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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多次建都；商时在此建毫都、魃都：周

时分封管、密、郐、东虢、祭、巩等国；春秋、战国时，郑、韩先后在此开疆扩土，雄踞此地。秦始

建县，自隋唐至清常为州治。

自1954年，河南省省会迁郑以来，郑州的建设用地蓬勃发展，城市面貌13新月异。已从

解放初期的5．23平方公里，16．4万人，发展到城区12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173．2万人。成

为举世瞩目的特大商贸城。由于陇海、京广两大铁路干线，国道107、310均交汇于此，促进

了郑州的工农业发展和商品流通。如今在纺织、煤碳、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建材等方面，在

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欧亚大陆桥上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已跨入全国综合实力50

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行列。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国史则集天下之志而成。志书内容丰富，可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

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也可称之为：“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施政指南。”

郑州，自明嘉靖年以来，编史修志历代不绝。但编纂《土地志》尚属首次。郑州市作为全省首

批开展《土地志》编研工作的试点单位，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和耕耘，在古无所鉴、资料缺乏

等困难的情况下，广征博采，去粗取精，集腋成裘，就前人之鉴，通古今之变，终于为河南省

此项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全省土地管理的科研工作增添了一项丰硕

的成果。值《郑州市土地志》正式出版之际，致以衷心而热烈地祝贺。并希望全省各地、市、县

土地管理部门领导，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落实编研工作所必需的人、财、

物。加快工作进度，力争在1997年各级土地管理机构建立十周年的时刻，完成省、市、县三

级志稿。客观公正地记述河南省土地管理的史实和近十年的光辉历程!

中共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党组书记
蒋书铭

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局长

1996年6月10日
’



序

到任伊始，适逢《郑州市土地志》即牛，’

出版发行，饱览全书颇有感触和启迪。

编修土地志，是一项综合性，科学性，

实用性极强的基础性工作，是土地管理的

一项“长效工程”、“高效工程”。这项工作

不仅能推动、促进和深化土地管理的各巧

工作，而且能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

编修土地志，既是土地管理工作统古论今的需要，也是统筹土地管理各项现实工作的业

务教材和工作指南。

郑州市土地志，集土地管理上下五千年实践之大威，囊括郑州古今全部重要的土地管理

方针、政策、法规，真实地展现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状，清晰地论述了郑州土地制

度、赋税的历史演变。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为各级

领导科学规划管理土地，以及通鉴后世提供了佐证。

郑州市土地志编纂工作，首开河南省此项工作的先河，为《第一次全国史志编研工作座

谈会》在郑州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此获得国家土地管理局、省土地管理局有关领

导的多次表彰。

在《郑州市土地志》即将正式出版发行之际，我谨代表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对给予我们关

心指导和大力支持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史办，河南省土地管理局，河南省及郑州市地方志办

公室，市直有关单位及四JiI、山西、辽宁、重庆等省市的有关专家，所给予的帮助致以崇高敬

意和衷心而诚挚的感谢!

中共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党组书记
康培元

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1997年元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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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文体文风：坚持统合古今，上下贯通，详今明古、立足当代，力求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图表齐全。文体为语体文，秉笔直书直录，文风朴实严谨，文字流畅。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体例结构：采用篇、章、节、目体，横分篇、章，纵写节、目。除大事记外，共分

5篇、29章、116节。采用以事命题，述、记、志、图、表、录六体，以志为主。为记述体

拟史派繁体通志。

四、时间断限：上限起于事物发生之时起，下限断于1995年底。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附以纪事本末体。

六、资料来源：建国前，多系旧志、文史书刊、档案及文碑、口碑资料，建国后采

用统计局和土地管理部门的资料。

七、计量单位：录用历史资料，概保持原文不做换算。以历史原貌亩、顷、公顷

或平方米为单位。

八、历史纪年：以各朝代及其帝王年号为序，第一次出现时附以公元纪年，建国

后均以公元纪年。

九、地域范围：郑州、郑州市包括现辖六市(县)、区，郑县、与郑州市合并前分别

记述，合并后，郑州市区包括上街区，及现辖市内五区；管县、管州、郑县、历史上行

政区划几经变动一概维持历史原貌，辖区及面积、人口不作调整。

十、称谓运用：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再次出现用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以。

1949年10月1 E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解放前、解放后以194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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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解放为界；公元前，简称前。

十一、引文注释：引、录用不易理解的历史文言文，均译成白话文，较易理解的

词句，为保持原含意的准确性，不再译注。历史地名、资料出处第一次出现时均随
’，

机注明。
’



图

序

凡例

目 录

概j丕⋯⋯⋯⋯⋯⋯⋯⋯⋯⋯⋯⋯⋯⋯⋯⋯⋯⋯⋯⋯⋯⋯⋯⋯⋯⋯⋯⋯⋯⋯⋯⋯1

大事记⋯⋯⋯⋯⋯⋯⋯⋯⋯⋯⋯⋯⋯⋯⋯⋯⋯⋯⋯⋯⋯⋯⋯⋯⋯⋯⋯⋯⋯⋯18

第一篇土地资源⋯⋯⋯⋯⋯⋯⋯⋯⋯⋯⋯⋯⋯⋯⋯⋯⋯⋯⋯⋯⋯⋯⋯⋯⋯65

第一章资源概述⋯⋯⋯⋯⋯⋯⋯⋯⋯⋯⋯⋯⋯⋯⋯⋯⋯⋯⋯⋯⋯⋯⋯⋯65

第一节地质地貌⋯⋯⋯⋯⋯⋯⋯⋯⋯⋯⋯⋯⋯⋯⋯⋯⋯⋯⋯⋯⋯⋯⋯65

第二节水文⋯⋯⋯⋯⋯⋯⋯⋯⋯⋯⋯⋯⋯⋯⋯⋯⋯⋯⋯⋯⋯⋯⋯⋯⋯68

第三节气候⋯⋯⋯⋯⋯⋯⋯⋯⋯⋯⋯⋯⋯⋯·0 l oll⋯⋯⋯⋯⋯⋯⋯⋯·70

第四节土壤⋯⋯⋯⋯⋯⋯⋯⋯⋯⋯⋯⋯⋯⋯⋯⋯⋯⋯⋯⋯⋯⋯⋯⋯⋯73

第二章土地类型及特点⋯⋯⋯⋯⋯⋯⋯·：⋯⋯⋯⋯⋯⋯⋯⋯⋯⋯⋯⋯⋯·77

第一节地形类型⋯⋯⋯⋯⋯⋯⋯⋯⋯⋯⋯⋯⋯⋯⋯⋯⋯⋯⋯⋯⋯⋯⋯77

第二节土地利用类型⋯⋯⋯⋯⋯⋯⋯⋯⋯⋯⋯⋯⋯⋯⋯⋯⋯⋯⋯⋯⋯78

第三节土地资源特点⋯⋯⋯⋯⋯⋯⋯⋯⋯⋯⋯⋯⋯⋯⋯⋯⋯⋯⋯⋯⋯84

第三章土地质量⋯⋯⋯⋯⋯⋯⋯⋯⋯⋯⋯⋯⋯⋯⋯⋯⋯⋯⋯⋯⋯⋯⋯⋯87

第一节耕地质量⋯⋯⋯⋯⋯⋯⋯⋯⋯⋯⋯⋯⋯⋯⋯⋯⋯⋯⋯⋯⋯⋯⋯90

第二节园地质量⋯⋯⋯⋯⋯⋯⋯⋯⋯⋯⋯⋯⋯⋯⋯⋯⋯⋯⋯⋯⋯⋯⋯92

第三节林地质量⋯⋯⋯⋯⋯⋯⋯⋯⋯⋯⋯⋯⋯⋯⋯⋯⋯⋯⋯⋯⋯⋯⋯93

第四节水产养殖地⋯⋯⋯⋯⋯⋯⋯⋯⋯⋯⋯⋯⋯⋯⋯⋯⋯⋯⋯⋯⋯⋯94

第五节土地限制因素⋯⋯⋯⋯⋯⋯⋯⋯⋯⋯⋯⋯⋯⋯⋯⋯⋯⋯⋯⋯⋯94

第四章土地利用分区⋯⋯⋯⋯⋯⋯⋯⋯⋯⋯⋯⋯⋯⋯⋯⋯⋯⋯⋯⋯⋯⋯97

第一节 山地林牧旅游区⋯⋯⋯⋯⋯⋯⋯⋯⋯⋯⋯⋯⋯⋯⋯⋯⋯⋯⋯⋯99

第二节丘陵农果工矿区⋯⋯⋯⋯⋯⋯⋯⋯⋯⋯⋯⋯⋯⋯⋯⋯⋯⋯⋯⋯100

第三节商贸城郊区⋯⋯⋯⋯⋯⋯⋯⋯⋯⋯⋯⋯⋯⋯⋯⋯⋯⋯⋯⋯⋯⋯101



·2·

第四节平原粮油瓜果区⋯⋯⋯⋯⋯⋯⋯⋯⋯⋯⋯⋯⋯⋯⋯⋯⋯⋯⋯⋯103

第五章土地资源调查⋯⋯⋯⋯⋯⋯⋯⋯⋯⋯⋯⋯⋯⋯⋯⋯⋯⋯⋯⋯⋯⋯105

第一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05

第二节四荒四低调查⋯⋯⋯⋯⋯⋯⋯⋯⋯⋯⋯⋯⋯⋯⋯⋯⋯⋯⋯⋯⋯113

第二篇土地制度⋯⋯⋯⋯⋯⋯⋯⋯⋯⋯⋯⋯⋯⋯⋯⋯⋯⋯⋯⋯⋯⋯⋯⋯⋯131

第一章原始社会公有制⋯⋯⋯⋯⋯⋯⋯⋯⋯⋯⋯⋯⋯⋯⋯⋯⋯⋯⋯⋯⋯131

第一节山地农业⋯⋯⋯⋯⋯⋯⋯⋯⋯⋯⋯⋯⋯⋯⋯⋯⋯⋯⋯⋯⋯⋯⋯131

第二节低地农业⋯⋯⋯⋯⋯⋯⋯⋯⋯⋯⋯⋯⋯⋯⋯⋯⋯⋯⋯⋯⋯⋯⋯132

第二章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制⋯⋯⋯⋯⋯⋯⋯⋯⋯⋯⋯⋯⋯⋯⋯⋯⋯⋯134

第一节井田制⋯⋯⋯⋯⋯⋯⋯⋯⋯⋯⋯⋯⋯⋯⋯⋯⋯⋯⋯⋯⋯⋯⋯⋯134

第二节私田的产生⋯⋯⋯⋯⋯⋯⋯⋯⋯⋯⋯⋯⋯⋯⋯⋯⋯⋯⋯⋯⋯⋯136

第三章封建社会私有制⋯⋯⋯⋯⋯⋯⋯⋯⋯⋯⋯⋯⋯⋯⋯⋯⋯⋯⋯⋯⋯139

第一节私有制的确立⋯⋯⋯⋯⋯⋯⋯⋯⋯⋯⋯⋯⋯⋯⋯⋯⋯⋯⋯⋯⋯139

第二节 占田制和五朝均田制⋯⋯⋯⋯⋯⋯⋯⋯⋯⋯⋯⋯⋯⋯⋯⋯⋯⋯142

第三节不立田制的田制⋯⋯⋯⋯⋯⋯⋯⋯⋯⋯⋯⋯⋯⋯⋯⋯⋯⋯⋯⋯146

第四节金、元土地制度⋯⋯⋯⋯⋯⋯⋯⋯⋯⋯⋯⋯⋯⋯⋯⋯⋯⋯⋯⋯148

第五节明代土地政策⋯⋯⋯⋯⋯⋯⋯⋯⋯⋯⋯⋯⋯⋯⋯⋯⋯⋯⋯⋯⋯150

第六节清代租佃制⋯⋯⋯⋯⋯⋯⋯⋯⋯⋯⋯⋯⋯⋯⋯⋯⋯⋯⋯⋯⋯⋯152

第七节 中华民国的立法制度⋯⋯⋯⋯⋯⋯⋯⋯⋯⋯⋯⋯⋯⋯⋯⋯⋯⋯156

第四章农民土地所有制⋯⋯⋯⋯⋯⋯⋯⋯⋯⋯⋯⋯⋯⋯⋯⋯⋯⋯⋯⋯⋯161

第一节土地改革⋯⋯⋯⋯⋯⋯⋯⋯⋯⋯⋯⋯⋯⋯⋯⋯⋯⋯⋯⋯⋯⋯⋯161

第二节互助组⋯⋯⋯⋯⋯⋯⋯⋯⋯⋯⋯⋯⋯⋯⋯⋯⋯⋯⋯⋯⋯⋯⋯⋯164

第三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65

第五章社会主义公有制⋯⋯⋯⋯⋯⋯⋯⋯⋯⋯⋯⋯⋯⋯⋯⋯⋯⋯⋯⋯⋯167

第一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67

第二节人民公社⋯⋯⋯⋯⋯⋯⋯⋯⋯⋯⋯⋯⋯⋯⋯⋯⋯⋯⋯⋯⋯⋯⋯168

第三节 自留地⋯⋯⋯⋯⋯⋯⋯⋯⋯⋯⋯⋯⋯⋯⋯⋯⋯⋯⋯⋯⋯⋯⋯⋯169

第四节国有土地⋯⋯⋯⋯⋯⋯⋯⋯⋯⋯⋯⋯⋯⋯⋯⋯⋯⋯⋯⋯⋯⋯⋯170



·3·

第六章土地使用制度改革⋯⋯⋯⋯⋯⋯⋯⋯⋯⋯⋯⋯j⋯⋯⋯⋯⋯⋯⋯··172

第一节联产承包责任制⋯⋯⋯⋯⋯⋯：⋯⋯⋯⋯⋯⋯⋯⋯⋯⋯⋯⋯⋯··172

第二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173

第三节 乡村企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173

第四节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74

第三篇土地利用⋯⋯⋯⋯⋯⋯⋯⋯⋯⋯⋯⋯⋯⋯⋯⋯⋯⋯⋯⋯⋯⋯⋯⋯⋯178

第一章农业用地⋯⋯⋯⋯⋯⋯⋯⋯⋯⋯⋯⋯⋯⋯⋯⋯⋯⋯⋯⋯⋯⋯⋯⋯178

第一节耕地⋯⋯⋯⋯⋯⋯⋯⋯⋯⋯⋯⋯⋯⋯⋯⋯⋯⋯⋯⋯⋯⋯⋯⋯⋯178

第二节林地⋯⋯⋯⋯⋯⋯⋯⋯⋯⋯⋯⋯⋯⋯⋯⋯⋯⋯⋯⋯⋯⋯⋯⋯⋯184

第三节牧草地⋯⋯⋯⋯⋯⋯⋯⋯⋯⋯⋯⋯⋯⋯⋯⋯⋯⋯⋯⋯⋯⋯⋯⋯191

第四节园地⋯⋯⋯⋯⋯⋯⋯⋯⋯⋯⋯⋯⋯⋯⋯⋯⋯⋯⋯⋯⋯⋯⋯⋯⋯192

第五节水域⋯⋯⋯⋯⋯⋯⋯⋯⋯⋯⋯⋯⋯⋯⋯⋯⋯⋯⋯⋯⋯⋯⋯⋯⋯196

第二章建设用地⋯⋯⋯⋯⋯⋯⋯⋯⋯⋯⋯⋯⋯⋯⋯⋯⋯⋯⋯⋯⋯⋯⋯⋯198

第一节解放前建设用地⋯⋯⋯⋯⋯⋯⋯⋯⋯⋯⋯⋯⋯⋯⋯⋯⋯⋯⋯⋯198

第二节解放后建设用地⋯⋯⋯⋯⋯⋯⋯⋯⋯⋯⋯⋯⋯⋯⋯⋯⋯⋯-⋯201

第三节特殊用地⋯⋯⋯⋯⋯⋯⋯⋯⋯⋯⋯⋯⋯⋯⋯⋯⋯⋯⋯⋯⋯⋯⋯207

第三章未利用土地⋯⋯⋯⋯⋯⋯⋯⋯⋯⋯⋯⋯⋯⋯⋯⋯⋯⋯⋯⋯⋯⋯⋯212

第一节未利用土地现状⋯⋯⋯⋯⋯⋯⋯⋯⋯⋯⋯⋯⋯⋯⋯⋯⋯⋯⋯⋯212

第二节土地后备资源⋯⋯⋯⋯⋯⋯⋯⋯⋯⋯⋯⋯⋯⋯⋯⋯⋯⋯⋯⋯⋯214

第四章土地负载⋯⋯⋯⋯⋯⋯⋯⋯⋯⋯⋯⋯⋯⋯⋯⋯⋯⋯⋯⋯⋯⋯⋯⋯218

第一节土地承载力⋯⋯⋯⋯⋯⋯⋯⋯⋯⋯⋯⋯⋯⋯⋯⋯⋯⋯⋯⋯⋯⋯218

第二节人口与土地⋯⋯⋯⋯⋯⋯⋯⋯⋯⋯⋯⋯⋯⋯⋯⋯⋯⋯⋯⋯⋯⋯219

第五章土地保护⋯⋯⋯⋯⋯⋯⋯⋯⋯⋯⋯⋯⋯⋯⋯⋯⋯⋯⋯⋯⋯⋯⋯⋯222

第一节水土保持⋯⋯⋯⋯⋯⋯⋯⋯⋯⋯⋯⋯⋯⋯⋯⋯⋯⋯⋯⋯⋯⋯⋯222

第二节土壤改良⋯⋯⋯⋯⋯⋯⋯⋯⋯⋯⋯⋯⋯⋯⋯⋯⋯⋯⋯⋯⋯⋯⋯222

第三节土地污染治理⋯⋯⋯⋯⋯⋯⋯⋯⋯⋯⋯⋯⋯⋯⋯⋯⋯⋯⋯⋯⋯223

第四节基本农田保护⋯⋯⋯⋯⋯⋯⋯⋯⋯⋯⋯⋯⋯⋯⋯⋯⋯⋯⋯⋯⋯224

第六章土地利用规划⋯⋯⋯⋯⋯⋯⋯⋯⋯⋯⋯⋯⋯⋯⋯⋯⋯⋯⋯⋯．／-⋯227

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第一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27

第二节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231

第三节城市建设发展规划⋯．．．⋯⋯⋯⋯⋯⋯⋯⋯⋯⋯⋯⋯⋯⋯⋯⋯⋯234

第四节城镇规划⋯⋯⋯⋯⋯⋯⋯⋯⋯⋯⋯⋯⋯⋯⋯⋯⋯⋯一’⋯⋯⋯⋯·237

第五节开发区规划⋯⋯⋯⋯⋯⋯⋯⋯⋯⋯⋯⋯⋯⋯⋯⋯⋯⋯⋯⋯⋯⋯239

第六节农用地区域规划⋯⋯⋯⋯⋯⋯⋯⋯⋯⋯⋯⋯⋯⋯⋯⋯⋯⋯⋯⋯240

第四篇土地管理⋯⋯⋯⋯⋯⋯⋯⋯⋯⋯⋯⋯⋯⋯⋯⋯⋯⋯⋯⋯⋯⋯⋯⋯⋯248

第一章地籍管理⋯⋯⋯⋯⋯⋯⋯⋯⋯⋯⋯⋯⋯⋯⋯⋯⋯⋯⋯⋯⋯⋯⋯⋯248

第一节地籍管理沿革⋯⋯⋯⋯⋯⋯⋯⋯⋯⋯⋯⋯⋯⋯⋯⋯⋯⋯⋯⋯⋯248

第二节土地登记⋯⋯⋯⋯⋯⋯⋯⋯⋯⋯⋯⋯⋯⋯⋯⋯⋯⋯⋯⋯⋯⋯⋯250

第三节确权发证⋯⋯⋯⋯⋯⋯⋯⋯⋯⋯⋯⋯⋯⋯⋯⋯⋯⋯⋯⋯⋯⋯⋯258

第四节地籍调查⋯⋯⋯⋯⋯⋯⋯⋯⋯⋯⋯⋯⋯⋯⋯⋯⋯⋯⋯⋯⋯⋯⋯259

第五节权属争议调处及现状⋯⋯⋯⋯⋯⋯⋯⋯⋯⋯⋯⋯⋯⋯⋯⋯⋯⋯262

第六节分等定级与地价管理⋯⋯⋯⋯⋯⋯⋯⋯⋯⋯⋯⋯⋯⋯⋯⋯⋯⋯271

第七节土地统计⋯⋯⋯⋯⋯⋯⋯．．．f⋯⋯⋯⋯⋯⋯⋯⋯⋯⋯⋯⋯⋯⋯⋯281

第八节土地勘测⋯⋯⋯⋯⋯⋯⋯⋯⋯⋯⋯⋯⋯⋯⋯⋯⋯⋯⋯⋯⋯⋯⋯285

第九节档案管理⋯⋯⋯⋯⋯⋯⋯⋯⋯⋯⋯⋯⋯⋯⋯⋯⋯⋯⋯⋯⋯⋯⋯299

第二章非农业用地管理⋯⋯⋯⋯⋯⋯⋯⋯⋯⋯⋯⋯⋯⋯⋯⋯⋯⋯⋯⋯⋯304

第一节国家建设用地管理⋯⋯⋯⋯⋯⋯⋯⋯⋯⋯⋯⋯⋯⋯⋯⋯⋯⋯⋯306

第二节建设用地报批图件资料⋯⋯⋯⋯⋯⋯⋯⋯⋯⋯⋯⋯⋯⋯⋯⋯⋯323

第三节乡(镇)、村建设用地管理⋯⋯⋯⋯．．⋯⋯⋯⋯⋯⋯⋯⋯⋯⋯⋯·326

第四节建设用地计划管理⋯⋯⋯⋯⋯⋯⋯⋯⋯⋯⋯⋯⋯⋯⋯⋯⋯⋯⋯336

第五节建设用地的开发管理⋯⋯⋯⋯⋯⋯⋯⋯⋯⋯⋯⋯⋯⋯⋯⋯⋯⋯344

第三章土地监察⋯⋯⋯⋯⋯⋯⋯⋯⋯⋯⋯⋯⋯⋯⋯⋯⋯⋯⋯⋯⋯⋯⋯⋯347

第一节监察机构⋯⋯⋯⋯⋯⋯⋯⋯⋯⋯⋯⋯⋯⋯⋯⋯⋯⋯⋯⋯⋯⋯⋯347

第二节业务建设⋯⋯⋯⋯⋯⋯⋯⋯⋯⋯⋯⋯⋯⋯⋯⋯⋯⋯⋯⋯⋯⋯⋯348

第三节清查非农业用地⋯⋯⋯⋯⋯⋯⋯⋯⋯⋯⋯⋯⋯⋯⋯⋯⋯⋯⋯⋯349

第四节清查干部职工乱建私房⋯⋯⋯⋯⋯⋯⋯⋯⋯⋯⋯⋯⋯⋯⋯⋯⋯353



·5
·

．第五节违法占地查处⋯⋯⋯⋯⋯⋯⋯⋯⋯⋯⋯⋯⋯⋯．．．⋯⋯⋯⋯⋯⋯354‘。

第六节开展“三无”乡(镇)活动⋯⋯⋯⋯⋯⋯⋯⋯⋯⋯⋯⋯⋯⋯⋯⋯⋯357

第七节来信来访⋯⋯·j⋯⋯⋯⋯⋯⋯⋯⋯⋯⋯⋯⋯⋯⋯⋯⋯⋯⋯⋯⋯·358

第八节行政诉讼与复议⋯⋯⋯⋯⋯⋯⋯⋯⋯⋯⋯⋯⋯⋯⋯⋯⋯⋯⋯⋯361
’

第九节清理土地市场⋯⋯⋯⋯⋯⋯⋯⋯⋯⋯⋯⋯⋯⋯⋯⋯⋯⋯⋯⋯⋯363

第四章土地开发复垦⋯⋯⋯⋯⋯⋯⋯⋯⋯⋯⋯⋯··?⋯⋯⋯⋯⋯⋯⋯⋯⋯366

第一节解放前土地开发⋯⋯⋯⋯⋯⋯⋯⋯⋯⋯⋯⋯⋯⋯⋯⋯⋯⋯⋯⋯366

第二节解放后土地开发⋯⋯⋯⋯⋯⋯⋯“⋯⋯⋯⋯⋯⋯⋯⋯⋯⋯⋯⋯·368

第五章科技宣教⋯⋯⋯⋯⋯⋯⋯⋯⋯⋯⋯⋯⋯⋯⋯⋯⋯⋯⋯⋯⋯⋯⋯⋯387

第一节业务培训⋯⋯⋯⋯⋯⋯⋯⋯⋯⋯⋯⋯⋯⋯⋯⋯．．．⋯⋯⋯⋯⋯⋯389

：第二节科普宣传⋯⋯⋯⋯⋯⋯⋯⋯⋯⋯⋯⋯⋯⋯⋯⋯⋯⋯⋯⋯⋯⋯⋯391

第三节科研成果⋯⋯⋯⋯⋯⋯⋯⋯⋯⋯⋯⋯⋯⋯⋯⋯⋯⋯⋯⋯⋯⋯⋯393

第六章政策法规⋯⋯⋯⋯⋯⋯⋯⋯⋯⋯⋯·．⋯⋯⋯⋯⋯⋯⋯⋯⋯⋯⋯⋯一400

第一节确定土地权属条例的制定⋯⋯⋯⋯⋯⋯⋯⋯⋯⋯⋯⋯⋯⋯⋯⋯400

第二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制定⋯⋯⋯⋯⋯⋯⋯⋯⋯⋯⋯⋯⋯⋯⋯⋯404

第七章土地管理机构⋯⋯⋯⋯⋯⋯⋯⋯⋯⋯⋯⋯⋯⋯⋯⋯⋯⋯⋯⋯⋯⋯407

第一节机构沿革⋯⋯⋯⋯⋯⋯⋯⋯⋯⋯⋯⋯⋯⋯⋯⋯⋯⋯⋯⋯⋯⋯⋯407

第二节党组织建设⋯⋯⋯⋯⋯⋯⋯⋯⋯⋯⋯⋯⋯⋯⋯⋯⋯⋯⋯⋯⋯⋯419

第三节廉政建设⋯⋯⋯⋯⋯⋯⋯⋯⋯．．．⋯⋯⋯⋯⋯⋯⋯⋯⋯⋯⋯⋯．．．421

第五篇土地赋税、费⋯⋯⋯⋯⋯⋯⋯⋯⋯⋯⋯⋯⋯⋯⋯⋯⋯⋯⋯⋯⋯⋯⋯426

第一章贡、助、彻税法⋯⋯⋯⋯⋯⋯⋯⋯⋯⋯⋯⋯⋯⋯⋯⋯⋯⋯⋯⋯⋯⋯426

第一节夏贡⋯⋯⋯⋯⋯⋯⋯⋯⋯⋯⋯⋯⋯⋯⋯⋯⋯⋯⋯⋯⋯⋯⋯⋯⋯426

’第二节商助⋯⋯⋯⋯⋯⋯⋯⋯⋯⋯⋯⋯⋯⋯⋯⋯⋯⋯⋯⋯⋯⋯⋯⋯⋯426

第三节周彻⋯⋯⋯⋯⋯⋯⋯⋯⋯⋯⋯⋯⋯“⋯⋯⋯⋯⋯⋯⋯⋯⋯⋯⋯·427

第二章 田赋、地丁(户)税⋯⋯⋯⋯⋯⋯⋯⋯⋯⋯⋯⋯⋯⋯⋯⋯⋯⋯⋯⋯429

第一节秦、汉税法⋯⋯⋯⋯⋯⋯⋯⋯⋯⋯⋯⋯⋯⋯⋯⋯⋯⋯⋯⋯⋯⋯429

第二节租庸调制⋯⋯⋯⋯⋯⋯⋯⋯⋯⋯⋯⋯⋯⋯⋯⋯⋯⋯⋯⋯⋯⋯⋯429

第三节两税法⋯⋯⋯⋯⋯⋯⋯⋯⋯⋯⋯⋯⋯⋯⋯⋯⋯⋯⋯⋯⋯⋯⋯⋯431



第四节一条鞭法⋯⋯⋯⋯⋯⋯⋯⋯⋯⋯⋯⋯⋯⋯⋯⋯⋯⋯⋯⋯⋯⋯⋯434

第五节摊丁人亩⋯⋯⋯⋯⋯⋯⋯⋯⋯⋯⋯⋯⋯⋯⋯⋯⋯⋯⋯⋯⋯⋯⋯435

第三章丁漕及房地契税⋯⋯⋯⋯⋯⋯⋯⋯⋯⋯⋯⋯⋯⋯⋯⋯⋯⋯⋯⋯⋯436

第一节丁漕⋯⋯⋯⋯⋯⋯⋯⋯⋯⋯⋯⋯⋯⋯⋯⋯⋯⋯⋯⋯⋯⋯⋯⋯⋯436

第二节房地契税⋯⋯⋯⋯⋯⋯⋯⋯⋯⋯⋯⋯⋯⋯⋯⋯⋯⋯⋯⋯⋯⋯⋯438

第四章土地税⋯⋯⋯⋯⋯⋯⋯⋯⋯⋯⋯⋯⋯⋯⋯⋯⋯⋯⋯⋯⋯⋯⋯⋯⋯440

第一节农业税⋯⋯⋯⋯一⋯⋯⋯⋯⋯⋯⋯⋯⋯⋯⋯⋯⋯⋯⋯⋯⋯⋯⋯·440

第二节耕地占用税⋯⋯⋯⋯⋯⋯⋯⋯⋯⋯⋯⋯⋯⋯⋯⋯⋯⋯⋯⋯⋯⋯’449

第三节房地交易税⋯⋯⋯⋯⋯⋯⋯⋯⋯⋯⋯⋯⋯⋯⋯⋯⋯⋯⋯⋯⋯⋯450

第四节城镇土地使用税⋯⋯⋯⋯⋯⋯⋯⋯⋯⋯⋯⋯⋯⋯⋯⋯⋯⋯⋯⋯451

第五节土地增值税⋯⋯⋯⋯⋯⋯⋯⋯⋯⋯⋯⋯⋯⋯⋯⋯⋯⋯⋯⋯⋯⋯452

第六节房地产税⋯⋯⋯⋯⋯⋯⋯⋯⋯⋯⋯⋯⋯⋯⋯⋯⋯⋯⋯⋯⋯．．．⋯452

第五章征(代)收土地费⋯⋯·．⋯⋯⋯⋯⋯⋯⋯⋯⋯⋯⋯⋯⋯⋯⋯⋯⋯⋯“454

第一节土地管理费⋯⋯⋯⋯⋯⋯⋯⋯⋯⋯⋯⋯⋯⋯⋯⋯⋯⋯⋯⋯⋯⋯454

第二节 土地登记费⋯⋯⋯⋯⋯⋯⋯⋯⋯⋯⋯⋯⋯⋯⋯⋯⋯⋯⋯⋯⋯⋯454

第三节土地开发复垦、建设费⋯⋯⋯⋯⋯⋯⋯⋯⋯⋯⋯⋯⋯⋯⋯⋯⋯455

第四节征地费⋯⋯⋯⋯⋯⋯⋯⋯⋯⋯⋯⋯⋯⋯⋯⋯⋯⋯⋯⋯⋯⋯⋯⋯456

第五节土地出让金和场地使用费⋯⋯⋯⋯⋯⋯⋯⋯⋯⋯⋯⋯⋯⋯⋯⋯461

附录：1、河南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464

2、郑州市确定土地权属条例⋯⋯⋯⋯⋯⋯⋯⋯⋯⋯⋯⋯⋯⋯⋯⋯⋯⋯481

3、郑州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490

4、郑州市政府郑政文[1993]144号文件⋯⋯⋯⋯⋯⋯⋯⋯⋯⋯⋯⋯⋯⋯497

5、郑州市政府郑政[1992138号文件⋯⋯⋯⋯⋯⋯⋯⋯⋯⋯⋯⋯⋯⋯⋯499

6、郑州市政府郑政[1989196号文件⋯⋯⋯⋯⋯⋯⋯⋯⋯⋯⋯⋯⋯⋯⋯503



概述

概述

郑州，虎踞中原。北枕黄河，与故平原省省会新乡相望；西依嵩山，同九朝故都

洛阳为邻；东跨黄淮平原，和七朝古都开封接壤；南傍外方山，临三国名城许昌。位

于东径112042’42"。114013’36"，北纬34。16’。340597之间。东西长131公里，南北宽

80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处豫西浅山丘陵向豫东平原过渡带。总土地面积75．33

万公顷，其中耕地36．2万公顷，园地1．16万公顷，林地6．16万公顷，牧草地0．08

万公顷，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0．49万公顷，交通用地1．39万公顷，水域5．77万公

顷，未利用土地14．06万公顷，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48．04％、1．53％、8．18％、0．

11％、13．93％、1．85％、7．66％、18．61％。市区面积110．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08平方公里。境内山地、丘陵、平原均有，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20％、3l％、49％o

坡降1／100—1／2000。海拔最高御砦山为1512米，最低中牟韩砦为73米；气候温

和，光、热资源充足，无霜期长，降雨量适中，属北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基本

可满足农业用地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需要；植被属北温带落叶阔叶林，约有184

科，900属，1900种，其中木本78科，250多属，400多种；土壤分为褐土、潮土、风沙

土、石质土、新积土、粗骨土、棕壤土、红粘土、紫色土及极少量的水稻土，共10个土

类，25个亚类，51个土属，106个土种。前九类分别约占总土壤面积的59％、29％、

5％、2．6％、1．7％、0．9％、0．9％、0．7％、0．2％o褐土：主要分布在京广线以西的浅

山丘陵区，质地疏松，土壤肥沃，适宜农用地种植耐旱作物，也适宜栽植经济林；潮

土：主要分布在京广线以东的黄淮平原及豫西河川地带，适宜农用地粮、棉、油各类

作物生长；境内跨黄、淮两大水系，大小河流共72条，其中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

里以上的河流有28条。黄河水系流域面积1878．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25％，主要河流有黄河、伊洛河、汜水、枯河；淮河水系流域面积5567．6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的75％，主要河流有贾鲁河、双洎河、索须河等。郑州市地下水质较

好，宜于人畜饮用和农业用地灌溉。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为23亿立方米，一般干。

早年为17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8亿立方米。人均458立方米，亩均371立方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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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全省人均、亩均分别低约14．8％～20％。丰水年约余水1．2亿立方米，偏旱年约

缺水2．1亿立方米；矿产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主要矿藏有煤、铝钒土、水泥灰岩、

耐火粘土、油石等18种，有大型矿床30多处。

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国道107和310线均交汇与此，是全国最重要的铁

路、公路、航空、邮电、通讯枢纽和商品批发中心o 1995年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达385亿元，比1994年增长15％，全年完成农业增加值29亿元。粮食总产140．1

万吨，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6亿元；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7．1亿元，乡

及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1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7亿元。成为

全国重要的纺织、煤炭、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建材等工业基地。地理位置和贸易地

位十分重要，属国务院批准的内陆开放城市之一，是欧亚大陆桥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已跨人全国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行列，素以“商城”称著于世。

辖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县、上街区、邙山区、中原区、

金水区、管城区、二七区。共120个乡镇，2293个村民委员会，17412个村民组，

10827个自然村，1312605户。1995年，总人口600．31万，其中农业人口409．13万，

占总人口的68％，城镇人口191．18万，占总人121的32％，人口密度全市平均

806人／平方公里。人均土地1．88亩，人均耕地0．75亩(统计局数)，全市共43个

民族，其中42个少数民族人口10．2万，而回族占其总数的93％。

郑州市土地开发利用与管理源远流长。距今约八千至一万一千年，郑州市的

先民们，已在今黄河、滨水河、双洎河、黄水河沿岸台地上的裴李岗、胡杜牧等地建

造村落，建起陶窖、磨制骨器、石器等手工作坊。村落附近的部分土地被开发种植

谷物等粮食作物。当时的土地利用主要是为满足居住和生产粮食的需要。．七千年

前，莪沟半地穴房基用地达8360平方米。六千年前，唐庄、大朱庄、南李庄、三垌、

古城、高坡岩、洪府、岳庄、铁生沟、裴李岗等地已有密集型村落。农业用地、建设用

地均有原始的开发。五千年前，少典族居于今郑州南部轩辕之丘，建立有熊部落，

黄帝立国为有熊。

5040年前，郑州北郊大河村，建设用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有出土的房基28

座，出土的农用地使用工具有石镰等多种。距今5300年至4800年，位于今郑州市

23公里处的北郊西山古城略近圆形，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国内发现建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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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早，方法最先进的古城遗址。原始公社时期郑州市的土地所有制，为氏族公社

公有制。氏族公社成员共同经营管理，共同劳动，共同收益，按需分配。随着人类

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收益的增多，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有制。原始社

会的公有制开始瓦解。

大禹在郑州市古阳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启都黄台、太康、

仲康、少康及夏僳均在斟郡建都。这说明郑州市，是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

通中心。夏代的土地制度为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制。土地赋税为“五十而贡”。夏

朝的疆域狭小，仅仅在黄河流域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郑州市

为土地利用中心区域。

商汤灭夏以后，商王汤、仲丁先后曾在郑州建“毫都”、“瞰都”，占地面积达25

平方公里，宫殿建筑宏伟，规模庞大，达37．5万平方米，郑州市被划为王畿。商朝

直辖的国土面积相当狭小o<史记>称：“殷商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经其南”。商王室的土地，由王室直接管理。专职管理土地农事活动的官吏为

“小籍臣”、“小刈臣”，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农业用地耕田、种植、锄草等田间管理及收

割、刈获等。商朝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的土地规划、管理利

用制度已经产生。其土地所有制仍为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制，田赋为“七十而助”。

周武王十三年封其弟管叔鲜于郑州，建城管，又称为管国。土地面积约似“瞰

都”，周朝的诸侯分封制，使郑州市有众多诸侯国。密、虢、郐、郑、巩、祭等诸侯国，

均承袭和发展了商时出现的井田制。井田，属计口授田制，是以家庭为单位划分

的，一般以一个男奴隶或野人的五口之家治田百亩(合今31．2亩)为一井，八户同

井共耕，收入计田均分，民得九，公得一。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实行诸侯领主封建

制，农业用地中的耕地，已有了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和田间道路。郑州市的诸诸侯国

同周朝一样，都设有主管农用土地的地官，把土地进行了最原始的分类，即山林、JlI

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出现了原始地图和基本建设用地的图纸。由各诸侯国

具体征收田赋。而诸侯国也向周王室上缴贡赋。由于井田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大

量农奴获得解放得以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提高了郑州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

率，缓和了郑州市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

由于各诸侯国长期占据封地世袭，并将自己的封地继续分封给自己的子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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