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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土地产权变迁对于政治与治理有着基础性意义。
我以为，农民流动和土地流转是当今中国大陆农村最富历史性意义的变革。
农村有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二是农民。
农民是种地的人，以土为生，沾满了“土气”：生于土，长于土，死于土，直到“入土为安”。
让种地的农民与土地结合，是世代农民追求的目标，也是主政者治国成败的基础。
秦始皇得以统一中国，秦制得以延续数千年，关键是推行家户土地经济。
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依靠的是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极端渴求。
当年流行的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是为土地打仗。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起点就是“包产到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给农民。
当今农村的土地基本政策和法律是“大稳定、小调整”、“大稳定、小流转”。
　　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人身自由支配权。
他们从土地走出来，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带来了农村治理体制的变革。
土地流转是又一次历史变革。
大陆农村土地所有为村民集体，承包经营权为农民享有。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体，他们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
由此使土地要素流动起来。
当然，土地流转比农民流动更复杂，特别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
土地流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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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聚焦于中国海峡两岸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历史、制度、问题、政策，以及在农村地区治理
方面的演变发展，由海峡两岸学者就相关理论与实际经验对农村土地制度与政策、乡村治理中的治理
模式与治理主体、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对于农村治理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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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与西方因为历史上宗教一向干预世俗政治，而必须强调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有根本的差异
。
总体来说，台湾所承继的上述特色，显然与两岸共享的中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至于本书讨论的台湾农会组织，更是近年来大陆不少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关于此一主题，首先必须摒除两岸语境的不同，避免因此带来望文生义的误解，而将学术性参照的焦
点，放在组织的实质功能层面上。
台湾农会，属于典型的全方位、多功能，协助政府推动施政的组织，其目标与业务涵盖农业发展、农
村金融、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治资源提供与动员等，庞大而复杂。
可以说，它同时具有治理主体上最常见的三分法中所有类型的性质：政府（协助政府农政单位的政策
执行）、企业（实际上从事农产运销、金融与保险等营利活动）、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的文化、医
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事务）。
这些多重属性，使得台湾农会产生了组织定位上的困境：如何明确给予其基本定位，在不断变动的内
外环境下，评估其运作与绩效并推动组织变革，是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开始建立此类组织，以及其后多年来的成长茁壮，都与政府的支持扶助、地
方的社会网络（往往以地方派系形态出现），以及民选的民意代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台湾农会组织，其实始终带有一定程度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台湾称为统合主义）
性质，与其民间社会的性质相互并存。
这些关于台湾农会的梳理，无论是组织功能的多元化或单纯化，还是依靠政府或依靠农民群体本身、
是否涉及农村地区选举等，其实与目前大陆的特定需求和特定环境，未必完全能立刻接轨，也可能是
目前许多大陆学者在理解上的盲点。
　　最后一个参照点，则是在本书中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影响农村治理的主轴上。
两岸经验显示出，土地产权重新分配的影响面不止于经济而已，也同时延伸到政治面与社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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