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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主题研讨集合了5篇文章，它们代表了不同专业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涉及到不同社会的经
验。
第一篇文章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现实案例，对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
法律架构下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的行为进行了博奕分析。
接下来的文章把作者从法律的规范分析拉回到现实的生活场景当中。
本书供广大的法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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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研讨：征地与拆迁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法经济学分
析　　冯玉军 李秀君　　住宅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私人生活的载体和公民隐私权、财产权及其他
权利的落脚点。
尤其是在转型阶段的中国，住房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百姓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成为发展民生的基
本标志以及民权保障的核心问题。
　　也不知从何时起，拆迁在全国各个城市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热火朝天的拆迁浪潮中，政府
、企业、居民、公众都卷入其中，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矛盾也就
纠缠错结，愈演愈烈。
从南京被拆迁户翁彪因拆迁纠纷点火自焚到湖南嘉禾恶性拆迁事件，各方利益和诉求究竟谁是谁非？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际效果何在？
与此类法律供给相应的法律需求出现了怎样的偏差？
法律约束何以如此苍白？
优化途径何在？
这些问题均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
　　在以下的研究中，笔者首先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现行拆迁制度包括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
赔偿方法、拆迁程序等具体制度规定，进行利弊得失的研究。
其次，结合湖南嘉禾事件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的各自利益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对《城市房屋拆
迁管理条例》进行博弈论和模式化的分析。
最后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现告诉迁制度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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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如影随形，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农地被转为工业和商业用地，旧
城改造，新城建设，地价升腾，人员流徙。
这样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有着某些共同特征。
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
特别是因为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这一过程同时又极具地方特色。
在中国，土地开发的浪潮汹涌澎湃，于最近数年达到高潮。
这个以征地与拆迁为人熟知的过程，一方面成就了各地每年刷新的发展指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
的社会问题。
不夸张地说，像本刊上一辑讨论的“农民与农村社会”主题一样，征地与拆迁也处在一个制度交叉点
上，是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出路的一个很好的透视点。
　　本辑主题研讨集合了5篇文章，它们代表了不同专业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涉及到不同社会
的经验。
第一篇文章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现实案例，对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
法律架构下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
作者认为，尽管新的宪法修正案申明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国家依法保护公民财产等项原则。
但是中央和地方的拆迁法规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制约政府权力、保护被拆迁者权利和平衡开发商利益的
宗旨，结果造成拆迁过程中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
作者主张对拆迁行为和拆迁法予以重新定义和构建。
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商业开发应当与政府出于公益目的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区分开来，前者由民
事法律调整，后者才适用行政法范畴的拆迁法。
　　程洁博士的文章侧重于征地与拆迁过程中的程序问题。
她从对土地征用与房屋拆迁的5起实际纠纷的分析人手，试图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从对征
地权的程序性制约和对被征用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的角度，去规范征地权，维护财产安全，提高土地利
用的效益。
　　接下来的文章把我们从法律的规范分析拉回到现实的生活场景当中。
这个由两位社会学家描述的生动个案，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征地一方与被征地一方斗法的种种策
略和细节。
这种动态的多层次的描述和分析所透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我们深入思考征地与拆迁问题的基础，也是
对上述经济和法律分析的有益补充和平衡。
　　主题研讨的最后两篇文章为我们引入了不同社会的经验。
藉着这些不同的经验，我们也许会“重新”意识到“征用”概念在法律上的正确含义：作为一种加于
私人财产的国家强制力，在任何一个尊重财产的社会里，征用都是一种非常态的行为。
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和审查。
　　王维洛博士比较了中国和德国征地拆迁的程序和赔偿标准。
列出两国在征地拆迁方面的七项差异。
比较而言，中国征地拆迁之规模大，补偿低，程序简易，无公众参与，过程不透明，一切受行政权支
配，以至征地拆迁在中国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
而在德国，一方面，行政权的行使受公众知情权制约，更要接受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开发商的行为
也受公权和私权的各种限制，征地拆迁困难重重，绝非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首选。
所有这些差异，最终可以归结为一国之内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财产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的程度。
　　“美国的征地行为”一文，从征用的历史和原理，到征用在美国社会中的运用，系统梳理了美国
的征地法理学。
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美国法上对与征用有关的一些重要概念的辨析和界定，如什么是征用，
何为公共使用，什么是公正补偿等等。
对我们来说，这些关于征用概念的细致辨析和深入讨论极具启发意义，而使得这类辨析和讨论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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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基础和机制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的改革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其先导，这绝非偶然。
实际上，改革就是一个不断“松绑”的过程：为思想松绑，为生产力松绑，为人的创造力提供更广大
的空间。
改革事业未竟，也正是因为旧体制与旧观念加于人心、人身和社会发展的束缚仍在，需要进一步去破
除。
着眼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从企业家行为和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创新问题，抓住了当下改革路向的
一个关节点。
吴敬琏、黄少卿合写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
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促成了大规模的私人创业活动，推动了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成长。
但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保留了可观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权力和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种变通
性制度安排同时也激励了经济领域中的寻租和腐败活动，后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
。
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深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一途。
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一方面退出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另一方面则要提供社会所需要的
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为现代市场制度所需的法治体系。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扩大”一文讨论了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
在关于中国改革问题的激烈论辩中，一直有人把中国社会收入扩大现象视为社会不公正的铁证，又把
这种现象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进而提出否定改革的各种主张。
那么，当代中国收入差距的状况究竟怎样?收入差距扩大现象与市场化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现象
究竟说明了什么?李实和赵人伟两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的收入问题研究，在这篇新作当中，他们试图在
最新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透过更细致合理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文章首先归纳了中国近期收入分配变化的若干特点，然后通过仔细估算，平衡了流行的基于不同统计
方法而得出的有关收入差距的几种不同结论，最后则提出了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改
革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分和原因。
作者使用的框架区分了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两个维度，然后看收入差距的哪些部分是正当的，哪些是
不正当的，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
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把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地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相反，与市场化改革同时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就其不合理的部分而言，恰恰是因为政府体制方面的
改革不充分所致。
此前，本刊曾就此文请两位作者和若干学界同仁展开研讨，现将研讨会上张春霖博士和周其仁教授的
评论一并刊发，以帮助读者深入思考此一问题。
　　医疗制度改革是另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
自从2005年一份关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成败的官方报告问世之后，围绕医疗制度改革的论争几乎变成
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革本身的论战。
医疗制度需要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如何改?向什么方向改?可作的政策选择有哪些?可能建立
的制度又有哪些?对于这些问题，张春霖博士结合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了一番梳理，颇有
助于读者进一步去思考相关问题。
　　在另一篇评论文章里，谢平讨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内外两方面的问题，进而指出了下
一步改革的方向。
由于作者长期从事银行管理工作，参与政策制定，其观察与分析可谓深入。
　　从政治学角度看，本辑作者关注的制度问题均可被视为国家治理与实力的“软”的方面，而在当
代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所谓软权力已成为一国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丝毫不输于一国
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实力。
赵刚的“软权力论”将文化、制度、责任、创新和信息等列为中国和平发展所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这与前面各文作者的关切实为一事之两面。
GDP的增长和军力的加强均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受国人爱戴、受外人尊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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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近者悦，远者来”，靠的是自由与繁荣，公义与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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