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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间有一块地，多年来一直由乙村耕种，但乙村无土地所

有权证。1999年乙村村委会以发包人身份将该地发包给丙、

丁经营，县政府为丙、丁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2003年甲村经县政府确权而取得了该土地的所有权证，于

是向乙村和承包者丙、丁主张土地所有权，遂产生纠纷。乙

村认为，该地本村已耕种多年，并已承包给相关村民，对此

县人民政府以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形式表达了认可

之意。土地承包经营者丙、丁认为自己有县政府发放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且先于甲村的土地所有权证，应维护

己方作为土地承包经营者的承包经营权。针对本案，存在如

下争议，其一，本案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即本案是土

地权属争议，还是侵权纠纷。其二，如是侵权纠纷，又当如

何处理。笔者认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法律属性的准

确把握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下面针对这一问题略做

探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做为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

制度，是我国总结多年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实践经验得出的正

确判断。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颁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做为承包方对其承包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凭证，

其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其法律属性之探究应先从土地

承包经营权入手。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 按照传统



民法理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的一种，依物权法定原则

，其产生、变更、消灭均应依法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

为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者以发包方身份向其成员发包土地而

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从管理意义而言，该合同具有行政法意

义，可谓之准行政合同，因此基于此而设的行政法范畴的信

赖保护原则是理应适用的。此外，为明确发包、承包双方的

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在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层面上

具有民事合同的属性，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当然也适用民法

规定，对土地承包合同有此基本了解后我们再做如下分析： 

（一）土地承包合同的生效时间。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

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

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合同法原理和各国合同法

的规定，合同的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

致。我国合同法对土地承包合同采取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一

致的原则。一般来说，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时间不一致有三种

情形。其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生效的，合同自依法批准、登记时生效。通常情况下，这些

合同不仅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事关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经营秩序，由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批准、登记、予以公示

，以保证交易安全，避免合同成立时即生效可能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和交易安全。其二，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条

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其三，当事人对

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

生效。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方按照规定的程序

和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时间，统一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经营

组织的成员后，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的合同，合同的一方是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是该组织的成

员，双方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承包方居于劣势地位。

因此为保护承包方的权益，土地承包合同的生效一般不应附

加条件和期限，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承包合同必须经

过批准。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均不得要求对承包合同的生效

附条件或期限，附有条件或期限的，所附条件、期限无效，

合同仍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即对第22条做限制限释，不能适

用“法无明文规定即为许可”的原则。 （二）承包方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时间 法律对取得物权的时间有不同的规定，

有的需要依法进行批准或登记，经批准或登记后才能取得物

权。例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且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之后，还必须经依法登记

，领取土地使用权证，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此登记具有生

效效力。但是，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为切

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土地权利，减轻批准登记可能给农民带来

的负担，《土地承包法》第22条明确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

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依法签订的承包

合同一经成立，立即产生法律效力，承包方即时取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不需要办理其他批准、登记手续。或者说，土地

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者赖以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效

依据。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律属性 我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

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

地承包经营权⋯⋯”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承

包合同生效之时，承包方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人民

政府向承包方颁发证书是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



政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证书是承包方对其承

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凭证，受国家法律的保

护。该规定之法旨为真正使广大农民放心，是公权自我限制

的体现，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土地承包领域的延伸，而其民法

意义在于它的对抗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4

条还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

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

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签订后，承办人或负责人的

变动并不是土地承包合同主体的变动，因此不影响土地承包

合同的效力，或言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效力不难理解。

我们重点分析“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集体经济

组织做为土地发包方是土地承包合同之一方当事人，其分立

或合并则意味着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做为权利主体的“消亡

”，或发包土地的原所有者可能因分立或合并而丧失该发包

土地的所有者身份。但是，这些均不影响该土地上存在的承

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新的土地所有者不得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从而剥夺土地承包经营者的承包经营权。这里我们务

必注意，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物权，不可用债权的眼光视之。

因为“物权法定”是解决物权问题的真谛。根据我国行政区

划的特点，村集体是基本经济组织单位，而村集体相互之间

土地的权属变更是时常发生的，然而此种所有权主体的变更

不能影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也是国家立法发放给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宣誓任何公权不能任意违法侵犯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立法本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

解决本文文首案例所提及的问题。 行文至此，笔者仍想赘述



几句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个人观点为本案不

属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16条并非指本案情况，其不能做为本案不属法院受案范围

之根据。因为，土地所有权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客观存

在正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存在争议的表现，有的只是侵权。

土地管理法第16条所要解决的乃是政府部门确权发证前当事

人间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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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