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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土地权属及其赋税形式的现代性转化，是中国
现代化过程中无可规避的核心环节。
论著本书以抗战时期的四川这样一个特定时空中的[地籍整理]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而
具体，典型且可靠的个案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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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保障土地权属，规范土地交易“民国初期至解放初期，开始进入产权地籍。
它不仅具有传统的税收功能，而且具有了产权的功能，并为政府的土地管理服务”。
①地籍的核心是土地权属。
地籍定义中强调了“以土地权属为核心”，即地籍是以土地权属为核心对土地诸要素隶属关系的综合
表述，这种表述毫无遗漏地针对国家的每一块土地及其附着物。
不管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是农村的还是城镇的，是企事业单位、机关、个人
使用的还是国家和公众使用的（如道路、水域等），是正在利用的还是尚未利用的或不能利用的土地
及其附着物，地籍都是以土地权属为核心进行记载的，都有地籍档案。
其表述的内容具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
这就要求厘清地籍和健全法规。
因为只有清晰，才知道保障对象；只有立法，才能够给予保障。
在保障土地权属问题上，抗战时期四川地政主要是从地籍整理楔人，再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的。
抗战期间四川当局以土地测量与清丈为起点，通过理顺户、地、税之间的关系，建立现代地籍制度，
保障土地所有权，从而确定纳税主体，落实土地税收。
地籍是以地块为基础建立的。
一个区域的土地根据被占有、使用等原因被分割成具有边界的、空间连续的许多块土地，地籍的内涵
之一就是以土地的空间位置为依托，对每一块土地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进行准确的描述
和记载，所得到的信息称之为地籍信息。
在国民政府开展地籍整理前，地籍信息主要反映在鱼鳞册与归户册上。
明代以及清初，四川举行土地整理，编成两套册籍：鱼鳞册与归户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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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政府地籍整理：以抗战时期四川为中心的研究》试图从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的历史背景和准
备条件分析着手，通过考察川省的土地测丈与土地陈报的实施过程、实际成效，剖析地籍整理与国民
党土地政策的内在联系，说明其对抗战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以及政策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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