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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制度概述 “地籍”一词在国外最早的出处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来自拉丁文“Caput”和“Capitastrum”，即“课税

对象”和“课税对象登记簿册”；另一种认为源于希腊文

“Katastikhon”，即“征税登记簿册”。地籍在我国历史悠

久，表现为历代政府登记土地作为征收田赋依据的簿册。公

元前2100多年的夏禹时期，《禹贡篇》中记载，治理水患后

，按土壤质地、水利条件将疆域土地划分三等九级，作为缴

纳贡赋依据，这是我国最早地籍制度的记载。 地籍最初是为

征税而建立的记载土地的位置、界址、数量、质量、权属、

用途(地类)等状况的田赋清册和簿册,其主要内容是应纳税的

土地面积、土壤质量及土地税额的登记。随着社会的发展,现

代地籍的主要功能已转变为保护土地产权和课税服务,成为国

土资源管理、城市建设管理决策的依据。国家为取得有关地

籍资料和全面研究土地的权属、自然和经济状况，采取以地

籍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价值评估和地籍档案信

息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技术和法律措施。其中，地籍调

查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地籍的类别与地籍制度

的建立 地籍具有空间性、法律性、精确性和连续性等特点。

地籍的时空演变经历税收、产权和多用途三个阶段，从内容

看，税收地籍是产权地籍的子集，产权地籍又是多用途地籍

的子集。税收地籍是各国早期建立的为课税服务的登记簿册

。税收地籍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面积和为确定税率所需的



土地等级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日益频繁，促使税

收地籍向产权地籍发展。产权地籍是国家为维护土地权利人

合法权利、鼓励土地交易、防止土地投机和保护土地买卖双

方的权益而建立的土地产权登记的簿册。产权地籍的主要内

容是土地界线和界址点的精确位置，土地的准确面积等。多

用途地籍，亦称现代地籍，是税收地籍和产权地籍的进一步

发展，其目的不仅是为课税或产权登记服务，更重要的是为

土地的有效利用，为全面、科学地管理土地提供信息服务。

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籍的内容及其应用范围

不断扩展，远远突破了税收地籍和产权地籍的局限，逐步走

向技术、经济、法律综合方面发展。可以说，现代地籍是以

土地地块为基础的地籍信息系统。 地籍作为维护国家土地制

度的工具，在调节社会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地籍制

度是国家对各项地籍工作所作的各种规范化的政策、法律规

定，也是地籍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归宿。地籍

制度是通过国家的地籍管理措施得以实现的。 地籍作为一门

兼具实践性、操作性和理论性的应用科学，它以研究地籍制

度、地籍管理措施体系和地籍管理技术手段为主要内容。地

籍的研究对象是指在地籍簿册的建立、变更和发展过程中，

地籍诸要素的确定和变化规律，即对土地产权、界址、数量

、质量和用途的确定和变化规律的研究。在这些要素中，土

地产权是最重要的要素，因此，地籍是以土地产权的确立和

调查作为学科的研究核心。 地籍是土地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

，它形成甚早。地籍所研究的地籍管理措施体系是土地管理

的基础与核心之一；所研究的地籍制度中土地登记是确定土

地产权的法律手段，土地统计是合理组织土地利用、实施土



地规划的前提条件；所研究的地籍管理技术手段中地籍调查

是土地调查重要环节，地籍信息系统是土地信息系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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