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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瞢

《湖北土地志》，是在湖北省土地管理局土地志编辑委员会直接领

导下，遵循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编纂土地管理史志的原则和要求，由

《湖北土地志》编委会具体组织编撰的o
‘

在编撰《湖北土地志》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以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按照土地本身的特点和土地管理

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地、准确地记叙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湖北土地管

理发展与演变的历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书分上下两篇，约70万字。上篇记叙了1840年鸦片战争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土地管理的史料，下篇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至1998年底，湖北省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依照修志工作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叙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颁布，各级土地管理机构单独设立以来的工作。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o“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o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编纂史志的工作。从湖北来看，历

代形成的各类志书，包括地方志和各种专志，多达数千种，近万卷。但

遗憾的是，却找不到一本土地的专志。有关土地的记载，散落在其他各

种志书中占《湖北土地志》的编撰和成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o。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社会活动

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珍惜土地，

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贯彻和落实，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土地估价、土地

规划等基础性工作逐步完成，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实施，各项土地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土地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土地利用

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给土地管理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经

验、新问题；同时，也为土地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o《湖北

土地志》的编撰工作就是在上述大背景下进行的。本志书的完稿和成

书，不仅具有资治、存史的价值，为关心土地管理事业的各界人士提供

研究的素材，同时可以以史为鉴，帮助土地管理工作人员，总结历史的

经验和教训，探索土地管理的发展规律，指导现实工作o

本志书上篇，由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教授陆红生和他指导

下的研究生共同撰稿。利用实习和课余时间完成的。下篇由湖北省土

地管理局的有关处室的同志，在业余时间撰写的。撰写《湖北土地志》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极端缺乏。由于历史上没有土地管理的专志，

新中国建立后，行政体制变动频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统一的土

地管理机构，使不少资料残缺不全、难以查找。华中农业大学的师生，

不畏严寒酷暑，奔波于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在浩翰的档案、图书、文

件中，搜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综合整理和提炼，为

《湖北土地志》上篇的成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湖北省土地管理局的

各位撰稿人，都是各处室的业务骨干，在1998年和1999年两年内，既

要参加抗洪救灾的中心工作，又要参加“三讲"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新的

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使土地管理工作处于新的转轨时期，业务工作量大

幅度增加。在此情况下，他们克服困难，放弃工休，加班加点，完成了下

篇的撰稿任务。总之，参加《湖北土地志》修志工作的编辑、撰稿、审稿，

以及搜集资料、校对打印的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之多。因此，可以说，本

志书是集思广益，通力合作，众手成书，集体智慧的结晶o

《湖北土地志》采取分纲列目与编年体相结合的体例，既按照新中

国成立前后分上下篇，并附录省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的大事记；又按照

事物的性质横分纵述不断线，不缺项。本志书结构采用篇、章、节、目、



子目等层次。在章下分节，节下按一、二、三，(一)、(二)、(三)，1、2、3、，

(1)、(2)、(3)等层次排列。文字记述，力求做到简洁通顺，朴实无华、实

事求是，只叙不论。本志书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本着尊重历史

的原则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一般用公制，如平方公里、公顷、平方米；吨、

公斤、公升等。个别地方市制(亩)和公制(公顷)并用。行政建制，一律

按文字记叙时间的名称记叙。如沙洋县，在1998年前称荆门市沙洋

区，1998年后改称沙洋县。其他如简化汉字、公元纪年、数据、引文、标

点符号等，一律按国家和编志的规定为准o ．

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录自湖北省统计局编印的《统计年鉴》，湖

北省土地管理局编写的《湖北土地资源》，以及档案资料、地方志和专志

等。有的资料是作者搜集整理分析而得来的。除重大资料、数据注明

出处外，为节省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o

《湖北土地志》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湖北省省直

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湖北省各级土地管理局，为本志书搜集和提供

了大量资料，在g．--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志书涉及内容广泛，时间跨度较大，编写时间紧迫，资料搜

集不全，编撰人员水平有限，错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欢迎

广大读者、专家、领导给予斧正。

编 者

于1999年lO月国庆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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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土地立法⋯⋯⋯⋯⋯⋯⋯⋯⋯⋯⋯⋯⋯⋯⋯⋯⋯⋯⋯⋯⋯⋯⋯⋯⋯⋯⋯⋯⋯(144)

第一节 清代土地方面的法律规定⋯⋯⋯⋯⋯⋯⋯⋯⋯⋯⋯⋯⋯⋯⋯⋯⋯⋯⋯⋯⋯(144)

一、土地权属方面的法律规定⋯⋯⋯⋯⋯⋯⋯⋯⋯⋯⋯⋯．．．⋯⋯⋯⋯⋯⋯⋯⋯⋯(144)

二、关于调整租佃关系的法律规定⋯⋯⋯⋯⋯⋯⋯⋯⋯⋯⋯⋯⋯⋯⋯⋯⋯⋯⋯⋯(145)



三、关于田赋方面的法律规定⋯⋯⋯⋯⋯⋯⋯⋯⋯⋯⋯⋯⋯⋯⋯⋯⋯⋯⋯⋯⋯⋯(145)

第二节 民国时期土地法规建设⋯⋯⋯⋯⋯⋯⋯⋯⋯⋯⋯⋯⋯⋯⋯⋯⋯⋯⋯⋯⋯⋯(145)

一、国民党定都南京前土地法规建设⋯⋯⋯⋯⋯⋯⋯⋯⋯⋯⋯⋯⋯⋯⋯⋯⋯⋯⋯(145)

二、从1928年到抗日战争土地法规建设⋯⋯⋯⋯⋯⋯⋯⋯⋯⋯⋯⋯⋯⋯⋯⋯⋯⋯(146)

三、抗日战争阶段土地法规建设⋯⋯⋯⋯⋯⋯⋯⋯⋯⋯⋯⋯⋯⋯⋯⋯⋯⋯⋯⋯⋯(151)

四、抗日战争胜利后土地法规建设⋯⋯⋯⋯⋯⋯⋯⋯⋯⋯⋯⋯⋯⋯⋯⋯⋯⋯⋯⋯(155)

第三节革命根据地土地法规⋯⋯⋯⋯⋯⋯⋯⋯⋯⋯⋯⋯⋯⋯⋯⋯⋯⋯⋯⋯⋯⋯⋯(156)

一、抗日战争以前革命根据地土地法规⋯⋯⋯⋯⋯⋯⋯⋯⋯⋯⋯⋯⋯⋯⋯⋯⋯⋯(156)

二、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法规⋯⋯⋯⋯⋯⋯⋯⋯⋯．．．⋯⋯⋯⋯⋯⋯⋯⋯⋯⋯⋯⋯⋯(15s)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法规⋯⋯⋯⋯⋯⋯⋯⋯⋯⋯⋯⋯⋯⋯⋯⋯⋯⋯⋯⋯⋯⋯(158)

第九章土地管理机构⋯⋯⋯⋯⋯⋯⋯⋯⋯⋯⋯⋯⋯⋯⋯⋯⋯⋯⋯⋯⋯⋯⋯⋯⋯⋯⋯(161)

第一节清末土地管理机构⋯⋯⋯⋯⋯⋯⋯⋯⋯⋯⋯⋯⋯⋯⋯⋯⋯⋯⋯⋯⋯⋯⋯⋯061)

第二节 民国时期土地管理机构及其职责⋯⋯⋯⋯⋯⋯⋯⋯⋯⋯⋯⋯⋯⋯⋯⋯⋯⋯(161)

一、民国时期的土地管理机构⋯⋯⋯⋯⋯⋯⋯⋯⋯⋯⋯⋯⋯⋯⋯⋯⋯⋯⋯⋯⋯⋯(161)

二、土地管理机构的职责⋯⋯⋯⋯⋯⋯⋯⋯⋯⋯⋯⋯⋯⋯⋯⋯⋯⋯⋯⋯⋯⋯⋯⋯(162)

第三节 民国时期土地管理人员培训⋯⋯⋯⋯⋯⋯⋯⋯⋯⋯⋯⋯⋯⋯⋯⋯⋯⋯⋯⋯(164)

下 篇

第一章土地资源⋯⋯⋯⋯⋯⋯⋯⋯⋯⋯⋯⋯⋯⋯⋯⋯⋯⋯⋯⋯⋯⋯⋯⋯⋯⋯⋯⋯⋯(165l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165)

一、地理位置⋯⋯⋯⋯⋯⋯⋯⋯⋯⋯⋯⋯⋯⋯⋯⋯⋯⋯⋯⋯⋯⋯⋯⋯⋯⋯⋯⋯⋯(165)

二、地形地貌⋯⋯⋯⋯⋯⋯⋯⋯⋯⋯⋯⋯⋯⋯⋯⋯⋯⋯⋯⋯⋯⋯⋯⋯⋯⋯⋯⋯⋯(165)

第二节土地面积⋯⋯⋯⋯⋯⋯⋯⋯⋯⋯⋯⋯⋯⋯⋯⋯⋯⋯⋯⋯⋯⋯⋯⋯⋯⋯⋯⋯(167)

一、土地总面积⋯⋯⋯⋯⋯⋯⋯⋯⋯⋯⋯⋯⋯⋯⋯⋯⋯⋯⋯⋯⋯⋯⋯⋯⋯⋯⋯⋯(167)

二、各类土地面积⋯⋯⋯⋯⋯⋯⋯⋯⋯⋯⋯⋯⋯⋯⋯⋯⋯⋯⋯⋯⋯⋯．．．⋯⋯⋯⋯(167)

第三节土地资源特点⋯⋯⋯⋯⋯⋯⋯⋯⋯⋯⋯⋯⋯⋯⋯⋯⋯⋯⋯⋯⋯⋯⋯⋯⋯⋯(171)

第四节 土地资源的利用优势与制约因素⋯⋯⋯⋯⋯⋯⋯⋯⋯⋯⋯⋯⋯⋯⋯⋯⋯⋯(172)

一、土地资源的利用优势⋯⋯⋯⋯⋯⋯⋯⋯⋯⋯⋯⋯⋯⋯⋯⋯⋯⋯⋯⋯⋯⋯⋯⋯(172)

二、土地资源利用的制约因素⋯⋯⋯⋯⋯⋯⋯⋯⋯⋯⋯⋯⋯⋯⋯⋯⋯⋯⋯⋯⋯⋯(174)

第二章土地制度⋯⋯⋯⋯⋯⋯⋯⋯⋯⋯⋯⋯⋯⋯⋯⋯⋯⋯⋯⋯⋯⋯⋯⋯⋯⋯⋯⋯⋯l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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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土地改革⋯⋯⋯⋯⋯⋯⋯⋯⋯⋯⋯⋯⋯⋯⋯⋯⋯⋯⋯⋯⋯⋯⋯⋯⋯⋯⋯⋯

一、土地改革概况⋯⋯⋯⋯⋯⋯⋯⋯⋯⋯⋯⋯⋯⋯⋯⋯⋯⋯⋯⋯⋯⋯⋯⋯⋯⋯⋯

二、农民土地私有锎形成⋯⋯⋯⋯⋯⋯⋯⋯⋯⋯⋯⋯⋯⋯⋯⋯⋯⋯⋯⋯⋯⋯⋯⋯

第二节 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与发展⋯⋯⋯⋯IDOOOg⋯⋯⋯⋯⋯⋯⋯⋯⋯⋯⋯⋯⋯⋯

．一、农业生产互助时期土地私有制⋯⋯⋯⋯⋯⋯⋯⋯⋯⋯⋯⋯⋯⋯⋯⋯⋯⋯⋯⋯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土地入股⋯⋯⋯⋯⋯⋯⋯⋯⋯⋯⋯⋯⋯⋯⋯⋯⋯⋯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制⋯⋯⋯⋯⋯⋯⋯⋯⋯⋯⋯⋯⋯⋯⋯

四、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制⋯⋯⋯⋯⋯⋯⋯⋯⋯⋯⋯⋯⋯⋯⋯⋯⋯⋯⋯⋯

第三节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建立与发展 ⋯⋯⋯⋯⋯⋯⋯⋯⋯⋯⋯⋯⋯⋯⋯⋯⋯⋯

一、城市土地国有化⋯⋯⋯⋯⋯⋯⋯00 0 01 D01 OI BIOB JO O O O O OOD900⋯⋯⋯⋯⋯⋯⋯⋯⋯⋯

二、国有农业企业的土地国有化⋯⋯⋯⋯⋯⋯⋯⋯⋯⋯⋯⋯⋯⋯⋯⋯⋯⋯⋯⋯⋯

第四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goaQoo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完善土地使用制度的尝试⋯⋯⋯⋯⋯⋯⋯⋯⋯⋯⋯⋯⋯⋯⋯⋯⋯⋯⋯⋯⋯⋯

第五节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第三章地籍管理⋯⋯⋯⋯⋯⋯⋯⋯⋯⋯⋯⋯⋯⋯⋯⋯⋯⋯⋯⋯⋯⋯⋯⋯⋯⋯⋯⋯⋯

第一节土地调查⋯⋯⋯⋯⋯⋯⋯⋯⋯⋯⋯⋯⋯⋯⋯⋯⋯⋯⋯⋯⋯⋯⋯⋯⋯IOo g 0⋯

一、解放初期土地分配与查田定产⋯⋯⋯⋯100 00 D⋯⋯⋯⋯⋯⋯⋯⋯⋯⋯⋯⋯⋯⋯

二、土壤普查与土地资源概查⋯⋯⋯⋯⋯⋯⋯⋯⋯⋯⋯⋯⋯⋯⋯⋯⋯⋯⋯⋯⋯⋯

三、非农业用地清查⋯⋯⋯⋯⋯⋯⋯⋯⋯⋯⋯⋯⋯⋯⋯⋯⋯⋯⋯⋯⋯⋯⋯⋯⋯⋯

四、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五、国有土地使用权复核⋯⋯⋯⋯⋯⋯⋯⋯⋯⋯⋯⋯⋯⋯⋯⋯⋯⋯⋯⋯⋯⋯⋯⋯

第二节土地登记发证⋯⋯⋯⋯⋯⋯⋯⋯⋯⋯⋯⋯⋯⋯⋯⋯⋯⋯⋯⋯⋯⋯⋯⋯⋯⋯

一、土改时的土地登记⋯⋯⋯⋯⋯⋯⋯⋯⋯⋯⋯⋯⋯⋯⋯⋯⋯⋯⋯⋯⋯⋯⋯⋯⋯

二、非农业用地清理时的土地登记⋯⋯⋯⋯⋯⋯⋯⋯⋯．．．⋯⋯⋯⋯⋯⋯I“IgO D00 000

三、土地初始登记⋯⋯⋯⋯⋯⋯⋯⋯⋯⋯⋯⋯⋯⋯⋯⋯⋯⋯⋯⋯⋯⋯⋯⋯⋯⋯⋯

四、地籍调查⋯⋯⋯⋯⋯⋯⋯⋯⋯⋯⋯⋯⋯⋯⋯⋯⋯⋯⋯⋯⋯⋯⋯⋯⋯⋯⋯⋯⋯

五、土地证书⋯⋯⋯⋯⋯⋯⋯⋯⋯⋯⋯⋯⋯⋯⋯⋯⋯⋯⋯⋯⋯⋯⋯⋯⋯⋯⋯⋯⋯

第三节 IEI常地籍管理⋯⋯⋯⋯⋯⋯⋯⋯⋯⋯⋯⋯⋯⋯⋯⋯⋯⋯⋯⋯⋯⋯⋯000 000 00Q

一、土地资源动态监测⋯⋯⋯⋯⋯⋯⋯⋯⋯⋯⋯⋯⋯⋯⋯⋯⋯⋯⋯⋯⋯⋯⋯⋯⋯

二、农用地变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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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四、变更答记⋯⋯⋯⋯⋯⋯·⋯”t⋯⋯．．．；⋯⋯⋯⋯⋯⋯⋯⋯⋯⋯⋯“一⋯⋯⋯⋯⋯·(20i)

．第四节土地统计⋯⋯⋯⋯⋯⋯⋯⋯⋯··⋯⋯⋯⋯⋯⋯一⋯t⋯⋯⋯⋯⋯⋯⋯⋯⋯⋯(202)

’t一、土地统计年报⋯⋯⋯⋯⋯⋯⋯⋯⋯⋯⋯一⋯⋯⋯⋯⋯⋯一⋯⋯吖⋯⋯⋯⋯一··(202)

·；．=．、土地管理综合报表制度一⋯⋯⋯“o o--,oo⋯⋯⋯·?⋯⋯⋯·r¨⋯⋯⋯⋯⋯⋯⋯··(202)

-_三、关于新旧报表衔接问题⋯⋯⋯t⋯⋯⋯⋯⋯⋯一．．，一¨⋯⋯⋯”··：⋯⋯⋯■⋯·(203)

．t一．四、土地变更调查与统计工作⋯一⋯⋯⋯⋯·：“一⋯⋯⋯⋯⋯⋯⋯⋯⋯⋯⋯⋯⋯··(203)

第五节 土地信息系统⋯⋯⋯⋯⋯⋯⋯·：“帅．．．⋯一⋯⋯．．．⋯⋯．÷．⋯⋯⋯．．．⋯⋯⋯”(204)

¨：k‘试点．⋯⋯⋯⋯⋯⋯⋯⋯⋯⋯⋯⋯⋯⋯⋯⋯一⋯·々⋯．．．-⋯ih⋯⋯⋯·!?⋯⋯⋯·(204)

_：二、培训一⋯⋯⋯⋯⋯⋯⋯⋯⋯．．．⋯一⋯⋯⋯州州一⋯⋯⋯一⋯⋯⋯⋯⋯⋯⋯一(204)

√，三、土地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和土地信息中心一⋯⋯⋯⋯⋯⋯⋯⋯⋯⋯⋯⋯⋯⋯⋯(205)

z，四、地籍信息系统软件⋯⋯⋯⋯⋯⋯⋯⋯⋯t⋯⋯⋯⋯⋯．．．⋯⋯⋯⋯⋯．．．⋯⋯⋯··(206)

．第六节土地权属争议调处⋯·⋯⋯⋯⋯⋯⋯⋯⋯⋯¨⋯⋯··-⋯⋯⋯⋯⋯⋯⋯⋯⋯“．(206)

带}一、土地权属争议的数量与分布一⋯⋯⋯⋯⋯⋯⋯⋯⋯⋯⋯⋯⋯⋯⋯⋯⋯“⋯⋯·(206)

’‘一二、土地权属争议的类型与原因⋯一⋯⋯⋯⋯⋯⋯⋯．．．⋯⋯⋯_⋯⋯⋯⋯··?⋯⋯(207)

．：·三、土地权属纠纷处理⋯⋯·⋯⋯⋯⋯⋯⋯⋯⋯⋯⋯⋯⋯⋯⋯．．?⋯⋯⋯⋯⋯⋯一··(208)

j^，四、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有关案例简介⋯⋯⋯⋯⋯⋯⋯⋯⋯⋯⋯⋯⋯⋯⋯?”●⋯·(205)

第四章地租地价与土地税费⋯⋯⋯⋯一⋯⋯⋯⋯⋯⋯⋯⋯⋯⋯⋯t⋯”～⋯⋯⋯⋯．．．(210)

．第一节她租地价⋯⋯⋯⋯⋯⋯⋯⋯⋯⋯⋯⋯⋯⋯⋯⋯⋯⋯⋯⋯⋯⋯⋯⋯⋯⋯⋯⋯(210)

．：一、地租⋯⋯⋯⋯⋯⋯⋯⋯，⋯⋯⋯⋯⋯⋯⋯⋯⋯⋯⋯⋯⋯⋯⋯⋯⋯⋯⋯⋯·!⋯⋯(210)

。b．二、地价⋯⋯⋯⋯⋯⋯⋯⋯·⋯⋯⋯⋯⋯⋯⋯⋯⋯⋯⋯⋯⋯⋯⋯⋯⋯⋯⋯⋯⋯⋯·(212)

第二节土地分等定级与估价．⋯⋯⋯⋯⋯⋯⋯⋯⋯⋯⋯⋯⋯⋯⋯．．．⋯⋯⋯⋯⋯⋯(213)

． 一、城乡土地分等定级⋯⋯⋯⋯⋯⋯⋯⋯⋯⋯⋯⋯⋯⋯⋯⋯⋯⋯⋯⋯⋯⋯⋯⋯⋯(213)

．二、城镇土地估价⋯⋯⋯⋯⋯⋯⋯⋯⋯⋯⋯⋯⋯⋯⋯⋯⋯⋯⋯⋯!⋯⋯⋯⋯⋯⋯··(214)

．第三节土地税金⋯⋯⋯⋯⋯⋯⋯⋯⋯⋯⋯⋯⋯⋯⋯⋯⋯⋯⋯⋯⋯⋯⋯⋯⋯⋯⋯⋯(221)

，：一、农业税⋯⋯⋯⋯⋯⋯⋯⋯⋯⋯⋯⋯⋯⋯⋯⋯⋯·”⋯⋯⋯⋯⋯⋯⋯⋯⋯⋯⋯⋯·(221)

二、地产税⋯⋯⋯⋯⋯⋯⋯⋯⋯⋯⋯⋯⋯⋯⋯⋯⋯⋯⋯⋯⋯⋯⋯⋯⋯⋯⋯⋯⋯⋯(222)

．三、城镇土地使用税⋯⋯⋯⋯⋯⋯⋯⋯⋯⋯⋯⋯⋯⋯．．．⋯⋯⋯⋯⋯⋯⋯⋯⋯⋯⋯(222)

．．四、耕地占用税⋯⋯⋯⋯⋯⋯⋯⋯⋯～⋯⋯⋯⋯⋯⋯⋯⋯⋯⋯⋯⋯⋯⋯⋯⋯⋯⋯(223)

．五、契税⋯⋯⋯⋯⋯⋯⋯⋯⋯⋯⋯⋯⋯⋯⋯⋯⋯⋯⋯⋯⋯⋯⋯⋯⋯⋯⋯⋯⋯⋯⋯(224)

． 六、印花税⋯⋯一⋯⋯⋯⋯⋯⋯⋯⋯⋯⋯⋯⋯⋯⋯⋯⋯⋯⋯⋯⋯⋯⋯⋯⋯⋯⋯⋯·(225)

七、土地增值税⋯⋯⋯⋯⋯⋯⋯⋯⋯⋯⋯⋯⋯⋯⋯⋯⋯⋯⋯⋯⋯⋯⋯⋯⋯⋯⋯⋯(225)

八、土地使用权转让营业税．⋯⋯⋯⋯⋯⋯⋯⋯”⋯⋯⋯⋯⋯⋯⋯⋯⋯⋯⋯⋯⋯⋯·(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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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土地费用⋯⋯⋯⋯⋯⋯⋯⋯⋯⋯⋯⋯⋯⋯⋯⋯⋯⋯⋯⋯⋯⋯⋯⋯⋯⋯⋯⋯(226)

一、土地补偿费用⋯⋯⋯⋯⋯⋯⋯⋯⋯⋯⋯⋯⋯⋯⋯⋯⋯⋯⋯⋯⋯⋯⋯⋯⋯⋯⋯(226)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土地使用费⋯⋯⋯⋯⋯⋯⋯⋯⋯⋯⋯⋯⋯⋯⋯o⋯一⋯(227)

三、土地规费和服务费⋯⋯⋯⋯⋯⋯⋯⋯⋯⋯⋯⋯⋯⋯··℃⋯⋯⋯⋯⋯⋯⋯⋯⋯一(230)

四、行政处罚罚款(费)⋯⋯⋯⋯⋯⋯⋯⋯⋯一⋯⋯；⋯⋯⋯⋯⋯⋯⋯⋯⋯⋯⋯⋯”(234)

第五章土地开发利用与保护⋯⋯⋯⋯⋯⋯⋯⋯⋯⋯⋯⋯⋯⋯⋯⋯⋯⋯⋯⋯⋯⋯⋯·(237)

第一节土地开发利用⋯⋯⋯⋯⋯⋯⋯⋯⋯⋯⋯⋯⋯⋯⋯⋯⋯⋯⋯⋯·”⋯⋯⋯⋯”(237)

一、荒山(坡)荒水的开发利用⋯⋯⋯⋯⋯⋯⋯⋯⋯⋯⋯⋯⋯⋯⋯⋯⋯⋯⋯⋯⋯⋯(237)

二、农田基本建设⋯⋯⋯⋯⋯⋯⋯⋯⋯⋯⋯⋯⋯⋯⋯⋯⋯⋯⋯⋯⋯⋯⋯⋯⋯⋯⋯(240)

三、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土地开发利用状况⋯⋯⋯⋯⋯⋯⋯⋯⋯⋯⋯⋯⋯⋯⋯(245)

四、农业综合开发与基地建设⋯⋯⋯⋯⋯⋯⋯⋯⋯⋯⋯⋯⋯⋯⋯⋯⋯⋯⋯⋯⋯⋯(246)

五、农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247)

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2镐)

。一、合作化时期农村土地规划⋯⋯⋯⋯⋯⋯⋯⋯⋯⋯⋯⋯⋯⋯⋯⋯⋯⋯⋯⋯⋯⋯(248)

：、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利用规划⋯⋯⋯⋯⋯⋯⋯⋯⋯⋯⋯⋯⋯⋯⋯⋯⋯⋯⋯⋯⋯(250)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54)

第三节土地保护⋯⋯⋯⋯⋯⋯⋯⋯⋯⋯⋯⋯⋯⋯⋯⋯⋯⋯⋯⋯⋯⋯⋯⋯⋯⋯⋯⋯(260)

一、耕地保护⋯．．．⋯⋯⋯⋯⋯⋯⋯⋯⋯⋯⋯⋯⋯⋯⋯⋯⋯⋯．．．⋯⋯⋯⋯⋯⋯⋯⋯(260)

二、土地复垦与土地整理⋯⋯⋯⋯⋯⋯⋯⋯⋯⋯⋯⋯⋯⋯⋯⋯⋯⋯⋯⋯⋯⋯⋯⋯(262)

三、水土保持⋯⋯⋯⋯⋯⋯⋯⋯⋯⋯⋯⋯⋯⋯⋯⋯⋯⋯⋯⋯⋯⋯⋯⋯⋯⋯⋯⋯⋯(264)

四、农业环境保护⋯⋯⋯⋯⋯⋯⋯⋯⋯⋯⋯⋯⋯⋯⋯⋯⋯⋯⋯⋯⋯⋯⋯⋯⋯⋯⋯(267)

第六章建设用地管理⋯⋯⋯⋯⋯⋯⋯⋯⋯⋯⋯⋯⋯⋯⋯⋯⋯⋯⋯⋯⋯⋯⋯⋯⋯⋯⋯(269)

第一节征(拨)用地⋯⋯⋯⋯⋯⋯⋯⋯⋯⋯⋯⋯⋯⋯⋯⋯⋯⋯⋯⋯⋯⋯⋯⋯⋯⋯⋯(269)

一、概述⋯⋯⋯⋯⋯⋯⋯⋯⋯⋯⋯⋯⋯⋯⋯⋯⋯⋯⋯⋯⋯⋯⋯⋯⋯⋯⋯⋯⋯⋯··(269)

二、征(拨)用地程序⋯li b OgO QI O@I B QQ,@QQO⋯⋯⋯⋯⋯⋯⋯⋯⋯⋯⋯⋯⋯⋯⋯⋯⋯⋯⋯(277)

三、征(拨)用地方式⋯⋯⋯⋯⋯⋯⋯⋯⋯⋯⋯⋯⋯⋯⋯⋯⋯⋯⋯⋯⋯⋯⋯⋯⋯⋯(277)

四、征(拨)用地审批权限⋯⋯⋯⋯⋯⋯⋯⋯⋯⋯⋯⋯⋯⋯⋯⋯⋯⋯⋯⋯⋯⋯⋯⋯(280)

五、征(拨)用地补偿与安置标准⋯⋯⋯⋯⋯⋯⋯⋯⋯⋯⋯⋯⋯⋯⋯⋯⋯⋯⋯⋯⋯(281)

六、劳动力安置⋯⋯⋯⋯⋯⋯⋯⋯⋯⋯⋯⋯⋯⋯⋯⋯⋯⋯⋯⋯⋯⋯⋯⋯⋯⋯⋯⋯(283)

七、无地农民农转非⋯⋯⋯⋯⋯⋯⋯⋯⋯⋯⋯⋯⋯⋯⋯⋯⋯⋯⋯⋯⋯⋯⋯⋯⋯⋯(286)

八、建设项且用地全程管理⋯⋯⋯⋯⋯⋯⋯⋯⋯⋯⋯⋯⋯⋯⋯⋯⋯⋯⋯⋯⋯⋯⋯(287)

第二节土地有偿使用⋯⋯⋯⋯⋯⋯⋯⋯⋯⋯⋯⋯⋯⋯⋯⋯⋯⋯⋯⋯⋯⋯⋯⋯⋯⋯(2的)



一、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过程⋯⋯⋯⋯⋯⋯⋯⋯⋯⋯⋯⋯⋯⋯⋯OOI,6@B⋯⋯(2明)

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290)

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295)

四、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出资)⋯⋯⋯⋯⋯⋯⋯⋯⋯⋯⋯⋯⋯⋯⋯⋯⋯(296)

．五、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i⋯．．．⋯⋯⋯(298)

六、三资企业用地供地方式⋯⋯⋯⋯⋯⋯⋯⋯⋯⋯⋯⋯⋯⋯⋯⋯⋯一⋯⋯⋯⋯⋯(300)

七、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302)

第三节开发区建设用地管理⋯⋯⋯⋯⋯⋯⋯⋯⋯⋯⋯⋯．-⋯⋯⋯⋯?一⋯⋯⋯⋯⋯(304)

一、全省开发区概况⋯⋯⋯⋯⋯⋯⋯⋯⋯⋯⋯⋯⋯⋯⋯⋯⋯⋯⋯⋯⋯⋯⋯⋯⋯⋯(304)

二、开发区建设政策、法规及措施⋯⋯吖⋯⋯⋯⋯⋯⋯⋯⋯二⋯⋯⋯⋯⋯⋯⋯⋯⋯·(306)

第七章土地执法监察⋯⋯⋯⋯⋯⋯⋯⋯⋯⋯⋯⋯⋯⋯⋯⋯⋯⋯⋯⋯⋯⋯⋯⋯⋯⋯m(307}

第一节 土地监察工作的发展⋯⋯⋯⋯⋯⋯⋯⋯⋯⋯⋯⋯⋯⋯⋯⋯⋯⋯⋯⋯⋯⋯⋯(307)

一、土地监察沿革(9149。1985年间土地管理中监督检查)⋯⋯⋯⋯⋯⋯⋯⋯⋯⋯(307)

二、土地监察机构和土地监察体制改革⋯⋯⋯⋯⋯⋯⋯⋯⋯⋯⋯⋯⋯⋯⋯⋯⋯⋯(310)

第二节土地执法检查⋯⋯⋯⋯⋯⋯⋯⋯⋯⋯⋯⋯⋯⋯．．t⋯⋯⋯⋯⋯⋯州⋯⋯⋯⋯(315)

一、非农业建设用地清理⋯⋯⋯⋯⋯⋯⋯⋯⋯⋯⋯⋯⋯“⋯⋯⋯⋯⋯⋯⋯⋯⋯⋯·(315)

二、专项用地清理⋯⋯⋯⋯⋯⋯⋯⋯⋯⋯⋯⋯⋯⋯⋯⋯⋯⋯⋯⋯⋯⋯汹⋯⋯⋯⋯(317)

三、非农业建设用地审批情况清理⋯⋯⋯⋯⋯⋯⋯⋯⋯⋯⋯⋯⋯⋯⋯⋯⋯⋯⋯⋯(318)

四、清理干部职工违纪违法建私房⋯⋯⋯⋯⋯⋯⋯⋯⋯⋯⋯⋯⋯⋯⋯⋯⋯⋯⋯⋯(319)

五、清理整顿土地市场⋯⋯⋯⋯⋯⋯⋯⋯⋯⋯⋯⋯⋯⋯⋯⋯⋯⋯⋯⋯⋯⋯⋯⋯⋯(321)

六、年度执法大检查⋯⋯⋯⋯⋯⋯⋯⋯⋯⋯⋯⋯⋯⋯⋯⋯⋯⋯⋯⋯⋯一⋯⋯⋯⋯(321)

第三节 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和土地行政复议、诉讼⋯⋯⋯⋯⋯⋯⋯⋯⋯⋯⋯⋯⋯⋯(322)

一、查处土地违法案件⋯⋯⋯⋯⋯⋯⋯⋯⋯⋯⋯⋯⋯⋯⋯⋯⋯⋯⋯⋯⋯⋯⋯⋯⋯(322)

二、土地行政复议和土地行政诉讼⋯⋯⋯⋯⋯⋯⋯⋯⋯⋯⋯⋯⋯⋯⋯⋯⋯⋯⋯⋯(324)

第四节创建“三无乡镇”和土地信访⋯⋯⋯⋯⋯⋯⋯⋯⋯⋯⋯⋯⋯⋯⋯⋯⋯⋯⋯⋯(328)

一、创建“三无乡镇”和“土地执法模范县”⋯⋯⋯⋯⋯⋯⋯⋯⋯⋯⋯⋯⋯⋯⋯⋯⋯(328)

二、土地信访⋯⋯⋯⋯⋯⋯⋯⋯⋯⋯⋯⋯⋯⋯⋯⋯⋯⋯⋯⋯⋯⋯⋯⋯⋯⋯⋯⋯⋯(329)

第八章宣传教育与科技⋯⋯⋯⋯⋯⋯⋯⋯⋯⋯⋯⋯⋯⋯⋯⋯⋯⋯⋯⋯⋯⋯⋯⋯⋯⋯(332)

第一节宣传工作⋯⋯⋯⋯⋯⋯⋯⋯⋯⋯⋯⋯⋯⋯⋯⋯⋯⋯⋯⋯⋯⋯⋯⋯⋯⋯⋯⋯(332)

一、宣传工作⋯⋯⋯⋯⋯⋯⋯⋯⋯⋯⋯⋯⋯⋯⋯⋯⋯⋯⋯⋯⋯⋯⋯⋯⋯⋯⋯⋯⋯(332)

二、“6．25”土地日活动⋯⋯⋯⋯⋯⋯⋯⋯⋯⋯⋯⋯⋯⋯⋯⋯⋯⋯⋯⋯⋯⋯⋯⋯⋯(336)

三、普法宣传⋯⋯⋯⋯⋯⋯⋯⋯⋯⋯⋯⋯⋯⋯⋯⋯⋯⋯⋯⋯⋯⋯⋯⋯⋯⋯⋯⋯⋯(341)



1．

第二节教育与培训⋯⋯⋯⋯⋯⋯⋯⋯⋯⋯⋯⋯⋯⋯⋯⋯⋯⋯⋯⋯⋯⋯⋯⋯⋯⋯⋯(344)

一、学历教育⋯⋯⋯⋯⋯⋯⋯⋯⋯⋯⋯⋯⋯⋯⋯⋯⋯⋯⋯⋯⋯⋯⋯⋯⋯⋯⋯⋯⋯(344)

二、成人在职培训⋯⋯⋯⋯⋯⋯⋯⋯⋯⋯⋯⋯⋯⋯⋯⋯⋯⋯⋯⋯⋯⋯⋯⋯⋯⋯⋯(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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