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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地被政府征收，变成建设用地，产生大批的被征地农民
。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被征地农民数量超出5000多万，且每年递增200万人。
尤其是1998年以后征地补偿取消了“农转非”，不安排失地农民的就业，农民得到的补偿无法维持长
期生计，加上农民自身的生活技能比较欠缺，再就业能力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征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征地权行使范围过宽、征地补偿不合理、征地费用分
配乱、补偿政策不透明、安置政策难落实等缺陷，造成农民失去农地后生活水平和长远生计难以得到
保障，导致大量的征地补偿上访问题。
究其原因是，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存在“三权一性”的弊端，即被征地农民缺少对土地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定价权，缺乏差异性的补偿政策。
目前征地补偿标准更多的是政府的单方面定价，农民无权直接参与讨价还价，制定标准时没有充分考
虑作为产品出让方的农民出让意愿，忽视了农民受偿意愿的差异性，忽略了农地作为农民财产的本质
属性，最终导致征地补偿问题突出、矛盾尖锐。
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原有的劳动技能也随之失效。
在现有无法直接实现市场补偿的制度背景下，从农民角度进行农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
究，探讨被征地农民补偿需求与社会许可的平衡，以期达到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统一，有利于科学制定
征地补偿政策，深化征地补偿制度改革，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满意度，缓解目前存在的因征地
补偿引起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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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对此后的征地关系、征地利益分配模式以及受偿意愿表达模式都有很大
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是，征地关系成为了农村与城镇间进行资源交换的一个重要管道。
被征地农民集体的征地受偿意愿主要就是获得计划审批管制的紧缺资料，诸如水泥、钢材、布匹等工
业品。
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农村带走尽可能多的资金、生产资料等经济资源，而没有给农村留下或带来必需的生产剩余。
各类经济资源主要投放在城镇的全民与集体单位。
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间价格“剪刀差”的机制，使得农村成为利益净输出方，几乎无
法获得必需的工业产品，只能维持简单的农业再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有限的可供交换的资源，土地就成为了农村集体向城镇全民单位或集体单位进行
物资交换的一个重要资源，土地征收也成为了交换管道。
农村通过同意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以协议的形式要求征地（用地）单位向l自己提供不定数量的水泥、
钢材等紧缺的计划指标或实物，或者直接要求用地单位代为修建农村所需的水利、道路等生产设施。
因此，这一时期土地征收行动，其实只是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民集体间的协商和适当补偿，政府是缺
位的，在某一时期部分地方可能有政府审批行为，但这种审批基本上是程序上的象征行为。
被征地农民集体的受偿意愿也正是通过这些过程，以协商、谈判、交换条件等方式表达出来。
这一表达方式和过程是温和的、不公开的，是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间的资源互补行动，与后来征地
机关介入后的关系完全不同。
例如，195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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