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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新闻

从 筒 子 楼 到 别 墅 洋 房

城 市 居 住 品
谈到现代居住，谈到居

住品质的提高，筒子楼、福
利房、简单商品房、精装商
品房、花园社区，别墅洋房
等等概念贯穿着追求品质居
住的历史。随着时代快速发
展，相对于上一时期，本时
期的居住在品质上都有一个
大的提升，人们的生活发生
着质的变化，同时居住理念
也不断变迁。

在中国上世纪 60 、 70 年代，
提倡的是先生产、后生活，高积
累、低消费，住房建设的速度远远
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除了极
少数“单元楼”，大多数是没有独立厨
房和卫生间的简易楼、筒子楼，住房
是工作单位提供的一项福利。曾经居
住在国企单位宿舍的邹丹宁现在与
妻子回想起在宿舍楼的情景有着许
多的感慨：昏暗的灯光，满路的锅灶、
十几平米的单间、薄薄的砖墙，这些
对于刚刚获得温饱的他们来说，有个
栖身之所，能遮风避雨就够了，哪有
居住品质这一说法呀。他说，在筒子
楼之前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平房，能
在楼房居住当时曾令许多平常百姓
羡慕不已，当时他们对房子的要求
不高，质量只求坚固结实。这也许
就是他们当时对于房屋品质也是居
住品质的要求吧。

住进筒子楼曾令人羡慕

上世纪 70 、80 年代，很多单位
开始集资建房，为职工谋福利，虽
然依然是单位分配，但“级别”有了
话语权。分到房的人们在居住的大
环境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同样的
传达，同样的楼前楼后，同样的楼
前小配房，不同的只是居住面积的
改变及优越感的提升。

由筒子楼到分配的单位公房，
人们的居住质量在改变，使得大
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上
厕所不再排队，有了一个独立的
生活空间。但随着时代发展，商
品房的出现，“级别”的话语权
让位给“钱包”，人们对居住条
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曾经在济

南老东门附近居住的李瑞说服了
父母，目前想要出售自己家的房
屋。李瑞说，他们家那个宿舍楼
当时是“处长楼”，在当时算是
品质比较高的住房了，但户型与现
代的比起来差多了。处长与科长的
房子只是在面积上大了一些，但户
型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通屋子的简
单分割。虽然是 100 多平米三室的
房子，但这种户型把客厅压缩得很
小，更大的弊端是北阳台就是厨
房，这也是那个时代老房子的特
色。李瑞说，虽然父母觉得这个地
方周围商业繁荣，自然环境也不
错，但他还是以享受现代品质居住
为由劝父母离开了那里。

面积增大，上厕所不再排队

1 9 9 8 年取消福利分房后，首
付、按揭、物管、地段、景观……这
些名词已经成为百姓购房时常接
触的词语。于是人们陆续离开了传
统的宿舍排楼，自行车棚变成了地
上停车场、地下室代替了小配房；
身穿制服的保安取代了传达室老
大爷，小花坛演变成了景观小品，
社区内的人们由此也走向了“独
立”，不再由单位统管住房的一切。

受住房分配时期按照职位的
高低分配面积和户型的影响，商品
房刚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户型和面
积的大小成为建房及选房时的关
注点。初期的商品房产品无论从开
发商、建筑师及消费者来讲，对住
宅产品的认知度都还停留在较低
层次，对居家概念的认识还比较粗
浅，产品还极其粗糙，这一时期的

产品特点就是室内设计重于室外
设计。建筑设计上多层以一梯两户
为主，注重南北朝向的布局，高实
用率较受欢迎。建筑风格上多层
以传统的火柴盒式的设计为主，
对风格的鉴赏能力差。居住在玉
函小区的小杨说，这里是济南较
早开发的一个社区，父母刚在这
里买房子的时候就是看这里的房
子本身的户型设计比较实用及小
区的规划跟原来的居住模式不一
样，更多考虑的是住在楼房里比
较干净亮堂实用，相对没有干扰
的私人生活空间，而房子的外观
设计景观规划等等没有更多的考
虑。小杨透露说，最近他正准备
把房子卖了在南部再买一套房
子，因为“感觉这里现在居住已经
落后了”。

初级产品，重室内轻室外

住宅品质在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