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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即墨

市国土资源事业也取得了飞速发展。观今鉴古，继承发展，揭示历史规律，

推动当代事业发展，此乃修编国土资源志之目的所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马克思

曾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无不与土地相连，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近代即墨国土管理随政权

更迭、人事变迁，历经磨难，史料残缺不全。国土管理机构成立不过十六载，

其间又多次调整，资料非常有限。但为应事业之发展，建设之需要，遂依集

体之智慧，历经两度编撰，十载之努力，搜集资料百万字，经筛选整理，认真

编辑，始成本志，以此可窥即墨国土管理之一斑。

走过的路是走向未来的最宝贵财富。即墨有数千载的悠久历史，承载

着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新时期的即墨又处在我国沿海开放区域。即墨的

国土管理事业伴随着新时期即墨的发展而发展。修志以为用，方显志书之

价值。愿《即墨市国土资源志》能为了解即墨国土管理历史，推介即墨国土

管理工作，推动即墨国土管理事业发展发挥一点作用，体现一点价值。

我们深知，在浩瀚历史长河中，所得资料不过沧海一粟，加之水平有

限，经验缺乏，差错难免，遗漏之处必然，诚望读者指教，以待来日续修补

正。让我们同心协力，竭诚尽智，热爱这块土地，耕耘这方热土。是为序。

办侥



尼 例

一、本志记述的时限，上限溯自1840年，下限断至2001年。为增强记述

的完整性，个别章、节追溯到明末清初。

二、本志记述的内容，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侧重近代。民国

以前的略写，中华人民共和园建立后详写。

三、本志体裁为记、述、志、图、表、录等。全篇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

次，共11章43节，并设概述、t大事记于前、附录于后。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横排纵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个别情况需用旧制纪年则在公元纪年后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一律缩写为“建国前’’和“建国后’’。

六、本志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码记写，引用数字以即墨市统计年报为

准；利用有关单位提供数字注明出处。

七、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新旧县志、《即墨简志》、《即墨年鉴》、有关部门的

专业志及市、县档案、文献等，均已核实。为节省篇幅，不再另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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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位于山

东半岛东南部，东濒黄海，南依崂山，西跨

胶莱平原与胶州、平度相连，北与莱西、莱

阳相接，因古城坐落在墨水河之滨(今平

度市朱毛村处)而得名。战国时期，即墨已

巍然屹立在齐国的东方，与西面的临淄遥

相对峙，并夸富饶。典型的沿海暖温带季

风性气候，给即墨1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带

来盎然的生机，于人类也赐予太多的恩

惠，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即墨的地形大势由东南向西北倾

斜，东部的河流源近流短，匆匆人海；西部

的河流多为蜿蜒转折，性情缓慢，所以历

史上多生涝淤之灾。大沽河、五沽河、桃源

河环绕县境之西疆北界以及南畔，洪江、

流浩、淮涉诸河则交流内地。即墨南偎青

岛，北达烟台，居南北交通之咽喉，烟青、

青石公路必经县城，胶济、蓝烟铁路相交

境内；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308国

道、204国道、济青、青银、青威高速公路纵

横交错，交通四通八达，经济繁荣。八十年

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的土地使用制度改

革，更使昔日丰邑一跃成为现代胶东半岛

上土地管理工作的一颗璀灿“明珠”。

纵观历史，即墨土地载荷着丰富而沉

重的内容。

明末清初，灾害尤甚，地震、水灾、蝗

灾、瘟疫先后袭境，即墨田地荒芜，人口锐

减。其时，即墨土地为封建私有制；大量土

地集中在封建统治者和地主宗族手中，土

地管理方式随土地拥有者的个人意愿而

改变，农民很少拥有土地或完全没有土

地。据1991版《即墨县志》载：清道光年间，

县内地主李秉和家族约有土地700亩，至

1936年，李家27口人，占有耕地29000余

亩，平均每人占有1075亩，人均占有量为

贫农人均占有量的955倍。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即墨县政府为扩大粮源、筹集军饷，

曾在莱阳三都河设民政科主管地政业务，

但缺少起码的管理法规，加之当时县内烽

烟四起，田地荒芜，地政管理只有其名、而

无其实。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即墨

县人民政府、即东县人民政府为彻底废除

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人人有田种，人人

有饭吃”，率先在华山、官庄、店集、金口、

雄崖、王村、峻山、汤泉、段村、灵山、东移

风、刘家庄、瓦前、灵西、丰台、七级、挪城、

长直等部分解放区村庄进行土地改革，没

收地主土地46318亩，分给了贫苦农民。后

因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夺回了部分土地。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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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即墨总结

解放区经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在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共没收、

征收耕地191256．87亩、非耕地11305．71

亩，将土地依法分给了农民，并颁发了土

地证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促进了生

产力的极大发展。。1955年高级社的产生，

使即墨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耕种

权，没有土地所有权。1958年创办人民公

社，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都归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即墨县完成了农村土

地权属从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此

后，一些国防、水利、公路和必要的基本建

设使用土地，均以行政划拨手段为主，并

且也没有大的用地项目。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即墨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

使用权承包给农民，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

展，即墨各项基本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

地、农民宅基用地也迅猛发展，开始出现

土地求大于供现象，不少用地单位未依法

办理用地审批手续，部分用地乡镇甚至还

化整为零，自己用地自己批，乱占土地和

越权批地现象时有发生。

1987年8月，即墨县土地管理局成

立，成为即墨市有史以来第一个城乡土地

统管一体化的土地专管机构。即墨县土地

管理局成立后，对全县所有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用地现状进行了清查，对大

多数违法占地现象依法进行了制裁，并由

即墨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

理的布告》和《关于对违法占地处理意见

的通知》，加强了对全县土地的宏观管理。

违法占地现象初步得以遏制。1989年5

月，即墨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首次突

破单一的土地资源管理模式，代之以资

源、资产管理并重的方针；1991年制定出

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又对耕地保护、

开发提出了具体要求，缓解了此间经济快

速增长与占用耕地的矛盾，并首次出现开

发复垦耕地大于建设占用耕地的好局面，

1987年至1993年，六年复垦耕地逾万亩。

1993年，即墨普遍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与

此同时，即墨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转让，开始把土地使用权推进市场，并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1990年11月即

墨市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一正大集团青

岛正大有限公司在即墨安家落户，到2001

年底，全市出让给外商投资企业国有土地

使用权82幅，出让土地682公顷，收缴出

让金14812．08万元。为此，《中国土地报》

曾刊出专版向全国介绍即墨市经济发展

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成就。

即墨土地赋税始自春秋末期。明朝中

叶，即墨实行“一条鞭’’法，赋、役合一，官

府按亩计税、农民以银充租。清继明法，又

将税率分为三等九则，把田赋、赋役、丁银

合并征收，称地丁银。其时，即墨每年共征

地丁银36558两，征谷730石2斗9升。明

清时期，即墨县署设有“户房”，对田赋实

行征管。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即墨自然灾

害流行，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各级地

方政权横征滥收，即墨统治者不恤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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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官捐田赋、附加税、附加捐等苛捐杂

税，农民反抗时有发生。建国后，随着政策

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即墨县人民政府将

公粮、柴草、田赋等项合征为农业税，后贯

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稳定负担、鼓励

增产”政策，对个别贫穷地区给予减免。此

后，农业税在不同时期屡有增减。至1982

年，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

税是以合同形式落实到户。期间，农民负

担明显下降，仅以粮食为例：1957年应征

公粮占粮食总产量的14．75％；1975年占

7．04％；1985年占5．88％；1987年占6．

71％；1994年占7．77％；2001年占2．2％。

历史上的即墨曾因地大物博而扬名

海内。但随着时间的更迭，疆域的变迁，至

1994年，即墨已成为土地后备资源濒临枯

竭、人均耕地仅1．27亩的资源贫县。如何

为政府管地、为子孙造福，如何进一步深

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做好以地生财文

章，让这块有限的土地资源大放异彩，是

新形势下摆在即墨全体土地管理工作者

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全局上下奋力拼搏，在搞好耕地资

源保护、节约用地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挖掘存量土地的潜力，并建立土地储

备制度，做好“以地生财”文章，使即墨这

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土地收

益连年增长，成为全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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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公元1368年一1628年)

1368年(洪武元年)，山东旱，免夏秋

二租。

1369年(洪武二年)，诏天下州县立

学，山东旱，饥，免今年租税。

1370年(洪武三年)，免山东租税。

1381年(洪武十四年)秋，农历八月，

诏行赋役黄册法。

1385年(洪武十八年)，免山东田租。

1387年(洪武二十年)，命度量田亩编

为鱼鳞册。

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蝗灾，粮食

歉收，大饥。免山东秋粮。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春，割平度所

属移风等三乡隶属即墨。

1401年(建文三年)，全县发生饥荒。

县主簿周歧凤奏请免除户口盐钞，得以批

准，又颁布法令劝借杂粮。
‘

1436年(正统元年)，命田亩纳粮折

银。

1451年(景泰二年)，命山东巡抚举孝

廉，专司劝农。授民荒田，贷牛种。

1464年(天顺八年)，全县发生饥荒。

1472年(成化八年)，全县发生饥荒。

1506年(正德元年)，农历八月，鳌山

卫地震，声如雷，城垛坏。

农历十二月，三标山石崩。

1524年(嘉靖三年)，农历正月，地震。

1529年(嘉靖八年)，农作物丰收。

1532年(嘉靖十一年)，飞蝗蔽天，农

作物受害。

1538年(嘉靖十七年)，大水。

1539年(嘉靖十八年)，粮食歉收，粮

价陡长六倍。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大水，淮涉

河(今墨水河)暴涨至城墙。

1575年(万历三年)，免莱属历年所欠

赋税，全县清丈田亩。

1580年(万历八年)，诏括田。冬十一

月，民田按溢额增赋。

1581年(万历九年)，勘核户口。

1584年(万历十二年)，全县大饥。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大水，农作

物歉收。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大饥，人相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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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农历闰四

月，加派田赋。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大饥，人相

食。瘟疫流行，尸积如山。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山东各地爆

发农民起义，政府增收田赋。

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冬，政府再

增加田赋。

1628年(崇祯元年)，增加田赋，作为

军饷。

1640年(崇祯十三年)，大饥，人相食。

注
，月

(公元1645年一1911年)

1645年(顺治二年)，免荒田赋税。

1647年(顺治四年)秋，暴雨连绵，水

与城齐，民舍倒塌，淹死多人。

1650年(顺治七年)，大饥。

1654年(顺治十一年)，免历年所欠赋

税。

1656年(顺治十三年)，免历年所欠赋

税。

1663年(康熙二年)，免历年所欠赋

税。

1665年(康熙四年)，免历年所欠赋

税。

1668年(康熙七年)，农历六月，地震，

荡如漂舟，声如殷雷，城郭屋舍多处倒塌。

1670年(康熙九年)冬，大雪，奇寒，树

木多冻死。

1672年(康熙十一年)农历五月，地

震。蝗灾，飞蝗遮蔽天日。

1675年(康熙十四年)农历四月，霜

冻，正在返青的麦苗受害，继而复生，获得

丰收。

1679年(康熙十八年)，干旱，农作物

歉收，发生饥荒。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免钱粮，以

七分免业户，三分免佃。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大水，阴雨

六十日，农作物歉收。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发生严重饥

荒，政府发放赈粮。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秋，淮涉河

(今墨水河)水暴涨，道口堤决口，河道改

向西流。

是年，因荒免租。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严重饥荒，

瘟疫流行，草根树皮均食尽，人相食，免本

年钱粮。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免历年所欠

赋税：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免租。始定

丁赋，以五十年为常额，永不加赋，免钱

粮，历年旧欠亦并免徵。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自农历六月

至七月，大雨连绵，农作物多涝死。

1723年(雍正元年)，免租赋。

1726年(雍正四年)，丁银摊入地亩，

勘灶地均摊民田。

1730年(雍正八年)，盐课摊入地亩。

1734年(雍正十二年)秋，大水，民房

多冲没。 ‘

是年，裁鳌山卫、雄崖所、浮山所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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