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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连同它的前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三十年来的改革进
程中经历了实践的检验。
从农民群众的创造到国家的全面推行，从政策化到法律化，从债权化到物权化，便是对这一进程的大
致概括。
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中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
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此其时也。
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是许多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共同研究的重要对象。
这方面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保障等问题，尤为民法学界所关注。
《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便是最近问世的一部力作。
本书作者周应江副教授，执教于中华女子学院，曾师从我从事民事权利方向的研究，获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
本书结集付梓以前，我有幸先睹为快。
书中展示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作者的勇于探索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书，作者是以肯定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为其论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
但是，书中的论述并没有受大陆法中物权理论和物权制度的局限和束缚，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承包经营权>>

内容概要

　　《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在《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基础上，以《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定》为指导，对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而又
富有前瞻性的研究。
作者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阐释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演进、内容、主体、创设、归属、继
承、流转、消灭等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现有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局限、困境及其成因和对农民利
益与农地利用的不利影响，并以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变化为背景，在遵循大陆法物权
理论的同时，借鉴英美法上的租赁地产权等项制度，提出并论证了改革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具
体目标和设想。
《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适于法律和“三农”实务工作者、研究者及决策者等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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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应江（1967年9月—），安徽省宿松县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先后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民商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
英国雷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访问学者。
主编和参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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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既有的研究综述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借助各种理论资源和视角，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地
利用的权利构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效力、权利流转等涉及农村土地的各方面的问题，都进行
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全面概括这些研究的成果是困难的。
笔者在这里只就法学学者主要是民法学者围绕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所作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学者们
在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将在本书的相关部分进行介绍，这里不作详述。
本人以为，民法学者在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将家庭承包经营权纳
入到民事权利体系中。
这一工作主要完成于《民法通则》制定之前。
随着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的地位得到承认，学者们认为，民法应该
反映和巩固我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家庭承包关系也应该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由此《民法通则》确立
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地位，并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之中。
二是推动家庭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完成。
早在1988年，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所著《民法新论》（下）一书中就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
种新的物权形式的观点。
基于债法保护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缺陷，民法学者以传统大陆法的物权理论为依据，持续地呼吁对家庭
承包经营权实施物权保护。
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质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了物权保护方法，
但是由于该法并没有明确这种权利的物权属性，在《物权法》制定前后，学者们就将家庭承包经营权
定性为用益物权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探讨，最终促成2007年颁布的《物
权法》将家庭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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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人所在的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作为民商法教师，我更多
地关注妇女特别是流动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
在教学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流动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以及其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因于现有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本身。
借助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征得导师同意，以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研究为题完成
了博士学位论文。
本书即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大文教授。
感谢杨老师让我成为他的弟子。
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诲，不仅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位论文，也为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指明了方向。
杨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我明白了严谨治学、宽厚待人和勤奋不辍对于为学为人的重要意义。
师母郭际泉女士不仅对学生热忱关爱，还常常给以鼓励支持，让我在学习的同时，深感温暖和快乐。
在此，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马俊驹教授。
马老师是我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本书的写作，马老师也给予了多方面的点拨和指导，马老师在研究法学问题时的创新精神更是常
常激励着我，如果说本书的研究有一些新颖之处的话，是与马老师的激励分不开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承包经营权>>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论述并没有受大陆法系物权理论和物权制度的局限和束缚，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所
突破、有所创新。
书中回顾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的演进过程，对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内容、法律特征，家
庭承包经营关系的双方主体，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创设、消灭、流转及其限制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而
又相当深入的论述和评析。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既借鉴了传统的物权理论，又实现了对传统物权理论的超越。
这是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植根于私有制的传统用益物权，而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
生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
读者不难发现，那些区别于传统的物权法理的论述，正是书中的亮点所在。
　　——杨大文《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一书，分析了家庭承包经营权当事人之间的
关系，揭示了现行制度下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在创设、归属、流转、消灭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深入地解析和论证了现有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缺陷和困境。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革新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的设想，为上述问题的解答作出了有益的努力和尝
试，提供了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马俊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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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是由中华女子学院资助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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