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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理研》

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理研究》凝结了过去3年多来作者所在团队的支持与智慧，更多的
是作者自己的真诚与专注、深邃与远见，《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理研究》基本厘清了农村
集体经济中的真实法律关系，发现了其制度规则的基本诉求，提出了较为有效可行的制度方案，也实
现了若干法学理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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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列春，男，安徽桐城人，1968年生。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农地法律制
度研究中心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商法、农村法律制度教学研究工作。在《法学研究》、
《人民日报》理论版、《农业经济问题》、《法商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由法律出版
社出版专著《商法基础理论建构》，参编教材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权制度研究》，主
持教育部课题、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湖北省教育规划课题、国家博士后基金课题各1项。参加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4项，近期主要参加陈小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农
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法律制度研究”，集中研究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中的法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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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背景 三、研究的目的、意义 第二章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
实现的相关范畴界定 一、中国式的问题研究背景  二、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内涵 三、农村集
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支持要素 第三章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理论依据 一、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的效用 二、生存需要理论 三、人性假设理论 四、有限市场理论 五、所有权类型化理论 六
、农村集体经济的固有逻辑与制度优势 七、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规范建设中的政策与法律途径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成与历史变迁 一、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渊源  二、新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历史起点中
的问题预设 三、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制阶段的实践经验 四、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确立 五、乡镇企业的
兴起与改制  六、当前集体经济的新探索 第五章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的机理与机制 一、农村集体经济运
行的机理 二、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的机制  第六章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 一、价
值目标 二、功能定位 第七章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实现与政策扶持 一、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的契合与
背离 二、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实现 三、农村集体经济通过政策扶持的实现 第八章我国农村
集体经济实现中的主体制度 一、集体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  二、农村集体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体系 三
、农村集体经济活动中主体的功能设计 四、集体经济活动中主体的法权构造 第九章中国农地集体所
有权机制 一、中国农地集体所有权塑造的实践理性 二、中国农地集体所有权的虚与实 三、中国农地
集体所有权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 第十章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中的村社权力 一、村社权力需要激活 
二、村社权力的法权塑造 三、集体经济活动中的村社权力 四、规范村社权力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五、
村社权力的私法保护 第十一章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中的地租机制 一、农地租金制度中的基本
理论前提 二、中国农村地租中的法权依据 三、农民租金偏好的制度理性 四、当下中国农地租金的演
变形式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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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通过集体整合经济资源并运用经济资源。在实现层面上，集体经济中的集体具有手段性意
义，广义的集体经济包括分散经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在法权上可以解释为集体经济通过家庭承包经
营的方式间接实现。因为家庭承包的是集体土地，集体为村民的福利提供以平均分配村社土地资源的
方式实行的。集体经济的固有属性是其公有性质，在集体内部弱化了资本的作用，实现了劳动与生产
资料的直接结合，消灭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机制。但是，涉及商业性的运作和进行商业化组织时，资本
机制不可或缺，即使是集体经济中需要通过集体平台进行组织，也要对各种经济资源按照市场要求进
行适应性地商业化改造，也不可避免地要将各种经济资源进行资本化。在集体经济中，如果承认每个
村民都能分享利益，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持有股份，村民又是“股民”。所以，在全国许多地方
，农村集体收回农户承包土地，农户的土地权益变为在农村集体中享有的股份。但是，这种股份并非
严格依据出资进行划分，也非依据自由出资；而是在村民资格的基础上，进行象征性地出资，再将土
地之上的抽象份额量化和显性化，仅仅是对集体经济安排中对商业的资本制度的比照。同时，也由于
这种股份化不规范，所以，在集体经济中，村民作为股民的意识不强，在意识上和国家正式法律制度
中没有彰显，仅仅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存在。村民作为股民的权益往往混杂在村民民主自治权益中
。村民作为股民的权益保障和意志行使也无严格的程序规范。所以，如果将农村干部看做村社的当家
人和村民的受托人，那么，从“股权”机制上对农村干部的约束渠道不畅。这就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解
释为什么村干部的权力往往易于摆脱村民的约束、控制，村民利益日益受到侵害。 4.集体经济具有互
助性质，与市场机制存在一定的背离。集体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弱者之间的联合，是在社会竞争中处
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群体的理想选择。与企业选择相对应，企业本身就具有上进心、进取、冒险的
意蕴，企业是强者之间的联合。集体经济的初始设计就具有有利于无产者的倾向，具有在内部互相帮
助，在外部防御、抵抗市场机制和资本机制侵夺的意蕴。在我们课题组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发现，集
体经济是弱者联合的性质至今并无实质性改变。我们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民总是偏爱保底，
租金是其首选的经济方式。如果动员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人股，随着市场波动和企业经营状况分享利润
，农民不会答应。如果让农民交出土地，对价是每亩土地每年多少租金，农民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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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理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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