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历史沿革 

  漳州历史悠久，相传远古时代便有太武夫人在此拓土而居。从发现的旧石器看，早在 4

至 8 万年之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现全市已发现古文化遗址 292 处、古窑址 22 处，其中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4 处（约 5000 年左右），商周至西汉时期文化遗址 3 处（约 3500 年至

4000 年左右），商周至西汉时期文化遗址 1 处，岩画 30 多处。 

  漳州战国属越。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后，又于公元前 214 年征服百越，建立了桂林、

象郡、南海和闽中郡。今漳州地区梁山山脉以北属闽中郡，梁山山脉以南归南海郡。秦汉时

在闽粤通道的盘陀岭设有蒲葵关。东晋义熙九年（413）在今漳州境域内梁山下建置了绥安

县；梁天监（502－519）年间在荆城（今靖城）又置兰水县（待考）；梁大同六年（540）在

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开皇十二年（592），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唐垂拱二年（686）

正式建州置郡。 

  唐高宗总章（668-760 年）年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常连结一起反抗唐王朝。至仪凤

（676-679 年）年间，高宗诏令玉铃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兵南下闽粤交界一带平

乱，出镇龙溪县南境故绥安地，并统领岭南行军征战。因陈政早年曾随唐太宗征临汾、上党，

饮马于清漳河畔，当他入闽后，屯兵中营西林(今云霄县境内)江边时，便借旧喻新以激励士

气，遂名西林溪为“漳江”。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最终平乱，并“开屯于漳水

之北”。 

  唐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十二月九日(据《旧唐书》)，唐朝廷允准陈元光之请，在泉、

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析龙溪县南部置漳州，辖漳浦（设于绥安故地）、怀恩 2 县，陈元光

为漳州第一任刺史。州治最初设在今云霄县的西林，西林傍漳江而立，陈元光建州时又为州

治，便命州名为漳州。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到贞元

二年（公元 786 年），又迁往龙溪（今漳州芗城区），改称漳州郡。始初漳州（仅辖现今漳州

南部一带）区域并不大，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怀恩并入漳浦县，划泉州的龙溪县给漳州；

于大历十二年（777 年）又划汀州的龙岩县来属。天宝元年（742）改名漳浦郡；干元元年

（758）复名漳州。南唐保大四年（946），董思安任漳州刺史时，因父名章，与“漳”同音，

为避讳，改漳州为南州；至宋乾德四年（966），南州始复名漳州。元代改称漳州路，明清两

代称漳州府。清朝前期到中华民国前期设汀漳龙道，管辖汀州府之县、漳州府之县,龙岩州

等。1934 年，改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福建省第六行

政区，又叫龙溪专区；1969 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 年 7 月实行"地改市、市管县"行政体制，

原来的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 



 

  漳州建置后，沿革多变，管辖范围和县份不一。唐大历十二年（777）漳州辖龙溪、漳

浦、龙岩 3 县；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加增长泰县；元至治元年（1321）增设南胜县（后

改为南靖县）；明成化七年（1471）增加漳平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析出平和县；明嘉

靖九年（1530）置诏安县；明隆庆元年（1567）析龙溪、漳浦县地置海澄县，划龙岩、大田、

永安部分县地设宁洋县，漳州府范围达到十个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龙岩从漳州分出升为

直隶州，并析漳平、宁洋 2 县属之。民国以后，从漳浦分出了云霄县，划漳浦和诏安的一部

分建置东山县，复从龙溪县分出了华安县，这时管辖又增加为十个县了。1949年 9月 19日，

漳州解放；1951 年 6 月 1 日，在龙溪县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建立了漳州市；1960 年春，龙

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县；1985 年 6 月，地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

区；1993年 6 月，龙海撤县建市（县级市）；1997年 1 月，龙海市、芗城区各划出一部分辖

区成立龙文区。漳州市遂辖八县一市二区，即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南靖、华安、

长泰县和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 

第五章 教育概况 

  重视教育向来是漳州区域文化的重要特征。早在 1300 多年前建州伊始，这里便创立了

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松州书院。宋元明清，漳州的芝山、龙江、南溪、观澜、东皋、五

儒、丹诏、石屏等书院闻名遐迩。厚实的教育文化土壤孕育出许许多多的鸿儒硕士：陈淳、

黄道周、蓝鼎元、蔡新、许地山、林语堂、赵以成……如群星璀璨、英华缤纷。新中国成立

后，漳州教育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确立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教育事业被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

位，漳州教育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多年来，漳州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把教育工作纳入党政重

要议事日程，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地位、先后做出了科教兴市、加快发展地方高等教育、

民办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一系列重要决定，狠抓“两基”，扎实推进“双高普九”，积极

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加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1、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基础教育方面：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不断巩固提高。1998 年全市通过“两基”达标验收。

积极推进“双高普九”工作，2006年长泰县、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获得省“双高普九”

县（市、区）称号。全市小学受教育率 99.5%，初中 97%。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实施“培

育和扩大优质高中工程”，加强达标校的创建工作，高中阶段教育突破发展瓶颈，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达 67%，高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提高到 72.2%。 



 

  目前，全市共有小学 1621 所，在校生 34.05 万人；普通中学 245 所（其中独立初中 174

所，完中 71所），初中在校生 23.57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达 7.57 万人；幼儿园 1496 所，

在园幼儿 12.32 万人；特教学校 7 所，在校生 3737 人（含随班就）。 

  同时，积极开展各类学校定级达标和争创文明学校活动。现有省优质幼儿园 2 所，省标

准幼儿园 15 所，市标准幼儿园 69 所，省示范小学 7 所，省农村示范小学 88 所，市级农村

示范小学 96所，一级达标高中校 7所，二级 10所，三级 25所；省级文明学校 31 所，市级

文明学校 96所。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全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36 所，在校生 5.67

万人。现有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 2 所，省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 3 所。高职高专教育方面。

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加大高校的投入力度，强化内部管理，努力提高高校

办学水平，我市地方高等教育得到发展壮大。全市现有市属高校 4 所，新增 1 所普通高校，

在校生数突破 2 万人规模，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在校生 1.7 万人。地方高校资源优化整合初显

成效，基本建成漳州高校园区。现有国家级高职试点专业 1 个，省级精品专业 3 个，省级试

点专业 4 个，省级精品课程 1 个；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实训中心列为国家级示范性实训基

地，2004 年通过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2005 年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

位称号。民办教育方面。为贯彻落实《民促法》及其《实施条例》，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快发展我市民办教育的若干意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成功创建漳州实验中学（漳

州一中分校）等一批成规模的民办校。现有完全中学 7 所，职业中专 5 所，普通初中 5 所。

在校生达 24628 人。资金到位 5 亿元。省厅批准筹建民办高校 4 所。自学考试等各类成人教

育成绩喜人。 

2、师资队伍得到加强，总体素质明显提高 

  我们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教师教育工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培养

一批批名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以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教育系统人

事制度改革，加强师资管理机制建设，优化师资结构，全面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

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 

  目前，全市专任教师总数 45773 人（其中高校 608 人，中学 17568 人，中等职业学校

1411 人，小学 21226 人，幼儿园 4960 人），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是：小学为 97.65%，

初中为 95.88%，高中为 60.39%，全市现有幼儿“小中高”教师 6 人，高级教师 383 人，初

级教师 1027 人；小学“小中高”教师 73 人，高级教师 5749 人，初级教师 15742 人；中学

高级教师 1567 人，中级教师 5325 人，初级教师 10311 人。“十五”期间，有 13 名教师被

评为福建省特级教师，有 2 名教师被评为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省市级优秀教师 1592 名，



 

造骨干专业特色，力争通过 3-5 年的努力，使学院的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在总体

上步入省属同类院校先进行列，实现我院特色战略目标。 

（六）办学宗旨 

  学院传承“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精髓，不断探索校企深度合作、工学结合、

共育人才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紧紧依托行业管理优势，高度整合教育资源，按照职业教育

规律，着力在如何体现“职业性、开放性、实践性”上下功夫，坚持将专业课实训教学放在

企业，将专业课教研室设在企业，企业选派专职人员管理学生，确保学生一年时间在企业实

训，使其岗位技能和职业素质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培养和提高。这一人才培养特色受到同行专

家赞誉，也使我院人才培养质量逐年提高。 

在三十多年的建设历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药专业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

设、教学条件、管理与运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综合

实力水平位于全省同类院校前列。 

  （1）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采用“外引内培”的方式增加高学历教师和兼职教师的比例，中药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学缘及年龄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药专业教师队伍中属“双

师型”教师占教师数 71.42%；35 岁以下硕士及在读硕士研究生占 63%。 

  （2）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我院实训基地建设成绩显著，荣获“2008 年度省级生物制药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有

18 家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实训采用校内见习与校外顶岗实习相结合的模式，毕业生受到用

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3）加强内涵建设，实施高职教育教学建设项目 

《中药化学技术》课程被评为 2008年度高职高专省级精品课程，中药专业获“2008 年

度省级教学团队”、2008 年度获“省级精品专业”荣誉称号。近五年以来，中药专业教师

发表论文 80多篇，承担省市课题 7项，教师参编的公开发行教材 10 多部，自编自用实验实

训指导书 12本，该专业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第六章 经济发展 

  漳州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已初步建成了以名、优、特产品为依托，以乡镇企业为基础，

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型工业体系。全市主要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机械、电子、食品、包装、

建材、制罐、医药等 15个门类，产品 1000 多种。确立了食品、机械、电子、电力四大支柱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2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0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8269.htm


 

产业和建材、旅游两个重点产业，工业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 

  漳州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台农业，高优农业和外向型农业特色明显，是经

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和海峡两岸（漳州）农业合作实验区。确立了水产和

林果两大支柱产业，建成了全省最大的高优创汇农业基地、绿色食品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

具备了加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基础和条件。 

2008 年，我市紧紧围绕“海西建设，漳州先行”的发展主线，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抗击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冲

击和影响，全市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实力实现“两个突破”，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1000亿元，达到 1002.01 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 100亿元，达到 101.58 亿元，促进

经济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坚实，港口资源优势的开发取得重大进展，为 2009 年经济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第七章 自然地理 

地质 

（一）内陆地质构造 

  漳州地处华南褶皱系东部，中生代以前为隆起区。自中生代燕山运动以来，发生强烈的

断裂活动和岩浆活动，至燕山晚期，已基本形成现今的构造轮廓；尔后又经历多次强烈活动，

至今仍在继续活动。 

  境内出露的地层较全，多期次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广泛发育，构造复杂，但其分布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北东向条带分布，由西向东，地层分布、火山岩带、侵入岩带和变质

岩带由老逐渐到新，明显受构造控制，形成重要的地质特征。 

  境内断裂、褶皱构造主要方向为北北东、北东、东西、南北及北西向，还有其它构造形

式，如船山场山字型构造、东泗帚状构造等。 

  (一)北东向构造 

  1.政和—大埔断裂带 

  主干断裂位于漳州与龙岩之间，在漳州出露的有： 

  和溪—梅林断裂带 位于本区西部，由月明－和溪断裂和上科岭断裂组成。走向北东

20 度至 30 度，倾角陡立，断面呈舒缓波状，断裂带普遍发育有片理、构造透境体、麋棱岩

化、硅化、叶蜡石化、绿泥石化等蚀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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