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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如皋土地志》是如皋第一部土地志。本志较翔实地记述

了如皋土地的形成、变迁、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全貌，不仅

具有资料收藏价值，而且具有实际利用价值。它的编纂出版，

为如皋地方志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

士更好地认识如皋，熟悉如皋，特别是了解如皋土地管理的历

史、现状和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皋建县1580多年以来，勤劳、智慧的如皋人民在这片

土地上辛勤开拓、耕耘、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这片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如皋儿女。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旧中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如皋人民，为了这片土地

的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

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了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建

立起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此后50年中，从土地的分散多头

管理，到集中统一管理；从无偿无限期使用，到有偿有限期使

用；从无法可依，到依法行政；从建设用地的分级限额审批，到

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从沉醉于“地大物博”，到集约用地意识日

渐深入人心⋯⋯我国的土地管理从制度到观念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 一 ．

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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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

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列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

策。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关乎民族的兴衰、子孙的

生存、国家的长治久安。借《如皋土地志》出版之际，呼吁全社

会有识之士都来关心、支持、参与如皋的土地管理事业，为建

设更加美丽富饶的家园，创造锦绣灿烂的明天而共同奋斗。

如皋市入民政府市长蓝绍敏

，， 7；；2000年l‘月’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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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J

● 7，’．‘～t‘

凡．-．例：．。

．一、<如皋土地志》收编了古今大量与如皋土地有密切关

系的各种信息资料，是一部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如皋“大土

地。面貌之专业志书o‘ ，i， ⋯
．～，二、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求真

存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客观、准确地记述有

关如皋土地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特色。特别反映在邓小平理论

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土地管理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三、继承志书的传统，横排纵写，纵横结合，横分门类不缺

项，纵写史实不断线，上限溯及事物之发端，下限迄于1994

年。

四、如皋境域历史上范围较广，几经变迁，当时管辖范围

内土地的有关情况、重大事件，收入本志，以反映历史全貌。

五、本志采用第三人称，以记、志、图、表、录的表述方法。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志为记叙体，不加

褒贬，寓评于述；相关文献用录，附于卷末以资参考；显示形象

用图(含照片)，列记数字用表，随文设置；概述冠于全书之首，

述论结合，统揽全书o

六、本志以章、节、目之层次编排，除概述、文献辑录、大事

记、编后外，分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调查与登记、地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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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税费、地价与土地市场、土地利用及其规划、建设用地管

理、土地开发复垦整治、土地法制建设、土地科技成果、土地管

理机构队伍与基础建设等ll章，下设节、目。章节内容取决

于事实的繁简、资料的丰寡，篇幅长短不等。

七、本志行文，除引文外，一律使用书面语体文，力求简

洁、严谨。所用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计量单位以当时

单位计量，不再换算；年代依当时历史记年，注以公元纪年；日

期，农历以汉字写，公历以阿拉伯数字写；地名、人名，官职、机

构，悉用当时称谓。 ，

： ’’

。‘／k,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如皋市档案馆、市志办公室、市

土地管理局档案室之文件、报刊、文献，以及查询采访所得资

料，经考证核实i去伪存真．除少数必要者外，一般未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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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如皋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江海平原，位于江苏省东部，南濒

长江，北接海安县，东邻如东县，西连泰兴市，东南与通州市、

西南与靖江市交界。如皋自东晋义熙七年(411年)置县，距

今已有1580多年历史。原如皋负海枕江，幅员广阔o 1940

年析为如皋、如西二县o 1945年9月，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原

设在如皋东乡的如皋县更名如东县)o 1991年，如皋撤县建

市o 1994年，全市辖9区、13镇、40乡、10个国营场圃、892

个村，总面积1552．04平方公里(不含长江水面)，总人口

1446749人o

，如皋土地古老而年轻。北部为扬泰岗地，距今有近6000

年历史，南部则为出水仅百年左右的长江沙洲。内地成陆毕

于唐天佑年间o“老岸”外之滩地，沧桑变迁，史载历经三次。

如皋位于扬子准地台的下扬子台褶皱带上，地层无基岩

出露，全为松散层所覆盖，均是平原。如皋地处江淮之间，河

流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因成陆时间先后，成土母质不

同，水文条件之差异，土壤类型复杂，土质差，属少氮、低磷、缺

钾、严重缺锌之低肥土n高沙土地区往日引灌不上，容蓄不

住，排泄不畅，易旱易涝，经多年平沙治水，已大有改善。全县

位于中纬度地带，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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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皋土地志

和，雨量充沛，日光充足。

如皋土地夏时属扬州之域，周时为海阳之地，春秋先属

吴、后属越，战国属楚，秦统一后，海阳地划归九江郡，汉置海

陵县。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如皋置县，一直隶属于海陵

(泰州)o清雍正二年(1724年)，转隶于通州。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曾复属于泰州，1950年再划归南通至今o

地域划分随行政设置，明代以前分乡设里，清初置都图．

后为乡都里。民国初年划分18个市j乡，1929年(民国十八

年)改为18区，区下设乡(镇)，乡下设闻邻o 1934年(民国二

十三年)划区乡设保甲o 1942年民主政权实行新乡制，废保

甲，划村组。战争年代区划多变，1956年方稳定o 1958年后

人民公社时期设公社、大队，1983年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仍行

乡(镇)、村制j ·

7。

如皋土地，长期为封建主义私有制，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

地，以地租剥削农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然而封建主义

土地制度未变，土地反而日益向地主集中。如皋人民为改变

这种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o 1928年在中共如皋县委领导

下，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触动了封

建土地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变“土地革命”为“二五减租”o

经1946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47年的土改复查，1950～

1951年的新区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获得

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经过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到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组建

人民公社，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变为农民集体所有，连同国有

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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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主义私有制下，土地之使用，除自耕农外，为地主

占有农民租种。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自有自耕。

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计工分配”的

模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体制改革，土地的所有权与

使用权由统一到分离，实行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大

包干)o国有土地的使用也在体制改革中从原来的“行政配

给”，经过行政划拨、有偿使用，到九十年代把土地使用权作为

商品推向市场，从“无偿、无限期、无流动”逐步转为“有偿、有

限期、有流动”使用，社会主义土地市场开始建立o

，土地赋税是历代官府的主要财源。如皋在明代有夏税、

秋粮、桑绢、马草，万历年间改征银两，清袭明制。民国时期

“改两为元”，除正税外，附税名目繁多o 1937年(民国二十六

年)按“值百税一”实行地价税o 1940年后，抗日民主政府的

“粮赋”及建国后的农业税。也是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历任

县衙对土地赋税都很重视，设立机构，委派人员，因赋而管地。

明代有司粮主簿、税课大使，清代聘幕友设钱粮柜，委局书、漕

总，承办造册、推收、散单、催科。民国初年县民政公署由主计

课主管田赋、地籍，此后所设的测绘局、清丈局、清赋委员会、

土地局、地政局、地政科等管地机构，先后进行的清丈、测绘、

调查、统计、清厘、整籍、申报、登记、颁发产权证等，无不为管

赋而管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i土地管理先后由民政科、

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民政局、计划委员会、农业局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负责。

历代官府曾为赋税而进行过土地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也曾“查田定产”、“土地普丈竹，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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