政府受局部利益驱动
,

使中央

政府难以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和各业用地方向
,

尤其不利于耕地保护
。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区别

于
“

分级限额审批制度
”

的重要特征之一
,

是主动依据土地利用规划规定土地用途
,

以土地的质

的规定性规范土地利用行为
,

划分土地管理权限
。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实行这种制度
,

有利于

国家强化宏观调控土地的职能
,

避免土地管理中政府失控
。

2 土地用途管制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法

2
.

1 土地用途管制的主要内容

2
.

1
.

1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区划 管 理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是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依 据
。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区 划 管 理

,

需 要 通 过 各 级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来 实 现

。

国 家 级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大 纲 中 应 增 加 的 内 容 有

:
确 定 土 地 用 途 分 类

,

制 定 土 地 用 途 转 变

的 限 制 政 策

,

提 出 有 关 国 家 重 大 项 目 用 地 和 重 要 土 地 用 途 (如基本农 田保护区
、

特 大 城 市 规 模

控 制 区 等 )的规划要求
。

省 级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纲 要 则 应 结 合 当 地 实 际

.

对 国 家 级 土 地 利 用 大 纲 中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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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内容 进 行 补 充
、

细 化

,

作 出 相 应 的 技 术 规 范

,

确 定 省 级 重 点 项 目 及 特 殊 要 求 的 土 地 用 途 (如省

会及省辖城市规模规划区
、

名 特 优 农 产 品 保 护 区 等 )
。

地 (市 )
、

县 (市 )和乡 (镇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要依据土地用途分区原则
,

明 确 划 分 出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区 (如城镇用地区
、

独 立 工 矿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农 村 民 民 用 地 区

、

基 础 设 施 区

等 )
,

编 绘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规 划 图

,

结 合 实 际 制 定 各 区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细 则

。

各 级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都 要 通 过 立 法 机 关 和 特 定 的 立 法 程 序 批 准

,

按 公 示 制 度 将 用 途 规

划 文 本 和 分
区 规 划 图 向 社 会 公 布

,

确 立 用 途 管 制 的 权 威 性 和 公 开 性

。

2
.

1
.

2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监 控 管 理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监 控 必 须 依 靠 强 有 力 的 技 术 措 施
、

法 律 措 施 和 奖 惩 制 度

。

监 控 管 理 要 以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文 件 和 图 件

,

以 及 一 系 列 技 术 性 规 范 为 法 律 依 据

,

利 用 高 效 的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监 测 系 统

,

土 地 利 用 预 警 系 统

,

尤 其 是 城 市 边 缘 区 动 态 监 测 系 统 和 耕 地 动 态 监 测 系

统

,

监 控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和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实 地 的 全 过 程

,

同 时 配 合 实 行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奖 惩 制 度

和 公 示 制 度

。

2
.

2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实 施 方 法

2
.

2
.

1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的 确 定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是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

控 制 土 地 利 用 空 间 布 局 的 方 法

,

依 据 土 地 主 导 用 途 的 不

同 划 分 用 地 区

,

从 而 控 制 土 地 的 数 量

、

用 途 和 功 能

。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的 原 则 有
〔̀ 〕 :

( 1) 土地适宜性原则
。

土 地 适 宜 性 决 定 土 地 的 主 导 用 途

,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以 此 为 基 础

。

( 2) 以供定需的原则
。

以 土 地 可 供 量 为 基 础

,

依 据 各 类 用 地 需 求 量

,

综 合 平 衡 用 地 数 量

,

协

调 分 区 面 积 和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调 整 指 标

。

以 供 给 制 约 和 引 导 需 求

,

满 足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

.

( 3) 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
。

优 先 安 排 耕 地

,

严 格 控 制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

(4) 分区界线 明显的原则
。

分 区 划 线 尽 量 利 用 明 显 的 道 路 等 线 状 地 物 或 河 流 等 自 然 地 物

。

2
.

2
.

2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管 制 的 实 施

土 地 用 途 分 区能 够 有 效 发 挥 作 用
,

需 要 通 过 制 定 和 实 施 管 制 规 则 保 证 土 地 按 分 区 用 途 使

用 川

。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需 要 采 用 土 地 开 发 许 可 制 和 土 地 转 用 许 可 制

。

土 地 所 有 权 人 或 土 地 开

发 者 要 向 土 地 管 理 部 门 提 交 土 地 开 发 申 请 或 土 地 转 用 申 请

、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和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报 告

。

土 地 开 发 者 向 符 合 用 途 的 方 向 深 人 开 发

,

提 高 土 地 生 产 率 或 利 用 率 时

,

应 颁 发 土 地 开 发

许 可 证 给 予 许 可 和 鼓 励

。

土 地 开 发 许 可 证 是 实 现 各 类 用 地 内 涵 挖 潜

,

集 约 利 用 的 有 力 保 障

。

当 土 地 向 符 合 规 定 的 用 途 转 变 时

,

应 向 土 地 开 发 者 颁 发 土 地 转 用 许 可 证

。

土 地 转 用 许 可 证 是

各 级 土 地 用 途 实 现 转 变 的 法 律 凭 证

,

是 取 得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的 前 提 和 用 地 审 批 的 报 件 之 一

。

3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与 区 域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区域 可持续 发展 是个动 态 的定 量过 程 a[J
,

是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系 统 中

,

人
口

、

资 源 与 环 境 三

个 要 素 不 断 协 调 的 过 程
[礴〕

。

人
口

、

资 源 和 环 境 问 题 作 为 当 今 人 类 所 面 临 的 三 大 向 题

,

都 集 中

在 人
口

增 长 对 土 地 资 源 的 压 力 上

。

因 此

,

区 域 的 持 续 性 研 究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区 域 土 地 资 源 的 可

持 续 利 用 研 究

。

笔 者 认 为

,

区 域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是 指 在 维 持 和 提 高 土 地 生 产 率 或 土 地 产 出 率 的 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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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改 善 整 个 区域 的 环 境 质 量
,

实 现 社 会 经 济 持 续

、

健 康

、

快 速 发 展 的 土 地 利 用

。

它 具 有 以 下

特 征

:

( 1 )系统性
。

持 续 发 展 是 对 人 类 与 环 境 关 系 的 一 种 规 范 5[]
,

在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系 统 中

,

人

口

、

资 源

、

环 境 三 大 要 素 协 调 发 展 才 能 实 现 区 域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

(2 )生态性
。

土 地 可 持 续 利 用 要 求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与 利 用 强 度 符 合 土 壤 肥 力 的 稳 定 提 高 和

土 地 承 载 力 的 稳 定

,

即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必 须 符 合 土 地 本 身 的 生 态 学 容 量

。

因 此

,

需 要 通 过 完 善 农

田 水 利 设 施 和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防 治 水 土 污 染

,

建 设 生 态 农 业 和 生 态 城 市

。

( 3) 可调控性
。

整 个 系 统 是 动 态 变 化 的

,

要 不 断 施 加 人 为 影 响 对 其 进 行 调 控

,

防 止 对 土 地

的 掠 夺 式 经 营

,

保 证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

因 此

,

通 过 对 区 域 内 农 地 和 非 农 地 实 行 严 格 的 用 途 管 制

,

可 以 有 效 控 制 土 地 利 用 方 向

,

从

数 量

、

质 量 结 构 上 对 土 地 进 行 有 效 调 控

。

这 样 既 为 土 地 整 理 提 供 依 据

,

又 为 保 护 耕 地

,

达 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提 供 保 证

,

同 时 也 能 有 效 控 制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

最 终 实 现 合 理

、

持 续 利 用 土 地

。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与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 可 表 示 如

下 (图 1 )
:

区 城 可 持 续 发 展

地地地
业 用 地

区

园 地
区

牧 业 用 地 区 草 地

用 地
区 居 民 点 及

工 矿 用 地

用 地 区

交 通 用 地

独 立 公 矿

用 地
区

自 然

景 观 保 护 区

其 他 用 途
区

_

州

利

剔

图
1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与土 地 利 用规 划 关 系 图

4 实 例 研 究— 以广西柳州市为例
4

.

1 柳 州 市 概 况

柳 州 市 位 于 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中部 偏 东 北 的 柳 江 沿 岸
,

除 市 区 外

,

还 辖 柳 江

、

柳 城 二 县

,

总 面

积
5 3 1 3

.

5 7 km “ ( 93 年详查数据 )
。

1 9 9 4 年 末 全 市 总 人 口 168
.

14 万人
,

其 中 城 镇 人 口 97
.

52 万

人
,

占
5 8 %

,

人
口

密 度 为
3 1 6 人 / k m Z ,

其 中 市 区 为
12 6 4 人 / k nr Z。

耕 地 面 积
1 6 6 13 9

.

6 5 公 顷 ( 9 3

年 详 查 数 据 )
,

人 均 耕 地
1

.

5 亩
。

该 市 位 于 广 西 盆 地 中 心

,

地 处 暖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 区

,

地 貌 以 喀 斯 特 残 蚀 型 峰 林 平 原 和 峰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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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洼 地 为 主
,

低 山 丘 陵 穿 插 其 中

,

低 山 丘 陵 面 积 占 陆 地 面 积 的 35
.

3%
。

土 壤 以 红 壤

、

石 灰 土 为

主

,

耕 作 性 土 壤 以 旱 作 土 壤 和 水 稻 土 为 主

,

其 中 早 作 土 占 50 % 以 上
。

气 候

、

土 壤 的 过 渡 性 和 多

样 性

,

使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复 杂 化

,

对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和 空 间 连 片 性 造 成 了 障 碍

。

柳 州 是 广 西 最 大 的 工 业 城 市

,

经 济 地 位 及 重 要 性 可 与 南 宁 一 起 称 为 广 西 的 双 极 经 济 中 心

。

目 前

,

柳 州 市 正 处 于 工 业 加 速 发 展 阶 段

,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速 度 很 快

。

解 放 时

,

全 市 人
口 12 万

人
,

建 成 区 面 积
3

.

4 2k扩
,

1 9 5 5 年 建 成 区 面 积 19
.

o 5 km 2 ,

1 9 7 4 年 增 至 5 1
.

7 2 k扩
,

到
19 8 0 年 则

为 6 3
.

9 7 k扩
,

目 前 已 达 83
.

k5 扩
,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1

.

k4 扩
。

4
.

2 柳 州 市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保 护 耕 地 和 控 制 城 市 规 模 是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核 心 内容
,

因 此

,

在 遵 循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

结 合 柳 州 市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

建 立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系 统 (图 2 )
。

农 业 园 地 区 林 业 牧 业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城 镇 建 役 村 镇 建 设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然 人 文

观

区

其 他

用 途 区

一

赢 虱

田

城

赢 嘉

保 护 区

!
荃本粮田

析冲, 区
,

习

一

】
荃本蔗田
保护区

建成区 城 镇建 设村
划
镇

划
矿

端景豁
ǐ l规工

`
一矿区j区|土地口地厂l工

,

用七用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用 地

区

墓
本 菜

田 (包括目组食

保护区 荃地 ) 保护区

图 2 柳 州 市 土 地 用途 分 区图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是 实 现 土 地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和 土 地 利 用 合 理 布 局 的 重 要 途 径
,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是 全 域 性 的

,

为 了 便 于 管 制

,

向 社 会 公 示

,

要 依 据 前 述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的 原 则

,

在 规 划 底 图 上 编 制

土 地 用 途 分 区 规 划 图

。

4
.

3 柳 州 市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与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柳 州 市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析 表 明
,

土 地 利 用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有

: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不 尽 合 理

;

土 地 生 产 力 低 下
,

潜 力 没 有 充 分 发 挥

;
建 设 用 地 发 展 速 度 过 快

,

农 业 与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矛 盾 突 出

;

城 市 工 业 污 染 严 重

,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加 剧

;
土 地 开 发 城 乡 关 系 不 协 调

,

整 体 效 益 较 低

。

这 正 是 土

地 资
源 配 置 不 科 学

,

土 地 利 用 不 合 理 的 表 现

。

在 柳 州 市 土 地 利 用 特 征 及 动 态 变 化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

进 行 土 地 资 源 适 宜 性 评 价

,

后 备 土 地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评 价

、

土 地 利 用 生 态 环 境 评 价 和 土 地 一 人
口

承 载 量 评 价

,

从 而 可 以 对 柳 州 市 土 地 利

用 可 持 续 性 作 出 评 价
[6〕

。

结 果 表 明

,

通 过 调 整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

控 制 人
口

增 长

,

增 加 土 地 投 人

,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

土 壤 侵 蚀 率 可 由
19 9 3 年 的 65

.

9 % 下 降 到 2 0 0 5 年 的 42
.

1 %
,

使 土 地 退 化 率 由

8 0
.

2 % ( 1 9 9 3 年 )降至 4 3
.

9 % ( 2 0 0 5 年 )
,

土 地 利 用 率 由
6 4

.

7 2 % ( 1 9 9 3 年 )提 高到 7 7
.

85 %

( 2 0 0 5 年 )
,

满 足 人 口
承 载 量 由

1 25
.

22 万人 ( 19 9 3 年 )增加到 16 2
.

79 万人 ( 2 0 09 年 )
。

为 了 实

现 柳 州 市 土 地 资 源 的 可 持 续 利 用

,

对 区 域 内 各 类 用 地 严 格 的 用 途 管 制 势 在 必 行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是 依 据 柳 州 市 耕 地 可 供 量 确 定 的

,

分 为 基 本 粮 田

、

基 本 蔗 田

、

基 本 菜 田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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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副 食 基 地 )三种类型
。

以 规 划 年
52 0 0年 计

,

基 本 粮 田 保 护 区 规 划 面 积
5

.

21 万公顷
,

其 中 一

级 保 护 区 (永久性保护 ) 2
.

99 万公顷
,

二 级 保 护 区 (往制性保护区 ) 2
.

22 万公顷
。

蔗 田 保 护 区 规

划 面 积
3

.

0 7 万 公 顷
,

蔬 菜

、

副 食 品 用 地 保 护 区 规 划 面 积
0

.

46 万公顷
。

该 市 耕 地 的 发 展 主 要 立 足 于 内 涵 挖 潜

,

通 过 提 高 单 产 来 提 高 土 地 的 总 产 出

。

水 分 条 件 是

本 区 耕 地 的 主 要 限 制 因 素

。

增 加 土 地 投 人

、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率

、

建 设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和 水 利 设 施

,

对 二 级 粮 田 保 护 区 和 一 般 农 田 保 护 区 实 行 严 格 的 用 途 转 变 管 制 是 保 护 耕 地 的 重 要 途 径

。

柳 州 市 的 蔗 糖 生 产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柳 城 县 农 村 收 人 主 要 靠 蔗 糖 的 生 产 和 加 工

。

发 展 甘 蔗

用 地 主 要 决 定 于 土 壤 条 件 和 水 分 条 件 的 改 善

,

以 及 榨 蔗 厂 的 处 理 能 力

。

因 此

,

对 蔗 田 保 护 区 需

要 加 强 灌 溉 设 施

、

能 源

、

交 通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该 市 蔬 菜 用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矛 盾 突 出

,

19 76 一 1 9 9 3 年征 减 面积 近 万亩
,

平 均 每 年 以 300 -

50 0 亩 的 速 度 递 减
。

为 了 稳 定 蔬 菜 基 地

,

应 减 少 因

“

转 移

”

菜 地 造 成 的 投 资 重 复

,

从 而 减 轻 由 于

粮 田 改 菜 地 的

“

熟 化

”

过 程 造 成 的 影 响

。

柳 州 市 建 成 区 面 积 已 从 解 放 时 的
3

.

4k2 澎 增加到目前的 83
.

k5 衬
,

市 区 人 均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1 25

.

s m “
,

与 郊 区 乡 镇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87
.

3 m 2
呈 倒 置 现 象

。

因 此

,

要 提 高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率

,

改 变 城 市 建 设 一 味 外 延 的 状 况

,

控 制 对 效 区 土 地

,

尤 其 是 菜 地 的 占 用

。

该 市 农 村 民 民 点 布 局 分 散

,

人 均 建 设 用 地 高 达
200 一240 扩

。

村 镇 建 设 应 加 强 保 护 居 民 点

周 围 的 农 田

,

集 中 规 划

、

建 设 农 村 居 民 点

,

集 中 预 留 为 满 足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所 需 的 村 庄 用 地

。

柳 州 市 作 为 全 区 最 大 的 综 合 性 工 业 基 地

,

工 业 用 地 增 长 速 率 较 快

。

发 达 国 家 规 划 的 城 市

工 业 用 地 一 般 不 超 过 城 市 总 面 积 的 巧 %
,

我 国 工 业 城 市 的 工 业 用 地 规 划 一 般 占 市 区 总 面 积 的

25 % 左 右
,

而 柳 州 市 工 业 用 地 占 城 市 总 面 积 的 30 % 以 上
,

且 呈 上 升 趋 势

,

同 时

,

85 % 的 工 业 用

地 分 布 在 市
、

镇 二 级 居 民 点 用 地 范 围 内

。

对 工 业 用 地

,

一 要 严 格 控 制 用 地 规 模

,

严 格 审 批 建 设

项 目

;
二 要 对 污 染 治 理 进 行 严 格 管 制

。

总 之

,

在 符 合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的 前 提 下 占 用 耕 地

,

必 须 开 发

、

复 垦 不 少 于 所 占 面 积 的 且

符 合 质 量 标 准 的 耕 地

,

才 能 达 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的 目 标

,

才 能 实 现 区 域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4
.

4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配 套 工 作

4
.

4
.

1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的 修 订 和 实 施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是 城 市 规 划 等 各 项 专 业 规 划 的 依 据
,

也 是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前 提

。

柳 州

市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的 编 制 已 于 1 9 9 5 年 5 月完 成
,

在 两 年 的 实 施 工 作 中

,

存 在 两 大 向 题

:

第

一

,

可 操 作 性 较 差

,

界 定 的 工 作 范 围 不 十 分 明 确

,

影 响 了

“

龙 头

”

作 用 的 发 挥
;
第 二

,

稳 定 和 增 加

耕 地 面 积

,

控 制 建 设 用 地 规 模 特 别 是 城 市 建 设 规 模 没 有 成 为 工 作 主 线

。

所 以

,

需 要 通 过 修 编 工

作 改 变 土 地 资 源 配 置 规 划 的 滞 后 现 象

。

科 学 地 修 编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

应 该 联 系 市 场 经 济 理 论 进 行 规 划 研 究

,

在 强 调 土 地 资 源 属 性 的

同 时

,

还 应 重 视 土 地 资 产 属 性 和 市 场 需 求
! ’ 〕

。

这 样

,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好 原 有 的 城 市 存 量 土 地

,

避

免 城 市 无 限 外 延 扩 大

,

保 护 耕 地

,

既
使

土 地 资 产 得 到 很 好 利 用

,

又
使 耕 地

资
源 得 到 很 好 保 护

。

乡 (镇 )级规划要按照县级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管制要求
,

将 各 类 用 地 指 标

、

规 模 和 布 局 落

实 到 具 体 地 块

。

各 级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都 要 按 公 示 制 度 向 社 会 公 布

。

公 示 用 途 规 划 文 本 和 分 区 规

划 图

,

在 用 途 规 划 中 明 确 规 定 允 许 做 什 么 和 不 允 许 做 什 么

。



1 42 坡 19 9 8年 第 3期

4
.

4
.

2 制 定 用 途 转 变 管 制 政 策
,

实 行 土 地 开 发 许 可 制 和 土 地 转 用 许 可 制

这 一 制 度 的 建 立 和 实 行 不 仅 能 充 实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方 法

,

更 重 要 的 是 实 现 了 土 地 开 发 权

的 国 有 化 和 国 家 的 宏 观 调 控 职 能 8[]
。

该 制 度 是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中 较 具 弹 性 的 一 种 方 式

,

是 政 府

干 预 土 地 市 场 的 重 要 措 施

,

它 能 兼 顾 土 地 利 用 的 经 济 动 率 与 社 会 公 平

,

对 于 土 地 开 发

、

城 市 建

设 及 社 会 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 起 到 重 要 调 控 作 用

。

4
.

4
.

3 加 强 立 法
,

完 善 土 地 法 律 体 系

,

保 证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和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实 施

全 国 性 的 (土地利用规划法)一时难以出台
,

地 方 土 地 法 规 建 设 应 尽 快 进 行 地 方 (土地管理

法 )的修改
,

制 定 地 方 性 的 《耕 地 管 制法 》
,

对 违 反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和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的 行 为

,

制 定 可

操 作 性 的 法 律 处 罚

。

4
.

4
.

4 建 立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的 组 织 机 构

为 实 现 用 途 管 制 的 目标
,

应 该 由 中 央 和 省 级 土 地 管 理 部 门 组 织 实 施 和 检 查

,

改 变 目 前 地 方

各 级 土 地 管 理 部 门 由 本 级 政 府 领 导

,

只 对 本 级 政 府 负 责 的 领 导 机 制

,

强 化 土 地 管 理 的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

实 现 国 家 的 宏 观 调 控 职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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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实 施 半 封 闭 的 管 理 方 式
.

作 到 用 养 相 结 合

近 年 来 各 园 林 对 绿 地 采 取 封 闭 管 理 的 方 式

,

从 而 减 少 游 客 的 践 踏

,

改 善 了 土 壤 的 通 透 性

,

有 利 于
保 护 绿 地 和 观 赏 植 物

。

可 是 全 封 闭 管 理 方 式 限 制 了 游 客 的 行 动

,

这 不 是 最 好 的 管 理 方

式

。

建 议 对 园 林 绿 地

,

尤 其 是 草 坪 绿 地 采 取 轮 流 开 放

,

实 施 半 封 闭 管 理 方 式 为 好

。

即 在 草 坪 返

青 期 期 实 行 封 闭 管 理

,

待 生 长 茂 盛 期 轮 流 开 放 分 片 管 理

,

从 而 达 到 用 养 结 合 的 效 果

。

3
.

4 建 立 园林 土 壤 档 案
.

长 期 定 点 监 测 土 坡

苏 州 古 典 园 林 是 中 华 民 族 宝 贵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

是 有 生 命 的 文 物

。

申 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工

作 也 是 为 了 更 好 更 科 学 地 管 理 和 保 护 好 这 一 人 类 共 同 的 财 富

,

建 立 园 林 土 壤 档 案 工 作 应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方 面

。

遗 憾 的 是 以 往 这 一 工 作 还 是 空 白

。

因 此 建 议 在 首 次 对 四 座 园 林 绿 地 土 壤 分 析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

建 立 健 全 园 林 土 壤 档 案 工 作

;
长 期 定 点 进 行 土 壤 监 测

,

以 利 于 采 取 科 学 有 效 的

措 施 不 断 提 高 土 壤 肥 力 水 平

,

使 园 林 中 的 花 草 树 木 更 绿 更 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