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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田野、实证与法理》以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为核心，具
体研究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流转、调整等问题，并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等一
系列相关农地制度进行了立法以及实践上的探讨。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田野、实证与法理》基本阐明了我国现代农地制度无论在主体确定、权
利归属、权利行使、权利流传、权利实现、权利保障方面，还是在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私权关系方
面，实有改造的必要与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田野、实证与法理》可视为我国农地法律制度的一个现
实缩影和一种未来之可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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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地发展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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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地权纠纷救济制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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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使与救济之实证研析
三、当下农村妇女承包经营权受损之制度成因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良性运作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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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享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之利益的手段，而应当将土地征收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
流转方式，并且应当坚持把基于该种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利益全部留给农民集体。
由于集体土地被征收之后，土地的用途往往随之改变，所以，土地征收也属于国家进行土地（用途）
管理的一种形式。
同时，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角色应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经济生活的调节者”
。
因此，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国家虽然应放弃除通过合理税收以外的方式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之
利益的权利，但其却必须行使法律赋予的土地管理职能。
国家对集体土地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地
籍管理、土地整理、土地征收、土地监察等。
国家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进行全面管制向对集体土地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回归，一方面将使
农民集体能够更完整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农民集体更自由地行使土地所有权。
此外，国家还应加强立法，完善户籍制度，赋予农民迁徙自由权，并积极投入资金，致力于建设农村
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造就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发挥最大功能
的制度环境。
总之，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我国入地矛盾极为突出，故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持
续稳定发展，同时避免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公权力必然也应当适度介入农村土地权利的运行，防止
农村土地权利的滥用，以形成对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合理约束。
但由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异化，使其背离了应有的私权属性，影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
度预期功能的充分发挥。
因此，为了完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应当借助民法学的体系思维，立足于我国所处的时空环境，顺应
时代之需要，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情形下对农民集体依照民事主体的内涵进行充实，使其符合民
事主体的特性，以恢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属性，从而将集体地所有权从实质上纳入私权体系之中
，最终使之与其他私法制度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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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田野、实证与法理》是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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