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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详今略古地叙述了1909N1988年广州

房地产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叙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广州房地产业的变革发展过程。

本志共七章，内有概述和大事记等，并配

有彩图和各种插图：图文并茂，可供房地产工

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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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州房地产志’较系统地记述了1909-"-'1988年广州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各个历史阶

段房地产业的变革发展过程。它从广州城市的形成、规模扩展，房地产的开发建设，人

民群众的居住状况，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对房地产的管理及制度等，作了较详尽的叙

述，同时反映了广州市房地产业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容翔实丰富，7对广

州市房地产业的研究和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广州房地产志'的问世，是广州市房地

产管理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衷心感谢参与撰写和积极协助提供资料的单位和同志，
。

以及关·孓帮助我们的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及同志们。

城市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

．社会政治经济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城市房地产业发展

的历史，反映了不同经济关系和性质的房地产业。解放以后，我市房地产经济起了本质

的变化，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房地产经济。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解决

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房地产业也不断地发展，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搞活了房地产，实行土地使用制度和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房地产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揭开了广州市房地产业新的一页。随

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广州的房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指引下，对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业有了新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路子。

广州是我国南方沿海开放城市，又是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位极为重要。同时，广州毗邻港澳，旅外侨胞众多，港澳同胞与华侨对发展广州房地

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个优势，更好地发挥广州作为综合改

革试验区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创遣更有利的条件，促进房地产业的

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广州房地产志’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吸

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i．jII，特别是要吸取改革开放vY,来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丰富经验，。

不断改进和加强房地产管j'L-r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五中。奎

会精神，正确认识和运用房地产业发展的规律，使房地产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其重要的作用。 ‘

愿‘广州房地产志’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对房地产业的-／,k-／冀,，探索新路子，

创造新经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房地产业，把我市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新的

阶段．

陈启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记叙的内容时间断限：上限由1909年起，下限到1988年止。个剔章节段落

上溯至秦汉时期，下延至1990年。

二、按照新编地方志“详今略古一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下

房地产业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变化、发展过程。突出时代特色和本专业特点。

三、本方志体例编排，主体部分共分七章，各章根据需要设节-5目。另有序言、凡例、

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在结构安排上，采取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

法进行编写，辅以图表和照片，力求做到历史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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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州市是有2 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

象郡、桂林三郡，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即今广州)。南海郡尉任嚣在此修筑城垣，后人

称为任嚣城。其城规模较小，位置大致在今仓边路、越华路、北京路、中山四路所包的范

围。公元前209年，赵佗割据岭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在番禺建立国都，把任嚣城扩

展为周长10里的越城，这城又称赵佗城。汉武帝平南越时，越城在战火中被焚毁。三国

时，吴交州刺史步骘在古越城西半部重建番禺城后，迁州治于此。公元2∞年，孙权分

交州的合浦以北为广州，广州之名遂自此始。

唐代．广州成了世界著名大港，但城区范围没有扩展，房屋多是竹寮茅舍，市民居

住条件简陋，唐朝名臣宋广平，杜_i；占、李复，杨于陵在广州任职期间，多次劝导居民烧

砖制瓦，改建房屋，使城区面貌逐渐得到改观。五代时，清海军节度使刘岩于公元917

年在广州建都称帝，史称南汉。位大兴宫殿建筑，把城垣向南扩展到今文明路～带，并

改广州为兴王府。

宋代时，随着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广州城区不断扩大。宋800多年间，广州的

城垣扩建和修缮有10余次。宋代修筑的中，东：西三城并列相连，城区面积比以前扩大

了三四倍。明代又两次扩建，把宋三城合为一城，并向东北扩展，即现在东起越秀路，

南到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西到人民路，盘福路，北跨越秀山的范围。和原日小北

门相接，城周长21里，后人称为老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在老城以南加筑外

城，南界在今一德路至万福路，称为新城。’
’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人相继在广

州买地建房，创办教会学校和医院，经营房地产和工商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

国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沙面为租界，其总面积为227 760平方

米(其中英占4／5，法占1／5)，租期为99年，每年租金为512 460文铜钱。另外英国还

在沙面设工部局管理租界，并将租界土地划分成82区，拍卖给外国商民。同时伦敦工部

局派驻中国的代表以英国女皇名义发契证(即皇契)，而且在契上注明，不准将建筑物

出租或转让给任何中国人。同时，法国又利用《中法天津条约》迫使清政府订立石室土地

契约，强占一德路原清末两广总督行署所在地(面积为28 440平方米)，兴建圣心大教

堂和传教士住所。同治元年(1862年)，法又在附近东南两面扩展土地，再租11 793平

方米，连前租项合计40 233平方米，每年租金为90 449文铜钱。继而又违约发占土地，

私建铺屋800多间出租图利。， ，．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州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工商业发展较快。民国7年(1918年)，

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开始拆除城墙，拓展马路，这时的房地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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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世纪80年代陈济棠主粤期间，重视发展地方经济，对华侨实行优惠政策，吸弓I了不

少海外华侨来广州投资房地产业。据统计，华侨在广州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占各行业投资

的74．41％，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此时的房地产买卖较为活跃。

民国28年(1937年)，广州市共有房屋126 040幢，人口120万。抗日战争期间，被

毁坏的房屋占战前房屋总数38．98％。民国35至86年(1946"-'1947年)，人口已恢复

到战前水平，但被毁坏的房屋大部分未加修复，而新建的房屋又极少，所以房屋与人口

1的比例不相适应，住房紧张，租金昂贵。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地皮商人‘刷用重划

“三大灾区’’(西堤、黄沙，海珠桥北岸)之机，垄断了土地买卖，使地价暴涨。西堤灾

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地价540,'-'720元港币，最高时达1 080元。民国88年(1949年)至广

州解放前夕，大量国民政府的官员南迁广州，人口急剧增至220万，物价暴涨，货币贬

值，房荒突出，一般租值增加2倍以上。

解放前广州的房地产业特点是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以

中，小资产阶级占有为主。私房占全市房屋总数的70％左右。除有相当一部分私房属于

封建的共有权关系(如祖产，公尝产、善堂，会馆等)外，还有一种铺底权存在，这种铺

底权在清末民初广州的商业开始繁荣时已经出现，至民国7年(1918年)以后，铺底权

因拆城改马路而迅速增加。在房屋租赁方面，除一般定期租赁外，还有铺底顶手，包

租、转租，分租、共租等形式，在房屋紧张时期，房主经常找借口，加租迫迁，滥索“批

头打、搿鞋金一(即介绍费)，租赁纠纷时有发生。

解放前，贫富居住条件十分悬殊。国民政府官员和富商，拥有洋楼住宅，仅陈济棠

就占有大量土地和住宅。而一般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甚差，有12万多劳动群众住在约2

万多间破烂木屋和窝棚里，有6万多水上居民祖祖辈辈居住在珠江河畔的“浮家泛宅修

中，过着“世世水为乡，年年艇作家，沉浮波浪里，生活海天涯"的生活。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组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派军代表接管了国

民政府的地政局。据1949年末统计，全市的土地面积为248．6平方公里，市区房屋建筑

面积为1 231．19万平方米，其中s公产814．82万平方米，占全市房屋面积25．57％，私

有产890．24万平方米，占全市房屋面积72．81％，外人产28．12万平方米，占2．12％。全

市住宅建筑面积共780．42万平方米，市区人口115．eJY，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

广州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在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的情

况下，采取了各种措施和办法，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在8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

"-'1952年)，广州市房地产工作重点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房地产方针政策，对国民政府

市地政局管理的产业及公逆产进行接管和清理，并在全市开展房地产总登记，办理土地的

征用，征购，评定房地产标准价格，加强对公房和私房的管理，制定房地产管理法规，

明确宣布保护私有房地产所有权，整顿房地产交易市场，处理租赁及产权纠纷，安定人

一曲，促进私有房地产业的经营积极性。1952年初，成立了市房地产信托公司，经营公有房

地产和托管私房，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及维修队伍，建立依靠群众民主管房的新制度，并

广泛发动群众(包括私房业主、租房住户和用房单位)。在广州市政府提出的。自建公

助，修建家园一的号召下，对广州解放前留下的大量失修的危破旧房进行抢修。与此同

时，端正私有出租房的租赁关系，明确私房业主收租要修房，住户住房要依约交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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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住户及使用单位垫租修房。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抢修危破房屋近8万幢，改善了市

民的居住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按照国家建设的布局，有计划地量力而为进行住宅建设。先

后在旧城区边缘和工业区周围兴建住宅区和新村，规模较大的有华侨新村、哥鱼岗的建

设新村，在西村的两个工人新村，以后又陆续建成万松园、冼家庄等新村。这些新建的

住宅，除华侨新村外，以砖混结构和简易平房为主，重点解决产业工人居住困难问题。

1958年，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政策和原则，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赎买的政策。采取国

家经租的形式，由房管部门统一管理，统一修缮，统一调拨使用。当时全市共改造出租

私房7 798户，建筑面积250万平方米。以后又对漏改部分的出徂私房陆续进行了补改。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调整阶段(1960,---1966年)，住宅建设发展比较缓慢，平均

每年增加不到10万平方米，加上市区人口发展很快，居住水平明显下降，1960年人均居

住面积只有2．76平方米，为广州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这个时期，党和政府在经济困难

情况下，仍想方设法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当时集中力量办了三件大事t一是改建木

屋。1965年初，市人民委员会提出了盔白建公助’’的方针和实行“三自三帮，，(。三自"是自

己筹钱，自己施工，自己按使用要求设计，搿三帮"是职工单位帮助借款、找材料，国家

帮助供应调拨水泥，木材，区，街帮助技术指导和材料运输，供应。)的原则，先后采

取加层，维修，淘汰、重建等办法，把木屋改建成砖瓦房或混合结构楼房。至1966年

底，共改建木屋11 018间，以后又陆续改建1万多间，面积共57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诤增10．5万平方米。二是安置水上居民到陆地定居。从1962年起，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

关怀下j中央拨出专款1 200万元，先后在滨江东、芳村，南园、大沙头，荔湾涌，如意

坊、素社等15个地段，兴建水上居民住宅，建筑面积共23．75万平方米。蓟1971年底，

已安排11 819户，4．71万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三是改造祠堂书院。全市原来用作住’宅的

部分祠堂书院，面积有7．72万平方米，居民1．98万人。这些住户居住拥挤，低矮阴暗，

环境甚差，大多数是十几户共用1个厨房。1966年初开始，结合木屋改建和危房修缮，逐

步进行了改造，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文化大革命一10年动乱期间(1966～1976年)，房地产管理工作受到“左一的错误思

潮影响，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受到干扰破坏，致使私房业主不敢收租，放弃

管业，一些单位及街道和个人任意占用私房，甚至新建的公房也被挤占。乱拆乱建严重，

有些单位征用拆迁民房也不给补偿安置，私房业主权益被侵犯，大量房屋失修失养，过

去建立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修、用三结合的管理方法与管房的制度被搞乱，房租

收入率下降，租金损失严重，房屋维修不及时，租赁和产权纠纷增加，房管工作处于混

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从1969年7月起，出租私房由市

房管部门代收租、代修缮(简称“双代一)，共代管房屋8．86万幢，面积299万平方米。实

行“双代一以后，按民用公房标准计收租金，比原来平均降低48％，因而更不能实现最起

码的“以租养房’’的要求。据1979年各区房管站初步结算，按政策属于发还产权的，还超

支修缮费∞2万元。在“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中，新建的住宅面积总共只有230万平方米，

住宅质量和装修标准也较差，一切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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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进行战备疏散和上山下乡，大量人员到农村落户，市区人I=I减少，平均住

房面积相对增加，从1966年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提高到1976年的3．65平方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加强了房地产的立法，引进市场机

制，对房地产实行综合开发和配套建设，试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推行住宅商品化，使房

地产业得到了振兴，它有力地促进了建筑业、建材工业和其他有关行业的发展，房地产

业本身也开始走上兴旺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在贯彻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房屋政策方面，广州市从1972年开始抓这项工作。1978年

12月以后，更把它当作有错必纠，取信于民的一项重要任务。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对

各类房屋分别情况进行了处理，全面清退了“文化大革命一中接管的私人出租房(即“双

代"房)和被挤占的自住房，妥善处理私有出租房在社会主义改造后遗留的问题J全面

清退在土改中被错没收或征收的华侨私房和宗教团体房产。同时，还按政策处理一部分

代管房产。通过落实房屋政策，维护了公民私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调动了私有房屋经

营和促进了私人购买房屋的积极性。1979年重新开设房屋交易所，恢复了房屋买卖业务，．

逐步开放房地产市场。至1988年已成交房屋(不含新建商品房的买卖)5 698宗，面积

87．5万平方米，成交金额9 918万元。其中侨汇购房270多宗，总金额2 865万元，为国家

刨汇8 512万元港币。为方便职工生活和工作，于1978年恢复了房屋调换业务。从1981年

起，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办理的房屋产权继承、转移、变更登记和发证业务．

在加强对房地产的立法管理上，1981年以来陆续制订了《广州市私有房屋租赁管理

暂行规定》，《广州市房屋交易暂行规定》、‘广州市铺面房屋管理暂行规定》、《广州市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实施办法》、《广州市房地产纠纷仲裁施行办法》等20多个房地

产管理法规，经市政府批准公布施行。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逐步加强房地产

管理。

在房管体制方面，从1982年5月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市房地产管理局将

房屋管理、维修以及人，财，物权下放到区，明确市局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省有关房

地产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制订公私房租金标准和房地产管理规定，指导各区

房管局各项业务工作，审查确定全市房地产产权及其合法变动，掌握全市产权档案及房

屋交易业务，对城市土地实施地政管理等。区房管局在区政府直接领导下，负责本区房

屋(包括公房和私房)管理、维修及人、财，物统一管理。

在住宅建设体制上，由各单位自建和统建相结合的建设体制转向多渠道多形式的建

设，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和外引内联等集资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房屋建

设的发展。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在国内率先引进外资，与港商

合作兴建东湖新村、挹翠园，员村昌乐园、晓港城等住宅区。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从

1979年恢复侨汇建房业务后，兴建了流花华侨新村、天河侨苑等华侨住宅区。至1988年，

市区已发展有84家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商品住宅已占全市住宅建设竣工面积的45％◆

而且商品化的范围已从住宅单一品种发展到商业，工业、仓库，办公楼宇等多种经营。

房地产企业在市政府的扶持下。经济实力也得到迅速发展。

在土地管理上，开始改变过去无偿，无限期划拨使用的制度，逐步实行有偿、有限

期使用。有偿使用土地的办法·一是征收土地使用费的货币形态，二是由开发公司无偿



负责兴建市政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实物形态，收取使用土地的代价，三是有偿出让和转让

经过开发的土地。从1984年7月开始，首先在新建项目，中外合资企业和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施征收土地使用费。。到1988年底止，全市已征收7 032．89$元(不包括经济技术开

发区)：另外，各开发公司已无偿为城市建造道路、供水，供电，通讯，学校、幼儿园

等一批公用配套设施，使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方面得到体现，同时也提高了土地开

发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房地产经营开发方面，改变过去零星分散、“见缝插针’’的做法，实行统一征地和

成片，成线综合开发经营，使新区开发严格按规划要求，做到主体建筑与配套设施同步

‘‘进行，小区建成的配套设施与管理机构同步运转，成为布局合理、服务齐全、生活方便

。’?的住宅小区。全市(不含县)已建成和正在开发的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

。有41个，开发土地790万平方米，规划兴建住宅和配套楼宇980万平方米，已竣工面积460

万平方米，出售商品房屋84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312万平方米，房屋销售收入达25亿元，

‘加强了房屋建设，促进住宅商品化，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79N1988年，

。广州市区住宅建设总投资57．05亿元，比29年前增加10．79倍。10年建成住宅面积

1 825．66万平方米，平均每年为182．57万平方米，比改革开放前29年建成住宅总面积增

加1．72倍。全市人均居住面积已从1978年的3．82平方米提高到1988年的7．29平方米。

在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方面，广州解放初期，市房管系统的青壮年职工技术素质差，

文盲和半文盲占半数以上。市房管局先后成立扫盲委员会，建筑工程业余技术学校，房

建中等专业学校和房建技术学校，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参加文化技术学习，为省内外培养

了一批专业人才。1988年底统计，市房管系统职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4 426人，

占职工总人数11 051人的40．05％，其中科技人员有1 672人，占职工总人数15．13％。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科技事业带来了春天，在住宅设计，白蚁防治、修缮技术等方

面都有新的发展。获市级奖励科研项目33项，获国家及省级奖励的项目有20项。1985年

以后，先后成立了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现改为房地产学会)，房地产业协会，房产住宅

科技情报网，这些对加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地产经营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有关房地产理

论、政策的研究与探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政府十分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难问题。从1981年开

始，市政府采取措施，利用各种渠道，分期分批解决。四种人一(落实政策回城无房户，

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挤占私有自住房的住户，在破船和木棚的水上居民，高级知识分子

和爱国著名人士)和2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难户。据初步统计，1981---,1988年，市政府先

后拨款1亿多元兴建住宅，解决住房困难户16 794户，面积9 491万平方米。其余居住面

积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到1990年基本落实了房源。

在逐步调整非住宅租金，改革住房制度方面，从广州解放至1981年，非住宅租金一

般按民用公房租金标准加10--,100％计算。1981年10月开始，把工商企业用房从每平方

米建筑面积平均月租0．465元提高到1．14元。1987年1月全面调整非住宅租金，工商企业

用房租金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调为2．40元。1988年1月再调整为8．56元≯这样可做到

。以租养房修。而公有住宅租金因受福利制影响，房租一降再降。到1988年，每平方米使用

面积平均月租只有0．17元。私房租金则在1983年8月，才从平均月租每平方米使用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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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大革命”前的0．88元。由于住宅租金严重背离价值，以租养不了房，

设投资多、产出少，简单再生产不能实现，更不可能扩大再生产．为了改革

租金、高补贴为主要特征的住房制度，加快住宅商品化的进程，1988年2月，

成立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对总量承受

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卖房起步，分步提租，相应发贴，新分配的住房实

的改革方案。1989年8月，市政府正式颁布了‘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

1日开始执行。

，中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广州市房地产业

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对于开拓房地产业是十分有利的。为了把广州市房

推向前进，一方面必须重视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发扬求实精神，以严谨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充分发挥各种有利条件，把房地产业搞活．同时，

法工作，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使房地产管理工作逐步制度化，法

探索新的路子，振兴广州市的房地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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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解放前的地政机构

清朝末期，管理广州的田地、房屋的省级机构是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一般只起

指导和监督作用。私人所有的土地房屋买卖、征收契税等事项，由广州府所属的番禺、

南海两县的县衙负责具体办理。

清朝在广州驻防的搿八旗兵一，是亦兵亦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官家曾按

人丁拨出土地(通称“旗地’’)给八旗军官兵及其家属自行建盖房屋居住，由驻防广州右

司衙门发给“执照’’管业。所有旗地旗房免除一切赋税，每年只缴纳少量税金，但不准私

相买卖，也不允许一般民人典买旗地旗房。

民国成立后，废除了广州府，房地产买卖、征收契税和办理验发契纸等事项均由广

东财政司(后改财政厅)管理。当时规定，凡广州警界内的业户持有前清政府所印发的

1日契纸，均须改换民国的新契。民国7年(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所内设总

务、工程、经界，登录四科，其中总务科掌管八旗官公产业、拍卖、卫生、会计和人员

任免调动等，工程科负责拆卸城墙，开辟马路，市场，桥梁、濠沟．土地征用和土木建

筑工程测量等，经界科负责土地调查，评价、测绘总图、分图等，登录科管理注册、查

册，印证及广州市不动产税契等事项。民国9年(1920年)6月，撤销登科录，附设登

记局，开始办理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因登记局经管业务属司法事务范围，故该局就由广

州市政公所与广东高等审判厅合办所有不动产登记事项。民国lo年(1921年)2月，广

东省长公署指令撤销广州市政公所，并将其经办的一切事务及文卷款项收入数目全部移

交广州市长分别转饬所辖新设的各局。

民国10年(1921年)2月1,5 it，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随即接管了市政公所。原工

程科改设为工务局。内设取缔课，主管房屋报建、验收、退缩街道等，并订有‘建筑取缔

章程’，处理违章占地、危房改建，建筑纠纷等事项。同年8月初，广州市市长孙科，广东高

等审判厅厅长陈融联名呈请省长陈炯明将市政公所附设的登记局完全拨归司法范围，由

广东高等审判厅专办登记事务。同年8月15日，成立广东高等审判厅广州市登记局(后改

广州登记局)，由广州大元帅府秘书林云陔兼任登记局局长，办理房地产权登记业务。

民国12年(1928年)11月，广州市政厅下设民产保证局，李纪堂任局长，办理广州

市一切民有不动产保证事宜。局内设核验、会计两课，全局职员60多人。民国14年(197,5

年)6月26日，市政厅宣布撤销广州市民产保证局，一切公物及征存款项由广东省财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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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接收。

民国15年(1926年)8月2日．广州市土地局正式成立，蔡增基为第一任局长，旋

将广东高等审判厅广州登记局归并市土地局。从此以后，广州市的房地产一切事宜，统

一由市土地局专责办理。土地局内设三课一处，即登记课、地税课、测绘课(1935年6

月分别改称第一、二、三课)及秘书处。登记课下设登记股、审查股、掌册股t地税课

下设征税股，地价股，测绘课下设测量股，制图股，秘书处下设宣传股，文牍股、会计

股。市土地局负责办理全市地政工作，登记民产，征收地税、测量土地等事务，同时对

全市实施测量，绘制地籍图。同年11月，成立广州市土地裁判所，负责审理土地纠纷案

件。民国16年(1927年)6月，市土地局颁布《局务会议章程》规定，每两周召开1次局

务会lic，各课汇报两周所办事务或提出改良意见及决议各项章程。民国18年(1929年)

1月，裁判所撤销后，改由广州市地方法院审理，民国26年(1937年)6月1日，市土

地局改称为市地政局，曾蹇任局长。 ． j

民国27年(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后，地政业务一度处于停顿状态。随着汪

伪省、市政府的成立，市地政局于民国29年(1940年)5月11日恢复建制，由伪市政府

秘书长潘芸阉兼任地政局长。汪伪地政局将国民政府存放在沙面的地籍档案资料提取回

来，继续办理产权登记。同年9月1日，汪伪市政府调整机构和人事，宣布撤销市地政

局，将其一切事宜归并伪市财政局办理。

同年lo月1日，江伪省政府成立“广东省会地方暂管民业整理委员会’’，由伪市长陈耀

祖兼任主任委员。民国30年(1941年)1月6日，改派徐英为主任委员。民国34年(1945

年)5月16日，汪伪市政府重新调整机构，另成立。广州市土地管理事务所"，石天池任

主任，并向市财政局接收原属市地政局管理的一切事务。该所仅仅存在了4个丹。同年

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9月，国民政府恢复广州市地政局建制，接管了汪伪政府的广

州市土地管理事务所的各项业务、地籍图册和财产，市地政局由黄仲榆任局长。局内机

构编制和层次都比较精简，设8科8室z第一科设测量、制图，掌图8股，主办地籍测

量、绘图、计积及整理，保管图籍等工作J第二科设登记、审查，掌册8股，主办产权

登记，换发所有权状和管理册籍档案事务，第三科设地用股、地价股，主办土地使用、

重划灾区土地和地价调查工作。8室是人事室、会计室和秘书室。抗日战争胜利后，地

政复员工作主要是整理地籍图册，补办土地登记，重估评定全市标准地价，重划灾区土

地，调解业权纠纷，发还代管民业等。民国85年(1946年)，李朴生接任局长。局增设

第四科，主办房地产纠纷调解工作，不久又撤销第四科，另设督导室处理该项业务。市地

政局予民国37年(1948年)2月成立郊区土地登记处，下设郊区测量队．局共有职员

115人，连附属机构及郊区测量队的人数，最多时达800多人。日军入侵广州8年内，市

区经敌伪蹂躏，房屋毁坏严重，经界亦多夷灭，原有的地籍图册，亦有不坐散失，业

权纠纷频繁。为了减少纠纷，民国38年(1949年)2月，市地政局设土地买卖查询处。

民国38年(1949年)5月，国民政府总统府南迁广州，在市政府大楼内办公。同年8

月，市地政局开始遣散人员，郊区测量队也随之撤销。原市地政局长李朴生于10月8日

离职后，由陆桂芳接任市地政局长职务，上任刚1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广州。

解放前地政局组织机构见图1一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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