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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中国农村宅基地问题研究综述
李若彤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宅基地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最特殊、利益影响

最敏感的一块地，也是一直以来各方争议最大、改革最滞后的一

块地（胡新艳等，2019）。对于目前的宅基地制度是否合理，有

无改革的必要性，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总结以

往的宅基地研究理论，为以后的研究和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文献综述

一、综合性研究

（一）宅基地制度的变迁发展史

国内学者对于宅基地制度变迁发展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对我国每个阶段宅基地变迁制度的发展进行综合性阐述。

如陈开（2016）根据宅基地对应的所有权的差异，把宅基地变迁

发展历史分为了三个阶段：宅基地的私人所有时期、集体所有时

期以及制度完善时期。第二种是对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胡新艳等（2019）认为，纵观 1949 年之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

在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但是公平福

利追求与经济效率逻辑始终是两个根本性的影响因素。而刘守英

等（2018）通过对四川省泸县的案例研究得出结论：传统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主要包括农村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变革

这两方面，“农二代”社会和经济行为特征的变化是宅基地制度

不断发生改革的不竭动力来源。

（二）宅基地产权制度

当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宅基地产权制度是不合理的。一部

分认为，宅基地制度的存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部分认为，

宅基地产权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弊端。

二、专题性研究

（一）宅基地取得

在当前实行的农村宅基地制度中出现了取得方式相互矛盾、

程序不合理、权能缺失、所有权人主体虚位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

问题。为此，有学者认为应从产权主体角度完善，为了稳定应按

照当前实行的政治制度继续实施，不做出大的改变；为了进一步

促进城乡的同步发展，在设计宅基地制度的时候实行差别化理念；

推动宅基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让农民能将手中的土地财产

资源利用起来（林超等，2013）。而有的学者则坚持要从衣物和

权利这两方面进行改善，进一步明确宅基地取得之后的义务和权

利，“一户一宅”的规定考虑了节约用地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孙永军等，2012）。

（二）宅基地流转

国内学者对于宅基地流转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种是研究

宅基地到底应不应该进行流转，第二种则作为相关利益主体的农

民对于这件事究竟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对于第一种，又有两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宅基地流转应

当放开。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有限流转。

对于第二种研究，钱龙等（2016）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个体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例明显在快速增加，这为农户参加

宅基地流转增加了很多的可能性。

（三）宅基地抵押

目前对于宅基地抵押的研究较少，总的来说分为两个方面。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予以支持，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

应以有限抵押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宅基地用益物权的经济效益胡

建（2015）。

（四）宅基地退出

学者普遍认为宅基地退出是必要的。朱新华等认为宅基地

退出对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盘活

农户闲置资产、推动我国三农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张海真，

2018）

影响宅基地退出的因素很多，包括农户年龄、对规划程度的

了解、权益侵害程度、农户非农收入比例、收入、社会保障水平、

是否在城镇拥有住房（吴九兴等，2017；于文慧，2018）。其中，

安居工程、风险保障和资金补偿是构建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需考

虑的重点问题，如何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不受宅基地退出的

影响、解决“两栖”家庭的养老问题、构建可进可退的灵活城镇

化路径是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差异化影响，因此，倡导宅

基地退出需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龚宏龄，2017）。

（五）宅基地置换

学者对宅基地置换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村民意愿研究以及

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臧俊梅等（2017）调查发现，目前愿意参

与宅基地权属调整的农户所占比例较低，仅为 35.5%。冯双生

（2013）认为，作为宅基地置换利益主体的农民的意愿并没有

被社会所充分尊重，在宅基地置换中存在着发展权收益分配不

公平的问题，并且社会对于农村宅基地的房产补偿明显力度不

足。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臧俊梅等（2017）将其按作用程度

排序，依次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宅基地是否确权、承包地距离

宅基地平均距离、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人数、性别、各处宅

基地平均占地面积。

三、研究述评及展望

总结以往宅基地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在综合性研究层面，

关于宅基地制度变迁的研究较少，且集中于前几年；在专题性研

究层面，关于宅基地取得与抵押的研究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

目前，随着国家对宅基地越来越重视，会有更多的学者展开研究，

而且相关研究会更加深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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