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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城市建设档案工作是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国家建设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而产
生的一项新兴事业，它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初创，80、90年代的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全国规
模的管理体系，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城市建设走向科学管理的重要标志。
随着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城建档案工作从90年代末开始向现代化管理迈进。
跨入新世纪，“数字城建档案馆”已成为城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宏伟蓝图。
城建档案馆的出现是城建档案事业崛起和发展的标志，但不能说有了城建档案馆才有了城建档案工作
。
新中国的城建档案工作，应该说从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即已开始。
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还作过具体指示：“一个城市的设计资料，也应统一由城市建设总局管”。
1959年在华北东北协作区技术档案工作大连会议上，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就曾建议把全国城市基本建
设档案工作建立起来。
此后，在1961～1964年间国务院又相继发文要求建立和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并在全国42个城
市试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
提出：“大中城市要以城市为单位，由市人民政府主管城建工作的领导人主持，由市建委或城建规划
部门成立城市基建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城市基建档案。
”国家档案局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抓住机遇，1981～1983年连续三年召开了三个关于城建档案工作的
座谈会，对这项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城建档案馆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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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是一本阐述我国城市建设档案工作产生、演进、发展直至成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专业档案管理系统的专著。
旨在探索我国城建档案事业创建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期总结历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丰富的实
践经验与理论创新经验，为城建档案工作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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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夏至周，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奴隶制社会下“城”的
建设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
到了西周，由于“城”内人口进一步聚集，“城”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宫殿建筑已具相当规模，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已经显露。
在我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发掘中，先后有河南的偃师二里头、尸乡沟，郑州的商城，湖北的黄陂盘龙城
，河南安阳的殷墟，陕西的岐周、丰邑、镐京，以及河南的洛邑等遗址。
我们可以从安阳殷墟的规划建设情况了解我国早期城市的一般状况。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是商代后期的一座王都。
遗址比较集中的地区面积约24平方公里，至今未发现有城墙。
它的中心部分是由东北两面利用洹河的自然弯曲，西南两面则挖掘宽7～21米、深5～10米大沟所围成
的一座别具一格的“宫城”。
据规划专家称，这可能是殷城采取开放型规划结构形制的结果。
遗址以宫廷区为中心，外围环布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及洹河北岸的王陵区。
宫廷区有53处建筑遗址，由宫室、宗庙和祭祀场所组成，仅宗庙建筑的范围就达2万平方米，包括21座
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在基址下压有纵横交错的水沟。
宫室的房屋多为矩形和凹形，单体面积最大的为40米×10米，房屋结构为卵石柱础支撑的木构架、草
屋顶。
在王宫范围内还发现多处窖穴、灰坑和一些墓葬，其中一座圆形的窖穴出土17047甲骨文片，据考证可
能是王宫的档案库。
在手工业作坊内发现有青铜器、骨器、陶器等。
由此可知，在商代后期，我国早期城市已经形成。
三、城市的产生与演进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于公元前475年，即春秋末期进入封建社会。
到了战国，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铁制农具的出现、耕作技术的改进，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此时，手工业除保留官办的作坊外，民营与个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冶铁和制盐业已成为重
要的经济部门。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逐渐增长，商品交换日趋繁荣，市场不断扩大，过去专为奴
隶主贵族服务的“宫市”，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为各阶层服务的独立商业区。
战国以后这种在“城”中兴起的商业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堡聚落乃至早期城市作为奴隶主政治城堡
的性质，使其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一方政治经济中心。
至此，“城”与“市”的有机结合，一个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的“城市”也就应运而生。
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战国后期一座最宏大的中心城市，人口达30万。
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
城市总体规划是以宫城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形式，由大城（外廓）和小城（内廓）两部分组成。
内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城市的政治活动区，内有宗庙、寝宫、宫市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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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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