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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1995年调整)

主任茅祖裕

副主任杭仲明翁扬正

委 员国圃孙普庆 成耀明 胡俊南

封肃于广思喻声扬陆铁军

王和祖张金泰周道宏



<南京房地产志>编纂组 一一

主编网；、 +，

副主编 成耀明汤乃庚田之纲

执笔田之纲

编 辑 沈则莱马笃生匿图夏长林
图照王晨

参加编写人员 王燕飞柴晓明李桦

<南京房地产志》联合审稿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笃生

刘晓梵

陈华发

胡俊南

贾胜年

王廷琪

汤乃庚

李树昌

施国俊

曾位铭

王晨

沈则莱

周建国

高耘

管玉春

王燕飞

成耀明圃
夏万年

田之纲

孙普庆

封肃

夏长林



<南京房地产志>编纂组 一一

主编网；、 +，

副主编 成耀明汤乃庚田之纲

执笔田之纲

编 辑 沈则莱马笃生匿图夏长林
图照王晨

参加编写人员 王燕飞柴晓明李桦

<南京房地产志》联合审稿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笃生

刘晓梵

陈华发

胡俊南

贾胜年

王廷琪

汤乃庚

李树昌

施国俊

曾位铭

王晨

沈则莱

周建国

高耘

管玉春

王燕飞

成耀明圃
夏万年

田之纲

孙普庆

封肃

夏长林



《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赢方宴编是主藿王宏民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缇¨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人文荟苹。历史文

化积淀丰厚，且历朝历代均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

部高水平的地方志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

始，历经一十余载，业已编纂出版<南京简志)，以及由约90部专志

组成的<南京市志丛书>，纵横2400余年，包罗万象，皇皇大观，堪

称盛举。

修志之目的，一般而言，不外乎“资政、教化、存史”。这一目的

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史实的本身，简而言之，或通俗地讲，是工作

做得怎么样。最近，南京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市

政府制定了“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把南京建成一个基础完善、服务一流，作为全省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功能不断增强的省会城市；建成一个长江三

角洲地区和长江下游的经济、金融、商贸三大中心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

的现代化江滨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实施“科教兴市、经济国

际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四大发展战略。特别是提出了要

“一年初见成效，三年面貌大变”。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

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会产生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些

需要反省的教训。这些，都给我们编史修志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对于史志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然更有责任、有义务用自

己的笔如实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创业的足迹，同时也为后

来者接过我们的担子，继续建设好南京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

让后人能有更好的精神风貌。更足的工作干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

弯路，把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为更后来者续出更好的南京

史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编史修志是一项意义很重大，要求很高，并且又是很艰苦的工

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有“十年寒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

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我要对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

衷的敬意。也希望史志战线的同志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运用“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水准地修好南京市

志，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995年10月



序 一

王德君

<南京房地产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继1986年<当代南京房

’地产>出版之后又一部较系统而全面总结、反映我市房地产业发展

与变化的志书。在这里，我们要向为编纂这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

编辑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支持和关心这本书编纂工作

的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表示谢意。 _，

。南京是座历史古城，也曾是十朝都会。房地产业发生千变万

化。<南京房地产志>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我市房地产业历史的

沿革和当今房地产业发展的成就，这无疑是研究和探索我市房地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史料。很值得大家一读。

房地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虽然复苏时间不长，但经过多年

的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内

涵极为丰富的综合性产业。最终将真正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茅祖裕

<南京房地产志>是建国以来我市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

和汇集房地产事业发展成就和历程的一部历史资料，其内容涉及

房地产管理机构、产权产籍管理、房产管理、土地管理、房屋建设、

房地产教育科研、房地产业及市属五县房地产等方面。

房地产是城市的基础，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形象和水平。房地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一个导向性的产业。在国民

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

重视房地产事业，南京房地产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已逐步形

成一个包括房地产行政管理、开发、经营和服务等方面业务领域较

为完整的综合性产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住房制度、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市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必将出现

一个新的飞跃。但由于房地产业复苏发展的时间不长。房地产事

业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因此，<南

京房地产志)的编辑出版，对于研究我市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历史，

总结房地产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房地产事业深入发展的途

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些意义上讲。<南京房地产志)值

得有关部门、单位和职工认真一读和参考研究，从中了解我市房地

产发展的历史，掌握其发展的规律。汲取有益的经验，以进一步推

动我市房地产事业的发展。

<南京房地产志>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编纂组同志辛勤劳



动的成果。在编纂过程中，也得到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

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o

房地产事业是一个发展前号广阔的领域，愿一切从事房地产

理论研究工作和。謇践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谱写出房地产事业发
展的新篇章。

，●

1995年12月



序 三

杭仲明

‘<南京房地产志>出版了，这是南京地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记

载2000多年以来房地产事业发生、发展及其兴衰起伏的专业历史

资料书。 ．、

房地产是城市的基础，土地工作的政策、制度．土地的占有和

经营，关系刘历代王朝的兴亡，从商周时代的王田制到今天社会主

义时代的城镇土地国有化，都反映出不同社会制度下土地的特征、

利弊和兴衰。土地关系得当则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反之．则民不

聊生，天下大乱。<南京房地产志>的内容，虽只限于城镇房地产事

业，但也可以窥见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房地产

事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基本概况。<南京房地产志>的编纂人

员在房管、土地两局系统有关人员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怀帮助下．经

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从搜集资料、研究篇目到撰写长编、执笔成

书，完成了这部专业志：鉴古而知今，为正在和今后从事南京房地

产事业的工作者和研究城镇建设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些可以参

考的资料。’ 。

j、 ，，

我有幸参与<南京房地产志>的编纂组织工作．特序以为志。

1995年12居



序 四

翁扬正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三面环山，北临大江．气候温润，资源

丰富，历史上是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昔为十朝故都，今是江苏省

会城市。 ，

历代王朝，鸩工动众，大兴土木，砌筑城垣，建造宫室，斗拱交

错，画栋飞檐，殿宇苑圆，日臻月盛，有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

州”的盛世。但历经沧桑，风云变幻，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

衣冠成古丘”的凄凉。民国时期，三十年代虽有新建设，但由于政

治腐败，帝国主义侵略。灾疫迭连，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城市大量

土地长期未能合理利用，人民住房，无人过问，有二十多万贫苦劳

动人民，搭盖棚屋栖身，有的在城门洞里过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获得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百业兴旺。城市建筑用地逐年扩

大。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房地产业开

拓前进，结合旧城改造，经过土地再开发，建造许多成片多层住宅

小区，人民居住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提高，并有计划拓路开道，

新建高楼大厦，市容面貌大为改观，全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

象。 ，

我国编史修志，历史悠久．始于禹贡，盛于明清，县有县志，州

有州志。但房地产部门志．从古至今。尚未见过，没有专业志可以

借鉴，过去地方志、有关房地产方面，除田赋契税外。记载寥寥，因



而给搜集历史资料，带来诸多困难，只得从各个方面，查找摘录，然

后以事分类，串成专篇，再行编写。

新编的<南京房地产志>，历经五度春秋，四拟篇目，三易英稿，

终成此册。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向，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重点记述南京解放后房地产工作实际。对过去

历史情况注意古都、文化名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反映历史房

地产事业的演变盛衰，为我市房地产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

实依据。 一

“删繁就简三袄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新编的房地产志，来之

不易。经过建立组织，抽调人员，搜集资料，编写评审等阶段．走访

有关单位人员，座谈回忆，求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图书馆专

家教授指点，编写人员辛勤笔耕。锲而不舍，是各有关方面共同关

注，通力协作的结果，对此，我向为编写房地产志作出贡献的单位、

人员、专家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本房地产志，通古鉴今，纵横交错，谬误缺漏，在所难免，但

瑕不掩瑜，仍不失为我市房地产工作不可多得的资料书、工具书，

以利同志们鉴前世之兴衰，知往日之变革，在房地产事业征程中，

谱写新的篇章。
‘

1995年12月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

，：

’·，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史

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用丛书

编辑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又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则。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学科分类情

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
。

四、体裁。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诸体。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夹议；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分，则作略记。 ，

．

，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端；下

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间，视成书时间而定。 ，

．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注

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

日起。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