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话题
期待早日揭开土地出让金的

神秘面纱

吴睿鸫

近日，天 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天 津市政府信

息公 开规 定》，并将于近期实施。按规定，区县、乡镇征

收或征用土地补偿费用的发放、使 用情况等，都能在信息

形成或变更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

在人们的印象中，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益使 用情况，始

终是地方政府的“机密”。在这种背景下，天津市作出这一规

定，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能探究多年来房价一直飞涨的深

层次内因，更能让公众明白，土地出让金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天津市向公 众公 开的土地补偿费用情况，就是人们常

讲的土地出让金。从 1993 年开始，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

地方政府独自享用。然而，因为土地出让金始 终没纳入财

政预算的“盘子”，许多地方将此收益作为预算外收入的主

要来源，遂有“第二财政”之称。数据显示，2006 年，全国

土地出让金总额达到 7000多亿元；2007年达到 1.2 万亿，

再创历史新高。

土地作为公 共资源，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实质是民

众的租金收 入，应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农”的宗旨，政

府征 地卖地的差价收 益应该主要用于农村建设和农民增

收。正如 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 是土地问

题，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占用农民土地必 须

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甚至被用于行政开

支和腐败消费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政

府没有及时明确 地公 布相关权 威信息，公 众不知道土地

出让金到底用在何方，也就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土地出

让金在使 用上如 果不能做 到公正、公 开和透明，就违背了

“取之于地、用之于农”的宗旨。

而且，公 开土地出让金使 用情况也是政 府必 须履行

的义务。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就明

确要求政府主动公 开各种收费情况，这里 所讲的各种收

费情况就 包括每年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及其用途。

我们期待着早日揭开土地出让金用途的神秘面纱。

百姓话题呼 唤 菜 篮 子

杨国生

如 今，在菜场还古董般提篮小买盛荦装素的可谓凤毛

麟角，清一色的是拎 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装得或多或少

或鼓或瘪的塑料袋。

菜篮子有过辉煌与自豪。其实也就是 20 年前的事，那

时的菜篮子可谓种类繁多，五 花八门，每家每户几乎大中

小规格的都有。有些更是精织细编，花纹缠身，宛如 一件

件华美的工 艺品，提 篮走在街上便 是一道亮丽风景。用篮

子买菜购物甚是方便 卫 生。萝卜辣椒 和盘称好后一古脑

儿倒入篮中，青菜白菜撂在中间，猪牛羊肉再陈其上，豆腐

血 旺用家里带的碗盛好搁最上面，不担心挤坏弄脏。回 到

家里分门别类清理一下，除了拣菜时舍弃的菜帮菜根外，再

无其他 垃圾，百分之百环保。

可是，现在居民家里没有了菜篮子。男女老少出门进门

都用塑料袋，买几 块豆腐要用一个小塑料袋包好，然后再

用一个小塑料袋提 着，半斤豆芽也占用一个塑料袋，一块

鲜肉，几 个鸡蛋……由于惧怕破损不保险，热情有加的商

贩又 加 固再套一个，超市购物亦是如 此。一圈下来，少则

几个多则十几个塑料袋，除少数人家用来装垃圾二 次利用

一下外，其余统统扔进了垃圾桶。一个家庭用量尚且如 此，

一个城市每天的废弃量可见一斑！塑料袋购物在带来一时

方便痛快的同时，留下无穷祸患。这些废弃的塑料袋，飞舞

在空中，漂泊在江湖，覆盖在田 野，填埋 在地下，成为遍布

城乡的白 色垃圾，就像“蒸不烂煮不熟”的转子骨，它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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