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制度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制度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040223774

10位ISBN编号：7040223775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金丽馥

页数：3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制度分析>>

前言

　　进程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协调现象，农民失地问题就是其中的典型问题之一。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
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为主的保障功能。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了侵害农民利益、对失地农民
进行补偿安置不合理、农民生活无从保障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实，出现“农民失地”并不奇怪，农民在失地后得不到合理安排，出现“农民失地问题”，才是令
人担忧的。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征地的趋势成为必然，而世代以土地为生存依据的农民，失去了
土地就失去了保障。
对于目前农村存在的情况，一次性给付，不能解决问题。
当征地补偿金花销完以后，失地农民中相当多数处在失业状态下。
由于制度性障碍和农民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率较低，又不能享受失业、退休、
医疗保障，造成了大批“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他们就将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并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提高补偿标准，探索确保农民现实利益和长期稳定收益的有效办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
保障问题。
因此，对当前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农民失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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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制度分析》分析了农民失地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的违
法征地行为、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征地补偿的分配和使用不合理、征地后的
安置措施不妥当等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要严格界定动用国家征地权利的“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
地征用程序，建立健全征地监督机制；探索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对农民实行公平补偿；健全法制，尽
快出台《土地征用法》等设想。
同时对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土地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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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2003）认为，农民失地失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
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后果是政治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社会稳定将构成长久的威胁。
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
”这说明在农耕社会，土地制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许多社会政治动荡，甚至改朝换代都与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有关。
　　宋青锋、左尔钊（2005）认为，农民失地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权利的问题，长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
构体制是形成农民失地问题最根本的制度原因。
　　宋斌文、樊小钢、周慧文（2003）认为，失地农民问题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保护农民利益
，做好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工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应带着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不断深化改革，采取有力措施，下决心解决好
这一问题。
大量的农用土地被征用，更多农民失去了千百年来赖以生存和养老的根本——土地，成为一个新的社
会群体：失地农民。
失地农民问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由发达地区局部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2.关于农民失地问题的表现　　农民失地问题的表现，主要是指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土地之后
所遭受的损失及其给他们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反映出来就是失地农民所面临的各种困境。
目前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失地农民“物质丧失论”。
张寿正（2003）认为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失去的是土地本身以及同土地紧密相连的一系列物
质利益，包括土地、土地之上的房屋、土地上附着的乡村集体资产等物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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