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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着整理好堆在案头的本书文稿，我眼前浮现出了课题组一年多来工作的历历情景，挥之不去⋯⋯此
文名为开端之言，实则是对这段日子、一些问题回顾感受之随笔。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的申报，颇费周折。
2000年，我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所和民法教研室的同仁们自愿组成了《中国物权立法研
究》课题小组。
虽无经费，但我们仍像模像样地在学校一幢旧楼的会议室开了几次关于物权立法的小型学术沙龙，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并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
其间，农村土地制度一度成为争论焦点，激辩不休。
当年我以此内容主持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可是不了了之。
据说评审小组根本没见到申报材料，是文本丢失，还是归错了类别？
对此我们无从申诉。
次年，教育部“十五”规划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下达，我们毫不犹豫，再次经过充分准备，申请终获成
功。
课题经费为我们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在此，感谢评委对我们课题组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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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即实证调查分析与调查类型解析。
其中，由“农村法律制度调研总报告”、“调研分报告”、“土地类型解析”、“土地法律制度评析
”四个实体部分组成全书。
上述内容甚为直观明了，无须作特别说明。
专门收集整理的调查资料则构成了本书的“附件”部分，它客观地列出了我们设计的调查问卷及其藉
着课题组深入乡村、走进农户得到的珍贵数据所做的统计。
而附件里有典型意义的各类地方法规和相关证件样式，可视为我国现行农地法律制度的一个缩影。
    就本课题而言，本书不过在形式上完成了它的部分使命；就课题组而言，本书则表明我们对农地法
律制度的研究刚刚起步。
但无论如何，课题论证之初所设计思索的田野调查之价值已初步凸现：    首先，一系列数据访谈笔录
和我们亲历的调研过程显示，我国现代农地制度无论在主体确定、权利归属、权利行使、权利流传、
权利实现、权利保障方面，还是在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私权关系的理顺上，都存在着体系凌乱、顾
此失彼之弊、实有改造的必要与可能。
    其次，法律确认的农地制度与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认识、具体操作存在较大差距，他们不太
满意或没有全盘接受现行的农地具体制度，有的法条形同虚设、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而各地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经营模式也没有为立法者充分认知、接纳和理解。
由此看来，认识与实践确实需要对活，法律没有理由一意孤行。
    再次，调研中反映的现象，集聚到农地法律制度层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农村与农业问题，而依
然是农民－－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来自土地的全部扛在农民的肩上，而背负千钧的农民兄弟如何获得使农村和农业再发展的
活力与激情？
所以，必须通过农地私权利重构，在法律意义上解放农民，才有可能化解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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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小君，女，1956年生，安徽淮南人，法学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副校
长，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法研究会理事。
在《法学研究》、《法学》、《法商研究》等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50余篇，著有《海峡两岸
亲属法比较研究》、《合同法新制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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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集体所有权所承载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属性。
从规范的法学分析框架出发，所有权是私权之一种，享有者是利益与义务的承受者，并且这种义务主
要是社会化后的所有权不得不受到的某些限制。
可是，村集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却大异于此种私法上的“所有权”。
湖北省黄梅县彭列村2001年的收支情况给我们观察村集体所有权提供了一个例子。
村集体“每年向农户收取的费用的一半上交国家，而村里只能留下一半”，而村集体要用这留下的一
半承担集体公共开支。
其实，村集体根本无力承担村中公共开支，在向农民收取了名目繁多的税费及“三提五统”后，村级
经济的负债是大面积存在的事实，中部地区尤其明显。
无论是上交税费还是于本社区贯彻各项政策及从事必要的公共建设，村集体扮演的都是国家代理人的
角色。
“村集体组织与其说是权利享有者，还不如说是义务的承担者更为恰当”的论断虽不无偏激，却更倾
向于真实。
在这种角色限定中的村集体对自己手头上的财产——土地所持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它只关心土地创
造税费的能力。
所以在湖北省襄樊市、监利县，我们都可以看到，土地成了税费的附属物，甚至在监利碾桥村，村集
体任由土地抛荒以规避税费征集。
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的是为完成政治上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
2.集体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
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残缺，最关键的是没有处分权能。
农用地与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的价值差是巨大的，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被国家垄断了。
征地制度本来可以更好地勾勒出集体所有与国有的边界，从而增强集体的主体性。
但由于国家过于强大的传统与现实及人事利益的牵连，村集体的主体性不但未得张扬反而还在萎缩。
由课题组的分调查报告可知，征地制度正在构成集体所有权丧失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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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准备调研始到给该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历时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中，我们课题组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调查中得到了众多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感谢这些为我们的调研提供帮助的以下单位和朋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长的名单：山西省：农业
厅，吕梁地区水利局、岚县县委、县政府。
江苏省：苏州市委农工部、市国土局，常熟市委农办、新港镇李袁村村委会，溧阳市委农工部、市国
土局、市法院。
广东省：广州白云区法院、农业局、国土局，太和镇政府、米龙村村委会，神龙镇中八村村委会。
山东省：平度市白埠镇政府，田庄镇政府、镇经管站。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协，黄陂区法院、农业局、国土局，木兰乡塔耳岗村村委会，长岭镇长岭村
村委会。
襄樊市政法委、市委农办，市国土局，襄城区尹集乡政府，宜城市政法委，国土局，谷城县财政局、
县委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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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民商法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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