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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飞，1972年3月出生，湖北省枝江市人，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系副主任、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8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被评为201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是该年度法学类唯一的一篇获奖论文。
自1994年以来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商研究》、《法学》、《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
发表文章40余篇，合作撰写著作5部，代表作为《也谈物权法平等保护财产权的宪法依据》（载《法学
》2006年第l0期）、《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
第6期）、《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民法构造》（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论集体土地所
有权主体立法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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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以家庭为单位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农村土地的经营权，同时
按照承包合同确定的时间和数量上交分担的国家税收任务及集体提留，余下的农业收入由作为劳动财
富创造者的农民享有，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新的分配
原则。
其中，所谓“留足集体的”部分财富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享有的利益的体现，其主要表现为农
户向村民委员会上缴的三种村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和行政管理费，此外，还有义务工、劳动积累
工以资代劳部分等。
可见，在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形式发生了多次变革，
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一些合理土地权益受到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较为严重的侵蚀，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
人的利益弱化，但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并未完全虚化，而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
现。
200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
同时也取消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其中村提留在性质上是“农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享有利益的体现。
农业税费的取消，使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再交纳任何费用，并淡化了国家直接参与农业生产
收益分配的利益主体身份，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农业税费中的村提留的取消，实质上使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完全丧失了其应
享有的土地利益。
此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利益被分散移转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事实上
分享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获取的土地所有权之利益，而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成员作为“
农民集体”一员应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之利益则完全丧失。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现行条件下，“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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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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