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647.htm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已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５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１０６６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９年

７月８日起施行。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１

９９９年６月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１０６６次会

议通过 法释〔１９９９〕１５号） 为了正确、及时地审理农

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保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审判

实践，特制定本规定。 一、受理与管辖 第一条 农业承包合同

的当事人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 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签订

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

或者其所签合同内容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

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可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 第三条 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

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共同承包人数众多

的，应当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共同承包人推选不出代表人



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共同承包人协商，协

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共同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 诉讼代

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共同承包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

、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

，必须经所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五条 农业承包合同签订后

，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增加承包人的，新增加的承包人可

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发包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增加了承包人

，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发包方对该事实的认可

，新增加的承包人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 二、案件的审理 第

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遵循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维护农村政策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七条 人民法院对农业承包合同

纠纷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尽快审结。对因发生纠纷可

能影响生产的，可裁定先行恢复生产；承包方恢复生产确有

困难或者拒绝恢复生产的，由发包方负责组织先行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所发生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第八条 人民法院在

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对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承包

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中，超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 前款规定不适用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

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第九条 农业承包合同中，对承包

金额或交纳承包金的比例或者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人民法院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主持双方当

事人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依照本规定

第八条 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因欠交承包金而达成还款

协议或者承包方向发包方出具欠条的，一般应当按照债务纠

纷案件处理。但是，还款协议或者欠条 中对承包金数额约定



不明或者当事人对所欠承包金数额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农业

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处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承包

经营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

对承包方所种植的林木及收获的果实的所有权和因治理水土

流失而新增加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予以保护。 第十二条 承包

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

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要求发包

方对其为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对实行专业承包或者招标承包的承包

方，在承包期满后对原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在同等条 件下主张

优先承包经营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三、权利义务

的转让 第十四条 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合同，转

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

转包、互换行为无效。 第十五条 承包方转让承包合同，转包

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

批准”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转让、转包、互换行

为无效。 第十六条 在承包合同有效期内，发包方强制承包方

转让承包经营权，强制承包方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的标的

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 第

十七条 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将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全部或者

部分转包给第三人的，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仍应按照原承包

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承包方与转包后的承包方

之间按转包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第十八条 人民



法院对承包方用已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等抵偿债务的，应

当认定其行为无效。 第十九条 对有偿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转让

费超过政府规定的最高额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第二

十条 经发包方同意，各承包方之间将各自承包经营的标的物

全部或者部分进行互换，并约定对不等值的部分进行适当补

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依照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其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入股，仍按照

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民法

院应当准许。 四、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二条 对承包合同

中约定的承包金，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保护。对当事人单方要求变更承包金的，不予支持

。 第二十三条 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可能发生引起合

同变更的事项作出约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

纷案件时，可从其约定。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

人请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１）承包合

同中约定的终止或者解除合同的条 件成就的； （２）承包人

在承包期内因健康原因丧失承包能力或者死亡，继承人无力

承包或者放弃继承，且又不进行转让、转包和入股的； （３

）因一方不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 （４）承包经营耕地的承包人弃耕抛荒的； （５

）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

效的； （６）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发包方劝阻无效

的。 五、责任的承担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

二条 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

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



任。 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

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

，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

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

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十六条 承

包合同转包后，因发包方的原因，致使转包合同不能履行，

给转包后的承包方造成损失的，转包后的承包方起诉承包方

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发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

其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承包合同转

包后，因转包后的承包方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

发包方起诉承包方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转包后的承包方作

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其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

任。 第二十八条 因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对承包经营

的标的物进行破坏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发包方要求承包

方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

十九条 承包期间因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因承包方自身以外的

原因，致使承包方交纳承包金有困难，承包方要求缓交、减

交或免交承包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允许承包

方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承包金。 第三十条 在承包合同履行期

间，承包方分户时，其家庭内部就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能

达成协议，或者虽有协议，但是以分户的方式逃避履行承包

合同义务，损害发包方利益的，所分各户之间，应对承包合

同所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一条 以个人名义签

订承包合同，但有证据证明其承包经营收益的主要部分是供

家庭成员享用的，应当以其家庭财产承担责任。 第三十二条 

共同承包人中途退出承包的，应当享有和承担共同承包期间



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 因共同承包人中途退出承包，

给发包方或者其他承包人造成损失，发包方或者其他承包人

要求给予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三十三条 当事

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且对违约金的比例、金额

或者计算方法等内容约定明确的，从其约定。但所约定的违

约金低于或者过分高于所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应当事

人的请求和实际情况适当予以减少或者增加。 当事人在承包

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无权请求支付违约金。 第三十四

条 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

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

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

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

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六、其他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的农

业承包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

其他能够证明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事实和文件。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发包方，是指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等。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承包金，是指承包方依

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交纳的款项、实物或者应当履行

的劳务。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适用于发包方就开发、经营和利

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以及依法取

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与承包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各

承包方之间所签订的转让、转包和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合

同。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的农业

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除适用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外，还应依

照合同订立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



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最高人

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