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1535820

10位ISBN编号：7561535821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郜永昌  著

页数：1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前言

　　中国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经过广大法律学人的苦苦探索，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不
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现在，经济法作为与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社会法等并行不悖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已经得
到了立法的确认，对此法学界也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20余年来，广大法律学人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紧扣时代脉搏，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把
经济法理论和实践扎根于我国现实的经济土壤之中，并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在法制实践中所形成的
共同的法律文化，辛勤耕耘，求实创新，不断开拓进取，使经济法学在我国法学百花丛中蓓蕾初绽，
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中国法学的繁荣，并为世界法学界所瞩目
。
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仍然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还需要广大法律学人更多地培育
，才能更好地成长。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愿望，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作为教育部确立的国家级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点，一
方面想为广大经济法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另一方面也
想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建设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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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经过广大法律学人的苦苦探索，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
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现在，经济法作为与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社会法等并行不悖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已经得
到了立法的确认，对此法学界也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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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的城市土地规划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指定城市规划区；划分市区化区域及市区规划区；决定
功能区与用途区，确定有关开发许可等措施。
同时把城市规划区分为市街化区域与市街化调整区域，有计划地发展城市。
这里的市街化区域指的是城市规划区的建成区及在10年内要优先发展的地区，城市建设只允许在此区
域进行。
而市街化调整区域则是指城市规划区除市区化外的区域。
这一区域只允许建设住宅或体育场所，并且经过严格的审批。
　　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发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区，出现了居住环境恶化、公共
设施匮乏的现象。
为此，日本政府采取土地区划整理解决上述问题。
土地区划采取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居民地块调整相结合来推进发展居住区的办法，目的是在有限的土地
与资金条件下，解决城市快速增长与基础设施匮乏之间的矛盾。
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方法主要包括土地减步、地块调整及预留地三个方面。
土地减步是对土地进行规划后，贡献出的面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平衡资金。
土地减步量的计算要综合考虑资金投入、地块获益和地产主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地块重整将重整前的
杂乱地块转换成符合道路及其他设施的形状，并在地块减步计算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绿地、公共设施用
地的规模与位置，确定各地块的实际大小、形状与区位关系；预留地概念是指各户贡献一小部分的土
地，大家贡献的面积合在一起形成预留地，预留地一部分作为道路及公园、停车场等设施的建设用地
，另一部分作为资金地，用以平衡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待项目完成后出售。
通过土地整理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使都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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