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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邯郸市房地产志》编篡工作自1987年8月开始，历经

研制编写计划、拟定志书篇目，收集和整理资料、试写、撰

写，讨论修改、领导审阅、定稿等阶段，于1989年12月究

稿。

本志书共七章二十五节，约15万字。基本内容包括房

地产行政管理，经营管理，住宅建筑及管理机构的历史沿

革等。本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重点记

述了建国以来邯郸市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希望本书能给从

事房地产业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钓同仁提供一些帮助和借

鉴。

当代志书，系新刨之举，形体尚待逐步完善。特别是虏

地产行业，从管理、经营到房屋建设，面宽事繁，内容庞

多，情况复杂。尽管编辑人员从主观愿望上力求内容完善，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纵横适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

收集、核实资料工作。但限于水平，加之多年来房地产机构

几经变动，业务资料多已散失、残缺，书中疏漏和不妥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指正。

《邯郸市房地产惑》编辑部

1 989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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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邯郸座落在河北省南端。谣依气势雄伟的太行山脉，东．

临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镶嵌在冀南大地上

的一颗明珠。

据考古挖掘出来的磁L11、仰韶、龙111文化以及商、周、

战、汉文化遗存证明，早在7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

邯郸这片土地上定居，到奴隶社会晚期，一个作为地方工商

业中心的城市已初步形成。战国时代已成为赵国的都城，前

后长达158年之久，城区面积达2091万平方米，总人口达30

万人，是黄河北岸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rp

心。秦亡以后，经过楚汉之际的战乱，汉朝又重新建立了统

一{j{；j国家，邯郸城再次得到修复和发展，与洛阳、临淄、

宛、成都齐名，为汉代“五大都会"，经济发达，贸易昌盛

长3厶200年以上。魏晋以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政

治中心的南移，邯郸开始衰败，YJjl 945年1 0月邯郸解放时面

积仅一j乎方公里，人口不足3 7i。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的

长河中!由于邯郸兴衰变化急剧，住宅资料已无从查起，难

于记叙，唯见“邯郸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

版本巾记载： “住，四民多贫乏，高楼大厦城镇大1寸f自1亦有

之。民间多建土房。瓦房百无一j二，楼房更属罕见。县西高

下不等，有住士窑者，极贫住破庙。”街巷狭隘，建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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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几无市容可言。

1945年10Yl邯郸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城市建设、人民生

活非常重视，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对群众住宅，特别是危

破房屋进行抢修、改造、加固。又相继投资建造了一大批住

宅，居住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到建国前夕，全市住宅建筑面

积已达28万平方米，平均每个城市居民住房面积为5．4平方

米。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

住宅建设，加之城市人口增加，人均居住水平反而有所下

降，1952年为4．59平方米。为解决住宅困难，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邯郸新建住宅66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前住宅面积

总和的2．3倍。但是，由于住宅建设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

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1 957年人均居住面积又降至4．5平方

米。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

指导下，片面强调生产，忽视了人民生活，使住宅建设受到

一定影响；再加上住宅的供给制，福利式的分配制度，邯郸

市的住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更为突出。并开始成为一个

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1978年底，邯郸市实有住宅建筑面积

为357．65万平方米，折合居住面积为214万平方米，人均居

住水平继续下降为4．08平方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党的工作

中心的转移，邯郸市住宅建设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平均

每年新建房屋69．2万平方米，且以住宅建设为主。到1985年

底，房屋建筑面积达1，835．8Z平方米，为建国前的30．5倍，

其中住宅用房877．8万平方米，非住宅用房958万平方米，分

别为建国时的31倍和30倍。非住宅用房中，以工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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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用房发展最快，商业服务和教育医疗用房也有较大发

展。从房屋结构上看，建国前基本上都是平房，现在楼房占

47．14％，且有多层、高层楼房。从居住条件看，60年代之

前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之后开始兴建二三层楼房，一般不

设阳台，共用厨房、厕所，设备简陋；70年代开始向砖混结

构为主的楼房发展；80年代出现前后阳台、室内上下水，厨

房、厕所等设施齐全的成套住宅。1979年邯郸市开始了住宅

小区建设，先后建成了岭南、岭北、罗城头等居民生活区，

并注意了小区的绿化、美化。其中罗城头住宅小区从规模、

面积、环境．。造型、整体布局和使用功能上，成为我市一个

引人注目、景观优美、空气清新的住宅小区。

1980年起，邯郸开始进行商品房建设，是全国最早销售

商品房的城市之一。截止1985年底，全市共出售商品房

2 032套，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收回资金2 167万余元。同

时私房建设也有一定发展。为适应城市居民个人建房的需

要，调动和鼓励个人建房的积极性，邯郸市政府1985年颁布

了《邯郸市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仅1985

年全市私人建房达166户，建筑面积8 400平方米。1 985年

底，邯郸市共有私房182．3万平方米，占房星总数的10％．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市居民住房困难。

邯郸市的房屋建设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住房紧张的

状况仍然突出。据统计，1985年底全市无房户、不便户、拥

挤户还有2．8万余户。这除了邯郸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人口

增长较快，经济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外，也有指导思想上的

失误，国家包、福利制的旧住房体制造成了房地产经济的窒

息。



从邯郸的房地产管理和经营来看，解放前房产所有者除

个人居住者外，其出售或出租房产很大程度仍限于赋税管

理，契约为证，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具体的办法，房产管

理和经营比较混乱。再加上经纪人、房伢子t二房东混杂在

房产经济活动过程中。他们为牟取私利，往往不择手段地进

行吭诓拐骗，投机倒把，造成租赁无章程，租价无标准。直

到解放后房地产管理才逐步走上轨道，1 945年人民政府成立

后，对官僚资本，地主、恶霸的房地产进行了没收、接收、、

接管，相继颁发了<邯郸市公产管理暂行办法草案》、《邯

郸镇公私房地产租赁暂行办法>)，成0：J’邯郸光华房产公

司。直接管理边区几民政府机关房产和阳城市居民出租痨

，江。建困以后，邯郸_i{{f房地产一一度隶Ji-,il|j政府财政科管理。

，958年成立了邯郸市房地产管理局，‘F没维修队，负责房产铃：

理和维修业务。礁：：1供给制¨模式^≈影响h对房产的管理

经营，分配等方面，开始实行r一一套低租金，福利制、所有

制形式单一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束缚下，政府管理

部门所经营的房产实行了“以租养房，有余新建”的方针。

实际工作中，房管部门所收租金除维修养护外，极少有余新

建。特别在1958年矗大跃进Ⅳ之后， “文化大革命，期问．

本来就很低的租金又一降再降，所收租金不但不能扩建房

攫．连正常的维修养护也保证不了，闲家还需投入一定数量

的维修补贴。单位自管房产租金更低．少到每平方米2分

钱。致使房屋失修失养严重，房屋完好率降低。在管理体制

上政企不分，吃大锅饭；分配上国家包，弼剩制，助长了住

房方面醵特权和不正之风；产权方面追求所有制形式单一

化，对私房进行了不切实际的限制，抑制了个人建房，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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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政策指引下，房地产行业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在住房制度上，从国家包、福利

制，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渠道解决住房难问题，推行住宅

商品化的转变；二是在管理体制上，从政企不分的行政管理

向政企分开，逐步实现管理经营型的转变；三是在所有制结

构上，从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向全民、集体、个体及社会经济

组织等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方向转变；四是在经营方法

上，从单一的经营房产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向转变；五

是在管理形式上从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向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的转变；六是在为住户服务上，从被动为群众服务，

向主动开展优质便民服务转变等等。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使房地产经营管理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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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 构 沿 革

第一节机构职能

邯郸市房地产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行使房地产管理职

权和组织住宅建设的职能机构，又是市直管公房业务经营的

领导机关。其ji三要任务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方针、

政策和法规，制订房地产的具体政策、条例和实施办法J经

营、维修直接管理的房屋；实行对全市各单位自行管理的房

屋和私人所有房产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组织全市的住宅

建设；对城市土地实行有偿出让等经营活动，以充分发挥现

有房屋的作用，有效地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下属肇位

有：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建材装修工程公

司，劳动服务公司、设计室和城关、中华、贸易、和平、

罗城头、光明房管所。

邯郸市房屋修建公司：企业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主要任务是：承建住宅和直管公房的维修、改建工程。

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对各类民

用建筑进行统一征地、拆迁、设计、建设J对旧城改造和新区

建设进行综合开发及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承接基建单位集

资的房屋建设和出售商品房等，

邯郸市建材装修工程公司：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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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房产管理所所需国拨建筑材料的

统一采购、分配；生产JG—l冷胶结料和DH一8 5环氧地

板漆}承担房屋装修装饰工程。

房产管理所(目前仍尼政事合一)：事业单位，实行企

业管理，管养合一、经营目标承包。主要负责全市直管公房

的经营管理、房租收交，房屋互换和维修养护等。加强房管

队伍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把房产管理好、维修好，更

好地为人民居住生活、为生产、为城市建设服务，这是房管

所的宗旨。

设计窒承担住宅等房屋的建筑设计。

第二节管理体制的演变

1945年lO月，房产管理由市人民政府财政科负责。1950

年财政科设房产契税股，负责公房的管理。当时有房产7010

间。集体企业的房产都由单位自建、自住、 自管、自修。

1958年6月，组建了邯郸市房地产管理局。邯郸市土木建筑

工程处和市财政局房管股合并到市房地产管理局。机关地址

在中华大街11号(现市建筑工程总公司院内)配备了25名干

部，共有职工259人，下设维修队。局机关设置的机构有：

办公室、房管科、财务：；'卜划科、工程科。
’

1959年4、5月，矿区、市区相继成立房地产管理局。

1962年5月，为了加强房地产统管工作，市区房管局撤

销，将一部分职工调入市房地产管理局。11月，城建局下属

的土木建筑社和街道房屋维修组织划归市房地产管理局统一

管理和调配，局内部机构调整设置及下属单位有：总支办公

室、行政办公室、工团、房管科、财务科、工程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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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人保科、计划统计科、材料加工厂、砖瓦厂、和平房管所、

中华房管所、城关’房管所、贸易房管所。修缮队改为工程队。

1965年?根据市人委(1965)166号文件，邯郸市房地

产管理局改称为邯郸市房产管理局，8月11日启用新印章。

1969年10月，市房产管理局、城建局、建筑工程局、省

建四公司合并成邯郸市基本建设服务部，房管局改为房管

营，工程队改为基建八营。19706 7月房产分口管理，房管

营将人事、组织关系及所管房产分到市14个对口单位管理。

市成立房管组，由基建部代管，对各对口房管部门在业务上
进行指导。

1972年4月19日，城建局与基建服务部分设，市房管组

由城建局代管，房管营(五营)、基建八营划归城建局，基

建八营改为城建工程处，仍担负基建任务。

1974年1月，根据市委指示，市房管组与城建局分设，

成立邯郸市房产管理局。机关地址设在向阳路36号。城建局

工程处划归市房管局，下设：维修工程处、和平房管所、中

华房管所、贸易房管所、城关房管所。11月，市革委会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产管理的通知》，局机关设置：办公

室、政工科、保卫科、房管科、器材科、工程科。

1976年12月，为适应新建和维修的需要，原工程处改为

第一工程处，以住宅建设为主要任务；新组建成立第二工程

处，主要承担房屋维修任务。

1977年7月，房管局政工科分为宣传科、组干科。

1978年，根据生产任务需要，第一工程处改为住宅建设

工程公司主要任务是承担住宅建设l第二工程处改为维修工

程处，主要任务是承担房屋中修，大修、翻建和防震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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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组建教育科，原办公室分为党委办公室和

行政办公室。组干科、宣传科分别改称为组织部和宣传部。

11月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3年7月，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局党委研究决定：将

住宅建设工程公司与维修工程处合并成立邯郸市房屋修建

工程公司。

1983年1月，组建光明房管所。

1983年12月1 0日，市政府(1983)29号通知：房产管理

局改为房地产管理局。局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即：党委办

公室、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工会、武装部、保卫

科、行政办公室、工程科、财务科、计划科、劳动人事科、，

房管科、地产科、征迁科、科技教育科、器材科、设计室

(独立核算单位)。下属单位有：房屋修建公司、和平房管

所、r扣华房管所、贸易房管所、城关房管所、光明房管所、

新材料试验厂。

1984年1月，组建罗城头房管所。

1 984年11月1日，市政(1984)72号文件通知，成立市

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房地产管理局职责范围内的征地拆迁、

旧城改造、新区房屋开发建设、经营商品房等业务转入市房

屋建没开发公司。同时房管局撤销征迁科、人员随业务转归

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11月23日，计划科、工程科合并为

计划工程科，武装部、保卫科合并为武保科。

】985年5月27日，成立j{_|i房地产开发公司。局机关增设政

策研：’￡室和智囊团。同时撤销科技教育，斟和体制改革办公室
1 o月9日，以局器材科和新材料试验J一为依托，组建建

材装修工程公司。
= ；



表2—1 历届领导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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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袁

任 职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问

邯郸市房地产管理局；警勇士 副 局 长 1 964年3月至1965年

邯郸市房地产管理局 王永周 副局长 1964年至1968年10月

房管局革委会 -j有榴 主任 1 968年3月至1969年l o月

房管局革委会 郭学孟 Ⅲ主任 1968年3月至19 e9年】O月

党核心组长
市房产管理局 张最兆 燕局长 1974年1月至1975年5月

市房产管理局 武佩技 副局长 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

市房产管理局 高久生 副局长 1 974年1月至1976年5月

党核心组组长 1975年至1977年iO月

市房产管理局 津甫 兼局长顾问 1977年10至1980年2月

副局长 1975年5月至1980年2月
市房产锊理局 田益存 副书记兼局长 1980年2月至1983年9月

副局长 1975年5月至1983年9月
市Jjj产管理局 谭昆霖 滴研员 1983年9至1984年9月

市房产竹理局 温安仁 踟局长 19T5年5月至19 8 O年9月

市房产管理局 潘王琐 副局长 19 76年5)1至1 9 77年10月

党核心组组长
市房产管理局 汤宏谋 兼局 长 19 77年10月至1980年2月

党委书记 1980年2月至1983年9月

党核心组副组
一

1977年lOYJ_至1980年2月
市房地产管理局 郭金峰 长 副局长 1977年10月至1985年12月

1980年3月至1983年9月
市房地产管理局 刘德福 副局长顾肮 1983年9y]至1984年9月

市房地产管理局 郭福祥 副局长 1982车11月至198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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