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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旨在探讨如何加强和规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是在项目实施前对用地进行审查和评估

的过程，对于保障项目合规性、减少环境和资源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介绍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基本概念和目标，

并分析了现有问题和挑战。接着探讨了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并介绍了预审工作的主要内容、程序、评

估方法和工具。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en and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land pre-examination work. Pre-
examin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land is a process of reviewing and evaluating land use befor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project compliance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on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objectives of land pre-examination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the pre-examination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introduces the main contents, procedure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ools of pre-examin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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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项目用

地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不规范的建设项目用地开发往往

会导致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以及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目前在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政策支持

不够、预审工作流程不够规范、评估方法和工具缺乏统一标

准等。因此，论文旨在对加强和规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推动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基本概念和目标
2.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定义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是指在实施建设项目之前对拟用地进

行审查和评估的过程。它是建设项目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旨在通过对用地可行性、合规性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评

估，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划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2.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目标和意义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目标是为了有效管理土地资源，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体目标包括：

确保用地的合规性：通过审查和评估，确保建设项目所

用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划要求和政策规定，防止违法用

地和非法占地现象的发生。

保障项目的可行性：对项目用地进行预审，能够评估项

目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降低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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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项目成功的可能性。

减少环境和资源压力：通过对用地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可

持续性评价，预防和减少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规划协调和城市发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有助于优

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城市规划协调性，推动城市的有序发

展和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2.3 现有问题和挑战
尽管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仍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

法律法规支持不够完善：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过程中，

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导致预审标准不统一，规

范性不高。

预审工作流程不够规范：预审工作流程缺乏统一的规范

性指导，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预审标准和操作方式

存在差异。

评估方法和工具缺乏统一标准：缺乏统一的评估方法和

工具，导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不高，影响预审工作的科学性

和公正性。

指标权衡和决策支持不足：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中，如

何在各种指标之间进行权衡和平衡，以及如何提供有效的决

策支持，是一个挑战。预审工作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如经济

效益、环境影响、社会效益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

指标权重设置不合理、决策过程不透明等问题 [1]。

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不足：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涉及多个

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但目前信息共享和协同机制

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导致信息孤岛和合作障碍，影响预审工

作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不足：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需要具备

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和评估。然而，目

前存在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提升不足的问题，导致预审工作

质量参差不齐。

督查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过程中，

缺乏有效的督查和监督机制，导致违规行为难以发现和处

置，影响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3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法律和政策支持
3.1 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

在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中，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

策的制定和支持至关重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

政策指导。这些法律和政策可以包括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

法、环境保护法等，明确用地用途、规划要求、环境影响评

价等方面的规定，并对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2]。此外，

国家还可以建立用地预审的标准和指南，明确评估方法和工

具的使用要求，确保预审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3.2 地方层面的法律和政策
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外，地方政府也起着重

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

求，制定具体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应当与国

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保持一致，并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需求

进行相应的补充和细化 [3]。地方政府还可以建立预审工作的

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协作机制，加强地方预审工

作的统一性和高效性。

3.3 相关政策执行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为确保法律和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

的规范性，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政府部门可以

定期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检查，了解实际操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和优化。同

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预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发现违规行为和失职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此外，政

府还可以鼓励公众参与，设立投诉渠道，接收社会各界对预

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4.1 用地预审的流程和步骤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流程和步骤是确保预审工作的有序

进行和科学决策的关键。一般而言，用地预审的流程包括以

下步骤：

申请人准备相关资料，包括用地申请、项目计划、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等，并向相关部门提出用地预审申请。相关部

门对申请人的资质进行审查，核实其符合预审的基本条件。

对用地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包括土地利用的合理性、技术可

行性、经济可行性等方面的考虑。评估建设项目对环境的潜

在影响，包括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影

响评估。

评估建设项目对社会的潜在影响，包括对人口、交通、

居民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评估。预审机构根据评估结果，向申

请人提供预审意见和建议，指导项目的进一步规划和设计。

相关部门根据预审结果，进行审批决策，决定是否批准该项

目用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和条件。

4.2 用地预审中的关键要素和技术指标
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过程中，存在一些关键要素和技术

指标，用于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这些要素和指标

通常包括：

用地规划和布局：评估项目用地的规划合理性、布局合

理性，是否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要求。

环境影响因素：评估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

土壤、水体、空气质量等方面的指标。

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建设项目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

能源消耗、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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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建设项目对就业、经济增长、社会

福利等方面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机会增加等。

5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组织和管理
5.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机构的设置和职责

为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组织和管理，需要建立

专门的预审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和权限。预审机构可以是由

政府部门组建的专业机构，也可以是设立独立的用地预审委

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

制定预审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确保预审工作的规范

性和高效性。

负责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进行受理、审查和评估，

包括对申请资格的审查、预审评估报告的编制等。

提供预审意见和建议，指导项目的进一步规划和设计。

参与预审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审批

决策。

开展预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确保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

规范性。

5.2 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
为提高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需要加强

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这包括：

建立培训机制，组织相关培训课程，提供预审工作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土地规划、环境评估、社会影

响评估等方面的培训。

鼓励预审人员参与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提升专业水平

和技术能力。

建立岗位职责和绩效考核制度，激励预审人员不断提升

自身能力和工作质量。

5.3 信息化管理和技术支持
信息化管理和技术支持是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

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强信息化管理和技术支持：

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预审工作的信息化管理，

包括资料收集、存储、共享和查询等功能。

开发和应用相关的预审评估软件和工具，提高预审工作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鼓励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

对用地进行精准评估和分析，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6 规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监督和执法
6.1 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为保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规范和有效，需要建立

健全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应涵盖以下方面：

设立监督部门或机构，负责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进

行监督和检查。

开展定期的监督检查，对预审工作的程序、标准和结果

进行评估和审核。

监督机构应与预审机构相互配合，共同制定监督计划、

解决问题，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6.2 违规行为的处罚和法律责任
对于违反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行为，应

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以确保预审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这包括：

对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应撤销

其预审资格，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预审人员涉嫌违法行为的，应依法进行调查和处理，

保障预审工作的公正和廉洁。

6.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监察和投诉渠道
为增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应建

立监察和投诉渠道，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意见。这包括：

设立监察机构或委员会，负责接收和处理与预审工作相

关的投诉和举报。

提供公开透明的投诉渠道，鼓励公众对预审工作中的违

法行为和失职行为提出投诉，并进行调查和处理。

7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合作与沟通
7.1 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协作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

部门、申请人、专业机构等。为确保预审工作的科学性和公

正性，应加强各方之间的参与和协作。

政府部门应主动与申请人、专业机构进行沟通和协商，

了解其需求和意见，并纳入决策过程。

申请人和专业机构应积极参与预审工作，提供准确的信

息和专业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7.2 信息共享和公开透明机制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合作与沟通还需要建立信息共

享和公开透明的机制，以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使

各方能够及时获取和分享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相关的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案例分析等。

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确保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决策过

程公开透明，让各方了解决策的依据和过程，并提供合理的

解释和回应，以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建立沟通渠道：建立定期沟通的机制，例如召开专题会

议、座谈会或工作坊等，各方可以在这些平台上交流意见、

分享经验和解决问题。

促进合作与共赢：鼓励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与共赢，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优

化和改进。

7.3 行业交流和经验分享
为了提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行业交

流和经验分享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行业交

流和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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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业研讨会和培训班：定期组织行业研讨会和培训

班，邀请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经验和

案例，促进行业间的学习和交流。

建立行业协作机制：建立行业协作机制，促进各地区、

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形成共同的标准和规范。

发布行业指南和最佳实践：制定行业指南和最佳实践文

件，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方法、流程和标准进行规范和指

导，为从业人员提供参考和指引。

8 结论
加强和规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对于保障城市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建设项目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法律

和政策支持、完善组织和管理机制、规范监督和执法、加强

合作与沟通等方面的努力，可以提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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