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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RTse/(ι 
编写出版一套《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JÁ书))，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是繁荣发展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的需要，.

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分布规律的科学。生产布局是生产的

空间形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定的地区、地点。我国三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在国家统一计划

的指导下，根锯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条件、特点，把再生产

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合理的分布，并在地域上科学地进行组合，整个社会才能协调

地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

性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

意义。这一点，近几年来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中央对

全国生产的战略布局已作出了决策，指明了方向，但具体落实，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源状况、经济地理特

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摸清省情，明确地区优

势，就是落实全国战略布局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应当说，这

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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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编写出版了一批经济地

理书籍，但却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成为我

国经济地理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急需加以填补。

热爱中华，振兴中华，首先就要了解中华，了解我们中华民族
ω 

赖以生存发展的这片国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一切都说明编写出版成套的、系统的、比较完善的省市区经

挤地理著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在国家计委领导和国土局的关怀和支持下，"全国经济地理科

学与教育研究会"在故理事长孙敬之教授的领导下，经过多方面的

准备，于 1982 年 10 月开始，先后组建了三十个分册编写小组，开

展这项规模宏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也得到了中央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区计委、统计局、有关业务部门和全国

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重视与赞助，新华出版社在出版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全部承担了三十一个分册的出版任务。经过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这套丛书又以《中国经济

地理与战略布局以多卷本〉这一课题，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

间国家重点项目。

正是这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关怀与多方赞助，为这套

丛书的编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是区段性的经济地理系列著作，

一个省市区一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医生产分布演变的历史过

程、生产分布现状和基本特点，分析影响生产分布发展变化的条

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市区生产布局的基本经验，探讨今后发

展趋势，反映生产分布运动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因此

难度较大.在编写过程中，各编写组成员，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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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编写质量z

一是科学性。包括引用的资抖数据要真实可靠，对经济地理

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现状形成的原因和

今后的发展趋势，要紧密联系诸条件给以科学的解释和阐述。

二是突出特点。包括突出经济地理的科学特点，突出各省市

区的特点。

三是实用性。从实际出发，提出分析、解决地区生产发展和布

局中的重大问题，力求对省市区国土开发、地区产业结构与布局的

调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吸收国内已有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方面

有所创新，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析 F 对省市区迫

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从经挠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定依据的

看法，省内经济区域的综合分析。

这是丛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努力的方向.许多编写者为此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成效如何，还得请读者来鉴

寇、豆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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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篇 ‘概

绪 古
口

福建省简称闽，古为闽越族住地，因而得名。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跨北纬23 033' -280 19' ，东经

115 0 50' -120 0 43' J 北接浙江省，西邻江西省，南连广东省，东

与台湾省隔台湾海峡相望，东北通东诲，东南达南海，踞太平洋

西岸中南段，扼东北亚与东南亚海运通道，为我国黄海、东海通往

南海的中转点。今后，随着我国东南括海铁路线的修通和"南方

陇海线"的补齐，福建在全国综合运输网中的位置将日益重要。

在国际海洋运输网中的地位也将更为重要。

全省面积为121380平方公里。约为全国总面积的1.26 %，是

}个很小的省级行政区，按渔业区划计算，其大陆架以上的海域

'面积约12.51万平方公里，与陆域面积大致相等。

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除个别县有分合变化外，大致上也，

是稳定的。这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的前后对比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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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区级的行政区划在建国以来几个时期则有不同程度的变动s

(1) 1949年行政区划，全省共设2个省辖市， 8个专区， 67个

县。省辖市z 福州市、厦门市。专区、建阳、南平、福安、闽

侯、晋江、龙混、永安、龙岩。

19S6年撤销建阳、闽侯、永安3个专区。 1959 年恢复闽侯专

v区， 1963年设立三明专区。

(2) 1966年行政区却~:全省共设2个省辖市， 7个地区， 66个

县(市)。

省辖市z 福州市〈辖闽侯县) ，厦门市〈辖同安县〉斗

地区、闽侯地区〈辖连江、长乐、福清、平潭、永泰、闽

清、罗源等共7个县) ，晋江地区〈辖泉州市和惠安、晋江、南

安、永春、安谣、德化、南田、仙游以及待回归的金门县，共10

个县、市，龙漠地区〈辖漳州市和龙海、漳捕、云霄、诏安、东山、南

靖、平和、华安县，共10个县、市) ，龙岩专区〈辖龙岩、长汀、

永定、上杭、武平、漳平、连械等t个是) ，三明专区{辖三明

市和明模、永安、清梳、宁化、大田、尤漠、沙、将乐、泰宁、

建宁县，共10个县、市) ，南平专区〈辖甫平市和顺昌、建阳、

建困、捕城、邵武、崇安、光择、松漠、政和县，共 11 个县、

市) ，福安专区〈辖福安、福鼎、霞捕、宁德、扉南、寿宁、周

宁、拓荣、古田等9个基)。

(3) 1966年后行政区划又有所变动s
• 
1970年改7个专区为7个地区，撤销阁侯、福安、南平3个专-

1豆，新设南田地区〈行署所在地蒂固县) ，宁德地区〈行署所在

地宁德县) ，建阳地区〈行署所在地建阳县) 0 

1983年起推行市管县体制，陆续出现地区级的市有南阳市

〈辖蔷田县、仙游县) ，泉州市〈辖区与原晋江地区同) ，漳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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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拮区与原龙溪地区同)，三明市(辖区与原三明地区同) ，共4

个。原市田地区的间清、永泰、长乐、福清、平原五县和宁德地区

的连江、罗源两县划归福州市，形成一个八县一市的地区级市。

这一时期便出现了同一地名代表两个级别不同的市的情-况，

如福州市既可以指八县一市的"大福州市勺又可以指原来的小

市。这个问题出现在经济统计上是有可能令人产生误解的。例如

外地人把大市面积、人口、经挤指标误解为小市健是。

接着发生的变化是把原来实行市管县以后的小市改为区或分

为若干区，均相当于县级建制，.如z 原泉州区改为鲤城区，原漳

州市政为萝城区，原三明市分为梅列、三元二区，原厦门市分为

开元区、思明区、棚里区、鼓浪屿区、杏林区、集美区，原福州

市分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郊区。这种改变的结

果使原来福建的几个城市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

市、三明市已不耳是行政建市Ij市， 1但旦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城市

地名-一福』

承认，这包括省内、省外乃至国外的广泛承认，许多有关业务部

门如邮电、民航、铁路、公路、航运等部门直至新闻报道也仍然

沿用这种城市地名，人们在使用上述地名肘，仍然承认它们是指

城市实体，研究福建上述城市的社会经挤肘，必须找到区的统计

数字，从中取出其市区人口数字E 福州、厦门、三明还要几个区

的市区统计数字相加。对于南田市来说，还存在苦另→种情况，

南田市现在包括蒂固、仙游两县和城厢、涵江两区，城厢区的前身

是南田县的涵江镇和涵江公社。这两个区从南田县分出以后，使

甫田县原有的诗多经济特征起了变化，如人口、工业、农业等的

部门结构、全省地位等特点起了变化，而且使过去的统计资料也

失去连续性和可比性，给地域经济研究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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