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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房地产志丛书

第一套

河北区房地产志

红桥区民用公房经营管理志

西青区房地产志

河东区房地产志

天津市民用公房经营管理志

红桥区房地产志

南开区房地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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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楼

解放北路商用楼



西湖村离层揍房

津漂里膏层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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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院北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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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北住宅小区

天拖南住宅小区



宁文化街

民族路自由道风貌建筑



睦南道小洋楼

民园大楼



重庆道公寓

住宅楼房

安乐村住宅楼房

河北路住宅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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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民用公房经营管理志》是房管系统专业志之

一。该志充分体现详今略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鉴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俾使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天津市在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城

市，在房地产业方面既有外商经营的房产公司，也有私营

的房产公司和经租处。长期以来，受尽帝国主义、封建势

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盘剥和压榨，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的

腐败、破坏，致使天津城市房地产经济千疮百孔，混乱至

极，给劳动人民居住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

从1949年1月天津解放至1993年底，历时45年。天

津市社会主义民用公房经营管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建立机构，制定章法，坚持贯彻执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服务，为人民居住生活服务的方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广大房管职工激

励斗志，奋发图强，使社会主义民用公房经营管理得到迅

速发展，大力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开展多种经营，千方百

计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改善了人民的居住状况，为繁荣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了力量。《天津市民用公房经营管理

志》就是从多方面记述了天津市民用公房经营管理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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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无论从现实或从长久来看，都有其深远的意义。

全体编辑人员在市房地产管理局的领导下和市房产

总公司广大职工的热忱关怀、支持下，仅用1年多的时

间，以科学、严谨、朴实的态度，查阅浩瀚的档案，参考了

繁多的有关文件资料，整理编辑，不溢美，不掩过，秉笔直

书，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力求全面反映市内6个区民用

公房经营管理发展历程的精华，突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

地方特色。但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加之有些历史资

料不全，缺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肖 云

1995年6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事实为依据，秉笔直

书。

二、本志反映时代特点，突出全民所有制直管民用公

房经营管理的特色，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房管事

业服务。

三、本志记述市内6个区(和平、河北、河东、河西、南

开和红桥)民用公房的发展和经营管理。

四、本志上限始于1949年1月天津市解放，下限止于

1 993年底。

五、本志共设7章，结构为章、节、目三个层次。采用

志、述、录、表、图等体裁。

六、本志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大事记体裁为编年体，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记述或统计均根据各业务主管部门财务和

统计汇总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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