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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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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这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将其中的论点进一步展开、深化，补充一些以往研究成果和新的研
究心得，并充实有关论据而写成的。
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书以及今后的后续研究成果，投身到我国土地法改革的进程中来， 为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书也是对近几年来我国正在开始进行的物权法起草工作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学术研讨的一种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关于土地权利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方面，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将不断地把新情装饰品、新问题提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去
总结、探索和创新。
因此，作者期待着人们对本书的批评，更期待着与众多有志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物权法制定的同仁
们交流、合作，为推进我国的土地法制建设，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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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在原始社会时期，不同的共同体，由于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
各自范围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游牧部落很少有关于土地的权属划分，因为牧场是大片的，而且是不固定的。
而在农业部落，除了公有土地以外，划分小块土地给个人或小家庭永久性占有使用的情况是常有的。
（二）农业社会物权制度的早期发展跟土地有密切关系。
只有在农业社会（而不是游牧社会），土地才会成为最主要的物权客体。
而且，只有当土地被用于耕种（而不是用于放牧）的时候，土地占有和使用单位的小型化才成为必要
。
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优于以公社为单位的耕作，被今人称作“土地私有”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土地私有是物权制度成熟的催化剂。
因为，只有在土地的私人所有权（或者说，家长制家庭所有权）广泛存在并得到尊重的情况下，诸如
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抵押权这样的物权制度才会形成；同时，也只有在私人所有权的归属存在
更大的变动可能性，交易和掠夺的可能性随之增加，借助公力保护私人所有权的法律制度才会发展起
来。
在发达的农业社会中，由于分工的扩大和可交换产品的增加，商业和城市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
果。
商业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债权制度的振兴，而且也带来了物权制度的进一步成熟。
例如，罗马法中关于物的分类，如，交易物与非交易物，可替代物与不可替代物，种类物与特定物，
消耗物与非消耗物，可分物与不可分物，简单物与集合物，主物与从物，等等，都是交易发达的结果
。
又如，罗马法关于加工、混合、传来取得、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善意占有等等所有权取得方式，也
带有浓厚的城市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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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土地权利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土地权利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