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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9C_

9F_E5_9C_B0_c51_645614.htm 我国地籍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1、

地籍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国家的出现是地籍产生的基本原因。

地籍最初为课税服务，在推行田赋制度，保障国家税收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地籍发展，根

据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代中叶

实行“两税法”前，地籍依附在户籍中.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

，地籍与户籍处于平等地位.明代中叶后，地籍地位高升于户

籍之上。地籍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土地清丈、土地调查和后期

的土地登记. 2、民国时期的地籍管理 1)北京政府时期 北京政

府在1913年秋于内务部下设立了全国土地调查筹备处，筹备

土地调查和经界整理。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不动产登记

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土地登记法规。北京政府开

始正式办理土地登记，地籍管理开始步人法制化轨道。 2)国

民党统治时期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后，设置了

土地局，并进行土地实况调查。1926年公布并在广州实施《

土地登记征税法》，规定一切土地权利需按规定申请登

记1927年一1936年，是国民政府地籍管理的发展时期，根据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规定，各地广泛开展地籍整理，进

行土地测量和土地登记。1930年公布《土地法》，将地籍管

理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34年，国民党中央成立土地委

员会，决定进行全国土地调查。1946年修订的《土地法》，

第二编地籍，包括：通则、地籍测量、土地总登记、土地权

利变更登记共四章。1946年，地政署公布了《土地登记规则



》，详细规定了土地登记实施细则。 3)革命根据地、解放区

的地籍工作 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1931年12

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21934年的查田运动

等，均进行了土地调查、清帐等工作。至1946年底，各解放

区的土地调查、登记发证、建立土地台帐等工作也开展起来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施行，土地清丈，划界

埋桩、确权登记发证、建立土地台帐等工作普遍开展。 3、

社会主义地籍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1)建国以后至1978年 建国初

期，全国开展了土地清丈、划界、发证等地籍工作，进行城

市的土地登记、地籍清理.并设置了地籍管理机构。文革时期

，地籍陷入无政府管理的状态。 2)19791985年 这一阶段进行

了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土壤普查，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概查和

土地详查试点，进行土地纠纷处理并恢复了地籍管理机构

。1982年土地管理局成立，下设地籍、土地资源等业务处，

地籍处负责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和土地评价等工作。之后，

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 3)1986年一1997年 

这一时期，地籍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就。1986年成立了国家土

地管理局，下设有地籍管理司。《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使地

籍管理有了法律依据.土地详查取得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城镇

地籍调查开展.建立了土地统计报表制度.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

作开展.土地调查及土地定级估价的技术规程逐步制定和完善

。 4)1997年以来 国土资源部成立以来，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

了地籍管理的各项制度运用开展土地证书年检工作.运用遥感

技术手段监测土地变更状况.完成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的预

报工作.推行土地登记公开查询制度。 例题：19791985年，这

一阶段进行了第（ ）次全国范围内的土壤普查。 A.一 B.二 C.



三 D.四 答案：B 解析：19791985年，这一阶段进行了第二次

全国范围内的土壤普查。转载自:百考试题 - [100test]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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