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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云南省土地清丈机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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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云主政时期推行的农村土地清丈是近代云南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地籍整理发端于南京国

民政府的地政改革，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清丈查明耕地，规范民间土地交易，从而确定田赋税额，最终保

障国家税收基础，增加财政收入。云南省土地清丈完成了整理土地、增加赋税的目标，就其组织设置、

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近代社会变革意义。然而，在实际清丈推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

弊端，严重增加了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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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地政，必须设立地政机关，以专责成。土
地法规定，地政机关分为中央地政机关与地方地政

机关。中央地政机关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设立之，直

隶于行政院，地方地政机关为省地政机关及市县地

政机关。［１］在１９２８年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财政会议
上，土地整理的必要性被提出，并在１９３０年颁布
《土地法》，当中规定地籍整理的步骤为：清丈土

地、地籍登记和确定地价，其中在一些地区的实际

操作中，清丈直接演变为土地陈报。

１９２８年，龙云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提出
“统一财政，整顿金融”，推行土地清丈也作为龙

云政府的新政之一。云南省财政厅实行 《云南田

赋条例》后，征纳虽有所简便，但钱粮旧制弊端

仍未能杜绝，认为欲扫除积重难返之弊端，必须

“正本清源”。于是拟订清丈田地办法，强调通过

清丈田地核实亩积，改征耕地税，平衡负担，从而

增收田赋，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报省政府批

准，１９２９年开始在昆明试办，取得经验后，全省
分批推进。１９３１年８月，公布 《云南省财政厅征

收耕地税章程》，凡完成清丈的县，当即改征耕地

税。１９４０年，除暂缓清丈的１９个边远县外，先后
完成清丈的共１１０县。通过清丈，计税耕地亩积增



加二倍有余，税额增加一倍以上。完成清丈后，又

两次提高原订耕地等则的税率。与初订税率相较为

１∶１０，再增加负担九倍。［２］１４８

一、清丈机构设置缘由及其推行情况

（一）省级地政机关

　　省级地政机关设清丈处与清丈高级评判委员

会。其中清丈处为云南最高地政机关，但其对外概

用财政厅名义，故仅为财政厅之辅助机关。［３］１４９６１清

丈处设处长一人，规划全省清丈事宜，对厅长负

责。设秘书一人，协办一切文稿，对处长负责。设

技正四人至六人，办理图根之计划，仪器之选购，

复核各县测绘成绩，指导技术工作，建议相关业

务，改进清丈教育等各事项。设督察四人至六人，

轮赴各县督查清丈行政及清丈司法各事宜。此外，

清丈处下设四组。第一组办理文牍、经费、购买物

品，及不属其他各组的事宜。第二组办理清丈人员

的罗致、训练、任用、考核事宜。第三组办理编查

执照法规、册籍表单事宜。第四组办理统计事宜。

每组设组长一人，一二三等办事员若干人，分工任

事。处中各级职员，由财政厅长分别委任或荐请省

政府任用之。［３］１４９６２

清丈高级评判委员会是财政厅直属下级机关之

一，同时也是土地清丈期间全省土地裁判的最高机

关。设委员长一人，由财政厅长兼任，总揽全省事

务，维持开庭秩序，访问上诉认证，指挥诉讼进

行。主任评判委员会一人、评判委员三人、书记官

一人。云南清丈期间的土地裁判机关分为省、县两

级，各县清丈评判委员会为初审，省高级评判委员

会为终审。［３］１４９６３凡是不服初审之判决者，需要上诉

于高级评判委员会，但因经济纠纷而提起之诉讼，

则初审终结，不得提起上诉。可以看到，作为推进

土地清丈的云南省地政机关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在司

法上都是财政厅之辅助，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

地位。

（二）县级地政机关

云南省县地政机关分为临时机关和永久机关，

实施清丈及第一次土地登记期间，各县设清丈分处

主持各县土地整理事宜，此为临时机关；清丈分处

撤销后，登记事项转移到财政局办理，财政局为永

久机关。县级地政机关设有清丈分处、等级评定委

员会、初级评定委员会、财政局。

清丈分处直属财政厅，为整理土地期间县地政

机关。设处长、副处长、会办各一人，承财政厅之

命，主办该县境内土地清丈登记事宜。分处处长、

副处长由省政府委任，会办由县长兼任，以达到通

力合作的效果。下设总务、内业、外业三组。总务

组设组长一人、办事员七人、书记三人，负责办理

撰拟公文、进退人员、收支经费、设置机关、颁发

执照、宣传清丈等各事项。内业组设组长一人、主

任一人、技士十一人至三十人、办事员三人、书记

二十四人至七十二人，负责办理绘图、填照、评定

等级、公告业权、造册、发照等各事项。外业组设

组长主任各一人，在外业组之下再设三分组至六分

组，每一分组设分组长一人、技士十人、业权办事

员六人。负责办理地籍测量、土地调查、草拟等

则、登记业权等各事项。此外设事务督察一人至外

业人员工作地，轮流巡视，负责考核职员的勤惰情

况，纠察职员的纪律问题，稽核照费收支等其他事

项。名誉监察七人，由地方绅董中聘任，纠察清丈

人员纪律、对清丈事业改进提出建议。［３］１４９７９－１４９８４

等级评定委员会专为评定已清丈之耕地等则而

设委员长一人，由清丈分处长兼任。设委员十人，

除由地方绅董中选出五人外，余皆由分处高级职员

兼任。办理评定耕地等则事宜。初级评判委员会作

为土地裁判机关，受理因清丈而引起的业权诉讼案

件。设委员长一人、主任一人、委员两人、书记官

一人。委员长由清丈分处处长兼任，其余皆由财政

厅呈请省政府委任。委员长总理全会事务，有监督

行政之责，对于业权诉讼案件必要时需出庭评判；

评判主任负责维持秩序，番理案件及指挥诉讼宣誓

裁判职责；评判委员辅助主任拟制评判书；书记官

负有登记案件、征收诉讼费用、记录供词、撰拟文

稿、保存卷宗及办理表册、出票、派吏各项事务之

责任。负责办理该县清丈期间土地纠纷的裁判

工作。

财政局是一个县的财政机关，属于监管性质，

所以不变更其本身组织。“故本款于财局组织，不

在揽入，以免混淆。至财局兼办地政之职权，则仅

限于土地登记事也。”［３］１４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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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的土地清丈工作从省级再到各县单位，

以土地行政、土地裁判机关相辅相成，已然形成了

一套组织机构完备、人员构成严密的土地清丈系

统，如此能够提高效率，可避免地方拖延，集中力

量推进清丈，力求最佳效果。

（三）清丈推行情况

１．试办期 （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３１年７月）
１９２８年省政府命令财政厅筹办云南耕地事宜，

至１９２９年２月成立云南全省清丈总局主办全省清
丈，陈葆仁任全省清丈总局局长；由于试办清丈区

域仅为昆明一县，１９３０年５月改组成立昆明清丈
局，刘润之任局长。［３］１４９５３昆明清丈局 （处）直到

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１日才撤销。昆明共分为五个区域：
中、南、东、西、北五乡。昆明一县测丈共有工作

人员２６７人，财政已垫４２万元之多，时间延期４
年，因属草创与试办，其间改组机构、调换人员、

制定章程等都经历了较多曲折。［４］ “将近三年财政

厅所垫经费已达滇币４２万余元，而收效甚鲜，势
将停办。及至民国二十年 （１９３１年），省政府委员
陆崇仁重掌财政，乃决心整理全省耕地。”［５］

２．扩大推行时期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９４０年）
１９３１年８月财政厅成立清丈处筹办全省清丈，

根据以往经验加以改进，一面训练人才，一面筹措

经费，组设各县分处机关、制定法规、购买测器等

事项。根据最初计划原定将全省除昆明市外１２９个
行政单位分为九期推进，预计于１９４１年完成。［６］８

各县设清丈分处，各县清丈处在清丈工作完成后裁

撤，由财政局办理土地转移登记及其他权利登记。

其间财政厅于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４年召开了三
次清丈会议，汇报各县清丈成果，交流清丈经验。

１９３４年清丈处修正清丈计划，将全省分为中
央区 （昆明）、东区 （昭通）、南区 （文山）、西

北区 （大理）、西南区 （普洱），［３］１５０１１依照交通之

便利各区自为中心，同时推行，计划在１９４１年完
成全省土地整理。

１９３５年推行到第五期时，土地清丈将分期与
分区结合推进，把七、八、九期合为一期办理，特

命名为 “完成期”。［７］另外，江城、镇越、中甸、

佛海、宁江、陇川、瑞丽、碧江、沧源、莲山、南

峤、车里、双江、德钦、贡山、福贡、泸水、盈

江、潞西、梁河等２０余县由于距省府遥远又都设
治不久，对于广漠原野既未开垦也无业权可言，其

中，有毗邻英属缅甸各地则又因经界不清，如果推

行清丈势必阻力环生，所以决定暂行缓办。

第一期：昆明

第二期：呈贡、晋宁、昆阳、宜良

第三期：安宁、澄海、玉溪、嵩明、易

门、富民、西畴 （普马、两甲）

第四期：路南、江川、华宁、禄劝、通

海、河西、禄丰、罗次、寻甸、峨山、广通、

双柏、武定、曲溪、弥勒、陆良

第五期：石屏、开远、师宗、泸西、曲

靖、马龙、楚雄、镇南、姚安、元谋、永仁、

大姚、盐丰、牟定、盐兴、平彝、蒙华、祥

云、弥渡、罗平、建水

第六期：蒙自、个旧、砚山、邓川、洱

源、大理、凤仪、漾濞、永平、宾川、宣威、

邱北、华坪、新平、鹤庆、马关、广南、剑

川、景东、元县、顺宁、元江、保山、河口、

沾益、墨江

完成期：昭通、鲁甸、彝良、永善、镇

雄、宣威、大关、盐津、绥江、宁洱、思茅、

镇沅、六顺、景谷、西畴、麻栗坡、昌宁、丽

江、永胜、宁蒗、兰坪、腾冲、缅宁、云龙、

龙陵、富宁、屏边、镇康、维西、金平、会

泽、巧家、澜沧

完成期内澜沧一属因人口稀少土地无经济

价值已予缓办。

缓办县属：江城、镇越、中甸、佛海、宁

江、陇川、瑞丽、碧江、沧源、莲山、南峤、

车里、双江、德钦、贡山、福贡、泸水、盈

江、潞西、梁河

缓办县属内江城一属经查明有清丈价值已

提出举办。

缓办县属内中甸所属第三区经查明有清丈

价值已提出举办。［６］７

事实上，清丈事属创举，一切规程办法无可借

鉴，从清丈推进情况便可见一斑。但总体而言，清

丈机构的设置以及清丈推进计划做到根据客观条件

与实际情况加以修正、进行调节。如此庞大的机构

能够正常运行１２年并完成全省清丈计划，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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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诸多困难。

二、清丈人才培养及奖罚制度

（一）清丈人才培养

　　１９２９年全省清丈总局成立，为培养清丈人员

设置清丈传习所，授以清丈知识，３个月速成毕
业；１９３０年将清丈传习所改组为清丈人员养成所，
延长学生修业年限，分科教授。

清丈人才养成所承财政厅命令办理清丈教育事

宜。清丈人员养成所设所长一人，所长由财政厅遴

选，呈请省政府委任。教务股设主任一人、教务员

一人；教务股负责办理教育行政之计划及考核统计

学生成绩。训育股设主任一人、训育员二人；训育

股负责考察学生勤惰、维持学习纪律、指导学生练

习等。事务股设会计员、教书员、庶务员、事务员

各一人，必要时设主任一人；事务股负责办理文

书、会计、庶务、卫生等事宜。除此之外清丈人员

养成所还设医员一人；设教员数十人；设书记四

人；设印刷生二人；设校工六人。［８］１７

清丈人员养成所的学生每期招收四班，每班七

十名，必要时呈请增加额数。开设测丈班、制图

班、业权班、评判班等。其中，测丈班修学期限为

１０个月，前两月为预科，后八月为本科 （实地练

习在内）；制图、业权、评判等班修学期限临时规

定。学生在预科期间不给予奖学金，到本科期间按

期考核成绩分等次给予奖学金。学生所用教材、讲

义、服装及测绘用品由清丈人员养成所供给。清丈

人员养成所招收学生的标准为 “曾在初级中学或

同等学校毕业，得有证缴验者、身体健全，性行纯

良无嗜好者、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

者。”［８］１８－２３清丈人员养成所开设科目有算数、代

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几何画、绘图术、求积

法、测丈法、地形图根计算法、图式解说、土地问

题、清丈法规、公民、政治、应用文、体育、珠

算、地形学，等等。

除清丈人员养成所外，财政厅又于保山区、昭

鲁区、剑鹤区、新元墨区等分处，附设简易清丈

班，就近招收学生训练，每分处预计训练两班，共

计训练八班。［２］２５５

清丈人员养成所自成立以来，先后分为八期训

练学生共计三十四个班，二十个测丈班、干部班、

图根班、补习班、评判班各一个、两个图算班、三

个业权班、六个简易测丈班；毕业生共计一千八百

五十二名，清丈人员养成所于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
年）三月结束。［６］４该所培养的一千八百五十余人一

般在学受训时间都不长，最多的半年，短的仅三个

月，后来都成为了推行清丈的中下层骨干。［９］

（二）清丈人员奖惩制度

各清丈分处人员奖励形式有传谕嘉奖，记功或

记大功，升级或升等。传谕嘉奖的标准为不请假旷

职、遵守时间连续两月者；月缴成绩超过规定标准

数百分之十而确无错误者；测丈耕地、点验田穈、

查封业权、计算亩积、裁发丈单、草拟归户或办理

图册执照及发照收费连续两月毫无漏误者；查获漏

测耕地在五亩以上者；对于限期文件及一切例应造

报之书表、簿记、文件连续两月并无延误者；保管

公物连续两月毫无损失错误者。记功的标准有不请

假旷职、遵守时间连续至四个月者；月缴成绩超过

规定标准数百分之二十而确无错误者；测丈耕地、

点验田穈、查封业权、计算亩积、裁发丈单、草拟

归户或办理图册执照及发照收费连续四个月毫无漏

误者；对于草拟等则办理认真著有成绩者；一次查

获漏测耕地在十亩以上者；清获省有产业在五亩以

上者；对于欠账及办理图册执照保管周妥连续两月

毫无错误损失者；对于图册照表文件卷宗或其他公

物保管周妥连续四个月毫无损失错误者。记大功的

标准为自分处成立时起至结束时止，均能遵守时间

而不请假旷职者；月缴成绩超过规定标准数百分之

四十而确无错误者；测丈耕地、点验田穈、查封业

权、计算亩积、裁发丈单、草拟归户或办理图册执

照及发照收费连续八个月毫无漏误者；一次查获漏

测耕地在二十亩以上者；一次清获省有产业在十亩

以上者；对于欠账及办理图册执照保管周妥并连续

四个月毫无错误损失者；举发他人受贿经查明属实

者；拒绝贿赂报经查明属实者。升级或升等的标准

为结束考核时曾受大功二次以上之奖励者；结束考

核时其成绩月均能超过规定标准数百分之十五并经

检查无误者；一次查获漏测耕地在四十亩以上者；

一次清获省有产业在二十亩以上者；拒绝贿赂在新

币一百元以上经查明属实者。［１０］３３７－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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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制度有申斥，记过或记大过，降级降等或

撤职。予以申斥的标准为一月内迟到或早退至二次

者；一月内旷职一次者；月缴成绩仅及规定标准数

百分之九十五者；漏测或重丈耕地在三亩以上者；

测丈耕地、点验田穈、查封业权、计算亩积、裁发

丈单、草拟归户、办理图册照及发照收费发现漏误

者。记过的标准为一月内旷职一日或连续两月旷职

至二次者；月缴成绩仅及规定标准数百分之九十

者；连续两月所缴成绩均仅及规定标准数百分之九

十五者；测丈耕地、点验田穈、查封业权、计算亩

积、裁发丈单、草拟归户、办理图册照及发照收费

一月内漏误至三号者；对于草拟等则敷衍草率不尽

职责者；漏测或重丈耕地在五亩以上者；查封业权

漫不经心，导致省有产业被人民隐匿侵占在五亩以

上者；延搁指派或限期办理事件至三日者；办理图

册照草率从事者；对于公物保管不慎以致凌乱损坏

遗失者 （并责令照价赔偿）；损坏借用物品不照价

赔偿者。记大过的标准为月缴成绩仅及规定标准数

百分之八十者；连续四个月成绩均仅及规定标准数

百分之九十五或连续两个月所缴成绩均仅及百分之

九十者；测丈耕地、点验田穈、查封业权、计算亩

积、裁发丈单、草拟归户、办理图册照及发照收费

一月内漏误至五号者；漏测或重丈耕地至十亩者；

查封业权漫不经心，导致省有产业被人民隐匿侵占

在十亩以上者；延搁指派或限期办理事件至五日

者；对于公款保管不慎以致凌乱损坏遗失者；对于

办理图册执照保管不慎以致遗失者；对于公物保管

不妥以致发生重大损失者；绘制村图错误至两幅

者；无故拒发丈单执照，意图刁难者；妄造谣言滋

生事端经查属实者；外业组长、分组长等不照规定

出外观察工作检查成绩者。降级或撤职的标准有曾

受大过二次以上之惩戒尚不知悔改者；漏测或重丈

耕地在二十亩以上者；查封业权漫不经心，导致省

有产业被人民隐匿侵占在二十亩以上者；对于公款

保管不慎至遗失在新币一百元以上者；对于文件卷

宗图册执照保管不慎以致发生重大损失错误者；未

经核准擅改亩积、业权或等则经查属实者；未经核

准擅离职守致贻误要公者；违抗命令贻误要公影响

清丈进行者；违反清丈禁令各条之一者；品行卑

污、败坏清丈名声经查有实据者；泄露机密要务

者；经手款项有巧挪侵蚀等经查属实者；勒扣员役

薪工者；蒙蔽取巧虚报成绩或虚报开支者；煽惑同

志聚众罢工妄事要挟者。［１０］３４０－３４４

由上可知，财政厅为规范清丈人员行为，制定

了一套较为全面的考核奖惩制度。然而，根据考核

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财政厅清丈人员成绩的考核

基本为视其对旧田赋有无增加，增加越多，越有成

绩。反之，若无增加，或增加为数不多，即认为不

尽职责，无成绩甚至申斥、惩处。因此，基本原则

在于增加税收，而不是解除人民痛苦。

三、清丈经费及人事

（一）清丈经费

　　财政厅推行清丈之初制定了经费预算，土地清
丈经费、清丈人员养成所经费都由财政厅垫款和省

库支发，将经费预算分为总处经费、各分处经费、

清丈教育费、购置器械费、印刷费五项。［１１］

总处经费分为前后两阶段，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改组为
前后阶段标志，改组之前全年经费预算为６００００元，
改组之后每年预算为１３１３５２元。全省清丈到１９４１
年预计共需要旧币２０８４０６元，新币４２０７８０元。［２］２２１

各分处经费分为碎部经费与图根测量费，碎部

清丈费每亩需要滇纸币二元，预计共需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图根测量费每县由财政厅补助一万元，除昆明

等２５县已由财政厅测量外其余８３县、１７设治区，
共需经费１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３］２２２

清丈教育费，主要是清丈人员养成所所需经

费，每班需经费 ２０７００元，合计 ３０班共需经费
６２１０００元。购置器械费需８４００００元。［１３］２２２全省清
丈完毕共需经费３９７７３３００元。

以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２９年云南省财政收入来看，
１９２７年岁入８４５５０００元、１９２８年岁入１００６９０００
元、１９２９年岁入１６２３６０００元，［１２］全省完成清丈预
算经费将近 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２９年云南省财政收入
之和。

然而，关于经费筹措以 “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原则，云南省政府通过颁发执照之照费来

填补财政厅事前垫拨款项。［９］２４９每亩收照费一元五

角，预计全省清丈完毕可收入照费４４２５００００元，
收支两抵，尚有盈余。［１３］２２４与其说 “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仅照费这一项就已将支出预算相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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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丈完毕后每年田赋收入，不如说这又是增加财

政收入的又一 “妙招”。

（二）人事

１９２８年７月，龙云任命陆崇仁为财政厅长，
企图改变征收本位以挽救财政危机，１９２９年６月
陆崇仁由于实行 “３抵１”① 失败，被迫下台。到
１９３０年夏，龙云再次任命陆崇仁为财政厅长直至
１９４４年才调任民政厅长，［１３］３７５陆崇仁把持云南财政
１４年之久。

陆崇仁下台期间，朱景暄、卢汉、陈维庚先后

出任过云南省财政厅长。其中，卢汉担任财政厅长

期间重用如刘幼堂、张培光、赵济、杨天理、孙东

明等人，陆崇仁上任后认为 “非我族类”，企图完

全挤走，但由于怕得罪卢汉，采用调职办法，总务

科长赵济调出财政厅充任官印局局长，度支科张培

光辞职，孙东明调充事务清闲的印花处处长，征收

科长刘幼堂也岌岌可危。［１４］６

在陆崇仁第一次出任财政厅长时就提出增加田

赋要从丈量土地入手，１９２９年１月筹设全省清丈局，
举办清丈事宜，陆崇仁以财政厅长兼总办，另派保

延梁、陈葆仁为坐办。后继而清丈局改为昆明清丈

局，陈葆仁任局长。财政厅由度支科长刘润之筹备

兼办清丈事宜，后专门负责，就厅内设置清丈处，

以刘润之为处长。清丈人员养成所由陆地测量局三

角课课长曹恒钧兼所长，负责训练人才。［１５］４２－４３

刘润之拟定一切办法及施行细则，着手规划，

推行全省；１９３３年刘润之因事辞职，“藉丧母请假，
久不复职视事”［１５］４５，由张培光继任清丈处长。关

于刘润之辞去清丈处长职务的另一种说法是，孙东

明在 《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财政》提到刘润之与

陆崇仁发生矛盾，被迫辞职。

清丈因对人民有切肤厉害之关系，各以本身利

益互相利用，下自技士办事员，上至清丈分处长，

各总务，内、外业组长莫不想方设法谋位置以图

利。用尽种种欺骗办法，层层剥削人民财产，陆崇

仁、张培光虽坐镇昆明财政厅内，以其有委培清丈

分处处长，各组组长用人之权，坐收其利。有此本

钱，陆崇仁和张培光成为云南著名富翁，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挟资私投外国。

陆崇仁执掌财政期间利用政治特权，通过财政

厅进行横征暴敛，残酷剥削人民，搞得云南山穷水

尽，而陆系财团集中了巨额财富。［１５］４６推行土地清

丈，成倍增加田赋便是陆崇仁利用财政厅权力，进

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曾经

参与云南省土地清丈工作的张庚年回忆，１９３７年
张庚年由保山清丈处被调回财政厅任养成所担任实

习助教，当厅长陆崇仁传见时，原拟向其汇报保山

清丈经过情况；而他不问这些，首先就问：“保山

全县有若干亩积，比旧田赋增加多少倍？”当时保

山清丈尚未结束，总亩积也未结出，且张庚年只是

分组区内一名测丈技士未能知晓全局，便回答：

“我是局部工作，对全县情况，尚不明了。”结果

因此触怒陆崇仁，认为 “对清丈不关心”，将张庚

年因测量成绩优异保升为一等一级之保案降为一等

三级。由此可见，陆崇仁对清丈结果颇为关注，但

从其行为上看出关注点也仅在于清丈亩积是否增

加、增加多少等方面。其主要原因是以陆崇仁为代

表的官僚集团并不介意是否增加人民负担，只要能

够达到增加财政税收与满足自身横征暴敛的目的

即可。

四、结语

１９４０年清丈工作结束，云南省土地清丈历时
１２年，除不具备清丈价值和清丈工作难以开展而
缓办的边远 １９县以外，共完成 １１０县清丈耕地。
完成清丈的县，随即照 《征收耕地税章程》取消

钱粮旧制繁杂名目，耕地税施行货币计征，不再征

收粮食。已清丈的１１０县，经过实地测丈、制图后
新亩积共 ２８５２万亩，是清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年）全省纳赋田地８５０万亩的３３５５％，增加三倍
有余。［２］１

总体而言，作为完成这一耗时耗力巨大工程的

土地清丈机构，很好地完成了整理土地、增加赋税

的目标，就其组织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近代社会变革意义。成立清丈处、清

丈评判委员会、清丈人员养成所，制定清丈计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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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陆崇仁制定改变征收本位为滇铸半开银币、纸币与半开银币折算为３抵１的方案。



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省县机关政令自上而下统一

协调，具有较高权威；财政厅制定和颁发大量法

规、章程、训令、布告等，对清丈机构予以丰厚财

政支持；基层清丈组织笼络地方士绅，调动地方官

绅积极性，减少了社会阻力。

然而事实上，清丈机构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

的原因是一切整理地籍的工作都是围绕田赋展开，

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增加财政税收为目的，进一步搜

刮民财。政府增加耕地税是地主、自耕农、半自耕

农的负担，但自古 “赋出于租”，地主可以把负担

转嫁到佃农身上，所苦者皆是自耕农和半自耕

农。［１３］３７６部分清丈人员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

地方豪强威胁利诱，因而耕地等则评定不公，测丈

不实等问题普遍存在。清丈期间几千清丈人员的薪

金、吃喝皆由各县负担，加以品类不齐，奸淫赌

博，贿赂公行，层出不穷，如晋宁清丈分处人员调

戏妇女，军阀郭玉銮利用农民义愤唆使将分处人员

杀害；龙陵清丈分处组长，因贪污受贿无法掩饰，

曾处以极刑。［１４］２４－２５

本文受限于研究专题以及篇幅，仅对民国时期

云南省土地清丈机构进行初步探讨。然而，１９２９

年至１９４０年云南省土地清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对于清丈的原因，清丈整体推行情况，同时期其他

省份土地整理与云南省的比较，土地清丈的作用以

及影响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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