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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
会学、历史学、法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和现实的诸种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深入
的探讨。
尽管当下农村土地制度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尚未得到圆满解决，但要想在现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上进
行创新性的研究也实属不易。
本书作者张钧先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法律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
迁和制度构建进行了细致而深人的研究，解释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冲突、博弈、合作的文化因素，从而揭示了民间法作为一种“活法（LivingLaw）”真实地调
整农村土地法律关系的现实。
　　法律人类学是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叶，是用人类学的方法
和理论研究人类社会中法律问题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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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作者张钧先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法律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对我国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构建进行了细致而深人的研究，解释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土
地制度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冲突、博弈、合作的文化因素，从而揭示了民间法作为一种“活法
（LivingLaw）”真实地调整农村土地法律关系的现实。
　　法律人类学是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叶，是用人类学的方法
和理论研究人类社会中法律问题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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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1.1 978-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阶段2.1 986-1991年：家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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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经济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四、小结第九章 我的土地与集体的土地一、村民的土地权利意识二、民间
法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三、小结第十章 土地调整一、禄村土地调整的基本情况1. 定期调整2. “户长会
”决定调田3. 私下调田二、有关土地调整的民间法三、民间法与国家法博弈的剧场：一个土地调整个
案四、有关土地调整的国家法五、小结第十一章 土地调整、社会控制与税费改革一、村委会与社会控
制1. 禄村治理结构的变迁2. 村民委员会的性质3. 村民委员会的社会控制手段二、村民小组与社会控
制1. 村民小组建制的变迁2. 村民小组的性质3. 村民对村民小组的认同4. 村民小组的社会控制手段5. 土
地调整与村民小组的社会控制三、税费改革与社会控制四、小结第十二章 土地与婚姻、家庭、继承制
度一、土地束缚下的婚姻家庭1.婚姻是交换女人而不是交换土地2.婚姻家庭中的土地民间法二、土地继
承问题三、小结第十三章 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一、有关农地的纠纷1. 租佃纠纷2. 水利纠纷3. 荒山承包
合同纠纷4. 耕地占用纠纷二、令人惊奇的高调解率三、小结第三部分 研究结论第十四章 法律多元：改
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和路径一、国家法与民间法博弈的基本类型1. 合作性博弈2. 非合作性博弈3. 潜
在的博弈二、禄村法律多元现象存在的原因分析1. 利益博弈2. 文化多元3. 国家法的局限三、“构建”
与农村土地制度1. 制度的构建主义2. 对制度构建主义的反思四、改善农村土地制度的路径第十五章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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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界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著述犹如汗牛充栋，研
究的范围之广，是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
功能的重视。
但是，通过上文对理论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仍能发现单纯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是在前后相继的四个研究阶段，每个阶段的论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和变迁，反映出理论界的依附
性和不成熟，每当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出现张弛变化，每当国家政策有所调整，理论界总是迅
速转换论题，过于关注短期改革，而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储备不足，从而导致对农村土地
制度的研究和设计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①其次，经济学界的研究有过于偏重纯经济学逻辑推演的倾
向，置土地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不顾，将土地单纯地纳入农业生产函数进行数理分析，
例如，计量经济模型就曾被广泛用于分析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使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理论的引入，强调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经济学的分析更接近于实
际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笔者认为，经济学界相当一部分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仍带有过分注重定量分析、追求完美经济增
长模型，从而脱离实际的倾向。
在这样的研究倾向下，很容易得出私有产权是效率最高的产权类型、中国农村土地应实行私有化的结
论，从而忽视了土地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2.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法学研究　　与经济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相比，农村土地制度的研
究在法学界算不上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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