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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非粮化"现象剖析与对策建议

“自然资本中和"提升碳汇潜力的路径思考

雾鹭鼍

ll—l

I_曩l

lI I_

一__I

薯一薯圈

一l I-

lI II

I¨l

曩日日日“”

_日日盈 。．

I_苗_”。

曩口日霸’“

_日砑日簿。

雌

万方数据



注任杨绥华

委 叶红玲李军刘振国

审 李军

寤钒蒯

编叶红玲 ；

：编刘振国 ；

辑黄薇景明 ；

编辑李颖 i

校龚法忠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l号 i

100860 i

(0lO)68047611．68048738 i

：

中国自然资源报社报刊经营部 i

(010)68047627(7643)、68019465 ；

亍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i

统一刊号CN ll—135l／F ；

际准刊号ISSN 1002—9729 ；

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239号(卜1)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定价人民币14．5元美元5．00元 i

日期每月10日出版 ；

2021年第4期(总第423期) j

：

列(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院长) i

印(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主任) ；

F[自烈彰琶啄舒叼奄勘盘登}己中心(涮葶#事务中心)主任] i
袋(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 i

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

蛇(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i

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

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i

垌(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i

五(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副院长) i
圭(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利掣≈P院中心主任) ；

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

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i

乎(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 i

章(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 i

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i

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i

术(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i

丧(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

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

}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i

等(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i

垃(华中农业大学不动产经济与资产评估研究所所长) i

Editorial地政时评

1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Focus本期关注

4征地区片“全域一体化”的实践创新及启示

Experlt 毫家在说

9 耕地“非粮化”现象剖析与对策建议

11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制度问题

Equity叔蓝管理

14“自然资本中和”提升碳汇潜力的路径思考

18我国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现状与优化措施

PoIicy政策硼奔

21无效建设用地批文失效或撤回的实施路径探讨

Theory理论捧i习

2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辨析

26 “批而未供”的概念内涵及其规范化问题

万方数据



Investigation调查思考

28我国黑土地调查监测现状思考

Conso¨dation 国土整治

32我国建设项目节地评价的实践分析

34低效建设用地整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Territory国土空间

37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土空间布局支撑体系研究

41浅谈黄河下游滩区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问题

Technology技市创额

44深圳城市生态空间监测评估体系的建设与应用

Feature 毫题

46长江沿线区域国土空间治理规划探索

49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系统评价及应用

Forum基层论I云

51浅析目前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Practice地方实跬

53巴彦淖尔：探索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有效路径

55邗江：以规划用地集成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Overseas海外舰察

57美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投融资机制及启示

Law；去律在线

60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61程序性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Information盘点·姿讯

62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

亲爱的读者，衷心感谢您对《中国土地》杂志

的深情关爱1 2021年，《中国土地》主要栏目基本

稳定．“本期关注”“专家在说”“理论探讨”“政

策研究⋯‘调查思考”“国土空间⋯‘权益管理”“国
土整治”“技术创新”等栏目，将突出反映国土空

间治理、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

的重点工作与重要进展，反映国土生态修复、国土

调查与测绘、深海探测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政策、

新技术、新做法与新成就；尤其将重点对全国国土

空间规划纲要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及其监督实

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

及城乡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等主题，做出

特别策划。同时，将继续为广大基层读者提供更多

的政策指导、经验推介与专业服务。2021年，《中

国土地》仍将涵盖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水、

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以及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等相关内容，继续以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探

讨为重点。围绕自然资源重大政策及重点工作，推

出专业深度研究文章与基层实践探索深度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抖)21年《中国土地》每期杂志仍将提供电子增值服务，

每期重点文章将添加相关内容或知识链接，读者通

过扫描二维码便可免费获取相关扩展内容；中国土

地微信公众号也将以更活跃的形式，增加更多的独

创内容。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关注与支持我们办刊，

根据我们的栏目特点与重点关注主题．踊跃来稿。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辑部人力有限，目前不

能给每位投稿者一一回复，但我们会重视每一篇来

稿，对拟录用修改的稿件，编辑会与作者联系。本

刊恕不退稿，作者如3个月内未收到编辑部的联系

信息，可将稿件另行处理。此外，本刊只刊用原创

稿件，严禁一稿多投；严禁与已刊用文章内容重合

度较高的稿件重复投稿。

需要提请作者和读者关注的是：每期杂志的稿件

刊用情况及作者姓名都将在中国土地微信公众号中提前

播发．投稿者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阅用稿情况，

并点评我们刊发的文章，发表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

微信公众号zgtdzz

来稿邮箱zgtdzz@1 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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