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５１期)２０２１(１)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利益相关者博弈下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研究”(１７CJY０４２);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

目库项目“城镇化、逆城镇化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２０１８hhsＧ０４).

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基于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董　欢,段　维,孙瑜琪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　以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论文为数据样本,运用

Sati、Spss２６．０、Ucinet６．０、Citespace５．１等分析软件可视化呈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科学

知识图谱,并解释相关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

数量呈保守型持续增长态势,研究力量较为聚集但合作网络效应仍偏弱,研究机构以高校为

主、空间分布较广,载文期刊总体较为集中和稳定.已有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城镇化与宅基地退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等方面.未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

革的方向性问题或将集中在以下方面: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落实与治理现代化,宅基地

资格权的权利界定、主体认定及权利义务,宅基地使用权放活的目标、规则、风险及增值收益

分配,宅基地有偿退出及退后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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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制度不仅关系到当代农民的居住安全和财产利益,更对后代影响甚巨,同时还负载了农民

基本生存的私人权益和社会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１].因此,一直以来,宅基地问题都

是农村改革的难点和牵动社会广泛关注的敏感热点.中央政府对宅基地制度改革也一直保持谨慎态

度,小心探索.相关问题持续得到学界关注,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文献不仅是科学研究成

果的重要载体,更是洞察科学知识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２].正值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
系统性回顾和总结研究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的文献,对于科学揭示研究动态、启发未来研究、指导改

革实践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当承认,学界、政界已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展开了较丰富探讨,也对相

关文献进行了一定回顾和评述,这对本文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遗憾的是,现有综述性研究以定性评

述为主,结论主观性较强,而且纳入分析的文献数量总体有限.因此,本研究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论文为样本,运用

Sati、Spss２６．０、Ucinet６．０、Citespace５．１等分析软件,可视化呈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科学知识图

谱,并解释相关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同时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动向,以期为深化相关研究

提供决策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以提出“发展和完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重要方针的中共十七大为时间节点,重点将２００８年

以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作为分析对象,以更专注地反映市场化进程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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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及热点演化.同时,为保证研究质量和学术代表性,有针对性地选取了CSSCI数据库作为文

献检索来源.在检索方式上,采用“专业检索”,表达式①设定如下:

TI＝(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宅基地制度＋乡村振兴)ANDAB＝
(宅基地＋宅基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变迁＋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退出＋小产权房＋宅基地三权

分置＋宅基地置换＋土地增值收益＋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价值显化＋放活宅基地＋农户房屋

财产权)
在此检索数据基础上,进一步对检索文献数据进行综述性研究、书评、会议评述、无作者、重复等

特殊情况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文献８９８篇.

２．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应用数理统计和计算技术,既能克服传统综述性研究的主观随意性,还可

客观地对研究热点结构、规律及分布等情况进行可视化呈现.一是应用文献计量法对文献数量、核心

作者、研究机构、载文期刊等进行特征分析;二是应用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共词分析方法可视化

呈现研究现状及关注热点;三是借助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对相关研究的内在联系及演化趋势进行探查.

　　二、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现状特征

　　１．文献数量呈保守型持续增长态势

文献数量是衡量某一知识领域研究进展及热度的重要指标.从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增长

情况来看,该领域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在时间序列上可用曲线Y＝０．２１２３x２－８４９．５x＋８４９８９０进行拟

合,见图１.纵观该领域研究文献,其数量总体表现为保守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宅基地制度不仅是农

村宅基地本身的制度安排,还是影响整个乡村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更是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制度安排,因此,相关研究较为谨慎,研究数量并未呈现跳跃式激增.不过,得益于近年国家宅基地制

度改革步伐的加快,在２０１９年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热度迎来了２００８年以来的最高峰,文献增长率达

７５．７％.同时,结合中央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以及２０２０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的正式施行,都使得地方宅基地制度改革热情不断高涨,进一步为相关科学研究提供了素材支撑

和空间.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较长时期里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图１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文献数量拟合曲线

　　２．研究力量较为聚集但合作网络效应仍偏弱

核心作者是推动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３].识别核心作者、分析其发文特征有助于更

５第１期　 董　欢 等: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① 其中,TI表示篇名,AB 表示摘要.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好地把握研究现状及研究动态.运用Sati软件,本文识别出２００８年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发文

量３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①共计１３１人(见表１),占作者总数的１１．６％.不过,从发文量来看,这些核

心作者的发文量合计达５６７篇,研究力量较为聚集.其中,陈利根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最高产作

者,累计发文１６篇,其次是吕军书、胡银根、朱新华、张勇等学者.这也表明,在核心作者群体中,深
入、连贯性的研究氛围逐渐形成.

表１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核心作者

发文量１０篇
及以上

发文量

７~９篇
发文量

４~６篇
发文量

３篇

陈利根(１６)
吕军书(１５)
胡银根(１４)
朱新华(１２)
张勇(１０)

杨玉珍(８)
杨璐璐(８)
贺雪峰(８)
张梦琳(７)
杨庆媛(７)
黄敏(７)

付坚强(６)、刘守英(６)、刘锐(６)、孙秋鹏(６)、宋才发
(６)、张安录(６)、彭长生(６)、王崇敏(６)、王明成(６)、瞿
理铜(６)、龙开胜(６)、关江华(５)、刘双良(５)、孙鹏飞
(５)、徐小峰(５)、杜伟(５)、王兆林(５)、石永明(５)、章合
运(５)、赵凯(５)、邱道持(５)、钱文荣(５)、钱龙(５)、陈小
君(５)、骆东奇(５)、高圣平(５)、黄朝禧(５)、刁其怀(４)、
吕萍(４)、吴欣(４)、吴郁玲(４)、周江梅(４)、喻文莉(４)、
夏柱智(４)、孙建伟(４)、宋志红(４)、曹泮天(４)、朱明芬
(４)、李凤章(４)、李胜男(４)、杨卫忠(４)、杨遂全(４)、桂
华(４)、梁亚荣(４)、熊雪锋(４)、王克强(４)、王聪(４)、耿
卓(４)、苑韶峰(４)、蔡继明(４)、诸培新(４)、邹伟(４)、郭
贯成(４)、陈广华(４)、陈方丽(４)、陶钟太朗(４)、高海(４)

上官彩霞、于丽卫、于水、付宗平、余依
云、余永和、冯忠垒、冯淑怡、刘同山、刘
圣欢、刘润秋、刘红梅、印子、吴宇哲、吴
次芳、宋宗宇、廖成泉、张义博、张也、张
军涛、张占录、张怡然、曲福田、曾芳芳、
朱朝枝、李怀、李艳、杜雪君、杨丽霞、杨
华、杨春梅、杨砚池、林书达、林超、梁发
超、欧名豪、江晓华、温世扬、王子坤、王
敏、王静、祁全明、秦玉莹、胡建、董文静、
袁铖、袁锦秀、许恒周、谭峻、费罗成、贺
日开、郭晓鸣、陈会广、陈英、韩文龙、韩
立达、马智利、魏凤、黄启才、黄忠华、齐
琪、龙花楼、龚宏龄

　　进一步的作者共现分析②(见图２)发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较明显的合作网络主要有:以陈利

根为首的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团队,主要包括付坚强、朱新华、龙开胜、张梦琳、喻文莉等

学者;以胡银根为首的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团队,主要包括黄朝禧、关江华、吴欣、徐小峰

等学者;以及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与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研究网络,包
括杨庆媛、骆东奇、王兆林、石永明、邱道持等学者.整体而言,目前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的研究合作

以机构内部、师徒之间为主,更广泛的学者互动较少,合作网络效应整体仍然偏弱.

图２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核心作者的共现图谱

６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①

②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的计算公式为:n＝０．７４９× max(m),其中,max(m)表示该领域最高产

作者的发文量.在本研究中,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的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为１６篇.因此,根据公式计算得出该领域核心作者的发

文量应高于２．９９６篇.
在作者共现分析中,各作者节点呈年轮状,年轮以及字体大小代表该作者的发文量,发文越多则年轮越大,字体也越大.节点间

的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强度.连线越粗,表明作者间的合作越紧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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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空间分布较广

运用Sati软件分析发现,发文量在３篇及以上的核心机构共９９家,合计发文量５５５篇.可见,核
心研究机构的研究主体地位较为明显.从表２中还发现,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海南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等研究机构在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中

最为活跃.特别是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文量累计３４篇.从地理区位来看,研究机构几乎覆

盖中国东西南北各个区域.这也表明各地都对宅基地制度改革表现出了一定研究兴趣.
表２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排名前２０)

排名 机构
累计发
文量

占比/
％

排名 机构
累计发
文量

占比/
％

１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３４ ２．７ １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９ ０．７

２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１６ １．３ １２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９ ０．７

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１４ １．１ １３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 ９ ０．７

４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１４ １．１ １４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８ ０．６

５ 海南大学法学院 １４ １．１ １５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８ ０．６

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１３ １．０ １６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８ ０．６

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１３ １．０ １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８ ０．６

８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１３ １．０ １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７ ０．６

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１０ ０．８ １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７ ０．６

１０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１０ ０．８ ２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７ ０．６

　　４．载文期刊总体较为集中和稳定

从统计数据来看,２００８年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论文共分布在２３３种CSSCI来源期刊中,刊
平均载文量为３．９.根据布拉德福定律①,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核心区载文期刊的刊均发文密度达

２８．３,远高于相关区和离散区的载文期刊发文量.整体来看,核心区载文期刊合计发文３３９篇,占宅

基地制度改革领域总发文量的３７．８％,这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在CSSCI来源期刊中已经有了较

为稳定的载文期刊,如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来源期刊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载文期刊的离散情况

分区
期刊载文数量/

(篇/年)
期刊
种数

占期刊总数
比例/％

载文量
占文献总数
比例/％

平均总文密度/
(篇/种)

核心区(N１) N≥９ １２ ５．２ ３３９ ３７．８ ２８．３
相关区(N２) ３≤N＜９ ８３ ３５．６ ３７５ ４１．８ ４．５
离散区(N３) N＜３ １３８ ５９．２ １８４ ２０．４ １．３

合计 ２３３ １００．０ ８９８ １００．０ ３．９

　　详细地,«农村经济»«中国土地科学»«农业经济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经
济体制改革»等８种期刊的载文量均大于１５篇,共同组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核心载体和情报

源,如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核心区载文期刊情况(载文量≥９)

序号 期刊名称 复合影响因子 载文量 载文百分比/％

１ 农村经济 ３．５１８ ８６ ９．６
２ 中国土地科学 ４．４８９ ８１ ９．０
３ 农业经济问题 ６．０２１ ３１ ３．５
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４．２２８ ２５ ２．８
５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６４５ ２４ ２．８

７第１期　 董　欢 等: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① 布拉德福定律,亦称“文献分散规律”,通过对某研究领域的期刊载文数量递减排序,再将载文期刊划分为核心区(N１)、相关区

(N２)、离散区(N３),使得３个区的载文数量相等,从而推算每个区的期刊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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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复合影响因子 载文量 载文百分比/％
６ 资源科学 ４．９６６ １８ ２．０
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６．２２７ １６ １．８
８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４．１０１ １５ １．０
９ 中州学刊 １．６００ １３ １．４
１０ 现代经济探讨 ２．５５４ １３ １．４
１１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６．０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２ 调研世界 １．６５０ １１ １．２

　注: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２０２０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三、基于共词分析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热点发现及评述

　　关键词是作者从论文中提炼出的用以反映核心内容的词.而高频关键词则是某研究领域关注问

题的高度汇聚.因此,科学分析高频关键词是认识某领域研究特征,特别是对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梳

理的重要路径.

１．高频关键词提取及共词矩阵构建

应用Sati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８９８篇CSSCI文献中累计出现了１６９０个关

键词.经过剔除明显无益于主题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等处理后,本研究选择对频次１０及以上的高频关

键词进行深入分析.从表５可以发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涵盖了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包括管理学、
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学等;研究视角非常多元,既有城市/镇化、乡村振兴等宏观研究视角,也有从

农民主体进行切入的微观视角;研究内容也十分丰富,既涉及了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退出、宅基地换

房、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具体改革的机制、模式、实现路径等,也涉及宅基地使用权、资格权等权利剖

析;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特征,有应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展开实证研究,也有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

方法进行制度变迁的梳理,还有宏观定性探讨等.
表５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频次≥１０)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宅基地 １９７ １５ 农村土地 ２０ ２９ 土地经济 １４
２ 宅基地使用权 １５８ １６ 宅基地三权分置 １９ ３０ 城市化 １４
３ 农村宅基地 １３２ １７ 用益物权 １９ ３１ 意愿 １３
４ 三权分置 ７４ １８ 城镇化 １８ ３２ 制度变迁 １２
５ 宅基地退出 ５９ １９ 小产权房 １８ ３３ 使用权流转 １１
６ 流转 ４９ ２０ 农村 １７ ３４ 农村宅基地制度 １１
７ 土地制度 ４１ ２１ 土地制度改革 １７ ３５ 土地法学 １１
８ 影响因素 ４０ ２２ 退出机制 １７ ３６ logistic回归模型 １０
９ 乡村振兴 ３１ ２３ 宅基地制度改革 １６ ３７ 土地发展权 １０
１０ 宅基地流转 ３１ ２４ 宅基地换房 １６ ３８ 城乡一体化 １０
１１ 土地管理 ３０ ２５ 资格权 １６ ３９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１０
１２ 使用权 ２２ ２６ 退出意愿 １６ ４０ 宅基地置换 １０
１３ 土地流转 ２２ ２７ 宅基地制度 １５ ４１ 模式 １０
１４ 农户 ２０ ２８ 制度创新 １４

　　为满足后文多元共词统计方法对文献数据的分析要求,进一步应用Sati软件对以上高频关键词

进行两两统计分析,并运用Equivalence系数进行转换和误差消除处理,最后得到高频关键词相异矩

阵(见表６).其中,数值越小,表明关键词之间的相关程度越大.
表６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

宅基地 宅基地使用权 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 宅基地退出 流转 土地制度

宅基地 ０ ０．９９３７ １ ０．９１６０ １ ０．９８９６ ０．９９３９
宅基地使用权 ０．９９３７ ０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６５８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３１７ ０．９９７５
农村宅基地 １ ０．９９９６ ０ ０．９９１７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８１３ ０．９９８３
三权分置 ０．９１６０ ０．９６５８ ０．９９１７ ０ １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９７
宅基地退出 １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９５ １ ０ １ ０．９９８３
流转 ０．９８９６ ０．９３１７ ０．９８１３ ０．９９８９ １ ０ ０．９９５５
土地制度 ０．９９３９ ０．９９７５ ０．９９８３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８３ ０．９９５５ ０

　注:由于篇幅所限,表格中仅呈现了相异矩阵中频次前７位的数据.

８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２．聚类分析

利用组间联接法对研究文献进行分层聚类处理,得到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

析图谱(见图３).再考虑到各高频关键词的实际内涵,本文将２００８年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热点

组合归纳为４个主题分支,分别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农民宅基地退出/流转的意愿及影

图３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谱系图

９第１期　 董　欢 等: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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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产权视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与城乡一体化.从高频关键词内外部联

系来看,每个热点主题内部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是较为紧密的,而不同热点主题之间的各高频关键

词则联系相对偏弱.这表明聚类分析结果较为理想.

３．社会网络分析

由于聚类分析对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度体现得还不够充分,因此,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如图４所示,在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中,关键词“宅基地”的节点最大①.其

次,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分置、土地制度、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退出等关键词的中心特征也十分明显.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关键词周围,连线也非常密集,进一步汇聚了土地管理、影响因素、农户意愿、
城镇/市化、城乡一体化、成员权、小产权房、乡村振兴、用益物权、宅基地管理、流转模式等热点关键

词,非常直观地揭示了该领域热点主题的内部联系.

图４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网络知识图谱

　　４．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热点讨论及评述

综合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本文将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的聚焦点划分为以下３个主题(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主题及其关键词分布

研究主题 主要关键词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流转、宅基地管理、用益物权、产权、流转模式、影响因素、LogisＧ
tic模型/回归、农户意愿、农民权益、土地法学、产权、制度创新、宅基地资格权

城镇化与宅基地退出
宅基地、宅基地退出、宅基地制度改革、城镇化、城市化、土地制度、退出意愿、影响因素、退出机
制、土地经济、土地发展权、土地管理、农户、模式、土地经济、宅基地置换/换房、土地发展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
宅基地、宅基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制度改革、小产权房、制度变迁、资格权、成员
权、使用权、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农村宅基地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法学

　注:作者根据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综合整理而来.

　　(１)主题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流转一直是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域的持续关注热点.以宅

基地流转为核心,该主题汇聚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流转模式、影响因素、农户意愿、农民权益等高频

关键词.在宅基地流转的探索之路上,关于是否应当放开宅基地流转,学界曾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

禁止流转、限制流转、允许流转等不同观点.反对宅基地流转的学者,主要以“宅基地承载的居住保

障、社会稳定和政治功能”等为由,认为放开宅基地流转可能导致农民权益受到损害,甚至带来社会动

荡[６Ｇ７].然而,随着宅基地资产价值的日渐显化,特别是在经济活跃和区位条件较好地方,宅基地流转

现象不断发生.进而,大量学者开始从现行农村住房和宅基地流转制度不合理所引发的现实问题[８Ｇ９]

０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① 社会网络分析将关键词视为结点,结点位置越居中,表明越处于核心研究地位.而结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
线越粗,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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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进行探讨.同时,还有学者从现实需求[１０]、流转合理性[１１]以及法律、政策空间[１２]等视角论证放

开宅基地流转的正当性.还有一些学者从权利视角出发,强调无论是否承认宅基地的保障功能,都不

应当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１３].
逐渐地,虽然质疑声音仍然存在,但总体上看,学界关于宅基地流转已形成共识,讨论重点也从该

不该流转转向怎么科学流转,如对宅基地流转模式[１４Ｇ１５]的讨论,以及对农户主体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的研究[１６Ｇ２０].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通过深入观察宅基地流转行为,探讨宅基地流转对农

户家庭福利的影响[２１].
(２)主题二:城镇化与宅基地退出.中国正在实现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农村

地区出现了大量空心村、小产权房,甚至乡村衰落等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宅基地退出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热点话题.在该主题下,汇聚了退出意愿、退出机制、城镇/市

化、土地发展权、农户等重要关键词.学者们首先围绕宅基地退出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意义及价值

等[２２Ｇ２４]展开了丰富讨论.随着改革中宅基地退出案例的日渐增多,不少学者开始对宅基地退出模式

展开深入案例对比分析[２５Ｇ２６].还有不少学者从农户微观视角切入,运用计量模型对宅基地退出意

愿及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２７Ｇ２９],以及运用推拉理论揭示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主要推力和拉

力[３０].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学者们的关注重心又逐渐转向农户退出宅基地的补偿情况,如运

用 CVM 法、Tobit计 量 模 型 等 分 析 影 响 农 户 退 出 宅 基 地 的 受 偿 意 愿 及 具 体 影 响 因 素、影 响

机制[３１].
总体来看,学界对宅基地退出的积极意义还是予以了充分肯定.但遗憾的是,从改革实践来看,

宅基地退出并不广受农户欢迎,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如地方政府经纪人和服务者的角色之间存在

一定矛盾、农民利益补偿机制不合理等[３２],缺少对土地发展权的经济补偿[３３],面临法律和政策限制、
威胁农民住房权益[２３],以及存在补偿资金缺口[３４]等.面对困境,学者们也从农民权益保护、农户分

化、福利分配等视角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认为确立行之有效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获得绝大多数农

民的自发支持,是当下我国有效开展宅基地退出行动的前提[３３].
(３)主题三: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该主题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是宅基地“三权分置”、宅

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制度改革、小产权房、制度变迁、成员权、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
在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集中围绕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经济机理和法理逻辑[３５]、产权体系和权利边

界[３６]、改革要义[３７]等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开始关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困境,如
所有权主体虚置和处分权缺失、资格权界定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使用权流转范围受限等权能困境[３８],
“资格权”创设的法律依据不足、农民享有宅基地处分权能存疑等法律困境[３９].

此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方

面,学者们也是研究热情高涨,认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现代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党中央高瞻远

瞩的战略决策[３９],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是乡村

振兴的有力抓手[４０].另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行

了探索[４１],并对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案例样本分析[４２],提出了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特

殊性[４３].

　　四、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演化分析及前沿展望

　　前文分析从整体上客观呈现了２００８年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在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

点等方面的知识关联结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相关研究文献内在的知识联系,但未能系统呈现

和解释相关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因此,这里继续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时间动态

分析.

１１第１期　 董　欢 等: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１．２００８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演化分析

进一步将时间变量引入高频关键词的网络知识图谱中(见图５),以清晰观察每个聚类中高频关

键词随时间演化的具体情况.作为补充证明,本文还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了“突发性处理”,以更准

确检测高频关键词产生的起始时间信息(见表８).

图５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表８　２００８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的突现词

关键词 凸显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土地流转 ４．８９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小产权房 ４．２７２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农村宅基地 ６．２３５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宅基地换房 ３．２９８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制度创新 ４．１７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农村 ５．１６２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宅基地流转 ３．５６２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农户 ２．６６５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影响因素 ６．６４６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用益物权 ３．４７４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土地经济 ４．８０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土地发展权 ２．９２７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退出意愿 ３．３６９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农村土地 ２．８２５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宅基地制度改革 ２．８７７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宅基地退出 ３．０８２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乡村振兴 ９．９４７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资格权 ５．０６３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宅基地“三权分置” ４．１０２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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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是典型的社会科学议题,是对实践改革的思想回应和理论升华,更关键的

是,相关理论研究及进展源自并依赖于现实改革.从时间线可以看出,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演化与实

践改革步伐密切相关.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处于中心位置的关键词是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流转、宅基

地换房、小产权房等.后来,随着实践中“被上楼”“被集中”“被失地”等现象的发生,学界关于宅基地

制度改革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宅基地流转主体.特别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大量研究集中于运用计

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实证探讨农户流转或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２０１４年关键词“用益物

权”突显.根据突现词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关于农户流转或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热度一直

持续至２０１７年.期间,关键词“宅基地退出”于２０１６年突现.在进入２０１７年之后,关键词“宅基地

‘三权分置’”“乡村振兴”突显,成为新的研究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策及实践改革进展的影

响.２０１８年１月,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同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再次明确“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

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并将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也可以看

出,２０１８年以来,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核心,汇聚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热点,包括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发展、有偿使用、增值收益分配等.可以预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深入,后
期会有更多研究成果围绕此内容展开.

２．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前沿展望

展望某知识领域的前沿对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帮助研究者及时把握研究的最新演

化动态,还可预测该知识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结合近年来中央关于城乡发展、乡村治理、农村土地

制度的整体改革动向以及课题组近年来对农业、农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和与多

位学者的讨论,本文从权利体系视角切入,认为未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或将集中在以

下方面:
(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落实与治理现代化.农村集体是宅基地管理的最基层行政单元,而

宅基地是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最关键性资源约束.然而,长久以来,农村集体关于宅基地的管理权能、
处置权能等的落实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宅基地隐形流转、闲置、违建、超建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因此,

仍需学者们在这些难题上贡献智慧.特别地,随着宅基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

的深入推进,对于增量集体建设用地,如何界定其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边界,如何落实农村集体的占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除此之外,如何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

提下通过产权改革塑造合适的宅基地现代化治理体制,如何提升农村集体的治理能力以适应乡村社

会的开放性、市场性和流动性特征,如何在深化改革中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有序共治

等,也是未来努力的研究方向.
(２)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利界定、主体认定及权利义务.虽然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宅基地

资格权作为政策性术语被明确提出,但是,已有研究对其权利内涵、权利属性等仍未形成共识.因此,
亟待一系列法理论证和制度构建以明确界定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利地位,特别是其法律地位、设定目

标、权能范围等基础性问题.进一步地,关于宅基地资格权主体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等也具有广泛

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如何保障宅基地资格权的多元动态公平实现,如新老成员代际间如何动态平衡、

新型农村集体成员①是否具备获取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利等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农村土地市场化改

革进程的加快,农村会更具开放性,人员构成也会更加复杂,从而,宅基地资格权引发的相关矛盾也会

更加激化,因此,必须提前审视、思考相关问题.此外,在宅基地资格权权利义务方面,如何构建监督

３１第１期　 董　欢 等: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

① 根据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不再必须是集体成员.如户籍不在本村,但实际在本村居住已超过一年的,可依法参选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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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防止资格权被滥用,避免超标多占、一户多宅、肆意处分等问题;如何在保护农民宅基地资格

权的同时,又真正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避免盲目保护及食利集团的出现,这些问题也亟待加强研究.
(３)宅基地使用权放活的目标、规则、风险及增值收益分配.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是当前宅基地制

度整体改革的核心.虽然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关于宅基地流转的议题就广受学界关注,但时至今日,在宅

基地放活目标上仍存在一定争议,是偏好最佳利用,还是应当促进乡村内部发展? 特别是针对腾退置

换建设用地指标的放活模式,如何在放活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利的同时,又让这种权利实现不损害农

业、农村发展的长远利益,助力乡村振兴? 如何发挥宅基地市场化配置的双向激励作用,在实现有序

吸附城市资源进入农村的同时,又真正推动农村内部资源围绕宅基地集聚、优化,助力城乡要素、产
业、社会和生态全面融合? 这些都需要在制度构造方面予以深入探讨.进一步地,关于转让、出租、置
换、入股合作、抵押等放活路径的有效实现模式,期限、用途、适用条件等具体规则及难点,关于取得主

体的门槛、边界、权利义务、程序等制度设计,关于放活宅基地的综合影响及潜在风险,关于放活中如

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关于放活后所涉及的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都是亟需攻克的重大难题,亟待

论证.
(４)宅基地有偿退出及退后利用管理.“宅基地退出”已被写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体现了重要时代价值.但纵观来看,关于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模式和标准、资金来源、退出程序、监督管

理等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经验研究主要讨论农户及其退出意愿,较缺乏对真实退出行为、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研究.而近年真实退出案例的不断涌现则进一步降低了已有研究的现实适应性.因此,
还需要不断拓展相关研究,对以下问题展开全方位、系统化的探讨:如何全面综合评估宅基地价值,如
何建立可持续的退出补偿资金来源机制,如何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社会基础变动构建差异化、开放有

序的宅基地退出机制等.而且,退出改革不应只关注是否退出、如何退出,更关键是退后宅基地如何

利用管理、农户生存状况及社会总福利如何变化,退出中的风险产生机理及如何控制,这些问题都迫

切需要深入探索.除此之外,如何强化退出后宅基地的有偿使用与村庄发展,如何联动推进宅基地退

出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问题,也是未来努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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