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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百多年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一直是农业工业化的中心议题之一。
近代仁人志士为农地产权制度构建创新苦苦探索，都未能找到“良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创立了中国现代农地公有产权制度模式，回答
了农地公有产权与社会公平协调一致的历史难题，推动了农业工业化，农民富裕奔小康，农村社会文
明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受我国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加之我们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条化，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对马恩“丹麦模式”农民土地股份产权及股份合作的基本理论未能
正确运用，更未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大胆创新探索，在农地公有产权实现形式的顶层制度
设计方面超越历史阶段，脱离国情，未能更为科学地回答农地产权新型公有实现形式及其模式，也来
能有效破解中国农业工业化起飞的发展难题，卸掉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农村
文明进步严重滞后等沉重包袱，城乡、地区、行业协调健康发展至今仍然面临许多新的难题。
这些，都成为中国当代决策者、理论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热切关心的话题，成为党和国家推动
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大而急迫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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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合理配置关乎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
农民土地持有权理论以马恩
“丹麦模式”土地股份理论为指导，根植于 中国国情，较好地回答了维护土地公有制与 保障农民土
地财产权之间协调平衡的历史难
题。
《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作者徐汉明、 徐晶博采经济学、法学、管理
学等学科
基本理论，深入探索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及 其实施机制，同时对产权制度体系、农地征 收、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土地股份合作制实
施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探究，具有深刻的理论 探索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由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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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汉明，1951年10月出生，湖北鄂州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博士，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检察官学院师资库入库人选，国家检察官协会、亚太地区法律协
会会员，中国民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刑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湖
北省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检察学会会长，湖北省科技法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法律、检察实务及产权制度创新研究，在《管理世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法学评论》
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经济犯罪新论》《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中国反洗钱立
法研究》《转型社会的法律监督一理念、制度与方法》等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中国反洗钱立法研
究”“检察一体化研究”“检察保障体制改革研究”等10余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并具体承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
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子课题；参与中央下达的“关于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加强执纪执法队
伍建设”等重大课题，参加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课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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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土地股份产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第二章 略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读列宁《论粮食税》的体会
第三章 农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分析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反思
第五章 论我国农业发展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创新
第六章 新时期必须自觉践行群众路线——以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第七章 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动态用地的制度创新
第八章 产权制度演进动因
第九章 如何界定国有资产产权
第十章 中国产权制度的重构、调整与规范
第十一章 民富国强的法律基石——贯彻实施物权法及土地产权制度的几个问题
第十二章 农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创设与完善
第十三章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兼论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第十四章 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为例
第十五章 土地开发整理与农民土地持有权的耦合：参与模式与利益重组
第十六章 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为例
第十七章 土地股份合作制实施中的民意考量
第十八章 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十九章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二十章 创新现代农业经营制度
第二十一章 略论社会主义法的批判性继承问题
第二十二章 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理论透视
附录1 农地产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序
  (谭崇台·刊载于2009年1月21日《湖北日报》)
附录2 徐汉明农地产权持有论被称为中国马恩丹麦模式
  (方政军·发表于《新华网》2009年1月13日)
附录3 物权法与新制度经济学耦合的力作——《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面世
  (方政军、郭清君·发表于2004年8月24日《湖北日报》)
附录4 《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一部法与新制度经济学耦合的力作
  (方政军、郭清君·发表于2004年8月21日《检察日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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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与人力资本形成的矛盾冲突　　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需要有强大的人力资本形成。
从行使权利的主体看，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生产单位为主体，这照顾
了不同家庭农户团队内部成员的智力资源、体能资源、时间资源的不平衡性，使权、责、利难以协调
一致的矛盾下放到家庭内部，通过家长的权威或其他因素进行协调，避免了过去“一大二公”条件下
对不同家庭“三大资源”的不平衡性方面的“一平二调”-，保护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农民团队的劳动热
情和创新精神，为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即家庭团队的人力支持、智力支持
和时间支持。
家庭团队在农业发展获得积累的基础上，所从事的教育投资转换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未能有效地改变农
户团队结构，未能形成农业发展的持续人力资本，而往往为城市经济、工业发展、发达国家发展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这种自发的农业人力资本输出与工业资本无偿转换，是城乡差距拉大、农业
发展乏力、农业工业化实现困难的深刻原因之一。
　　2.同工业化矛盾冲突　　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土地为主体的生产资料组合权利赋予农户单位，是
生产要素较低层次的组合方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工业化的目标要求这种组合方式应当是动态的，达到一定阶段后必须有
突破性。
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力资本结构未能改善，传统的小生产的分散性、封闭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
会反映出来，它们对机械化具有天然的排斥力，形成农业机械化推广的阻滞因素之一。
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机工业的科研、开发、生产、推广与应用，使农业发展拉动工业增长的效应大大
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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