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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土地权属的继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遇到的产权变动形式之一 。 集体土地的继承包括所

有权继承、承包权继承和使用权继承．三者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保护土地使用权的继承．应该也明文规定承认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继承权。 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是对立的统一 ，文章重点对土地所有权和承包

权属的继承和撤销作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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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权属继承和撤销概述

土地的位置不动，对土地的拥有、使用或交换等表现为对土地权属的拥有、使用或交换。

因此·土地的继承表现为对土地权属的继承：十地权属的被收回表现为权属的撤销（即收回）。

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遇到的产权变动形式。 首先·土地利用的

永续性和产权主体一－－自然人寿命的有限性决定了土地产权在产权主体之间的继承。 一般商

品在利用过程中都会被消耗，经过有限次数的使用之后就被消耗殆尽或成为废品，而土地则不

然，如果保护得当，土地可以永远地被利用．这种特性就是土地的永续性。 而一个人的生命是

相当有限的．当一个人成为土地产权的主体后．即使他活着时 f 直拥有这 4 权利．在生命终结

时，这一权利也要有人继承。 其次｀土地作为资产的特性要求上地产权在主体之间继承。 在对

土地产权的有效期限内·土地的权属主体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自己拥有的权利通过继承形

式转移，这是对土地权属保护的未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上地权属继承的同时．伴随土地权属的

撤销。 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是土地交易市场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集体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有其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

“城市市区的十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R的i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

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

与国家所有上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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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有以下几个特点：（1）国有土地所有权主体只有一个，即

国家。 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表现为三级所有、主体多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巳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在上述各级中，每一级又有多个主体。(2)国有土地所有权永远属

于国家所有，因此，一般不存在所在权继承和撤销，只有使用权继承和撤销。 集体所有土地则

既有所有权的继承和撤销，也有承包权和使用权的继承和撤销，因此相对而言要复杂得多。

二、集体土地权属的继承

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是三个层次的权利束。 这里的土地所有权是广义的

土地所有权，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束。 这里的土地承包权是作为集体

土地所有者成员才能享受的一种权利。 1998年出台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

法律上首先明确规定承包是指农民集体对本集体的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的成员，对外集体的成

员的使用权的转移不叫承包，比如叫租赁等。 在此之前，将后一种形式也往往叫承包。 其实，

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土地承包是以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成员为条件．但租赁就不要求这个条件；

租赁土地过程中权利与义务对等，但土地承包过程中．作为土地所有者成员的农民还享受了只

有所有者成员才能享受的部分权利．比如对地租分享的权利呾因此，承包权享受了租赁所不

能享受的、只能作为所有者成员可以享受的权利 使用权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

对土地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 从上面分析看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权能

范围依次缩小。 同时．承包和租赁都是有期限限制的，所有权是没有期限限制的。

集体土地继承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继承，第二种是对承包合同有效期

内的承包权的继承，第三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继承。 前一种继承是指继承者变成了该集体的

成员与其他成员 一道分享权利并承抇义务。 第二种是指在承包合同期未满且在有效的期限

内．继承人继承承包权．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合同期满后｀解除了合同关系．因而不存在继承

关系也不再分享权利．承担相应义务 第二种是在使用权合同有效期限内的使用权继承。 对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继承权与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继承不同、主要表现在：（1）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继承肯定了继承者是集体的成员．与其他的集体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

(2)在合同有效期内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权的作用时间仅仅限制在合同有效期内，期满后

不一定有承包权．因此二者有质的不同 对承包权的继承和使用权的继承也有本质的区别，对

承包权的继承过程中，分享了作为集体成员的部分权利．往住权利大千义务；但只继承使用权

的过程就不能享受作为集体成员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等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形成－种不成文的规定：农民的子女继承土地的

所有权参加劳动·得到与其他成员一样的土地所有权；农民老死后也不给予土地所有权的补

偿 这种继承关系·在家庭承包经营过程中继续有效＾ 因此．新增人口要求分得与原有人口一

祥的土地进行承包（不是等到具备劳动能力时．而是 一生下来就有了这个要求．因而似乎成为

禾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与之同时．大部分地LJ5..衣民进城彻底离开土地却得不到补偿．死亡无

继承者也无权安排集体土地遗产。 之所以可得到与其他成员相似的权利（实质是一种继承）．

只是因为其父母是本集体的成员；得不到补偿或不能安排集体土地遗产因为自己仅仅只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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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一员气因此，可以说，目前对所有权有无继承的现象同时存在。

这种继承关系，在现实引发了极大的矛盾：（1）增人增地和减人减地的客观要求，使土地承

包多年不变的要求难以实现；（2）可以完全离开农业土地生产进行非农业生产的人不离开农业

土地，造成土地的浪费和低效使用。(3)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承包人死亡，在承包合同有效期内，

其继承人可以继承承包，这实质是对继承权的肯定；承包期内土地承包不变，新增人口得不到

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继承到土地，却得不到补偿气(4)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细分化日益严

重，这与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不适应。 为解决上述矛盾，笔者认为，应该明文规定承认对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继承权叭

目前广泛遇到的与土地市场关系密切的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承包权的继承问题竺对于承

包合同有效期内的土地承包权的继承．在政策上主张继承。 现行法律对土地承包继承权是保

护的，但对具体情况没有规定。 现实中，有的地方允许继承，有的地方不允许继承；有些地方名

义上允许继承，实际执行不力。 这里，我们对土地承包的继承作一设计：（l）允许遗嘱继承和遗

赠。 但是，如果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相抵触，则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只能得到相

应价值的补偿。(2)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继承人优先。(3)有两个以上本集

体的成员继承，由其共同协商解决。(4)如果继承人均为非农业人口，且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则应在法定的期限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集体组织内部成员。 超过此期限，撤

销其承包权，只进行经济补偿气

目前在非衣产业发达地区，有些地方实行股份合作制，即土地产权和其他资产的产权统一

折价入股，持股期间，股权可以继承、买卖。 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承包权的继承和转

让，因为一般土地承包以30年为限。 如果这个年期无限延长，这种继承就是所有权的继承。

对使用权的继承已基本取得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中，使用权的继承却得不到很好保护。 其

原因主要是：（1）目前的使用权租赁往往没有合同来规范或合同本身不规范；（2）合同观念淡

薄，法制意识差；（ 3）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气 (4) 执法成本高。 在今后的执行中只有以合同来

规范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才能更有效地保护使用权的继承。

三、集体土地权属的撤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65条和一些著作中，用到权属的
“

收回
＂

，有

些学者认为用
＂

撤销
”

更规范，笔者也认为如此。 权属的撤销与权属的取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 法律对土地权属撤销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是保护产权主体的利益和促进资源合理

利用的主要措施之一。

现实中经常遇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撤销．与农业户口联系在一起。 这与我国多年的

户籍制度相配套 当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集体土地所有权就被无偿撤销。 这种做法对城

市化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和土地利用产生了不良影响．有些农村户口的人在从事非衣产业．其

非农收入相当可观·完全可以离开土地｀但就是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员资格·造成土地的低效

利用。 对所有权的撤销条件．可设计如下：（1）户籍发生变化，得到相应补偿或愿意无偿放弃土

地所有者成员资格的；（2）因为犯罪造成所有财产被没收的；（3）成员主体死亡，无继承人的。

土地承包权的撤销方面．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 日本民法规定．永佃权连续2

年以上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请求撤销永佃权；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则规

定：“永佃权人积欠地租达2年之总额者·除另有习惯外．土地所有人得撤佃。”结合中国大陆实
• 44 •



际，土地承包权撤销条件可设计为：（1）因土地承包人（ 包括承租人 ）的过错，造成土地破坏且不

能恢复原状的；（2）承包经营者弃耕抛荒超过2年或恢复耕种后又抛荒的；（3）土地承包经营权

人死亡，无继承人的；（4）或其继承人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又不转包的；（5）有承包金约定，

且约定符合国家规定，土地承包人又无正当理由长期（ 比如2年）不履行承包义务（如不支付承

包金 ）的，或者积欠承包义务（如承包金）已经达到一定年限的（如2年）；（6）承包合同约定的有

关情况出现。 上述任一条件发生，所有权人可以撤销承包权。 不过要说明的是：（1）撤销承包

权要履行催告程序，非经书面形式的催告，其撤销无效；（2）撤销承包权不意味着撤销其成员

权豆承包人应该得到一定的所有者资格的补偿，当然，这种补偿首先用于支付所欠义务，只有

超过部分才能给被撤销者。

使用权的撤销，与一般合同撤销行为相近。 不过要说明的是，目前广泛碰到的是对使用权

撤销的滥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签订时，必须就有关问题达成共

识，并以条款形式明确规定。

四、结论

1. 集体土地的继承分为所有权继承、承包权继承和使用权继承。 对于所有权继承，目前

国内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
“

本集体成员的子女继承
＂

的法则进行，这种继

承受到现实的挑战。 对于承包权和使用权的继承，各地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差异。 笔者认为应

该通过法律明确所有权的继承，因为所有权的继承是比 承包权、使用权更基本的继承。

2. 法律对土地权属撤销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是保护产权主体的利益和促进资源合理

利用的主要措施之一。 有些地方乱用这一权利，对当事人造成损害，因此应该加以规范。

注释：

CD这种权利是集体对其成员的让与，也是作为集体成员的一种体现。

＠根源在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矛盾．既农民即是所有者的成员．有权享受权利带来的好处：但仅仅只是其

中的一员，无法分清自己应得的份额。

＠有些地区通过动帐不动地的形式进行补偿．是一种很好的探索．这是解决新增人口用地的有益探索。

＠但这种继承．特别复杂．因为要涉及到产权的分割．在目前棠体土地所有权模糊和所有权不能买卖的情况

下．如何实现是值得研究的。 在非农产业经济发达地区．有些集体土地实行股份制．股份可以买卖．这实质

上具有所有权买卖的特征。

＠根据现行情况，凡集体成员的子女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继承者、在一轮土地承包期内没有土地．在下一轮土

地承包时，一般会得到承包地。 因此，解决承包合同有效期内的继承比较简单。 但如果继承者不是本集体

的成员，新一轮承包时其权利就往往被无偿
＂

剥夺
＂

．对于继承者没有补偿。

©补偿参照国家征地进行。 所不同的是所有权仍然属千集体，而不属千国家。

O国家正在制定相关政策。

＠农村的社会福利是与土地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作为集体的成员．其权利不仅仅是土地承包权．还有其

他权利，因此．一定时期内取消其承包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取消其成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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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inherited of collect1ve land includes three sides which are ones of 

owning right and contracted right with family re.:;pon、ibility and right of use, which are dif

ferent in essential and to be clarified m the law. The nght being canceled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collective land right. In this article, the programs for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 which are 

being inherited or canceled is been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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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s of the Financial-agents System 

CHEN Wen-hao. GUO L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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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agents can not only help 、olve the principal-agent contradiction of 

modern corporation....but also help makP timPlv u...e of the latest financial producb effective

ly. which Pnhan,P...the corporation...`finan,ial operational ability. Financial agents are . how

ever, encountered such problem、 as multi-objPrtives, famtly positioned functions and so on. 

Only when thP abovp-mentioned problems arP solved. ran the functions of financial agents be 

fully applied. 

Key words: financial-agents: corporn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problem of princip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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