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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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对 土 地使用权 的 法律性质进 行 了探讨
,

认 为它是 区别 于作为充分物 权的所

有权的一 种用益物 权
。

作者还综 合我 国的有关法律规定
,

论述 了对 土 地 的各种使 用

方式和 土地使 用权的取得
、

消 灭及保护等 问题
。

作者是我院 法学 系八四 级硕 士研 究 生
。

土地使用权是我 国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的 《 民法通则 》 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 的 《士地管理法 》 都已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
。

在我国
,

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
,

城市郊

区和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为国有者外
,

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

前
,

在经济体制改革 日益

深人 的情况下
,

以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
、

即以所有人 的名义使用土地已非普遍现象
,

更多的是全民所有制单位
、

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公民个人对 国有上地和集体所有土
一

也进行使川
。

土地使用权
,

作为调整这种土地使用关系的法律制度
,

更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
。

一
、

土地使 用权制度的法律性质

土地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
,

是人类生活最必要的条件之一
。

从法律上讲
,

对土地 的使

川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土地所有人对 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使用
,

这种使用是所有权人以

自己的名义实现 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 另一种对土地 的使用是非土地所有人以 自 己 的 名 义

对他人土地 的使用
,

这种使用有的是在合法 的
、

享有权利的条件下进行 的
,

有的是在非法 的
、

不享有权利 的条件下进行的
。

对不属于 自己的土地有权合法地使用
,

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实现

方式
。

土地所有权
、

使 用权
,

都是法律所规定的合法 的民事权利
。

这是两种既相互联 系又相

互独立的民事权利
,

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

一
一

与土地所有权一 样
,

土地使用权是一种对物的权利
。

但是
,

土地所有权是对 自己所

有物的权利
,

故称为 自物权 土地使用权则是对不属于 自己物的权利
,

所以是一种他物权
。

在民法理论中
,

他物权是从 自物权 中派生出来 的
。

土地使用权也是这样
,

它是依赖土地所有

权建立起来 的一 种 民事权利
。

所以
,

它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实施权利 的方式都有赖于土地所

有权人 的规定
。

这在实质
,

是以限制土地使用权内容的方式来保护我国的土地公有制
。

我

国之所以要实行土地公有制
,

一是因为土地在社会政治
、

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是因为我 国现在土地尤其是耕地严重缺乏
。

对土地的使 用作出严格规定
,

这是我 国土地所

有权制度 的必然要求
。

所以
,

对土地的使用必须符合土地所有人 —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的

规定
,

尤其是要符合国家法律
。

从这一点来说
,

土地使用权从建立之初
,

共使用的方式
、

范

围必然是受限制 的
,

所以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限制物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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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土地使用权依法取得之后
,

它便不再附属土地所有权
,

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民事

权利
。

在 “民法通则 》 中
,

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一样是作为单独条文规定的 在 《土地管理

法 》 中
,

土地使 用权与土地所有权是并列规定的
。

这也就是说
,

土地使用权虽然是从土地所

有权中派 生出来 的
,

但它派 生出来之后
,

则在法律 取得 了与土地所有权同等 的地位
。

只要

享有使用权的法 人和公 民依法对土地进行合理利用
,

其权利就是不受侵犯 的
。

另外
,

我国法

律还规定
,

设置土地使用权之后
,

原来的所有权并不消失
,

而与上地使用权同样存在
。

①

二 土地使用权的主 要内容
,

是对其所占用土地的合理使川
。

所谓使川
,

是指按照土

地的 自然性能和经济性能加以利 用
。

土地 可以作为耕地
,

用来发展 农业和养殖业 土地也 丁

以作为建筑基地
,

用来营建办公场所
、

生产经营场所和住宅等
。

在土地的使用过程中
,

使用

权人首先应 当占有土地
,

即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
,

把土地归于 自己的实际控制之 下
,

使 白己

的使用成为事实上和法律 七的 可能
。

土地的具体使用方式
,

是使用权在设立时就已经确定的
。

作为养殖业
、

垦殖业使用的土地不能转变为营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物
,

反之亦然
。

有些情

况下对土地的使用
,

仪仅表现为单纯的利 用
,

如建筑住宅等
,

不必考虑使用土地所带来 的收

益
。

但在有些情况下
,

对土地的使用必然带来使用土地的成果
,

如经营养殖业和垦殖业等
,

取

衍土地出产物正 是土地使用权人 的经济 日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收益也就成为土地使用权的一

项重要内容
。

根据我 国法律规定
,

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不享有处分权能
,

不能改变土地的权

利状态
,

不能出卖
、

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土地为 自己谋取非法利益
。

②

土地使用人直接地管领和使用土地
,

但并不行使所有权人的全部权能
,

所以与土地所有

权人行使权利并不矛盾
。

土地所有权
,

要确定的是土地的归属问题
,

它表现为对土地的完全

彻底的支配权
。 《民法通则 》 第七十一条规定 “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 自己的财产

享有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 ” 在设置使用权的土地上

,

所有人不再直接地管领土

地
,

即不再直接地行使占有
、

使用和收益权能
,

但土地的处分权仍归土地所有人行使
。

而处

分权能
,

则正是彻底的支配权 的体现
,

所以土地所有权仍然存在
。

从我们对土地使用权的权

利内容进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同时存在于土地之上
,

不仅在理论

上没有违背 “ 一物一物权主义 ” 的法学原则
,

而且在立法和司法 的实践上也不会造成两种权

利 的互相纠缠
。

三 在土地使用关系确立之后
,

土地使用权所反映 的法律关系就成为一种三方法律关

系
。

这和土地所有权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
。

所有权关系是一种双边关系
,

即特定人与

不特定多数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权利人是特定的
,

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土地使用权

则要反映土地所有人
、

土地使用人和不特定 的任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如 图
。

对世关系
土地所有权人 不特定第三 人

土地使用关系 对世关系
土地使用权 人

仁地使月权人 ‘ 不特定第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作为一种物权
,

上地使用权具有对 世

《 曰也竹理法 》 第 七杀
、

第皿十四条竿
《 民法通 则 》 第八十条 《 卜地扮理法 》 第二条

。

见见参参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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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绝对权 的性质
。

具体表现在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权利主体是特定的
,

而对使用权人承

担不妨碍其行使权利的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
,

任何他人 任意第三人 都是义务主体 , 在取

得使用权之后
,

使用权人不必借助任何第三人的帮 助
、

即不依靠他人的行为就能独立 自主地

行使权利
。

他们有权依照其权利占有土地
、

使用土地
,

并享受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之收益
。

他人妨碍时
,

应负侵犯责任
,

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
。

使用权人还必然地要和其他土地的合法

管领者发生相邻关系
。

在创设 了使用权 的上地上
,

使用权人直接地和不特定第三人发生权利

义务关系
,

他们的权利表现着一种直接的对 世权的性质
。

土地使用权人与土地所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仍然是一种物权关系
。

因为不管土地

所有人是国家还是集体经济组织
,

也不管土地使用权的产生是基于行政授权还是民事契约
,

土地使用权首先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而存在的
。

而且
,

土地使用关系不是商品交换关

系
,

也不是货物的保管和储存关系
,

所以它在本质上又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关系
。

发

生土地使用关系的结果
,

仅仅是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

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
。

而且
,

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都是民法上 的物权
,

它们 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

互不隶属的
。

所以
,

在土地使用权人正 当行使权利时
,

土地所有人也要像其他不特定的任意第三人那样
,

承担不妨碍其行使权利的义务
。

他们没有必要
、

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土地使用权的合法行使
,

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行使在本质上代表着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
。

所以
,

除了土地使用人依法应

向土地所有权人交付一定的上地使用费用以外
,

这两种权利主体之间没有什么民法上的特殊

的权利和义务
。

土地所有权人与任意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在一定土地上设立使用权后
,

作为上地所有

人的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不再直接地以主体身份和不特定的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
,

他们 的利

益已经体现在土地使用权人 的权利上
。

但在我国
,

此时国家和集体的权利并不像有些国家的

法律规定那样成为一种 “ 虚有权 ” ,

而仍然是一种实际 的权利
。

任何人对使用权人所占有的

土地的损害
,

实质上仍然是对土地公有制的损害
。

所以
,

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仍然要间接地
和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

,

这种关系可以称为一种间接的对世权关系
。

四 上地使用权人应负的义务 首先是对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
, “ 使用土地的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
、

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 ” ①使用权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和约定的

使用方式行使权利
,

而不得随意改变
。

②土地使用权人还应承担对社会的义务
,

不得以其占

有的土地进行危害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行为
,

也不得损害相邻土地权利人的利益
。

否则
,

土地使用人也要承担侵权或其他违法责任
,

还有可能导致其权利的消灭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土地使用权是享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法人和公民
,

·

依照一定法

律程序取得的利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
。

土地使用权 的设立
,

要履行必要的行政程

序
,

要受行政法 的调整
。

但这种权利在设立之后
,

却不是一种行政权利
,

而是一种比较充分

独立的民事权利
。

这是 由土地使用权的法律特征所决定的
。

土地使用权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内

容是比较特殊的
,

龙其是它所反映的三方法律关系
,

不是所有权理论或债权理论所能勉强地
“ 包 ” 、 “

套
”

或代替的
。

它与所有权有一定联系
,

但不具备所有权那种充分物权 的特征
。

在

民法理论上
,

它 可以说是一种用益物权
。

《土地管理法 》 第七条
。

参见 《土地管理法 , 第十九条第三项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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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土地使用权的种类
所谓土地使用权的种类

,

是指我 国法律所允许的对土地的使用方式
。

如何使用土地
,

并

不仅仅取决于某个机关或某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决定
,

更不能取决于土地使用人 自己的意见
,

而应该按照 国家法律所能允许的方式进行
。

这是我 国土地法律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

也是我

国土地国情的必然要求
。

我 国法律针对不同地区
、

不同使用对象
,

规定 了不同的使用方式
,

这是在建立土地使用权时应该严格遵守的
。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
,

我 国现有的土地使用方式有

全 民所有制性质的法人
一

单位对国家所有土地的使用权
。

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法人单位
,

包括政府机关法人
、

全 民性质的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
。

它们使用国家所有土地时
,

其法律性

质是什么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

全民所有制单位就是国家所有的单位
,

它们使用国家土

地也就是国家使用
,

就是单位代表国家使用
。

这种观点的产生
,

是因为在原来 的经济体制模

式和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
,

全民所有制单位并不具备独立 自主 的法人资格
,

它们只是国家的
·

附属成份
,

其经济责任与国家混然一体
,

分割不清
,

所以人们 自然而然地把它们 和 国 家 当

成一回事
。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发展 的情况下
,

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应该改变
。

我 国 《民

法通则 》 第三章所确认 的全 民性质的法人
,

有企业法人
、

机关章位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
,

它

们享有对国家土地的使用权
,

也符合土地使用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
。

因此
,

在 《土地管理法 》

中
,

它们在使用权问题上 的地位与其他法人
、

公 民是一样的
。

①全民所有制法人单位享有使

用权的土地
,

国家所有权仍然保 留
,

使用单位应该接受国家土地管理机关的管理
、

监督和检

查
,

在法律有规定时还应交纳土地使用费
。

全民所有制单位对国有土地的使用
,

是国有土地使

用权最普遍 的存在方式
。

在一般情况下
,

这种使用权在事实上无期限限制
,

除非依国家法律

或命令把土地移转给另一个单位使用
。

在使用权移转时
,

应按照 《土地管理法 》 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
,

对原使用单位的损失进行补偿
。

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法人单位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②
。

城市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

事业

单位以及联合劳动性质的单位占有国家的土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
,

这种土地使用

权也是国有土地较普遍 的使用方式之一
,

但一般来说规模较小
。

在行 使其使用权利时
,

城市

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接受国家管理和监督
,

在有规定时还应向国家交纳土地使用费 税
。

社会团体法人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

社会党派
、

团体
、

公益组织
、

宗教组织等一般都

拥有活动场所
,

其所使用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

但这些团体法人享有使用权
。

例如 年 月
《 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

、

国家建委等 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 》 中就

明确指出 宗教团体房屋的产权应属宗教团体
。

但是
,

这些房屋所使用的土地是国家的
。

这

样
,

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宗教团体有权使用国家土地的情况
。

其他社会团体法人也是如此
。

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
,

使用单位应向国家交纳土地使用费 税
。

公民个人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

这里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个人享有使用国有 土 地 的 权

利
。

我国宪法
、

民法都承认公民个人对私房的所有权
,

而由于居民私房必须使用国家的土地
,

法律也就必然承认了公民个人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

城市居民使用国有土地的现象是会长期

存在下去 的
。

这是闪为 第一
,

城市私房是解决公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
,

它多年来一直存

参见 《土地若理法 》 第七条
。

砂 参见 《 」二地管理法 》 第三十五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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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二
,

城 市落实私房政策之后
,

原来已被国家征收征用的房子又重新回到了公 民个人手

里 第三
,

我 国政策允许公民购买城市商品房
,

在公民买到房屋的同时
,

也就在事实上取得

了使用国有上地的权利
。

城市居民使用国有土地必须向国家交纳使用费 或地皮税
,

必须

服从房地产部门的管理 在国家建设需要收回用地时
,

应在取得合理补偿之后把土地交回国

家
,

而不应拒绝拆迁
。

国家建设所需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上地的临时性使用权
。 《土地管理法 》 第三十

三条规定 国家建设工程项 卜施 日衍要材料堆场
、

运输通路和其他临时设施时
,

在已征土地

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 下
,

经有关 单
‘

位批准
,

可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临时用地协议
,

取得

临时性的上地使用权
。

这种使 必 须是有偿的
,

应按该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逐年给予补偿
。

使用期满或 工程完工后应及时归还
,

而不应 留作他用
。

归还 的土地
,

还恢复原来 的拼作状态
。

国家建设过程中对集体所有上地的其他使用方式
,

如铺设地上
、

地下管道线路等
,

也应按土

述规定取得使川权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其所拥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作为投资
,

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城市集

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联营 ①
。

这种土地使用方式
,

亦应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合法有效
。

集

体经济组织必须与联营单位订立协议
,

就土地的使用方式做 出明确的规定
。

经有关单位批谁

后
,

该联营组织方可取得土地使用权
。

农村居民宅葵地的使用权 ②
。

这种使用权涉及全 国每一个农村的每一个居民
,

它 由来

已久
,

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

这种建立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之上 的宅基地使用权
,

作为一

项土地使用权似乎是没有争 议的
,

我 国自合作化以来的每一项农村政策
、

法规都要直接或八

接地提到它
,

它也最能反映士地使用关系的法律特征
。

但在司法实践中
,

由于对这种权利的

法律特点探讨不足
,

人们并不怎么懂得如何分析解决宅基地纠纷
。

当任意第三人侵犯宅荃地

权利时
,

人们用这种权利硬 “ 套 ” 所有权 当宅基地使用人与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人 发生

争议时
,

人们义把这种纠纷 当作债权债务关系
。

在这种不正确的理论指导下
,

宅基地纠纷一

直成为民事审判中的常发案和多发案
。

因此
,

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的法律性质
,

对司法实践 的指导意义尤为明显
。

乡 镇 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的使用权 ③
。

乡 镇 企业在经济上负独

立责任
,

经注册登记之后即取得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

它们 占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的土地
,

发生土地使用权关系
。

随着乡 镇 企业经济力量 的发展壮大
,

这种土地使用权关

系也就必然越来越普遍
。

乡 镇 企业使用土地
,

应首先划清 与土地所有人 一 农 才寸集 体

经济组织之问的权利义务关 系
,

并把这种关系用协议规定下来
,

以免发生纠纷
。

在乡 镇

企业依法取得土地使川权并行使权利时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

不得人为地

妨碍
,

否则应 负侵权责任
。

。 乡 镇 村公共设施
、

公益事业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使用权 ①
。

农村群众

又化娱乐设施
、

福利设施等
,

其得益 者往往是较大范围内的群众
,

如一个乡 镇 或区的群

众 吐同拥有
一

个养老院
,

叮以其所 土地往往只属于一个村或一个生产小队 或小组 所有
,

这就发生
一

上地使川权关系
。

在这种情况
一

’
,

得益的农村集体组织应向提供土地的一方提供

① 《土地管理法 》 第三十六 条
。

② ‘土地管理法 , 第三
一 ‘

八条
〔

《 二卜地管理法 》 第三
一

卜九条

④ ‘土地竹理法 》 第四
一

卜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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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补偿
。

华侨对国 汀 地 代汀吏川权
。

我川 引
一

几公布
、

见仍有效 的 “华侨 呀叫 ’使川国 丁汀儿 山

荒地条例 》 第四条规定 “ 使川国有的荒 山荒地 采用私资经营方式或公私合营 方式
,

经营

农
、

林
、

言牧企业的华侨
,

地使用期限
,

一般定为二
一

卜年 至五十年
, ·

一在使用期限 内
,

国家保障经营人的土地使用权和合法经营的收益
。 ”

年国务院转发的 “关于用侨汇购买 和

建设住宅的暂时办法 》 规定 “ 侨汇住宅建设使用的土地
,

其所有权属于国家
,

华侨
、

侨眷

只有使用权
,

由当地房管部门收取土地使用费
。 ” 我国侨乡还 有一些原来 属于华侨的住房

,

在落实侨务政策后又 回到 了华侨手中
。

这些房尾的所有权归华侨
,

使用的土地 归国家所 子
,

华侨对这种宅 铸地也 李有合法 的使用权
。

中外合资企业
、

介作企业
、

外资企业对国有土地 的使用权
。 《民法通则 》 第四十 一 条

第二款规定 “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 具备法 人条件
,

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
,

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 ” 作为中

国法 人
,

也就理所 当然地取得对我国国有土地 的使用权
。

在一般情况 下
,

这类企业应向我国

政府缴纳土地使用费
。

中方合资者也可以 用场地 的使用权 当作财产投资来 与外资合办企业
。

①

除以 卜十
一

种土地使用权外
,

从 广义 仁来 说
,

农业承包经营权
,

林地
、

草原使用权
, ,

长

而 和滩涂 介养殖使用权等也应该作为我 国法律所允许的上地使用权 的具体方式
。

但是
,

山

它们 叮不同胜内涵
、

不同的取得方式和消灭的条件等
, 《民法 通则 》 、 《土地管理法 》、 “森林

法 》、 《草原法 》 和 《渔业法 》 等分别对它们 另有规定
。

故从侠义上来讲
,

它们不属于上地使

用权 的具体方式
,

这 里亦不再提出讨论
。

三
、

土 地使 用权的取得
、

浦灭及保护

土地使用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
,

符合民事权利中物权 的特征
。

任何民事权利 的取得和消

灭都是取决于法律事实的
,

仁地使用权也是这样
。

与共他民事权利不同的是 一般民事权利

的取得与消灭
,

主 要依靠事件币百了为这两种 与权利主体联 系较密切的方式 币土地使用权 的

取得和消灭
,

虽然 与当事人 自身的事件和行 为有关
,

但更主要的则是取决于国家法律的规定
,

要履行必经的行政程序
。

即 当事人要使用土地时
,

需要提出使用申请
,

得到土地管理部门

的批堆 中淆使少 的土地越 多
,

批准 的程序和条件就越严格
。

在当事人 已设定的土地使川权

不符合法律规 定或者不按照法律行使使用权时
,

国家管理机关有权中止这种土地使用权 今

年开始施行抢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地管理法 》 同以前我 国所烦布的 地法规相比
,

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在土地使 用权 灼取得和消灭上规定 了更加严格的法律
、

经济和行政措施
。

这是因为
,

我 国土地极为贫乏
,

人均土地仅为 世界人均值 的五分之一
,

人均耕地更只有 世界 人均值 自勺十

分之 一
。

在 出
、

夕辞卜
,

我国爪土地资源仅仅优于 日本和埃 及
。

就在这种情况 下
,

许多地方还乱

占滥 用土地戎风
,

以致不得不从法 律 上从严控制
。

在设置土地使用权时
,

不管是有权批准 的

机关
,

还是 ‘扒洁使越的法 人或公 民
,

都应首先考虑到我 国的土地 国情
,

严格依法办事
,

确实

做 到合理利 川 卜地

土 地使 士仪的吸拜
,

解放初期
,

在城 了
,

是 由于国家没收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的大地产

和接牧 丁泪国家政权 效地产
,

直接交 由新民主主义国家机关和国家所有 的企事业直接使用

叁 见 “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 》 第五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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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当时即已产生的 “ ‘

言地民房 ”
问题 子 ,

也是城市土地使川权的例子 在农村
,

也存在

司家法律政策允许的土地使 用关系 的
。

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

主 要是来 自法律对权利的授

予和对已有合法权利的继承
。

现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

则应以 《土地管理法 》 的有 关 规 定

进行
。

国有土地使坏权 的取得 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或国家准许建设的工程项 口
,

才能获

得申请使用土地 的权利
。

国有荒 山
、

荒地 可以无偿地划拨给国家建设项 目使 用
。

征 用农村

集体经济组 织的土地进行建设的
,

·

必须办理征地手续
,

依法定程序获得国家发给的土地使用

证
,

并依此作为权利证明
,

才可以开始使用土地
。 “ 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

,

所有

权 属于国家
,

用地 单位只有使用权
。 ” ③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所有的上地 必须 由用地人提出 申请
,

在得到集体经济组 织同意之后
,

还要报 乡
、

县
、

市级 人民政府批堆
。

不同的使用方式
,

批堆

的机关也有所不同
。

城镇非农业户 口居民使用农村土地建筑住宅的
,

亦应得到土地所有权 人

同意并报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
,

在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后方可允许使用
,

但该地 段的所有

权 仍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

国家建设 单位在工程项目施工 中需要临时使用农村土地的
,

在其用地 申请获得批谁之后
,

可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签订协议
,

以协议方式取得临时土地使用权
。

卜地使用权的消灭 上地使用权 可以通过使用 人交回土地 的方式消灭 在有土地使用期

限时
,

可以因期限届满 币消灭 也可以通过国家或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中止使用人权利的方式

消灭 还可以因使用人消亡 而消灭
。 《土地管理法 》 第十九条规定

,

有四种情况可以 由土地

管理部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 用地单位已经撤销或者已经迁移 能 未经原批准机关

同意
,

连续二年未使用的 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 公路
、

铁路
、

机场
、

矿场等经核准报

废 邝
。 ”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消灭

,

除以上原因外
,

还有 可能是 由于农村集体经认组 织溉解体
。

七地使用权消灭的法律后果是 使用人按照法律规定交回土地 对土地 的良好状态造成

损坏 的
,

还应依法予以赔偿
。

关 于土地使用权的保护 土地只有被使用才能发挥其经济效益
,

因此
,

保护土地和保护土

地使用权应该是不矛盾的
。 《土地 管理法 》 第十一条规定 “ 土地 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

保护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 对于侵犯土地使用权 的行为

,

上地使用权人有权向有关

机关和人民法院提出保护请求
。

有关机关和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 上
,

对侵权人处以行

政处分
、

刑事处分和民事处分
。

在确定其民事责任时
,

应注意采取恢复土地使用状态 的各种

方式
,

如 《 民法通则 》 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 “ 停止侵害
、

排除妨碍
、

消除危险
、

返还财

产
、

恢复原状 ” 等
。

在上述方式不足以赔偿土地使用权人 的损失时
,

应责令侵权人赔偿一定

数 目爪金钱
。

这是因为
,

我国法律创设土地使用权
,

就是为了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
,

以满足

国家建设及人民生活之必需
。

对 土地使用权进行保护的法律方法 也应该根据这种立法 目的

来确定
。

宫

见 魂 年 月平原省人民政府民政局给 《 人民 日报 》 编辑部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信
,

载犯京大学 法律系民法教

研室编 《民法参考资料 》 第二分册第 页
。

参见 《东北区土地暂行条例 》 第一章第二条
、

第二章
、

第三章等
。

《土地管理法 》 第二十四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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