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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两年余，三易其稿，业已辑

成。这是丹阳土地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土地管理部门在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的又一丰硕成果，殊可庆贺!

丹阳这块古老土地，历经沧桑巨变。早在6000年前，先民就

在此聚居开发，繁衍生息。勤劳、勇敢的丹阳人民，在数千年的

漫长岁月里，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开发、整治这方土地，终于

使之成为今日之“鱼米之乡”、“粮米之仓”，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锦绣江南大地。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从古至今被

人们所珍惜。现今，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为宝贵，爱护土

地、保护土地成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颁布以来，丹阳土地管理部门在中共丹阳市委、市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以保护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为己任，广泛深入地宣

传土地法规，加强地籍管理、用地管理、规划管理和土地监察工

作，努力做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并充分利用土地

后备资源，积极开展对废弃地、老宅基地和荒山坡地等复垦开发，

从而为强化土地管理、保护耕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土地，不仅是资源，而且是资产。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土地资产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如何加强对土地资产的管理，搞

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是当前土地管理的重要课题。近几年来，

丹阳在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上迈出坚实的步伐，正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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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积极搞好由政府调控

的土地二级市场。对国有土地实行依法有偿划拨、有偿出让和转

让。这不仅可为国家增加大量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对切实管理

好土地资产、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都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编写土地志在丹阳是前所未有之事，其编写指导思想的确定、

体例的掌握、框架结构的设计、志书内容的记述和地方特色的反

映等等均具较大难度。特别是解放前历史资料因兵燹而多有散失，

更增加了编写的困难。然而，市土地管理局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

精神，将编写土地志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大

事来抓，并受到社会各界和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编写专业人员

以忘我精神辛勤笔耕，在人员少、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的情

况下，仅以一年半时间就完成资料征集和初稿编纂，创立了我市

专业志编写速度快、质量高的业绩。我借此机会向市土地管理部

门和有关单位以及编写人员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这部志书指导思想正确，体例规范，资料翔实，内容记述清楚，

地方特色鲜明。它既记载了丹阳的土地资源和土地开发利用的历

史和现状，又记载了近现代土地管理的沿革，特别是反映了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土地管理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这是一部

丹阳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

土地管理工作文献和典籍，它对土地管理工作将起到“资治、教化、

存史”的历史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爱国爱乡、建设家乡、管好土地，必须爱

志用志，以史为鉴。我们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以自强不息、奋

发进取的精神，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谱写出更为灿烂的历史

新篇章。

． 丹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尹名年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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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全面

反映丹阳土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内容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记述。上溯不

拘，下限1994年，大事记延伸到1995年。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一般

设章、节、目3个层次，子目按需设置(以【】符号表示)。图

照集中设于卷首。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内容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五、志书内涉及的政权、党派、机构以当时名称记述，不加褒

贬词语。被记载的人一律直书其名，不加称呼。对日军侵占后所

扶持的政权机构称之为“日伪”政府。

六、志书行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使用历史纪年，

节(目)首次使用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凡加注公元年份，一般省略“公元”二字，公元前

则在年份前加“公元前”三字。农历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公

元及民国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写新中国成立前(后)，或建国前(后)。内容记述中所

用的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之日为界。

七、志书中的计量单位，解放前的仍使用习惯说法，解放后的

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行文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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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数字的写法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档案、报刊、专著和口碑等，经

鉴别核实筛选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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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丹阳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南部。东邻武进市，南毗

金坛市，西北与丹徒县交界，东北濒长江、与扬中市隔江相望。界

于北纬31。44’～32。08’、东经119。237～1190537之间。全市总面积

1047．31平方公里，陆地占81．12％，水域占18．88％。

丹阳地处宁镇低山丘陵和太湖平原交替地带，地层单元属扬

子地层分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7米左右。境内以

平原为主，低山丘陵次之。西部与北部为宁镇丘陵东段余脉，是

低山丘陵区；东部和南部为长江冲积平原，属太湖平原湖西部分。

平原有洮涌平田区、孟河高平原区和沿江圩区；低山丘陵有丹北

低山丘陵区和西部丘陵区。水域主要有长江分支夹江、河流、湖

塘和水库、沟渠等。气候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春夏季多

东南风，秋冬季多西北风。春季冷暖多变，夏季炎热多雨。秋季

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
’

15．O。C，日照2044．1小时，降水量1051．9毫米，无霜期221天。

7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27．6。C；1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2．2℃。

丹阳历史悠久，古时“洵七省之咽喉，吴越之门户”，并被称

之为“江南文物之邦”。南朝齐梁帝王多葬于此，现存的11处、26

件陵墓石刻为我国文物之瑰宝，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丹阳建置始于战国，初为云阳邑，秦初改置云阳县，旋移名为曲

阿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定名丹阳，沿袭至今。1987年12月，

撤县设市，为丹阳市。1994年，市政区内除省属练湖农场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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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镇24个、乡5个、开发区1个。下辖村民委员会521个、居

民委员会45个。总户数277462户，总人口805312人，其中农业

人口672776人，占83．54％。

丹阳境内北有长江，中贯京杭运河，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

路、沪宁二级公路贯穿其境。常州飞机场毗市内运河镇。水陆空

交通发达。

1994年，全市粮食总产47．47万吨，蚕茧产量9198吨；国内

生产总值62．2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2亿元，第二产业34．62亿

元，第三产业15．59亿元，列全国80个小康县(市)第34位。

丹阳为古越之地。早在6000年前，先民就在此开发垦殖，繁

衍生息。时这里已布有沟渠、水塘、农田，以及先民聚居的村落。

战国时，这里的土地被大片开发，田野河道纵横，湖塘星罗棋布，

土地的利用已为先民所重视。西晋末，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徙，境

内的土地获得进一步开发利用。至唐代，土地的利用与整治已具

有较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成为江南主要粮食产地，并以生产

香糯而闻名遐迩。之后，丹阳历经沧桑，时而战乱使土地荒芜，时

而战息将土地复垦开发利用。清同治三年(1864年)，战火平息，

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凉”，清政府为鼓励农民垦殖因战争荒芜

的土地，实行免赋税7年。翌年，在丹阳成立劝农局，向农民

“借给牛种”，组织和支持农民大片开垦荒废地，又“大吏采湖桑，

教民栽种”，使之“桑荫遍野”。民国时期，原荒废的马厂，屯田

多被开发，沿江江涂亦部分被围垦，对练湖滩地开始成片浚垦。至

丹阳解放前夕，马厂、屯田被开发垦殖1万余亩，练湖滩地被浚

垦4400余亩。新中国成立后，对境内的荒地、荒滩、江涂、荒山

坡地以及荒水面进行有计划、大面积开发利用。50年代中期，组

织全面开发，1958年始掀起高潮，并在大面积开发荒地、荒山和

湖滩的同时，每年投入数万乃至10余万劳力进行平整土地、河道

建设、坍江治理和圩区改造等土地整治工作。至1994年，全市先



概 述 3

后开垦荒地、荒坡达数万亩，浚垦湖塘滩地1．8万亩，开发利用

荒山5万余亩；拓浚、新开河道110条，总长603．33公里；建成

小[一型]、E-型]水库10座，总库容1340万立方米；建有塘

坝10307个，蓄水量2530万立方米；建设机电灌排站860余座，

有效灌溉面积88．91万亩。

丹阳的土地经过开发和整治，现今披利用的已达98．46％。耕
地以种植业为主，土地坡度在2。以下的占95．94％，2～6。的占

3．94％，60以上的占0．12％。1994年，全市土地总面积为

1570969．7亩，其中耕地834044．3亩，占53．09％；园地

132586．45亩，占8．44％；林地32554．24亩，占2．07％；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208490．09亩，占13．27％；交通用地42396．52亩，占

2．7 oA；水域296654．1亩，占18．88％；未利用地24244亩，占

1．55％。

1987年后，为进一步利用好国有土地资产，丹阳各级政府将

土地复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自上而下成立组织，制定计划，立

项投资，复垦开发荒坡地、挖废地和老宅基地等，做到“复垦一

片、’见效一片，．当年复垦、当年得益”。1988"一1994年7年间，全

市复垦土地面积17693亩，其中复垦为耕地的8290亩，水产养殖

的3762亩，茶园的938亩，果园的280亩，林桑地的2927亩，非

农业建设用地的1496亩。土地复垦开发受到国家、省市表彰，1991

年丹阳市被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全国土地开发复垦先进县(市)荣

誉称号。

土地权属随着历代所实行的土地制度而变革。民国时期，丹

阳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受着地主

残酷的地租剥削，佃农每亩年缴地主租谷高达年产量的30～

40％。新中国成立初，于1950"～1951年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变封

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地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之

后，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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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使丹阳的土地制度形成了集体所有制和

国家所有制两种土地公有制的格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

80年代初逐步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即在土地

公有制基础上改革为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机制，

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

．1982年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在农村实行土地有

偿承包、转让，优化土地使用权流动机制；在城区逐步将国有土

地使用制度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

变无流动(即不可转让)使用为有流动(即可转让)使用，并逐

步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积极搞好由政府调控

的土地二级市场。1992年初，丹阳市人民政府发布1号令，颁布

《丹阳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办法》，使丹阳的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大。在依法清理整顿土地“隐

形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国有土地的资产管理，规范和培

育土地市场，开展对城区土地级别与价格的评定和划分，对国有

土地实行依法有偿划拨、有偿出让和转让。1992～1994年，全市

共出让国有土地22宗、18．11万平方米，收取出让金1379．02万

元；转让国有土地183宗、9．12万平方米，收取转让金79万元。

土地管理工作被历代所重视。明清时，丹阳编制田亩清册，多

次清丈土地，并在全县设置都、图，征收田赋。民国22年(1933

年)10月，设县土地局和公款公产管理处。民国25年4月，改土

地局为地政局，并设地方土地评判委员会。在这期间，全县进行

了土地测量和土地总登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复设地政局，成

立丹阳县地籍整理办事处。对战后的土地进行权利清理登记，以

及对全县土地进行调查、测量。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由县民政局、

财政局等单位分管，分别办理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征(使)用和划

拨工作，以及土地资源调查、土地统计和土地纠纷调处等。1986

年4月，县农村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后，农村土地由分管转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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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时，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清理和土地调查登记。1988

年1月，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是年2月，随着撤县设市，改县土

管局为市土管局。自此，全市国有和集体土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规划管理和土地法规与监察工作等不

断加强。先后开展了城镇地籍调查、全市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以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居民宅基地、乡镇

企事业单位建设用地、水利工程用地、铁路用地等申报登记发证

工作。其中，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1．35万亩，农村居民

宅基地申报登记3．99万亩，乡镇企事业单位建设用地申报登记

0．76万亩，水利工程用地申报登记6．23万亩，铁路用地申报登记

0．27万亩。与此同时，累计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528宗、447．23

亩。其中，单位使用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173宗、424．46亩，个

人使用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355宗、22．77亩。．

地籍管理工作除认真做好土地调查和用地申报登记发证工作

外，还进行了全市农用土地的分等定级、城镇土地的定级估价，以

及土地统计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等。农用土地的分等定级于

1981～1984年完成，全县土地分为水旱田、丘陵山地两大类共6个

等级，从而为搞好种植业、蚕桑业、林业，发展农业经济做了基

础工作。土地统计从1988年开始被列为地籍管理的重要内容来

抓，初始与经常土地统计、基层与国家土地统计，以及土地变更

统计等工作不断加强，市土管局领导亲自过问，市、乡镇(场)指

派专人负责，并建立了基础土地统计台帐，因而确保了土地统计

数据的准确性，市土管局于1993年被评为省土地统计先进单位。

土地权属争议从80年代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土地意

识的增强日趋频繁，其类别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

议、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单

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城市居民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全民和

集体所有制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等。市土管局遵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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