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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民解放军基建营房

勤务工作的发展历程

口 吕 楠 王 强 何申 洁

摘要 ： 本文 系统梳理 了 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以来各个历 史时期基建营房勤务工作的主要任

务 、 机构设置 、 法规标准等 内容
， 完整地展示 了人民解放 军基建营房勤务的发展历程 ， 同 时也

是对军队营房工作一次 系统的 历 史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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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后方勤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基建营房勤务不仅是部队平时屯兵设营的重要保障 ， 而且是确

保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助推器 。 在 8 0 多年的建军历程中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基建营房勤务工作按照其发展形
式和特点 ， 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六个历史时期 。

一

、 革命战争时期 （
1 9 2 7 年 8 月

一

1 9 4 9 年 9 月 ）

这一时期 ， 人民军队尚未建立专职的基建营房管理机构 ， 部队宿营保障主要是通过借宿 民房 、 祠

堂 、 庙宇以及露营等方式进行 ；
而在部分根据地 ， 则成规模地建造了简易营舍 、 窑洞及医院 ，

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部队工作生活 的住用需求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基建营房保障主要通过地方借用 、 没收地主劣绅住房 、 官兵 自建及野战工事等

方式解决 ； 颁布了后勤供给制度 ， 制定了烤火费 、 灯油费 、 房舍修理费等营房经费标准 ， 建立了统一的

后勤组织机构 。 但并未设置专门的基建营房管理机构 ， 具体业务由军需 、 卫生和运输等后勤业务部门负

责 。 大量的营房勤务工作 ，
包括宿营地的选择 、 营舍的分配 ， 都由部队 自行保障 。

抗 日战争时期 ， 我军的基建营房勤务工作除继续依靠群众支持外 ， 广大官兵也依托根据地兴建了大

批营房和各项基础设施 ， 基本解决了部队宿营难题 ， 如延安抗大校舍就是该时期军工 自 建的代表性建

筑。 此外 ， 还制定了 《营房经费管理规定》 《八路军 、 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 等规章制度 ， 初步规范了

营房经费开支标准和审批流程 。

解放战争时期 ，
我军在接收 日伪营房设施的基础上 ， 有计划地修建了后方仓库 、 军队工厂等后勤设

施 ， 以及中央指挥机关 、 野战部队指挥机关 的部分营房 ；
颁布实施 了 《关于各种经费供给标准暂行规

定 》 《供给制度 （草案 ） 》 等涉及基建营房勤务的标准规定 ； 各解放区地方政府与军队联合组成
“

战委

会
”“

支前委员会
”

等战勤机构 ， 统
一

负责后勤保障及地方支援工作 ， 使部队的宿营与营房资源动员工

作更加规范有序 。

二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1 9 4 9 年 1 0 月一 1 9 5 3 年 1 2 月 ）

这一日寸期 ， 基建营房勤务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和 日 常管理逐步走上正轨 ， 营房建设 、 营产管理取得

了显著成绩。 1 9 5 0 年 1 1 月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营房管理部正式成立 ， 随

后各大军区、 军兵种部队也相继建立了基建营房管理机构 。 到 1 9 5 3 年底 ， 全军营房建制体系初具规模 ，

建立起
“

总部一军区 （ 军兵种 ）

一军一师一团
＂

五级基建营房管理机构 。 营房管理实行
“

谁住谁管
”

模式 ，
即营管部门隶属住房单位的后勤系统 ， 负责本单位的营房建设与管理工作 ，

业务受上级营房部门

指导 。 建制体系 的顶层为总后方勤务部营房管理部 ，
负责拟制和修订营房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 ，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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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全军营房建设规划 、 计划 ， 管理营房 ， 分配满足于反击美军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 ，
总体

资金 ，
调拨物资等 ； 各军区 、 军 （ 兵 ） 种后勤部布局上呈现

“

面 向东南 、 背靠苏联
”

的态势
， 但

设营房管理机构 ， 负责拟制有关制度的实施办法 ， 随着中苏关系的 日 益恶化 ， 对后方基地的部署 由

指导所属部队的营房建设、 管理及维修 ； 军 、 师 、 南向北开始转移 ， 建设的重点转到战略腹地和便

团后勤部 门分别设营房处 、 科 、 股 ， 负责组织所于对主要作战方向实施支援的浅近纵深 ；
三是加

属部队及本级营房的管理工作 。强沿海边防 国 防工程建设 。 各军区根据本防区岛
1 9 5 0 年 7 月

， 时任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的张屿的战略地位和担负 的作战任务 ， 在原计划设防

令彬在第
一届全军营房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 ， 应岛屿的基础上 ， 增加了一些岛屿的设防工程 ， 并

重点推进基建营房管理法制化建设。 随后 ， 相继根据新的技术要求 ， 对已经建好的岛 屿防御阵地

颁布了一系列基建营房管理法规制度 ，
内容大体进行了改进 ， 基本上达到 了能长期坚守 、 独立作

可分为三 大类 ：

一是 以 《 营房管理部工作制度战 的要求 ；
四是进行武器试验基地建设 。 2 0 世纪

（草案 ） 》 《营房管理部工作与任务 （草案 ） 》 等文五六十年代 ， 我军先后建设 了第一个导弹试验基

件为代表的营房管理机构的职责 、 任务及工作制地 、 第
一座导弹实验场和原子弹试验基地 ， 为 国

度 ；

二是建设军事建筑 的系列规定 ， 其 中包括军防特种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 为中 国 国防科技事

事建筑的检査制度 ， 如 《 国防建设工程检查暂行业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

办法》 《定期工程检查暂行规定》 《竣工验收制度

（草案 ） 》 ；
三是关于营房管理工作的规定 ，

主要总后营房管理部

包括 《 1 9 5 2 年营缮费分配标准》 《关于部队居住


］



郊区民房支付房租办法》 等 。 Ｉ

Ｉ
Ｉ ＩＩ

 1 1

1

三 、 军队正规化建设 初期 （
1 9 5 4 年 1 月

一

办 计组 器 房 营水消 财 工 设
1 9 6 5

＾ 4 ＾ ）公 腦 材 产 具电防 务 程 计

为满足军队建设和基建营房勤务发展的要求 ，室 处 处 处处 处 处 处
对基建营房管 理组织机构 进行 了

一

系 列改革 。Ｏ ＬＪＬ＿Ｊ Ｉ Ｉ＿ Ｉ Ｕ ｌＩ
1 9 5 6 年 1 月 ， 将总后营房管理部分为总后营房管图 1 总后 营房管理部 编制序列 示意 图

理部与营房建筑部 ， 同年 1 2 月 又将其合并为总后

营房管理部 ’ 下设
“

七处
一

室
”

（如图 1 所示 ） 。

ｍ

营房管理方式也几经改革 ， Ｓ后实行＿发展＿（
1 9 6 6

＾ 5 ＾
—

1 9 7 6
＾ 9 ＾

）

了
“

分区管理
”

（
1 9 5 4 年 2 月

一

1 9 5 7 年 4 月 ） 与这
一时期 ， 军队基建营房主要工作以 战备建

“

谁住谁管
”

（ 1 9 5 7 年 5 月至今 ） 两种模式。 在营设 、

“

三线建设
”

为重点 。 为解决偏远地区施工力

房管理法规建设方面 ， 颁发了我军第
一

部 《 中 国量缺乏的问题 ， 中央军委决定于 1 9 6 6 年 8 月 1 日

人民解放军营产管理条例》 ， 修改调整了营房管理组建基建工程兵部 队 ，
主要担负 国家重点工程和

费标准 ， 制订了 《军官寓所标准收费 、 取暖补助国防工程施工建设任务 。 受 当时国家经济能力限

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 此外 ， 为适应部制 ， 军队工程建设片面强调低造价 ， 造成工程建
队大规模营房建设管理需要 ，

总后勤部印发了有设质量普遍不高 。 2 0 世纪 6 0 年代 中期至 7 0 年代

关施工管理、 合 同管理与质量管理等方面法规制中期 ， 修建的 2 5 0 多万平方米营房 ， 到 1 9 7 7 年 ，

度 ， 颁发了 《关于贯彻执行军委建筑方针有关营需大修的 占 到 2 3％
， 部分仓库也出现地基下沉 、

建问题的暂行规定 》 ， 制定了 《关于加强军队基本库体渗漏等问题 ，
甚至发生倒塌事故 。

建设管理的规定 》 《关于军队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尽管该时期后勤建设遇到极大 困难 ， 但基建

编制和审批 办法》 等配套 的军 队基本建设管理营房勤务也取得了
一些非凡成绩 。 在邢台和唐 山

法规 。地震期间 ， 我军迅速组织灾区部队开展基建营房

为满足抗美援朝 回 国部 队住房需求以及重点工作 ， 并积极投人地方抗震救灾工作 ， 大力支援
防御方向 国防工程的建设任务 ，

1 9 5 4
—

1 9 6 5 年间
，

灾区群众和救灾人员野外住用保障 。 1 9 6 5 年 6 月

开展了大规模军事工程的 正规化建设 ， 主要体现至 1 9 7 0 年 6 月 ，
我军派出 了大量的工程部队 ， 支

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坚持以部队为主 ， 大规模援越南 、 老挝等国的道路 、 机场等国防工程建设 ，

组织军工 自建营房 。 1 9 5 4 年 ，
全军完成的 营房建同时还援助坦桑尼亚等国军队 的营房工程建设 。

筑总面积为 1 2 4 3 万平方米 ， 是新中 国成立后全军但总的来看 ， 在曲折发展时期军队基建营房勤务

营建总任务量的 1 ． 1 5 倍 ，
且相 当一部分是建设正科研工作受到 了 巨大的 冲击 ， 后勤科研机构和院

规的整团 、 整师部队的 营房 ；

二是全面开展后方校或被撤销或处于瘫痪状态 ， 基建营房教育训 练
基地建设 。 1 9 6 4 年以前 ，

我军后方基地建设主要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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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全面建设时期 （
1 9 7 6制定了涵盖营 区房地产正规化管理 、 营房限额住

年 Ｗ 月
一

1 9 9 0 年 1 2 月
）用 、 营房调整等内容的军队房地产管理规章制度 ，

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 ｍ 5
本

2 ？
了 理

建营房工作进行 了
一

系列的规范化改革 。 首先 ， Ｓｌｌｉ
进
－

步丰富 了营房管理部门 的机构设置 ， 完善业 ｆＸｆ／
务职能 。 1 9 7 8 年 ， 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机关的 §｜ 5

分体制进行调整 ， 将总后营房部改为总后勤職 ＳＳＳＳＪＩＳｆ．

建营房部 。 次年 ， 根据中央军委 《关于组建军事 ＩＳＳＳＪｆｆＪ
1 ，

科学研究机构问题 》 的文件精神 ， 增设总后基建
胃— 胃Ｉ

营房部研究室 ， 恢复了 中 国人民解放军环境领导建坤 邹

小组办公室 ， 随后又陆续成立了全军空余房地产
＾

 ，

Ｂ

管理机构 、 离退休老干部住房建设管理组织机构 、
—————

￣

ｈ
——————

全军环保与绿化管理组织机构 。 其次 ’ 针对军队

工程建设管理、 军队房地产管理 、 军队工程建设羣
管理 、 营产管理等四个方面 ，

相继制定 、 颁发了综ｉ霣 售ｇ部 房
一系列有关 的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 ， 初步形成了变 倉 建± ｜籙 售 樊
我军基建营房管理的法规体系 。 第三 ，

全面发展ｓ Ｓ ｌ Ｓ Ｉ Ｓ ｌ Ｓ
基建营房训练科研工作 ， 形成了多学历层次生长局ｉ 1蟇｜｛

设
豐

型军官教育训练模式 ，
进行 了营房专业 的函授教局 局 局 局Ｉ

胃

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在职训练 ， 建立 了基建营ｆ

房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 。
一“

＾ 7  7 7 ＊
一̄

在营房管理方面 ， 针对当时营产档案丢失严＾

？

^
重 、 营具管繊乱、 营产损失较多的现象 ， ＿ 、

ｔｔ

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

－

是推行水 电暖量化籠

与营产计价管理 ， 有效遏制 了水电暖的浪费 ， 使

得营具丢损现象显著减少 ， 营房得到及时维修保
发展步伐 ，

向一体化 、 综
Ｊ
化和社Ｓ化方 向转变 。

养 ， 减轻了军队和营管部 门的负担 ， 取得 了 良好＿ ，
ｇ胃冑—

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 ；
二是对全军团以上单位

的营房坐落进行大纖的检查 ， 此次大检查是新 2ＳＳ 5 ？

中 国成立后人 民军队所进行的
－

次最大 、 最全面 ｍ。

的综合性营房调查 ；
三是对军队空余房地进行开

发经营管理 ， 该项措施对支持 国家经济建设 ， 推／／
ｔ＋Ｔｒａ ，

动军队现代化 、 正规化建设 ， 推进营房管理改革 ，

＃ ＝
人民解放军基建

菊？
Ｉ

Ｉ了甫恶作ｆｆｌ营房工作大事记 （ 1 9 5 0
—

1 9 8 6 ） ） ， 1 9 8 8 。

［ 2 ］ 于立臣 ： 《战时营房保障工作四十年 回顾 》 ，

六、 新时期军 队基建营房勤务工作 （
1 9 9 1 年载 《 营房问题研究 》 ，

1 9 9 1 年特辑 。

至今 ）［
3

］ 刘真学 ： 《成都军区基建营房勤务史》 ，
2 0 0 6 。

ｎｒ
ｉ－Ｕ

4
－

＾ｎｏｎＩ±Ｉ 4 Ｊｉｔ ＨＳ［ 4 ］ 李殿仁 ： 《 图文并说中 国人 民解放军大事聚

㈣
亂 腻 赚糊祖 ，

纖 。

5 1 ！ 5 2 ＾ 5 Ｊ［ 5 ］ 力、后聽基龍辭ｐ ： 《 巾 Ｓ人隨鮮基建
力服

2＾
部
＝，

。

营房法规规章汇编 （ 1 9 5 4
—

2 0 0 6 ） 》 ’ 2 0 0 7 。

首先 ， 在基建营房管理组织机构建设上 ， 从

总部到军区均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机构调整 ， 形成

作者 ：
吕楠 ，

后 勤 工程学 院工 管 系 讲师
；

王

强
，
后 勤工程学 院工管 系 副教授

；
何 申 洁 ，

后 勤
一■

步兀善 。 这一时期 ， 中央军委颁布 了 《 中 国人 玉程 院 營
■

＃ 讲？ 师
民解放军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中 国人民解放军房軎任编想 ／ 刻 南 ＃

地产管理条例》 等
一

系基建营房管理法规 ， 建立
’
 、

了 《军队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军队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 等配套 的管理规章制度 ，

— 4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