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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是基于以下三方面：（1）现阶段农民的地
权是不安全的，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土地产权更不安全，表现为妇女土地权益随其婚姻的变化而变化
。
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土地长期化政策的推行，农村妇女因婚姻迁移而形成土地权利流失
有着制度化和长期化的趋势，这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
（2）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农村妇女这一群体目前仍是弱势群体，需要保障农村妇女的生存权与发展
权。
妇女土地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将产生农村性别歧视水平的提高、农村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的潜在危
机。
（3）目前已有的保障机制，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实施的保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本书围绕着妇女地权不安全这一基本判断而展开。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准备部分，含第1章和第2章，分别通过文献综述和历史考察，表明这一问题具有一般性。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目的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从主客体的特征、产权界定（第3章）与产权保护（第4章）分析农村妇女土地产权安全性
。
第三部分，分析了妇女土地权利保障的效果（第5章）及国内外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与启示（第6章）
。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第四部分提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政策选择（第7章）和研究结论（第8章）。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产权安全性包含三个维度：产权强度（权利束）、持有时间、权利在持
有时间内的保证性。
妇女的婚姻迁移中断了女性在一个村集体中持有土地的时间，土地产权在持有时间内的确定性也取决
于其结婚的预期及婚姻稳定性，因此，妇女地权比男性更不安全。
    家庭继承分割、集体土地分配、市场化交易是妇女获得土地的三种途径。
在这三种途径中，妇女的土地产权都存在着不安全性，土地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妇女地权不安全的一般性原因，在于妇女作为主体具有的婚姻流动性与土地资源位置固定性的冲突
，造成流动性主体权利的丧失。
从产权角度看，界定清晰的、有保障的产权才是安全的产权。
妇女地权的界定与保护，除法律、制度与政策外，社会认知（习俗）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习俗在很大
程度上弱化了对妇女地权保护力度。
在集体土地所有制背景下，土地作为公共物品，既具有成员间的公平占有，也具有竞争性或拥挤性，
其竞争性或拥挤性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群体进行排斥。
村社集体落实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的程度、非农产业发展、人均土地资源、土地税收与惠农政策等，
影响妇女地权的状况。
    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机制来自国家法律、政府行政干预、集体土地制度和妇女个人行为等。
最经常的保障机制是集体土地制度安排提供的保障。
目前农村核心的土地制度——集体土地制度是一种公平偏好的土地制度，它保障了妇女获得初始土地
权利，而妇女在婚嫁后的再次土地权利则依赖于村社的土地制度安排。
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都建立了适应新增成员变化的土地制度安排，这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村庄中以妇女为主的新增人口的土地权利。
     农村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
在正式制度内部，存在法律保护与制度保护失灵。
法律保障的是妇女个人的土地权利，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的土地制度，在集体和家庭都没有界定
自然人的个人权利。
法律倾向于保障妇女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农村“从夫居”习俗，注重的是妇女在新居住地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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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利，多数妇女难以获得原居住地的权益。
这两种失灵的存在，减弱了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障的力度。
     性别歧视持久地深刻地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从而影响农村妇女地权的保障。
村社的土地制度多样化导致妇女婚姻迁移后的再次产权界定，存在着不确定性。
土地长期化政策的落实，排除土地制度安排对妇女土地权利提供的保障功能。
作为弱势群体，农村妇女的行为能力缺乏，自身对土地权利的保护不足。
多样化的村社土地制度安排、边缘婚姻数量、土地保障功能的地区差异、农村妇女的职业分化等，形
成妇女土地权利保障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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