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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北省勘察设计志》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即将出版了，这是我省勘察

设计行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对参与编纂本志的单位和个人深表敬意。

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凝固的音乐”或“石头的

史诗”。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诸多建筑文化体系中举世瞩目，光辉灿烂。由于

历史的局限，在我国古代将建筑列为匠作门类，为士大夫所不为。因而，我

国虽古建遗存很多，却无从考证由何人设计建造；大量现存的富丽堂皇的宫

殿和气宇轩昂的庙宇，却查不到只字片纸的设计图。幸而我省古战国中山国

王陵墓出土镶金银铜版兆域图，堪称稀世罕见的关于陵寝建筑的总平面设计

图；而我省享誉海内外的赵州安济桥，其建造者李春，被后人世代传颂，实

属不可多得的幸事。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省勘察设计队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筑的改革发

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门类齐全、人才荟萃、设备精良、

技术全面的行业大军。《河北省勘察设计志》，按照各个历史时期，从多角度、

多层面对我省勘察设计行业在机构沿革、行业发展、技术进步、成果展示等

方面予以客观系统全面地记载，特别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勘察设计行业的

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勇于改革、大胆实践、拼搏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为我

省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加以颂扬，并载入本行业发展的

史册。

不难看出，编志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从纷繁浩瀚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中广征博引，概括提炼，集成

巨帙，真实客观。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局限，该志难免有些不足之处，诚恳地

希望各位领导和各界朋友不吝指正，以求更加完善。

驴／彳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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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国体、政体、经济体制方面推行了一套与封建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若按旧制的记叙方法写，就难以

记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建国50

年的变革中，不论是计划经济阶段，还是市场经济阶段，政府行为起着核心

推动作用。如果摒弃了政府行为的内容，就不能从宏观上反应50年变革的动

力和原因。

地方志的记叙，在工程建设上，主要记叙工程项目的具体内容，本志为

省级专业志，如果也像地方志那种记叙方法，不仅量大，叙述过多，且与地

方志重复，也难以反映几十年变化的脉络。为趋利避弊，系统排列了工程项

目名录，重点从队伍规模、技术进步、管理模式进行表述。

在国民经济中，勘察设计虽属科学技术服务业，但从事勘察设计工作的

人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生产力的主导作用，对人员的记叙，就成为勘

察设计志不可缺少的内容。

勘察设计志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文脉，本志简要记叙了河北古代建筑及文

物保护的内容，附录了河北省古文物保护名单，为了与历史衔接，简要描述

了民国时期的建筑。

勘察设计行业50年的辉煌业绩，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全行业人员的贡献。在各级、各单位从业的主要人员，本志做了记载，对获

奖的人员也有记录，达到一级注册标准的人员，也留下了名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编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地记述河

北省工程勘察设计事业的发展、进程及所取得的成果。

二、本志由述、志、记、图、表、录、照片等组成，以志为主，按章、

节、条、目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三、本志的时间范围：上限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期，即1949年10

月1日．下限止于1999年12月31日。

四、计量单位均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五、志中所用单位名称、专业名称、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多

次出现时用简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六、立志的范围包括：河北省勘察设计行业的起源、管理组织机构及管

理体制、勘察设计队伍的成长及发展、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重大

成果、名人轶事、抗震防震、人民防空。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于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建设厅城建档案馆、河

北省原计划委员会、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河北省建设委员会存档资料、

全省各勘察设计单位填报的调查资料及调查走访采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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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据考证，自古至今，专为勘察设计立志的书是没有的。历史上春秋时代昀《考工记》

是皇家城市规划的法典，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工程作法则例》是古代朝廷颁布

的两个工程建设的标准规范，《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对水文的记叙。文入墨客在

诗词歌赋中对建筑的描写，是言志的衬托，不是史志。现在编写《勘察设计志》，可以说

是大胆设想。

编写本志，自建国开始，至世纪末为止，时间跨度50年。在内容上，涉及勘察设计

的工程项目、法律法规、职能变化，体制及改革、技术进步、建筑设计风格、抗震人防等

15项，为清晰可见，首先叙述建国时的状况。

建国之初，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创伤，入民穷困潦倒，大地满目疮痍。人民吃饭都很困

难，居住条件差，土窑土房遍地皆是。由于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作为建筑用的钢材、水泥

产量很低。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建筑学方面的人才更是奇缺。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难、曲

折、复杂的探索过程，逐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勘察设计各项工

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到90年代，国家对勘察设计事业定位为科

学技术服务业，这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勘察设计事业的发展，与几

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

勘察设计各项工作。作为科学技术服务业，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是为一定的经济基

础服务的，受经济基础制约。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才能摘建设，

才能勘察设计。超越经济基础，不仅不能实现，还会受到惩罚。

勘察设计各项工作，作为科学技术服务业，与人才的水平和人才的数量密切相关。必

须具有适应当代经济基础的科学技术人才。科技水平要有超前意识，数量必须满足要求。

勘察设计各项工作，作为科学技术服务业，既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行业，又包含上层

建筑的内涵。不但要有领先的科学技术为生产建设服务，而且要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和民族

特色，因而我们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

河北省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13。277～119。50’，北纬36。03 7-42。407之间，属于北温带。

全省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有太行山脉，小五台东台顶最高海拔2882米，北部是燕山山脉，

雾灵山最高海拔2116米。东临渤海，南部与河南接壤，在华北大平原的北沿。气象属干

旱地区。省内有北京、天津二市，北京是首都，是人才、财力、物力集中的地方；天津是

工业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河北是农业省，工业基础薄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13．8％(1982年统计)。河北水资源匮乏，煤、铁资源丰富，其它资源品种多，数量不

大。

一、50年代。恢复经济．建立队伍。建章立制

建国以后，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都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

一安排部署下进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先用3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休养生息。随着人民

生活的稳定，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开始实施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建设项目。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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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国家建委下设设计局，对工程设计实施管理。

河北省的设计管理工作，始由河北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以下称河北省计委)，到1958年

11月，成立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以下称河北省建委)，下设设计处，主要职责是工程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批和勘察设计管理方面的建章立制。50年代的工程建设项目设计，

1953年至1958年由河北省计委审批(见项目表)。1959年以后，河北省建委审批了塘沽

新港、天津东淀防风工程、津唐公路、秦皇岛港、承德庙宫水库。

在建章立制方面，1956年10月8日，国家建委发了关于改善基本建设预算制度的意

见，文件出台了《工业民用建设设计和预算编制暂行办法》、《工业与民用建设预算编制暂

行细则》。文件中规定了两段设计的初步设计概算和三段设计的技术设计预算，并明确编

制地区单位估价表。遵照国家建委有关文件，1959年5月7日，河北省建委以(59)基

设字第28号文制定了《关于基本建设工作管理的几项暂行规定》，文中对设计任务书的编

制、设计文件的编制及审批、施工质量和安全等做了明确要求。1959年12月12日．河

北省建委以(59)基设字第159号文发了《河北省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批办法》和

“注意事项”的通知。

为控制全国的民用建设规模，1956年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以(56)经基薄字第833

号文印发了《关于1957年民用建筑经济指标》的规定，文中规定普通住宅每人居住面积

4平方米，每户平均居住面积18平方米，单身宿舍每人3平方米，办公室每人3．5平方

米(不包括交通面积)，新建单位带家属和单身比为6：4，老厂带家属和单身比为7：3。这

项规定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1999年，河北省建委颁发了新规定。为全面落实国家

有关文件规定。1956年10月31日，建工部以(56)建标计字第1160号文中又重申《国

务院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决定》(原文未查到)。

建国以后，河北省最早成立设计单位的时间是1951年。先后有河北省建筑设计所、

勘察队，邯郸、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等市建筑设计室，及煤炭、化工、水利、．交

通、电力、机械等专业设计单位，到1960年，共成立十多个勘察设计单位。

在设计技术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困难，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国家采取一

边倒的政策，从管理制度到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全面引进苏联的，甚至连教科书的基础理

论都是引进苏联的。建设领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了城市规划、宽马路体系、小区规

划周边式lI缶街建筑布局。工业建筑上则引进分散布置、建筑结构方面的木桁架体系。全面

引进苏联的技术，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为止。50年代引进苏联的资金和技术，为我国

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填补了设计技术上的空白，保证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顺

利进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这是主流和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国情不同，如人多地少、

自然地理差异、民族传统和习惯差异等，有些不适用的规划、设计理论技术、建筑设计思

想等也全面引进，对我国的技术发展、建筑设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在建筑理论方面，50年代的设计思想比较活跃。建国之初，我国的少数建筑设计工

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有在欧美留学回国的，有的是学传统民族建筑的，也有留日的，在

本专业上都具备较高的基础理论水平。新中国建立以后，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也在初步建

立和完善之中，还没有适应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工程设计和建筑设计方面的理论体系，建

筑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理论都很薄弱，建筑材料很少，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以粱思

成为代表的建筑设计工作者，试图探索中国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因没有共同遵循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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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加之经济基础薄弱，在实施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古典民族建筑形式与当时薄弱的经

济基础发生碰撞，古典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不适应，加之施工技术低下造成了严重的浪

费，受到政府主管部门关注。1955年初。建筑工程部党组向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做了

报告，提出对不顾适用和经济效果的形式主义思想和一概接收古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复古主

义思想必须加以批判(全文见建筑设计风格及文脉条目)。1955年1月18日始，在全国

对复古主义批判，尽管梁思成先生对古典民族建筑理论研究精深，但他与当时人民群众量

大面广的需求不相适应。这次批判不仅给梁先生个人造成了政治上的灾难，而且对后来中

国建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阻碍作用。1958年5、6月，建筑工程部刘秀峰部长发

表了《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学术报告以后，又重新兴起了建筑师的创作

思维，产生了首都北京国庆十周年的10大建筑。这些建筑吸收了当时世界先进技术，不

仅在使用功能上满足了要求，而且继承和发扬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传统，是时代的

代表作。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河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首都的政治风云，必然

与河北密切相关。北京批河北也批，北京设计思想活跃，也带动河北的建筑设计工作者积

极模仿和创作，当时河北也做出了河北宾馆(在天津)、501高级宾馆、河北省医院、邯

郸宾馆、承德宾馆等建筑。

建国以后的国际形势，仍不太平，战争此起彼伏，国家关注人民的安危，人民防空建

筑也是设计的范畴。1955年11月28日，国务院以(55)国秘常字第219号文印发了

《关于结合民用建筑修建二级防空洞的规定和二级防空洞设计规则的通知》。这个规定是

1955年1 1月8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的，是人防工作第一个国务院文件，也是设计

工作者最早执行的人防设计规则。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设计革命、下楼出院

1958年大跃进以后，提出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口号，对建设系统影响较大。50年

代初步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基建程序打破了，三边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投

产)出现了，甚至有些工程无设计就开工，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扭转建设领域严重的

经济损失，河北省建委在1960年7月27日至8月1日，召开全省设计会议，会议的中心

内容是为T程设计补课，未经批准的工程不能开工建设，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工程，没有设

f{炙件的补允没汁后才准许施工。参加会议的有12个部门及所属的设计单位、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101人，落实了58项工程。

1958年人跃进以后，加上国际因素，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为保证国家

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1961年1月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

缩基建规模，勘察设计活动也相应减弱。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逐步好转。到1964年，

国民经济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

1961年，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建筑学术讨论会，对刘秀峰部长提出的建筑创

作的新概念几个理论问题，进一步讨论和落实，受到学术界的欢迎。1961年9月，建筑

工程部设计局，根据《工业七十条》拟定了《设计工作条例》，该条例包括总则、设计原

则、设计程序、计划管理、技术管理、技术责任制度、设计方法、设计技术、配合协作、

领导制度、群众路线、政治思想工作等12章共80款。

建国以后，国家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勘察设计行业和其它行业一样，全盘照抄照搬苏

联的模式，从管理制度到规程规范，全部执行苏联的。在建国初期，从无到有，起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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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经过10年左右的实践，与国情不适应的方面逐步暴露出来，需要改革。1964年10

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简报，提出设计革命的建议。1964

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呈送的简报上作了批示：“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到设计

革命运动中去，充铆,-j-论，畅所欲言”。在彭真、薄一波、谷牧等领导人的推动下，勘察
设计行业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1965年3月16日，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

薄一波副总理做了题为《一个有志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应该上前线去》的报告，铁道部部

长吕正操介绍了铁路设计革命的经验，主要是介绍铁三院在三线建设中，结合国情搞好规

划设计的做法。河北省建筑设计院以文字材料向全国介绍了三线工程建设设计经验。国务

院各部、各省都介绍了各自的设计革命的经验。会后，国务院颁发试行《关于改进设计工

作的若干规定》(草案)的通知。

1969年11月，林彪1号令下达后，许多设计单位由大城市搬迁到中小城市，设计人

员下放到工厂、农村，严重地影响了勘察设计单位的正常工作。河北省建筑设计院由百人

单位缩编为30人，下放到河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管理，驻在元氏县，并成了建筑公司

的附属单位，完全失去了设计单位应有的地位和作用。60年代，受到保护的勘察设计单

位是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63年8月，河北省南部地区遇到了历史罕见的水灾。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该院成了治

理这项工程的骨干勘察设计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河北省根除了千年水患。

工程规划设计方面，重点抓了邯邢基地建设。1959年6月，周恩来总理来邯郸视察

时指出：这里是华北的第二钢铁基地。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了邯郸地区，听取

了地方领导汇报以后，毛主席说：“邯郸是要复兴的，⋯⋯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为落

实这一指导思想，1969年夏，冶金部、铁道部、交通部与河北省抽调有关部门领导和科

技工作人员，由河北省贾政牵头，组成联合规划设计组，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问提出了邯邢

钢铁基地建设规划。该规划内容包括邯邢地区的铁矿、煤矿、菱镁矿、石灰石等矿点的规

模能力，铁厂、钢厂、铝厂、化肥厂的布点和生产能力。其中建设条件最好的是新建的西

石门铁矿和新建的更乐钢铁厂。该规划设计方案经部、省审定同意后呈送中共中央、国务

院，1969年8月5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批准这项规划。为称谓简便和保密定

名为6985工程。为解决天津市有钢无铁的问题，中央确定天津市与河北省共同建设。为

便于领导，天津市与冶金部当时主要负责人，在天津共同研究，西石门铁矿和更乐钢铁厂

由天津独立建设，并形成会议纪要发给河北省，至此，邯邢基地由综合开发改为分头建

设。

建筑设计方面，60年代处于战备时代和“文化革命”时代，建筑设计体现了时代特

点，从战备上讲，主要搞些三线工程厂房设计和村落式的工人村设计，政治性工作有突出

时代特点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河北在石家庄、唐山、张家口、邯郸四个市建

4座工程。

三、70年代，勘察设计队伍由衰到苏。启重点工程，唐山震后重建

1966年开始文化革命以后，勘察设计队伍经历了下楼出院，战备下放，受到了一次

挫折，除三线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队伍外，大部分单位保留人数不多。1973年以后，由

于基建投资规模逐步增长，客观上需要勘察设计人员，在国家事业单位控编人员的情况

下，主管建筑工程的地市级部门采取自收白支的办法充实单位人员，组建新的勘察设计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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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邯郸、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唐山、衡水、沧州等几个地区所属的设计室，就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建立的。各地区的专业部门，如水利、交通、供电等部门采取扩编的办法，

内部设设计室。省属以下的勘察设计单位，由60年代初期的16个历经20年发展到70年

代末期的80个单位。

我省在60年代启动了重点建设工程。现将这些重点建工程一一分说。

．我省最大的重点工程是邯邢钢铁基地，1973年4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邯邢基地规

划，整个基地建设分为3个部分。原国务院批准的6985工程代号由天津市占用，炼钢能

力100万吨／年，炼焦能力1220万吨／年，实施工程有4座550立方米高炉，4座焦炉。

西石门铁矿，开了竖井以后由于经营能力原因交给矿山局管理。解放军2672部队钢铁厂，

设计炼钢能力10万吨／年，炼铁能力10万吨／年。河北省部分规模最大，计有铁矿石

1300万吨／年，生铁400万吨／年，钢200万吨／年，原煤3100万吨／年，合成氨60万吨／

年，主要工程有620高炉和42孔焦炉。为区别于天津和2672钢铁厂，代号为505工程。

整个基地建设从规划、设计到实施均由河北省具体落实(具体工程安排详见邯邢基地图)。

八三工程是国家重点，是大庆原油输往北京房山的管线和泵站工程。其组织实施系统

是燃化部——东北八三指挥部——河北八三指挥部。河北八三工程指挥都包括的工程内容

主要分三部分。

秦皇岛末站工程，安民寨罐区，油罐16个，储油能力42万立方米，管线25．6公里

(省界至罐区)，土石方开挖67万立方米，总投资(河北部分)4750万元。其中两座4万

立方米油罐，每座净空长102米，宽60米．高8米．是河北现场设计，也是当时国内最

大的非金属油罐，全部工程1972年7月20日开工，1973年7月1日试运转，10月1日

全部竣工，速度快，质量好，投资省，特别是4万立方米油罐，成了石油系统的典范。

秦皇岛油港工程，这是一个原油分流系统，原油由安民寨罐区，经油港装油轮南运的

工程项目。这项工程归属交通部，由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设计实施。1972年7月7日

至18日，交通部组织现场审查扩初设计，同年9月9日以(72)交式字1700号文件批

复。工程规模油库区来油量3000吨／／J、时，输油管径630厘米，后防库区来油温度不低于

35℃，污水罐1个，容量9000吨，污水通过能力1400吨／tJ,时，主要工程有九墩八跨油

轮码头1座，码头面宽20米，航道扩堤，沉箱尺寸1 I×10平方米。

秦京输油管线工程，是八三工程的组成部分，归燃化部管理。由安民寨罐区经河北、

天津、北京辖区到房山炼油厂，输油能力1000万吨／年，管线全长340公里，其中河北段

240公里，总投资11026万元，其中河北段8315万元(天津805万元，北京1906万元)，

河北承担了管沟开挖、回填和泵站建设，土石方工程100万方。工程自1974年4月下旬

开工，1975年6月11日投产。

整个lk=输油工程，工期短，工程量大，质量好，是动员了沿线广大民工，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的办法完成的。在组织指挥上，伍银德(河北省军区)、韩雁北、张一萍、贾政、

王子兴、盛兆德、顾永康等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做出了贡献。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0分，唐山市发生了里氏7．8级(国家公布震级)强烈地

震，整座城市霎时变成一片废墟。这次地震震亡28万人，伤残19万人，仅唐山市就震亡

24万人，伤残16万人。为在工程抗震设计方面汲取经验教训，在各级政府组织救灾的同

时，国家建委、河北省建委组织以王子兴、叶耀先等人牵头的联合调查组，抽调国家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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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科研设计单位，河北、辽宁、内蒙、四川等省市建筑科研设计单位70多人，配备汽

车、摄影、摄像等设备进行调研。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摸清了建构筑物破坏的现象

和原因，为抗震恢复工作做了准备。与此同时，国家建委、河北省建委组织国内规划设计

专家，筹划新唐山规划建设的蓝图，制订了新唐山三区分建的规划。国家建委批准规划以

后，国家建委设计局袁镜身、河北省建委崔西夫会同唐山市建设指挥部领导毕新文等邀请

上海工业院赵琛、北京市建筑院张开济、清华大学吴良镛、部建筑院戴念慈、石学海、河

北省建筑院邬天柱等10名建筑界专家研究，提出新唐山建筑布局、建筑构造的原则，作

为唐山恢复建设的建筑设计要点，嗣后，国家建委会同省、市共同研究，对唐山恢复勘察

设计任务进行计划分配。即东矿区——东北建筑院，丰润新区——中南建筑院，老市区华

岩路以西——北京市建筑院，老市区华岩路以东——西南建筑院，缸窑路以北——上海工

业院，中心区——部建筑院。对工业工程的恢复建设，原则上是对口主管部门的设计单

位，唐山机车车辆厂——铁道部建厂局设计院，开滦煤矿——唐山煤矿设计院，轻工机械

厂——轻工部设计院，唐山齿轮厂——一机部设计院，唐山印染厂——中南建筑设计院，

唐山陡河电厂——华北电力设计院。其它小型工程建设的设计均由部属、省属或市属单位

完成。整个唐山恢复重建的设计工作，河北省建委设计处承担了组织、协调、审批的日常

工作。

四、80年代，改革开放，勘察设计队伍大发展，引入现代科技手段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理论，中央及地方国家机关制订了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文件。这一切都给勘察设计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对

勘察设计实施行业管理，对现有勘察设计单位实行发证制度。80年代初期，河北省省属

勘察设计单位共80个。为实施企业化管理，1983年7月12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劳

动人事部以计(1983]1022号文件发了《关于勘察设计单位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通

知》。这个文件是由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过渡的转折点，是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

分界线，非常重要。为此，1983年11月24日，河北省计委、财政厅、劳动人事厅、建

设厅以冀计(1983]366号文转发《关于勘察设计单位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通知》，并

根据《关于勘察设计单位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结合河北省勘察设计

行业的实际制订了《河北省勘察设计单位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实施细则》。1984年9月15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意见》，国务院于1984年

11月10日以国发[1984]157号文颁发这个文件，这就是国家对设计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1983年10月4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计设[1983：}1477号文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设计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基本建设勘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1983年11月21 El，河

北省计委以冀计设[1983]343号文关于印发国家计委(1983]1477号文件的通知。1984

年11月10日，国务院以国发[1984]157号文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

意见的通知》。1984年8月23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以(84)城设字第482号文关于

印发《城乡全民所有制建筑勘察设计单位改革要点》的通知，1989年3月8日，国家计

委、建设部以(89)建设字第91号文关于印发《促进工程设计技术进步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河北省建委、河北省计委以冀建设[1989]140号文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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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程设计技术进步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文件附后)。

国务院、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勘察设计改革的文件，是实施

行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引下，河北省也出台了一些探索勘察设计行

业改革的文件。1984年1月13日，河北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以冀建设(1984]16号文

关于转发《建筑设计人员职业道德守则》的通知。1984年6月26日，河北省计委以冀计

设(1984j 316号文颁发《河北省改革民用建筑设计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1984年

9月7日，河北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以冀建设[1984]324号文《关于贯彻勘察设计单

位改革要点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的文件和河北省政府两委、两厅的文件，使河北省勘

察设计单位得到了大发展，原有的单位在人员上、装备上得到了加强。省市各部门、各

县、各大中型企业新成立了设计室，设计单位从80年代初期的80个，发展到80年代末

的287个单位。勘察设计队伍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素质也不断提高，单位的管理逐步加

强。1987年，在国家计委、建设部统一部署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实行现代化管理。

到1991年末，全省甲乙级勘察设计单位全部通过达标验收。丙丁级单位也在各市主管部

门的领导下，按河北省的地方验收标准，陆续通过达标验收。通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经

过质量学习和教育，新老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管理理论引入新老七种工具，

学会了质量分析方法。老七种工具是：分层法、调查表法、排列图法、因果图法、对策表

法、直方图法、控制图法、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工序能力指数法。新七种工具是：关

联图法、列法(亲和图法、创造性思维法)、系统图法、矩阵图法、矩阵数据分析法、

PDPC法(过程决策程序图法)、矢线图法(网络图法)，在运用工具方面，河北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石家庄市建筑设计院等许多单位，均有突出成

绩。

改革开放以后，勘察设计市场行为如何规范，1983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规范了勘察设计工作的市场行为，明确了委

托方、承包方的经济法律责任和义务，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规范勘察设计市场行为的文件。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管理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1994年1月27日，河北省建

委以冀建设(1994]36号文关于印发《河北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文件附后)，进一步明确了资质管理、收费管理、质量监督及招投标等法则。这个文件一

直执行到20世纪末。为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加快勘察设计单位企业化步伐，1994年9月

29日，国务院以国函[1994]100号文印发了《关于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改建为企业问题的

批复》(文件附后)。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改贷款方式的改革，国家在建设程序

上增加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设计单位需要充实经济评价与

工程系统分析的能力。1983年，河北省计委在正定举办两期系统工程培训班。1984年在

河北省科学院力学所举办一期培训班。1991年又在省电力院举办一期经济评价与系统分

析培训班。设计单位不仅对工程进行系统分析，在经济评价方面，建设项目投资由静态改

为动态分析方面，引入了动态财务分析，并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1983年，唐山碱厂在

可行性论证阶段，开始应用了现代经济评价理论，是河北省应用最早的工程建设项目。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建筑设计创作的繁荣，为引导设计人员正确的创作，1987年7月

10日，河北省建委以冀建设[1987]287号文印发了《河北省关于繁荣建筑创作的若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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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件见建筑设计风格及文脉条目)。文件提出了“人——建筑——环境”的理论观

点，与后来1999年7月通过的北京宪章相一致。这时的河北建筑设计创作，呈现多元化

的方向，大玻璃幕、仿古建筑、欧式风格等均有。

五、90年代。重点是强化素质管理，提高智能化水平。提高科技含量。面向国内外

两个市场

1993年，全省已有证书的勘察设计单位548个，队伍总量达到4万多人，各行业各

市县均有设计单位(5个县无证)，实现了专业结构配套、区域布局合理。存在的问题是

市场不规范，新设立单位素质不高，老单位也要提高智能化水平。在市场管理方面，执行

1994年制定的河北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为适应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

要求，达到勘察设计与国际接轨，重点抓了素质管理。1994年9月21日，建设部、人事

部以建设[19943第598号文发了《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制度及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

文件的要点是组成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特许建筑师资格。河北省特许建筑师有徐

建得、李拱辰、董连泉、韩自志、郭水根、王世宏6人。1995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建筑师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84号，自1995年9月23日起施行)

(文件附后)。条例明确了考试、注册、执业等37条责任与义务，在队伍内部实行双重管

理，单位资质和个人资质相结合。按照条例规定，全省通过的一级注册建筑师230人，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410人，二级注册建筑师820人(名单见资质管理条目)。不但提高了

队伍素质，还为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90年代，设计思想更加活跃，多元化更为突出，建筑创作更加繁荣。全省各市高楼

林立，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一大批县市镇欣欣向荣，城市面貌百花齐放，繁荣昌盛，勘察

设计队伍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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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勘察设计行业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及职能

勘察设计工作的管理体制是随着建设规模的增大

而加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中华民国政府没

有留下勘察设计单位，一切百废待兴。经过三年的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省和市根据建设事业的发展，从1952年

起相继成立了河北省建筑设计所、河北省煤矿设计院、

河北省化工设计研究院及张家口市建筑设计处(原察哈

尔省设计处)、承德市设计室(原热河省设计室)等十多

家设计单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主管部门安排勘察设计任
务，对勘察设计的管理，均是主管部门行政管理。勘察

设计单位承接主管部门分配的生产任务。勘察设计单

位之间没有横向联系。1954年国家建委在苏联专家热

心帮助下，制定颁发了设计阶段的划分，即设计任务书

(或计划任务书)以后的初步设计(建筑上称方案设计，
电力上叫司令图，冶金称高阶段设计)、技术设计、施工

图。主管部门接到批准的设计任务书以后，由主管部门

审查初步设计、技术设计，筹建处(或建设指挥部)审定

施工图。综合审查工作，由河北省计划委员会负责。具
体审查工作，水利工程是彭福仲，工业及其它工程是盛

兆德。1958年12月成立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
基本建设系统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建设，组织实施国家

基本建设计划，抓好国家大中型重点项目建设，负责大

中型项目的设计审查批报工作等，属河北省人委职能部

门。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内设设计处，当时任设计处

副处长为刘岩(无正职)，工作人员有张利生、单人骈、郦
培均、杜瑞珠。负责初设审查、组织实施、行业法规建

设，具体领导设计革命等。主管设计处的副主任，1959

年是霍渡，当年12月以后是王子兴。到1961年12月

底，由于国民经济困难，缩小基建规模，河北省基本建设

委员会机构撤销，保留设计、施工两处，改为设计施工

处，合并到河北省计划委员会，负责原来的职能工作。

当时任设计施工处的处长是孙国庆，副处长王文华、刘

岩，工作人员有张利生、单人骈、李蕴兰、杜瑞珠、褚君
达、王学林、叶立君。主管设计施工处的副主任王子兴，

基建局长贾政。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材料设备、计划职能

分解到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建筑工程厅等其它厅局负

责。1964年11月，河北省计划委员会设计施工处划归

河北省经济委员会，改称基建办公室，时任办公室主任

为马恭选、副主任为王文华。工作人员有曹锦苏、郜友
三、李蕴兰、王学赫、胡旭初、杜瑞珠、毛毳。主管基建办

公室的副主任王子兴。至1967年1月，省直机关全部

瘫痪为止，职能消失，生产建设工作由河北省生产指挥

部代替。1973年6月，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中共河

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又增设河北省基本建设委

员会，内设办公室和政工、计燃、施工、设计、材料
设备5个组，负责大中型和其它重点项目的初步设计

(或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查、报批，组织设计革命和建

筑科研工作。设计处的工作人员有处长韩光灿(1975
年到任)、副处长张玉，工作人员有陈恺、杜瑞珠、韩

桂滋、王贵楼、王学林，先后调入张常凯、王金声等。

主管设计处工作的副主任王子兴。1983年5月，河北

省基本建设委员会撤销，原内部机构设计处、施工处、

重点办合并到河北省计划委员会，调整为两个处，设
计处和施工处，设计处负责全省项目审查和行业管理

工作。时设计处无正职，副处长为王学林，工作人员

有韩桂滋、王金声、张常凯，先后相继调入郭继芬、

高继亭、陶重庆、李川。主管设计处工作的副主任是
盛兆德。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其它处室与河北省建

工局、环保局、测绘局等5个单位有关政府职能机构

合并，成立河北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当年9月增
设设计处，负责建筑行业内设计管理工作和抗震人防

工作。时设计处无正职，副处长为郭振华。抗震人防

办主任为田涛，工作人员有梁祖建、刘宝才、赵志林。

主管设计处工作的副厅长是杜瑞珠。1985年3月．河

北省计划委员会的设计处、施工处合并到河北省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厅，两个处合并，负责全省工程项目初

设(或扩初设计)审查和行业管理工作。时任设计处

处长为郭振华、副处长为王学林，抗震人防办主任为

田涛。工作人员有韩桂滋、梁祖建、刘宝才、高继亭、

张常凯、赵志林，先后调入王炯、秦胜峰。负责设计
处工作的是副厅长吴儒生，协助吴儒生管理设计处的

是总工邬天柱。1986年9月，河北省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厅撤销，恢复河北省建设委员会。1991年设计处职

能调整，工程项目初设审查的职能划归本委基建处．

随职能凋整人员调出高继亭、王炯、秦胜峰，高继亭

为基建处副处长。时任设计处处长为王学林、副处长

梁祖建，工作人员有刘宝才、张常凯、赵志林，先后

调人徐向东、蓝政、封刚。主管设计处工作的副主任

先后为吴儒生、邓泽洪。1991年抗震、人防办与路港

办合并成立三办，刘宝才、赵志林随着职能调入三办。
时任三办主任为刘宝才。1993年成立河北省工程咨询

院，负责工程项目初设审查工作，事业性质，自收自

支，单位负责人先后为高继亭、王炯、秦胜峰。从此

工程项目初设审查工作，由政府委托咨询院办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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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质由政府职能转化为事业性质企业经营。1997年

工程项目初设审查工作划归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咨询院，

河北省建委咨询院协助计委咨询院工作。1995年省直

机构改革时决定保留河北省建设委员会，设计处包括

抗震、人防职能，1996年至1999年10月1日任设计

处长为曲俊义、副处长为赵志林、朱忠帅，工作人员

有刘宝才、徐向东、蓝政、封刚，后又调入郭凤辉。

主要负责行业管理及政府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工作。
主管设计工作的委领导是郭振华总工程师。其中1997

年10月抗震人防办独立，随职能变化，调出赵志林、

刘宝才，赵志林为抗震人防办主任。以上为勘察设计

管理及工程项目初设审查工作体制的50年变迁。

纵观设计体制50年的变化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文革以前的50年代初

期，设计单位从无到有，1958年成立河北省基本建设

委员会，设立了设计处，60年代初期，基建任务缩小
三分之二，保留了设计处，先后合并到河北省计划委

员会、河北省经济委员会。1967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

撤销了机构，建设工程由河北省生产指挥部代替。到

1973年，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又成立了河北省基本建设

委员会，设置了设计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到1999这20年中，前

十年管理工作主要是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后十年主要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索质，实现市
场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工作。

第二节重要会议

建国以来历次设计工作会议，都是传达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所属部委对勘察设计、标准设
计、抗震人防、体制改革等项工作的指示和部署。纵

观50年的历程，设计工作会议是政府机关检查、督

促、部署阶段性工作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为清晰了解

河北省50年勘察设计工作的发展变化进程，特辑录历

次设计工作会议的概况。

1960年河北省工程勘察
设计工作会议

1960年7月27日至8月1日，河北省基本建设委

员会在天津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设计工作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省直有关部门、各地市计委、建委有关方

面负责人，部属4个设计单位，省属10个设计单位，

天津市属3个设计单位，省内6个其它市属单位，承

担重点工程的施工单位。此外河北省建筑学会、河北

省土木工程学会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共101人。

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子兴主持了会议。会

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设计补课工作。所谓设计补

课，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被破坏的规章制度，按基

建程序要求要继续坚持，对重点工程项目(当时称限

上项目，限的含义是指投资控制指标及涉外工程。中

央限上指控制投资1000万元以上及涉外设备订货项

目，省限上指投资控制200万元以上)，图纸不全或没

有图纸就开工建设的，要限期为建设项目提供设计图

纸。这次会议，对12个有关部门58项工程项目进行

逐项落实，会议开了3天，圆满完成了任务。

1964年河北省工程勘察
设计工作会议

1964年11月1日至1965年9月22日，在此期间

的设计工作活动，主要是围绕贯彻毛泽东主席11月1

日对《情况简报》的批示进行的。下附毛泽东、彭真、
薄一波3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彭真，请转谷牧：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

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

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

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
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即送谷牧办
彭真

十一月一日
登“情况简报”。请报送主席、政治局、书记处各

处。我们有几十个设计院，但它们的工作长期无人过

问。我国的设计工作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框框办事的，

可以说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我们准备在明年一、二月

间开一次全国设计革命会议，已着手准备一、两个月

了。准备的办法之一，就是蹲点和在若干设计院中开

展一个群众性的改革运动。这一简报送上，请阅。
薄一波

十月二十五日

1965年8月28日，国务院以(65)国经字317号

文颁发了《关于改进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的
文件(注：下附本文件的全文)。1965年9月22日，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以秘交字25号文转发了国务院的这

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贯彻中央领导批示中形成的，

在当时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起指导作用的文件。
为推动这项工作，河北省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

召开了设计工作会议。河北省副省长兼河北省基本建

设委员会主任牛树才，委托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王子兴主持召开了此次工程勘察设计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精神，具体的时间、

地点和参加单位没有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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