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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学》课程理论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206241009
适用专业：土地管理类本科专业

学时数：40

学分数：2.5

执笔者：李立娜

编写日期：2019 年 7 月

一、课程的性质和目的

《土地管理学》是土地资源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获得有关土地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土地管理原理、土地权属管理、土地利用管

理、土地市场管理的基本理论，相关法律法规的法理解释和适用范围，探讨行政、法律、经

济和技术等管理手段在土地管理实践中的综合运用，以及如何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活动的各

种土地问题，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6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的基本概念；

2.土地、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土地管理的基本概念；

4.土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5.土地管理活动的组成与运作。

教学要求：

1.掌握土地的概念，土地、土壤、土地资源、国土的概念甄别及其辨析；

2.理解土地的功能与特性；

3.了解我国土地资源概况，掌握土地的地位与作用，了解我国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4.掌握土地、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5.掌握土地管理的涵义、目标与任务；掌握土地管理的方法；

6.理解我国土地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政策；

7.了解土地管理机构及职责；

8.了解土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重点：

土地的概念及甄别；土地管理的方法；我国土地管理的主要政策。

难点：

土地管理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土地管理学的特征、国内外土地管理学的发展比较。

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5 学时）

教学内容：

1.人本管理原理；

2.系统管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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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管理原理；

4.管理效益原理；

5.土地伦理原理。

教学要求：

1.掌握人本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的行为原理和动力原理；

2.掌握系统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的整分合原理合相对封闭原理；

3.掌握土地伦理原理；

4.了解动态管理原理和管理效益原理。

重点：

人本管理原理；系统管理原理。

难点：

土地伦理原理。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9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

2.土地权属管理的任务和内容；

3.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与流转管理；

4.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确认与管理；

5.土地征收；

6.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

7.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8.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教学要求：

1.掌握我国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的相关概念及内容；掌握土地产权的概念与特

性；

2.理解土地权属管理的任务和内容；

3.理解土地征收与征用的区别，掌握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重

点，理解土地征收的程序，审批权限，征地补偿与安置标准改革前后的对比；

4.理解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每种方式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5.掌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与年限，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了解出让合同

的主要内容及双方责任与义务；

6.掌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与方式；理解出租与出让、转让的区别；

7.理解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意义，了解限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8.理解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与条件；

9.掌握土地权属管理热点问题；

10.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重点：

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相关概念；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土地征收；土地制度改革；土地

管理法修订。

难点：

新土地管理法修订的重点，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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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9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利用与土地利用管理；

2.农用地利用管理；

3.建设用地利用管理；

4.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5.土地利用生态响应及管理；

6.实施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手段。

教学要求：

1.理解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管理的概念、内容，土地利用的原则；

2.理解我国耕地资源的面积与分布，耕地利用的特点，耕地质量特征，掌握我国耕地利

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我国耕地管理的有关要求，耕地利用与管理的对策，掌握基本

农田的有关内容；了解耕地预警制度的有关内容，耕地退化的防治；耕地保护对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意义；

3.了解其它农用地利用管理的有关内容；

4.理解建设用地利用管理的有关内容；

5.理解土地利用生态响应管理；

6.理解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的概念，土地开发的类型与特点，土地复垦的对象与意义，

土地整理的内容与意义；了解待开发、复垦、整理土地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

7.掌握土地用途管制的涵义、目标、基础及重点，理解土地用途管制的特征与内容，了

解土地用途管制实施的难点与对策。

重点：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开发、土地整治、土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耕地、永

久基本农田等概念甄别及其相互关系；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的目标和措施；土地利用生

态响应管理。

难点：

相关概念的区分；耕地预警制度；耕地资源总量、质量与人均的差别，耕地资源空间分

布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分布的关系、粮食生产总量增长与结构性矛盾共存。

第五章 土地市场管理（6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市场管理概述；

2.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3.农村土地市场管理。

教学要求：

1.理解土地市场的概念、形成与发展、土地市场结构体系；

2.理解城市土地市场结构，土地市场的机能，开放土地市场的必备条件；理解城市土地

市场管理的必要性、管理手段与措施；

3.理解城市土地储备的概念、产生背景，土地储备制度的目标与作用，土地储备的范围、

模式及运行程序；

4.理解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农地流转市场管理。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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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难点：

规范农村土地市场管理的手段与措施。

第六章 土地信息管理（5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信息的内容；

2.土地数据的特征；

3.土地管理信息化；

4.3S 技术在土地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教学要求：

1.理解土地信息的内容、土地信息系统建设；

2.理解 3S 技术在土地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重点：

土地数据与土地信息概念甄别及其辨析；土地信息的内容，土地数据的特征，土地信息

化管理的内容、进展和意义；3S 技术基本原理、功能和应用。

难点：

土地数据与土地信息的本质差别与联系、3S 技术基本原理。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注重结合当前热点问题，开阔学生的

视野，拓宽知识面，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根据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重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3.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专业知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重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家国情怀与法制意识。

四、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是《土地经济学》等课程的后续课程，是《不动产估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工程》等课程的先修课，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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