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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吴国喆，男，甘肃静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律系
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人大特邀地方立法研究员，兰州市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甘肃省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1994在西北师范大学政法
系获法学学士学位，于 1998年和 2006年分别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
生院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近年来先后在《法学研
究》、《法学杂志》等国家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一部，参与编著学术著作 3部，主持和参与学
术研究课题 4项，获得省级以上学术奖励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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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
甘肃省委政法委书记 罗笑虎
甘肃省法学会会长

《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是一套为农民所写、为农民服务的法

律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我省积极响应国家“农家书屋”工

程、推动全省农村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

创新普法载体、积极为“三农”服务的一个新尝试。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法治是需要法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包括法律知识

的普及和法律思想的培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法治之舟，唯有获得

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不断破浪前行；法治之树，唯有人民群众

的热情浇灌，才能根深叶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

的国度，能否有效地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农民的法律素质和法

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而要真正增强农民的法

律素质和法律意识，就必须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和载体。正

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套面向全国发行、总共 60部、近千万字的法律

丛书，始终坚持紧密结合农民生活实际的编辑原则，以一事一议、一

问一答、以案说理的形式编辑，力求用农民朋友熟悉的语言、身边的

事情来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法律知识。这套丛书分为法理、宪法、行政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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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

法、民法、商法、婚姻法、经济法、刑法、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法、知识

产权法、社会法、诉讼法等十二个门类，涵盖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建设等诸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出版后将由政府采购，分送

全省农家书屋，相信会受到广大农民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凝聚着各个方面的心血。中国法学会会长

韩杼滨同志专门委派有关同志来我省调研指导，甘肃省法学会 、甘

肃省新闻出版局和甘肃文化出版社等单位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

作。各位作者来自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他

们编写这套丛书大多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充分体现了他们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农民朋友的深情厚意。在此我谨向所有为这套

丛书提供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编辑深致谢意！

200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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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权概 ��������������������述 （1）
1.什么是林权 ������������������？ （1）
2.林权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哪些 �����������？ （2）
3.林权除所有权外，农民还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 ���？ （2）
4.林权主体包括哪些？他们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是如何
规定的 �������������������？ （4）

5.通常所讲的林权客体包括哪些 ����������？ （5）
6.林权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如何得到加强和保障 ����？ （6）
7.根据所有权性质的不同，我国林权所有权可分为几类

����������������������
？

（7）
8.农民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有效实现林业产权 ����？ （9）
9.新世纪，我国出台了哪些重要的有关林权改革的法规和
文件？林业产权制度有什么变化？对农民的林权产生
了什么影响 ����������������？ （10）

10.在林权制度改革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 �����？ （10）
11.对承包商业效益较低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国家是否

给予补偿 �����������������？ （11）
12.对植树造林农民可以享有哪些方面的扶持措施 ��？ （12）
13.在义务植树活动中，如何贯彻利益原则？农民对在义务

植树活动中栽培的树木是否享有所有权？如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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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请求报酬 ·············？ （13）
14.林权流转实现的前提是什么？如何对此进行完善 ·？ （14）

二、林权归 ····················属 （16）
15.农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和集体经济组织指定

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归谁？农民可否改变自留
山的用途 ·················？ （16）

16.农民承包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后种植果树，承包期限届
满时果树所有权归谁 ············？ （19）

17.什么是“宜林四荒”？对在“四荒”使用权的承包、租赁或
拍卖中涉及的“两山”（自留山、责任山）问题，应如何
处理？ 农户对在“四荒”地上栽培的树木享有哪些权
利 ····················？ （23）

18.农户在自留山四至界线以外自然串生、繁衍形成的同林
相木竹林或人为营造的其他林果茶等，其权属如何确
定 ····················？ （24）

19.对农户和其他单位组织在国有林业单位依法经营的林
地上抢造、抢种林果，现已成林，如何确权 ···？ （24）

20.学校组织学生在河滩荒地所植之树归谁所有 ···？ （24）
21.当前，加强农户林业产权保护、明晰产权有哪几种形式

·····················
？
（26）

22.农民在订立有关林权使用、转让合同时，应注意哪些事
项？对以后林权的归属有何影响 ·······？ （28）

23.农户的山林权属要落实到户有哪些程序 ·····？ （28）
24.对“五保户”承包分配的自留山、责任山，“五保户”死亡

后如何处理 ················？ （29）
25.集体将已划定的自留山或责任山收回统一组织造林，农

户和集体组织如何分配收益？农户的损失还有哪些补
救办法 ··················？ （29）

26.农户全家外迁（外县、外省），经村组通过会议决定，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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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留山分给了其他农户，现外迁农户（有证）回来，
可否要求恢复自留山 ············？ （30）

27.何为宗地？对宗地的四至发生争议的，如何确定宗地的
范围？··················· （30）

28.对农户林业“三定”时划分的自留山和责任山，后来集体
统一收回造林，创办了集体林场，且部分山林已转让
给了他人，转让所得用于公益事业或已在集体组织内
部平均分配，又没有集体山林可调剂的，如何处理
·····················

？
（31）

29.农民因外出打工，其承包的林地抛荒而被集体收回组织
他人造林的，后原承包人打工归来，发生争议，如何处
理 ····················？ （31）

30.农户自留山被他人开发经营的，对此争议应如何解决
·····················

？
（31）

31.如何处理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留山、责任山和未承包
到户的有争议的集体林地 ··········？ （32）

32.发包方就同一林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的，如何维护
承包方的权利 ···············？ （32）

33.农户承包的山场无自然界线，发生争议后应如何处理
·····················

？
（33）

34.发生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森林资源调查界线和各类行政
区划界线能否作为确定权属划界的依据 ····？ （33）

35.林地承包合同丢失，能否仅以林权证证明其对林地的使
用经营权 ·················？ （33）

36.林权发生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如何确定 ····？ （35）
三、林权 ·····················证 （36）

37.什么是林权证 ················？ （36）
38.申请林权登记需提交哪些材料 ·········？ （37）
39.林权证的申请应由谁向哪些单位提出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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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取得林权证需经哪些主要程序 ���������？ （39）
41.变更林权登记需提交哪些材料 ���������？ （40）
42.林权登记档案主要包括哪些材料 ��������？ （41）
43.承包方全家迁入城镇的，其已承包的林木、林地是否可以

申请登记发（换）林权证 �����������？ （42）
44.对林业“三定”中存在争议的林木、林地，农民如何领取

林权证 ������������������？ （42）
45.林权证的四至界线、面积与实地不符，农民如何确定自己

所承包经营的林地、林木的权利 �������？ （43）
46.对同一宗地内林地、林木“四权”分离的，以哪个权属作为

发证的依据？林权证发给哪个权属的所有者 ��？ （44）
47.户与户的自留山合并在一起共同经营，没有分清各自界

线的，如何登记发证 ������������？ （46）
4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农民向有关

部门申请林权证得到批准后，林权证发放过程中农民
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 （46）

49.农民之间、单位之间或农民与单位之间合作、合资造林，
农民或者单位应如何申请登记发证 ������？ （48）

50.生长有木竹且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四旁地”或
“撂荒耕地”发生争议时，发生争议的农民如何申请有
关机关确认权属 ��������������？ （49）

51.农民在林木权属发生争议时，如果一方已办理了林权证，
另一方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49）

52.农民是否可以法院判决书、政府裁决书作为申请纠纷山场
林权登记的依据 ��������������？ （50）

四、林权流 ��������������������转 （51）
53.林权流转的概念、方式、范围及其必要性是什么 ��？ （51）
54.农民承包的林地可否转让于城市户口的主体？若可以转

让，则应注意哪些事项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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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林地承包期届满之前，若承包方全家都迁入城市居住，
则其承包经营权应如何流转 ���������？ （55）

56.农民承包本集体山林后能否转包于非本村农民 ��？ （56）
57.农民所有的林地可否设置抵押 ���������？ （57）
58.森林、林木抵押登记的效力如何 ��������？ （59）
59.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登记效力如何 ������？ （59）
60.农民可否以自己的林权投资入股？如果可以，则入股后

所有权是否转移 ��������������？ （60）
61.林权可否作为继承的客体 �����������？ （62）
62.在林权流转过程中，林地可否作为资源进行交易 �？ （63）
63.未经村委会认证的林地转让协议效力如何 ����？ （63）
64.某林地所有人与某企业签订林地出租合同，合同期限届

满前，林地被国家征用，补偿费如何分配 ����？ （64）
65.由于经营困难，承包方将未到期的承包林地转包给他人

时，集体经济组织有无权利规定转包时的承包费 �？ （66）
五、林权保 ��������������������护 （71）

66.我国法律是如何通过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来保护农民
林权的 ������������������？ （71）

67.森林法规定了哪些林权的保护措施 �������？ （75）
68.村民对于已到户的自留山被村集体流转的，如何保护自

己的权利 �����������������？ （76）
69.自留山所在区域被划为国有林场或自然保护区的，自留

山主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 （77）
70.农民自留山上的权益存在争议时应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 （78）
71.森林、林木和林地在流转中发生权属纠纷时，发生纠纷的

农民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79）
72.某集体经济组织的两村民私自签订了协议，互换各自承

包的林地，后一家承包的林地被国家征用，问征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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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谁所有 ················？ （81）
73.农户全家外迁（外县、外省），村组通过会议，把他的责任

山收回分给了其他农户，现外迁农户（有证）回来要山
林，应如何处理 ··············？ （82）

74.户与户之间自留山、责任山面积差距过大，农户是否可
以要求重新调整 ··············？ （83）

75.已分配到户的自留山被工程建设征用，但国家给的补偿
全部被村集体用于办公益事业，自留山主如何保护自
己的权利 ·················？ （84）

76.林业“三定”划分的自留山和责任山，因地方宗族势力大
等原因被收回，按祖山重新分配各户经营至今的，如何
处理 ···················？ （85）

77.企业或个人在集体林地中开矿、取土占用林地，林权权利
人要求给予补偿的，如何处理 ········？ （86）

78.集体经济组织违反法定程序处分集体所有林地林木的，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 （87）

79.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相邻的山场，特别是县与县之间
相邻的山场，四至界线确权时找不到相邻的人签字，怎
么办 ···················？ （88）

80.农民承包的林地在承包后被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占用
的，农民如何请求补偿 ···········？ （89）

81.村民委员会可否私自出卖已承包给农户且合同未到期的
林地中的林木 ···············？ （91）

82.承包集体所有的荒地种植林木，承包期满后是否要恢复
原样 ···················？ （92）

83.若农民享有林权的林地下被发现有矿产资源时如何处理
·····················

？
（92）

84.对于偷盗集体所有林地中的林木及其土壤的行为该如何
处理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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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权争 ····················议 （95）
85.什么是林权争议 ···············？ （95）
86.林权争议主要有哪些类型 ···········？ （96）
87.林权争议发生后可以通过哪些程序来得到解决 ··？ （97）
88.林权争议发生后，争议当事人主张自己权利的依据有

哪些 ··················？ （101）
89.山林权属发生争议，落实到户有哪些程序 ····？ （103）
90.林权发生争议后，为确定林权权属，林权登记现场勘验

需要哪些人参加 ·············？ （105）
91.林权争议的解决常常会参照哪些规范性法律文件 ·？ （106）
92.邻里之间发生林权争议的，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
？
（108）

93.人民政府的争议处理机构在调解林权纠纷时，可以收取
哪些费用 ················？ （109）

94.有自留山但无林权证的，发生争议时依照何种程序来
确定自留山的权利归属 ··········？ （110）

95.林地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或者
承包合同违背法律、法规规定而产生争议的，应如何
处理 ··················？ （111）

96.自然村合并后，原合并前独立的自然村之间的林权争
议是属于个人之间的纠纷还是村与村之间的纠纷？
应当由哪一部门处理该争议 ········？ （112）

97.林权争议发生后，在争议当事人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一
方当事人强行砍伐争议林地上的林木，该村民违反了
哪些规定？如何处理？村民在发生争议后应当怎样
去处理林权争议 ·············？ （113）

98.对于哪些涉及林地承包的民事争议，我国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受理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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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退耕还 ···················林 （125）
99.什么是退耕还林工程 ············？ （125）
100.退耕还林是指什么？农村中什么样的耕地会被纳入

退耕还林计划内 ·············？ （127）
101.在配合退耕还林工程具体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农民应

当找哪些部门解决 ············？ （127）
102.退耕还林的农民在退耕土地上至少要种植多少生态林

····················
？
（128）

103.农民如何承包退耕还林工程 ·········？ （129）
104.退耕还林后，农民可以从国家获得什么样的补助

····················
？

（130）
105.退耕还林农民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在这些权利遭受不

法侵害后，农民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 （133）
106.农民如何根据国家关于退耕土地上林木的“谁造谁有”

政策维护权益 ··············？ （135）
107.退耕还林自留山划为公益林用地的，农户如何维权

····················
？
（136）

108.退耕还林后，农民是否可以改变退耕还林土地用途
····················

？
（136）

109.农民怎样确定退耕还林地上林种、树种以及草种的
比例 ··················？ （137）

110.退耕还林时，农民如何获得有质量保证的种苗 ·？ （138）
111.退耕还林后，农民如何取得退耕还林地上林木的林权

证 ···················？ （139）
112.退耕还林的农民如何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签订有效的退耕还林合同，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 （141）

113.政府相关部门会将退耕还林相关内容予以公示，农民
如何通过该公示获取有效信息来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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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114.农民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采伐退耕还林的林木 ··？ （144）
115.农民对退耕还林中的商品林享有什么样的自主权

····················
？
（145）

116.承包经营的林地被征收后，农民可以获得怎样的补偿
····················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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