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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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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工具,对CSSC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2000-2012年间的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相关文

献进行分析,揭示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问题。结果显示:征地制度改革研究作者群体庞大,汇集了国内土地管

理知名学者;研究机构以国内知名高校为主;相关研究紧跟政策导向,为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献质量较高;相关研究主要有3条路径。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研究的不足:知识基础略显薄弱;学术结论向公共

政策的转化能力不强;研究热点分布不均;研究所属学科和研究方法不均衡。提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相关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的重点:加强部分重点问题的研究;注重从应然向实然转化的研究;注重多学科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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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是近年来社会和学术界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沿承自计划

经济时代,最近一次重大改革应追溯到1982年,在
过去的30余年间,征地制度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也产生了征地冲突、失地农

民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征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依赖大量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

了研究,研究学科涉及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

等,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00余篇,以多视角、多层

次、多学科对征地制度改革进行研究。但是最近数

年间,相关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一方面,虽然每年

有大量相关文献刊出,但国土资源部门在探索征地

制度改革时却难以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方

面,征地制度改革似乎充满了问题,有待调查和研

究,但大量初涉此领域的学者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瓶颈的破解,有赖于对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领

域的整体性考察。如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研究者只有跳出个体认知和知识的拘

囿,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前研究现状与问题,选择合适

的、迫切的议题,推动整个学科的快速发展,进而推

动征地制度改革的进程。近年来文献计量学,尤其

是可视化技术的出现,使这种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整

体性考察成为可能。本文拟采用知识图谱法,对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以“征地制度

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评述

研究现状,分析研究不足,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一、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种图形,它是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的

科学计量学从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的产物,可以

客观、直接、形象地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避免

因个人经验造成的误差而成为把握学科发展动态、
选择研究方向、辅助科技决策的重要工具,因此有极

为广泛的应用[1]。Citespace是较常用的一种文献

计量分析工具,适用于多元、动态的复杂网络系统。
本文将采用这一工具,对相关文献的作者、机构、基
金、关键词和引文等进行可视化分析。

2.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源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数据库。CSSCI数据库由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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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项目,在国内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中影响广泛。
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

重要工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

索等多种信息检索。本文搜索了2000-2012年以

征地制度改革为主题的文献,共1123篇。

  二、研究现状分析

1.著者与研究机构

学科的学者是该学科中的主要研究人员,学者

状况是学科发展状况的标示;分析学科的学者,可以

明晰哪些学者是该学科的主要研究人员。核心著者

是指那些发文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体。
在核心著者中,钱忠好、曲福田、张安录、唐健等发文

数量较多,以第一作者发文的数量都超过了10篇,
其中钱忠好更是达到19篇之多;发文数量较多的还

有谭术魁、陈小君、朱道林等,数量都超过了5篇。

从总量来看,数量超过5篇的有10人,超过10篇的

有4人。从著者身份来看,核心著者均是国内知名

高校土地资源管理学科的知名教授。征地制度改革

研 究 的 著 者 总 规 模 也 颇 为 庞 大,总 人 数 接 近

1900人。
统计作者所属单位的分布,可反映该刊论文所

属研究机构分布的规律,同时反映不同机构的相关

学科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从结果看,发文最多

的是南京农业大学,频次为44,随后是中国人民大

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如表1)。
从机构类型来看,国内知名高等院校占绝对多数,前

16名占15席,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则是前16名中

唯一一所事业性质的研究院所,发文量排名第10。
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南京和武汉分列前三位,这
与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力量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基本

一致。
表1 著者所属机构(前16位)

单位 地区 频次 单位 地区 频次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44 北京大学 北京 16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6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北京 15

浙江大学 浙江 25 四川大学 四川 12
南开大学 天津 20 扬州大学 江苏 12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20 兰州大学 甘肃 10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18 武汉大学 武汉 10

南京大学 南京 18 吉林大学 吉林 10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16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

  虽然在机构发文前16名中,北京、南京和武汉

略微呈现区域集中趋势,但从文献总体来看,区域集

中性并不明显。这一特征,从好的一面来看,说明征

地制度改革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研究的热点问

题,各地区都在这一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从不好的一

面来看,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学术积聚效应,
学术力量分散,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时间分布

从各年度文献刊发数量来看,2004年以后文献

数量骤增(如图1),这与2004年前后征地矛盾凸

显,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等密集发文调整征地补偿安

置标准、规范征地程序等情况相吻合,表明有关机构

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紧跟政策导向,充分发挥

了政府思想库的重要功能。2007年以后,相关文献

稳定在每年100篇以上,使征地制度改革成为土地

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这种持续关注也表

明有关部门最近的改革并未彻底解决征地制度中存

在的问题,相关问题依然受到学界重点关注。

图1 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3.来源期刊分析与基金

从期刊来源来看,《中国土地科学》遥遥领先,这
与该刊“全力推介国内外土地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快
速报道国内外土地科学创新技术和方法,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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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土地科学学术思想和观点,推进土地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支持土地资源科学利用和管护工作”
的办刊宗旨相吻合,也与该刊在土地管理研究领域

的权威地位相吻合。关注改革、行政管理和农村问

题的期刊也是相关文献的重要来源。

表2 期刊来源情况(前15位)

期刊 数量 影响因子 期刊 数量 影响因子

中国土地科学 102 2.675 中国农村经济 21 3.018
经济体制改革 41 0.896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 3.256
农业经济问题 32 2.478 求索 18 0.620
河北法学 30 1.214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8 1.119
中国行政管理 26 1.995 中国农村观察 17 2.193
生产力研究 25 0.510 城市发展研究 17 1.569
法学 23 1.554 财政研究 15 0.994
改革 22 0.503

 注:影响因子为2012年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数据库。

  从前15名来源期刊的质量来看,期刊复合影响

因子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半数超过1.5,为该学科权威

级别期刊,这表明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整体水平较高。
从相关文献的基金资助情况来看,重要基金资

助率为21.4%,即国家级、省部级基金支持力度较

大,表明这一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得到了国家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从重要基金类型来看,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资助比例最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次之(如
图2),表明相关研究在我国科研体系中具有较为重

要的地位。

图2 基金资助情况

  4.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如果某

一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说明

该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因此通过关键词的共引聚类,可以有效识别研究热

点,对学术特征和动态演化有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

把握。
本文 提 取 了 1123 篇 文 献 的 关 键 词,运 用

Citespace进行共引聚类分析,对分析结果进行处

理,删除“我国”“土地征收”“征地制度”“改革”等无

效关键词,对“社保”“社会保障”一类的关键词进行

合并,最终获得征地制度改革关键词共引聚类结果

(见图3)。结果显示,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依次

是“征地补偿”(121)、“征地补偿安置”(88)、“城镇

化”(75)等,这些关键词中心值也较大(“征地补偿”

为0.52,“征地补偿安置”为0.46,“城 镇 化”为

0.36),是网络中连接研究领域的重要中介。
据图3可知,2000-2012年征地制度改革研究

主要沿3条路径展开,即以经济学为基础,从征地补

偿(安置)着手研究制度改革;以社会学为基础,从城

镇化与失地农民问题着手研究制度改革;以法学、行
政管理学为基础,从土地权利与征地程序着手研究

制度改革。
(1)从征地补偿(安置)着手研究制度改革。补

偿和安置是征地制度的核心子制度,同时补偿和安

置制度的缺陷也被认为是目前征地制度所引发严重

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领域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征地

补偿(安置)问题的探讨推动征地制度改革,两大关

键词“征地补偿”和“征地补偿安置”地位突出,相互

联系,还与“公共利益”“补偿测算”“养老保障”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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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

键词直接相连,构成密集关系网,表明相关学术研究

关系紧密,互动性强。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已明确

以补偿、安置制度改革为重点,征地补偿(安置)对这

一决策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而随着改革的深化,相
关研究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从城镇化与失地农民问题着手研究制度改

革。快速城镇化是耕地非农化的强劲动力,但这一

过程产生了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以及

农民土地城镇化和身份非城镇化的矛盾。相关研究

尝试从这些矛盾入手,分析现有征地制度之不足,推
动征地制度改革。“城镇化”与“失地农民”“公平与

效率”“耕地保护”“利益冲突”等词直接相连,也构成

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网络,成为征地制度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
(3)从土地权利与征地程序着手研究制度改革。

土地征收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

权等一系列权利的转移,法学学者对此甚为关注,尤
其关注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管理学学者

则更为关注土地征收程序的规范性、合理性问题,强
调通过行政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完善

推动征地制度改革的深化。这一研究领域的缺陷在

于,相关研究总量不足,缺乏紧密联系,尚未能形成

与前2个领域相当的学术群。

5.引用分析

引用情况是评价文献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通

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本文对征地制度改革相关文献

的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列出了引用次数前10位的

文献,这些文献均被引超过100次,其中汪晖的《城
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用权与征地补偿》、陈江龙

和曲福田的《土地征用的理论分析及我国征地制度

改革》以及王太高的《土地征收制度比较研究》引用

次数更是分别高达372次、260次和210次,表明相

关研究在学界得到了高度认可。汪晖一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二期,该文以城乡结合部

的土地征用为例,讨论了现行法律的矛盾与征地权

滥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补偿标准和补偿机理,提出

了征地制度改革需要考虑的3个因素[2]。陈江龙一

文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二期,该文认为

我国征地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公共利益的内容、补
偿理论与原则的选择与时代背景不相适应[3]。王太

高一文则发表于《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6期,该文

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与法、德、日、美、俄等国及台湾地

区法律在土地征收的前提,补偿原则、范围、标准、方
式,以及征收程序和救济方面的差异,对征地制度改

革提出了建议[4]。从个人来看,汪晖,曲福田和钱忠

好的文献引用总量最多。
从文献发表时间来看,前10位集中在2002-

2005年,表明这一阶段相关研究的质量较高。高引

用文献集中在2002-2005年,从另一方面来看,也
说明近几年来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领域缺乏得到普遍

认可的文献,因为按照学术论文引用规律,文献出版

3~5年是引用的高峰期,照此推算,2006-2009年

相关文献的引用情况难以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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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引用文献(前10位)

排序 作者 年份 文章 频次

1 汪晖 2002 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用权与征地补偿 372
2 陈江龙,曲福田 2002 土地征用的理论分析及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260
3 王太高 2004 土地征收制度比较研究 210
4 程洁 2006 土地征收征用中的程序示范与重构 195
5 陈利根,陈会广 2003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与创新: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185
6 钱忠好,曲福田 2004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183
7 钱忠好,曲福田 2004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 172
8 诸培新,曲福田 2003 从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考察土地征用补偿价格构成 152
9 薛刚凌,王霁霞 2005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110
10 李平,徐孝白 2004 征地制度改革:实地调查与改革建议 104

  6.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的研究有利于明晰研究热点的本质,
研究前沿的引文则是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5]。通

过对文献共被引的分析,可以发现该研究主题的知

识基础。
文献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文献的影

响力度,而影响度的大小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

文献质量和水平的高低。这些文献是2000-2012
年间征地制度研究热点最为关注的文献群,尤其是

其中涉及征地补偿方面的文献。当2篇文献同时被

第3篇文献引用时,就称这2篇文献存在共被引关

系。2篇文献的共被引次数越高,表明文献间关系

越密切,就意味着两文献的学科背景越相似。节点

类型选择引文,短语类型选择突显,绘制文献共被引

网络,结果显示,文献之间的共被引现象较为普遍。
通过被引频次统计,被引次数≥2次的共有57篇文

献。这些文献是2000-2012年间“征地制度”研究

热点最为关注的文献群,尤其是其中涉及征地补偿

与征地补偿安置方面的文献。表2显示了前十位高

被引文献的相关信息。
表4 高被引文献(前十位)

编号 作者 年份 文章 中心度

1 李平 2004 征地制度改革:实地调查与改革建议 0.27
2 韩俊 2007 建立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0.15
3 高珊 2004 江苏省农村土地征用与收益分配研究 0.15
4 陈剑波 2006 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 0.15
5 党国英 2005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状思考 0.14

6 蒋省三 2006
打开土地制度改革的新窗口———从广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管理办法》说起
0.13

7 蔡昿 2006 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 0.13
8 廖小军 2005 中国失地农民研究 0.12
9 周其仁 2004 农地产权预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 0.11
10 严金明 2009 我国征地制度的演变与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的选择 0.11

  图4所示的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知识图谱,每
个节点都表示一篇被引文献,圆圈的厚度与相应年

份的引文数成正比。图4中的重要文献构成了关于

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最重要的知识基础。重要节点的

鉴别是基于整体图论特征,而非仅基于其出现的频

次。其中李平的《征地制度改革:实地调查与改革建

议》、韩俊的《建立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高珊的《江苏省农村土地征用与收益分配研究》等节

点的中心度较高,显示了这些文献在领域中的重要

连接作用,堪称极为重要的经典文献。李平等讨论

了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方法,并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

的建议[6]。韩俊提出了建议建立合理的相关征地补

偿机制的基本观点[7]。高珊等立足江苏省的土地征

用和土地收益分配现实,指出目前存在“圈地”现象

严重、征地补偿过低、失地农民未来生活无保障等问

题,从政府、制度、城市建设3个层面探讨了问题产

生的根源,并提出了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建立失地农

民保障体系、广开就业门路、健全法律体系等改革

措施[8]。

  三、相关研究的展望

1.相关研究的不足

(1)学术结论向公共政策的转化能力不强。近

年来,一些学者对国内学术研究态度和功利化论文

产出方式进行了深刻批评[9],认为一些人仅为发论

文而论文,于理论的发展、实际运用毫不上心,而且

急功近利。这一批评在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领域也基

本成立,不少科研人员和研究生醉心于让自己的成

果“更具学术性”,而忽略了此类政策研究的社会性。
征地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存在很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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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理论分析是极为必要的,但当

谈及征地制度改革时,就意味着要将这些规律性的

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政策建议,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这也是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这一研究领域大力资助的根本

目的。

图4 共被引网络聚类知识图谱

  (2)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略显薄弱。文献计量

学的结果显示,征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知识基础以国

内学者学术论文为主,前10位的被引文献中有八篇

是国内学术论文。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相

比,国外文献偏少,学术论文偏多。前者可能与我国

征地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国外相关研究并不充

分有关,后者则表明相关研究尚未出现能得到广泛

认同的知识基础性的著作。与论文相比,著作的信

息量更大,理论也更为成熟,因此,很多领域的研究

基础都以学术著作为主。
(3)研究热点分布不均。征地制度改革研究的

关键词共现结果显示,相关研究在征地补偿标准、失
地农民生活质量等问题上成果丰硕,但征地制度还

存在很多其他缺陷,这些缺陷也将对制度运行的社

会后果产生重要影响,而现有研究对这些方面的关

注严重不足。以征地安置问题为例,根据《土地管理

法》相关条文,安置和补偿在征地制度中的地位基本

相当,实践中安置模式单一、过度货币化也是征地矛

盾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相关学术对安置的关注

是极为失衡的。首先,一些学者对安置与补偿的概

念差异不甚了解,将安置视作补偿的一部分,主题是

研究补偿和安置,内容却只有补偿;其次,文献关注

比例失衡,单独关注补偿、同时关注补偿和安置、单
独关注安置的文献比例大致为6:3:1;最后,研究水

平差距明显,安置研究文献质量、引用情况和所载期

刊质量都存在明显劣势。除此以外,征地程序规范

化、民主化和透明化等问题的研究也被严重忽视。
(4)研究所属学科和研究方法不均衡。从相关

文献的统计来看,发表于高水平期刊、引用量较大的

文献主要来自经济学,行政管理、法学和社会学视角

的研究力量孱弱;定性研究偏多,占到总文献的

90%以上,定量文献偏少,且集中于补偿测算和失地

农民生活水平测算方向;应然研究偏多,实然研究偏

少,从应然向实然转化的研究更为稀少。
2.未来相关研究的研究重点

(1)加强部分重点问题的研究。区别征地补偿

和安置,为农民提供长久安置,已被确定为新一轮征

地制度改革的重心。改革重心的变化对征地制度改

革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除了对征地制度的

一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应继续坚持,相关学者还应紧

跟政策需求,及时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为
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2)注重从应然向实然转化的研究。应然研究

偏重理论分析,实然研究偏重实证调查,两者都是学

科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征地制度改革相关研究,因
其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性,需要对制

度运行的实际效果进行充分的调研,因此实然研究

更显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充分利用应然研究

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强应然结论向实然结果转

化的研究,即加强科学的理论结果向合理的、具有可

操作性的公共政策转化的工作。征地制度改革事关

社会发展与稳定,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有关研究

在探讨了征地制度改革的理论之后,必须要考虑是

否应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如何实施,实施之后是否

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只有在这样详尽研究的基础上,
才能为有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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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多学科的结合。土地管理历来是多学

科汇集之所,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研究优势,也有自

身的不足,多学科结合才是学术发展的合理路径。
这一问题在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领域尤甚,因为征地

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远比理论和模型推到的结论复

杂,与征地制度有关的问题,通常都是具有中国国情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法律等多因素累积

作用的结果,都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单一学科

很难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全景分析。当

前相关学术研究,虽然包括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

学、法学等诸多学科,但就单篇文献而言,多学科视

角的综合性研究较为稀少,因此这种改变也许有效

推动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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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QuoandFutureofReformofLandExpropriationinChina
———BasedonBiliometricAnalysis

QIRui1,LIMeng-jie1,LIZhen-gui2

(1.ResearchCenterofMineralResourcePolicyandStrategy,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Wuhan,Hubei,430074;

2.ChinaLandSurveyingandPlanningInstitute,Beijing,100035)

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theacademicliteratures,whichwerepublishedfrom2000to2012
andembodiedinCSSCI,onChina’slandexpropriationreformwiththehelpofbiliometrictoolsinorder
torevealthestatusquoandproblemsofthisresearchfield.Theresultshowsthat,thisresearchfield
hasattractedmostfamousprofessorsoflandresourcemanagementandalargenumberofresearchers;

mostinstitutesarefamousuniversitiesinChina;theannualdistributionofliteraturessuggeststhatthe
researchesarepolicy-oriented;allliteratureshavehighquality;theseresearchescouldbedividedbythe
keywordsintothreeroutes.The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resettlement,theurbanizationand
landlessfarmers,andrightsandprocessesduringthelandexpropriation.Problemsofthisresearchfield
include:thebasicknowledgeofthisresearchisweak;theabilitytotransferacademicresultstopublic
policyisnotstrongandthedistributionofresearchhotpointsisunbalanced;andthedistributionofre-
searchdisciplinesandmethodsisalsounbalanced.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suggestions,

forexample,relatedresearchaboutChina’slandexpropriationreformshouldfocusonthekeypointsin
researchmethodology,researchonimportantproblemsandthetransformationfromrationalevolution
toactualityshouldbestrengthenedandfinallymultidisciplinaryintegrationshouldbeemphasized.

Keywords landexpropriation;institutionreformation;academicresearch;biliometric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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