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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our fast-developing economy, government establishes all kinds of public construction active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ome of the needed lands are private. Our policy for these lands is expropriating compulsorily. Recently, because of various

acquiring ways and compensating standards, the landowners protest against land expropriation, 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s delay.

Because the land acquisi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compensate institution closely connect with landowners’ property and

rights, this research tried to find out the hidden problems. Based on the property, working and survival rights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ompensate system — the basis, compensate standards and negoti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we

also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involving organizations into public constructions instead of leading by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experts, focus discussions and mail surveys, the author got many opinions,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research, we hope we can find out another way for helping government to build a complete and reasonable system for the land

compulsory expropriation. Finally, help government to push all kinds of public constructions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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