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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为了正确、系统的．记述我市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和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根据市府要求‘，我们组织收

集、整理、编写了《嘉兴市土地志》 ≯

’一、本志取材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善详近略远，

系统记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上限适当追

溯，下限延伸至1 989年底。

二、本志以市境现行区域(’城区、郊区、嘉善县、平湖县、海盐

县、桐乡县、海宁市)为记载的地域范围。 ‘·

三、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书及地方志；近现代内

容主要录自档案材料和经整理、校核的史实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

不注明出处。所载解放后的各种统计数字，力求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

准；各类土地面积，以土地资源利用状况概查资料的数据为准。

四、历史纪年，解放以前一般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用阿拉

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

五、本志以志为主，辅以图表。从实际出发，分概况、地形地

貌、土地制度、土地资源、土地管理五章、横排竖写。

本志由王之愈同志主笔、赵金观、徐骏发同志审稿。由于编志时

间仓促，故本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志办公室、农经委、农林局等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嘉兴市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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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童 概 况

嘉兴历史悠久，早在距今七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以后陆续

经历了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诸社会发展阶段，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

明c『但当时处于原始社会尚无行政建置，亦无区域名称流传后世。春

秋时期吴、越在此争战，携李地这是嘉兴古地名最早的记载。至秦代

始置由拳、海盐两县于此，属会稽郡，公元十世纪中叶五代时始

建为秀州领嘉兴、诲盐、华亭、崇德四县。宋以后为嘉兴府，至清不

变，辖区有：府城、嘉兴、秀水、嘉善、平湖、海盐、石门、桐乡一

府七县。民国元年废嘉兴府，属钱：痦道，民国l 6年废道制，实行省县

二级制，旧属诸县俱属于省。民N24年设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

置嘉兴，海宁划归嘉兴，后又多次重划专区，至1949年5月嘉兴解

放，设有嘉兴专区，专署先置嘉兴后迁湖州，辖湖州、嘉兴等十县，

现在嘉兴市是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撤地建市(撤销嘉兴地区、分建嘉兴

湖州两市)建制的．为省辖市，下属辖：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四县

和海宁市(一九八七年撤县改建县级市)以及城区、郊区两个区，有

总人口3 10，．93万人(一九八八年统计资料)，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7 91人。

本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杭嘉湖平原，是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

放城市之一。东南部濒临钱塘江口，海岸线长l 22公里，隔杭州湾与

余姚相望，东北部与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毗邻，西部和北部与著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苏州以及湖州市相接壤(见行政区划图)、

地理坐标界于东径1 20。1 7
7

2 7r”一l 2 1。1 5
7

54”； 北纬： 3 o。

1 9
7

3 9”一3 l。01
7

5 7，”之间。东西长94 KM，南北宽79 KM，幅员

582 8．58平方公里，全市拥有陆域3 932．1 l 00平方公里，折589．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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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陆域中耕地面积3 74．01万亩，(一九八九年土地管理局统计资

料)；全市拥有水域(不包括钱塘江水域和沿海滩涂)6 4．1 4万亩；

钱塘江水域面积为3 59．53 67平方公里，沿江滩涂8．7．8002平方公里i

海域l 53 77．69 I 3平方公里，海域中潮间带滩涂为1 8．59 56平方公里．

由于大自然和人类的双重改造作用，致使境内河道纵横，阡陌绵延，

土壤肥沃，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素有“丝绸之府”、 “鱼米之乡”的

美誉，据唐李翰记述“嘉禾穰、江淮为之康，嘉禾歉，江淮为之

俭”。可见这里历史上就是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

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而肥沃的土地资源和悠久的农耕历史

的嘉兴市，而在解放前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下，劳动生产力受到了极

大的限制，所以土地资源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大片土地荒

废。

解放后，中国共严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和互助合作运动，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自一九四九年嘉兴

解放开始，各县、市政府机关和驻嘉部队的干部战士，充分发动广大

人民群众，开展了垦荒运动，变荒滩野地为良田，同时为了国民经济

的持续稳定发展，造福子孙，四十年中，我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资金，用于围涂工程建设；巩固保护了涂地内侧原有的海塘堤

岸，增加了农业和工程建设用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解决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极

大的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合理用地、科学种田、科学管理、使每亩土

地的使用价值得到了明显的增值，产率成倍增长，粮食亩产由I 94 9年

的I 8 l K g／亩，上升到1 984年的892．5 K g／亩， 桑园产茧量由

1949年的6．6 K g／亩，上升到l 984年的62．3 5 K g／亩，其它作物产

量也成倍增长；河、荡、滩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I 985年水产品产量

达2 64 2 0吨，比1 94 9年的4980吨增长了四点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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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市在土地资源利用上；进行了大面积开垦荒地，建立国

营农场；开展以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扩大复

种面积；围涂固田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解放以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所以存在不少问题主要

有：

(1)土地面积数据不准，我市五个县(市)和二个区只有桐乡

县进行了土地资源详查，其余各县(市)区均只进行了概查，还需要

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较精确的搞清我市土地资源的数量

、质量及利用状况。

(2)权属不清，地界不明，我市现阶段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地界上没有设立永久性标

志!经常发生权属纠纷。

(3)水土资源污染日趋严重，亟待防范治理。近年来，由于城

市和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直接排污问题十分突出，致使水体、土壤

和农作物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据一九八四年统计，废水排放总量

1 3 6 1 7．22万吨；排放废气总量1 07．8亿标立米，工业粉尘4．66万吨，

工业废渣3 8．58万吨，全市严重污染的水面占1 5．55’％，自二九八二

年以来，蚕桑连年遭受氟化物污染，一九八六年有1 63 85 1张春蚕中

毒，损失春茧达3万多担。

(4)土地浪费现象严重。一方面由于在较长时期内土地法制和

管理机构不健全，用地审批手续不严，另一方面，乡村砖瓦窑厂盲

目兴建，破坏了大批土地资源。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耕地的不断减少，人均耕地占有量急骤下

降，我市从1 949年的人均耕地占有2．24亩／人，下降到1 989年的1．08

亩／人，而且可开垦的后备土地资源贫乏，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占用耕

地，将给我市的人民吃饭和经济建设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 “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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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鱼米之乡"将成为历史陈迹。

“民以食为天”、 “食以土为本”。人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制定了一

系列的方针政策，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作为戬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土地是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

为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家颁布

了《土地管理法》，并于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正式实施，第一次用法

律形式保护了土地资源，从此土地管理工作有了第一部法规。为了更

好地贯彻实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于l 987年元月二十九日颁布了

《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力、法》。 《土地管理法》的贯彻实施，对加强

我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嘉兴市及所辖各

县(市、区)积极组织力量，广泛深入地宣传《土地管理法》，努力

做到家喻户晓，并相继成立了市、县土地管理局，使我市的土地管理

由多头分散管理逐步转向集中统一管理；由过去以行政管理为主转向

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城乡土地的新体制，使以往土地管理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控制或解决。

土地是人类生活、生产等一切活动的场所，是人类所需一切生产

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是房屋、．道路、桥梁等一切建筑物的基地，

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

源泉”。我们只要按照自然经济规律，对土地进行周密规划，正确利

用，必将使嘉兴有限的土地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继续

保持我市为浙江：省商品粮、油、‘茧、淡水鱼等主产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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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形地貌

我市位于长江下游，太湖之南，杭州湾北岸，是我省浙北平原的

一部分。由杭嘉湖水网平原和杭州湾冲积平原两部分组成。地质构造

属杨子古陆的组成部分，以杭州’凹陷构造单元为主。杭州凹陷属复向

斜性质；三迭纪以前处于长期下沉状态。中生代燕山运动使杭州附近

形成了一系列的背斜和向斜山地。在褶皱的同时，有火山活动，流纹

岩和凝灰岩的喷出，它决定了长江山地地质的基本轮廊，使本区处于沉

降下陷，形成北东倾伏的中生代断陷盆地，创造了接受第四纪沉积物

质的地质基础，新构造运动以来，一直表现为下沉运动，沿海山体则7

沦为残丘，形成侵蚀剥蚀丘陵地貌。广大平原地区为第四纪疏松沉积

物所覆盖，覆盖物厚度由西南向东北递增，如海宁长安镇89米，嘉兴，

1t 90米，嘉善西塘25 0米。第四纪以来，浙北平原曾经历过四次比较

明显的海浸。第一次约在距今十一万至十二万年；第二次距今三

点五万至四万年；第三次距今一点二万至八千年，即发生于全新

世早期，这次规模最大，此时整个浙北沿海平原沦为海域，海水直泊

山麓，随后海面下降，使杭嘉湖平原先后露出水面，形成古老土壤层。

到了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至7000年)，海面回升，发生第四次海

浸，浙北沿海平原的一部分再次被海浸没。'-3时长江出海口在镇江扬

州一带，长江、钱塘江都以本流域的来沙，在其河口发育沙嘴，由于

长江来沙丰富，所以长江沙嘴伸展非常迅速，它的南沙嘴受强风的影

响，向东南反曲，形成反曲沙咀，前缘与王盘山相联，'-3时的海岸线经

江苏常熟、福山、太仓、上海漕泾一线入海至王盘山折而西至澉浦。

它与钱塘江北岸沙咀相连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以太湖为中心的浅水

海湾，逐渐封Ira,，仅以几条通道与海洋相通，成为现j】《E太湖前身{!{}．=／泻

湖。在此次海浸期间，杭州湾北岸的中部未受海浸。从地层上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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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硖石、桐乡的钻孔中，都未见到明显的海相层，陆相却很显著，

从大量古遗址发掘与考证，．亦发现杭州湾南北两岸成陆的过程不同，

南岸平原在7000多年前是浅海和泻湖；而北岸平原区的孛部在7000年

前是陆地。如桐乡县石门罗家角遗址，经测定为7040±1 50年，是建

立在陆相沉积上，而南岸的河姆渡遗址测定为69 60±l 3 o年，却建

在滨海泻湖相地层上，其中同一时期，同一海面高度下，出现此种差

别；证明桐乡罗家角一带地势较高，未受海浸，因此，北岸平原中部

成陆较早，北部平原是由中部向四周发展。当时北岸的西部和北离：是

内陆巨浸，为一大片湖泊区。据记载，以东江、吴．松江、娄江(简

称“三江”)，作为潮汐对于太湖的通道，它们曾把长江南岸沙咀割

裂成不相连续的段落，后来“三江”水道淤塞或束狭以后，太湖才不

受潮汐影响，逐渐演变为淡水湖泊。在北岸的南侧由于长江、钱塘江

古沙咀形成漏斗状河口，拦门．沙坎发育，奠定了杭州湾喇叭口状，钱

塘江涌潮开始出现(距今约6000年)。此后，由于钱塘江涌潮使泥沙

逐渐加积两岸。而以南沙嘴伸展尤为迅速，致使北岸水动力作用随之

加强，从而加剧了对杭州湾北岸的侵蚀，出现“南涨北坍”， 使北

岸线长期来处于侵蚀状态，据历史记载，距今2000年前，岸线在嘉定

一一马桥～～漕泾一一金山一一王盘山一一崇德一一桐乡一线。宋绍

定《澉浦志》载： “传沿海有三十六条沙岸，九涂十八滩，至王盘山

上岸⋯⋯后海变洗荡，沙岸仅存其一，王盘山邈在海中，桥柱尤存⋯

⋯井砖上字，则知东晋屯兵处”。可见二千年前王盘山还与大陆相

连。至秦，据历史记载：秦时海盐县曾设在王盘山外侧的柘林城，

后因岸线不断后退，自秦至晋代的六百年左右时间，不得不四徒县

治，直至唐代(公元6 1 8—907年)才迁至现在的武原镇，王盘山曾是

东晋时代的屯兵处。据《钱：焙江河口历史演变》中记载：三世纪岸线

退于乍浦、白塔?秦驻、长：嗜山一线。从晋代(公元3 l 7—4 20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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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岸线西南段坍进二、三十里，距海盐东南五十里的储水坡坍入海

中，《嘉兴府志》谓：创于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6 0 3年’)乍浦附近

的顾邑城(东汉时海盐县治乍浦南门三里许．)，在隋开皇十二年(公

元5 73年)毁灭，唐宋年间直至元代，海岸线还在继续内塌，分别坍

进十里和四、五里。城东望海镇、海月亭(七里许)，均前后沦于海

中。至明初，海在城东仅半里之遥，海盐县境内发掘的许多文物表

明，杭州湾北岸自秦汉以来岸线一直处于明显的后退过程，黄家堰海

堤外8。0 0米，见有晋代砖块；五团海滩低潮位附近，普遍见有汉代

陶片，并发现20多个东汉铜钱，南台头岸线附近一古墓中发现东汉

末(公元25—22 5年)二付双耳釉陶瓶。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开始全面修建石塘，岸线后退得到阻

止，以后各朝相继进行了规模浩大而艰巨复杂的修建工程，筑起了蔚

为壮观的“海上长城”，同时由于乍浦九龙山、海盐秦山及乍浦诸山

等天然屏障，保护了内陆平原，并形成二个弧形内凹海岸，新中国建

立之后，对海堤普遍进行了加固，更在危险地段兴建了护岸工程，使

杭州湾北岸基本上处于人工稳定状态。

钱江涌潮的出现，对沿岸地貌起了很大的改造作用，涌潮横溢泥

沙加积两岸，使沿江地面比内地高，西部比东部高，形成成陆年令较

短的沿江高地，从而使平原上的低洼处发育湖泊，并使河流改向÷发

生水域扩大与水面缩小沼泽发育多次更迭，后来随着人类利用改造

的加强，逐步形成现今地势平坦，河流密布；北部湖泊星罗棋布的杭

嘉湖平原。

综观我市地貌的最大特征：一是地势低平。 全市陆地总面积

589．82万亩，土地总面积中平原占99％，丘陵山地占1％。平原部分田

面高程平均仅4．1 7米(吴淞高程，下同)，5米以下面积占93．4％，

残存孤丘高度也大多2 0 0米以下(最高的高阳山为251．6米)。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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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类改造活动的深刻影响。经过人类数千年的长期．活动，，使原始的

微地_形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平原上河渠纵横，并筑起高出地面0．5—

1．0米的河堤，在低洼湖沼地区，形成了水中有田，田中有水的、“圩

荡田”，构成了(堤)地上裁桑，池中养鱼，田里种粮这种独特的人

工地貌景观。田、地、水交错分布，构成了“六田一水三分地”的土

地结构，使农业具有垦殖系数高，土壤肥沃，水旱两宜，稳产高产，

综合发展的特征，成为我省粮茧畜鱼的主要商品基地。见表2—1；

2——2。

嘉兴市地貌类型面积统计表
表2一l

＼ 项 丘 陵 平 原
＼ 土地总面积

县＼目 合计 ‘占总 占总面积 其 中
积面 合 计

(亩) (亩) ％ ％ 水 域 占总面积％(区) ＼

．全 市 5898177 58942 1．0 5839235 99．0 605594 10．27

市区小计 1479762 1479762 100 163086 11．02

其 城 区 225668 225668 100 22193 9．83

由 郊 区 1226540 1226540 100 138610 11．30

嘉 善 756621 759921 100 129790 17．08

平 湖 801777 8472 1．06 793305 98．94 88412 11．03

海 宁 1013231 17334 1．71 995897 98．29 71093 7．02

海 盐 752559 33】36 4．4 719423 95．6 55517 7．38

桐 乡 】090922 1090922 100 97696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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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山地低丘分坡度面积统计表
表2—2

坡 度 级 平 坡 缓 玻 斜 坡 陡 坡 合 计

坡度(度) O～5 6～15 16～25 26～35

面 积(亩) 2510 11286 23825 21320 58942

占 ％ 4．26 18．15 40．42
J

36．17 100

注：一九八四年概查资料

第三章 -。I-'．地制度弗二早 了巴币lJ』艾

第一节：解放前的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又称田制。田制始于夏，在夏以前，没有田制可言，那

时土地为自由占有时代；自夏以后，田制确定，以后逐渐补充完善

(‘附历代土地制度改革表，见表3—1)，夏殷周计人受田，为国家

管辖时代； 自周以后土地4买卖盛行，强豪兼并，为地主操纵H寸代，在

周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对土地的利用和管

理方式是将土地划作井字形，所以称为井田制，春秋以后，随着铁器

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发展，井田制开始瓦解，至秦

孝公1 2#-(公元前3 50年)，商鞅“开际陌”， “废井田”，井田制

最后崩溃。

我国春秋后期，土地已逐渐私有化，在私有制度下，土地管理的

主要工作是管理田亩，确定地权，征收赋税，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

本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盘剥和压榨农民，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土

地管理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明朝的鱼鳞图册和民国国民党统治时

期的地籍整理。无论是何种管理措施，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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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土地制度改革
表3～l

朝 代 ．土 地 制 度 土地所有制形成

，

夏 朝 一入授田五千亩 井田制 国 有 制

商 朝’ 一人授田七十亩 井田制 国 有 制

周 朝 一人授田一百亩 井田制 国 有 制

秦 ．朝 废井田 开阡陌 私 有 制

汉 朝 沿秦之旧、王莽复行井田制失败 私 有 制

晋 朝 男七十亩，女三十亩， 均田制 私 有 制

后 魏 男四十亩 均田制 私 有 制．北

●

北 齐 ‘同后‘魏 均田制 私 有 制

朝 北 周 男有室一百四十亩，单丁一百亩，均田制 私 有 制

唐 朝
丁中男一百亩，八十亩为El，分二十亩为永业

私 有 制
。

进步均田制

宋 朝 公 田、民 田， 彼时均田制已坏 私 有 制

明 朝 官田、民 田 私 有 制

清 朝 官 田、民 田、庄 田、 屯 田 私 有 制

民 国 官 田、民 田 私 有 制



益，它确立和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保障了土地的自由买卖

和出租，巩固了土地私莘7制，，从而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

中，广大劳动人民只有极少的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

1935年，我市平湖县作为国民党政府地政实验县，以汪浩为主

的，一些旧中国知识分子，对平湖县的土地资源进行了测绘和调查整

理，同时对当时地权分配等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调查结果是一百

亩以上之大地主共占有田地十九万二千六百九十亩，约占总田地四十

九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亩中的百分之四十，而其户数仅占总户数之千分

之五；而户数占45％的广大贫农和雇农，其田地亩数仅占百分之十三

点八。由此可见，全县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足以反．映，全县

佃农之众多，生活状况之困苦。一方面，大地主既握有大片土地，理

应完纳较多之田赋，但是，大地主往往凭籍其在社会上之势力，勾结

胥史，抗欠田赋；另一方面，据冯和法撰写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九

三三年版中记载， “嘉善、平湖、海盐等县政府都设有摧追处，用不

支薪的摧租史专代业主追租，，虽佃农无力缴纳也逃不了坐特设的牢

狱，平湖人称为税押追处”。足以见得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管理制

度。是为维护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建

立和完善的一套土地管理制度。

第二节解放后的土地制度改革

建国以后，我市农村土地，根据1 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和l 95 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政务院《关于划

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

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嘉兴专区于

1 95 0年春节在重点乡进行土地改革调查研究；6至1 0月以整风方

式，先后整训县、区、乡级土改工作队干部；1 2月在华东第二次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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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试验总结传达后，即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大胆地展开土

改运动，整个运动，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所·规定的“依

靠雇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分化瓦解与孤立地主阶级”的土地改

革总政策下进行的。在没收政策上执行“六要”(要土地、要农具、

要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及家俱、，要多余的粮食、要旧契)； “四不”

(不追究地主底财，不得扫地出门，不得乱抓乱罚乱押乱扣，不动工

商业)。在土地分配上，本着团结互让，有利生产的精神，干部要大

公无私，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同时给地主一份同等的土地，促使其

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嘉兴专区经过土改，地主土地占有总数从

1 8．52％一F降到2．24％(见表3—2)。在土地较多的嘉兴县每人可分

得三至四亩，土改后还发放了土地证，农民极为高兴，纷纷在自己的

土地上修筑水利，积肥除虫，粮食产量比土改前增加了四分之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

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

政府管理经营”。城市郊区土地根据l 95 0年《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

例》凡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这样彻底瓦解了封建地

主土地私有制度，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

自土改后，部分农民因农具不足，资金短缺，无力耕作。为了避免农

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及时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

助合作道路，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 9 51年3月，海盐县欤城乡西十村许兰珍等1 3户农民在原来伴工组的

基础上组织了互助组，取名为许兰珍互助组。I 952年农村开始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全市以巩固互助组为主，试

办初级社，嘉兴专区于i 9 52年在嘉兴县试办了南长浜、姚岩宝、建明等

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嘉属各县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比分另9为：嘉兴49．9％；嘉善43．7％；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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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海盐4 0．9 40；桐乡4 1．0％；海宁3 6．密％；崇德6 0．0％。

1955年儿月，海盐县在欤城乡试办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8

月高级合作化运动在我区范围内即将全面开展时，嘉兴地委根据’“高

级社示范章程”有关规定的原则精神，参照我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

出了“关于高级社处理有关经济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土地已不再

是一种私有的生产资料，农村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是土

地制度的又一次革命。

1979年以后，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

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但是土地的经营者是承包土地的

农民，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

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农村集体土地公有制下的土

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解放后我国城市土地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政策法令及文件，接管和没收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革命分子等占有的城市土地，没

收为国有。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私房改造，用赎买的

办法把地基转变为国有财产。1 982年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五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使城市土地在法律上确立了国有制。

I 986年《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用法律形式确

定了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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