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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为工业和城市发展

获得廉价土地资源提供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农民的土地权益不断被各利

益集团所侵蚀。中央政府将“三农”问题列为执政重中之重，不断出台新政加强土

地管理和调控，但土地违法现象仍屡禁不止，且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当制度被违反成为一种常态、一种系统而非偶然时，则该制度本身的正义问题一

定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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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不正义的抵抗：同康村维权过程实证分析  

本文以福建上杭县才溪镇同康村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农地征收

赔偿、补偿纠纷所进行的维权过程为主线展开，借助笔者作为同康村委托的律师

获取的第一手素材，深入探讨了同康村十月维权历程，此外还对同康村二次维权

进行介绍。通过分析同康村维权“隐藏的文本”，本文再现法律权威与地方利益的

较量，再现农民、村两委、企业、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同时本文以现行法律文

本为中心，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农地征收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局

限性。笔者心怀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行动与规则之间，由里到外，由外到里，

从农民与法律人双重角度解读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地方政府部门公权的

滥用以及村民自治的困境，展示我国当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真实权利状况。 

结论部分，笔者认为所有“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只要农民的

权利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失疏漏，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公正对待，“三农”问题就将

继续存在。 后，笔者提出保障农民权利的几点建议：立法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应直接受理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对信访

不作为可提起行政诉讼；为村民自治提供司法救济途径；加强农民组织建设，增

强农民谈判能力。 

 

关 键 词：农村土地；农民权利；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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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estate 

system on countryside land provides such an arrangement that low-cost land resources 

can be formally used for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Meanwhile, interest 

groups encroach on villag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at 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 are the key points for all 

major affairs and adopts many measures to strengthen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However violation of the laws on land is still continuing and the primary reason 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fight for profit with the people. When violation of system doesn’t 

seem to happen accidentally and gets to be common,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 

justice in the system working.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rocess of the 10-month fight f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ongkang village with Zijin Mining Group Ltd., concerning the issue on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 and briefs the second process of safeguarding 

rights,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files that the author, the authorized lawyer for 

Tongkang Village, has kept. It analyses the “Hidden Transcripts” used for protecting 

rights and shows the game between law authority and local profits and that among 

farmers, villagers’ organizations such as villagers’ committee,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Centering on the legal documents,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e 

legal limitations of system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rights, that of system of land 

requisition and that of villagers’ autonomy system. The author thinks deeply the 

practices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bes into the incomplete implement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rights, the abuse of public rights by government and the 

predicament of villagers’ autonomy system from farmers’ and lawyers’ point of view, 

which shows the reality of farmers’ right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his view that the core of thre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s the problem of farmers’ rights and if there is 

serious deficiency in system or farmers’ rights doesn’t be given just consideration, the 

thre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will exist. In the end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 Legislation on membership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People’s court should accept cases on farmers’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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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不正义的抵抗：同康村维权过程实证分析  

expropriation and on compensation for settlement; Nonfeasance of dealing with letters 

appealing for help should be accused to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way of getting 

judicial help should be provided for villagers’ autonom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ers’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farmers’ ability of 

negotia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Farmers Rights; Protect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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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伴随着紫金矿业公司从 1993 年产黄金 9.3 公斤的国有小型企业发展成为

2005 年黄金产量 20961 公斤、年利润超 11 亿元的香港上市公司，有 500 多年历

史、山清水秀的上杭县才溪镇同康村却经历一段生存环境分崩离析、合法权益屡

遭侵犯的历程，同康村民走上漫漫维权之路。2004 年 4 月上杭县移民办发出通

知限期拆除同康村房屋以落实所谓的移民安置政策，引发同康村民强烈不满。同

康村民在村外出工作人员指导下成立维权小组，聘请律师开始维权活动。 

笔者作为律师接受同康村委托后，提出“有利村民受益、有利企业发展、有

利社会稳定” 三个有利原则，建议将其与紫金矿业公司纠纷纳入法律框架内解

决，采用非诉讼的方式与紫金矿业公司协商谈判，向县政府、土地及林业主管部

门、省国土资源厅发律师函进行技术性信访。同康村在维权中经历“7.21”治安事

件、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维权决议，县政府抛出“杀手锏”等风风雨雨。经过十多次

不同场合的谈判，同康村在律师指导下“以法维权”， 紫金矿业公司在法律面前

被迫作出让步。2005 年 1 月，紫金矿业公司在原补偿基础上额外赔偿、补偿人

民币 1481 万元并承诺 25 年每年支付 150 万元利息等，同康村在内外交困下见好

就收，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历时十个月的同康村维权落下帷幕。 

2006 年 6 月，同康村两委干部涉嫌挪用村财，同康村民开始二次维权，昔

日维权精英成为村民维权对象。2006 年 9 月上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同康村两委

干部挪用资金罪，2007 年初上杭县人民法院作出同康村两委干部挪用资金罪罪

名成立的判决。 

在维权工作期间，笔者参观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了解到上世纪三十

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三次来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解剖“麻雀”，总

结经验，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推动了整个中央苏区工作。在发黄的《才

溪乡调查》油印单行本前，笔者意识到同康村维权经历是个学术“富矿”， 其引

发笔者对我国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农地征收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反

思，加上有现成第一手素材可利用，就决定将同康村维权实证分析作为论文的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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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不正义的抵抗：同康村维权过程实证分析  2 

作为法学论文，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言，“采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要比采

用其他研究方法难得多”。就本文的结构及研究方法，笔者费尽心思，几度想放

弃这“危险”的实证分析。苏力教授一句“什么是你的贡献”，使笔者继续这一对笔

者而言特别有意义的选题。 

本文较多运用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论文中直接使用笔者在提供法律服务过

程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再现同康村维权过程，从实证研究角度分析当前制

度安排下农民真实权利状况。同时考虑到论文学术性、理论性的需要，又借助法

解释学的方法、比较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等方法从制度层面分析集体土地所有

权制度、农地征收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局限性。 

笔者在为同康村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得到同康村外出工作人员游孙权同志

的大力支持，其参与制作同康村维权过程使用的诸多文书，特此致谢。另因本文

采用纪实手法，唯恐名誉侵权，特声明本文仅供学位论文评审，暂不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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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遭遇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  3

 

第一章  遭遇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过三次土地革命，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下，传统的“乡土中国”被嵌入不同时期的政治符号，农村土地制度并非单纯的法

律问题，加上法律本身固有的技术性上的局限性，导致该制度设计下的集体土地

所有权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动态发展的需要。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模糊性这

一先天不足又被各利益集团所利用。 

 

第一节  同康村集体土地转让争议 

 

紫金矿业公司与同康村村民委员会于 2002 年底(协议书签订时间一栏空缺)

签订的三份《同康村林地林权转让协议》规定转让内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

权（林地所有权由县人民政府收归国有，划拨给紫金矿业公司永久使用）；转让

期限：永久；转让用途：工业生态旅游建设和矿山建设及开发；林地、林权转让

价款每亩人民币 1200 元（包括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三份协

议实际转让林地面积 16825.02 亩折合 1121.668 公顷，“鉴证单位”是上杭县人民

政府。 

笔者在与紫金矿业公司交涉过程中，紫金矿业公司坚持《同康村林地林权转

让协议（一）、（二）、（三）》合法有效，其有力证据是同康村已将 17194 亩林地

所有权赠与国家，同康村不再享有其他权益。紫金矿业公司出示《关于自愿将我

村林地所有权赠与国家的报告》后，广大同康村民才意识到自家的地被人赠送给

国家了。该赠与报告称：“上杭县人民政府：为支持紫金山金铜矿的开发和建设，

我村响应政府号召，整体移民搬迁至临城镇。鉴于我村现有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

的使用权转让给福建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 2002 年 12 月 25 日全体村民代

表大会表决通过，决定自愿将我村 17194 亩林地所有权全部赠与国家。以上报告，

请求研究批准。上杭县才溪镇同康村村民委员会，2003 年 4 月 22 日。”据了解，

同康村在 2002 年 12 月 25 日根本就没有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赠与报告到底

如何炮制，这也许永远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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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接受同康村的委托后以否认《同康村林地林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作

为突破口，开展法律维权工作。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由本村十

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

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

半数通过。第十九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

论决定，方可办理。《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第七条规定：集体森林资源的

转让，须经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第二十一条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森林未经集体

经济组织代表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擅自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

无效。 

上述协议书虽有村民委员会公章，但如果没有经过有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过

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的村民会议到会人员过半数

通过，同康村村民委员委会与紫金矿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其二、协议（一）实际转让面积 5699.25 亩，协议（二）实际转让面积 6151.5

亩，协议（三）实际转让面积 4974.27 亩，三份协议实际转让面积共 16825.02 亩，

折合 1121.668 公顷。 

《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转让森林资源的审批权限：1.面

积在 100 公顷以下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2.转让面积在 100 公顷以

上 500 公顷以下的，由市（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3.转让面积在 500 公顷

以上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协议书转让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至少应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如

果没有审批手续，该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其三、协议书转让内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林地所有权由县人民政

府收归国有，划拨给紫金矿业公司永久使用）。协议书规定转让期限为永久。林

地林权每亩人民币 1200 元计价（包括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

任何时期，乙方都应积极协助甲方办理林地征用报批手续。 

《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转让是指林木所有权和林

地使用权按一定程序，以有偿方式，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经济行为。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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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集体森林资源采取协议方式转让的，其转让费不得低于森林资源评估价格。

第十四条规定森林资源转让期限不得超过 50 年。 

林地林权转让不涉及林地所有权收归国有问题，至于划拨给紫金矿业公司永

久使用的问题，这更无法律依据。森林资源转让费不得低于森林资源评估价格，

协议规定林地林权每亩人民币 1200 元计价（包括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等），这将森林资源转让费用和征地费用混淆，该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

《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规定森林资源转让期限不得超过 50 年，协议规定

转让期限为永久没有法律根据。协议书约定转让林地林权用途：用于紫金山金铜

矿工业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和紫金山金铜矿的矿山建设及开发。《福建省森林资源

转让条例》第二条规定改变林地用途，进行非农业建设的林地使用权转让不适用

本条例。无论紫金矿业公司将受让林地用于紫金山金铜矿的矿山建设及开发，还

是用于紫金山金铜矿工业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其都改变林地用途，进行非农业建

设，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协议书规定林地林权每亩人民币 1200 元计价（包括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等）。笔者认为法律规定集体森林资源采取协议方式转让的，其

转让费不得低于森林资源评估价格。协议书规定林地林权每亩人民币 1200 元仅

仅接近森林资源评估价格，而非征用林地所包括的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 

综上，笔者认为《同康村林地林权转让协议》不论从实体内容，还是行政审

批程序，都存在诸多不合法之处，应认定为无效的协议。对此，笔者向紫金矿业

公司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律师函，据理力争，为同康村与紫金矿业公司的谈判争

取有力筹码。 

 

第二节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局限性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概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我国农村土地除依法

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均属农民私人所有。以后，随着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兴起，

经过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 年开始）、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 年开始）和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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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58 年开始）几个阶段，农村的土地私有制迅速转变为集体所有制。1962

年中共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使“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土地权属关系确定下来。1979 年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废除“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由原来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体制

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体制。① 

从以上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可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其形

式上是以法律、法规、政策和文件等方式规定下来的，内容则与土地改革、合作

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的。“集体”是马克思主义

公有制理论中的核心词之一，在我国立法中，“集体所有”贯穿各个农村土地法律

制度。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保存下来，这种特定的农村社会主

义制度安排决定了我国农村将会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走一条富有中国特色

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

体所有。”我国于 1986 年通过并于 198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对农村集体的土地做了相对具体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

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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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集体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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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

“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

地，以及其它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

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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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

                                                        
①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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