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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研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就属于用益物权。
该书在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关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同时，还对特权法相关立法争点加
以介绍和分析解说。
全书共分七章，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性质、建设用地使用权概念的形成、建设
用地使用权民事法律关系的诸要素、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宅基地使用权
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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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毅，1970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96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民商法研究中心成员。
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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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案例]第七章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消灭与流转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消灭　第二节 宅基
地使用权的流转　　[立法争点]　　[典型案例]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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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性质　　第一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　　一、我国不同时期
法律文件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初期法律文件中的“建设用地”用语考察。
　　“建设用地”的用语很早就出现在我国的各种法律文件之中。
1958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就已经使用了建设用地的概念。
此后，在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建设用地的概念一直被沿用。
其中既有用于农村建设用地的场合，例如1979年的《黑龙江省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办法（试行）》中就
有关于农村的各项建设用地的规定；也有用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场合，例如1980年的《辽宁省城市建设
管理条例》对城市中用于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商业服务、文教卫生、公安、人防、电力、邮电、
园林绿化、道路交通和各种市政、公用设施等的建设用地作了规定。
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l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也都使用了“建设用地”的概念。
　　这一时期的“建设用地”概念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仅仅表示土地用途，并不表示权利。
这说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
第二，“建设用地”是在城市和乡村通用的概念。
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成为建设用地，和所有制形态无关。
第三，建设用地之外，尚有土地使用权的概念。
建设用地的使用者享有的权利都可以称之为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最多是表明了某种土地使用权的用
途。
第四，建设用地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土地无偿划拨紧密结合在一起。
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经营尚未走入市场，所以，土地使用并不按照商品经济规律配置，私权意识缺失，
土地使用权这一私权不能发达，更不能按照土地用途细分化，因此，即使在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
法通则》中也都笼统使用土地使用权的概念，仍没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物>>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立法论与解释论相结合。
以学理评注法条。
以新法阐释旧案。
值得一读。
希望物权法能惠及百姓，广大民众以此为武器。
为权利而斗争！
　　——郭明瑞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套丛书。
紧扣物权法之规定。
并对不同立法体例和学观点进行评述，说理透彻。
论述全面。
我相信。
值此物权法颁布实施之际，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对大家研习了解物权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刘保玉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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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
以物权各主要制度为主题。
独立成册而又协同一体，在内容上力图最大限度总结和反映近年来我国物权法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
　　“精”。
突出重点，在每个“点”的整理中力争容纳最大限度的信息量。
追踪物权法的立法过程，梳理各版草案的变化。
厘清争点、热点、疑难点。
力图准确地反映和论述立法、立法解释的内容，对其理论缺陷及适用中的问题，也不回避。
　　“实”。
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从现实生活中精选出真实的案例，虽然物权法刚刚出台，但该书通过新法梳理旧案，展现物权法
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读者在研读理论的同时，可参看现实案例，以便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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