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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一)

宾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南，东经108。3Z一109015’，北纬220547

。23037’，处在北回归线南缘。东邻贵港市，南偏东与横县接壤，西南部与邕

宁县交界，西部与武鸣县相连，西北部联接上林县，东北部与来宾县毗邻。东

西横距75．2公里，南北纵距60．6公里。县城芦圩，距离南宁市67．5公里o
： 宾阳县创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初名领方县，唐改置宾州，

民国元年(1912年)称宾阳县。1998年，全县共辖17个镇、6个乡、19个居

民委员会、208个村民委员会、6380个村民小组。

宾阳县境东、南、西三面边缘土山连亘，北及东北面边缘石山崛起，中为

一大片冲积平原。境内土壤成土母质以沙页岩成土为多，红土母质成土次之；

土壤类属以赤红壤、水稻土为主。境内河流5公里以上的有37条。全县河道

总长688．45公里，总流域面积2304．08平方公里，正常流量44．03立方米／秒，

枯水流量19．50立方米／秒。大小山脉及一些平原，蕴藏着钨、钼、铜、铅、

锑、煤、黄金、白砒、硫铁、瓷土及石灰石等矿，可供开发。县境受海洋暖湿

气流调节，高温多雨，夏长冬短。年平均温度20．8℃，日照1566．6小时，雨

量1589．2毫米，蒸发量1569毫米，相对温度81％，霜日5天，为南亚热带气

候区，‘并寓有中亚热带气候特征，便于多种经营。
’

宾阳县土地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尤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少。据

记载，民国32年(1943年)，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183．25平方公里，折合

3274875亩。解放后，全县沿用土地总面积3468800亩，折合2312．53平方公

里。1993年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全县土地总面积348鲫．6亩，折合
2324．41平方公里。全县耕地面积，据记载民国24年为381902亩；1949年为

847924亩，人均占有2．26亩；1955年，耕地面积增至994609亩，为宾阳县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宾阳县土地志·

史上最高记录。尔后全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1961年，全县耕地面积849323

亩，人均占有1．98亩，首次跌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足2亩关口。1990年，

全县耕地面积834664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0．98亩，首次跌破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不足1亩关口。

(二)

’

√

解放前，宾阳县的土地制度在封建社会时期其所有制为封建土地所有制。

清代以前，土地占有形式主要有官田、民田、屯田、学田等多种。民国时期，

全县土地划分为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两种。

。 据明朝郭栗《宾州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宾州本州官民田地

塘面积18．69万亩；万历十年(1582年)，宾州本州官民田地塘面积21．64万

亩。嘉靖《广西通志》载：宾州本州守御千户所屯地390亩，屯田子粒30石。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宾州共有耕兵1103名，屯田1．66万亩。清代，宾

州屯田具有一定规模。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屯田面积2432亩，雍正十一

年(1733年)，屯田面积2038亩。清代宾州亦有学田，其中雍正十一年宾州共

有学田面积291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宾州共有书院田面积130亩、

268丘。 。

封建社会时期，宾阳县的私有土地(清代以前主要是民田)大大多于国有

土地(清代以前主要是官田、屯田)。而私有土地大量为地主阶级所有。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宾阳县的农业

出现了资本主义成分，但地主阶级仍掌握着大量土地。据1950年中共宾阳县

委对308个行政村(全县383个行政村)进行调查，这308个村共有52835户，

260014人，453218亩耕地(群众自报，未经丈量)。其中地主1655户，10399

人，占总户数、。总人数的3．13％和4％；耕地51979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1．47％，人均5亩；学田、庙田、祠堂田(蒸尝田)、公会田46389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10．24％(大部分为地主掌握)。富农1102户，6770人，占总户数、

总人数的2．09％和2．6％；耕地面积27571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08％；人均

4．cr7亩。

‘1950年至1952年，宾阳县开展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

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真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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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之后

通过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个人占有的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

有。同期，宾阳县通过接收旧国民政府掌握的公地，及没收和征收封建地主和

旧式富农所有的土地，同时针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分阶段、分别采取接

管或没收、赎买及法律规定等方式，实现了集体土地以外的城乡土地国有化，

从而使全县土地实现了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解放前，宾阳县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租佃制、自耕制和雇佣制等，以租

佃制和自耕制为主。解放后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互助合作制、集体经营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行政划拨制、有偿使用制等。
‘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今宾阳县所在的宾州共有户口7620户，其中客

户(相当于佃农)3008户，占总户数的39．48％。据民国22年(1933年)千

家驹等人对新村、帽子村、新鼎、琴塘、姚村等5个村的调查，5村共计有户

496户，其中兼白耕农的地主21户，占4．2％；纯自耕农167户，占33．7％；

自耕农兼佃农203户，占40．9％，纯佃农89户，占17．9％；雇农16户，占

3．2％o

解放后，宾阳县的农村土地曾实行个体农民自主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及集

体经营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依据农村干部、群众的意愿，逐步实行

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的比例落实到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土地的经营者是个体农

民，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经

营，自主种植，多劳多得，彻底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现象，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解放后至9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宾阳县的国家建设用地均实行行

政划拨的使用制度。土地使用者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

需向国家支付税费，通过行政划拨取得的土地，在用地者之间则不能再行转

让、出租、抵押。这种使用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

和发展，及时地配置土地资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这种忽视经济规律、排斥市场机制的使用制度已日益显得不适

应经济的发展需要，弊端日见显露：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土

地资源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下。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土

地使用制度，1991年起，宾阳县全面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并于是年办理

有偿划拨用地手续278宗，面积34．32亩，收取有偿划拨费27．45万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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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县土地志·

1991年至1998年，全县共出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7宗，面积209．90亩，收

取出让金105．9万元；有偿划拨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533宗，面积3007．14亩，

收取有偿划拨费346．80万元，为当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前，封建国家要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田赋。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宾州本州共夏税米12．88石，秋粮米10392．34石，合计10405．22石，户

均交米6．03石，亩均交米0．06石。清代前期沿明制，末几实行“摊丁入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宾州本州共地银96万两，丁银1354两；地粮1018

万石，本色米7618石。民国元年(1912年)田赋列为国税，征粮价目沿前清。

2年改两为元。4年清赋定率，田地每收获谷物50公斤，科征毫银o．5元，以

上年征收银米合并加5成计算。5年全县正赋共6．64万元。18年以毫银缴纳

的水色加2。21年水色加3。36年田赋归中央管，并改征实物，附征购平粮l

倍。

解放后，废除田赋征收，改征农业税。1951年，全县计税产量1．215亿公

斤，公粮入库1765．5万公斤，公粮入库占粮食产量的24．4％，人均负担51．3

公斤，亩均负担29．8公斤o 1961年对农业税进行大调整，公粮任务为1085万

公斤，比1960年减少37％，当年入库1035．5万公斤，公粮入库占粮食产量的

9．7％，人均负担27．3公斤，亩均负担18．7公斤。这次调整后至1998年，公

粮任务大体稳定在这一水平。除农业税外，80年代起，宾阳县还按规定征收

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土地管理费等税费，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不

断加强对土地和土地资产的管理。

(三)

清代以前宾阳县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基本上没有开展过专项的土地

管理工作。民国30年(1941年)，设置田赋管理处，负责土地陈报及田赋征收

等事务。民国32年9月，增设地政科，负责办理全县地籍整理及其它地政工

作。

解放后至1986年，宾阳县亦没有设置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土地管理工

作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管理。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经济

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建设兴起，个人建房大幅度增多。由

于管理工作跟不上，出现了乱占滥用土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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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2日，宾阳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精神，成立了土地管理局，规定统一管理行政区域内城乡地政工

作，从而结束了多头i分散管理的旧体制，将土地资源纳入了依法、统一管理

的轨道。从1986年至1998年的10多年里，宾阳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经历了艰

难的开创阶段和土地使用制度深化改革阶段，做了大量的工作。

健全机构，配备队伍。县土地管理局先后设置了秘书股(办公室)、地籍

股、土地规划利用股、土地监察股、计财股等职能机构，及县土地管理局测绘

技术服务站、地产开发公司、地价评估事务所等3个直属二层机构。与此同

时，全县23个乡镇均成立了土地管理所o，至1998年底止，全县土地管理系统

共配备干部职工315人，其中县土地管理局76人，乡镇土地管理所239人，

平均每个土地管理所配置人员超过10人o

切实做好宣传工作，强化土地监督检查。历年来，县土地管理局都把土地

宣传工作列为年度的一件大事来抓，通过举办学习班，召开报告会、座谈会、

专题讨论会等形式，及运用广播、电视、宣传车、墙报、标语等在干部群众中

开展广泛宣传活动，使土地国情、国策和法规家喻户晓，一陪土意识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强化土地监察工作。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的土地监察机构，配

置专门的土地监察执法人员，并建立了县、乡镇、村、村民小组4级土地监察

网络，对全县建设用地实行层层监督管理，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那里发现

违法占地苗头，就立即制止，把违法行为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此基础上，1994

年起，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创建“三无”(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

法用地)乡镇活动。是年，全县共有11个乡镇达标；1998年有14个乡镇达

标。

’开展土地详查，摸清土地家底。长期以来宾阳县存在着土地家底不清，土

地数据不准的问题。为此，从1989年至1993年，按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简

称土地详查)技术规程，．开展了全县土地详查工作。通过土地详查，弄清了全

县各地类的分布、利用等情况，为领导决策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深化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合理改变粮食生产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和乡镇企业生

产，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对促进全县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面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1988年起，宾阳县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至1996年9月，全县共完成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书

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书126854宗，占应发证宗数的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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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县土地志·

科学编制宾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规划于1994年9月着手开始编制，

1996年12月基本完成。1998年10月重新进行调整修订，1999年11月，修订

工作结束，并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验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对

合理利用全县土地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积极推行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1987年起，宾阳县土地管理部门认真

编制建设用地计划，建立和实行年度用地计划管理制度，严格各类建设用地的

宏观控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到“三到场”、“十批”、“十不批”的审批程

序和制度，全面实行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的全程管理，实现了既不影

响国家建设的需要，又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 。、

切实保护耕地。历年来，县土地管理部门坚持实行“节流”“开源”的战

略方针，严格审批建设用地，切实保护耕地。1990年至1995年，在全县范围

内推行年末总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非农业建设用地(占耕地部分)、开垦耕

地面积等“四项”目标责任制。1994年至1995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划定基

本农田保护区工作，全县共计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23个、208片、1409块，

面积714852亩，保护率达90．85％。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为全县农村经济

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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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 记

史 前

在5亿年前后，今宾阳县境经受着陆地——海洋——陆地——海洋——陆

地的反复。至中三迭世(距今205。195百万年)早期，印支地壳发生强烈运

动，广西地壳全面上升，结束海相沉积的岁月。晚三迭世中后期，广西地壳继

续隆起，宾阳县形成今天东南西3面边缘土山绵亘，北及东北面边缘石山崛

起，中为不闭合的“旷荡之区”。

旧石器时代

1986年4月23日，宾阳县文物管理所于镇龙山西北，今和吉镇伶俐林南、

帽子林北的排塘浪，发现亚洲象化石，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发现的亚洲象化石一

样。表明l万年前宾阳这块古土已有动物生长。

新石器时代

宾阳县文物管理所于县西南新桥、太守发现的石斧、石铲，表明在4000

年前，骆越或西瓯部族已在今宾阳县境内定居开发耕种。

西 周

宾阳县文物管理所在县城东南，今武陵镇木荣村出土的兽耳铜尊和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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