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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霞庆市国土局局长 高 群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英勇奋斗，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开戗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在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观今鉴古，继承发展，

宏扬民族文化，揭示历史规律，推动当代事业，此修志之所

在也。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的宝贵

资源。《孟子·尽心》有云l“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

政事。”革命导师马克恩弓l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

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无不与土地

相连，中外古今概莫饲外。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所著《三民主义》，把“平均地权，涨价归公”作为革命的一

个基本目标，以图通入和，尽地利，均贫富，共大同。伟大

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入手，铲除私有制

这一罪恶之根源，发动民众推翻三座大山。新中国一成立。

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取得了

伟大胜利，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基础，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 1 ·



然而，新的社会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有一个成长

发展的历史过程，加之人们认识的局限，对我国国情的误

解，地政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的优势与弊端并存，新制

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着

力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使用制度改革。从沿海到内地，从城

市到农村，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新体制脱颖而出；有偿有期使

用土地的新制度逐步建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是，前无

古人的事业，今仍不免予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亟应借鉴

前人之经验，吸取历史之精华，融会贯通于当代之事业，将

收事半功倍之效。

近代中国土地管理随政权之更迭，人事之变迁，历经磨

难，机构撤建无常，史料残缺不金。重庆市土地统管机构建

立不足三载，万事待兴，人手不济。为因应事业之发展，改

革建设之需要，遂倚地政前辈为师，靠集体之智慧，历经年

许之努力，承蒙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巴县档案局和市房

管、财政、税务诸单位鼎力相助，搜集得史料近百万字，经

筛选整理，分类编撰，大致可窥见近代重庆土地管理之一

斑。为便于各界阅读，国土管理工作者参考，仓促编辑，始

成本志，以了编者之心愿。

我们深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所得史料不过沧海一

粟，加之水平有限，经验缺乏，差错难免；更因永川地区与

重庆合并，区、县国土局建立不久，土地资料欠缺，遗漏之

处必然。诚望读者指教，以便来日续修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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