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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一、土地权利的概念：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属于

不动产物权范畴，是指权利人按法律的规定直接支配土地的

权利。其职能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二、土地权利的

特征（5点）：是对土地的支配权；是排他性财产权；是对世

权（绝对权）；必须由法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权利的变

动一般采取登记的公示方式。 土地权利的特征，集中体现了

物权的特征，特别是不动产物权的特征。 (一)土地权利是对

土地的支配权 土地权利的作用就是保障土地权利人能够对土

地直接实施各种支配性行为，只凭借权利人自己的意思，而

不需义务人的积极行为相配合，就能够实现作为权利内容的

利益。土地权利是物权的一种，它属于支配型财产权，不同

于债权等请求型财产权，后者必须通过义务人积极地为财产

上的给付行为，才能实现利益。 (二)土地权利是排他性财产

权 从土地权利的效力来看，土地权利是排他性财产权。所谓

土地权利的排他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某一特定的土地

上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土地权利。即如果一个

人对某块土地享有所有权，就排除其他任何人同时对这块土

地享有另外一个所有权。就土地的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

物权)来说，一块土地上不能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容

的他物权。如一个人对某块土地拥有使用权，则排除其他任

何人对同一块土地拥有同一内容的使用权。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几个人对一块土地拥有的共有土地使用权，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是几个人都享有使用权，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土

地使用权，而不是多个土地使用权；再有，内容互不相同的

几个土地权利可以在一块土地上同时存在。如某块土地为国

家所有，其上附有国有土地所有权，同时，它也可以由其他

人使用，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还可以再

抵押，从而其上再附设抵押权等。这几种土地权利都是内容

互不相同的，与土地权利的排他性并不矛盾；二是土地权利

的排他性还指土地权利具有直接排除不法妨碍的性能。土地

权利人在行使土地权利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法妨碍，可以凭

借土地权利直接请求妨碍人排除妨碍或消除可能发生妨碍的

因素。债权则与此不同，债权是请求权，客体是行为，权利

的作用只是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几

个债权人可以同时请求同一个债务人为同一种行为而互不影

响，所以债权不具有排他性。 (三)土地权利是对世权 从土地

权利的效力来看，土地权利是对世权。所谓对世权，也称绝

对权，是能够请求一般人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亦即以权利

人之外的一切人为义务人的权利。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利

义务人不是特定的人，而是不特定的一般人；二是义务人所

要履行的义务是对该权利的容忍、尊重和不侵扰，属于消极

的不作为，而不是积极的作为。债权则不同，债权不是对世

权，而是对人权，债权的义务人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定人，

它只对存在债权关系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约束力，债权关系

之外的其他人则不受债权的约束。同时，债权是相对权。债

权的实现一般以特定义务人完成特定的积极行为为要件，债

务人如果不按债的规定完成特定的积极行为，债权就无法实

现。它是有限制条件的相对权利。 (四)土地权利必须由法规



定 土地权利必须由法规定，这来源于“物权法定”原则。所

谓物权法定，是指物权(包括土地权利)的种类、效力、变动

要件、保护方法等等都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不容许当事人自

行创设。“物权法定”是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必须

“物权法定”，是因为物权是支配性财产权，是绝对权，物

权人之外的一切人都是义务人，都必须尊重而不得干预、侵

扰权利人依法行使权利，因而物权的种类、变动等，对社会

其他成员、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直接关系。鉴于此，只有以法

律形式对物权作出规定，包括对权利的归属、内容、变动等

做出规定，才能做到既保障物权人的利益，而又不发生当事

人任意创设新的物权种类或滥用权利、损害第三人利益、危

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现象。此外，土地是人类生产、生活所必

需的物质基础，土地的利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一般来说价

值又十分重大，因此，法律对有关土地权利的内 容作出规定

，是十分必要的。 (五)土地权利的变动一般采取登记的公示

方式 按照民法物权法的有关理论，物权的变动必须采取公示

的方式。所谓公示，就是将物权变动的意思和内容向社会公

众显示。对动产来讲，动产物权的变动以交付为公示方式。

土地属不动产，由于其位置固定不可移动，买方无法将土地

转移至安全的地方，加上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对社会经济的发

展影响重大，为了保障土地正常的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一

般采用登记的方式作为土地等不动产的法定公示方式，即土

地权利的变动必须经国家主管机关办理登记才能生效。 三、

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实现土地权利设置的公

平和效率；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土地权利制度

安排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权利法律设定，效力法律



规定，公示方式由法律规定）；一物一权原则；土地权利变

动公示、公信原则；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土地用途特定原则

（用途管制制度）。 五、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依法

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定分止争，维护和促

进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环节；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保证；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有力保障

。 第四章 集体土地使用权 一、集体土地使用权 1、概念：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组

织和个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集体所有地土地享有的用益

物权。 2、集体土地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以

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乡、镇、村公益组

织等。 3、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分类：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宅

基地、乡镇企业用地、乡镇公益用地）。 4、使用权的取得

： 农地使用权：承包经营。 宅基地：申请、批准、分配。 乡

镇企业、乡村公益事业用地：审核、申请、批准、拨付使用

。 5、集体土地的内容和限制：占有权、使用权，以用途和

取得方式享有不同的收益、处分权。（承包经营权，收益权

和一定的处分权。公益用地。没有收益和处分权）。 6、集

体土地使用权的终止：征用；公共设施、公益事业需要；不

按用途或停止使用收回。 二、农地使用权： 1、定义：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其他单位、个人依法以承包或租赁等

方式取得的用于农、林、牧、渔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有期限限

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30年，其他单位和个人需经村民会

议或代表的2/3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2、农地使

用权的取得：不同主体取得不一样；四荒土地鼓励开发利用



（可招、拍、协议）。 3、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内容：发

包人、承包人，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4、承包土地的调整

：2/3村民或代表同意，报乡镇政府和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

。 5、农地使用权的内容：占有；使用；收益；部分处分权

；可依法继承。 6、四荒：须按约定或达到一定转让条件方

能转让；办理登记的，经发包方书面证明同意的，可以抵押

。 7、农地使用权的限制：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闲置耕

地，2年以上的，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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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