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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第一部全面反映厦门历史和现状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

《厦门市志》，在历经长达20年的编纂之后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市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的功能，是了解一方自然风貌、经济发

展、政治嬗变以及民情风俗的重要参考资料。厦门历史上曾多次修

志，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乾隆《鹭江志》、道光《厦门志》以及民国

《厦门市志》(未刊稿)o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承厦门的

历史文脉，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政府决定举全市之力编修市

志。1983年6月，正式成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动员全市各部门、

各单位广泛搜集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先后完成了一批专业志、部门

志及专题资料汇编，为市志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从1997年起，我市

根据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

导，加快市志编纂进度，全体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勤笔耕，字斟句

酌，数易其稿，终于成此六百余万言之洋洋巨帙。新编《厦门市志》

门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采编之审慎，文字之凝练，堪称“一方百

科全书”，它浓缩了厦门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

特区的沧桑岁月和历史跨越，是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市情、科学决策的

历史借鉴，是社会各界人士研究地方历史，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参考材料和乡土教材。同时，《厦门市志》还可以作为置业向

导、投资指南、旅游手册和城市便览，为广大的海内外朋友在较短的

时间里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条捷径。



《厦门市志》的编纂工作自启动至成书，历时20个寒暑。其间，

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历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及全市各部门、各

单位都给予市志编纂工作以极大的支持，全体编纂和审稿人员更为之

付出了大量心血。同时，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

国地方志协会的关心，得到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帮

助。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厦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所有参与、关心和

支持本书编纂出版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厦门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据考古资

料显示，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厦门岛上就有早期人类

生活的遗迹。唐代中叶，中原汉族辗转迁来厦门，在岛上拓荒垦殖、

繁衍生息。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在厦门驻军设防。明朝初年为防

御倭寇侵犯，在厦门设置永宁卫中、左二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又在此兴建城堡，命名为厦门城。从此，“厦门"的名字正式出

现在祖国的版图上。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厦门安营扎寨，操

练水师，并以此为基地跨海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宝岛台湾，

维护了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厦门也因此成为“五口通

商"的口岸之一。在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厦门人民为

争取生存的权利和捍卫民族的尊严，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甚至

不惜流血和牺牲。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渡海，浴

血奋战，将红旗插上了厦门岛，饱经苦难的厦门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

人。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里，因两岸对峙，台湾海峡战云密

布，厦门成了海防前线。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厦门军民用鲜血和忠

诚，为年轻的共和国换来了相对安宁的和平建设环境，厦门也因此被

誉为英雄之城。

厦门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是一座充满创造

力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厦门人民曾以“移山填海”的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神修建了高集海堤、集杏海堤和鹰厦铁路，建成了后江埭工业区、杏

林工业区。经济特区的建立更给厦门插上腾飞的翅膀。特区建设20

多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位居全国第五，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高居全国第一，跻身全国首批

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和世界集装箱大港30强行列o 20多年来，厦门

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环境保

护、城市建设与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同步提高，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

国双拥模范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被广大的海内外朋友誉为

“最温馨的城市"和“中国最适宜投资扣居住的城市”。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驶入充满机遇、充满挑战的21世纪．厦门

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中共厦门市委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城市

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提出加快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决策并全面实

施。我相信，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厦门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

成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在城市的发

展史上续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

厦门市人民政府市长 嬲彳
二Oo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厦

门的历史和现状，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充分体

现志书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二、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志

体为主。全书首设总述、大事记；其次为各分志，按综合、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的顺序分为49卷；最后为人物、附录及编纂始末。

全书分为5册，彩色图片相对集中在各册之首，黑白图片和表格随文

穿插，与文字叙述互为补充。各卷结构一般为章、节、目3级，目以

下视实际需要再细划1～2个层次。各卷卷首设无题概述，简要记述

该行业(事业)的基本情况。

三、本志记述范围按照“立足市区，兼及辖县"的原则，以市区

为记述重点，对辖县的资料有选择地采用，避免与县志过多重复。同

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划归厦门的杏林、集美等区的记述

重点，放在该区域划属厦门之后，此前的历史仅作背景适当交待。

四、本志上限尽量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5年12

月31日。个别跨下限的重要事件为保持其完整性，将超越下限的内

容作附注处理，或将其收入附录，以备查考。此外，本志的图照和大

事记的下限也适当作了下延。

五、本志对民国及其以前的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并适当括注公元

纪年以方便读者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一律使用公元纪

年。为行文简便，本志中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专指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

放前(后)o

积



六、本志对历史上的机构和职官名称一般均沿用当时的规范称

谓，但外国侵略者扶植的傀儡政权及其官职则冠以“伪”字，其他各

类非法组织也加引号以示区别。古代地名在每卷首次出现时括注今地

名，以后出现则不再括注。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均采用当时的用法(为

便于换算，在本志卷末附有法定计量单位与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对照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量单位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但

为了行文方便和照顾读者的习惯，对一些常见的非法定计量单位也作

了适当保留。1955年以前发行的人民币按10000：1的比率直接换算成

新币值，一般不再注明。

七、本志人物卷采用传、表、录三种体裁，其中人物传按“生不

立传”原则，收录在厦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排列先后以

生年为序，生年相同者以卒年为序，并附有姓氏笔画索引以便查找；

人物表分类收录历代进士、劳动模范、高级专家等；人名录主要收录

为厦门解放而牺牲且身份不详的革命烈士。

八、本志综合性数据一般采用厦门市统计局提供的相关资料，行

业(部门)数据采用各撰稿单位上报的资料，由于统计口径不尽相
同，个别数据可能略有差异，请读者引用时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

准。

九、本志各分卷大多由各相关单位组织编纂，个别分卷聘请专人

撰写。凡直接为本志提供资料者(包括撰稿、审稿)均予以署名。由

多个单位共同承编的分卷，单位排名以该卷章节先后为序；作者排名

以各单位提供的名单为序。在同一分卷中为多个章节撰稿(审稿)者

一般不重复署名。

十、本志资料均采自历代正史、方志和各类档案、图书、报刊。

为减少篇幅，除引文和个别有争议的资料注明来源外，一般不注明出

处。

叼



施程辉

陈 津

宋协会

沈力民

吴冬妹

青炎标勇



《厦门市志》总编室

主编江曙霞

副主编 蔡寿国 李伟华 葛向勇 沈力民

一、总纂小组

总 纂 (以承担的分册为序)

李启宇 叶赛梅 何志伟 沈力民 邱艺玲

编 务 吴淑专 杜艺芬 赖银河 安智宏 吴冬妹

二、审稿小组

主审蔡模楷 洪卜仁

副主审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友义 方文图 方汉生 孔永松 江林宣 陈孔立

何丙仲 张宗洽 郑金沐 胡冠中 钟将材 彭一万

曾正清

三、照片征集小组

摄 影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 桦 朱庆福 李开聪 陈 逸 郑 宪 洪樵甫

梁 伟 曾少雄 谢明俊 董复东 楚 凡

编 辑 洪卜仁 沈力民 葛向勇

《厦门市志》终审验收组

刘学沛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历届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人员名单

第 一 届

主任委员邹尔均

副主任委员李 力

胡冠中

委 员方汉生

林道德

乔希会

主任委员邹尔均

副主任委员 李 力

方汉生

委 员王毅林

陈伟基

袁连寿

江林宣

许祖义 颜西岳 傅家麟 张其华。 秦惠中

王毅林

柯焕孙

胡立新

第

丁 毅 李金龙 陈复兴 马崇海

袁连寿 林 立 上官世文 张基安

范寿春 方文图 洪卜仁

二届

许祖义 颜西岳 傅家麟 张其华 蔡模楷

林

詹

张

洪

第 三 届

主任委员 洪永世

副主任委员 陈聪辉 王 榕 邓渊源

委 员 董群联 周兆岐 肖绵如 江勤宏 陈恭椿 吴成荣

陈建德 陈 进 陈永欣 王元吉 徐 模 曾燕明

施载明 胡敬华 黄守忠 林建章 陈建帮 陈传发
沈力民 梁炳钦 林华明 钟兴国 孔长才 沈永贵

杨志平 宋森泉 黄新金 蔡 谋 李振群 吴子琳

陈国兴 苏全良 张国和 刘祥伦 陈克华 张致远

陈金华 刘 凯 吴在庆 黄祥琪 黄荣发 张忠祺

樊力平 项家贵 李德平 王妃嫣 蔡金象 骆明才

薛加宾 陈 琛 周丽贞 林美治

]

光孙立

剑焕

潘柯林文明禾世晓嘉官吴林上华民春、水安寿游郭范龙田新金青立李口天胡

华魁安仁金基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 四 届

主任委员洪永世

副主任委员 陈聪辉 林义恭 江曙霞 邓渊源

委 员 董群联 周兆岐 林文怖 许 谦 廖 屹 曾国玲

吴成荣 陈建德 陈 进 陈永欣 王元吉 徐．模

陈子强 黄 菱 胡敬华 黄守忠 林建章 陈建帮

张 琳 沈力民 梁炳钦 张 岩 钟兴国 孔长才

沈永贵 杨志平 宋森泉 黄新金 林建农 李振群

吴子琳 李水贯 苏全良 张国和 施载明 陈克华

黄鸣洲 陈金华 刘 凯 吴在庆 黄祥琪 黄荣发

张忠祺 樊力平 王妃嫣 邹广荣 骆明才 陈二加

黄笑影 陈 琛 周丽贞 林美治

曾在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人员

主 任胡冠中(兼)

副主任 方文图 洪卜仁 谭邦君

工作人员 陈维廉 蔡其英 方红菱 游华章 孙健英 陈耀荣

薛钟寿 吴静雯 蔡佳伍
。



单

黄钦若



*人口卷·计划生育章

承编单位：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撰 稿：邱鸣山

审 稿：陈建帮 邵育秦 林雪鸿 曾玉芳 林湘绮

卷四土地房产

承编单位：市土地房产管理局

撰 稿：洪卜仁 吕 海 刘朝晖 柯温良 尤国贞 陈水鸿

陈水应

编 辑：邱艺玲

初 审：郑振生 黄荣发 陈心田 谢克文 吴逢泰 蔡火劝

陈太平 康振毅 陈文村 陈诗哲 李淑菁 陈清澄

枫石头

复 审：方友义

卷五城市建设

承编单位：市建设委员会

撰 稿：于德琼 王时雨

吴乌皮 阮亚水

杨艳山林树枝

黄德荣 郭荔萍

编 辑：何志伟

初 审：吴乌皮 朱太福

陈慧续黄文明

复 审：洪卜仁

尤天生

肖 明

胡建勤

廖河山

朱太福

陈瑞能

徐 燕

朱荣发

陈慧续

黄文明

朱奖怀

陈聪惠

黄金城

王时雨 陈瑞能 朱荣发 阮亚水

卷六 交通

承编单位：市交通委员会

撰 稿：蒋福媛 余经通 李远征 陈金炼 方一凡 杜 安

陈 露 徐国泉 田 勇 陈水树

编 ‘辑：葛向勇



初 审：余经通

复 审：彭一万

卷七 邮 电

承编单位：市邮政局 市电信分公司

撰 稿：洪卜仁 孙秋霞

编 辑：何志伟 李启宇

初 审：李振群 林纪甲 朱清福 陈扬忠 王基三 黄 衍

邓明英 张燕平 乐朝平 林诗文 郭炳元 曹福智

魏汉辉 曾庆荣 张志军 黄婉丽 杨长春 李鸿年

林尽忠 蔡雄飞

复 审：彭一万

卷八环境保护

承编单位：市环境保护局

撰 稿：李启宇

初 审：吴子琳 倪奕祥 谢海生 林汉宗 周昌益 庄世坚

兰贵兴 黄道营 李贤民 吕珍庄 周晓燕

复 审：张宗洽

卷九区县概况

承编单位：开元区政府、思明区政府、湖里区政府、鼓浪屿区政

府、集美区政府、杏林区政府、同安区政府

撰 稿：黄楷书 陈子能 王 瑛 蔡洪平 苏二新 陈重艺

郭 智 曾以勤 许飞鹏 陈干全 陈海龙 杨炳坤

陈金城

编 辑：葛向勇

初 审：黄振达 章高祥 薛宗辉 李伟宏 许鸿艺 游文昌

傅秀菊 廖华生 陈育斌 邱建兴 黄奕铁 林明桐

复 审：江林宣



卷八环境保护

卷九区县概况

第二册

卷十 中共厦门地方组织

卷十一国民党厦门地方组织

卷十二民主党派厦门地方组织

卷十三人民代表大会

卷十四政府

卷十五政治协商会议

卷十六群众团体

卷十七劳动人事

卷十八民政

卷十九公安司法

卷二十军事

卷二十一外事

第三册

卷二十二经济综述

卷二十三工业

卷二十四商业

幻

》总目

卷二十五供销合作

卷二十六粮油经营

卷二十七对外经济贸易

卷二十八招商引资

卷二十九农林业

卷三十 渔业

卷三十一旅游

卷三十二金融

第四册

卷三十三财政税务

卷三十四海关

卷三十五进出境检验检疫

卷三十六对内经济协作

卷三十七经济管理

卷三十八科学技术

卷三十九教育

卷四十 文化

卷四十一文物

第五册

卷四十二卫生

卷四十三体育

卷四十四华侨

卷四十五厦台关系

卷四十六厦港关系

卷四十七宗教

卷四十八民俗

卷四十九方言

卷五十 人物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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