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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之一。

曹笑辉、曹克奇编著的《告别“权利的贫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立足于物权
法的基本理论，以公私法划分为逻辑出发点，结合我国当前土地流转实践与市场化、城市化的社会发
展趋势，回顾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过程，深刻反思了现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法
律制度的缺陷，对学界相关理论争议进行了检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与发展方向，进而提出了重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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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民公社还有一项对中国农村社会影响重大的举措，即“政社合一”。
所谓“政社合一”，是指以乡为区划，将人民公社化以前的乡镇地方基层政府与农村合作社合二为一
，组成人民公社，使其成为一个既掌握基层政权，又负责全社生产、对工农商学兵实施统一管理的综
合体。
这一体制将公权力与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实质是“以政代社”。
从民法角度来看，就是将公私两个领域合为一体，扩张公权的领域、挤压私权的空间，结果就是将整
个农村社会完全纳入政治化的轨道中，直接将每一个农户作为了国家权力结构的末梢，剥夺其作为民
事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在无限强化国家社会动员能力的同时，严重破坏了乡村原有的自治秩序和自我
发展的能力o[1]这种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必然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甚至劳动力进行最为严格的垄断：
合作化时期不仅实行一乡一社的大公有制，而且将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收归公社所有，公
社经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特殊时期甚至连社员的房屋、家具等生活用品也不放
过（如全民大炼钢铁时期）。
这些做法最终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倒退，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混乱无序与严重困难。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央不得不在1960年到1962年间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
“三级所有”指公社内部三种程度的公有形式，即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
有；“队为基础”是指生产队为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重新采用了合作
化时期的一些做法，将生产队作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并有限度地恢复了社员对少量自留地
（5％～7％）的使用权。
经过这样的调整，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权）总体上稳定下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土
地制度再未有大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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