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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历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和物质载体。
土地利用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和变化。
人类初期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其生活和生产受到土地的巨大约束。
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至当今的新经济社会，人地关系发生
了由原始共生、顺应土地，进而改造土地和与土地和谐共处的巨大变化。
人类向土地索取的越来越多，同时又将大量生活和生产中的废弃物等返还给土地，致使土地环境质量
恶化，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面积的有限性和土地需求的增长性之间的不协
调性愈加凸显，从管理学角度来研究如何用好、管好、保护好有限的土地资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作为一门学科，土地资源管理学应运而生。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国家土地管理局，使
我国土地管理工作进入科学和法治管理的轨道。
为了系统地总结我国土地资源管理领域中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成果，推动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科研、教
学和实际工作，由王万茂主编的《土地资源管理学》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7年7月1日，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启动，同时，随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
土地资源管理内容的不断丰富，有必要对该版教材的内容和体系进行充实和更新。
值此本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际，以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教师为
主体，同时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有关年轻学者共同参与完
成了《土地资源管理学》（第2版）的修订与撰写。
《土地资源管理学》（第2版）在保留原书的框架的基础上对教材体系和内容做了较大的修改、充实
和更新。
在教材体系上，除总论和附录以外，全书由地籍管理篇、地权管理篇、地价管理篇和地用管理篇4篇
共21章组成。
在教材内容上，增加了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土地调查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土地立体登记、土地资源
资产核算、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核算、城市土地以价定级方法、地价指数的编制和地价动态监测管理
、土地所有权管理、土地使用权管理、土地他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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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前沿和科研成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土地资源管理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重点对地籍管理、地权管理、地价管理和地用管理，以及新技
术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进行详尽论述和系统介绍。
　　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以下新的内容：土地调查技术、土地立体登记、土地立体地价、土地资源资产
核算、城市土地以价定级方法、土地所有权管理、土地使用权管理、土地他项权利管理、土地生态承
载力管理、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核算、农地发展权管理、土地生态用地管理、土地集约利用管理、土
地可持续利用管理等。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类各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自学考试、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
和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岗位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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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万茂，1937年生于南京，1961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农业大学土地规划工程系，现为南京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兼任中国土地学会顾问。
曾任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和学术工作委员主任。
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学博士学科点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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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土地的概念、特性和功能第二节 管理的概念、要素和原理第三节 我国土地资源及
其利用第四节 土地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复习思考题地籍管理篇第二章 地籍管理概述第一节 
地籍与地籍管理第二节 地籍管理的任务、内容和手段第三节 我国地籍管理的历史沿革第四节 国外地
籍管理的历史沿革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土地调查第一节 土地调查概述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第
三节 调查准备第四节 土地调查界线的确定与面积控制第五节 外业调查第六节 内业整理第七节 检查验
收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土地评价第一节 土地评价的含义和分类第二节 土地评价的原则和程序第三节 土
地适宜性评价第四节 市地质量评价第五节 农地质量评价第六节 农用地产能核算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土
地登记第一节 土地登记概述第二节 土地登记的内容和程序第三节 土地权利设定登记第四节 其他土地
登记第五节 土地确权与界线调整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土地统计第一节 土地统计概述第二节 土地统计调
查第三节 土地统计报表第四节 初始土地统计第五节 年度土地统计第六节 年内地类变化平衡表的编制
第七节 土地统计分析第八节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评价第九节 土地资源资产核算复习思考题地权管理
篇第七章 地权管理概述第一节 土地权利的产生和形成第二节 土地权利的类型第三节 各国(地区)土地
所有制形式第四节 各国(地区)土地权利的设置复习思考题第八章 土地法治管理第一节 土地法治管理概
述第二节 我国土地立法的任务和原则第三节 土地法律保护第四节 土地与建筑物的权利关系复习思考
题第九章 土地所有权管理第一节 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和特性第二节 土地所有权的确定第三节 土地征收
管理第四节 农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管理第五节 共有所有权管理复习思考题第十章 土地使用权管理第
一节 土地使用权概述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的类型和设置第三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第四节 土地使用
权转让管理第五节 土地使用权出租与抵押管理复习思考题第十一章 土地他项权利管理第一节 土地他
项权利概述第二节 农地发展权管理第三节 基地使用权管理第四节 邻地利用权管理复习思考题地价管
理篇第十二章 地价管理概述第一节 地价概述第二节 地价理论第三节 地价的内涵和种类复习思考题第
十三章 地价评估实务第一节 地价评估方法第二节 我国地价评估现状第三节 基准地价评估第四节 标定
地价评估第五节 土地立体地价第六节 城市间地价的比较与更新第七节 地价指数体系和编制复习思考
题第十四章 土地经济管理第一节 土地经济管理的概念和内容第二节 土地地租的产生和作用第三节 土
地利用经济分析第四节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评价第五节 土地资源部门间分配和再分配复习思考题地用
管理篇第十五章 土地生态管理第一节 土地生态管理概述第二节 土地生态系统和环境问题第三节 生态
用地调控第四节 土地生态承载力管理第五节 生态用地数量管理第六节 土地生态系统管理复习思考题
第十六章 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第一节 可持续土地利用概述第二节 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的构成和特性
第三节 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的基本原则第四节 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的内容复习思考题第十七章 土地
集约利用管理第一节 土地集约利用概述第二节 土地集约利用分析第三节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程序第四
节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复习思考题第十八章 土地利用预测第一节 预测的概念和程序第二节 时间序
列预测法第三节 二元回归预测法复习思考题第十九章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第一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概
述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准则第三节 土地发展权配置管理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第五节 土地利用
结构管理第六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复习思考题第二十章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第一节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技术第二节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内容第三节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方法第四节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成果第五
节 监测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复习思考题第二十一章 土地管理信息系统第一节 地理信息系统(GIS)第二节 
土地统计数据库第三节 地籍管理数据库第四节 土地利用调查分析系统第五节 土地评价信息系统复习
思考题附录Ⅰ 全国土地利用分类类型Ⅱ 土地面积量算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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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土地的概念较为宽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
对象。
”“土地在经济学上包括着水⋯⋯”这里水是指覆盖在地球表面的水，它表现为土地的附着物，与地
球陆地部分一样，水域也有一个归谁占有、归谁使用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又指出：“⋯⋯只要水流等有一个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
解。
”根据以上所述，水面应当包括在土地范畴之列。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广泛开展了国土经济研究工作。
一般来说，国土是比土地更为广泛的概念。
所谓国土，是归某一个国家管辖的地球上的某一部分空间，即受一国主权管辖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
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和它们的下层、上空，还包括大陆架等。
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定，国家领土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领陆、领水、领
陆和领水的底层土以及领陆和领水上面的空气空间。
①国土资源是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
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劳动资源、技术资源、智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等。
西方经济学家把陆地、水面（或称水地）、地上空气层、地下矿产物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阳光、热能
、风力、地心引力、雨水等一切自然物和自然力，都列入土地范畴之列。
这方面应首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1842-1924）。
他曾对土地做过如下定义：“土地的含义指的是大自然无偿地资助人们的地上、水中、空中、光和热
等物质和力量。
”②美国土地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伊利（Richard T.Ely，1854-1943）曾经指出：“经济学家所用的土地
这一名词是指自然资源或自然的力量，不是单指地球的表面，并且包括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的一切物
质。
”③如果再进一步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土地的概念则着重在土地的生产利用，即在社会物质生产
中土地是实现劳动过程和任何生产的必需条件，起着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农业中⋯⋯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
”④按照列宁的说法，土地是农业中主要的生产资料。
除此以外，土地还是社会关系的客体。
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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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地资源管理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
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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