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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探索改革

模式。

永川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

目前，永川区已经初步搭建起永川宅基地制度改革

体系，其经验做法被农业农村部的《农村合作经济及宅

基地管理利用》所认可。主要做法如下：

（一）构建起一整套的改革制度体系

遵 循 建 全 制 度 作 支 撑 ， 明 确 具 体 工 作 流 程 标 准 为

指引，搭建平台保障信息公开透明，交易过程市场化的

改革思路，永川区构建起宅基地制度改革体系。一是出

台了《永川区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全维度界定宅基

地“三权”，规范全过程宅基地管理，搭建全要素交易

市场，打通了宅基地管理利用各大关键环节。二是编制

《永川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工作指引》，绘制改革路

线图，明析改革任务表，储备改革政策库，强化宅基地

改革基础工作。三是创建永川区农村宅基地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着力解决管理信息不对称、交易信息不对称、

发展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四是策划永川区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交易业务指南，搭建交易平台，落实交易文本

和产权登记，创新建立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

（二）构建高效运转的改革保障机制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在区、镇（乡）两级建立

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完善组织领导工作机

制。区级每月召开会议，指导和统筹全区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的实施，研究解决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在

十个试点乡镇对应成立宅基地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建

工作专班，筹划操作性工作方案，具体落地各项改革事

项。二是建立跨层级的工作信息交流群，持续加强日常

业务指导，调度试点镇（街）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及时

总结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等。

（三）规划明晰的改革实施路径

一 是 强 化 试 点 示 范 。 首 先 ， 开 展 镇 级 试 点 示 范 ，

如在大安街道打造宅基地统筹利用示范点。一方面，通

过修订乡村规划，以调整再利用方式，集中零星建设用

地，建设农民新村，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全力助推乡村

振兴。一方面，采取出租、入股联建等方式，引入社会

资 本 ， 发 展 民 宿 、 康 养 等 二 三 产 业 ， 保 护 发 掘 民 俗 文

化，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二是积极探索村级

示范。如在金龙镇洞子口村打造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

示范点。坚持“让群众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理念，针对

群众办理宅基地审批的现实需求，创新开发永川宅基地

管理微信小程序，将群众办理宅基地5个高频事项“一网

打尽”。

（四）着力夯实改革基础工作

一是有序展开摸底调查工作。首先在“1+10”试点

地区22个村开展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并总结经验推广

到全区范围开展调查。二是稳步推进资格权确认工作。

首 先 在 金 龙 镇 洞 子 口 村 先 行 先 试 ， 初 步 形 成 “ 两 上 两

下”定方案、“三二一工作法”确认资格等可推广的经

验。三是全面编制村庄规划。除纳入城乡规划的行政村

以外，其余所有行政村均已完成村规划编制。四是全面

覆盖确权颁证，截至目前，全区颁证率已达95.91%。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些难题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调整的是人、地关系，实质是

权利界定与合理转移问题，界定清楚利益相关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并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或模拟市场化方

式实现自由转移，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所在。在实践中面临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宅基地使用权权属转移问题

按 照 现 行 法 律 规 定 ，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是 与 农 村 集 体

成员身份相关联的权利，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本村

户籍人口不能获取。这在保护农村居民权益的同时，也

影响了对人才、资金的吸引力，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存在负面影响。调研过程发现，大多数从事规模化农

业开发、投资现代农业的业主并非本地农户。虽然他们

创造了农业产业价值、解决了周边农村居民就业问题，

且长期在当地生活，但因身份限制，无法取得宅基地使

用权，难以安居乐业，影响其归属感、认同感。为此，

合川区在充分征求村社意见的基础上，在试点村制定了

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方案，开展了设置特殊资格权人的试

点。遵循村民自治的法律规范，在绝对多数村民投票同

意基础上，认同具有重大贡献且长期在本地生产生活人

员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在通过社、村、镇宅基地资格

权相关认定程序后，可取得特殊资格权。取得此权利的

人员，可有偿取得一定年限的宅基地使用权用于建房安

居。这从法律层面拓展了城市人才和资本进入农村的通

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殊资格权人在取得农村建

房规划许可以及后续不动产登记等方面，还面临一系列

政策障碍，难以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要素自由流动推

进机制。目前，甚至在不动产登记上备注信息（使用年

限，不得转让、继承、赠予宅基地使用权等）的方式来

办理产权也行不通。

（二）宅基地规模及其合理使用问题

一是农村宅基地规模持续刚性增加问题。作为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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