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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县历史悠久，古为上谷郡郡治地，后为京师直隶县，现是京津通向晋蒙

的重要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独特。．

。’怀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勤劳朴实的怀来人

的建设，社会日趋进步，经济飞速发展，各项改革在开放开发中奋进，成为河北
省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各项经济指标位于张家口市各县前列。改革开放以来，

怀来的土地管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分散多头管理到成立了统一管理全

县土地的县土地管理局；从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利用土地到有偿有限期有置

换的使用土地，人们对土地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土地乃万物发源之母，基本国策之重。人类社会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相

关，紧密相连，欲政通人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怀来县土地志》记述了土地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历史，继往开来，溯古鉴今，振兴怀来，是修志之初衷

《怀来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事核文直j资料详实；去粗取精，几经修改方
成志书。由于史料残缺，编写水平有限，差错漏缺必然存在：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张志河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



～瓦一两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事核文直，资料详实a『’

二、本志采用中编结构，划分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

三、本志上限视其资料掌握情况一般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7

年。

四、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必要的表、图，以求文约事明。图表一般随正

文内容分散设置o

’五、本志所载地名、县内行政区划，均以当时称谓和行政区划为准。

六、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采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的

方法。。

七、本志引用各种数据、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对表示概念的数字，以及

专用名词、成语-习惯用语和古文中的数字均采用汉字。

’八、本志除在必要时照录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外，其余一律采用

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o

九、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职务均依当时称谓，不以今名代替。

十、本志资料来自县内外档案馆、土地管理局综合档案室，以及省、市土地
志和各种专著，旧志和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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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怀来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与北京市接壤，西与张家口市相连，南与涿

鹿县毗邻，‘北与赤城县交界。境内地形南北群山环绕，中部平川百里，桑干、妫

水、洋河三水汇流入官厅水库，注永定河内。全县土地总面积1801平方公里，

其中山区占42％，河川区占32％，丘陵区占14％，水面占12％。1997年底县统．

计局统计，全县总耕地为491925亩：农业人口269539人，人均耕地为1．83．

亩。 ．

一

怀来i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建置，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在原始社

会晚期，怀来已成为北方部落经常活动的地区，史书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

之野”的古战场即在今怀来县境内南部一带。公元前279年，燕筑长城，以据东

胡，沮阳城(今大古城遗址)已设为五郡之一的上谷郡郡治。经秦、汉到三国时，

以沮阳城为上谷郡治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百多年。东汉中期，在全国一片战

争破败的情况下，唯有上谷郡治一带经济繁荣：“上谷开胡市，每年春秋两季有

许多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从边远地区赶着牛羊、骆驼，带着畜产品来到上

谷，从居庸关以南来商人也带着粮食、布帛≮盐、铁器、农具，到上谷郡城与少数

民族开展易货贸易。”元代，．朝廷从大都至上都开辟驿道，设置驿靖，经过怀来，
境内设驿站两麈，腰站七座，递铺十一处：明代，因怀来地处“jt,l'-J锁钥”，是京
师的战略要地；将怀来改属京师(北京)改县为卫，屯兵镇守。并三次移民到怀

来，屯垦戌边，加固边疆c；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天佑设计修筑的京(北

京)张(张家口)铁路贯通怀来，境内沿线建有怀来城、土木、沙城、新保安四个

车站。铁路交通使怀来成为京西北贸易交流集散地，牵动了农业、商贸、手工业

的较快发展，新保安的“清水稻米”，沙城玉成明的“青梅煮酒”，怀来城一带的．

果品，八宝山的煤炭通过铁路进入京津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

兴建的官厅水库蓄水并运行，优质湖水成为首都北京西城区工农业生产j生活

用水之源，万亩碧水的官厅湖：风景秀丽，气温适中，是北京市居民避暑度夏，

钓鱼玩水的理想场所o'1989年随着大秦铁路的通车，怀来县成为京包、丰沙、大

秦三条铁路交汇的枢纽地。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区位，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

为怀来这块宝地增添了浓艳的色泽。．

．怀来，土地类型多样化，土地资源丰富。全县系多类型地貌单元，中山、低

山、丘陵、谷地、川地、滩地等皆有。据1990年土地详查记载：全县土地总面积

268．98万亩，已利用土地结构为：耕地占．19．98％，园地占6．59％，林地占

10％，居民及工矿用地占7．27％，交通用地占11．7％i水域用地占7．6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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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多样化，形成土地功能的多种化。全县耕地、园地浇灌条件较好，土壤肥

力适中，正常年景，平均年产粮食60595吨，油料1058吨，蔬菜44991吨，果品

82576吨，农业产值达到303 16万元，成为北京市副食品基地之一，年进京蔬菜
19个品种，1530万公斤。42万亩经济林已形成了苹果、鸭梨、葡萄、海棠、大枣、

杏扁六大果品基地。葡萄深加工配制的长城牌干白葡萄酒多次荣获国内外金

牌奖。全县有用材林7．6万亩，其中天然林6．2万亩，人工林1．3万亩，木材蓄

积量达8．6万立方米。有草场面积71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为68万亩，实

际载畜量为21．3万羊单位。水域用地中有可养殖水面8．1万多亩，官厅水库属

于肥沃型养殖水面，库中有浮游植物81属，水产品年捕捞量为1810吨。

怀来县在广阔的土地下，还蕴藏着多种矿产品，煤储量达3000多万吨，石

灰石储量达3．5亿吨以上，石英砂、大理石、白云石、硅石、硫铁矿、铁、铝、锌的

储量均在千万吨以上，还有多水高磷土、石棉、滑石、云母和少量的金、银矿。此

外，县内地热水面积30平方公里，水温高达88。C，已被华北电力疗养院等医疗

单位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上发达的交通，雄厚的电力供给，为全县工业、

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境内地方工业比较齐全，现有煤炭、采矿、化工、冶
炼、机械、建材、酿造、食品、服装等行业，葡萄酒、白酒j高硼玻璃、水泥、高档衬

衫、地毯等名优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竞争力。

怀来县山川湖水风光秀丽，气候凉爽，旅游资源潜力优越。尤其是碧波荡

漾的官厅水库，像是镶嵌在燕山之中的一颗明珠，沿湖之畔可瞻仰战国时的上

谷郡沮阳故城遗址，气势雄伟的明长城和烽火台，震惊明史的“土木之战”古战

场，元代大型驿站鸡鸣驿古城，寻古探幽的古崖居，平津战役序幕’‘‘新保安之

战”遗址，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等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还可到

卧牛山旅游区，月亮岛森林公园，北方第一漂等景点观光游玩，划船钓鱼，冲浪

漂流，温泉沐浴。
’

’‘

怀来，这块古老而富有的土地，为怀来人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优越条件，为全

县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记录了人们历代对土

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足迹。 ．

‘’

’

怀来，在原始社会时，土地属氏族公社所有。；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土地制

度发生变化，到奴隶社会时期的商代，土地归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国家

所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土地制度转为封建地主和自耕农

韵土地私有制。以后的几千年间，髓着朝代的替换j封建土地所有制一直延续

并发展稳定。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废除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在地主买办

阶级政党国民党的统治下，土地私有的个体农户数量虽有所增加，却是远未改

变，而是强化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i946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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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始，在怀来农村先后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剥夺了地

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地者有其田”的理
想。从此，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实现了农业合作

化、人民公社化、政社分开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的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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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公布施行，从法律上对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给予了保护。

与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相适应，怀来县历代土地管理具体制度也有所不同。

从春秋时的“井田制”；三国时的“屯田制”，惰代的‘‘均田制”，到明清时的“一条

鞭法”，纵观历代王朝土地管理制度，不管是机构如何设置、变换，都是为了维

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满足其需要。其对土地的调查、清理丈量、土地登记、

建立帐薄、图册，为的是按照田亩征税，防止隐瞒逃避赋税徭役，以保证封建王

朝的财政收入。
‘

·．
．

新中国建立后，怀来县土地管理工作同全省其他市县一样，逐步建立了土

地分管体制，先后有民政、财政、城建、农业等政府有关部门分别管理土地行政
工作、公产地产管理工作、城乡征用土地审查报批工作、土地规划和利用工作j

分管部门各自的职责，是随着土地管理工作内容变化而变化，如明晰产权’，调

解纠纷，查处违法占地、防止土地浪费等工作，都是随着上级对土地管理深化

而展开的。进入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计划经

济模式下的城乡土地分管体制存在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建设的快速发

展，人口的膨胀，，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城乡建设的外延，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和
农村建房的增加．，用地的项届及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个别

地方或单位少报多占，批而不占，以及废弃的宅基地得不到再利用现象时有发

生。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管理的体制，建立统管

土地的机构j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

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不久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后一段时间内，省、市、县三级均先后建立了

管理机构，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法规和行政条例。全国上下都实行了
城乡土地、地政统一管理的体制，结束了建国以来多头分散管理的历史。。

怀来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全县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统管的网络，各项业务工作全面
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土地统管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强化了土地管

理业务建设j初步建立了以宏观调控为目标的土地利用管理体制。完成了全县

土地详查工作，编印制了《怀来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记述了全县各类土

地的占地面积及分布状况，总结了全县土地利用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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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的建议，为今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加强土地管理提供了科

学的基础资料。完成了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了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个

人宅基用地档案，为编制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控制建设用地供应，严格建设用

地审批健全了基础资料。二是深化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起适合本县的有

偿、有期限、有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通过清理整顿土地自发交易，完成经营用

地出租、转让的调查登记，建立基准地价，从1993年开始在张家口市内率先进

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有偿取得使用权的方式有：出让、转让、出租、抵押

等。通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达到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资产结构，切实保护耕地和体现

国有土地产权的目标，为推动全县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建

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县级财政、基础建设和解救困难企业提供了财

源。三是落实了保护耕地基本国策，控制了建设占用耕地的总量。几年来，全县

始终把保护耕地，节约用地放在土地管理工作的首位。1988年开始建立高产、

稳产作物、名优特产保护区。1996年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建立了全县

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保护率达85．2％。并对保护区规定的范围、位置、面积、

保护组织、奖罚制度、村规民约、图斑土色都按上级要求做到?‘六落实’’和“六公

开”，切实保护耕地在全民中形成共识。同时，在审批非农建设用地上认真执行

严格报批程序j坚持做到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1993至1997年间，全县三项

建设用地指标中节约耕地955．89亩，节约非耕地335．32亩。五年间共开发土

地14819亩，开发数大于占用数，有效地控制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在建设用地

依法管理中，全县还根据上级要求，先后开展了砖瓦窑占地、宅基地占地、乡镇

及个体户经营性占地的清理整顿，规范了报批程序，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四是加大了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保障了新时期土地管理工
作的健康发展0结合国家《土地管理法》贯彻宣传，先后制定了县级土地管理的

政策文件，每年以六．二五_土地日．”为契机，开展重点宣传j增强全民珍惜土

地，保护耕地，合理用地的土地意识。发挥县、乡。、村三级监察网络作用，经常开

展执法检查，抓住易发生违法占地的区域和农闲建房季节进行定期巡回检查，
对严重的反面典型进行公开曝光。充分发挥土地巡回法庭的作用，及时查处各

类土地违法案件，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深入开展‘‘三无”乡镇达标

竞赛和积极热情地处理来信来访活动，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对苗头问题提前处

理。 ～． ，

。、

。

回顾过去，怀来县的土地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了土地基本国策和国务

院、省、市、县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坚持全县土地、城乡地政

统一管理的原则，依法加强了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深化了土地使用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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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培育和完善了土地市场体系，成绩是显著的，也是肯定的。

展望未来，县委、县政府制订的《怀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要实现这一

目标，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然而，面对现实，怀来县的土

地资源状况不容乐观，一是全县人均耕地逐年减少；二是耕地质量总体水平较

低；三是耕地后备资源不够富裕。这种严峻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

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将日益突出。经济要发

展，耕地要保护，既要吃饭，又要建设，正确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确保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将成为怀来县今后土地管理工作的新目标、新任务。

迎接新目标，实现新突破，紧紧围绕两个根本转变，认真贯彻土地基本国

策，以保护耕地为核心，坚持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并重，加大土地执法监察，规

范土地市场，盘活存量土地，加快旧城改造，加强业务基础工作和队伍建设，深

化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全县土地管理工ge．-晦人法制化、翘茹化的

轨道，促进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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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夏商时期)夏启继承王位，将黄河流域南北

疆域分为九州，当时怀来归冀州地域。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

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助、彻均为土地赋役

制。 ．．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春秋时期)，周武王灭殷商后，改九州为畿，

怀来属幽州北境。各诸候国先后废除按井田征收田赋，改为“初税亩”，规定不

分公田、私田一律按占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武王封召公于燕，怀来又归燕国

领土。 。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33年)燕将秦开击退东胡，疆域向东扩展。置上谷、

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筑长城以拒东胡南侵。怀来属上谷郡，郡治在

造阳(今怀来县大古城遗址，城内占地八百多亩)o

秦、汉时期

。i
‘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次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国家体制上实行郡县

制，怀来县为上谷郡沮阳县地，郡县治均在今怀来县大古城遗址。郡县设田啬

夫、里长官制负责管理土地或农事。

公元前206年(高帝刘邦元年)，汉在国土统治政策上采取了郡县制与封国

并行制，除封子弟为九国以及异姓长沙王国外，其余各地则循秦，仍为郡县制，

怀来县地域分为上谷郡的且居、泉上、沮阳三县。汉律严格保护土地所有权，规

定买卖官田、盗卖官田者处死刑。民田可以自由买卖，允许继承。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实行郡、州、县制，怀来属幽州。设户曹掌

管田赋。
’

公元39年(建武15年)废掉且居、泉上两县，合并置沮阳县。东汉政权对土

地兼并实行妥协放任政策，地主土地所占比重大幅度增加，自耕农土地所占比

重急剧下降，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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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晋：亩j}：朝

公元220年至265年(三国魏初期)，上谷郡领居庸、沮阳、潘、广宁、涿鹿、

下落诸县，郡治移至居庸(今北京市延庆县附近)。今怀来县属幽州上谷郡沮阳

县地，大古城仍为沮阳县治所。．魏推行屯田制，分军屯、民屯：其民屯属大司农

管辖，下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典农功曹等官，掌管屯田区生产和田赋。

公元266至316年(西晋时期)上谷郡又迁回沮阳，领县减少为沮阳、居庸

两县，今怀来为沮阳县地。魏时的屯田区改置郡县，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分任太

守和县令，民屯废止，并推行了垦荒政策。’．
‘

公元424年(ilk魏治光元年)常山王素把千余家人从平原迁到沮阳城西，在

今怀来蒋家营村设置平原郡。实行计口授田和军屯的土地经营方式，即均田

制。
7

公元550年．，东魏灭，改朝北齐，在今涿鹿县保岱设置了怀戎县。今怀来县

地属怀戎县，继续实行均田制。县下设置三长(邻长，里长，党长)掌管户121，征

收租税和征发徭役。+ ‘

隋、唐、五代十国

公元589年(文帝开皇九年)隋朝改州、郡、县制为州(郡)、县两级制，

今怀来属涿郡怀戎县地，土地制度继续实行均田制，官员设置与前代基本相

同。
·

．+

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将全国分为十道，今怀来属河北道妫州怀

戎县地，州、县管理土地的置司户，掌土地、户口、赋役，县下置里长，掌均田的

具体工作。均田制规定：丁男18岁以上授田一顷，丁老残废人授田40亩，寡妇

授田30亩，如是户主再加20亩。，‘
‘’

公元702年(武周长安二年)妫州州治设在清夷军城(今怀来城遗址，因唐

垂拱中年在此设清夷军故名)公元791年妫州升为上等州，公元801年怀戎县

升为上等县，朝廷和皇亲的大量土地以“皇庄”、“官庄”等名义出现，地主田庄

迅速膨胀。 ·
一

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赂契丹，今

怀来一带为契丹辽地，将妫州改为可汗州。按民田肥瘠分等定税，田赋沉重，田

荒户逃，民甚苦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