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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一书，是中国国土资

源经济研究院标准化中心科研人员在系统地总结标准化基础知

识，阐释解读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标准化管理办

法》有关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从事标准编写培训、主持或

参与标准编制的经验，总结细化了标准编写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f0-3题。全书共分为四章和三个附录。第一章为国土资源标准化

基础知识，突出对标准定义的解读和标准体系的构建的原则与

方法；第二章为国土资源标准制定程序，突出预研阶段的要

求，如标准结构和体例的选择、标准框架的构建；第三章总

则，重点阐述标准编写的顺序和要素选择的原则；第四章标准

的编写，重点突出标准编写的技巧、水语标准和分类标准的编

制要点。附录内容包括“2014年以来发布实施的国土资源标准

目录”“国际标准分类法(ICS)简表”“中国标准文献分类

法(CCS)简表”。

该书适合从事国土资源标准化工作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参

考，也可作为国土资源标准化知识普及读物。

呻司司土赘涿锰希
(月干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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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华北杨柳镇的调查

《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权利基础与实践逻

辑——基于华北杨柳镇的调查》是中国国土资源

经济研究院付英研究员在项目研究和博士论文基

础上形成的一部专著。本书从产权基础和政策实

施两个方面来研究征地补偿费分配的逻辑，通过

揭示这两种逻辑，反观现行征地政策的得失，从

而叉寸政策改进进行思考。本研究采取了质的研究

方法，以深度访谈法、文献研究法为收集资料的

主要手段，对华北W市杨柳镇及其下属的赵村和

营村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实地调查得来的一手资

料和各种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主要

发现和结论。

本书共11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征地补

偿费分配的权利基础及其实践逻辑”，下篇为

“征地补偿费分配的越轨行为”。

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

中国大地出版社

上篇的创新之处：一是结合地权制度的区域性实践安排，对村级征地补偿分配的逻辑进行了

探究；二是提出并区分了与地权制度相联系的三类不同的土地(征地补偿)收益权；三是提出农

用土地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四是从一个具体的地区人手，剖析农村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实

践运作，审视这种运作存在的问题或弊端，以及这种运作与其所处的村庄土地制度的关联性，力

图对中国的征地补偿费分配问题提供有益认识。

下篇的创新之处：第一，本研究首次对征地补偿中各相关方的越轨行为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

考察，并对这些行为的意义、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第二，依据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理论，建立了

考察各主体越轨行为的分析框架；第三，首次从监管理论的角度，提出建构征地补偿监管体系的

问题和思路；第四，提出了村千部同时具有代理人、当家人、理-眭人的三重角色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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