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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衣食住行，人生存之必备条件。

十一亿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基本解决温饱。改

善居住条件，已提到议事日程。

《金牛区房地产志》，在金牛区房地产管理局领导的重视下，

在区地方志办等部门的协助下，全局同志通力合作，已由黄世福同

志主编成书。

《金牛区房地产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翔实地记述了辖区内16个场镇房地产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为我

区配合全国性的房地产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具有宝贵的价值。

《金牛区房地产志》是一本难得的资助房地产管理的志书，也

是一本保存房地产管理部分珍贵资料的志书。特此为序。

谭碧根

1991年8月2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求实存真方针，运用记事存史笔法。

二、本忘以1950年为上限，并适当追溯历史，以1 990年为下

限，并附有1 991年区划调整后的有关情况。

三、本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全志6章22节及有关内容计

7万字。

四、本志采用志、记、述、表、录等形式记述。

五、本志币制单位，统一使用1 95 5年3月以后的人民币新币单

位，面积单位采用公制，表格中的面积单位为m2。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特殊情况在括号内注明。

七、本志的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多次出现时使

用简称。地理名称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

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

八、本志的文字以国务院公布的现行《简化汉字总表》为准；

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为据。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金牛区档案馆和区房地产管理局及有关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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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房地产管理，古时未设专门机构。近百年来由于人，口日益增

多，工商业逐渐发达，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房地产供不应求，、

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清朝时开设户粮房，它只是对房地产的新置、移转征收税赋以

收代替管理，侧重在税收，是房地产管理的萌芽阶段。清光绪三十四

年(公元1908年)改设经征局，重点仍在．一个．“征”(税)上。民国

十七年(公元1928年)，成都市成立了市政府。民国二十六年(公元

19 37年)成立了四川省地政局成华办事处，才正式有了房地产管理机

构。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 38年)，成华办事处更名为成都市政府地政

科。地政科设行政、测绘、登记、新村四股，对房地产开始了较全面的

管理。房地产一切移转，按规定必须向地政科申请发证，方能有效，

同时对清末的图册遗失、地籍紊乱、权属不清等情况进行清理。．通

过测量、登记、核实，．市政府于1941年2月颁发了“土地所有权

状”。那时土地属私有，因为经常发生继承、买卖、典当等转移，

所以房屋是作为“附属物”一并填入状内的，这就使房地产的权属

正式有了官方制订的统一凭证。 - ．fI

一九五。年一月三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i会中：的房

屋管理委员会成立，设一．、 二、．三、 总务四科，主要任．务是

接收国民党军政部门的战争罪犯、反革命首恶份子的房地产，i．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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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入城的机关、部队使用。1950年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接管

了固民党地政科，在民政局内设地政科。同年4月，地政科更名为成

都市政府地政局。同年10月，地政局与房管会合并办公，这是成都

市房管部门的雏形，它行使市疆的8个区<7月合并前为14个区)的房

地产管理职能。地政局设：行政科，管理征用土地和房地产测绘工

作；登记科，管理公私房地产产权；公产科，管理没收归公的房地

产；代管科，管理逃亡户和无主房地产。并颁布《成都市房地产移

转登记暂行办法》，规定有关房地产的登记、移转，由地政部门统

一公告、登记、税印、发证，改变以往地政、税政各自公告、承

办、互不一致的弊端。

金牛区的房管部门源于成都市第三、四、五、六区的地政科。

后来此四区合并为龙潭、万年两区时也同时设地政科。1955年3月

7日，龙潭、万年合并为郊区时撤销地政科。根据1953年6月1日

四川省颁发的《四川省公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公产之管理，

由各级人民政府贵成该级财政部门负责进行”的规定，将公有房地

产划归郊区财政部门经营管理。19 57年成都市房产管理局的邓光辉

与郊区财政部门的徐大荣组建成都市房产管理局郊区工作组。

19 58年1月1日，将财政部门管理、各乡具体经营的公房，统由

工作组管理。工作组在1959年更名为郊区房管处。在职能上讲，

无论是分散于各区的地政科，还是合区后的工作组、房管处，都基

本上行使下列管理职能：

1、贯彻执行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法令，具体负责公房的经营管理。

2、督促检查各下属管理组的工作进行情况。

3、负责拟定全区公有房地产的收支、预决算、发放定息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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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组织金区收入。

。 4、办理租赁登记，介绍租赁业务。发售民房租赁契约一审核公

房的出翟， ．

5、管理公房的册籍和合营经营租赁房屋的档案。：

，6、拟定所管房屋的维修计划，负责维修房屋的设计和施工，次

定工料的处理。．

7．、央定公有、合营房屋的改、扩建(包括租用单位和个人自费

改、扩建)，并报上级备查。

8、办理房地产管理处决定的没收、接收、代管、发还、调拨、

交换、拆除房屋的具体工作。， ． ，

9、、拆迂公房时，代表政府与用地单位订立合同、监督施工、房

屋竣工后进行验收。

10、决定公房的出卖与收回，并报上级备查。 。

1 1、负责发动民房业主修缮危险房屋，批准民房拆除，办理民

房维修的贷款事务。

1960年7月，郊区更名为金牛区。1962年1月6日，金牛区人民委员

会内设谤管科，主要行使房政管理的职能。1964‘年4月1日，成都市

成立房产公司，有关直管公房的经营、管理则归市房产公司，形成

一套人马、两块名牌、两种职能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1970年末，因

市房产公司继1968年市房管局撤销后宣布撤销，有关公房的管理下

放区上管理。197 3年初恢复市房管局后，于同年3月23日又将下放金

牛区管理的公房收回，由市房管局直接管理。1973年--1979年，金牛

区房地产管理所整顿恢复了房地产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了市上制定

的公房管理和房屋配调办法，以及私房买卖管理办法，实行了城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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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有，开始清退“文革”中抄家献产被占房屋等房管措施。．‘i魄。

年6月4日‘，市房管局决定把直管公房再次下放区管理后，．金牛区

政府于198 1年104正式将金牛区房管所更名为房地产管理局!。：房地

产管理局设：房管股，主要职责是行使各类房屋的房政管理，’贯彻执

行上级下达各项任务；生产技术股，主要职责是负责公房的新，’改、

扩建及维修方面的工作；办公室，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业务。区房地

卢管理局下设青龙、茶店子、永丰、万年四个房管所(万年、1永丰

两所于1984年4月合并为衣冠庙房管所)，负责16个场镇公房的经

营管理。198 3年9月一1987年6月，先后增设拆迁安置办公室、集

资建房办公室、拆迁管理办公室。为贯彻精简行政机构精神，1984

年1月15日，金牛区房地产管理局更名为金牛区房地产公司，原职

能不变。其名是公司，但在行使管理职能时诸多不便，如房屋普查、

收取超标费、房地产纠纷、拆迁管理的仲裁、落实私房政策、办理

产权等等。鉴于上述原因，1990年4月18日，金牛区房地产公司恢

复为金牛区房地产管理局。

从196 0年7月建立金牛区起，至1990年末调整区划时止，金牛区

房管部门贯彻执行了有关房地产的各项政策。如：公私房的租赁政

策，产权登记，私人建房审批，。房地产纠纷、拆迁管理等的仲裁，

人民来信来访，落实私房政策，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等等。

金牛区房管部门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到繁的过程。其发展

情况如下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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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房管部门发展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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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7年：

金牛区第一代房管部门成立， “成都市房产公司郊区工作组_

组长周厚麟。

1 96 2年1月6日：

金牛区成立“金牛区人民委员会房管科”，科长廖品极。

1963年：

金牛区房管科办公室办公房竣工，共206平方米，在今茶店子东

街区物资局内．

1 98 1年1 o月：

“成都市金牛区房地产管理局”成立，局长高学文，副局长马

毓睨、彭文忠，辖茶店子、永丰、青龙、万年四个房管所，局办公

所在地茶店子西街。

1984年1月1 5日：

。成都市金牛区房地产管理局一更名为“成都市金牛区房地产

公司”，其房地局职能不变，经理高学文，副经理彭文忠、王文长。

1985年2月27日：

茶店子正街31号金牛区房管部门办公楼修建开工，建筑面积

1248．76平方米。

1 985年2月28日：

据金牛区人民政府以金牛区发(1985)10号文《关于成立成都市

金牛区集资建房办公室的通知》，在房管部门内成立“金牛区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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