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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早在距今5000年前

代晚期，先民们就在福建开发利用土地，发展人类文明。

史中，福建这块沃土出现许多杰出人物，创造了光辉灿烂

于人口不断增长，福建从唐代以后逐渐由人少地多转变为

地区。保护耕地、珍惜和利用土地成为福建历代人民共同关心的话

题。
．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福建省成立土

地管理局，负责全省城乡地籍地政的统一管理。省土地管理局肩负全

省人民的重托，领导全省土地管理系统干部职工心系土地，勤奋工

作，无私奉献。福建土地管理逐步走上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的轨

道。

为了全面反映福建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反映新时期土

地管理工作的深刻变化，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增强人们对土地管

理重要性的认识，福建省土地管理局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

统一部署，组织编修<福建省土地志>o编写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以丰富的史料真实地反映福建省土地

管理的历史进程，为福建省土地管理工作提供较为系统的专业资料。

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o

<福建省土地志>在世纪之交出版，既对福建省土地管理作了历

史性总结，又为今后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借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福建省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福建省土地管理部门要继续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集思广益形成的<福建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把土地管理工作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9年3月

怍、／
。。／／I

一



编辑说明

一、<福建省土地志>(以下简称本志)按福建省土地管理事业的

发展、变化及土地管理业务工作的类别设置篇目，全书结构为章、节

体，分11章记述；前有概述，后有附录。

二、本志记述年限，上限不限，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7

年底。

三、海洋国土内容本志不记述。

四、民国时期记述苏区内容时，用公元纪年。

五、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的保留历史原貌，1949年

以后用亩。本志数据小数点后采用四舍五入法，合计数据可能出现微

小误差。第六章‘‘土地利用规划”部分，数据以上报国务院为准。

六、未作专门说明的土地统计数不合金门、马祖等岛屿o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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