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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下，农地权利体系能够得到扩展。
农地权利体系得以扩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于城乡市场的一体化对农地权利体系发展的推动。
目前，对农地权利体系进行构建的重点应该是在“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前提下促进农地权利体系的
丰富和完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因此我在提出问题之后，想尽可能地提出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笔者认为，地权问题的解决对于“三农”问题显然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它显然不是全部的环
节。
有几个问题与地权问题无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现代农业的转型问题（从传统的耕作农业向多元化农业转型，以解决传统农业不景气的问题）
，农村工业化问题和发展乡镇企业问题，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问题等。
这些问题显然与地权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也必须尽快得到解决，这对于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
地位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将设专章予以探讨。
    为谋求中国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建立切实有效的农地制度，以农地物权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和分析，仔细解剖现行农地物权制度的优劣，并有重点地提出
制度设计方案，以求完善和发展农地物权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本书所讨论的农地仅指农用地（仅限于《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界定的农地范围），是指农民集
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宅基地以及农村建设用地等不属于本书所讨论的农地范围。
    2．本书只讨论农地物权制度，即从民法物权制度的角度对中国农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与农地相
关的土地管理制度等属于行政法规范，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
    以私权利为核心内容的私法与以公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公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体现在农地制度上，公
法和私法对农地制度的调整和控制呈现出相互交错的局面。
由于土地所具有的稀缺资源的属性以及土地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决定了公法必须对农地进行管理和
控制；而农地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私法保障，即民事法律制度也必须对农地权进行调整，以保障农地
权利人的权利的实现及农地收益的公平、合理分配。
在农地问题上，试图仅以公法或私法对其调整和控制都不可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公法对农地进行管制和私法对农地权进行调整之间进行必要的划分，使二者
达到适当的平衡。
    3．本书只讨论中国农地物权制度，对其他国家的农地物权制度只进行一般性考察。
又因为美欧国家的农地状况（大农经济）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农地状况（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其农地
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而言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因此本文没有对美欧国家的土地制度进行考察，而对与
我国耕地状况相似的日、韩、台小农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必要考察，并提出借鉴其发展模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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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难设想，没有几万个人民公社的数亿劳动力的艰苦奋斗，根本不可能建造起我国完整的水利系
统，从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以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除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
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集权体制，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国民动员上是极其有效的。
这是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奉献，为了国家工业化而自我剥夺的20年。
从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年积累率最高可达30％-40％，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亿元增加
到600亿元以上。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给后人留下了两大历史功绩：一是留下了约三万亿元的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
——以国家占有为名的巨额资本，使后人在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与再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有产可分；
二是留下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主权国家，使后人在开始改革时不必担心街头会
出现外国坦克。
在冷战和核讹诈时代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基本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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