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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中国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合理利用与管理已经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社会
问题ꎬ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制
约良性农村发展和治理的主要瓶颈ꎮ 严格界定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和提
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已成为相关土地管理制度改善所关注的主要问题ꎮ 但
是ꎬ如何让农民具有更充分的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参与权以进一步保障他
们的权益还尚未在学术界得到深入的探讨ꎮ 本书从多元角度剖析了主要的
经济、社会、体制和法律政策层面上的制约制度完善的因素和相关理论问
题ꎬ并使用大量的案例介绍中国各地农地征用的主要形式、做法、经验教训
及存在的问题ꎮ 它又进一步地展示了“中国农地征用与治理:参与式学习
与实践”项目所开发的参与式农地征用的管理办法及在地方试点的运用情
况ꎮ 最后ꎬ本书还介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ꎬ以供中国土地研究和管理者
参考借鉴ꎮ

本书适合土地管理研究人员和政策制订人员ꎬ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
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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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执行的研究项目“中国农地征用与治理:参与式学习

与实践”(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重要成果之一ꎮ 该项目探讨了以公众参与为核心ꎬ如
何确保农民在农地征用中的各项权益ꎬ如何提高土地征用程序的更加合法化、合理

化和透明度ꎮ 该项目也针对土地研究的各领域 (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土
地管理、农村发展和治理等)ꎬ在结合国内外的土地制度演变和土地管理的经验的

基础上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实践ꎮ 我们希望该项目能为中外土地研究者和

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ꎮ
本书汇聚了中外土地研究者贡献的 １８ 篇文章ꎮ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不

同的方面对农地征用问题进行了讨论ꎮ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展示这些研究上的最新

成果和观点ꎬ为众多的对土地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便于学习、研究的机会ꎮ 可以说ꎬ
土地研究是复杂的ꎮ 我们的方法是利用交叉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研究问题ꎮ
我们也希望这些研究能为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和土地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有

效的建议ꎮ
我们在此应特别感谢项目的中方合作伙伴和专家(冯楚军、黄小虎、李维长和

张千帆等)对我们的积极支持ꎮ 他们的宝贵建议和学识对我们项目的顺利实施起

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我们还应衷心感谢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大力协助的其他专业

人士ꎮ 我们也感谢二十多位作者的无私奉献ꎬ为这本编著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ꎮ
最后ꎬ我们特别感谢福特基金会给予项目的资助ꎬ并对项目官员贺康玲(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教授给予我们的理解、建议和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ꎮ 我们也对未能提

及的中国和荷兰的同事和朋友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一并感谢ꎮ

赵永军(Ｙｏｎｇ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Ｌｅｏｎ Ｖｅｒｓｔａｐｐ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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