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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日

《襄樊市房地产志)从1983年9月开始搜集资料和撰写，在比较有用的四百万字资料

中，经过筛选、初稿、反复修改和审查，终于成书。全书计10篇37章l oo节，约70万字．

它记述了襄樊市从清末，民国到建国后l Oo多年来，房地产的兴衰发展的史实，是襄樊有

史以来第一部房地产志，是房地产经验的总结和结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房地产

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房地产业务性和政策性很强，内容比较广泛．为了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作

用，有一部分章节，资料较为充足，写的比较细，以反映事物的原貌，清末和国民时期的

一部份资料极少，写的较粗．基本上是以资料定编目定章节，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

则，力争思想性，科学性、行业性，资料性相统一，使之既能为现实服务，又能为后世借

鉴．

本志在撰写，审稿。出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市建委．市志办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

们的热情帮助，我市建委江长发主任为出书问题作了不少工作；市建委志办主编，高级工

程师陈家驹同志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改；市志办副主任谢宜寿同志对志稿的部份章节作

了修改，市财政局汪兴益局长对出书资金给于支持；襄铁分局田世平同志冒着危险爬到40

多米高的铁塔顶上，为房产志拍照，等等．在此我们一一表示感谢．

由于资料较缺，加上工作人员的水平有限，志书尚存在不少缺点．欢迎大家批评指

正．
、

襄樊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志编纂小组

l 9 8 8年l 2月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力争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

二，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秉笔直书．文体采用横分竖写，以纪事本末体和

箱年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写．
’

三．本书记述1 886年至1987年1 00多年的城乡房地产的兴衰及发展，范围含襄樊市市

区及所辖六县(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二市(老河口、随州)，但以
市区为主地进行撰写．

四．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主要写1949年建国以后的房地产发展变

亿，但重点写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房地产的巨大变化．

五．志书统计数字，市区内系以房管部门历年搜集，掌握．汇总以及上报省，市的统

计数字为依据；全市(含各县市)的统计数字，除以各县市上报的数字为依据外，适当采

用了一部分1 985年城镇房屋普查的统计数字．为了和普查数字相吻合，本书百分比计算列

1985年止，基础数字统计到1987年止．

六，凡正文中无法编入的重要事件，均收入大事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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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襄樊市地处我国腹地．湖北省的西北部，汉水流域中部，周围与襄阳县为邻．早在五

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长繁殖在这块土地上．据史载．西周时樊城筑城，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襄阳于汉时筑城．襄阳城西南群山环抱，东北临滔滔汉水，三面环水，

背靠群山，地形险要；樊城则处汉水平原中部，扼小清河，唐白河之八河处；襄阳城、樊城

隔江对峙，并有汉水铁桥相连，形成一个整体，是一个商业中心．襄樊市物产和矿产资源

丰富，水陆交通发达，历史上有北接豫京，南跨湖广，东瞰吴越，西扼川陕，号称。七省

通衢”，荣为。南船北马”之地．近年来，铁路、公路，水陆运输发展迅速，有汉丹线

(汉口至丹江)、焦柳线(焦作至柳州)．襄渝线(襄樊至重庆)于此会合，形成一个铁

路枢纽站．公路四通八达，其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优越。现已成为我国的

一个新兴工业的明星城市，鄂西北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在1983年lo月，襄樊市实行了以市管县的新体制，城乡各场所长．发挥

各自的优势，襄樊市的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全市共辖樊东．樊西，襄阳城、郊区四个城区

和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六县，代管老河口，随州两个省辖县级市．全市

(市区及所辖县市)土地总面积为26，567平方公里(折合土地3，985万亩)，占全省土地

总面积的14．25％(其中市区土地面积为298平方公里)，全市耕地815万亩，人平一亩四

分，山场2235万亩，村庄道路548万卤，河流水库等面积340万亩，大体是六山．一水．一

村、二分田．全市共有68个区，42个区级镇，454个乡和77个乡级镇，3997个村，26837个

组，1344611户，人口592万人(市区人N4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1．5万人)．全市城镇乡

村共有房屋建筑,愀3288．93万平方米，其中房屋住宅建筑面积为2018．43万平方米，占
总面积的61．37呖． 工业，交通、商业等用房建筑面积1270．50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38．63叻．总面积中混合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657．20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50．39叻，

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631．73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49．6l％．

1949年建国初，襄樊市(市区及所辖县市)共有城镇人口33万人，城镇房屋建筑面积

28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 23万平方米，每人平均居住面积3．72平方米，各市镇建

成区22．5平方公里．各市镇房屋建筑面积中有155万平方米是旧式砖木结构的房屋，占总

面积的55．35％，有125万平方米是草土木结构的房屋，占总面积的44．65％，房屋大部古

老．失修失养现象严重．建国后截至1985年底止，全市(市区及所辖县(市)城镇人口(普

查登记人口)58．7万人，城镇房屋总建筑面积2，409．6万平方米，比建国初增长8．6倍，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130．I万平方米，比建国初增长9．3倍，每人平均居住面积7．53平方

米，比建国初每人平均增长3．81平方米；城镇建成区150平方公里，比建国初城镇建成

区面积增长6．7倍．房屋总建筑面积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有I．520．9万平方米，占建国



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83．1 20h；砖木结构和其他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有888。7万平方米，占

建国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36．880h，比建国初增长5．7倍。房屋总建筑面积中，有建国前的

房屋(含明清时期的旁匿)74．53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3．1％．建国后新建的房匿建筑面

积达2，335．03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灼96．90h．

全市(含市区及昕结县市)乡村房屋1949年必有房屋建筑面积260万平方米，其中居

住面积1 43万平方米，每人平均居住面积4．55平方米，1985年共有乡村房屋879．33万平方

米，其中居生面双483．9 3万平方米，每人平均居住面积9．6平方米，比1949年每人平均增

长5．05乎方米．全市t喊蘸乡村列1975年始消灭了过去的茅草窍．

其中市区内，1949年共有市区人口4．56万人，房屋建筑总面积58．6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面积35．1万乎方米．每人平均罟巨面积4．2平方米。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7平方公里。市

区旁匿总建荒面积中，老式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73．38％

草旁、土房建筑面积15．67j"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26．62％；明清两代以前的房屋建筑

面积28．38厅平方米，占旁屋总建筑面积的86％；民困时期建造的房屋建筑面积14．62万平

方米，占房匿总建筑面积的34％，其房屋大部分年久失咨。截至1 985年底止，市区人口

31．5万人，比建国前人口增长6．9倍。房屋建筑面积704万平方米，比建国前的腭屋建筑面积

增长I 2绪，其巾住宅房屋建筑面积352万平方米，比建国前的房屋建筑面积增长10倍，每

人平均寿屋居庄面积5．6平方米，比建国功每人平均居住房屋面积增长1．垂平方米。市区建

成区面积达27．G平方公里，比l 949年的建成区面积增长10．2倍。市区努屋总建筑面积中，

建国前(含明清时期)的旧式房屋建筑面积有29．7万平方米，占市区房屋总建筑面积的

4．22％，建呵旨渐建的钢混结构和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有674．3万平方米，占房屋总

建充面积拘95．78移，从而浚居民的生活用房阳居住条件得以玫磐．

清末和民国时期襄樊市没有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管理机构，其房地产管理由稽征局(管

房捐)．县民政科(管土地登记)、县财政科(管公产契税)。各庙会产分别自行征收和

管理，建国后人民政府把城市无人管理和荒废闲散的公，学、庙，会产集中进行管理，其

收滏为唬市建没和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如l 950年樊城和老河口均成立了房地产管理委员会

和旁池产：青盔委员会，各县镇有的由财政部门管，有的则由民政部门和城建部门兼管，但

从1 973：F以来多数县镇都成立了房地产管理所。截至1 985年底止，全市共有房管机构十

个，其中县局级旁管机构一个，区级房管机构八个，县(镇)财政科(民政科．建委)下属的房

管所六个。全市房管系统职工共有2500多人，其中维修机构六个，维修和新建工人2000余

人．新庭了一部分公产房屋，全市房管部门共管理公产旁屋建筑面积66．2万平方米，其

中：昆台结构房建筑面积26．77j"平方米，占房管部门房屋建筑面积的40．34％；砖木结沟的

房屋建筑面积33．98万平方米，占房臀部门房屋面积的51．33％；其他结陶的房屋建筑面积

5．52万平方米，占房管部门房屋建筑面积的8．33％。建闻前(即明清和民罔时期)新建的

房鼋if,9．5万平方米，占房管部门房屋建筑面积的29．46勿，建国后新建的房屋建筑面

积46．7万平方米，占房管部门房屋宅筑面积的70．54％。全市房地产全年租金收,X．200多万

元．市区和各县滇均开展了各项房地产的管理工作，如清理公产，开展房地产的买卖，典

当等交易活动，有的则进行了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政策落实工作．截至1 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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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各县(市)镇又进行了城镇房屋普查工作，建国后全市房地产管理工作从无到有

成绩显著． ·

市区内1 950年2月14日成立了。樊嚏会产联合经理委员会”，管理庙，会产，其收益

用于社会福利事业．1954年7月4日，根据市人大首届一次会议决议，公产．会产合并成

立了。襄樊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房管会)房管工作的开展，早在

市财政科兼管公产时，在1951年和1 952年谠开展城镇旁产契税、公产清理和城市建设土地

划拨等项工作．房管会成立后，子1955年4月和11月，开展了了城市房地产的买卖、典当

交易和努地产所有权总登记。1 958年8月，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1933 i芦9月对房管会的财务制度进行了段j上，建点了收支两条线，严格各项管理制度，登

清了混乱．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房管会曾子1957年至1978年先后发生了11次隶属关系性

的机构变化，房管会往返隶属于财政^哥．商q矿局、服务局，财税局、城建局、财贸办，工

办，建委、城市公社等单位的领导，分别隶属于这些局的一个科(即房管科)．1958年至

1 961年，连房锊科也不存在了，属于市财税局预算科内的一个房管组．特别是1958年，连

房管组也没有了，房锊人员除一人因老弱外，其余人员全部调离和下放。1972年12月31

日，襄樊市委宣布成立了。襄樊市房地产错理局”，但在1975年5月份房管局下属的三个

房管所的人员、房屋．物质全部下放到所属三个城市公社管理，房管局只管企事业单位公

房和居民新楼房，房管所管理旧式楼房平房、街办、社办企业公房和土地使用费．文件说

的是叫嚼管局管房管所的业务，实际上管不了，成了房管局不管房管所，一家人不认一家

的局面，由于机构和人员的频繁变动，加之十年动乱的干扰，好的制度被废弛，人员思想

一度混乱，房管工作基本上是进展不大．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于1978年5月份

收回了下放城市公社三年之久的三个(襄城、望江，东风)房管所。几年来，随着国家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襄樊市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历史时期。截至I 987年底，褒樊市房管局机关直属6个科室，即：行政、政工、房管、

财务，综合地政，计职工39人．局下属8个单位，即：襄城，樊东．樊西三个劈勉产管理

所，三个公司即：房屋经营公可，房屋建筑公司、房屋开发公司(房管代管单位)，一个

砖瓦厂、一个民用建筑设计室，全系统职工900人，其中：干部164人，维修和新建工人

736人；党员159人，团员156人．房管部门直管公产房屋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占市区内

房屋建筑面积的5．40％。其中混合结构房屋建筑面积2l万平方米，占房管部门房屋建筑面

积的55．26％；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 7万平方米，占房管部门直管房屋建筑面积的

44．74％；属于民清以前的房屋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占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的26．32％；建

国后新建的房屋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占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的73．68呖；属于公用公房建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占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的39．47％，房屋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价格0．18

元至0．70元，平均租价0．25元；民用公房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占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的

60．53％，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价格0．06元至0．1l元，平均租价0．09元．1987年直管公房全

年实际收入95万元，房租收交率达100％．国有土地使用费收入从1973年元月开始征收以

来，到1 987年底止，出租土地6，900户，土地面积1 7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价格1

分，1987年底实际征收土地使用费13．2万元，收交率达85叻．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市区内房管部门狠抓了以下四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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