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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多数的老百姓仍然是农民。
对于农民群体和农业社会来说，土地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要素，土地制度设置是农业社会制
度的核心内容。
正因如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才可谓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缩影，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才
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

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是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的农
村土地制度变迁主要是由政党权力和国家力量决定的。
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初的包干到
户改革，20世纪90
年代之后的借由征地的城市化运动，以及近几年兴起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无一不体现着国家权力和
政治力量在农村社会的自主进退及深刻影响。
抽离国家权力的因素，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最近六七十年的农村土地制度何以经历“农民私有—集体合
作—包产到户—土地股份制再集体化”等一系列循环往复的制度变迁过程。
“政治力量决定产权安排”的规律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此外，即使是中国体制中的农村土地产权，它也不完全是消极的。
农村集体、农民个人所掌握的农村土地产权的有无、多寡以及掌控产权的形式，也都制约着政党力量
和政治权力的行使，甚至慢慢改变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发展模式。

因此，刘承韪编著的《产权与政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研究》以产权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国家权
力在农村社会的进退为研究视角和论述思路，来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以期达到单
纯的某一种学科研究方法（如法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所不能实现的目的，得出更真实也更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结论。

基于此，本书正文共分为六部分内容，前有交代背景与思路的导论，后有总结全文的结论，是较为系
统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著作。

《产权与政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第一章从理论上详细阐释了产权与政治的关联，对产
权、财产权、所有权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区分；解析了政治对产权的意义，认为：政治力量决定产权
的具体安排方式，产权也需要国家强制力提供保护；分析了产权对于政治的价值：产权是自由的保护
神，是民主的堡垒；并对中西方产权与政治关系的差别进行了阐述，并指出把握此种差别对于中国社
会的价值。

本书第二章梳理并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经变迁的各个阶段，依次阐释了耕者有其
田制度的确立、农村集体化的实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包产到户革命的出现。
提出并依次解答了如下问题：这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国家权力在这些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国家权力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要渗透入村，而在改革开放后却又从农村全面撤退？
其进退产生了何种政治与社会效果？

本书第三章是对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征地制度的反思与建议，笔者把标题定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包围
农村”，意在明确指出在实践中引发严重社会矛盾的征地运动其实是政府权力主导下的产物。

不管是实现城市化改造的政绩指标还是地方财政需求的经济驱动，都使近几十年的征地运动掺杂了严
重的公权力因素，这就导致征地的合理性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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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权力自改革开放后已经从农村社会撤退的事实，也是导致征地纠纷和矛盾日趋严重的重要
因素。
最后还借鉴美国先进征收补偿制度和中国有益实践经验对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的思路。

本书第四章集中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不仅详细回顾了中国农村基于土
地的传统社会保障方式，解析了当下环境中传统社会保障方式出现的严重困境及变革取向，还对未来
农村社保改革中的政府角色、土地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期待得出有益的建议和结论。

本书第五章认真研究了农地流转中的产权与政治问题，揭示了农地流转近年兴起的背景原因，指出了
农地流转中包含的社会、政治困境与矛盾，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当前形势和实践模式，并建议在未来实
践中采取集公司治理、合作产销和特殊保护为一体的农地流转新型模式。

本书第六章意在探究农村土地产权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关联，本部分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赋予人手
来分析农地产权对于农民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的推动作用。
并在考察历史上的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及未来出路进行自己的
分析、评论，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总之，本书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本体，以产权与政治关联为研究视角，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
土地制度变迁为时间范围，希望得出最接近事实真相、最有利于问题解决的研究结论，而不管此种研
究视角和分析方法是法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还是政治学的，这或许更符合笔者一贯所主张的
“问题导向”和“经验理性”
的实用主义哲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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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地制度需要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绩效降低
 （三）如何拯救与改革？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民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
 二、农地流转中的矛盾和困境
 （一）农村社会稳定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矛盾
 （二）解决粮食安全与城市建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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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采用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社）的产销方式
 （三）采取对农民的特殊保护机制（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完备）
第六章 基于财产的自由、民主和公共治理：农村土地产权与乡村治理
 一、土地产权的政治效果：对农民行为的激励和对农村治理的推进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经济的激励
 （二）农村再集体化的政治效果：农村社会民主治理的推动
 （三）农民再集体化实践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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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启示
 三、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走向
 （一）我国“乡政村治”模式下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二）关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未来的核心要点：产权激励与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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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改良举措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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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权与政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研究》以产权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
进退为研究视角和论述思路，来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以期达到单纯的某一种学科
研究方法（如法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所不能实现的目
的，得出更真实也更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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