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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四字，正是百年名校东南大学的
校训。
在历史上，东南大学曾经赢得“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美誉。
而今，她正秉承校训精神，不断追求，锐意进取，力图突破以往在理工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越形象，而
朝着以工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方向奋力前行。
1995年，东南大学恢复法学专业、成立法律系；2006年9月，东南大学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重建法学院
。
通过创办法学院并大力发展其他人文学科，东南大学正不断体现着集中华人文精神与希腊科学精神为
一体的“止于至善”的校训之理念，不达“至善”境界，永不止步。
　　东南大学法学院虽然恢复重建时日尚短，然而，东大法学却已历经百年淳厚学术传统之浸润。
东大法学肇始于民国时期1928年7月成立的中央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谢冠生教
授。
中大法学院人文荟萃，名流云集，为东南法学一时之冠。
学界、政界著名人物韩忠谟、钱端升、杨兆龙、梅仲协、史尚宽、刘克镌、曾劭勋、黄正铭、金国鼎
、范馨香、韩德培等，或曾任职于中央大学法学院，或就学于中央大学法学院，缔造了东南大学法学
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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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体土地物权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
集体土地物权行使中出现的问题，是立法不完善的反映，而非集体所有制的缺陷。
不从立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上对集体土地物权制度进行完善，而是抛弃集体另行寻找所谓合适的
物权主体的观点，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违反基本经济制度之嫌。
本书立足于中国国情，试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规范集体土地物权行使的主体和程
序，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体土地物权行使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任丹丽，女，1979年生，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公开发表论文27篇，在中国法学会和省级法学会的学术年会上获奖7次，主持教
育部项目1项、省级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5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体土地物权行使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　一、集体所有权的存废之争　二、集体土地物权行使制度的基本构成　三、集体土地物权相关
概念的界定第一章 集体土地物权的内容　第一节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　　一、受限制的集体土地
所有权　　二、受限制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充分理由　第二节 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
内容　　一、受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受限制的宅基地使用权　　三、流转不能改变集体土
地用益物权的基本价值　本章小结第二章 集体土地物权的主体　第一节 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农民
集体组织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是为集体土地所保障的农民集体　　二、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应
明确规定为“农民集体组织”　第二节 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为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主要是经
营性的“农户”　　二、宅基地使用权人主要是非经营性的“户”　本章小结第三章 集体土地物权的
行使主体　第一节 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标准是民主　　一、现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
的问题　　二、引入股份合作制壮大社区合作组织　第二节 确定集体土地用益物权行使主体的标准是
身份　　一、成员身份的判定标准　　二、成员权的内容　本章小结第四章 集体土地物权的行使　第
一节 村组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村民自治的程序行使　　一、村民自治制度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联
系与区别　　二、通过村民自治程序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三、村民自治制度自身的完善
　第二节 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行使　　一、通过乡镇土地股份合作社行使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二、乡镇土地股份合作社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领域　第三节 集体土地用
益物权行使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行政引导　　二、完善社会保障　　三、健全救济渠道　本章小
结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体土地物权行使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在农村大量土地私下流转的同时，许多高效规模化农业项目却因找不到可以成片流转的土地承载
而难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高效农业规模化的步伐，遏制了农业领域的投资。
　　（1）流转程序不规范　　调查发现，在转包、转让和互换等形式的流转中，由于主要发生在农
户之间，双方往往以口头协商为主，很少签订流转合同，即便签订了合同，内容也比较简单，尤其是
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清，给村组干部税费的收取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土地对外出租中，农户和村组往往只关心流转价格，而对合同是否完善、合同档案是否保留往往不
予关心，留下了许多隐患。
由于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内容含糊不清，一些得到土地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以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为名，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修了一些永久性建筑，绕过了土地管理法规，改变了土地的
农业用途，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引发土地流转纠纷和矛盾的焦点问题。
　　（2）监管疏漏和服务滞后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的出台、广大
农民群众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村土地供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土地对
外发包的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越来越多。
土地承包监管的疏漏和流转服务的滞后造成土地分配不公平、承包权属不确定、自行调整承包地等问
题。
目前，已发生土地流转的各个乡镇办事处反映最突出、最强烈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个别村组干部在流
转操作的过程中不给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往往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模化经营、招商引资等为
名，以行政手段强制农户交出土地对外出租。
有的村组以收管理费为名截留农户的流转收益，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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