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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党的基本国策和四川省土地管理的成就，在广度和深度上反映了四川国土资源和

国土管理工作的全貌。通过对土地管理工作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描述，把土

地管理工作各项业务的产生、发展、兴衰说得一清二楚，时代气息浓厚，做到了思

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综览全志，突出了土地管理，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坚持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的原则，反映了四川省土地及土地管理的历史轨迹，

是一部很好的资政书。我相信它的问世，一定能为后来者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服务，

一定能为提高土地管理工作水平，促进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促进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管理，为振兴四川经济和持续发

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部志书也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历史资料还不够丰富，希望在今后续修四川

国土志时补充、完善和丰富。

傅应铨

二oo二年十月



编 辑 说 明

一、四川省国土志是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要求，在原省国土局党组领导下

编写的，是四川省第一部全面记述全省国土资源和国土管理的志书。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求实

存真的原则，客观公正的记述全省国土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和土地管理工作产

生、演变、发展的全部过程。

二、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少数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96年，个别

条目、图表延伸至1997年，大事记、主要部分延伸到2000年5月，概述、法律法

规、政策性文件个别延伸到2002年。

三、本志按篇、章、节、目依次排列，首设序、概述，以统揽全书。正文分国

土资源、土地资源、土地制度、赋税、规划、地籍、利用管理、土地监察、宣传、

科教、管理机构等。

四、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于1997年从四川省分出设立中央直辖市。本志大事

记部分记述的内容前后不一样，1997年以前重点记述了原四川省土地管理的大事、

要事，1997年后主要记述了重庆市分出后现在的四川省土地管理的大事、要事；概

述和各章节只对原四川省和现在的四川省的地理位置、人口、面积分别作了叙述，

概述和各章节的其余内容主要记述原四川省的情况；地图、照片等重点反映原四川

省情况。

五、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相结合的表述方法，以志为主。图、照

片置于篇首，有关图表散见于相关章、节、目之中，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置于正文

之后，相得益彰，各得其所。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志书，原始档案记载，一部分来自口碑、回忆。

数据主要按照统计局法定数据，土地资源数据用国土部门最新详查数据。

七、本志未设人物传，有关人物先进事迹，按以事系人，在部分条目中，加以

客观简述。

八、本志坚持横分门类，纵写历史，章、节、目内容主要取决于事实的繁、简



资料的翔实情况。

九、本志行文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史志行文暂行规定。凡统计表、公

历年、月、日行文中出现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本志为节省篇幅，除重要事件援引文献的原文注明出处外，一般资料的引

用皆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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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题词

]



1994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成都市金牛区营门9黄忠村视察时强调：种好

蔬菜，保护好耕地。我国现在人口每年以1500万人递增，土地却在大量减少，下

一辈人吃什幺?我们这一辈要为下一辈着想，要尽量保护好这些良田，珍惜土地

管好、用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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