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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地制度的立法基础与路径选择》力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我国农地制度的研究作出总结
，以完善现行法律制度为目的，以立法基础为研究重点，探讨了农地制度立法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
、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从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作出贡献。
《中国农地制度的立法基础与路径选择》共由9章组成。
　　第1章是导论，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
立法是构造农地制度的源头。
一个国家农地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受该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从立法的角度完善农
地制度，必须充分借鉴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法律学者对农地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
果，充分考虑农地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第2章介绍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尽管土地私有制存在，但对于土地这种特殊的物权客体来说，土地的国
家所有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古代土地制度的根本特征。
在我国当代社会，实行土地私有制，不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
台湾地区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并不能成为21世纪的中国大陆效仿的理由。
评价一种制度的绩效应当考察该制度形成的条件和背景，不能简单地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土地制度
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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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15]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农业是一个历史最悠久的产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
动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进入现代社会。
无论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农业是人类的永恒产业。
农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一个社会空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农村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是
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分。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来说，农村的社会地位更为凸现。
农民是指那些主要生活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以农业为基本生活来源的社会群体。
农民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人。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的概念是清晰的，但其关系是复杂的，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呢？
尽管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农地制度的角度对三者关系进行探究是有意义的。
从本质内涵上讲，农业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农村是社会学概念，而农民则是政治学和法学上的概念。
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农业资源配置就涉及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本，以及农业技
术之间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
农业包括农业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粮食生产、耕地保护、土地资源管理、农业增长等问题。
与农业相比较，农村的范围更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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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地制度的立法基础与路径选择》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国外主要国家农地制度农地制
度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因素对农地制度的影响农村组织对农地制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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