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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考诸记载，宋林亦之、黄锷著有《玉，

融志》，为福清最早之志书，惜岁久无传。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知县朱冕

礼请莆田举人林寒谷纂修《福清县志》，凡十卷，今查无存本。嘉靖、万历年间，

本县人叶向高、周坤、郭万程、郭造卿、郭应响、王诚等皆纂有类似志书，俱

因故未有付梓。历百四十余年，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李传甲主修，

本县人郭文祥、施起元重纂《福清县志》，是为今存之最早刊本。迄清乾隆十二

年(1747年)，复有知县饶安鼎主修，本县人林昂、李修卿同修的《福清县志》，

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刊，乃现存较完整之一部文献i但其中对于土地

方面，唯民赋一节，且记载甚为简略。 ．：，
’

’，。，’

福清依山濒海，气候宜人，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为

了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世世代代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艰苦创

业。他们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推动了历史前进。．

为了让后代子孙了解过去筚路蓝缕之苦，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发

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为了让人们了解福清

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加快“四化一建设的步伐；为向广大群众进

行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编

写一部内容较为详尽、史实确凿的《福清土地志》是十分必要的。 ，?‘

我们遵照中共福清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福州市土地管理局的指示，在福清

市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力量，编写了《福清市土地志》。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在此，谨向所

有对本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热诚的谢忱!

倪青峰
199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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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一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度

里，土地历来被置于。至尊卯的地位。今天，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土地作

为“财富之母"的性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福清市土地管理局认真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深化土地

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努力促进土地管理工作走上依法、统一、全面、

科学的管理轨道。土地管理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建设形势十分喜人。

为借鉴前人经验，吸取历史精华，编写一部《福清的土地志》，是一项利在

当代，功及后世的大事业。

《福清市土地志》的编写，。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

详实记载了福清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的

土地管理各项历程，诸如土地清查，土地资源详查，土地初始登记发证，变更

土地登记，土地分等定级，国家、集体、三资企业和个人各项建设用地管理，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土地开发利用，土地保护，土地监察以及制定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等。本志书的问世，将为振兴福清、推动福清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编写《福清土地志》，史无前例，今无范本，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值此志书

成稿之际，谨向指导和支持编写这部志书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游天銮
199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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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考古今之沿革，验政治之得失，鉴经济之兴衰，观民俗之变迁，于国则有

史，于邑则有志。地方志素有。鉴往"、。识今一和。资政"、“教化一之功能。编

写福清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征的土地志，具有一

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运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记载福清土地管

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1986年福清县

(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本市土地管理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志所记史实，均经广征博采，析异辨误，去伪存真，言必有据。对于以

讹传讹，鲁鱼亥豕之说，概不采用。在记述上采用语体文，不用生僻字词和模

棱两可的语句，力求通俗易懂、简练、流畅、明白。在体例上以历史发展为经、

以内容分类为纬，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以求经纬分明，脉络清晰。本志

内容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分10章42节。

编写《福清土地志》是一项纷繁巨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尽管我们竭尽全力，

广征博采，求实存真，但由于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以及编写工作经验的局限，错

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待各级领导、修志同仁和一切关心爱护本志的同志批

评指正。 ．

何兴龙

199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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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准绳，‘力求运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秉笔直书。， 。

‘

二、在编纂中，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特别是突出福清市土地

管理局成立以来土地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如实反映发展历程，突出地方特

色、时代特点和专业特征。因此，上限不限，下限止于1993年，个别内容迄于

修订成稿之日。

三、立志范围不以土地管理局管辖归属为限，凡系土地门类，均根据需要

收录入志，以充分反映本市土地全貌。7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录等体裁，辅以必要的图、表、照片。遵循

“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原则，以志为主，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门类，

纵写史实。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

外，共分10章42节。

五、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编写，文字力求通俗、明白、准确、流畅。除

古籍引文及古人名字用繁体字外，’一律使用简化字及新式标点符号。

六、政府、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为准，不加褒贬，不改今称。

七、纪年表述，公元前写明“公元前一几年，公元后只写纪年。民国前

(含民国时期)各个时期，先书朝代年号纪年，再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清

朝前(含清朝)朝代纪年采用汉字。

八、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7年1月1日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民国以前(含民国时

期)旧计量单位名称照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市亩"不变外，一律

采用公制。

九、遵循‘‘生不立传一的原则，对于在本行业中做出较大贡献，曾被评为

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助理工程师以上科技人员和市以上中共代表、人

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载入人物表。

十、为记述简明，志中所记录的单位名称和用语，如第一次在志中录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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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全称，重复记述的则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简写为。共和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福清县(市)委员会’’、“福清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简写为

“县(市)委"、“县(市)府"、“土地局”。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清乾隆版《福清县志》、《福清市志》和有关部门的

专业志以及市档案馆、市土地管理局档案室等，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十二、国务院子1990年12月26日批准撤销福清县，建立福清市。为尊重

历史，凡记述1990年以前的事实，均沿用县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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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介于北纬25。18’25""-'25。51’45”，东经119。3’

41厅。119。40741Ⅳ之间。东西占经37’0"，南北跨纬33’20"。。
‘1

’

，市境东北与长乐县接壤，北与闽侯县为邻，西南与莆田县毗连，南临兴化

湾，与莆田县海域相连，隔湾与莆田县平海半岛、南日岛相望；东濒福清湾，与

平潭县海域连接，隔海坛海峡，与平潭县海坛岛遥对I东南端近台湾海峡，距

台湾苗栗后龙港140公里。 ．一． j

’
ij

全境东西宽46．5公里，南北长53．5公里，总面积2429．76平方公里。据

1991年福清市土地管理局土地详查结果，零米等深线以内滩涂及陆域面积为

1951．43平方公里，其中滩涂面积348．19平方公里，陆域面积1603．24平方公

里。 ·‘
‘j，

I。

‘ 1957年，据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证，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福清

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 一‘、

‘福清设县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唐朝以前，福清境域先后隶属于扬州、会

稽、闽州、泉州、福州和长乐等府县。4唐(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析长

乐县南部的万安(含平潭岛)等8个乡，建立万安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取

“造福唐朝一之意，改名福唐县。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改为永昌县，后唐同

光三年(925年)，复为福唐县。后唐长兴四年，即闽龙启元年(933年)，从

。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一语中的。永福"、。清源片各取一字，

改福唐县为福清县。元元贞二年(1296年)因户满4万，升格为州。明洪武二

年(1369年)复为县建制。福清县名一直沿用至今．1990年12月26日，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福清县，建立福清市(县级市，省辖)：

-1993年，全市设19个镇，2个乡，447个行政村，总人口。1100583人。旅

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约50多万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1’ ：一：

同年，全市农业总产值23．20亿元，比上年增长48．33％；工业总产值4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102．48％，国有工业产、销、税、利皆超历史最高纪录I．外

向型经济蓬勃发展，三资工业创产值29．31亿元，比上年增126．蕾1％，市财政

收入1．75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成为全省第十个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

(市)；粮豆总产量34．6万吨，居全省第二位． 一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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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来，朝代更迭，人间沧桑，勤劳朴实的福清人民，_直在这块土

地上，与大自然，与压迫者、剥削者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大部分土地操纵在地主豪绅，一

手中，广大农民主要以租佃土地为生，饱尝“地有赋、田有租、丁有役、产有

贡、物有税"等名目繁多的赋税租贷剥削之苦，过着“糠菜半年粮，地瓜填肚

肠"的苦难生活。这一时期，土地管理主要是整理地籍，按册征粮。明万历时，

实行。一条鞭法”，赋役合一，按田课税。清顺治九年(1652年)开始全面清丈

沿海土地，采取“按壤定赋，计田均差"的方法计征．民国沿清制，‘管理地政、

地籍的有财政科、田赋管理处、土地陈报办事处等。民国27年(1938年)，照

田赋数额比例，实行粮食征购。民国30年进行土地测量。民国35年设地籍整

理办事处，办理土地总登记，发给土地权书状，并编造地价册，按册收取田赋。

民国时期，福清私人之间可以进行房地产交易，个人建房不用审批，但须向政

府有关部门交纳契税后方可领取产权房契。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土地改革列为首要任务之一。1950年8月至

1951年11月，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部分耕地，

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摧毁封建的土地制度，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

制为劳动农民个体所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和农民私有并存的土地关系。

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统一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袭民国时期的那种土地所

有权登记、发证的做法，广泛地进行了土地清查丈量、定界、登记和颁发土地

证等工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自土地改革后，’县人民政府鼓励农民垦荒造田，实行谁垦谁有，并规定熟

荒3年、生荒5年不负担农业税，耕地面积稳步上升，至1954年末，全县耕地

总数达58．21万亩。 ·
-+

j 1954年，由于土地改革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并已逐步引导农民走上了互助

合作的道路，当时土地管理转向了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管理。

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标志着农村土地从农民个体所有转变为社

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从此，土地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和社会主义全民

(国有)所有，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中心的土地权属管理局面。

，是年，开始形成部门分散管理土地的体制。有关农业社的土地利用规划，由

农业部门负责；有关国营农场的土地利用规划，统归农垦部门承办；有关水土

保持工作，由水利部门牵头，农、林两部门协办；有关城市中的建设及其用地

规划、设计工作，由城建部门负责，有关国家建设用地的征用工作，由民政部

门或城建部门负责承办。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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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个人建房用地要经当地人民政府或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但管理措施和办法没有跟上r占用耕地情况较为严

重，且由于兴修水利、修筑公路以及工业建设用地等，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至

1960年末，全县耕地降至52．77万亩，比1956年末的59．18万亩，减少了6．41

万亩。1965年，全县耕地面积又增至53．997万亩，比1960年增加1．23万亩。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些地区对占用耕地的混乱现象禁

而不止，致使耕地逐年减少。 ． 2·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上来，各部门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改革土地管理体制也

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81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针对我

国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明确提出；“十分珍惜每寸

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

1982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国有土地，基本上实行无偿无限期的使用。广大农村

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收入增加，全县出现了建房高潮．一些农户在

承包地上建房，蚕食农田。由于没有土地专管机构．因而有的地方出现失控现

象。至1986年末，全县耕地减至52．22万亩。

在1986年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土地管理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部门多头分

散管理的体制，其结果是耕地资源急剧减少，土地资产严重流失，土地与人口、

土地与粮食、土地与建设等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阻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86年，是我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是年2月，国务院成

立土地管理局，负责全国土地、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工作；3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6月，第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庄严通过我国第一部土地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这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打破了我国实行长达30年的土地

多头分散管理的体制，标志着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始纳入依法统一管理的轨

道。同年11月，福清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从此，福清的土地管理工作，开始由

分散多头管理转为集中统一管理；由简单的征拨用地管理转为对土地的保护、利

用、开发、整治全面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管理转为行政、经济、法律和技

术手段相配套的科学管理新阶段。使土地管理工作出现重大转折，使土地管理

体制的改革更加深化和完善，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

1988年。福清县土地管理局着手土地资源调查的准备工作。翌年4月，成

立土地资源调查领导小组：1990年8月在上迳、渔溪镇试点工作之后，即在全
·3。



县铺开．历时一年多，至1991年10月基本完成。这次调查．是为福清历史上

第一次完成以村为单位的土地权属界线调查。通过调查．本市的土地面积为：包

括0米以上等深线海涂及陆域面积1951．43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603．2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10788．5亩。占总面积的24．28％。全市土地利用现状结

构大致呈“四山三水二分田，建设用地占一份一的态势。

7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

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者合法权益，对其使用

权和所有权进行注册、登记、核发证书。福清于1988年5月成立两权(房屋所

有权、土地使用权)发证领导小组．着手土地使用权的发证工作。1990年后，在

全县(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坚持。土地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的

3条标准，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标准、统一把关，城乡结合，两证并

举。至1993年10月底，全市已全面完成21个乡镇、4个国营农场、1个水库

等26个单位，共445个行政村、1817个自然村的土地登记发证任务。全市应发

证262485本，已登记发证235859本，总面积4377万平方米，完成发证率达

89．85％。

福清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试点县(市)。坚持

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

一出让、统一管理"．1990年，拟定50亩土地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

尝试．并开展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调查研究，制定了《福清市国有土地管理

使用暂行规定》。1993年9月24日，进行首幅国有土地拍卖．标志着福清协议

出让土地历史的结束和土地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新阶段的到来。这极大地增

强了土地管理工作透明度，有效地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外资的大量引进，福清的土地使用形成多

层次、全方位和梯度推进的开发格局。1990年5月，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开

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及《福建省鼓励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

行规定》颁布后，福清市即把土地成片开发工作作为90年代吸收外资的一个重

要形式，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拓展融

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先后开辟了50平方公里的福清湾元洪投资区和洪

宽工业村、元载工业村、福耀工业村等。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建设的发展，为福

清构筑以福厦、福北、大真公路为轴线的3条经济走廊奠定了基础。

福清融城古镇，过去由于规划滞后，建设紊乱，造成了棚屋密集、楼房破

败、小街深巷、交通拥挤的状况。1991年初，福清市成立城区街道改建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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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着手旧城改造工作。采取道路拓宽与街区成片改建同

步进行的方式，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循序渐进。至1993年末已进行四期，共

拆除旧建筑10．43万平方米，动迁居民1249户，新建住宅31幢844套、店面

543间，总建筑面积10．75万平方米。拥有7街36巷的旧城主街道已改造过半。

头三期779户居民乔迁新居后，人均居住面积从原来的13．3平方米，增到18平

方米。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地少人多，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

资源，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一福

清市在各项建设用地管理中，紧紧围绕基本稳定耕地面积这一中心，按“一要

吃饭，二要建设一的方针，注意宏观上控制，微观上加强管理，基本上做到合

理安排，计划使用，严格把关，注意节约。在计划用地管理中，既注意节约，严

格审批制度，各项建设用地以不占良田为原则，又注意开源，大力开发山地资

源，围滩造田，开垦荒地，保持用地与造地的总量平衡。1989年后福清市耕地

面积呈现稳定略有上升趋势。根据土地资源详查结果，至1993年，全市人均耕

地面积从1988年的0．55亩，增至0．667亩。与此同时，各乡镇普遍划定基本

农田保护区，把保证人们衣食等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农田，通过划区的方法，运

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加以保护，以满足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至

1993年，全市计建立农田保护区187片，10．91万亩。 -，
．

福清市成立县(市)土地管理局以后，土地监察在用地管理工作中起了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有效地刹住了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提高了全民依法用地的

自觉性。同时，在全市各镇乡、村开展“四无一(无少批多占、无违法占地、无

越权审批、无买卖和非法转让土地)活动。这是一项融批地、管理、用地于一

体，管理、监察与执法相结合的活动。1993年，。四无"镇乡占全市的25％，

。四无"村达35％。

’当前，福清市土地管理事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全市土地管理工作者热

情豪迈勇探索，奋马扬鞭踏新程，决心以劳动、智慧、汗水．创建福清土地管

理的千秋功业。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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