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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各地所开展的不同模式的土地储备开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每一种模式的优点与缺陷，
并对如何改进及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供大家思考。
同时，该书还系统总结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土地储备开发的基本做法与经验教训，这对我国各地的
土地开发模式选择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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