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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浦县土地志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合浦县土

地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记事时间上至汉代，下至1994年，部分内容向

前追澌或向后延伸。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卷首设图片、序、凡

例、概述、大事记，卷末有后记，内文分为自然地理、土地地类、土地制度、土地赋

税、土地管理机构、土地规划、土地征用和管理、地籍管理、土地监察、土地开发

利用并附录等11章38节，共30多万字。

四、本志中的“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3日合浦县解放之后。 ，

五、本志记年、计量单位、行文，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

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撰写。-

六、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1日史志，以及档案、报刊等。各项统

计资料，主要以县统计局提供的为准。志书所使用的各类数据，如不加说明，以

合浦、北海、浦北分合时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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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土地志 1

概述

驰名世界的南珠之乡——合浦县，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经108。517——109‘

467，北纬210277——21055 7。东与博白县和广东廉江县相邻，西交钦州市，北与浦北、灵山相

接，南面临北部湾并与北海市接壤。东西最大横距9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54公里，总面积为

3062．8平方公里(1995年初区域变动后面积为2360平方公里)。1988年3月列入沿海经济

开发区，对外开放县。她是广西沿海经济开发中心，又是广西和大西南进出广东、海南、香

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的可经之道。相继列为“广西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全国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百强县”、“全国农业生产百强县”。

春秋战国时期，合浦县属百越之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治。从

南北朝的梁至清末，除明初几年外，均为州、路、府的治所。民国时期和解放后曾是专区

的所在地。建县两千多年来，合浦的县名都没变更过。民国时期属广东省，解放后1952年

改属广西省。1955年复隶广东省，1965年再划属广西壮族自治区。1987年归北海市辖县。

1994年全县有17个镇1个乡。1995年初划出南康、营盘、福成3个镇后，全县有13

个镇3个乡，24个居委会，247个村公所，．1190个村委会，原总人口为1069249人，现总

人口为854656人，人口密度为平方公里337人。·

合浦县属南亚热带，是典型的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年均温度22．4℃，年均降雨量150c

～1800毫米，年均日照1920．9小时，日照率57％，无霜期350天。主要气候灾害是水、旱、

风、病、虫和倒春寒等。 ．

‘

县境内，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东北、西北为丘陵地，南部沿海

为台地和滨海小平原，沿海多港、滩。县内有大小河流93条，流域面积2323．6平方公里，

年均经流量90．87亿立方米，内陆水面28．9万亩，地下淡水年资源总量12．26亿立方米。

解放后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库829座，各种水利工程1860座(处)，总库量19．08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80．9万亩。

合浦县土壤的成土母质主要是砂页岩或花岗岩坡积物、沉积物，第四纪红土，古浅海

沉积物、河流冲积物，滨海冲积物等。全县土壤普查资料，县内水稻土80余万亩，其中猪

育性水稻土，占稻田总面积的37％f盐渍性稻土占24．19％l沼泽性水稻土占22．13％；淹

育性水稻土占11．9％；潜育性水稻土占4．2％；深渗水稻土占o．57％。旱地及自然土壤15c

万亩，其中早地30万亩，自然土壤120万亩，主要是河土及沙壤土、砖红壤、砂页岩赤红

壤、滨海盐渍土、黑坭散土等。此外，还有辽阔的海滩涂12．4万亩，浅海区2．5万亩。粮

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红茹、木茹、豆类等，多种经济作物有花生、甘蔗、麻、水果、桑。全

县林地面积158．89万亩，森林覆盖率31．6％，用材林种植主要有桉、松、樟木、苦楝树，

经济林有橡胶等。 ，

7

矿产质优易采，县境内已探明的金属矿有30多种，非金属矿有数十种。矿产储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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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高，易于开采，主要有石英砂、黄金、石油、钛铁矿、粘土、高岭土、石膏、石灰石、

火山灰、花岗岩、无烟煤、黄铁矿、铅锌矿和全晶石英等。

海产资源丰富，全县常见的鱼类312种，海养面积达12万多亩，主要有珍珠、大蚝、

对虾、青蟹、文蛤、泥蚶、江螭、尤鱼、海马等。合浦珍珠扬名中外，沙田海域的儒艮

(又名美人鱼)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动物。沿海盛产优质海盐。

名胜古迹众多。全县有山口永安大士阁、山口红树林海洋生态保护区等2个国家级保

护单位；有白龙珍珠城、汉墓群等2个自治区级保护单位；还有廉州孔庙、东坡亭、海角

亭、文昌塔等44个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通讯发达。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南北二级公路和合湛公路横贯全境，钦北铁

路在境内通过；县城至北海国际机场20公里。邮电通讯发展迅猛，全县开通2．8万门程控

电话。．

科教文卫体蓬勃发展。全县1994年有69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自治区、地

(市)级奖；1994年基本普及了小学、初等教育；体育、卫生、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县共

有电视天线系统32个，卫星电视覆盖率已达人口100％，为广西县级第一。

城乡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县城范围由57．5平方公里调整为223平方公

里。基础设施步伐加快。 ．

合浦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资源、海产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长期

以来，勤劳勇敢的合浦人民生长在这片辽阔、肥沃、富饶的土地上，懂得珍惜、利用、管理和开

发这片热土，充分发挥本地优势，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热土上绘出宏伟的蓝图，创造了丰富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别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县委提出：

“陆上建一个合浦、海上建一个合浦”的发展战略。各行各业均取得了可喜的业绩。1995年全

县国内生产总值41亿元，比上年增长13．87％(绝对数按当年价计，增减率按可比口径可比

价计，下同)；工农业总产值75．39亿元，增长23．32％，农业获得较好收成，全年粮食总产

32．29万吨，比上年增长10．65％；花生总产1．85万吨，比上年减2．63％；糖蔗总产量72．92

万吨，增长6．53％}黄红麻总产o．79万吨(生麻)增长23．86％；水果种植面积8．4万亩，

产量1．51万吨，面积比上年增加3．57万亩，产量减8．4％；当年造林1．31万亩，被评为绿

化达标县；水产品总产量13．5万吨，比上年增长37．9％。工业总产值50．33亿元，比上年

增长24．1％。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155亿元，比上年增长84．59％。财政2．3亿元，比上

年增长14．4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8．89亿元，“八五”期间累计完成投资28．2亿元，

比“七五”时期增加23．2亿元，年均增长54．05％。1995年投资8538万元建设县城硬化

路网30．6平方米。投资1500万元建设占地100亩的廉州广场全面施工。县城新铺供水管

道2．6万米，增加供水量1．38万立方米。日供水15万吨的自来水工程正在施工。新华大

厦、蓝天宾馆、浦田大厦、深发大厦、京浦大厦、悦港酒店等高层建筑在县城新区拔地而

起。投资2300万元，兴建、改建6个城乡贸易市场，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至1995年

底，全县累计审批“三资”企业项目150个，合同投资额5．2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3

亿美元。同时累计引进内联企业205家，投资总额6．05亿元。1995年出口额3932．8万美

元，创税利8185万元。出口供货贸易总值1．88亿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县土地的开发利用力度随之加大。因此，县对土地的管理也相对

加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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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以前

汉代合浦县境域包括今合浦、浦北、北海、灵山、钦州、博自、廉江、容县、北流等县市以

及邕宁、横县的一部分，人口约78980人。

唐代合浦县境域包括今北海、以及博白、浦北一部分，人口13029人。

宋代合浦县境包括今北海、以及博白、浦北一部分。人口约12082人。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合浦县有5000户、约30320人。共有民田、地、塘3067

顷23亩8分。

洪武年问，合浦官田分七色，即官职田、没官田、学院田、僧寺田、道观田、屯地等。民田分

六色，即田、桑丝、棉花、粮、麦、塘等。

正德七年(1512年)，合浦县有3680户。田、地、塘129顷42亩4分。

万历廿年(1592年)，有田、地、塘4508顷。

崇祯三年(1630年)，合浦县有1567户，约18520人，有田、地、塘4517顷16亩4分。

清代康熙十年，合浦县有15812人。有田、地、塘4517顷36亩。

康熙十五年(1676年)，合浦县的田赋实行摊丁入亩。

康熙甘年(1681年)，合浦县垦荒1936顷37亩3分。

‘光绪二年(1876年)，合浦县设沙田局，专管农田事宜。

宣统元年(1909年)，合浦县衙设地官、专司土地丈量和发证登记事宜。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5年，合浦县开征房地产税。

民国8年，审验房地产契约，并登记换证。 ．

民国12年，县城区开始丈量官产土地和房屋。 ．

民国14年，开始丈量附城区的房地产。

民国21年4月，合浦县开始抽收田亩捐拨充警卫费以毫艮为单位。由县粮局于征粮时

附带征收。

12月，《广东省荒地承领限制章程》公布，合浦县于次年起贯彻执行。

民国22年12月，合浦县土地局成立，局长陈雅皆。

是年，合浦县实行土地测量登记。

民国23年1月7日，广东省民政厅测量队测定廉州城内外11地段共有房屋344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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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3648亩。6月至12月，测定第一、二区土地面积为50029亩，绘制千分之一图149幅。’

1月16日，省测量队在合浦县附城区和北海区(今北海市)开始土地测量。

同年4月，合浦县土地局开始办理县城区土地登记和发证工作。。

同年4月21日，合浦县进行私人土地登记，至次年1月底共登记1283宗。
同年，合浦县土地局聘请广东省民政厅测量队到县丈薰全县土地，据测定全县耕地

78200余亩。

民国30年，合浦县测定全县(包括今浦北县、北海市)田亩面积为716093．oo亩。

同年10月，合清县进行±地测量登记后，将私人土地编号、发放地号牌。

民国33年，合浦县开展房地产丈量r蚕；iFl雠『面薹蔺塞蓁霰墓雾雾藩绛。

薹 墓 鍪

苎霎蓁i用§囊，骀舱壁篓誉霎墨霎套萋霪葛静警电菖零星霎r， ；

i摹|月咝!崾嘤，及工矿用地面积的2．20％。全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以农村居

民点为

主。

玉林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面积为土地总面积的5．41％，也就是说每百公顷土地中， 就

有5公顷多地是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各县市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占本辖区面积的比重

依次是：玉州区17．32％，陆川县6．81％，兴业县6．22％，福绵管理区5．79％，北流市4．71％，

博白县4．55％，容县3．67％。从比重中看出，各县市区在土地总面积中，用于居民点及工矿

用地的比例还是比较均匀的，除玉州区较大外，其余县市都占3％一6％。

各县市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占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比重依次是：博白县

25．09％，北流市16．67％，陆川县15．33％，兴业县13．17％，容县11．94％，玉州区10．82％，

福绵管理区6．98％。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分布主要在博白县。

1997年各县市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表

单位：公顷

名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小计 城市 建制镇 农村居民点 独立工矿用地 盐田 特殊用地

玉州区 7509．0 1853．9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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