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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大量农村土地的征收转用，并产生了众多的失地农民。
现行征地管制体制使得各利益集团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侵蚀模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失地农民
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导致征地矛盾不断升级，群体性事件频发。
本书首先从地租理论、产权理论以及政府管制理论出发，提出了征地管制政策供给与制度安排的分析
框架和理论假设。
然后，通过对浙江省各地市以及浙江省10多个县（市）20余个村庄800余位农民的详细田野调查，描绘
了浙江省各地征地管制变迁的路线图，查明了不同群体农民对征地管制变迁的认知与反应。
田野调查还发现，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城郊大量名特优产品基地被征收转用，造成名特优产品基地不断
缩小，产品品质下降，这种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最后，本书在借鉴境外征地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征地管制的政策供给和制度安排作了详尽分析，提
出了经济性征地管制政策、社会性征地管制政策以及对征地“管制者”的管制政策的建议；并根据国
际上政府管制的发展动态，展望了我国征地管制的趋势，即征地治理机制的多元化趋势、征地管制的
一体化趋势、征地管制的社会化趋势以及征地管制的绩效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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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海君，1977年出生，浙江台州人，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土地管理、项目管理研究，分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全国教育科不“十一五”规划
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以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
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译著1部；在《管理世界》、《城市规划》，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Pedosphere等国内外学术十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检索2篇，ISTP检索4篇
，ISSHP检索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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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和城门，在城市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开
放。
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城市经济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
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统计，1990～2006年的17年间，我国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86个，
市区非农业人1：3超百万人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117个。
2006年，地级城市建成区面积达33659.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2238.2人／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已达
到43.9％①。
　　城市化既是人1：3的城市化，同时又是土地的城市化。
而且，我国的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1：3增长速度。
如2000年我国城市土地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到2003年达到2.83万平方公里，城市土地面积扩张的速
度平均年增长为8.8％②。
　　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的扩张带来了大量农村土地的转用，并产生了众多的失地农民。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了3300多万亩耕地，近7成是政府用行政方
式征占土地。
到2004年，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张醅，2004)。
对4000余万农民失地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国大搞开发区，最高峰时开发区多达8000多个，当时全国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
为1000万亩以上，人为征占为500万亩，按人均两亩地计算，13年间全国失地农民数量起码达6500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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