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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对中国10省
次39县次116乡次226村次2300个农户进行了两轮大规模农地实地调研，沿袭解释论到立法论的理论路
径，通过实证研究、体系研究和价值研究的分析方法，依次从实证调研、域外考察、理论研究和立法
文本四个层面对农村土地立法问题作了科学、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这一最终结项成果。
陈小君等编著的《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共分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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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小君，女，法学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民法教程》（主编）、《合同法学》（主编）、《海峡两岸亲属制度比较研究
》（合著）、《合同法新制度研究与适用》（舍著）。
代表性论文有：《传统文化反思与中国民法法典化》、《合同法分则整体式研究》、《挑战与回应—
—WTO与中国民商法》、《合同法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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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应有其独立性，保持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稳定性是一种必然的制度逻辑，因而“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制度显而易见具有短期性
和阶段性特点，现有农户之间人地不均矛盾最终将应由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向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收取适当的土地使用费（租金）加以较为彻底的解决，即农民基于成员权取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时，其须对土地所有权人即农民集体承担缴纳一定租金的义务。
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以交付合理的租金作为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
为此，有两个法律问题或前提条件应当明确：第一，由于农户和农民集体都具有相互独立性，农民集
体自己也应有合理的利益诉求，故收取租金的额度应由农民集体成员大会决议确定，而不能由村委会
独自决定。
第二，租金的用途必须明确和公开，应用于村集体全体农民，即为全体农户谋福利，包括眼前利益（
如修建水利设施、公共设施和环境改造等等基本福利项目）和长远的社会保障（如成员的失地保险、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保项目）。
 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发包土地时收取土地使用费即租金的权利，也没明确规
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缴纳适当的土地使用费即租金的义务。
但根据本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村集体公益事业资金枯竭，眼前的事情无人管理，更不要说长远
打算，如果立法只考虑到农户的双重身份就忽视了其在农民集体中这一身份主体应尽的必要义务，必
将走向另一个极端。
农民个体与农民集体相辅相成，利益攸关，在我国现阶段，农民集体的存在价值是重要的、多元的，
且富有体制与制度深意，如果架空农民集体，无视集体利益，很难说是公平合理，更可能无法实现中
国式农地制度设立和变革即缩小城乡差距受惠于数亿农民的初衷。
而且，由于农民的相应财产利益（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获得，必须通过成员权之行使或以成员权为
基础，而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忽视了对新增人口的成员权的保护，其在一
定程度上直接与公平原则相悖离和冲突。
所以，农民集体以收取的租金给无地和失地的农民作出一定的经济补偿正可作为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政策的有益有效补充，完成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的现实与法律目标。
自然，对农民集体收取的租金的使用应当有严格的制度保障，而其推行也应当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
的过程，在当前刚完成废除千年“皇粮国税”的农业税的社会环境下不可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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