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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述柳州市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和土地管理的历史及现状，由概

述、大事记略、专志各章及附录组成。专志采用章一级篇目平列式结构，设建

置、境域、区划，自然条件，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及使用制，土地规划，土地开

发利用，建设用地管理，地籍管理，土地赋税，土地保护，土地监察，宣传与档

案管理，机构、组织与队伍建设等十三章。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市区(今城区和郊区)为主，兼及1984年2月10

日正式移交市辖的柳江、柳城两县。志中“柳州市”、“全市”、“市内”等表述，

除注明外，均指现市区，不含两县。

四、本志遵循贯古通今，详今明古的原则，上限记事一般追溯到事物的发

端，下限至1995年12月，个别事项延至1996年。柳州市解放时间为1949年

11月25日，志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以此时间为界。

五、对历史政权，直书原称。行政区域、地名、单位名称皆沿用历史称谓，

部分以括号注明现行标准称谓。对字数多而使用频繁的名称首次书写用全

称，重述时用简称。人名一律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当时所任职务、职称。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纪年，以括号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沿用当时的称谓。土地面积单位用平方米、亩、公顷、平方

公里等。

八、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有关人员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副处级

以上人员载人领导人简表，获市级(含市级)以上先进荣誉称号的单位、集体

和个人均载人志。 -

九、本志行文按国家土地管理局制订的<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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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志资料主要源于历史档案、图书、报刊、统计资料，出处不作注明。

个别数据因各部门各单位统计时间、统计范围、统计口径不同而不尽一致，使

用时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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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年至1735年)，马平县柳州卫屯田178顷余。雍正三年(1725年)提督韩良辅

备耕牛、农具，令5营余士兵开垦马平、柳城二县无主荒田，佃给农民耕种，租

谷于青黄不接时借给兵食。雍正六年(1728年)，广西布政使金铁设都司于柳

州，大力鼓励屯田，给屯田农户水田10亩、公田1亩或旱田30亩、公田2亩，

并分给耕牛，吸引农民进行耕种。民国时期，由于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政局

动荡，马平(今柳江、柳州)县的耕地占有情况变化较大。民国元年(1912年)，

马平县耕地面积为30405．27公顷(456079亩)，每人平均为3．75亩；民国9年，

全县耕地面积为31762．47公顷(476437亩)，每人平均3．62亩；民国lO年，广

西发生政变，民众大量逃亡，乡间田地大片荒芜。民国12年，耕地种植面积不

足21333．33公顷(32万亩)。新桂系集团统一广西后，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先后

设立农事试验场、垦殖水利试办区、垦殖公司、林垦区等机构，推动了农林土

地的开发。民国17年，全县耕地增为45349．84公顷(680247．58亩)，每人平均

4．03亩。民国33年，因日军入侵，柳江县的耕地降为22887．4公顷(343311

亩)。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柳州市区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全市

的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由于人口增长，耕地人均占有量迅速减少。

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5年)，马平县的公田主要有学田和祭田，学

田面积2顷余，祭田主要为柳候祠和刘贤良祠所有，由于管理不严，常被豪强

所占用。民国时期，柳州的公有土地主要包括4部分：(一)公有荒地，约5．35

万亩；(二)城镇公用设施占用地，包括公路、车站、码头、飞机场、电台、邮电局

等交通设施基地，公园、运动场、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基地，政府机关、警

局等行政区基地等，其比重约占城区公有土地的60％以上；(三)公田族田共

有3341．43亩；(四)民间和社会团体的房屋占用地。除此之外，土地大都集中

在军阀、地主、富农手中。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柳州市的

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改前，人口占12％的地主、富农占有42％

的土地，人口占34％的贫雇农只占13％的土地。土改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和

公田936．73公顷(14051亩)，征收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共96．13公顷

(1442亩)，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

高，自愿组织互助合作社，以换工、帮工的形式开展互助合作生产，到1955年2

月，郊区13个乡，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有2527户，占郊区农户总数5127

户的49．29％。接着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组织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4月，郊区区公所制定<农业

生产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工具公有化，

由社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社员无权阻挠，并不再分得土地报酬。随后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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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主要生产资料入社与收益分配政策的具体规定>，

对土地入社、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社员投资分派以及调整生产组织等问

题，做了修改补充和新的规定。到1955年9月，郊区初级社共有116个，人社

农户3355户，占农户总数的65．05％。同年底，柳州市郊区又开始将初级社转

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至1956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

达7462户，占总农户数的98．6％。高级社的土地为集体所有。1958年8月，

郊区26个高级社全部按乡转为6个人民公社。1961年共有9个公社，54个大

队，535个生产队，人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8％。公社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在

公社化运动中，郊区农村在改土、造林、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道路

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生产力

和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1970年至1976年，郊区各公社在开展农

业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1980年，西鹅乡

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4年，郊区1．74万户农户先后与乡(镇)

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公所)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总计承包

耕地10266．67公顷(15．4万亩)。

90年代初，全市土地总面积为530724．5l公顷，其中市区65038．8l公顷，

柳江县253915．54公顷，柳城县211770．15公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用地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1992年，柳

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颁布《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费及城市建

设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的规定(试行)》，规定了收费标准和计

费的办法。当年试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出让土地，阳和开发区、白

云小区等出让土地面积21万平方米，办理了7户特困企业土地转让工作，面

积近200公顷，收取新菜地、鱼塘开发建设基金195．29万元，耕地占用税45万

元。1993年共出让土地23宗(幅)，面积45．86万平方米，收取出让金296．5

万元。1994年出让土地58宗(幅)，面积59．28万平方米，收取出让金396万

元。土地级差费313．8万元。1995年出让土地72宗(幅)，面积128万平方米，

办理土地抵押登记38宗，涉及抵押土地面积78万平方米，抵押金额2．45亿

元。

民国时期，科学利用土地开始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国24年

(1935年)4月，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地质学者李连捷应邀到柳州县进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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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详细的土壤调查，写出<广西柳州县土壤概要>，编制出1：25万的土壤图。同

年7月至12月，广西土壤调查所所长蓝梦九等也组织力量，对柳州的土壤进

行调查，写出<广西柳州县土壤调查报告书>，编制l：lO万的土壤图，提出了土

壤改良的意见。民国35年春，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和柳州市政建设督办署邀请

市政专家邱致中到柳州，为柳州的城市建设进行规划，设计出<大柳州计划经

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该计划将柳州的用地分为14个区。总面积为

258．96平方公里。因时局的影响，这一规划未能实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

柳州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委)于1953年提出以原市区为主体，建设5个功能

区的设想。1956年底，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委会)主持进行第一次城

市总体规划工作，按照柳州是一个工业城市，又是中国西南交通枢纽的设想

来合理规划和分配城市用地。1964年进行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这次规划主

要是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问题，其中重点是给水、排水工程用地及城

市公共汽车扩大线路、街道路灯线路用地和城市绿化用地，同时也适当注意

解决住宅用地的问题，规划提出到60年代末，全市居住建筑面积达172．2万

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3平方米。1972年进行第三次规划，规划年限为1972

年至1980年。此次规划主要是确保重点工厂尤其是柳州钢铁厂用地，同时规

划在河西、河东、香兰、白露等地开辟新的蔬菜基地，并明确把柳太公路两边

的433．33公顷蔬菜地列为工业备用地。1974年对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作了修

订，其指导思想是工业发展“扩建不扩地”，在城市发展用地上，少占或不占农

田，充分利用城市的劣地、荒地，为市郊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980年进行

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规划期限近期为1980年至1985年，远期为1980年至

2000年，1987年进行解放以来的第五次城市总体规划。该规划的用地规模

为：近期(1990年)68平方公里，人均用地113．34平方米，远期(2000年)90．85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106．88平方米。针对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不少菜地和

部分农田被用于城市建设，影响了城市蔬菜供应的情况，规划提出对菜地的

征用、使用、管理和开发要坚持相对稳定，重点保护，积极新建的原则，按城市

常住人口，保证每人有3．5厘菜地，同时提出以综合开发的形式，加快旧城改

造的步伐。1994年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思路和

工作方法，力求妥善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基础年为1993年，过渡年为2000年，目标年为2005年，展望

年为2015年，市级规划范围包括市区、柳江县、柳城县，共5307．24平方公里o

1995年7月，柳州市市长办公会议和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柳州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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撅 述

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开始进行较正规的地籍管理工作，管理的重点是城

区土地。民国初年，马平县城以街坊为单位，测量其面积。民国23年(1934

年)，广西组织三等三角测量队j采用纵横线，以二对角线互通视之四边形方

法，对柳州的土地进行测量。民国26年，组成柳江县土地测量队，对城区户地

进行测量，至次年的6月结束。民国27年，为兴修水利，广西省政府组织力量

测量柳州凤山河，测定其灌溉面积。民国31年，利用土地测量的资料，绘制了

l：2500的柳州河南、河北区详图，面积20平方公里。民国34年，省地政局派

员组成柳江县地籍整理处，再次对柳江县土地进行测量，至民国37年结束，共

测45个地段，总计1215图幅，土地面积2905．87公顷，并完成应办的地积册及

图表。在土地测量的同时开展了土地登记工作。民国17年12月。广西省政

府制定<整理柳州市区土地章程>。民国27年12月，柳江县政府奉广西省政

府令办理城区5镇暨附城的广源、文笔、平川3乡土地登记，次年结束，整个登

记工作以业权的确定为重点。民国28年，县政府向省政府陈报土地状况。民

国34年，广西省政府公布各县土地陈报各类土地面积，柳江县共为22887．4

公顷。解放后，1950年5月，全市以解放前原图册为依据，办理土地登记。

1955年，市人委会发出<关于开展房地产总登记的布告>，要求各业主从即日

起向市人委会房地管理科申请登记，缴销1949年11『月以前的一切权状，确定

产权后换发新权证。1956年，市人委会制定<柳州市城市房产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私有房地产必须办理产权登记，确定房地产登记的种类为5类，每类

登记有不同的要求。1972年开展房地产普查和换发证工作。1986年市土地

管理局成立后，地籍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1987年，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国

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地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土地

登记、确权、发证工作。1988年4月，在全市4个城区范围内开展土地使用权

申报登记工作。1989年4月，在土地申报登记的基础上进行地籍的调查、确

认权属和颁发证书。到1995年12月，共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12389宗(本)，

面积3492．85万平方米。城中区、柳北区地籍调查和鱼峰区、柳南区地籍调查

分别获1993年度、1994年度广西土地调查优秀成果一等奖及国家土地管理局

颁发的土地调查优秀成果二等奖。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1991年初，柳州市

组织500人，开展“四低”(即低产田、低产园、低产林、低产水面)和“四荒”(荒

地、荒山、荒水、荒滩)的调查，于年底完成任务。与此同时，柳州市开展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工作，查清土地分布及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确定各行政区划境

界及权属关系，绘制土地利用现状图，编写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说明书以及有

关的资料、数据集，对郊区土地资源进行评价，并提出合理利用土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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