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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2007年起，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美
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2010年，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但是，从收
入增加和就业率来看，美国仍旧处于危机之中。由于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即将到期，2011年春季
，马萨诸塞州财政面临20亿美元的严重赤字，这将迫使州议会和州财政委员会大幅度减少对社区的投
入，在医疗、高等教育、社会福利、残疾人照顾、转移支付、环境和社区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
资金短缺。为此，来自波士顿选区的Sonia Chang—Diaz参议员和来自Worcester市的James O’Day众议
员提出了“投资社区法案”（An Act to Invest in Our Communities），并得到19名议员联署支持。法案
提出，将个人所得税率从5.3％提高到5.95％，同时对单个人收人的税前扣除额从4400美元提高到7900
美元，对家庭年收入税前扣除额从8800美元提高到15800美元的方法，来增加州政府财政收入13.7亿美
元，用以弥补目前州财政收入的巨大赤字。这样做，年收人在62600美元以内的家庭，不会受此法案的
影响。家庭年收入在62600—103800美元的家庭，每年只多交99美元的税。年收入103800—217000美元
的家庭，每年多交519美元的税。217000—580000美元的家庭，每年多交2179美元的税。580000美元以
上的家庭，每年多交22146美元的税。而这后三类家庭，只占整个家庭数的20％（即分别为15％、4％
和1％）。 2011年5月5日，州议会将对这个法案进行第一次公开听证。显然，能不能在这次听证上给
州议会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这个法案今后的讨论、通过，至关重要。为了组织更多的选民参加和声援
这次听证会，4月14日晚上，在Amherst镇民主党的一次会议上，民间组织“马萨诸塞州公立高等教育
网络”（Public Higher Education Network of Massachusetts，PHENOM）的组织者FerdWulkan先生，对法
案和听证会进行了说明，号召大家自愿报名参加。笔者在阅读了他提供的材料后，决定去考察听证会
。 2011年5月5日上午7点，Amherst镇和Northampton市两地近50人，乘坐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艾莫斯特校
区教师工会租用的两辆大客车，向着100英里外的波士顿市出发。在旅途中，Wulkan先生和同行的
“Yes！NorthamDton”民间组织负责人、Northampton市议员Pamela C.Schwartz，向我们简单介绍了这
次听证会的情况，准备作证的Northampton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Amherst校区的教授也与我们同
行。经过2个小时的旅程，并经州议会大厦的安全检查，我们来到了位于议会大厦一楼可以容纳500人
的大礼堂（Gardne Auditorium）。 到了这里，笔者才发现，来参加或旁听的人很多，都是由各类非政
府组织（NGO）组织来的，它们或是工会组织或是社区组织，与“马萨诸塞州公立高等教育网络”和
“Yes！Northampton”这样的民间组织类似。它们的服务也很周到。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领到一个纸质
的标语牌和一个贴在胸前的标签，以显示你对该法案的支持态度。在去的路上，Wulkan先生曾经发给
每个人一个空白的标语牌，让大家根据自己关注的重点，写上标语。笔者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层次的听
证会，一时不知写什么好。现在行了，笔者拿上NGO组织统一发给的标语牌，只要和大家一样挥动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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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地管理制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这些国家的土地管理模式，总结了市场主导、公民参与和征地严
格符合公共利益等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对于修改与完善中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具有较强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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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标题和内容就不搭，是各国的土地征收问题，互相也没做比较分析，单个国家土地制度的介绍也
是没头没尾
2、本书，原本以为是全面的土地管理制度比较研究，其实他是一本论文集，且概括极不全面，建议
大家别买
3、No help...
4、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极为独特的，既不是像美国那样以土地私有制为主导，
也不是像越南宪法宣布的那样属于“国家所有”。 时至今日，土地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早已引申出“城
市化必须征地”的荒诞逻辑，并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要改革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首
先有必要系统了解其他国家的土地规划与征收制度。本书对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制
度进行比较了研究，作为本书的主体，这些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外土地管理制度的差异。事实上，
不仅西方法治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运行良好，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制度也有不少可圈可
点之处，其理论和实践都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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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书名叫土地管理制度比较研究，但其实就是简单选录关于各国土地管理方面文章的一本书，
更不用说里面有的文章与土地管理几乎不沾边，大部分的翻译生硬直白，让人读的糊里糊涂。取了一
个这么高级的书名，还有一个高端上档次的系列名，再配上坑爹的价格，只能说我这次被骗惨了。怪
不得我能成为了第一个读过的人...幸好内容也不算是一无是处，部分文章还是能将某个国家的土地管
理制度较为清晰的描绘出来。读完之后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世界的大趋势就是土地资源越来越集中
在大型企业手上，而且同一地区的土地开发类型越来越单一化，想要重新回到原来人人有土地的小农
经济时代已经基本不可能了。虽然这样看上各国的分工细化程度会更高，生产配置效率也会更高，但
也会无可避免地导致普通农民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该如何合理公平地安置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居
住是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分工也迫使发展中国家只能按照发达
国家或者跨国公司的意愿发展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矿产和农业类经济，稍有不从就可能由于外力的作用
导致国内产生严重的经济甚至是政治危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来说还能支撑多久也是一个疑问，
而逐渐单一化的种植又会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退化，以至于将来无法改种其他的作物。到时候即使有
改变发展模式的意愿，恐怕也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了。就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利用情况似乎只
会越来越糟，当资源耗尽、生态环境不可恢复的时候，没人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或许只能寄希望于
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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