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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口，早在600年前(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已筑

成0．48平方公里的海口所城。它饱经沧桑，给后人留下了历史

的遗迹、文明的史话、美丽的传说；美丽的椰城，是一座既古

老又年轻的海滨城市。

海口市，是海南省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流通中心。长

期以来，以其为中心，向全岛辐射着多种功能，发挥着中心城

市的作用。

解放前，海口城市建设发展缓慢，至1949年，城市建成区

仅1．5平方公里，房屋低矮破旧，街道狭窄坑洼，交通落后，经

济萧条。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城市建设。尤其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海南建省，海口市成为省会市后，

海口市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高楼拔地而起，鳞比栉次；道路

纵横，交通方便；通讯便捷，遍达五洲；市容市貌，日新月异。

12年(1978～1990年)，城市建成区近10平方公里。现在，城

市建成区30平方公里，相当于20个旧海口市。

《海口市城建志》，是海口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载海口市雏型、

形成、发展的专业性资料著述，完整、翔实地反映了海口市城

市建设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它的问世，为海口市城市规划、建

设发展，3～5年再造一个海口提供了完整可靠的历史的科学的

依据。

海口的未来，更令人憧憬。它将拥有1127平方公里，

80～lOO万人口，建成区100平方公里，成为东南亚又一金融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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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

设立海口千户所，白沙驿道升格为北路支路，至府城沿东

路，经万城等地至崖县(今三亚市)，沿西路经儋州(今儋县)

等地至崖县，沿中路可至定安等地。
’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

环岛陆路形成。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

为防倭寇，安陆侯吴杰委千户崇实兴筑城，称海口所城。所

城“周围五百五十五丈，高一丈七尺，广一丈五尺，雉堞六百

五十二，窝铺十九，门四，各建敌楼东北，临海筑砌石岸九十

丈，复自东南延西北凌濠长四百六十五丈，广一丈五尺，深五

尺”，大体形成方形状，面积0．48平方公里，是年，建成大庙

前路、观音前路(今中山横街)。

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 ·

指挥牛铭复增砌石，加固海口所城。

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

知府程莹在今博爱南横路建起迎恩桥，也叫迎龙桥、复龙

桥(即解放初期的南门桥)。

2

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

佥事陈昭增筑栏马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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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初年至五年(公元1488～1492年)’

东西、南北所路十字路发展为东门街、西门街、南门街、北

门街、四牌楼街等五条街，后又建一东连四牌楼街、西通马房

村的市街，作为贸易集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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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元年(公元166

����x



清嘉庆年间(公元1821年)

贡生林子平捐资建成龙墩桥。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

迎恩桥遭洪水冲圮，后捐修。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
‘·

举人粘世治劝坊中捐资，在海口东所内街中铺以大石，两
旁夹以石条。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

海南第一楼——海口五公祠建成。楼高9米，面积560平
方米，为木质结构单式斗拱建筑。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
。

．海口职商邱景祥、林毓杰，设簿劝捐修建南所外路(双塘

尾路)，中铺大石，两旁夹石条，适迎恩桥遭飓风吹断，水巷口
码头崩坏，并同修理。

4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

商人周恒昌、詹珠圆、陈悦丰等筹捐补填复龙桥。

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

海口改称海口镇，隶于琼山县。

民国3年(公元1914年)
’

2月，职商邱兆麟自捐白银八百元，兴建白沙新桥(后桥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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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陆地，解放后修成仙桥路)。

民国4年(公元1915年)

重修海南第一楼。

由清末举入林居升、华侨姚如轩和美国教徒陈正纪3人合

股集资创办海口第一家私营电力工业公司一琼郡启明电灯公
司。

●
， i “，

民国8年(公元1919年) ．。

’
‘

5月，琼海路动工兴建，同年12月完成，从府城至海口长

约7华里，为海南第一条公路。． 。
．

’

．

12月，商人黎晋隆集股成立琼州汽车公司，从香港购回旧

客车3辆，。行驶琼海路，从事客运。 ，

·

是年，琼崖镇守府迁驻海口。 ·

民国9年(公元1920年) 一

军阀邓本殷将原宽4米的环海路和城内(今博爱路)扩展。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 j

：2月，民办海丰路(海口至丰盈)动工，6月竣工。

4月，官督商办的琼定汽车公司在海口南门街成立，有汽车

7辆。

是年，军阀邓本殷拆除海口所城，划路扩街，将新兴街和

关部前街连接、扩展，并铺水泥路面，改称新华路。

是年，商办华兴汽车公司成立，有汽车10辆。

”。环海路改称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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