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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命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术文库》（以下简称《法学学术文库》）写序是件幸运的苦差事。
言其幸运是组织的信任，言其苦差实颇费心力。
　　愚意以为，《法学学术文库》的出版是学校科研的盛举。
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
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伟人还说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众所周知，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1995年前名为西南政法学院，人们常简称其为西政）已经五十
有五啦，假如是个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
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悲哀，有过耀眼的光环。
它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
从纵向看，大致可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奠基期。
时间跨度当从1953年建校算起至1966年上半年。
学校从批准到选址，从选址到成立，从成立到教学，基本是顺应政治之需。
司法改革运动又“使一大批并无政治问题的法学专家、教授被拒之于新的司法机关和大学讲坛之外”
彼时不以做学问为时髦而以讲政治为荣耀。
虽有少许著述出台但基本上是谈不上法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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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所有权，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最核心理论问题。
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民法制度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建立的，而且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民法理论，也直接
或间接地与土地所有权相关。
作者十余年以来长期关注并倾心于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在专著《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之后观点逐渐
鲜明，于本书中明确提出：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是资源时代的必然趋势，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
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土地所有权已越来越远离私法而成为社会法的权力类型。
中国土地法制制度必然以使用权为核心建立。
土地资源利益应当还原社会。
这种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的观点，经济学界亦有部分专家赞同，此不同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论断。
势必引起一场重要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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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一章　土地的属性　　一、土地的财产属性　　财产必须有一个确定的主体，这个主
体就是财产权人，它可以是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些人。
没有主体，财产产生的利益无人控制，成为共享品，也就无所谓财产了。
财产权人还应当具有控制其财产的权利，可以排斥其他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即排他性。
土地的财产属性首先就表现为土地的可支配性。
作为财产的土地必定是可以经分割而为确定的主体所控制的。
反之，如大洋较深部位的土地和两极为冰雪覆盖的土地就不是财产，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人类占用。
海水能被占用，但在自然状态下也不能看做财产客体，因为它还不能被人类排他地使用。
　　（二）土地的稀缺性　　“财产不可能简单地存在于没有人、对财产没有外在要求的地方。
它也不会存在于某些与世隔绝的地方，那里仅有一个使用者如鲁宾逊。
财产权只有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争相拥有和使用某一东西的人，因此在他们之问需要分清确认权利
时才会存在。
”①也就是说，稀缺性是土地构成财产的必要条件。
稀缺意味着供不应求。
人对土地的需求有两个层次：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
前者指人类“吃”要从土地上取得粮食，从森林猎获动物，采摘果实，“住”要有山穴、草棚、瓦房
乃至高楼大厦，“穿”需要采摘树皮、种植棉花，行要修路、搭桥等。
后者指人类要想获得更多物质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愉悦，比如要有良好的交通和通信，同样离不开土
地。
由于土地天然的有限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当有限的土地供给无法再满足所有人日益膨胀的需求，就需
要借助权力来明确有限土地的归属，土地因此成为强者的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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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研究》作者十余年以来长期关注并倾心于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土地所有
权国家独占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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