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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主_权
1994年10月31日，在《万宁县志》首发式上。我做了一个发

言．我的发言稿被《海南史志》1994年第4期予以全文刊登。我在

发言中，要求我县各部门i各乡镇以及各大型企业(如国营农场)，

抽出一定力量，搞好本部门专业志，乡镇志和企业志。我县风景优

美，文物古迹多，历史悠久：英雄人物辈出，也可组织力量编写一些

风物志和人物志，不断拓宽我县志业领域，推动志业发展．时隔一

年。又有两部志书脱稿了，实在令人高兴。

这两部志书，一都是《万州乡情人物》，因《万州乡情人物》的

。人物篇”有已故人物，也有健在人物，犯了“生不入志”的忌讳，所

以没有标明是志．但它在篇目、内容体例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和

志书都没有多少差异，它实际是一部人物志．另一都就是《万宁土

地志》，这部30多万字的《土地志》，从土地概况，土地权属、土地经

营、土地赋税、土地规划、土地管理6个方面(6章)，详细记述我县

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都集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专

业志，它在我县已经出版的专业志中(我县已经出版的专业志有

《教育志》、《卫生志》、《财政志》、《水利志》)，是佼佼者，相信它在全

省直至全国志林中，也会有一席之地。 ．

·
·

‘土地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包括生产经营活动)的载体．就物

质生产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它在农业中起着生产对象的

作用，在工业、交通业、建筑业、采矿业、商业、服务业中，起着承载．

作用．．没有土地．一切无从谈起．几千年来，农民都把土地当成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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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尽管他

们长年累月当牛做马，也摆脱不了挨饿的厄运，灾荒年月，他们饿

死街头，抛尸荒野．屡见不鲜。“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马克思对这句名言十分赞赏，因为它把土地的重要性描画得

十分准确而且十分形象，健人过目难忘：’。

土地．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谁不是土生土长，从小就在

地里爬!但是对于土地的物质属性以及它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

用，就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得十分清楚的。．．
·

一．

·．，二：土地．作为一种大自然赋予的资源，它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

在地球之外再造一分土地i地球上的土地，也没有再生的能力。±

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商品经济即市场

经济，必然发生矛盾，市场经济越发展，用地需求越大，矛盾越加尖

锐。其次，土地具有空间位置不可移动和使用的排他性。由于它的

位置不可移动，所以历来被认为是一项最大的不动产。它在使用方

面的排他性，决定于具体的某一块土地，用于农业就不能用于其他

各业，反之亦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

细，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各个产业、行业和企业．都要使用土

地，这也就在客观上存在着如何在各个领域分配土地的问题．土地

资源的另一个特性是可以永续和J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土地，绝大

部分是经过我们祖先世世代代开发、改良过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

将在我们开发、改良过的土地上继续使用。土地有这个特性，所以

我们在开发利用土地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

子孙后代的利益。土地可以永续利用-，是就土地的总体用途而言，

具体到每一项用途，则是土地一旦遭到破坏，往往长期甚至永久不

能恢复。土地使用不当而遭到破坏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县多次处理

违章建房，拆除砖瓦窑。处理钛厂、钛地，都和土地使用不当有关；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土地是对经济实行客观调控

的重要手段．’其调控作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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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土地利用规划，通过控制土地利用结构来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

发展布局；例如，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鼓励发展的产业或部

门有计划地多供应土地，对于限制发展的产业或部门少供应或不

供应土地，就可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

要把土地作为国民经济客观调控的手段，其主要作法。就是高度重

视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定，并把它上升到法的高度，予以保证实施。

二是加强对地租地价的管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近年来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继续培育市场主体的同

时，完善客观调控措施，规范市场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

改革土地使甩制度来明确地租关系，促使企业平等竞争和产业的

协调发展。拿城市土地来说，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和国民经济的

管理者．可以按照城市规划的不同地段，收取不同的地租，把因土

地位置和用途引起的超额利润收集起来，用于城乡建设和经济发

展，这不仅能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同时也能起到促使企

业平等竞争和引导投资合理分布的作用，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使经

济协调发展的目的。为了使土地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国家必须对

土地实行统一管理．这种统一管理，首先要有统一的法规，把土地

管理真正纳入法治轨道，其次就是要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土地

管理要做到科学、准确，必须做好大量基础性工作，如土地资源详’

查、地籍调查、确权登记、地产市场的分析与预测、地价评估与基准

地价的制定、土地统计：土地监察等等。作为《万宁土地志》的最早

读者，我高兴地告诉各位，我以上讲到的各项，《万宁土地志》都有

比较充分的记述，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土地

规划，IC-t-地志》记述更加充分．诚然．(C-t-．地志》中的土地规划有些

还是不尽科学，合理的，因为这些规划，除了部分经过科学的严格

论证，并经上级政府批准，具有法律性质外，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具 ．

备这些条件，就整体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还要制订更

加科学、合理，并且具有预见性和超前性的土地规划，为子孙后代

3



造福。还有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导致

用地需求不断扩大，使得如何分配和使用土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形势下．要管好用好土地，必须不断完善土地法规，加强土

地监察和房地产管理。这些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都要

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认真加以解决。

《万宁土地志》在土地的使用管理等方面为政府领导决策提供

了重要依据，特在此对志书的编纂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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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悉坚持“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万宁县解放以后，

尤其是万宁县国土局成立以后的土地状况。编写时限，上不封顶，

下迄1994年。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编写，除概述、大

事记、附录外，设6章25节95日，目下还有子目、次子目等，目

以中文一、二、三⋯⋯加黑体字排列，子目以中文一、二，三⋯⋯

加括号排列，次子目以阿拉伯数字1、2、3⋯⋯排列，再次子目以

阿拉伯数字1、2、3⋯⋯加括号排列等等，全书共约30万字。

三、本志纪年，公元t911年前采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年号

。公元”和“年”字略，1912年以后，用公元纪年。民国年号以公

元1912年为元年推算．民国年号也括注公元年号。

四、解放前后，指1950年4月27日前后I“文革时期_，指

1966"-．"1976年。

五

谓记述

其姓名

／、

地名、政区名、机构名称等，一般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

有必要注明今名的，则做适当注明。人物称谓，一律书

度量衡及货币单位，一般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人民币采

用1955年3月发行的新币计算单位。

七、数字用法，凡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使用得体的都使

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作为词素、词组或有修辞色彩的用汉字，引

用资料为保持资料原貌，也使用汉字，记月份日子。是阳历的．用

阿拉伯数字，农历用汉字。

八、本志引用的资料，均有原始材料备查，文中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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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县位于海南省东南部，东经110。00”～110。34”，北纬18。

35’～19。06’之间。东临南海，西接琼中县．南和陵水县相邻，北和琼

海市交界。全县总面积1947．87平方公里，折合2921812．3亩。其

中耕地465308．1亩，园地764364亩，林地1107009亩，居民及工

矿用地162604亩，交通用地18906．8亩，水域236060．5亩，未利

用土地167469．9亩(这是1993年土地详查的数据，这个数据和

《万宁县志》所载的数据有出入，详细情况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有交

代)． ．

。万宁县于唐贞观五年(631)立县，初时叫万安县，唐高宗龙朔

二年(662)改为万安州：领万安、陵水、富云、博辽四县(富云、博辽

两县，里至世代未详)，天宝元年(742)改为万安郡，至德初(756)改

为万全郡，乾元元年(786)复名万安郡，五代十国(907--一960)时又

复名万安州，管治万安、陵水两县。北宋熙宁七年(1074)废万安州

为万安军，大观年间(1107---1110)复为万安州。南宋高宗绍兴七年

(1137)，改万安州为万宁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万宁县名称．绍兴

十三年(1143)，又复万安军。元代仍为万安军．明洪武三年

(1370)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万州，清光绪三十一(1905)

改为万县．民国3年(1914)改为万宁县。解放后，仍为万宁县(其

间于1958年底至1959年底有一年时间并入琼海县，万宁境域没

有县级政区设置)。 ．

‘

一万宁县自立县以来，县名经过多次更改；县域范围也有变化：

一明正统五年(1440)以前，万州版图很大，陆界包括陵水县，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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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西沙、南沙诸岛。清代以后，版图比较稳定。清道光八年

。(1828)版的《万州志》对州域范围是这样记载的。 ·

万州里至t

东至临涛一都海岸二十五里(临涛一都即现在的港北镇英文

联丰一带)I ． ．．

南至牛标岭海岸二十五里(即现在东澳镇的神州半岛)I

西至鹧鸪啼峒一百八十里(鹧鸪啼峒从当时的疆域图中看，位

于现在的南桥乡西北方向)，

北至金牛岭九十五里(金牛岭位于现在的龙滚河头管区以

北)；

东北至连岐岭七十里(连岐蛉就是现在龙滚镇东部的山钦
· 岭)，

东南至乌鱼场海岸三十里(即现在北坡镇的乌场和东澳的新

群一带)，

西北至纵横峒一百六十里，接乐会县(现琼海市)界(这个位置

应是现在的三更罗乡加朝管区以北，也即万泉河南岸)，

西南至南万岭一百里接陵水县界(南万岭从当时的疆域图中

． 看应是现在位于新梅乡茄新管区西南部的大牛岭)，
。

东西广二百零五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环疆五百五十五里。

现在的万宁县域，海岸线长109公里，陆地线长149．5公里，

环疆线长258．5公里，折合517市里，比万州境域环疆线短38市

里。当年的万州境域，包括现属琼海市的东海管区，1959年万宁从

琼海县分出时，万宁县龙滚镇治坡管区东北的东坡、坡门、南港等

．村庄划归琼海，即现在的琼海市东海管区，万宁县域的海岸线和陆

地线都相对缩短。以上资料说明，万州境域范围与现在的万宁县境
·’ -域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 、

‘

万宁土地，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封建年代，官逼民反，农民揭竿

攻城，史有记载。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在万宁县这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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