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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会议】

“新冠疫情中土地制度和‘三农’问题思考与改进”研讨会成功举行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午，由“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土

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研究”（18ZDA151）课题组主办的“土地法制前沿论坛（第

十四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法治任务之十一——新冠疫情中土地制度和

‘三农’问题思考与改进”以远程视频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团队带头人耿卓教授、主要成员李昌平教授和孙聪聪助理研究员分别

做主题报告。耿卓教授结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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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当下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昌平教授以“借机

由粮食进口大国向粮食出口大国转变”为题，依次分析了新中国 70 年粮食进出

口状况、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粮食生产不足的关键性因素、粮食安全的隐患、变

为出口大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孙聪聪助理研究员对新冠疫情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进行梳理，呼吁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研究，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实现城乡空间均衡发展。

在讨论环节，陈小君教授对耕地保护、土地确权、粮食安全、国土空间规划

等问题发表见解，提出耕地保护的最佳主体应为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体，国家政策

法律应予以重点关注；于凤瑞副教授结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与《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文

件，对耕地保护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征收的关系发表见解；曹益凤

助理研究员认为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与频繁流动加剧了公共卫生的风险，国土空间

规划要对风险防范有充分的预判与应对；许英副教授指出，虽然我国实施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但仍应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监管；张保红教授提出在耕地保

护中应注重效益，以农民为中心提高粮价等观点；张凇纶副教授指出，在粮食安

全方面需要区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关系等；陈越鹏助

理研究员认为疫情防控对土地规划有全方位的影响，表现为面广、点多、程度深

等方面。

团队主要成员高飞教授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指出新冠疫情发生对土地制度

既是一场新挑战，也是一次重要检验。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和空间规划等制度，

应以保证耕地有能力养活中国人、使中国有能力变成粮食出口国为方向。创新团

队应在危机之中寻找问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

【参加会议】

团队主要成员

参加“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承办的“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

“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主要成员陈小君教授受邀参

会，并作“中国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联逻辑”主题发言。陈小君教授

指出，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全貌已然呈现，国之煌煌大典也基本成型。

民法典是以“民”命名的法律，以人身和财产为纲要，其是治国之重器，微言大

义。该“微言大义”就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人民的发展观，满足人民对

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民法典编纂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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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法治国家的关键立法。陈小君教授分别从引领性、目标性、主体性、平等性

等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联逻辑，她指出，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依，在此意义上，优

秀的民法典是人民幸福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强有力保障。

团队主要成员

参加《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相关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相关重大问题学术研讨

会”在线上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郑州大学中国土地法

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18ZDA152）课题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研究”（18ZDA151）课题组）、苏

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土地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土地法

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郑州大学、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高等院校和实

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共 150 余人参加场内会议，另有 600 余人同步观看场外直播。

本次研讨会围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中的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有偿退出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制度改革展开。“乡村振兴战略

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主要成员陈小君教授、高飞教授、张凇纶副教授、

曹益凤博士、孙聪聪博士等参会并做主题发言。

陈小君教授在基调发言中从制度逻辑和实践图景两个方面阐释并评价了《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效力位阶、立法依据和应然内容，认为《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制度逻辑的贯穿和实践图景的洞察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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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合度较弱和适应性不足等问题，应当强化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予以系统的

反思梳理。曹益凤博士、许英副教授和孙聪聪博士分别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做

题为《宅基地退出类型化与立法回应》《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依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研究》的主题发言。

本次研讨会在疫情期间召开，创新团队各位老师的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广

泛讨论和共鸣，为《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提供了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会后创新团队仍会一如既往地加强土地法制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土地

管理法律制度完善提供智识支撑。

【社会服务】

团队主要成员就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发表意见建议

2020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将

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

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此，“乡村振

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主要成员陈小君教授、李昌平教授等分别

发表了意见建议。陈小君认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从宏观角度看，是给地方政府

更多自主权，但永久基本农田转用审批权下放试点欠缺法律授权、可能给粮食安

全带来冲击，需审慎推进。李昌平教授主张把审批权下放到县市区或乡镇、村民

代表大会，永久基本农田转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应选择基本农田保护现状良好、

具有国家安全战略地位的区域，如湖北、河南、广西、东北、西北、西南等地。

团队主要成员应邀对“成片开发”标准提出意见建议

2019 年 11 月 12 日和 2020 年 4 月 13 日，“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

科研创新团队主要成员陈小君教授、高飞教授、于凤瑞副教授等两度受到自然资

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的书面邀请，对土地征收中“成片开发”标准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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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君教授等认为，“成片开发”与“宗地开发”相对，是大面积连片土地的整

体性开发，应从区片内公共利益项目占比、增加被征收人在土地征收决定中表达

意见的权重、对公共利益用地和非公共利益用地适用不同的补偿标准以及作出

“成片开发”决定前依法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方面，彰显“成片开发”

的公益属性。

团队针对耕地保护问题展开线上实证调研

2020 年 4 月，“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广外土地

法制研究院和中国乡建院联合建设点、实证调研基地和长期调研形成的联系点，

对全国 14 个省份（河南、湖南、河北、山东、重庆、山西、广西、内蒙古、贵

州、青海、广东、江西、辽宁、黑龙江）50 多个县市区开展田野调查，共收回

有效问卷 280 份。调研结果显示，有效保护耕地的关键是激发农民保护耕地的内

生动力，出路在于法治化。此次调研为耕地保护法治化奠定了实践基础，指明了

研究方向。创新团队已根据此次调研结果，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粮食

安全的冲击，撰写研究报告《以法治激发农民保护耕地内生动力，守劳粮食安全

底线》提交至国家有关部门。

【人才培养】

团队带头人和主要成员

指导本科生获 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资助

2020 年 2 月，“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耿卓教授，主要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员

曹益凤助理研究员指导的团队获 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资助，该团队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居住保障法律问题

研究——基于广东省六市 24 村的调研》为题，获得该专项资金“哲学社会科学

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法律重点项目资助，项目成员包括林克添、温增瑞、

罗淇淇、林英婵、吴桂兰、张晓婷等广外法学院本科生。

【科研成果】

“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来，再

公开出版专著 1部，发表学术论文 6篇，列举如下：

1.李昌平：《村社内置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我的 36 年实践与探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

2.陈小君：《农地侵权行为解析及其责任适用》，《东方法学》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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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飞：《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的公法基础——以<土地管理

法>第 62 条之解读为线索》，《云南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期；

4.高飞：《征地补偿中财产权实现之制度缺失及矫正》，《江西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2期；

5.高飞：《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适用的困境及其对策》，《学术月刊》

2020 年第 4期；

6.于凤瑞：《民法典编纂中法定地役权的体系融入与制度构造》，《新疆社

会科学》2020 年第 1期；

7.曹益凤：《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制度困境与出路选择》，《农业经济问题》

2020 年第 3期。

截止目前，创新团队共产出阶段性成果著作 1部，论文 3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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