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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道，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8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纲要（2006～2020年）》，这是我国要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个信号。 

 

“一年多来，全国范围内建设国际大都市之风、超豪华政府办公楼之风、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之

风、疯狂占地开发的大学城之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被刹住了。同时，冒进式城镇化的进程已经趋

缓，去年以来，城镇人口的增加与往年相比也缓慢一些了……” 

 

日前，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

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陆大道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研究，2004年至2005年曾被聘为国家四部委

开发区土地审核专家组组长，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曾担任几项国家重要区域规划的专家

组组长，参与了多项国家级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研究。 

 

近年来，陆大道曾多次给国务院领导及相关部委领导写信，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

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一系列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髦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开发区热，到2002年至2003年，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而此时在城市里又开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不是说不要建，我感

到痛心的是那些远远超出实际需求的贪大之作。”陆大道说。 

 

2005年9月，陆大道牵头报送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申请书《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的反思与未来

发展模式的选择》，并得到批准。咨询课题组经过2005年9月至2007年1月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对这一问

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深刻，也在全国拍摄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片，形成学部咨询报告《关于遏制冒

进式城镇化与空间失控的建议》。 

 

该报告显示，“十五”期间，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

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然而，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各种保障制度仍未建立，导致

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率统计虚高的情况，同时也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

人群。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或转移，也远远超出了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基础设施和环

境承载能力。 

 

在科教兴国和大学扩招的名义下，“大学城”成为新的大规模圈地和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形式。现

在，我国城市的人均综合用地指标很快达到了110～130m2，这是人均耕地为我国5至10倍的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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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用地标准。 

 

众多的资源型城市的存在是我国产业结构的长期特点之一。它们多数是有生命周期的，随着资源枯

竭，城市规模会逐步缩小，少数还会衰亡。而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一般是不能逆转的…… 

 

在这一咨询报告形成前后，陆大道在多种场合作过相关报告，陈述过相关观点，也得到多家媒体的

报道。 

 

在为实施一条健康的城镇化道路不断奔走呼吁的同时，陆大道更希望这一咨询报告所反映的一系列

倾向和问题能更早地为国务院领导所重视并尽早出台遏制措施。但咨询报告按规定程序上报需要经过比

较长的时间。 

 

2007年2月16日，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陆大道直接给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写信，希望通过路甬

祥的直接审查报送国务院领导。第二天下午，陆大道就接到路甬祥的认可电话。 

 

2007年2月25日，即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路甬祥将8000多字的简要报告和附件（照片和图表说

明）报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曾培炎。 

 

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和曾培炎作了批示。温家宝在批示中表示：中科院的咨询报告反映了我国

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是

涉及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明确我国城镇化的方针、政策，不仅有紧迫性，而且有长

期战略意义。建议由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承担这项工作，成果报国务院。 

 

“温家宝总理是在布置工作，不是一般地给出参考意见。”陆大道表示。 

 

2007年两会期间，作为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课题组叶大年院士将咨询报告的照片和图表说明在会

上展示，在代表、委员和媒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些浪费、破坏宝贵的耕地资源的大规划、建设豪华

政府办公楼等行为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和批评。 

 

200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

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 

 

2007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对11个部委发文，落实总理批示。这11个部委是国家发改委、公安

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科院。要求各部委研究有关城镇化方针、政策，并按期报到国务院。 

 

2007年4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召开落实总理批示工作会议，11个部委有关人员参加。发改委有关部

门领导在会上表示，正是由于陆大道的咨询报告得到总理的批示，而开展健康城镇化报告的研究和制订

方针政策工作的。 

 

2007年6月1日，7个部门联合通知开展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清理工作。 

 

2007年7月14日，当时的建设部部长痛心地指出：“城镇建设中浪费土地现象普遍存在。” 

 

2007年11月11日，媒体报道：中央砍掉地方三成多用地申请。 

 

2007年12月6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将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提

高4倍！ 

 

2007年12月，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五部委联合颁布《关

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专门针对农民工居住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发布正

与陆大道课题组的咨询报告有关，根据在于：其一，这5个部委都是3月份国家发改委落实总理批示而组

织的研究制订城镇化方针政策的成员单位；其二，咨询报告中指出了我国存在将1.3亿农民工包括在内



的虚假城镇化，即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没有真正被“城镇

化”。他们大部分居住在简陋阴暗的城中村、建筑工棚、地下室等，居住和生活条件很差甚至恶劣。 

 

2008年1月3日，国务院发出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各大报头版刊登。

文件中指出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浪费耕地的现象，要求根据中国国情修订节约集约城市用地的指

标，加强对城市用地的监管，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考核制度。这些内容都是咨询报告中所阐述和作出建

议的。 

 

2008年3月15日，有媒体发表了《全国土地一年卖9000亿元，地方政府“吃”地为生》的报道。

“这些事受到了批判！”陆大道表示。 

 

2007年第四季度国务院办公厅第41号文，作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案件调

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2008年4月17日，国土资源部公布：2007年9月中旬至2008年1月中旬，查处非法侵占土地案件31700

件，涉及土地面积336万亩。已经对2864人进行纪律处分。还有53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过去10年左右的冒进式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空间失控，超量的优质耕地被占用和毁坏了。受益

的是各地政府和企业，受损的是广大农民的长远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不刹住这种歪

风，势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灾难的重要根源。”陆大道表示。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地方的政府领导有关，过去的主流观点很少有这样批评政府领导的。咨询报

告中有很多尖锐的话。有关高层领导曾经当面对陆大道说：“这一报告敢于直言。” 

 

“中央政府的这一系列行动，不完全是由我们的咨询报告引起的，在报告还未提交时，中央政府部

门有些领导已经指出了诸多浪费土地和耕地的问题。我们这个报告有大量的信息，并加之较为深刻的分

析，有问题，有措施，是一个系统分析建议。”陆大道说。 

 

让陆大道欣慰的是：“咨询报告对国家大的政策调整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强了中央政府采取措

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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