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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针对征地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 , 探讨“和谐”的科学内涵很有必要。阐述了征地制度引发
的农民权益问题 ,提出了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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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农村集体使用土地能不能直

接进入建设市场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建设单位申请建设用

地, 经政府批准后, 由事业单位“征地事务所”负责征地事宜 ,

由于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 政府及相关机构在征地过程

中均取得了一定收益, 这种管理体制增强了地方政府和企业

大量征地的动力, 甚至在农民没有表态的情况下, 土地就被

低价处理了。但农村集体土地属于集体财产, 农民拥有土地

使用权、承包经营权30 年不变, 这些都受法律保护的。笔者

针对征地制度引发的农民权益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提出了

一系列可行性建议。

1  征地制度引发的农民权益问题

目前, 在征用土地过程中, 为降低成本, 改善投资环境 ,

补偿标准常常是就低不就高。土地用于拍卖时, 征地价与市

场价之间相差悬殊, 而农民却未从中获益。虽然经济发展对

土地的需求必然增加, 但不能违反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国家

法律, 更不能把未来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的

基础上。现阶段大多数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都是以一次

性发放安置补助费为主 , 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 , 从而造成失

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

1 .1  心理负担增大  我国农民一直把土地作为他们的“命

根子”, 土地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几千年来 , 他们依靠

土地生产、生活、养育后代 , 接受新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则存

在一定困难; 一旦失去土地, 心理则“无着落”, 丧失了寄托和

希望, 自然就会为以后的基本生活问题着想。据统计, 失地

农民普遍表现出对生活前景的彷徨、焦虑, 甚至失去信心, 失

地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

1 .2 生活无保障 农民失地以后, 一下子没有了基本的生

活来源, 失去了千百年来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保障, 就

意味着“下岗”, 吃饭、住房、穿着开销等问题接踵而来。就全

国来看, 征地的补偿费是不一样的, 但总体来说, 征地补偿标

准都较低。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 征地补偿款在非常节

约的情况下最多只能维持6 年, 但事实上 , 很多农民缺乏长

远规划, 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 他们在短时间内就会

陷入困境 , 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征地导致农民

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相当普遍, 有的甚至由于土地的征用出

现“返困”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 942 户失地农民的调

查, 耕地被征用前, 他们的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 765 元; 耕

地被征用后, 年人均纯收入平均2 739 元, 约下降了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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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就业无保障 部分农民失地以后可能会找到工作 , 他

们的就业渠道主要有3 种: ①招工安置。即地方政府和用地

单位安排失地农民就业。在现有的用人制度下, 失地农民就

业只是临时的, 随时都有可能失业, 而且这种安置还要找“关

系”; ②外出务工。有的农民失地以后, 背井离乡到外地打

工。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和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村居

民通常文化素质、知识技能相对较低, 在城市中能从事的一

般都是低声望、低技术劳动和低社会参与的职业, 社会地位

低下, 他们没有技术特长, 没有年龄优势, 是社会的弱势群

体, 同时加上现在城市就业也非常困难 , 很难找到合适工作 ,

即使找到, 也是既辛苦收入又低的短工; ③个体经营。部分

失地农民有经营头脑, 利用征地补偿费做生意 , 进行自主创

业, 政府对自主创业也给了优惠政策, 但自主创业不但要有

市场, 还要有经营头脑, 所以靠这种方式就业的为数不多。

2  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措施

2 .1 重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构建维权主体  根据目前农

村集体土地的管理和使用现状, 笔者认为在今后数年内应重

构农村产权组织, 进行公司化法人机关改造, 农民集体应当

成为一个法人, 按照法人来组织代表机关, 运行它的财产。

农民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是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

所有权的权力机构, 而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机构。在土地所有

权上, 村农民集体应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主要形式 ,

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一种补充予以保留, 取

消乡( 镇) 一级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 将乡镇公益事业、公共设

施以及已经确权发证和无法退还的原乡( 镇) 所有的集体土

地收归国家所有, 其他乡( 镇) 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退还给村或

村民小组集体组织经营管理, 使用权不变。农民集体成为独

自的维权主体, 政府征用土地直接与农民集体协商, 由于直

接关系到全体农民的切身利益, 农民集体的积极性和维权意

识会明显提高。

2 .2 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 完善征地制度  征地制度的

完善是保护农民权益不受侵害的关键举措。目前征地制度

的完善应该本着以下原则: ①公开、公正、公平。提高征地的

透明度, 做到征地前征求农民意见, 征地过程中发动农民积

极参与 , 征地后进行公示; ②保障农民生活质量不下降。确

保农民失地后, 获得良好的生活、居住、就业和生存发展条

件。这是原则的关键部分; ③保证农民社会保障。在保证农

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基础上, 要保障农民经济发展的空间 , 即

不仅仅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还要解决农民的致富奔小

康问题 , 不能使农民既失地又失业。

基于以上原则,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①严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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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共目的范围。如 , 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国防设施、国

家机关及地方机关建设用地、交通、水利、教育、文化等公益

事业用地可以征用 , 而一些危害农民集体利益的招商引资等

项目, 特别是一些具有污染特征的项目则应严格限制占用耕

地; ②严格征地的程序。征地需建立一套严格的程序, 农民

集体是审批的关键, 需征得2/ 3 以上村民同意方可征用, 这

样做提高了征地的透明度和农民的知情权; ③改革征地补偿

制度。提高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 将补偿重点放到拥有

使用权的使用者身上, 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应分为4 个部

分: 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

用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 ④积极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令

人欣慰的是, 以上内容在2006 年9 月5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

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均得到了体现。该通知

主要在约束地方政府征地职责、控制“租地风”、强调被征地

农民长远生计和提高工业用地征地标准等方面进行了严格

规定, 并将制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该通知充分体现了

以保障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原则。

2 .3 增加劳动就业, 加强技能培训  征地过程中除了要对

农民进行经济补偿, 还应该重视给予农民功能性补偿, 即政

府和征地单位在积极增加失地农民就业岗位的同时, 还应在

现代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发挥作用, 使失地农民逐渐走向市

场。农民市民化要以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为

前提。对于年轻的失地农民 , 可从3 个方面来帮助其就业 :

①提供就业服务。政府、用地单位和劳动保障部门积极为失

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信息 , 鼓励企事业单位多招本地

失地农民, 保证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再就业; ②由政府和用地

单位提供奖金保障, 加强职业培训。根据失地农民的实际需

要, 由政府和用地单位提供资金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职业技

能培训, 保证农民掌握就业技术; ③制订优惠政策, 减免税

收,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为此 , 政府必须尽快构建完善

的农民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加强开展农民现代职业技能

培训工作, 提高农民素质和职业技能, 增加其就业机会, 增强

广大农民对时代、对社会的功能适应性。

2 .4 完善政策法规, 切实减轻失地农民负担  国家在为失

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及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同时, 应积极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切实减轻失地农民负担。可从3 个方面

入手: ①减轻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支出。子女的教育支出是

农民一项大的开支, 国家应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特别是

失地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 在未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 对失

地农民子女提前实行; ②进行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 进行

种粮补贴是我国近年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策略, 没有实行免

征农业税的地区可对仅有少量土地的失地农民提前进行; ③

禁止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停止在农

村搞计划生育达标、修路达标、医疗卫生保健达标、通电视广

播达标、小康建设及小城镇建设达标等检查验收和评比活

动; ④降低电价, 保证农民能够用得起电, 减少农民支出。

3  结语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励

精图治、发奋图强。政府在人与自然、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

村以及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应不厚此薄彼、顾此失彼 ; 同时应

在体制和机制上做文章, 使各种关系相融相安、平衡协调。

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占地规模的征地制度, 对于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政府一定能协调好现阶段征地制度与

农民权益之间的关系 , 构建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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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现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减少生态赤字的主要措施有 : ①

增加科技投入和技术含量 , 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生物生

产量 ; ②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 , 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 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 ③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

的消费方式 ,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体系和合理健康

的消费体系。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 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 对2004 年桂林市的生态足迹

进行了计算分析, 结果表明 , 桂林市的生态足迹大于其生态

承载力, 处于不可持续发展阶段。说明目前桂林市的经济

发展是以耗竭自身资源或其他区域的自然资产为基础的。

要转变这种态势, 桂林市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提高单

位面积的生物生产力, 积极控制人口增长, 降低人口负荷,

推行循环经济 , 倡导绿色消费,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

和消费体系; 同时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加强对耕地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新型能源等。

生态足迹理论是一种评价可持续发展程度的较好方

法, 它涉及的范围全面广泛 , 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

系统性、公平性和发展性。但生态足迹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它是一种基于静态指标的分析方法 , 只能衡量现实情况 , 反

映一种生态状态。在计算生态足迹以及比较评价各个年度

生态足迹时 , 是以假定人口、技术、物质消费水平不变为前

提的 , 没有涉及经济、社会与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 而且没

有考虑人类对现有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等因素 , 因此 , 现有

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及其指标体系还需要不断改进和

完善。

参考文献

[ 1] REES W.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2 ,4(2) :121- 130 .

[2] WACKERNAGEL M.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9 :375 - 390.

[3] WACKEMAGEL M, REES W.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 Reducing humani m-
pact onthe earth[ M] .Gabriola Island : NewSociety publishers ,1996.

[4] 李金昌.生态价值论[ M]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
[5] 桂林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编委. 桂林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 Z]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
[6] 董泽琴,孙铁珩.2004 生态足迹研究- 辽宁省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

[J] .生态学报,2004,24(12) :2735 - 2739 .

912135 卷4 期                许 华 现阶段征地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