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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公布实行）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第一条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慎重地妥善地处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均依本

办法征用之。 

  第三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基本原则是：既应根据国家建设的确实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照顾当

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土地被征用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凡属有荒地、空地可资利用者，应尽量利用，而不

征用或少征用人民的耕地良田。凡属目前并不十分需要的工程，不应举办。凡虽属需要，而对土地被征用者一时无法安

置，则应俟安置妥善后再行举办，或另行择地举办。 

  第四条  凡征用土地，均应由用地单位本节约用地的原则，提出征用土地计划书，按业务系统报经其上级领导机关批

准后，依关于批准权限的下列规定，分别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或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或省、市、县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征用之： 

  甲、全国性的建设事业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核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 

  乙、地方性建设事业，用地在五千亩以上或迁移居民三百户以上者，由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批准；用地不足五千亩而

在一千亩以上者或迁移居民不足三百户而在五十户以上者，由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用地不足一千亩，或迁移居民不足

五十户者，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丙、国防建筑工程，分别大小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军区或省军区核定，移送政务院或地方人民政

府批准。〔1〕 

  征用土地的计划书，送请上级批核时，均应详细说明用地的属境、位置（附图标明）和数量，用地所涉及的户数和人

口数，用地上的附着物和农作物，以及对土地被征用者的补偿安置计划，并连同用地所在的地方政府意见一并报核。上级

机关审批时，亦须掌握节约用地的精神仔细核实。 

  第五条  征用土地计划书完成第四条规定的批准手续后，用地单位应协同当地人民政府和中共党委（有些小的单位则

直接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向当地人民进行解释工作，宣布对土地被征用者补偿安置的各项具体办法，并给群众以必要的

准备时间，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照顾的条件下，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服从人民的长远利益，然后始得确定征

用，进行施工。如征用大量土地，迁移大量居民甚至迁移整个村庄者，应先在当地人民中切实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召开人

民代表大会讨论解决之。 

  第六条  在土地未确定征用前，为勘查该土地是否适用，须进行测量、钻探等工作时，亦应由用地单位视勘测范围，

分别报经省、市、县人民政府核准后，协同当地人民政府和中共党委向人民解释清楚（有些小的单位则直接在当地党政领

导下），取得人民同意后始得进行。如因此项测探工作，使当地人民蒙受损失时，亦须予以适当补偿。 

  第七条  如遇临时抢险等紧急需要，不及备办征用土地的批准手续时，得一面先进入地内施工，一面报告当地人民政

府，并在施工中及时补办征用手续。 

  第八条  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在农村中应由当地人民政府会同用地单位、农民协会及土地原所有人（或原使用人）

或由原所有人（或原使用人）推出之代表评议商定之。一般土地以其最近三年至五年产量的总值为标准，特殊土地得酌情

变通处理之。如另有公地可以调剂，亦须发给被调剂土地的农民以迁移补助费。 

  对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及种植的农作物，均应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用地单位、农民协会及土地

原所有人和原使用人（或原所有人和原使用人推出之代表）会同勘定之现状，按公平合理的代价予以补偿。 

  第九条  征用公有土地及城市郊区国有土地时，对耕种该土地的农民亦应依其生活情况适当予以补助。该土地上的附

着物和农作物同样按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办理。 

  对于原来依靠公有土地收入维持的公益事业，在该项土地被征用后仍须续办而经费无着者，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按该事

业性质分别在主管部门的事业经费内开支。如无法开支时，应及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条  凡因征用土地而须迁移坟墓者，必须事前通知坟主迁移，发给适当的迁葬费用，并应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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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处理。坟墓无主者应由用地单位代迁。对无地迁葬者应协助找地迁葬。对烈士的坟墓更应妥善迁移，并应通知当地县

（市）人民政府。在已被征用的土地范围内的名胜古迹，应在不妨碍建设的条件下尽力保存之。 

  第十一条  凡修建工程，须临时使用征用范围以外之土地作为材料堆存场所及临时运输道路等用途者，应与该项土地

所有人（或使用人）协商临时借用，或订立契约临时租用。 

  凡因修建工程而使附近未被征用之土地蒙受损失者，对该项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亦应给以应得的补偿。 

  第十二条  已征用之土地在勘探施工过程中，如因情况变化停止使用，或勘探结果证明不合用者，可以退还原所有人

（或原使用人）。如原所有入（或原使用人）已因勘探施工而蒙受一定损失者，亦应给以适当补偿。 

  已征用的土地，如在农作物的生长时间一季以上暂不修建，并为了有利生产，在不妨碍建设用途的条件下，应仍准农

民暂时继续耕种。 

  第十三条  农民耕种的土地被征用后，当地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协助解决其继续生产所需之土地或协助其转业，不得使

其流离失所。用地单位亦应协同政府劳动部门和工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吸收其参加工作。 

  第十四条  被征用的土地及其附着的房屋等应由原所有人或其合法的代理人凭所有权的证状或当地乡以上人民政府的

证明，向用地单位领取补偿费（可由当地人民政府代发）。如证状遗失或在用地单位发补偿费期间未能提出证状而当地乡

以上人民政府又不能证明者，以及在用地单位发补偿费期间无人前来承领者，用地单位应将补偿费送交当地人民政府代为

保管，保管期间一年。如原所有人或其合法的代理人在一年内前来承领，或补提证状经地政机关认可或乡人民政府证明

者，得予补发。逾期无人请领或不能提证请领时，当地人民政府即将所代管的补偿费报缴国库，并通知用地单位。 

  第十五条  原所有人的土地房屋所有权的证状上所载之土地房屋，如全数已被征用，此项证状在领取补偿费时即应交

与当地人民政府注销。未全部被征用者，则于领取补偿费时，由当地人民政府在该证状上注明被征用部分后发还本人或换

发新证。如征用后所余土地无多，原所有人不愿使用或不便处理时，可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一并征用。 

  凡按本办法，经人民政府批准征用之土地，其产权转移时，一律免纳契税。 

  第十六条  补偿费发放竣事后，用地单位应将征用的土地，绘图造册，一式两份，送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备案盖

印，一份由用地单位收执，一份即存县（市）人民政府备查。 

  第十七条  凡因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市区内征用土地时，地上的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等，应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用

地单位及原所有人和原使用人（或原所有人和原使用人推出之代表）会同勘定之现状，按公平合理的代价予以补偿。地基

与房屋的产权同属一人者，地基部分不另补偿；分属两人者，视地基所有人的生活情况酌情补偿之。 

  市区内的空地得无偿征用。 

  地主在市区内出租的农地得无偿征用，但对租种此项土地的农民，应对其在此项租入土地上的农作物及附着物等按第

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补偿。 

  征用农民在市区内自耕的农地时，补偿办法按第八条规定办理。 

  市区内农民自耕或租种的土地被征用后，其生产、生活问题应按第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妥善安置。 

  第十八条  凡征用之土地，产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不需用时，应交还国家，不得转让。 

  第十九条  私营经济企业和私营文教事业用地，得向省（市）以上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援

用本办法，代为征用。 

  第二十条  各地已颁行的征用土地办法于本办法公布后即行废止。 

  各省（市）人民政府得根据本办法制定当地的具体实施办法，报请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批准实施，并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由自治区政府制定，报请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施行，并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在自治区的单行办法未制定前，应根据当地的民族习惯，参照本办法变通办理之。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政务院会议通过，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公布，自公布之曰起实行。 

  根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1955年2月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变更国防建筑工程用地的审核批准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第四条丙项关于国防建筑工程分别大小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大军区或省军区核定，移送政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在原办法未全盘修改公布以前，暂按下列

程序办理：国防建筑工程，应分别大小经国防部、大军区或省军区核定移报国务院或送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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