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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下中国，土地问题不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之一，而且随着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频频出现和
升级的冲突，以及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等围绕土地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尖锐，土地问题已经成
为关系社会稳定甚至国之命脉的大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社会矛盾，我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已经紧锣密鼓地提上议程，但面对土地财政积重
难返、土地权利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等诸多尖锐矛盾，相关诸多土地制度的修订和设计不免陷入顾此
失彼、左右为难的处境，其修订的进程举步维艰。
《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一书即是在此背景下，基于土地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从法学
的研究视角，立足于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着眼于
构建我国科学有效的土地法律体系和制度创新进行研究的成果。
　　《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首先从体系化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了我国新时期土地法的
体系构建问题，创新性地提出土地法应该着力构建土地权利法和土地管理法两大支柱，系统提出了土
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并重的思想，摒弃了目前盛行的重土地管理、轻土地权利的倾向，并针对土地征收
征用中漠视土地权利人权利之时弊，提出应将土地权利法作为当下中国土地法体系之基石的创新性思
想。
《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在研究、分析我国土地所有与使用制度历史发展与启示的基
础上，就目前我国土地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诸多分歧并迫切需要厘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建
设用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土地登记法律制度、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法律制度、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及其争议解决机制问题、我国土地管理中的监
督检查及归责八个核心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针对相关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创新
性意见和方案，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土地问题之有效解决尽绵薄之力。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方面，就我国土地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根本分歧并迫切需要厘清的土地
法体系等基础性问题和土地征收补偿等现实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观点和思想，相信其
对于我国土地法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目前围绕土地问题的尖锐矛盾的缓解和解决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另一方面，针对正在紧锣密鼓提上议程的我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本书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
和观点，对于利用法律修订的良机来破解目前盛行的重土地管理、轻土地权利的倾向，以及在土地征
收征用中漠视土地权利人基本权利之时弊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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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自愿交回。
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
但是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
的补偿。
 （2）发包方收回。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
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但是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
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同自愿交回一样，在承包期内，承包方被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
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婚嫁女或离婚丧偶妇女的承包地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
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
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妇女在农村中的弱势地位，法律对此做了倾斜性保护，以达到实质上的公平
正义。
 另外有学者提出，法律规定的发包方可依法收回承包地的规定可能会导致收回落空。
因为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之前可依法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取得交换价
值。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发
包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收回承包地前，承包方已经以转包、出租等形式将其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且流转期限尚未届满，因流转价款收取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
理：（一）承包方已经一次性收取了流转价款，发包方请求承包方返还剩余流转期限的流转价款的，
应予支持；（二）流转价款为分期支付，发包方请求第三人按照流转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价款的，应
予支持。
”①这就使迁移转户口之前的流转获益行为得到有效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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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方面，就我国土地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
根本分歧并迫切需要厘清的土地法体系等基础性问题和土地征收补偿等现实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一
定创新性的观点和思想，相信其对于我国土地法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目前围绕土地问题的尖
锐矛盾的缓解和解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另一方面，针对正在紧锣密鼓提上议程的我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
度创新研究》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利用法律修订的良机来破解目前盛行的重土地管理
、轻土地权利的倾向，以及在土地征收征用中漠视土地权利人基本权利之时弊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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