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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资金、人力和土地是

实现振兴的决定性因素。与人力和资金相比，土地自古以

来就是农业发展的根本要素和载体，是农业和农民的根本，

对促进农村实现现代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增加农民

收入水平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更加说明土地可在保证农民

生活稳定、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振兴乡村经济中起到基本

的保障作用。当下，中国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在农村，

土地是开展一切建设的基础和保障，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及

传统观念的制约，农村土地在利用中存在极大的问题，随

意占地、任意使用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得农村土地大量闲

置且利用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顺利

开展。在乡村振兴中，土地作为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应对土地进行科学评估，制订合理的开发计划、通过土地

整治和土地流转等方式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现

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及稳定农村发展。

问题

在中国的规划体系以及耕地保护制度下，农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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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利民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
的交通、教育、医疗、文体、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对农村
土地利用的结构调整、功能规划布局、产业用地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
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而一些地方土地利用重经济发展，追求土地的经济产出，忽视生态功能的维护，顾此失彼，导
致农村的生态环境受损。基于此，论文主要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并提出相关的建
议，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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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优先选择原有的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的空闲地。农村

的未利用土地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大多会生长植被，构成原

始的生态环境，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

要的作用。在未利用土地的开发中，原有植被受到破坏，甚

至改变地貌形态，扰乱了动物和微生物生存环境，对于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较大。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村民普遍以

经济收入为评价标准，农用地在农民眼里“食之无味，弃之

可惜”。调查发现在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时，一些农民放弃

收入较低的农业生产劳动，选择收入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

由于农耕情结的弱化，农耕积极性的缺失，农地闲置、抛荒

现象普遍。由于农用地的抛荒闲置，其生态服务价值降低，

同时农田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也受到影响。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至今，市场化经济不断完善。国

有建设用地也已实现市场化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可直接进行

交易，但在农村中，可用来建设的土地较少，不利于提升土

地资源利用率。首先，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若要进入市场

进行交易，需利用征收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国家所有才能开

展交易，并且其只能进入城市的交易市场，不利于农村建设

用地价值的更好发挥。其次，由于农村空心化现象较为普遍，

国家在征收时价格较低，在进入市场交易之后又会被开发商

以较高的价格回转给农民，中间价格相差较大，严重损害农

民利益。最后，由于受到制度约束，农村建设用地隐形交易

多，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不足，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最佳配置，

城乡差异化明显，土地资源浪费度不断提升。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适合自

然和谐统一发展的乡村振兴，所以对乡村土地的整治和利用

不仅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还要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尤其是对于特殊环境的乡村土

地的整治，更应注重生态化的土地治理，比如针对黄土高原

地区，由于常年受风沙的侵蚀，容易造成土壤的流失，因此

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保护，通过种植防风固沙的农作物来减

少自然灾害的侵蚀，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土地资源的利用也

应符合当地的自然特点，通过种植适宜的植物，一方面实现

增产、增收，另一方面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达到双赢的土

地治理效果。

乡村振兴中需要保证人口、土地、产业的和谐发展，

乡村作为物资生产的重要区域，对土地整治的重点应首先集

中在物资生产方面，即重点开发区，利用乡村可利用的资源

来实现乡村增收，比如通过土地资源的利用实现增产增收，

这种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传统的土地资源整治有明显的区别，

是基于生态发展、乡村特点进行的整治，所以不仅保证了乡

村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形成了可持续的产业化经济发展之

路，从多方位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发展可能性。土地整治的重

点应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对于用地紧张的区域，

实行优先土地开发战略，这种优先性的判断主要以该区域的

人口、技术带动、土地资源的需求情况来进行评判，但某个

区域的劳动剩余较多，周边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需要对

其进行优先开发，以此来缓解该区域的用地紧张的不良现

状，对此进行的土地整治原则应遵循生态化整治，减少建设

用地的摄入，收回利用效率低的用地，并发挥区域优势，打

造属于该区域的特色化用地，以此来激活产业链，实现土地

的高效利用。

总而言之，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

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土地作为乡村和农业中最重

要的资源，需加大对其重视程度，提升其资源利用率，带动

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但在部分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等

因素的制约，乡村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阻碍了乡村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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