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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农民权利保护的法理》主要有转型时期农民权利保护论题的提出、农民问题研究现状简述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关于农民权利问题的前提性分析、农民权利保护问题的现实背景
和理论背景、农民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述评、相关用语的含义界定、农民现有生存状态的分析：城乡
二元结构下的利益分配差距农民身份的解读、国内外对“农民”含义的理解、《当代中国农民权利保
护的法理》中“农民”含义的界定、农民与土地：生存状态的内在考察、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情
况概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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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佳慧，女，汉族，1977年生，内蒙古满州里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2000年毕业
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取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硕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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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对城市的倾斜，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战略决策，“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城
乡、工农的资源分配的差别，实质上是资源配置的空间或地域分配化的集中体现，它是特定历史时期
的战略选择所促成的结果。在底子薄、资金少的新兴国家，要想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工业体系，并极力
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让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做出一定的牺牲”①。但是，决策者在制
定国家发展战略时未必能够规划到的是，这些制度一旦确立，就会对以后的制度设计产生路径依赖的
作用，由于长期的资源倾斜，农村、农民在政策和制度制定上的“失语”现象和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式
，使行政管理过程无论是在制度的制定上还是制度的实施上都能更“简明”、“高效”和“便捷”。
事实上，现有的大部分管理制度的制定也都依赖于城乡二元这一社会结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向
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过程先后经历了两个过程，即首先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进行
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其次，当这种配置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后，由于城市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
经济资源，使其在政治上能产生对自身有利的影响，此时，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惯性作用依赖并巩固着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使资源的倾斜性流向难以改变，也使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歧视逐渐变得“
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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