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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管理中土地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李永庆
新蔡县城乡规划编制中心 河南 驻马店 4635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聚集密度的不断增加，土地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问题也愈加复杂和严

峻。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建设城市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因此，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和保

护，不仅关系到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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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各地经济的高速

增长，使得土地资源管理和利用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

与此同时，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系列

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问题，其中包括土地资源的过度

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等。因此，本文

将探讨城乡规划管理中土地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现状，

及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 城乡规划管理中的土地资源管理

1.1  城市土地资源管理
（1）不合理的用地结构。城市土地的用地结构与城

市发展战略规划的不匹配，常常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的无

效利用和浪费。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和城市发展

方向的多样性，建设规划难免存在模糊的区域和模棱两

可的部分。例如，城市中的一些空置土地或低效用地的

存在，导致了城市资源浪费，同时也存在一些地区的土

地闲置，需要更好地利用。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城市土

地规划和管理，开展土地整治和重构，提高土地资源的

有效使用率。政府需要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建立更加

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制度和管理模式，鼓励低效用地的

整合和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

时，市民也应该自觉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和管理，倡导节

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宜居、绿色、智慧的

城市空间。（2）土地评估不科学。土地评估是土地利用
管理的重要工作。然而，由于评估方法的缺陷以及评估

标准不一致等原因，导致相关部门的土地评估常常存在

不准确的情况[1]。这不仅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不良影响，也

使得土地交易市场缺乏透明度，制约了土地市场的健康

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土地评估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确

保土地评估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推动土地利用管理工作

的规范有序发展。（3）土地批准和监管不严格。某些地
区的土地批准和监管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审批和监

管机制，容易导致违规用地和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情

况的出现，不仅导致土地的大量浪费，而且还会引发许

多环境和社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农民利

益受损等，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管理体制建设和监管机制的完善。

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健全的规划和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土

地利用政策和法规，严格审批和执法程序，建立一系列

制度化措施，例如专项审批机制、公开评估制度、责任

追究机制等，构建起能够有效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与管理的完善机制。同时，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需要牢

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导人们重视土地资源的保

护和合理利用，推动土地利用管理工作迈向更加科学和

规范的方向。

1.2  乡村土地资源管理
（1）土地改革不彻底。在农村地区，土地改革是一

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土地产权的转移、规

划用途的改变以及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等诸多问题[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程序

不透明、协调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2）地价管理
与金融体系不完善。在乡村地区，土地财政和金融资源

的匮乏，使得土地价格的波动性很大，对土地的管理和

规划造成很大的影响。此外，与乡村现实相适应的金融

机构难以建立，土地融资与财政投资缺口较大，难以形

成有效调节机制。（3）土地适度利用和生态建设不足。
在乡村地区，土地的利用常常倾向于粗放和单一化，不

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多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同

时，乡村地区的生态修复和建设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问

题，例如农草林绿的退化、水土流失等等。

2 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2.1  土地资源环境的现状
（1）土壤污染严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快

速增长，城市土地污染问题愈发凸显，土壤受污染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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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断扩大，并且土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越来越严

重。污染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农药残留等，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长期的慢性毒害，甚至会导致癌症等

严重疾病的发生。此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加

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工厂、污水处理厂等产生大量废弃

物，如果不妥善处理，会直接影响土壤的质量，危害居

民的身体健康。（2）土地利用率低。我国城市用地面积
较大，这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有关。但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城市用地的开发利用率并不高，存在许多问题[3]。

首先，一些土地被闲置或者存放垃圾，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其次，一些工业废弃地或者旧厂房没有得到有效利

用，长期空置导致浪费。最后，一些地形复杂的地区在

利用上面也显得比较困难，比如丘陵、山地、水域等。

（3）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
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城市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土地资源的

不断消耗，对自然生态造成了诸多严重的影响。首先，

城市建设和拓展所需要的土地和水资源、能源等天然资

源的消耗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衰减。其次，城市发

展所带来的水泥化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往往

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中，水土流

失、荒漠化等问题也因此日益严重。最后，城市化在大

规模开发的过程中，往往会破坏很多珍贵的生物栖息

地，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物种灭绝。

2.2  资源环境污染问题
（1）空气污染。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污

染物排放导致了空气质量的退化，给人体健康造成了重

大影响。工业生产中大量的燃烧和化学反应会产生有害

气体、颗粒物、臭氧等污染物，它们在大气中散布，不

仅会污染森林、水源，而且会对人类的呼吸系统、心脏

等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患有呼吸系

统疾病、癌症等疾病。此外，空气污染还会对环境、生

态产生严重的影响，对动植物生命造成伤害[4]。（2）水
污染。人们对水的消耗量不断增大，加之工农业生产、

城市化等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使得水资源的消耗和

污染问题越来越凸显。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水资源的稀缺

性，水危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长期性、复杂性的难

题。国内也出现了诸多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问题。而

这些问题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大。缺水和

水污染不仅影响了生产和生活，也直接危害了人们的身

体健康。同时，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也会直接影响到农

业、工业等领域的发展。因此，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

染、科学供水管理、节约用水等都成为了全社会需要关

注的重要课题。（3）土壤污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

厂、化工厂等工业基地排放出的大量化学物质和工业废

水，最终进入土壤，对土壤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

致了土壤污染。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化学物质、重

金属物质、矿物质等物质被排放到土壤中，会导致土壤

酸碱度失衡，影响土壤的肥力与营养，导致农作物生长

不良，产量减少。而土壤污染可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体

健康，严重的会引发慢性病。特别是在工业基地周围，

土壤中的有毒物质含量尤其高，直接威胁着当地居民的

生命和健康。

3 城乡规划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1  城市土地资源管理
（1）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结构。
在城市用地管理中，应该注重空地复垦、土地集约

化利用以及合理布局，严格控制土地批设的数量[5]。这

些措施将有助于优化土地空间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

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浪费，并提高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

空地复垦是一种重要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可以有效地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此外，土地集约

化利用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城市空间和建筑布局，最大化

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通过配合合理布局和建筑设计元

素，可以保证城市功能区的合理分配和划分，实现对城

市土地的规划和控制。最后，严格控制土地批设的数

量，可以有效地监控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过程，在保障土

地资源的同时，还可以避免各种环境和公共安全问题的

出现。

（2）改善土地评估机制。
首先，要加强对土地评估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培

训，提升评估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其次，要建立土

地评估市场准入机制，规范评估机构的资质认定和评估

人员的职业资格审核。再次，对地评估标准和方法做更

加详细、全面、科学的细化处理，确保评估过程中的科

学性和公正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制度，加强评估过程

的监管，保证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最后，要把

科学、严格的土地评估模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营造公正、透明、稳定的土地市场环境，推动

土地评估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

（3）加强土地批准和监管。
首先，要提高审批、管理和监管职能的效率和水

平，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对土地的全过程监管，遏制不

合法用地的行为。同时，加强对土地上的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监管，定期进行巡查和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

行为，确保土地使用符合规定，并规范土地使用者的

日常管理行为。其次，对于发现的违法用地行为，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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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以追究和处罚，对申请者、批准者、实施者等干系

人加强追究，建立违法用地黑名单制度，打击不法分子

的行为，维护土地的合法用途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后，

要注重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从源头上规范土地的使

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

和生态保护制度，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3.2  乡村土地资源管理
（1）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制定相关政策，明确规定

土地流转的范围、程序和要求，对于保障农民权益、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

强土地流转的监管需要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政策法规。政府

应制定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明确流转的范围、程序和要

求，以确保土地流转的稳定、有序和协调[2]。另外，政府

还应该注重完善土地流转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权利的维

护、权益的保护、合法性的审查，严格实施流转手续，

确保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政府也应该考

虑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政府

可以规定土地流转的标准，确保土地价格明确、市场透

明，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2）加强保护和利用。
加强耕地保护、土壤修复和土地管理，优化土地利

用结构，加大土地集约化利用力度，这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推动农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首先，

加强耕地保护，需要制定严格的政策，保护耕地资源，

严禁非法占用耕地。政府可以采取购买退耕政策、耕地

撂荒制度等措施，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来保护耕地资

源。其次，土壤修复和土地管理也至关重要。农业过程

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对土地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政

府应该加强对这些污染因素的监管，采取科学的土壤修

复技术，推进农业更新换代，帮助农民走上科学化农业

生产道路。另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加强土地集约化

利用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该通过土

地资源整合，避免低效、农村分散的土地利用[3]。

（3）加强生态建设。
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构建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关键因

素。为了保护农村环境，需要强化林果种植、景观建设

和节能环保等生态建设。首先，强化林果种植是保护农

村生态环境的关键措施。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开展果

树种植和林下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

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保留一定数量的

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景观建设也是保护农村

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政府可以在乡村美化、水利工程

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开展有益的工程建设，为农村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最后，节能环保也是保护农村

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加大节能环保的力度，推广绿色

能源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可以避免化石燃料对于环境的

污染，并有益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推进[4]。

结语

城乡规划管理中土地资源管理对城乡发展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土地资

源管理不足、浪费严重、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但是，

在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已经开始重视土

地资源管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通过土地减

量化开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节约集约用地等方式控

制城市用地扩张、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实现了土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在今后的城乡规划管理中，我们需要进

一步完善规划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加大资源保护力

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共同打造宜居的城市和美丽的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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