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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c113e551-9de9-40d8-92ac-9f8e00a496b7

检测日期：2011年11月01日

检测范围：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SPD）、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DB）、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CCPD）、中国学术网页数据库（CSWD）
 
 
检测结果：

一、总体结论

总相似比：38.61% (参考文献相似比：0.99%，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37.62%)

二、相似片段分布
 

注：绿色区域为参考文献相似部分，红色区域为其它论文相似部分。

三、相似论文作者（共45个）

点击查看全部相似论文作者

四、典型相似论文（共200篇）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 2.72% 国外土地征用的理论与启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陈江龙 等 国土经济 2002

2 1.24% 完善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思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史卫民 商业研究 2009

3 9.16%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 杨涛 青海社会科学 2006

4 6.93%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 高勇 经济学家 2004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yyrjhj2002020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yj20090405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xj2004010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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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全部相似论文

五、相似论文片段（共67个）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5 4.95% 城郊经济发展研究 学位论文 曹萍 四川大学 2005

6 4.70% 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 马晓茗 等 生态经济 2010

7 4.46% 广东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学位论文 潘光辉 华南农业大学 2005

8 4.21% 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 张宏晖 天津大学 2005

9 4.21% 失地农民二次创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期刊论文 丁丽娟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0

10 4.21% 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宗松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11 3.96% 历城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李佃文 山东大学 2009

12 3.71% 我国近郊农村城市化研究——兼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之路 学位论文 许锋 东南大学 2008

13 3.71% 扬州市开发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变迁、问题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张贞金 苏州大学 2007

14 3.71%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期刊论文 孙曼娇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10

15 3.71%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期刊论文 北方经济（综合版） 2005

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浅谈土地征用对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

        [期刊论文]《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  孙伟

我国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

市场化的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飚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

我国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但向农

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仍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W0146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3368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sfdxxb-zxshkxb2010050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45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521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7984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9658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zk20100505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jj20051001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yjxlt2010060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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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仍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土地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由于征

地补偿

的补偿

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失地农民征地安置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丁冶，2005年  东北大学

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

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

征地安置政策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

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

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

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经济发展研究

        [学位论文]曹萍，2005年  四川大学

但是，目前《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

补偿费为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补助费为4至6倍。这一计算

方法仍旧是沿用计划经济时期以亩产值来测算的方法，由于农产品价格易受市场

经济的影响，以农产品产值来计算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土地的实际价格。按照这

一计算方法，农民获得的土地

但是,目前《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

倍,安置补助费为4至6倍。这一计算方法仍旧是沿用计划经济时期以亩产值来测算的方法,不

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以农产品产值来计算已经不能真

实地反映土地的实际价格。按照这一计算方法,农民获得的土地

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基于当前失地农民就业保障体系存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期刊论文]《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  杨晓东 等

现行的经济补

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

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

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说明现行的征地补偿机制是

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不足以预防大量失地农民的

贫困。各地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征地安置者以前的收人和生活

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527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W0146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yjdk2008190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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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保障

失地农民

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及其损失补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已有研

究成果的解读、分析和评价，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研究

水平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土地制度的差异性以及社

会制度背景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征地补偿的范围、标准、方式也各有不同。

　　1.2.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

及其损失补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解读、分析和评价,不难

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研究水平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

由于土地制度的差异性以及社会制度背景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征地补偿的范围、标准、

方式也各有不同。国外

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北京市郊区乡镇城市化进程项目的研究

        [学位论文]饶党辉，2009年  北京邮电大学

研究。

　　第一、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化概念的研究

　　KentP.Schwirian和JhonW.Prehn认为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城市化看作

是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城市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二是把城市化看作是行为

模式以及思考问题方式的城市化；三是认为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过

程。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研究还不够深入。2、国外研究现状关于城市化概念的研究,国外学者Kent P.Schwirian和

Jhon W.Prehn认为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城市化看作是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城市周围地

区辐射的过程；--是把城市化看作是行为模式以及思考问题方式的城市化；三是认为城市化

是城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美国的《世界城市》认为城市化

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693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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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政治因素将加强私人征用保险的经济动机。征用补偿可

以遏制早期的过度发展，以此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它降低了土地所有者为

避免土地被征用而损害其土地

认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更多地了解风险,因为保险公司不如他们更能分辨政策环境。此外

,Farber和Kaplow还指出,保险公司至少在游说政府的土地补偿上面与土地所有者具有相同的

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因素将加强私人征用保险的经济动机。征用补偿町以遏制早期的过

度发展,以此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它降低了土地

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研究了在

支付了公正的补偿的前提下，各级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权利征收私人财产。补

偿水平只有通过市场价值衡量才是公正的，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市场价值的补偿

能否激励私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将来有可能面临政府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应

如何改善财产状况以达到

能力范围内进行赔偿。Trefzger和Colwell研究了在支付了公正的补偿(just compensation)

的前提下,各级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权利征收(taking)私人财产[51。补偿水平被认为只有

通过市场价值(market value)衡量才是公正的,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市场价值的补偿能否激励

私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将来有可能面临政府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应如何改善财产状况以达

到

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社会有效率。

　　国外学者热衷于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征地补偿，目前已较为成熟，通过建

立和发展模型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征地补偿应该如何进行。国外学者

更看重从公平角度、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来考虑补偿

社会制度背景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征地补偿的范围、标准、方式也各有不同。国外学者

热衷于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征地补偿,目前已较为成熟,通过建屯和发展模型来研究在各种

不同的情况之下,征地补偿应该如何进行。国外学者更看重从公平角度、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

度来考虑补偿

1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原则，原因是多方面的。张慧芳指出土地征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限制或 原则,原因是多方面的。张慧芳指出土地征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限制或剥夺私人权益,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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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私人权益，而且是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财产权的克减。那么，实

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就是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

度出发，谢钊和郭晓霞认为适宜的制度指这样一种制度均衡状态，个人的最大化

行为既与其预期相吻合，又与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亦即已经不存

在通过改进制度来节约资源的机会。因而土地征收制度安排要满足

而且是对人赖以牛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财产权的克减。那么,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

就是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81。这个观点可以看做是从公平效率的观点来看待土地征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谢钊和郭晓霞认为适宜的制度指这样一种制度均衡状态,个人的最

大化行为既与其预期相吻合,又与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亦即已经不存在通过改

进制度来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因而土地征收制度安排要满足

1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生态经济》，2010年  马晓茗 等

征地补偿方面

　　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现有的征地补偿无论是范围还是标准都不合理，需要进一

步研究，建立起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如陈泉生早在1994年就论述了土地征收补

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并借鉴世界各国土地征用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应扩大补偿范围和提高补偿标准，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

现较大差距，以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周诚认为只有既对土地本身的所值予

以充分补偿，又对恢复生产的费用予以充分补偿，才能够称得上是全面、真正的

公正补偿。周飞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征地补偿标准是一种与土地市场无关的政策

性标准，而且既适用于公益性建设项目又适用于经营性建设项目。从有关法律对

征用土地补偿的具体规定来看，我国征地补偿属不完全补偿，且补偿范围和标准

比其它国家偏小、偏低。朱道林则认为用不确定性的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是补偿

标准的误区。现行征地补偿方式是以被征用耕地的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基础进行

计算的，而农用地的年产值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农用地的补偿标准随

意性过大，使法律规定的补偿倍数失去意义。

　　第三、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

　　多数学者认为应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补偿，同时建立农地的分等

定级体系，并对此展开了研究。如麻占红和刘勇设想可以参照国家城市土地使用

征地补偿的争论在征地补偿方面,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现有的征地补偿无论是范围还是标准都不

合理,需要进一。步研究,建寺起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如陈泉生早在1994年就论述了土地征

收补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并借鉴世界各国土地征用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我国十地

征用补偿应扩大补偿范围和提高补偿标准,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差距,以维持农

民现有的生活水平[13]。周诚认为只有既对土地本身的所值予以充分补偿,又对恢复生产的费

用予以充分补偿,才能够称得上是全面、真正的公正补偿[¨]。周飞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征地

补偿标准是一种与土地市场无关的政策性标准,而且既适用于公益性建设项目又适用于经营性

建设项目。从有关法律对征用土地补偿的具体规定来看,我国征地补偿属不完全补偿,且补偿

范围和标准比其他国家偏小、偏低[15]。朱道林则认为用不确定性的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是

补偿标准的误区。现行征地补偿方式是以被征用耕地的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基础进行计算的,

而农用地的年产值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农用地的补偿标准随意性过大,使法律规定

的补偿倍数失去意义116]。3.3关于征地补偿对策的研究 .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建立合

理的征地补偿体系,多数学者同意以市场价格来确定征地补偿的标准,并对此展开了研究。如

麻占红和刘勇设想可以参照国家城市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增收增值税的办法解决。先按照征用

后的地价进行补偿,国家再按一定的税率征收土地增值税。这样就可使在原标准中被忽略的部

分得以体现,同时又提高了补偿标准[17]。黄志华认为对于征地的补偿标准,鉴于现有城镇土

地和农用地分等定级及地价评估都以土地的实际用途为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利用城镇土地和农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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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时增收增值税的办法解决。先按照征用后的地价进行补偿，国家再按一定

的税率征收土地增值税。黄志华认为对于征地的补偿标准，鉴于现有城镇土地和

农用地分等定级及地价评估都以土地的实际用途为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利用城镇

土地和农用地的基准地价的成果资料，根据不同类型项目临时用地对用地后土地

发挥农用地

用地

1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陈志科，2010年  华中农业大学

范围、批准权限、建设单位申请要求、被征地单位与农民的安置补偿和补

助等内容都做了较为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土地法》规定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物权

法》（2007年，以下简称《物权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还包括安排被征地农民

范围和内容作出规定,仅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

体所有的土地……＂,同时,第42条第2款“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

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

1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高速公路施工地方工作之浅见

        [期刊论文]《黑龙江交通科技》，2007年  贾磊明

农民的补偿。因此，《土地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四是补偿具有强制性。征地补偿是国家征地行为的前置条件，是国家必须履

行的义务和职责，其范围和标准也通过《宪法》、《土地法

农民对该公路建设项目的支持。3.2实行阳光政策,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土地管理条例》规

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

者所有。《土地法

1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宗松，2004年  西南农业大学

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出发，认为损失补偿的目的在于 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出发,认为损失补偿的目的在于实现平等,土地征用正是对所有权的侵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8052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jtkj20070508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45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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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平等，土地征用正是对所有权的侵犯，为矫正这一不平等的财产权侵害，应

当给予完全的补偿，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完全补偿是指以被征用人完全回复

到与征用前同一的生活状态所需要的代价为补偿标准，这种补偿不仅包括直接损

失，如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本身的损失，还包括因此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如期待利

益的丧失、残余土地价值的减损、营业停止或缩小的损失、停业或转业的损失等，

甚至还包括非经济上的损失，如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精神上的痛苦等。目前发

达国家的征用补偿以完全补偿居多。

　　2.3.2不完全补偿

　　不完全补偿从"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

而不具有绝对性，由于

犯,为矫正这一不平等的财产权侵害.应当给予完全的补偿,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完全补偿

是指以被征用人完全回复到与征用前同一的生活状态所需要的代价为补偿标淮,这种补偿不仅

包括直接损失,如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本身的损失,还包括因此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如期待利益的

丧失、残余土地价值的减损、营业停止或缩小的损失、失业或转业的损失等,甚至还包括非经

济上的损失,如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精神上的痛苦等。目前发达国家的征用补偿以完全补偿

居多。②不完全补偿。不完全补偿从“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产权因负有社会

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由于

1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张宏晖，2005年  天津大学

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

而不具有绝对性，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加以限制。但土地的征用已经

超越了对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应依法给予合理补偿。根据

不完全补偿的标准，补偿范围仅限于被征用的财产的价值；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

损失

义务”观念出发,认为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一依法

加以限制。但在土地征用己超越对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应依法给予合理

补偿。根据不完全补偿的标准,补偿范围仅限于被征用的财产的价值: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损

失、迁移损失、营业损失

1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宗松，2004年  西南农业大学

限制的范围，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应依法给予合理补偿。根据

不完全补偿的标准，补偿范围仅限于被征用的财产的价值；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

损失、迁移损失、营业损失以及各种必要的费用等具有客观价值而又能举证的具

限制。但土地的征f＿｝j已经超越r对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应依法给予合

理补偿。根据不完全补偿的标准,补偿范围仅限于被征用的财产的价值；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

损失、迁移损失、营业损失以及各种必要的费用等具有客观价值而又能举证的具体损失,也应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45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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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损失，也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难以量化的精神损失、生活权损失等个人主观

价值损失，应当视为社会制约所导致的一般牺牲，个人有忍受的义务，不给予补

偿。

　　2.3.3相当补偿

　　相当补偿标准认为"特别牺牲"的标准是相对的、活动的，因此对于

当给予适当的补偿；难以量化的精神损失、生活权损失等个人主观价值损失,应3目视为社会

制约所导致的一般牺牲,个人有忍受的义务,不给予补偿。③相当补偿。相当补偿标准认为“

特别牺牲”的标准是相对的、活动的,因此对于

1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张宏晖，2005年  天津大学

制约所导致的一般牺牲，个人有忍受的义务，不给予补

偿。

　　2.3.3相当补偿

　　相当补偿标准认为"特别牺牲"的标准是相对的、活动的，因此对于土地征

用补偿应视情况不同采用完全补偿或不完全补偿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本着宪法

对财产权和平等原则的保障，特别的财产征用侵害，应给予完全补偿

制约所导致的一般牺牲,个人有忍受的义务,不给予补偿。3、相当补偿。认为“特别牺牲”的

标准是相对的、活动的,因此对于土地征用补偿应视情况不同采用完全补偿或不完全补偿的标

准。一般情况下,本照宪法对财产权和平等原则的保障,特别的财产征用侵害,应给予完全补偿

,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准许给予不完全补偿

1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张宏晖，2005年  天津大学

大致有三种不

同性质的土地征用或征收。第一种是建国初期的"征收土地"，体现在1950年的

《土地改革法》中，包括没收和征收两种形式，对地主的土地采取没收的方式，

对"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则采取强

制征收的方式，不管是没收还是征收都是为了满足当时土地制度调整的要求，具

有绝对的强制性。第二种是公有制改革前的"收回、收买或征购土地"，体现在

1950年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中，其第9条规定，"城市郊区所有没收或

大致分为3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征用或征收,即l、新中国成立初的“征收土地”,体现在1950年

的《土地改革法》中,包括没收的征收两种形式,对地主采取没收,对祠堂、庙宇、寺院教堂、

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及其它公地“采取强制征收方式,不管征收还是没收都是为满足当时

土地制度调整的要求,具有绝对的强制性。2、公有制改革前的收回、收买或征购土地,在1950

年《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9条中规定“城市郊区所有没收或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

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当地农民耕种使用,同时规定“国家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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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当地农

民耕种使用，同时规定"国家

1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宗松，2004年  西南农业大学

土地"，体现在

1950年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中，其第9条规定，"城市郊区所有没收或

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当地农

民耕种使用，同时规定"国家为市政建设及其他需要收回由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

时，应给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以适当的安置"（第13条），由此可见这是对国有

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概念，无偿提供使用，但国家收回时给予适当的安置和补偿。

第三种是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的"征用集体土地"的概念，在1961年发布实施

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俗称"六十条"）中，建立了"以生产大队的集体

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规定"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

队所有，规定给生产队使用"，基本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在1982年

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中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

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本条例办理"，而且"征

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

出征用集体土地的概念，而且在1986年和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均沿用了

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为"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

地实行征用"，2004年8月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

土地”,由于在1950年《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9条中规定,“城市郊区所有没收或征收得

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当地农民耕种使用,同时规定

“国家为市政建设及其他需要收回由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时,应给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以适当

的安置”(第1 3条)。由此可见这是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概念,无偿提供使用,但国家收回

时给予适当的安置和补偿。.37. ③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的“征用集体土地”,在l 961年发布

实施的Ⅸ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中,建立了“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镧为基础

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规定“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规定给生产队使用”,

基本建立r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在1 982年Ⅸ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中规定,“国家进

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本条

例办理”,而且“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J｛J权”,这是第一次比较完

整地提出征用集体土地的概念,而且在1 986年Ⅸ土地管理法Ⅺ中沿用r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明

确“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即征用土地是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

2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以廊坊市规划区为例

        [学位论文]尚勇，2006年  沈阳农业大学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45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916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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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做法。征地统

一年产值标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

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以前三年

主要

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测算指导性意见(暂行)》,确定了其初步的制订方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

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

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 沈阳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以前三年主要农产品

平均产量、价格为主要

2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继承、突破与风险规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度分析

        [会议论文]2007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2007年  黄贤金

测算的综合收益值，是计算征地补偿费用

的主要依据。浙江省杭州市、江苏省南京市和苏州市也从2000年起不再以产值

倍数来测算补偿费用，而是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土地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和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结合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确定征地区片价作为

征地

测算补偿费用，而是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土地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供求关系

等因素，结合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等等。这都为我国建立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制度提供了经验与模式。２突破——行为、标准的规范与有序２．１征地

2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制订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初探——胶南市为例

        [学位论文]孟庆丽，2008年  山东农业大学

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土地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和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结合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确定征地区片价作为

征地补偿标准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

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

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

　　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对现行法律的补充和完善，主要

目的是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偿标准

综合地价的测算研究5.1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内涵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

、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征地区片并测

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

2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58382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3939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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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信息在线

        [期刊论文]《国土资源》，2005年

征地综合补偿标准。

　　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对现行法律的补充和完善，主要

目的是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偿标准偏低、随意性较大、同地不同价等突

出问题。旧的征地补偿办法以具体地块的平均亩产值倍数来计算补偿费用，不仅

使补偿费用偏低，而且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

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主要目的是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偿标准偏低、

随意性较大、同地不同价等突出问题。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对现行法

律的补充和完善,是新形势下依法做好征地补偿

2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实例分析

        [期刊论文]《中国商界》，2010年  陈施施

征地补偿办法以具体地块的平均亩产值倍数来计算补偿费用，不仅

使补偿费用偏低，而且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往往因用途不同而相差很大，补偿的

随意性也较大。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综合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等级、

区位等多种因素，计算征地补偿费用更加精确、科学和合理，有利于

市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旧的征地补偿办法以具体地块的平均亩产值倍数

来计算补偿费用,不仅使补偿费用偏低,而且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往往因用途不同而相差很大,

补偿的随意性也较大。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综合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等级、区位等

多种因素,计算征地补偿费用更加精确、科学和合理,有利于

2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王朝华，2007年  中国农业大学

安置

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

助费标准为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

补助费最高不超过耕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的15倍；按规定支付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后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的，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

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每公顷被征用的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

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5倍；按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

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

2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tzy20050902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onggsj20100602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087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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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期刊论文]《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金红梅

安置

补助费最高不超过耕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的15倍；按规定支付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后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的，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每公顷被征

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超过耕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的15倍；按规定支付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后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

2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对我国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研究

        [期刊论文]《学术界》，2007年  张艳纯

补偿费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补助费按照有谁安置向谁支付的原则,无需统一安置的

发放给个人或经同意后用于支付其保险费用；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的

所有者，青苗补偿费归土地承包经营或使用者。其中，对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

交予农村集体

我国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现行耕地补偿费的分配如下: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安置补助费,按照有谁安置,向谁支付的原则,无需统一安置的发放给个人或经同意后用于支

付其保险费用；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者；青苗补偿费,归土地承包经营或

使用者。问题主要出在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上,因为只规定了将其交给集体

2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征地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罗美琴，2008年  西南财经大学

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

布,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它有关

费用",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采用什么办法处理费用，并

未做出明确规定。国发〔2004〕28号文件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

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

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国发(2004)28号文件中也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

2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bdxxb-shkxb20080402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2007060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4623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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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

        [学位论文]朱东恺，2005年  河海大学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

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

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

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

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

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

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

3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张利锋，2008年  上海大学

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

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

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

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

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

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

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上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

安置

3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关于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研究

        [学位论文]刘国华，2007年  华东师范大学

安置补偿及其弊端

　　招工安置补偿是指通过二、三产业来安置失地农民，政府通过积极创造条件，

向被征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或在同等条件下，

用地单位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征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将

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

安置。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被征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在

同等条件下,用地单位应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征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

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 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毕业论文 关于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

偿机制的研究入城镇就业

3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1917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925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25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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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参考文献]完善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思考

        [期刊论文]《商业研究》，2009年  史卫民

用地单位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征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将

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偿方式。

具体安置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实际使用征用土地的企业按照"谁征地，谁安置"

的原则吸纳失地农民进入企业就业，对不符合工作条件的失地农民

用地单位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征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

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安置模式。目前,该安置方式的途径主

要有两种:一是由实际使用征用土地的企业按照规定的“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吸收失地农

民进入企业就业,对不符合工作条件的失地农民

3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刘晓霞，2009年  东北师范大学

异地安置补偿及其弊端

　　异地安置补偿主要是指由于大型项目征用大量土地致使本地区确实无法为

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在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

见的前提下，由政府统筹协调，将这些农民迁移到环境容量许可地区的安置方式。

异地

异地安置补偿主要是指由于大型工程或项目建设征用大量土地使本地区无法为失地农民提供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只有选择在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的前提下,由政

府统一组织,将这些农民迁移到环境容量许可的地区。三峡水利工程等项目安置移民的实践经

验表明异地

3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均衡分析——以浙江省C市为例

        [学位论文]陈丽艳，2008年  华东理工大学

安置补偿及其弊端

　　征地款入股安置补偿是指对有长期稳定收益的项目用地，在农户自愿的前提

下，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与用地单位协商，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入股的补

偿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通过合同约定以优先股的方式获取收益的安置

农业安置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2)入股安置。对有长期稳定收益的项目用地,在农户自愿的

前提下,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与用地单位协商,可以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入股,或以经批

准的建设用 第28页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地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户通过合同约定以优先股的方式获取收益。这种安置

3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来源：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与安置模式研究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yj20090405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6726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8721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886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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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学位论文]宋喜龙，2007年  河南大学

社会保险的一种安置方法。社会保险安置补偿对加快工业化、

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消除城市贫困、

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城

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的内在关联机制。但在实际工作中，该补偿方式也面临一些问

题：一是农民参保的定位不明确，到底给失地农民

社会保险安置对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扩大社会保险覆

盖面、消除城市贫穷、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建

立了被征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的内在机制。但这种安置方式需要处理好

解决失地农民

3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研究

        [学位论文]罗林坤，2004年  西南农业大学

美国联邦土地政策管理法规定：政府有权通过买卖、交换、捐赠或征用

的方式获得各种土地或土地权益，但同时联邦宪法规定：除非依据正当法律程序，

否则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除非提供合理的补偿，否则不得征用

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因此，依照法律程序、合理给予补偿、公共用途性质，是

征用土地的前提。其中，联邦财产法对"合理补偿"标准的解释为，赔偿所有者

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盈利的折扣价格

美国联邦土地政策管理法》规定,政府有权通过买卖、交换、捐赠或征用的方式获得各种土地

或土地权益。同时,美国联邦宪法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

财产:每有合理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说明土地征用必须具有正当的法律程

序、合理补偿以及公共使用才能行使。　　　　根据美国财产法,合理补偿是指赔偿所有者财

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衰利的折扣价格

3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失地农民征地安置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丁冶，2005年  东北大学

征用土地的前提。其中，联邦财产法对"合理补偿"标准的解释为，赔偿所有者

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盈利的折扣价格。土地征

用补偿采用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价值，而且考虑补偿

征用土地是没有补偿的。现在的美国,土地完全商品化,宪法明确规定,只有限于公共目的,而

且需要合理的补偿,政府及有关机构才能行使征用权。根据美国财产法,“合理孙偿”是指赔

偿所有者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赢利的折扣价格。美国土地征

用补偿

3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来源：国外土地征用制度及其思考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082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527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whgyxyxb20060302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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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期刊论文]《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  容瑜芳

补偿采用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同时还考虑

因征用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并给予补偿。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

是征地之日的市场价格、愿买愿卖的现金额。但确定的市价不反映买后的财产价

值。

　　如果土地所有者对补偿金额

补偿。美国土地征用补偿采用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

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同时还考虑因征用

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并给予补偿。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是土地征地之日的土

地市场价格、愿买愿卖的现金额

3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刘晓霞，2009年  东北师范大学

同时还考虑

因征用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并给予补偿。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

是征地之日的市场价格、愿买愿卖的现金额。但确定的市价不反映买后的财产价

值。

　　如果土地所有者对补偿金额不满意时，还可以继续提出要求，从而获得较为

满意的补偿，充分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若政府出于

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同时还考虑因征用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并给予补偿

。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是土地征地之日的土地市场价格、愿买愿卖的现金额,但确定的市价反

映买后的财产价值。如果土地所有者对补偿金额不满意时,还可以继续提出要求,从而获得较

为满意的补偿,充分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u3鲫但若政府出于

4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学位论文]司伟歌，2007年  郑州大学

满意时，还可以继续提出要求，从而获得较为

满意的补偿，充分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若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认为

补偿金支付过多，也可要求法院裁决土地所有者退还部分补偿金。征地价格不是

单方意志来确定的，征地双方均可依据法律程序提出自己的要求，最终取得双方

都能承受的价格。

满意的价格。但若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如果认为补偿金支付过多,也可要求法院裁决土地

所有者退还部分补偿金。这种制度体现的是征地价格不是以单方意志来确定的,征地双方均可

依据法律程序提出自己的要求,最终取得双方都能承受的价格。加拿大对土地征收的补偿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6726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616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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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征地补偿方式为货币方式，同时法律规定，财产所有人在自愿的前提

下可以接受实物补偿

4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失地农民征地安置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丁冶，2005年  东北大学

损失补助等，但间接的后果损失不包含在内。征地补偿

的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土地或其它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转

移价值或市场价值为标准，对土地和其它标的物的损失进行补偿；二是以在其它

土地投资获得的同等收益为准，对营业损失进行补偿，这都需要由半官方的土地

损失补偿,被征地所有者或承租人因为不动产全部或基本征用,因混乱而造成的成本或开支补

偿。④重新安置的困难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和标准为:①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

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

； 壅韭盘堂婴!圭些堂焦造塞 差堕主盎国塞差毖塑基地丛基堑些盎薹熊筮盆堑②营业损失补

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

4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失地农民征地安置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丁冶，2005年  东北大学

通过调查后决定。随后，土地征用补偿价

格由全国土地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核算并最终实施。为增加财政收入和防止土

地投机行为，德国政府规定从制定征地计划到正式实施征地期间，凡因预测土地

将变为公共用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都不计入补偿价格而收归国有

通过调查后决定。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由全国土地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核算并最终实施。为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防止土地投机行为,政府规定,在城市再开发中的土地收购价格中,从制定

征地计划到正式实施征地期间的土地价格上涨部分收归国有

4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参考文献]国外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考察

        [期刊论文]《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  张蕊

地价补偿，相当于交易同等对象地上物补偿，农林牧渔业停业、

暂停、规模缩小的补偿和其它损失迁移费补偿。征地补偿的范围包括征用损失赔

偿、通损赔偿、少数残存者补偿、离职者赔偿、事业损失赔偿五部分。日本早期

地价的补偿按照征收时的正常市价进行。(2)地上物补偿的标准为交易同等对象的相当价格。

(3)迁移费补偿,包括农林牧渔业停业、暂停、规模缩小的补偿和其他损失[13]。日本早期采

用货币补偿形式,后来在吸收德国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现物补偿方式,如工事代行补偿、代替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527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527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qgygdzkxxxb2011020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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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货币补偿形式，后来又增加了现物补偿方式，如工事代行补偿、代替地补偿、

耕地造成补偿

地补偿

4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学位论文]袁斌，2008年  大连理工大学

用费和土地赔偿费两部分组成。其中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土地价值，综合考虑

土地区位、产值、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地价评估，确立适当的土地补偿

标准，按照征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费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征

用而造成的经济

分为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费两部分。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土地价值,这部分的计算必须引进市

场机制,综合考虑土地区位、产值、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地价评估,确立适当的土地

补偿标准,按照征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费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征用而造成

的经济以及其他损失的补偿。这一部分主要指经济

4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空间的冲突与征地农民的身份转换问题——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研究

        [学位论文]欧阳圆圆，2006年  复旦大学

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

作对象为：城市（含建制镇）规划区内，经依法批准征地后，失去全部或大部分

农用地的农业人口；城市（含建制镇）规划区外，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征收或征用

后，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或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范围内自愿调剂后不再占农用地且当地人民政府无法给予异地移民安置

征地农民是指的是在城市(含建制镇)规划区内,经国务院或省政府依法批准征地后,失去全部

或大部分农用地的农业人口；或是城市(含建制镇)规划区外,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征收或征用后

,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或人均耕地面积不足o.02公顷、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自愿调

剂后不再占有农用地且当地政府无法给予异地移民安置

4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辽宁沿海经济带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刍议

        [期刊论文]《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  邱艳

发式安置：利用区位优势明显的商业地段的留地，由村集体经

济组织牵头组织开发，按照自愿的原则，将土地征用补偿费折合为股份，按股分

红，由农民自行经营或吸引外来户经营。

发式安置形式,即利用区位优势明显的商业地段的留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组织开发,按照

自愿的原则,将土地征用补偿费折合为股份,按股分红,由失地农民经营,或吸引外来户经营。

二是市场租赁式安置,即利用商业地段的村留地,由村牵头统一开发,建设专业市场,安排失地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486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5227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jwtyj2011040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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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市场租赁式安置：由村牵头统一开发，建设专业市场，安排农民自己

经营或吸引外来户租赁经营。

　　（三）实体租赁式安置

农民租赁经营,或吸引外来户租赁经营。三是实体租赁式安置

4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健全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王晶晶，2006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问题亟待解决：

　　5.4.1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

　　从滁州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

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与城镇居民收入相

比，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

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

问题(1)补偿费偏低且计算不合理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

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

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I.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

活

4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经济学家》，2004年  高勇

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

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而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

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

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

失地农民平均50岁、预期寿命72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

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据

报道，浙江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3-12万

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政项目类别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

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

的生活。而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

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lO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

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

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据报道,浙

江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3—12万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

政项目类别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看,东部地区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518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xj2004010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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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

4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制度探究

        [期刊论文]《南方农村》，2006年  吴志军

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

看，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东

部地区失地农民重新就业的渠道相对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维持长远生计

的压力则相当大，矛盾也尤为突出

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 ( % #! 万元。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中西部地

区,加上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失地农民重新就业的渠道相对较多,而中西部地

区失地农民维持长远生计的压力则相当大,矛盾也尤为突出

5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经济学家》，2004年  高勇

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

　　滁州地区一些县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

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

置，1.6-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

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

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

利益，因而对此不满。

　　5.4.3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

　　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

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

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9年，滁州地区某

县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6.2倍。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

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

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

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

退养安置,1.6—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

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对此不满。三是对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

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

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

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fnc2006010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xj2004010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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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三农”问题中的土地产权管理及改革取向研究

        [学位论文]谌种华，2006年  广东工业大学

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9年，滁州地区某

县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6.2倍。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

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

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

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

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

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

1371。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

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

5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收入来源，退一步讲也是一份

重要的生活保障，即使缺少其它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民仍可以通过自产的粮食、

蔬菜来维持基本生活。土地征用后，部分失地农民是"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

障无份"。不少失地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和妇女劳动力，或缺少技术，或年龄较

大，另谋职业困难，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失地意味着失业。现阶段，我国农村本

来就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压力。随

着土地被征用，又会产生出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一压力。由于政

府征用土地后并没有对这些劳动力进行妥善的就业安排，也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再

就业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习惯了

在土地上耕作的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加大。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0-2030年间全国被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预计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

将超过7800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就业又面临困境，生计颇为艰难。

　　5.4.5失地农民未能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养老保

障

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民仍可以通过自产的粮食8蔬菜来维持基本生活9土地征用后(部分失地

农民是H种田无地8就业无门8保障无份I9不少失地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和妇女劳动力(或缺少技

术(或年B=万方数据 龄较大!另谋职业困难!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失地意味着失业"现阶段!我

国农村本来就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压力"随着土

地被征用!又会产生出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一压力"由于政府征用土地后并没有

对这些劳动力进行妥善的就业安排!也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逐步由

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习惯了在土地上耕作的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加大"按照$全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年间全国被占用耕地将超过 *+*’万亩!预计失地

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 ,-’’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就业又面临困境!生计颇为艰难".三/

失地农民未能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养老保障在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起农

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是重要的保障机制"不管来自

土地的收入是高是低!它始终是国家留给农民的最低水平的生存保障"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失业保障!而且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方

面!农村老年人口拥有一份土地!自己耕种或由子女耕种!便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城郊结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1143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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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

生产资料，而且还是重要的保障机制。不管来自土地的收入是高是低，它始终是

国家留给农民的最低水平的生存保障。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

村劳动力提供失业保障，而且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方面，

农村老年人口拥有一份土地，自己耕种或由子女耕种，便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

对于城郊结合部的农民来说，土地也同样承担着养老保障的功能，由于土地被征

用，他们失去耕地或只有很少的一点耕地，从土地获取养老保障的能力将会丧失

或极度弱化，这就需要将他们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或制订专门的解决办法。事

实上，由于观念、农民收入、地方经济实力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问题在近

期内解决比较困难。再者，国家对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没有明文规定，各地只能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办理。所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一定

的解决，而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无力解决。由此可见，

农民失去土地养老保障之后，又被排斥在城镇养老保障体系

合部的农民来说!土地也同样承担着养老保障的功能!由于土地被征用!他们失去耕地或只有很

少的一点耕地!从土地获取养老保障的能力将会丧失或极度弱化!这就需要将他们纳入城镇养

老保障体系或制订专门的解决办法"事实上!由于观念#农民收入#地方经济实力等多方面的原

因!使得这一问题在近期内解决比较困难"再者!国家对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没有明文规定!各

地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办理"所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

而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无力解决"由此可见!农民失去土地养老保障

之后!又被排斥在城镇养老保障体系

5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探讨

        [期刊论文]《求实》，2004年  徐小军

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一定

的解决，而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无力解决。由此可见，

农民失去土地养老保障之后，又被排斥在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之外，他们只能依靠

传统的家庭养老依赖于子女，而对于孤寡老人来讲，他们将"老无所

没有明文规定,各地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办理。所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问

题得到一定的解决,而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无力解决。由此可见,城

郊结合部的农民失去土地养老保障之后,又被排斥在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之外。他们只能依靠传

统的家庭养老依赖于子女,而对于孤寡老人来讲,他们将“老无所

5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期刊论文]《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俞露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在征地补偿方面，采取的是 关注的焦点。从现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在征地补偿方面,制度采取的是对被征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s2004120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dxxb-zxsh2009020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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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征用土地给予适当补偿，以被征地单位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补

偿标准是以产值的倍数为依据。根据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

超过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意味着农民及其所在集体只能取得

该土地不超过30年的农业

收土地给予适当补偿和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补偿标准是以产值的倍数为依

据的。根据这些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

30倍,这说明农民及其所在的集体最多只能获得该土地不超过30年的农业

5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对我国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研究

        [期刊论文]《学术界》，2007年  张艳纯

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对被征用土地的补偿，都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来确定的，如

美国是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加拿大对土地征用的补偿是建立在被

征土地的市场价格基础上，依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补偿。

我国在这方面正进行积极探索和试点，如提高征地补偿实际年产值标准或倍数标

准；制定征地区片价；建立协商机制，征地双方通过协商确定补偿费等措施。就

目前而言，应以市场作为基础，将土地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

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

确定的,如美国是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加拿大对土地征用的补偿是建立在被征

土地的市场价格基础上,依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补偿。我国在这方面

正进行积极探索和试点,如提高征地补偿实际年产值标准或倍数标准；制定征地区片价；建立

协商机制,征地双方通过协商确定补偿费等措施。就目前而言,应以市场作为基础,将土地补偿

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的补偿

5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张宏晖，2005年  天津大学

征地双方通过协商确定补偿费等措施。就

目前而言，应以市场作为基础，将土地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

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的补偿价格参照当前土地市场的价格，充分体现"效

率、公平"原则

征地补偿标准。应借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以市场作为基础,将土地

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的补偿价格参照当前土

地市场的价格,充分体现“效率、公平”原则

5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2007060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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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利益分享机制

　　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即是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三者

间的最佳利益联结。首先，应在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

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后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

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其次，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

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

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第三，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对各类项目

用地采取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的权益。鉴于集体

经济组织承担着许多公共性社会经济职能，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可划出或置换部

分土地、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

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为推动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变创

造条件。第四，进一步创新土地利用制度。凡涉及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

事业用地由国家采用征地形式外，其余经营性建设用地可采用集体土地流转的形

式供地，由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

经营者直接

利益分享机制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即是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三者间的

最佳利益联结"首先!应在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以农民征地补偿费

全部进入社保测算后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其次!坚持

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

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第三!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

益!对各类项目用地采取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的权益"鉴于集体

经济组织承担着许多公共性社会经济职能!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可划出或置换部分土地#资产!

由集体经济组织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

和生活问题!为推动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变创造条件"2*3第四!进 一 步 创 新土地利用制

度"凡涉及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78万方数据 业用地由国家采用征地形式外!其余经

营性建设用地可采用集体土地流转的形式供地!由土地所有者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

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

5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土地国家征用的范围缩小后，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的

办法调控土地的利用，并增加财政收入。

　　6.2.2建立教育培训制度

　　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主要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

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享受国

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

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三&建立教育培训保障机制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主要

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

视同仁!享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

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职业技术#岗

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加强失地农民的

培训时!还应对其他农民进行培训!因为今天的有地农民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地农民$加强教育培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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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

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

为当务之急。在加强失地农民的培训时，还应对其它农民进行培训，因为今天的

有地农民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地农民。加强教育培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

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其次是各级财政

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

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

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和失地农民进行现

代市场经济知识和转岗再就业技能培训。四是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

岗人员

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

其次是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

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

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

5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征地、延置社会高风险的问题，在目前农

村社保尚未立法且社保制度建设基本是空白的情况下，应当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

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现实的做法是，设计一个与城市居

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

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城镇养老、医疗、低保应扩大覆盖面，

首先覆盖失地农民，社保标准要逐步提高，失地农民享受低保标准应等同城镇居

民。建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养老保障成效。依托集体

经济组织或社区，建立完善互助医疗合作制度，并实行医疗产品配送下乡。建立

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资金筹措应按国家、集体、个人及市场征地主

体"四个一点"的思路解决。政府应规范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是进行何种用途

的土地征用，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

户储存、专门机构管理。鉴于目前农民理财能力差和货币化安置存在一些弊端，

征地#延置社会高风险的问题!在目前农村社保尚未立法且社保制度建设基本是空白的情况下!

应当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现实的做法是!设计一个

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

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城镇养老#医疗#低保应扩大覆盖面!首先覆盖失地农民!社保标

准要逐步提高!失地农民享受低保标准应等同城镇居民$建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

的机制!提高养老保障成效$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建立完善互助医疗合作制度!并实行医

疗产品配送下乡$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 资 金 筹 措 应 按 国 家#集 体#个

人 及 市 场 征 地 主 体’四个一点(的思路解决$政府应规范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是进行

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户储

存#专门机构管理$鉴于目前农民理财能力差和货币化安置存 在 一 些 弊 端!应 引 导 农

民 在 土 地 补 偿 中 拿 出 部 分 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

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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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引导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

体经济组织出资

6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与推进城市化进程

        [期刊论文]《农村经济》，2005年  罗开春

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

体经济组织出资补贴一点；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

　　6.2.4建立再就业创新制度

　　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

业是解决失地农民

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户储存管理。鉴于目前农民理财能力差和货币化安置存在一

些弊端,应引导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体经

济组织可出资补贴一点,政府也应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予以补贴。与此同时,失地农民

6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经济学家》，2004年  高勇

建立再就业创新制度

　　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

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应按照市场

化原则，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

现城乡统筹就业。一是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

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

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

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应按照市场化原则

,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一是

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

6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城乡统筹就业。一是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 城乡统筹就业$一是要引导和教育 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自谋职业#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5080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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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鼓

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应享受城镇下岗人员自谋职业

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对开展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农村信用社应继续发放小额

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它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

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鼓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谋职

业的失地农民应享受城镇下岗人员自谋职业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对开展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

!农村信用社应继续发放小额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它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

地农民!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 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6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经济学家》，2004年  高勇

继续发放小额

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它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

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三是建立以市、

县两级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

络。打破城乡"藩篱"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

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

继续发放小额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

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三是建立以市、县两级劳动

力市场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络。打破城乡“藩篱”和

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

6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

络。打破城乡"藩篱"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

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门槛"为"素质门槛"。

　　6.2.5建立完善失地农民法律援助制度

　　失地农民与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一样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支付因启动

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门槛(为’素质门槛($%五&建立完善失地农民

法律援助机制失地农民与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一样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当他

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支付因启动

6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xj2004010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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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三无农民”问题的现状、形成原因和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张久云，2004年  华中科技大学

法律援助制度

　　失地农民与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一样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支付因启动并进而运用行政救济途

径所需的各种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相关法律知识等)。要为失地农民提

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接近法律、平等地享有行政救济的权利建立畅

通的渠道

法律援助和服务指导失地农民与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一样同属于社会弱势

群体,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所需的成本(包括时问

、会钱、必要的法律知识等)。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接近法律,平

等地享有行政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

6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  杨涛

失地农民提

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接近法律、平等地享有行政救济的权利建立畅

通的渠道。法律援助是社会弱者接近法律、实现其行政救济权的重要保障，它可

以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以确保失地农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具有平等的接

近法律寻求保护的能力。在土地立法方面，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主

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

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从法律上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

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接近法律#平等地享有行政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

的渠道$法律援助是社会弱者接近法律#实现其行政救济权的重要保障!它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

形式以确保失地农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具有平等的接近法律寻求保护的能力$在土地立

法方面!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主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以法律

条文的方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从法律上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

6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MEMS惯性器件的数据采集与误差分析技术研究

        [学位论文]陈宝毅，2009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

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在论文创作过程中，翟

老师多次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翟老师丰

富的实践经验、渊博的专业知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宽以待人的处事态度使

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赵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热情豁达、高风亮节。老师

丰富的实践经验、宽以待人的处事态度使我受益匪浅,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赵老师在生活和思

想上给予我的细心关怀与循循善诱的教诲。恩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我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9300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8915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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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部相似论文作者（共45个） 
 

我受益匪浅，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翟老师在工作上和思想上给予我的细心关怀和

循循善诱的教诲。

　　同时，我还要深深感谢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的王辉老师、段华洽老师、王荣科

老师、丁先存老师及其他各位老师，在安徽大学学习期间，各位老师给了我无价

的知识和真诚的关爱，这一切让我受益匪浅，我将终生难忘。我也特别感谢

终生受益,在此我要向辛勤培养我的导师表示真诚地感谢

序号 作者 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剩余相似比

1 杨涛 9.16% 29.46%

2 高艳梅 5.20% 33.42%

3 马晓茗 5.20% 33.42%

4 张安录 5.20% 33.42%

5 宗松 3.47% 35.15%

6 高勇 3.22% 35.40%

7 张宏晖 2.23% 36.39%

8 丁冶 1.98% 36.63%

9 张艳纯 1.24% 37.38%

10 刘晓霞 0.99% 37.62%

11 罗林坤 0.74% 37.87%

12 孟庆丽 0.74% 37.87%

13 司伟歌 0.74% 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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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剩余相似比

14 陈宝毅 0.74% 37.87%

15 张蕊 0.50% 38.12%

16 袁斌 0.50% 38.12%

17 欧阳圆圆 0.50% 38.12%

18 谌种华 0.50% 38.12%

19 容瑜芳 0.50% 38.12%

20 孙伟 0.50% 38.12%

21 俞露 0.50% 38.12%

22 吴志军 0.50% 38.12%

23 徐小军 0.50% 38.12%

24 罗开春 0.50% 38.12%

25 张久云 0.50% 38.12%

26 邱艳 0.50% 38.12%

27 王晶晶 0.50% 38.12%

28 宋喜龙 0.50% 38.12%

29 贾磊明 0.50% 38.12%

30 陈志科 0.50% 38.12%

31 黄贤金 0.50% 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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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似论文（共200篇） 
 

序号 作者 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剩余相似比

32 尚勇 0.50% 38.12%

33 杨晓东 0.50% 38.12%

34 曹萍 0.50% 38.12%

35 饶党辉 0.50% 38.12%

36 王利平 0.50% 38.12%

37 陈施施 0.50% 38.12%

38 刘国华 0.50% 38.12%

39 张利锋 0.50% 38.12%

40 陈丽艳 0.50% 38.12%

41 史卫民 0.50% 38.12%

42 金红梅 0.50% 38.12%

43 王朝华 0.50% 38.12%

44 朱东恺 0.50% 38.12%

45 罗美琴 0.50% 38.12%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 2.72% 国外土地征用的理论与启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陈江龙 等 国土经济 2002

2 1.24% 完善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思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史卫民 商业研究 2009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yyrjhj2002020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yj20090405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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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3 9.16%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 杨涛 青海社会科学 2006

4 6.93%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 高勇 经济学家 2004

5 4.95% 城郊经济发展研究 学位论文 曹萍 四川大学 2005

6 4.70% 征地补偿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 马晓茗 等 生态经济 2010

7 4.46% 广东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学位论文 潘光辉 华南农业大学 2005

8 4.21% 天津市土地征用管理研究 学位论文 张宏晖 天津大学 2005

9 4.21% 失地农民二次创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期刊论文 丁丽娟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0

10 4.21% 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宗松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11 3.96% 历城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李佃文 山东大学 2009

12 3.71% 我国近郊农村城市化研究——兼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之路 学位论文 许锋 东南大学 2008

13 3.71% 扬州市开发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变迁、问题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张贞金 苏州大学 2007

14 3.71%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期刊论文 孙曼娇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10

15 3.71%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期刊论文 北方经济（综合版） 2005

16 3.47%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学位论文 徐淑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5

17 3.47% 城市规划管理综合问题刍议 期刊论文 王志标 现代商业 2008

18 3.47%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与推进城市化进程 期刊论文 罗开春 农村经济 2005

19 3.22% 城郊失地农民征地安置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 丁冶 东北大学 2005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602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xj2004010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W0146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tjj2010060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3368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9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sfdxxb-zxshkxb2010050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45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521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7984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9658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zk20100505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jj20051001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2532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jlr2008121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50802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5274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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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20 3.22%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学位论文 司伟歌 郑州大学 2007

21 3.22%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研究 学位论文 罗林坤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22 2.97%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 学位论文 朱东恺 河海大学 2005

23 2.97% 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探讨 期刊论文 徐小军 求实 2004

24 2.97% 我国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喻景鹏 南昌大学 2006

25 2.97% 土地征用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 学位论文 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6 2.72% 论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解决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 学位论文 廖小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27 2.72% 当前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学位论文 李敏 贵州大学 2007

28 2.72% 我国征地制度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陈永恩 华南理工大学 2008

29 2.72%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王朝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07

30 2.72%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张利锋 上海大学 2008

31 2.72% 论失地农民利益补偿和权益保障新机制的构建 期刊论文 程缅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版） 2007

32 2.48% 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五大误区 期刊论文 朱道林 国土资源 2004

33 2.48%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研究 学位论文 韩新林 郑州大学 2006

34 2.48%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合理利益保护问题 期刊论文 潘光辉 南方农村 2006

35 2.48%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土地补偿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李恩壮 东北大学 2006

36 2.48%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李岚冰 长春理工大学 2006

37 2.23%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刘晓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616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082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1917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s2004120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286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3635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874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68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8487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087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925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yjtd-xby200707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tzy20040601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4808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fnc200604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211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4139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6726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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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38 2.23%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后评价研究 学位论文 徐科 重庆大学 2007

39 2.23% 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制度及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 刘小松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40 2.23%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的思考——以上海市浦东新

区为研究个案

学位论文 张佩娣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41 2.23% 完善政策积极实践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关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失

地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

期刊论文 中共都江堰

市委党校课

题组

农村经济 2006

42 2.23%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保障体系构建 期刊论文 熊艳 中外企业家 2008

43 2.23% 宁波市高速公路建设土地征用制度创新研究 学位论文 邬建峰 东南大学 2007

44 2.23% 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学位论文 蓝海 广西大学 2007

45 2.23% 基于冲突管理理论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研究 学位论文 鄢康翌 中南大学 2007

46 2.23% 青海省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及其保障 期刊论文 刘晓平 攀登 2006

47 2.23% 征用农民耕地补偿中的土地价格研究——以西安市未央区为例 学位论文 郭雅琴 西安工业大学 2010

48 2.23% 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及其模式的选择 学位论文 张英玉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49 2.23% 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期刊论文 杨文静 农场经济管理 2006

50 2.23% 城市政府土地储备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邓伟 上海财经大学 2003

51 2.23%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学位论文 陈麟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52 2.23%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陈志科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53 2.23% 关于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研究 学位论文 刘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4088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2258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876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876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609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609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wqyj20080302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478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226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777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pd200605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5015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1938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gl2006010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5798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221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8052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25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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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54 2.23% 对我国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研究 期刊论文 张艳纯 学术界 2007

55 2.23% 广州市征地补偿标准研究——基于番禺区的实证分析 学位论文 谢素琪 华南农业大学 2005

56 1.98% 河南省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张涵 郑州大学 2005

57 1.98% 如何增加失地农民的收入 期刊论文 石清霞 前沿 2005

58 1.98% 吉林省耕地质量与征地补偿研究 学位论文 谷伟 吉林农业大学 2008

59 1.98%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研究 学位论文 杨涛 河海大学 2007

60 1.98% 嘉定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房屋拆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韩建荣 复旦大学 2006

61 1.98% 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原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 期刊论文 朱道林 等 国土资源 2002

62 1.98% “三无农民”问题的现状、形成原因和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张久云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63 1.98% 失地农民利益损失的原因及保障措施探析 期刊论文 李新功 现代经济探讨 2005

64 1.98%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问题理论阐释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高春华 西北大学 2007

65 1.9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土地征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刘珂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7

66 1.98% 制订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初探——胶南市为例 学位论文 孟庆丽 山东农业大学 2008

67 1.98% 建立长效机制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期刊论文 刘铭芝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8

68 1.98% 佛山市征地补偿标准研究——基于禅城区的实证分析 学位论文 陈亮 华南农业大学 2007

69 1.98% 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与管理职能研究 学位论文 慕善明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70 1.98%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学位论文 史杨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71 1.98% 集体产权制度下的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袁琳 西南交通大学 2006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2007060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445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8265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y2005080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1194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4179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5273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tzy200211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9300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jjtt2005050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9088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2725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3939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xjsqy2008091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7426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3046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02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3158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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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72 1.98% 我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何兰兰 湖南大学 2007

73 1.98% 广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研究 学位论文 谢中 华南农业大学 2010

74 1.73%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方小红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75 1.73%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期刊论文 兰澄世 等 甘肃农业 2006

76 1.73% 国外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期刊论文 杨文静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

77 1.73% 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理论思考 期刊论文 朱道林 等 农村经济 2003

78 1.73%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收益共享安排——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研究 学位论文 兰辉 山东大学 2006

79 1.73% 切实解决失地农民问题谱写和谐社会新篇章——对遵义市失地农民问

题的思考

期刊论文 袁小英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06

80 1.73%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以廊坊市规划区为例 学位论文 尚勇 沈阳农业大学 2006

81 1.73% 3s技术支持下的大型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安置规划研究——以溪洛渡水

电站黄华务基集中安置区为例

学位论文 邓益 四川师范大学 2007

82 1.73%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分析——以山东省征地实践为例 学位论文 肖健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83 1.73%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刘浩 南京农业大学 2002

84 1.73% 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期刊论文 王国敏 等 农村经济 2004

85 1.73% 从农用地价值功能和产权权益看征地补偿价格 学位论文 卿尚华 西南师范大学 2005

86 1.73% 铁路征地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沈明 西南交通大学 2010

87 1.73%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冯迎宾 重庆大学 2004

88 1.73%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 期刊论文 麻学锋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0893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6584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348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sny20060206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qbkfyjj20060909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306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343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wdxxb200606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wdxxb200606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916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9189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9189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743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7206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4120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5131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8761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2982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unannydx-shkx2004040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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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73% 中国征地制度立法研究 学位论文 魏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90 1.73% 关于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对策 期刊论文 刘雨林 西藏发展论坛 2005

91 1.73% 双江口水电站建设征地农村移民年付金制长期补偿安置方式研究 学位论文 曾虎 河海大学 2008

92 1.49% 试析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 期刊论文 徐小军 农村经济 2005

93 1.49% 文摘 期刊论文 南方农村 2006

94 1.49% 市场经济条件下征地补偿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张建强 山东大学 2005

95 1.49% 略论我国绿色农业发展中的误区与对策 期刊论文 张秉福 等 现代经济探讨 2005

96 1.49% 失地农民莫失安身之所 期刊论文 李素琴 中国国情国力 2005

97 1.49% 失地农民的法律保障研究 学位论文 赵亚楠 上海财经大学 2008

98 1.49%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以沈阳市东陵区为例 学位论文 赵莹 沈阳农业大学 2007

99 1.49%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及其保障 期刊论文 刘和平 调研世界 2005

100 1.49% 征地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罗美琴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101 1.49% 我国征地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蒋涵容 东北林业大学 2006

102 1.49% 乡镇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教育运行机制的理论探索 期刊论文 周旭 等 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103 1.49% 论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法律限制 学位论文 庞建广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104 1.49%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及其保障对策 期刊论文 康松 等 农村经济 2005

105 1.49% 健全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晶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6

106 1.49% 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创新研究 学位论文 邓永亮 贵州大学 2008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3256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fzlt2005060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6829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50802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fnc20060401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710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jjtt200505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qgl2005010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327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9919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iaoysj2005060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462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1489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tgxyxb-shkx2008030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3047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50801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518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586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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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49% 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 学位论文 陆贺赟 浙江大学 2005

108 1.49% 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均衡分析——以浙江省C市为例 学位论文 陈丽艳 华东理工大学 2008

109 1.49%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初探 期刊论文 赵洪宝 阴山学刊 2005

110 1.49% 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政策研究 学位论文 王耕源 长安大学 2007

111 1.49% 中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颜朝晖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112 1.49% 我国“三农”问题中的土地产权管理及改革取向研究 学位论文 谌种华 广东工业大学 2006

113 1.49% 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期刊论文 陈和午 世界农业 2004

114 1.24% 怎样才能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 期刊论文 张明辉 当代贵州 2004

115 1.24% 我国现行征地补偿与市场地价的差距 期刊论文 左静 农业经济 2007

116 1.24% 土地征收补偿及利益关系研究——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学位论文 陈莹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117 1.24%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 学位论文 徐剑裕 同济大学 2006

118 1.24% 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陈建民 苏州大学 2008

119 1.24%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行为失范及预防研究 学位论文 刘滨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120 1.24% 上海离土农民的社会保障--"镇保"的实施及存在的问题 期刊论文 杨敏 社会观察 2005

121 1.24%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张慧 河北经贸大学 2009

122 1.24% 湘潭市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研究 学位论文 唐韬 湘潭大学 2008

123 1.24% 我国现阶段征地补偿标准评析 期刊论文 左静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24 1.24% 中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研究——由温州实践引发的思考 学位论文 林刚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8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5702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8721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sxk2005010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278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960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1143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ijny200408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gz2004090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yjj200709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465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1413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0857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2440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gc2005120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0349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3176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nxzxyxb200912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5030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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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24% 建设征地中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机制构建 期刊论文 杨涛 等 华东经济管理 2006

126 1.24% 谁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埋单 期刊论文 韩丽娜 等 中国审计 2007

127 1.24% 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分析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陈家贵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128 1.24% 关于农村土地征用补偿的若干问题 期刊论文 颜朝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6

129 1.24% 长兴县土地征用之“区片综合价”补偿行为实证研究 学位论文 范斌方 浙江大学 2005

130 1.24% 农地补偿标准问题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学位论文 谢宗棠 甘肃农业大学 2006

131 1.24% 细节的人性关怀——从电视节目看中日住宅装潢理念差异 期刊论文 吴伯民 等 中华民居 2010

132 1.24% 健全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基本思路及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高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133 1.24% 农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潘善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134 1.24% 论我国失地农民治理机制的转型 期刊论文 杨波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135 1.24% 土地征收及其补偿制度的研究 学位论文 胡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136 1.24% 我国征地安置模式创新及政策选择 期刊论文 于学花 农村经济 2005

137 1.24% 建设征地中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探析 期刊论文 杨涛 等 农村经济 2006

138 1.24% 昌吉州旅游星级饭店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期刊论文 杨雪峰 等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8

139 1.24% 中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王林燕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140 1.24% 土地征用比较研究 学位论文 于红涛 郑州大学 2006

141 1.24% 西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基于陕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的调查

学位论文 黄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djjgl20060802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sj2007150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0820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jsfdxxb-zx200606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0009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3738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mj2010115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1783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5006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unancjgdzkxxxb20060203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6725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5120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06020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xjsqy2008091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05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4677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6738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6738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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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4%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探讨 期刊论文 张亚 等 南方农村 2005

143 1.24% 征地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期刊论文 周玉琴 等 市场论坛 2007

144 1.24%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分析研究 学位论文 杨文静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145 1.24% 浅析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 期刊论文 赵伊娜 等 甘肃农业 2006

146 1.24% 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探索及完善 学位论文 宋杰 中国海洋大学 2005

147 1.24% 重庆市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白雪 西南大学 2009

148 1.24%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制度探究 期刊论文 吴志军 南方农村 2006

149 1.24% 论失地农民长效保障机制的构建 期刊论文 王永谦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

150 1.24%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与行为研究 学位论文 吴宗福 江西财经大学 2009

151 1.24% 征地拆迁利益冲突及调整机制研究——以杭州市萧山区为例 学位论文 黄国钧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0

152 1.24%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 期刊论文 杨涛 经济论坛 2006

153 1.24%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探析 期刊论文 于维军 等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04

154 1.24%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方晓艳 西南政法大学 2007

155 1.24% 城乡结合部土地征购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张登阁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156 1.24%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期刊论文 刘金利 辽宁经济 2008

157 0.99% 不同类型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比较研究 学位论文 周美娟 河海大学 2008

158 0.99%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 学位论文 肖启辉 天津师范大学 2007

159 0.99% 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及思考 期刊论文 王斌 国土资源 2004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fnc2005030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hyscts20071202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3217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sny20060208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2842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5954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fnc20060100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yglyj200802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713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1315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lt20061005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dzkcjj2004070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056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3476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njj20080102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6771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4456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tzy20040801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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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0.99%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期刊论文 徐永赞 等 经济论坛 2007

161 0.99% 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期刊论文 马善红 法制与社会 2008

162 0.99% 浅议我国征地中的生活权补偿制度——中外生活权补偿制度比较 期刊论文 喻磊 等 企业经济 2009

163 0.99% 中印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期刊论文 武剑 理论月刊 2008

164 0.99%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中薪柴供求平衡问题及解决途径 期刊论文 王晓波 等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8

165 0.99% 广西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完善与保护失地农民利益 期刊论文 沈建新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

166 0.99%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 期刊论文 李晓冰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06

167 0.99% 广州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彭小萍 华南农业大学 2006

168 0.99% 内蒙古地区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研究——以呼和浩特和包头市

为例

学位论文 冯玉龙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6

169 0.99% 浅议我市城市发展中失地农民的问题——松滋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

测站

期刊论文 李悦 中华民居 2010

170 0.99% 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检视和构想 学位论文 齐云峰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171 0.99% 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研究 学位论文 闫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172 0.99%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与安置模式研究 学位论文 宋喜龙 河南大学 2007

173 0.99% 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路建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174 0.99% 内蒙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期刊论文 银剑峰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8

175 0.99%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创新研究——以洛阳市辖县为例 学位论文 王忠虎 河南大学 2009

176 0.99%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住房安置研究——以广州开发区为例 学位论文 温雅 中山大学 2005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lt20071104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zysh20080814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yjj20090705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yk20080404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xjsqy2008091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yshfz2007060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ynswdxxb20060403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7475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1913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1913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mj20101153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mj20101153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7794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9158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8862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012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ddxk200807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8478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65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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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77 0.99% 基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征地补偿制度研究——以温州市龙湾区为例 学位论文 李新木 中国农业大学 2006

178 0.99%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分析 学位论文 李春香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79 0.99%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张平 西北大学 2008

180 0.99%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学位论文 褚中志 云南大学 2005

181 0.99%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学位论文 周飞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182 0.99% 土地征用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性分析 学位论文 刘静波 东南大学 2008

183 0.99% 当前我国农民失地就业问题及对策 期刊论文 王忠锋 等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84 0.99% 我国现阶段征地制度的缺陷及改进研究 学位论文 吴伶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185 0.99% 基于当前失地农民就业保障体系存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期刊论文 杨晓东 等 经济研究导刊 2008

186 0.99% 征地补偿与安置的政策分析——以丽水市为例 学位论文 魏兴 浙江大学 2005

187 0.99% 试论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期刊论文 刘文烈 等 齐鲁学刊 2007

188 0.99% 土地征用伦理价值研究 学位论文 周立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6

189 0.99%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岳海燕 电子科技大学 2010

190 0.99% 城中村集体土地征收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齐永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2009

191 0.99% 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 学位论文 余明永 华南农业大学 2006

192 0.99% 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研究 学位论文 李国健 山东农业大学 2008

193 0.99% 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模式探讨 学位论文 吴克芬 厦门大学 2009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3967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3000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531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072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09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8624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msdxshkxxb2007050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0588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yjdk2008190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5714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lxk20070303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5183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072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1974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4466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7495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2143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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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总相似比≈送检论文与检测范围全部数据相似部分的字数/送检论文总字数

2.参考文献相似比≈送检论文与其参考文献相似部分的字数/送检论文总字数

3.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总相似比-参考文献相似比

4.剩余相似比≈总相似比-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5.本报告为检测系统算法自动生成，仅供参考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94 0.99% 征地补偿安置与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问题 期刊论文 张术环 农村经济 2010

195 0.99% 北京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周蓓蓓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08

196 0.99% 现有失地农民安置方式的比较分析 期刊论文 潘科 等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197 0.99% 经济公正视野中的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 学位论文 管晓凤 江西师范大学 2006

198 0.99% 呼和浩特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平衡研究 学位论文 张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

199 0.99%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构成和分配研究 学位论文 侯鑫 内蒙古大学 2010

200 0.99% 土地征用产权与制度变迁研究——以湖北省保康县为例 学位论文 杨兴铭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jj201011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3787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nnydxxb-shkx20050202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4879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0238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3590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45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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