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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必须保卫土地　　土地，万物之源，国脉所系，民生所依。
　　土地，人类的衣食父母，世人讴歌的永恒。
　　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的革命纲领和他们推崇
的“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涨价归民”、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政权革
命、邓小平倡导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无不是对土地和土地经济的敬重。
　　中国自古便有泱泱农耕大国之称，尊土尚土、亲土爱土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美德。
从远古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到后稷教人稼穑，定姓氏、制嫁娶、结网罟、兴庖厨，以及神农尝百
草、艺五谷，率领先民步入农耕社会，五千年的农耕文化，五千年的历史渊源，先民便与脚下的土地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商朝的“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到周文王演“八卦”、尊土为“五行”之首，从唐王的“地为天生
，人为地显”到宋朝名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从元朝的“土地，诸物之根源也”到明朝的
“黄金有价地无价”⋯⋯这些千古至理名言，或血或泪，如泣如诉，无不是对野蛮践踏和轻视耕地的
批判。
　　应当说今天中国盛世的到来，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土地上开放和改革的成功”。
人类关于土地的态度仍将决定民族命运的发展和未来。
诈因为如此，社会各界对中央政府规划土地——“十八亿亩耕地保有量”有所期待。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黄土地，审视迈上小康之路的中国，土地仍是这个世纪
的热门话题：美国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质疑，和中国人口的增多、膨胀，后工业化造成耕地
面积的锐减和土地的污染，将制约着中国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步伐，危机始终与我们相伴，并有愈
演愈烈之势。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我们看不到这种虚无，同样也看不到吞没我们的无穷。
作家陈廷一同志从河北调入国土资源部以来，坚持采访，坚持写作，足踏大半个中国，揭示这种大环
境的虚无和危机，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皇天后土》，曾获奖引起国人的轰动，而今又写出了《国土
九章》、《地球遗书》，堪称“当代国土三部曲”，警示国人，无疑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先前中国著名作家徐刚用文学关注土地，曾引起国人的轰动和注目，我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因为文学较之其他具有更大、更强烈的感染力。
目下，我们国土人也有了自己的行动，这是可歌可庆的。
　　但求方寸土，留给子孙耕。
将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亿亩，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约束性硬指标之一。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
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　　耕地保有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耕地保有量为18.31亿亩。
200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近5亿吨，但被13亿人口一除，人均只有380公斤，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到2010年我国人口可能增加到近14亿人。
要保障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18亿亩耕地是个底线，绝对不能突破。
“十一五”中央提出来的18亿亩耕地面积必保，这是新时期中央政府赋予国人的死任务，一定要保卫
！
不然我们要愧对子孙后代！
　　是为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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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土九章》以沉重的忧患意识和纵横悲壮的历史感，呼唤全民族对国土的热爱和反省，也对国
土改革30年做了深入的思考与总结，有力地回答了西方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大命题。
土地，是万物之源，国脉所系，民生所依，可谓我们全人类的衣食父母。
走在迈向小康之路的中国，土地仍然是这个世纪的热门话题。
美国布朗先生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中国人口的膨胀，后工业化造成耕地面积锐减和土地
污染，都将制约着中国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步伐，危机始终与我们相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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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卖土就是“卖国”之争　　打开记忆的闸门，难忘那次灰楼前的犯忌争论，这是陈业副局长接待
我们采访时说出的第一句话。
　　陈业副局长是延安时期的“红小鬼”出身，说话直来直去，从不遮掩。
　　她讲，时间发生在1987年的春节前后，记不准具体的日子啦。
源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的土地可以出租、转让。
早在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可以出租土地给外商
企业。
同年12月31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妙丽集团正式签订了地产项目合同，这是第一个以提供土地为内容
的合作合同。
对此，社会上已有不少风声和议论⋯⋯　　“摸着石头过河、遇事不要争论、不打棒子。
”——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为中国改革所规定的纪律。
可是偏有两位来北京办事的年轻人不听，居然在国土局传达室的门口辩驳起来，没完没了，据说有两
个小时，唇枪舌剑，大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声音之高，惊动了国土局的五楼。
最后还是手掌批地大权的陈业局长下来劝解，二人才握手言和，跟随陈业局长到灰楼的机关餐厅共进
午餐。
　　二人争论的焦点是：爱国不能卖土！
卖土给昔日的列强，等于割让，割让就是卖国；而反方理由是：百年国土风云，百年荣辱与共，今日
的出租转让，绝不同于昔日的战败割让，关键是要观念的改变，思想的更新。
　　他们双方引经据典，翻查“老祖宗”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全集》，横看竖瞧，才查出论述。
又在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课本里寻出这样的文字：“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归私人所有，大土地
所有者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资本家要使用土地，不论是经营农业，还是开矿和建筑工厂、商店等，
都必须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资本家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
”　　又论：“农业资本家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并不是真正的地租。
真正的地租，按马克思的规定是确指为使用土地本身而缴纳的货币额，亦称为狭义地租，它必须与广
义地租即租金相区别。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切都较为封闭，甚至于还有点儿夜郎自大的味道。
　　祖宗没有的话，国人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
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文字，国人也并没有认真地去咀嚼，去理解，而让书本锁进了保险柜。
　　阴差阳错、本末倒置的是，当国人把马克思的论述束之高阁的时候，精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效
法着马克思的“级差地租”学说，大做土地文章，大发土地之财。
地价一天高过一天，直上九天，可谓天文数字。
　　近50年间，有资料显示：　　美国每公顷土地平均价，由22.5万美元上涨到145.5万美元，增长6倍
多。
眼下的土地价格更是高得惊人。
　　伦敦每平方米高达8000美元。
　　巴黎为5000美元。
　　东京为4000美元。
　　我国香港最高的竞达到10万美元，而台北也高达7万美元。
　　人们不禁要问：同是地球上的土地，境外寸土寸金，身价百倍，而在中国大陆，如同草芥，贱如
粪土。
　　国人心里明白，这里有诸多的历史，诸多的原因。
　　坦率地说，中国人没有打好土地这张牌，是理论上的偏差，最终导致思想上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虽然收归国有，但国家大一统的经济管理模式，给黄土地束上“三无”的“
金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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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三无”金箍，即土地由政府的单一行政调拨，无偿、无期、无流动的“三无”土地使用制
度，既没有专门土地管理机构，也没有监察人员，致使寸土寸金的黄土地，在长官意志下流失、浪费
、锐减，却无人心痛。
　　这样倒也方便，谁要申请土地，随便一个理由，宽打宽用，长官一句话，或者大笔一挥签个字，
十亩、百亩、千亩的国土便被无偿划拨出去。
这样既没有金钱交易，也无繁琐的手续，更不会产生腐败。
　　殊不知，大锅饭大家吃，不吃白不吃。
土地无偿使用，挥金如土，一片片失去，有的占而不用，长期撂荒。
有的被毁，有的改作他用，有的成了放牧场。
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1980年前全国城市建设用地1935万亩，而闲置土地则达289万亩，约为15％
。
　　改革首先是观念的革新，而观念的革新也是举步艰难的。
　　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
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啊。
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
迪斯科等，反而很看不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
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这种选择，归根到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
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
　　陈业副局长在谈到让思想冲破牢笼时，她很激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当时并非易事。
由于百年的耻辱，加上国人的政治敏感，当初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个别同志对土地转让外国佬，也有
想法有担心，他们也是一趟一趟地跑过去，做宣传、做解释，后来才是皆大欢喜。
　　忆当初，卖土就是卖国，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事，全国都很敏感。
当时广东的口号是“用好、用活、用足中央政策”；江苏提出“团结默契、灵活变通”；浙江则以“
红灯绕开走，绿灯抢着走，没灯摸黑走”为办事信条；连素为持重的上海也提出要“勇敢开拓新局面
”⋯⋯种种口号，其要义都在于千方百计冲破旧体制的藩篱。
所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航船一起步就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不过，20年后，重新审视这段开船起步、迎风斗浪时，不免觉得国人实在可笑，同时又有不少的感慨
！
　　当坚冰被打破后，土地闯入市场，犹如一匹黑马，令国人瞠目结舌、手足无措。
　　这时，土地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用途多样性、合并和分割性、社会经济行政的可变性，以及
和金钱搅在一起的交换性，在这里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
　　应该说土地是一篇博大精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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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土九章》是一本有关人类生存环境的文集。
　　《国土九章》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在聆听地球呻吟，抚摸地球流血的伤口时，向全社会发出的
一连串挽救地球、护卫生存家园的急切呼喊。
　　长篇报告文学《国土九章》，是陈廷一继引起轰动的获奖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皇天厚土》之后，
最新完成的两部有丰富内涵的力作。
以沉重的忧患意识和纵横悲壮的历史感，呼唤全民族对国土的热爱和反省，也对国土改革30年做了深
入的思考与总结，有力地回答了西方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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