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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交通志》经过全体编著人员三个寒暑的辛勤劳

动，终于付梓成书。它是我市第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专业志

书，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市地方志编寨工作经过播种、耕

枉，现己进入收获阶段。

北海市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中型港口城市，海陆空交通

|叫络俱全， <<北海交通志》首先突出了今日北海市交通的这

个特点 F 又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北海市交通事业千年虫，既

叙述复兴和迅速发展的进程，又对停滞、衰落的历史作恰当

的记录，努力反映交通业漫长、曲折的变化过程，揭示交通

运输业"先行官"的地位和作用。"温故而知新"北海交

通历虫告诉我们 z 交通运输业应置于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优先

地位 F 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泊通东西南北的海陆空运输渠

道，更是当今开放城市富有生气的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一环c

北海既是海港城市，由海港而形成的海上运输便成为全市

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便是公路运输。航空运输

亘在其次。交通志在内容安排上对这几个部分的记述分量有

适当的比例，突出了重点。我很赞赏这部演示古今、内容丰

富翔实的志书。盛世修志，希望以《交通志》为发端，以后

有史.多好的专业志书问世1

九十年代是北海交通事业大有作为的十年。最近，中共

北询市委六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北海市国民经济"八五"计划

1 



和十年规划建议已勾勒出北海未来交通运输业友展的宏伟蓝

图 z 钦北铁路，连接湛江、玉林的二级公路，港口扩建第二

期工程，民航新航线等项目将付诸实现。北海交通运输业将

以更丰富的内容载入新的志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北海时曾以这句古话勉励北海

人民。望全体交通战线的同志以此为训，求实务实，积Hì步

以致千里，在九十年代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海市市长作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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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是专业志，不受市志篇幅限制。

二、本志取事上限自 1876年起，下限至1989年止。少数

内容向前追溯或后延至定稿时止。

三、志内设概述、港口、海运、公路运输、民航、大事

记共 6 篇 16章，以语体文记述。另附交通图 1 幅，彩色照片

4 r~目。

四、记述范围以今北海市行政区域为主，对市辖合浦县

的交通情况各篇或略有涉及。广西沿海均属北海航管区，海

运，\击中予以记述，内河航运与北海海运历史渊源深远，特作

一章置于篇内。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海尚未解放，故时间称谓

时不称"建国"而称"解放"。

六、 "大事记"所述大事，为本市交通的首发事、重大

工程设施修建、重大成就及事件等。

七、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在篇内加附注，个别在引文后

注明出处。需查询考证可查阅本志资料卡片。

八、本志行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文

件 z 桂地 (988) 03号"夫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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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北海市位于广西南障，濒临北部湾，是个海港城市。城

市面积275平方公里. 1987年合浦县归辖后，总面积达到3304

平方公里咱境内地形平坦，无大山，南流江是主要水系，贯穿

境内注入北部湾。沿海多天然港湾。北海早在秦汉时期，便与

中原地区有早、水路相遇，是我国岭南地区交通、经济开友

较早的地带。

北海市交通以海、陆路为主，航空为捕，这与拥有众多

的港口有关。海岸线全长 468公里，东起与广东廉江县交接

的英罗港、西至与钦州市交界的大风江港。较大的港口有快

山港、南词港、大风江港、沙田港等，其次有公馆、闸口、

营盘、西村等港口。北海市港口开发较早，汉代合浦便有了较

活跃的海上通商活动，但主要启航点则在南流江下游的旧州

(今浦北县境) J 随着船舶吨位增加，航海技术的发达，府

代北诲的主要港口己南移到海门〈今廉州镇) J 明代以后，

由于南流江出海口逐渐淤积，航道淤浅，主要港口再南移到冠

头岭下的南词，海港取代河准。清代，北海市港口船只主要

停泊区位于党江至地角一带。中华民国时期海口有了两个停

泊区 z 觉江至北海龙王庙的木船停泊区，外沙至地角的轮船

停泊区，这种状况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1957年

修建外沙内港后，港口主要作业区移至外沙西口门。1986年地

角石步建万吨泊位后，港口主要作业区再次迁移。二千多年米

港区不断向位于南部沿岸的主航道靠近，这是北海港口的变

4 



迁现律之一。北海港口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1876年以前的港口建设几近于零 J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

世口正式对外开放，英国人将其测量的北海港海图对外公布，

控制港口管理权，初步设置有关港口、航运简陋设施。光绪

年问( 1875一 1908年〉是港口初步繁荣的阶段。陈济堂主粤

时规( 1929一1936年) ，港口船舶选出数及贸易总值均创近

代历史最高记录。抗日战争期间港口受日军封锁，一度变成

死地。解放前夕北海港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码头设施简陋，

大恼不能靠岸，货物以船艇驳载。仓库容积少，没有装在Il机

恼。解放后，夕F沙西港口的建设揭开了港口现代化建设的

序幕。 50至70年代在西港口先后建造了千吨和两千吨级专用

码头，并配套装卸机械和大型仓库。冠头岭B!造了五千吨级

~1111iih头，还兴建了一批渔用码头， 80年代港口进入一个新的

友底时期。 1986年竣工的石步岭港区两个万吨级码头，标志着

也口建设跃上新台阶。目前北海港已成为初具规模、功能齐

全的现代港口，与世界94个国家和地区的218个港口有贸

易往来，其他小港亦获得相应发展，为促进海陆运输，振兴

地方经济，发展广西以及大西南的对外贸易作出了贡献。

港口的盛衰与海运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二11:海市水上运输

亨业历史悠久。河海相遇，以南流江水系河运为肇始，启动海

运。到秦汉时;自己有活跃的海上运输活动。 清代咸丰年间，

随着大型风帆船"头脑"的出现，民间帆船运输达到高峰，

海运业规模超过河运业，从沿海向近海、外洋扩展。 1876年

以后，北海主!2辟为通商口岸，远程海上航线由英、法、德、

袖、日等外国轮船取代中国民间风帆船的地位，海关、港口

与逃出口贸易均为殖民主义势力控制，华船运输业一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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