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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的计划编制工作始于1953年的试编全区农业生产计划。1954年

8月成立专署计划统计科后计划工作步入轨道，从编制单一农业计划内容

增至工业、商品流转、基本建设等，并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1956年7月成立专署计划委员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计委的工作重点移

至区域宏观规划，计划编制内容由经济建设扩充至文教、卫生、体育、科

技等领域。计委职能由编制计划、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拓展为研究战

略、制定规划、综合分析、调查研究、决策参谋、培育市场、重点建设、

协调服务，积极推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毋庸置疑，计划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也

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闽东这样一个经济尚

不发达的地区，搞好市场经济建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更离不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切实搞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精心描绘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突

出重点、突破难点、抓住关键点，举全区之力搞好牵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中之重的建设项目，发挥计划部门的职能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我区“靠山脱贫、兴海致富”战略的有效实施，勤劳勇敢的闽东人民

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山海资源和中央、省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顽强拼搏，奋起追赶，在闽东这爿海隅山陬的版图上建立起一个开放、文

明、富裕的滨海城市，当为期不远。

编纂出版《宁德地区计划志》旨在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闽东计划工作

的特点以及它在全区经济建设不同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旨在为闽东各

级决策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提供经济建设地情资料；旨在

让闽东从事计划工作的同仁更好了解闽东的历史，正视闽东的现在，面向

闽东的未来，使计划编制更能贴近闽东的实际，使经济发展思路和战略的

确定更能体现闽东的特色，推进闽东经济建设上新台阶，如期实现闽东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奋斗目标。

《宁德地区计划志》以翔实资料为基础，记载各计划时期闽东经济社

会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有中、长期计划，亦有年度计划，是一幅较能



反映闽东建设进程的曲线图。但因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造成部分档案散失，

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加上编者水平受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有识之士

雅正。

值此《宁德地区计划志》付梓之际，谨向关心并支持本志编纂的领导

和有关人士以及为本书辛勤耕耘的编辑人员表示感谢!

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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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 周敦彬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为“一五’’时期初年即1953年，下限除大事记、计划

工作机构延伸至1997年外，主体内容下限到“八五"时期末年即1995年，

其中长期规划延至2000年。

二、本志为节省篇幅，避免交叉重复，除1963～1965年调整时期外，

对各计划时期年度计划与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均进行综合编辑。

三、本志计划编制与执行内容中所述数字除括注外；均系现辖区数

字。．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地区档案馆、地区计委档案室和相关单位的

资料室，不一一注明出处。

五、本志数据书写均按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地名称谓均按当时习惯称呼。如1950----1967年所指专区、地

专或专署，均系福安专区专员公署或福安专员公署的简称；1968"-'1970年

所指专区或专革，均系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1971""1977年所指地

区或地革，均系宁德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1978年后所指地区、宁地或

行署，均系宁德地区行政公署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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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1述

宁德地区通称“闽东”，地处中国沿海中间地带，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处于东经118。32t～

120。44’、北纬26。187"27。407之间，北与浙江接壤，南连福州，西临南平地区，东与台湾岛隔

海相望，国道104线斜贯南北。1995年，全区陆地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海洋总面积4．46

万平方公里；辖3市6县、123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2147个行政村；全区有309．34

万人口，其中畲族人口15．73万人，占全国畲族总数的40％，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

闽东陆地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高谷深，沟谷

纵横，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太姥山、鹫峰山、洞官山斜贯西北部和中部，有千米以上的山

峰913座。区内河流主要有交溪、霍童溪、古田溪三大水系，其中交溪为福建省五大水系之

一。闽东另一显著特点是海域辽阔，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长878公

里，约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大小岛屿344个，主要岛屿有台山列岛、嵛山岛、四孀列岛、浮

鹰岛、西洋岛、三都岛；主要海湾有沙埕湾、晴川湾、福宁湾、三都澳、三沙湾f主要港口

有三都港、赛岐港、三沙港、沙埕港等。

宁德地区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13．4℃～

20．2℃，沿海与山区温差达4---5摄氏度。年平均日照1700～1900小时。年降雨量1250"--2350

毫米，总雨量由沿海向山区递增，柘荣、周宁、宁德等县(市)超过2000毫米，居全省之最。

无霜期235～300天。常见的灾害性气候主要有台风、暴雨、五月寒、秋寒及夏秋寒。

1995年，全区耕地面积217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0．8％，其中水田167万亩，有林地

面积897万亩，牧草地5366亩。水域面积4．46平方公里，有著名的台山、西洋、三沙、东

吾洋、官井洋渔场，其中官井洋是全国唯一的大黄鱼天然养殖场。滩涂面积65．4万亩，其中

可利用滩涂养殖面积24．5万亩。区内盛产竹木、茶叶、油茶、槟榔芋、四季柚、绿笋、猕猴

桃、芙蓉李、晚熟荔枝、对虾、大黄鱼、珍珠蚶、牡蛎等。水力资源丰富，水能理论蕴藏量

为191万千瓦，占全省的16．2％，可开发利用185．49万千瓦。已探明的主要矿产有钼、叶腊

石、硅石、紫砂陶土、玄武岩、花岗石、高岭土、建筑砂等，其中大型矿1处，中型矿16处，

在省内有一定优势。境内山青水秀，气候宜人，自然风景优美，人文景观独特，著名的有福

鼎太姥山、屏南鸳鸯溪、周宁九龙潦瀑布群、宁德支提山、周宁鲤鱼溪、宁德三都澳、古田

人工湖、霞浦赤岸、古田临水宫、福安廉村等，其中三都澳还是久负盛名的天然深水避风港，

正待开发。

早在新石器时代，’区内就有古越先人在此劳动生息。三国时期，吴国在今三沙湾温麻港

(今盐田)设立“温麻船屯”，掌管建造海船。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始设温麻县，县治在

霞浦，隋朝并入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设长溪县，县治仍在霞浦。元至元二十三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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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年)升为福宁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称福宁府，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民

国时期，闽东地区先后属福建东路道、闽海道，第一、第二和第八行政督察区。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勤劳朴实的闽东人民，用最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采集、捕捞和畜养，形成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也养育出一批优秀的儿女，其中有开闽第一进

士薛令之、溺杀权奸贾似道的郑虎臣、明代执法严明的邢部尚书林聪、明末爱国志士刘中藻、

清代名将甘国宝。闽东还留下了陆游、朱熹、戚继光、日本高僧空海等英雄俊杰、名宦志士

的足迹与业绩。

明清时期，闽东对外贸易兴旺一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19世纪末期后，帝国

列强在闽东攫取了领事裁判、航运、贸易、通商、传教等特权，加上军阀混战、兵灾匪患连

绵不断，闽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鬻儿卖女，流离失所，无以聊生。深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主义三重压迫的苦难深重的闽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进行

了武装斗争，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与闽东临时特委，建立了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其领导

人先后有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同志。后来，闽东独立师挥师北上抗日，余下的武装

力量坚持游击战争。1949年6月至12月，闽东各县先后解放，闽东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成立

了自己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恢复经济，闽东各县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

经济和社会变革。在政治上，进行肃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巩固了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国

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在经济上，除没收区内少量的官僚资本外，进行

土地改革，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组织了互助合作组。经过二年的努力，闽东的国民经济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7940．98万元(1949年价)，比1949年增38．57％，粮

食总产量32．9万吨，比1949年增31．25％；全区有工业企业112家，比1949年增72家，工

业总产值2091．52万元(按1952年价)，比1949年增114．5％；基本建设完成投资456．57万

元，比1950年增173．7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522．42万元，比1950年增64．3％。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为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闽

东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工作开始由福安专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经济计划工作主

要是填报、试编及审核经济计划，其中以试编(编制)农业生产计划为主。专区计划编制、审

核工作由专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参加。由于计划工作基础薄弱，专、县又

无专职计划干部，业务不熟，再加上计划资料不全，因此，部分计划数稍有偏差。

为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建立并完善各级计划管理机构，充分行使计划管理职能，于

1954年8月成立福安专署计划统计科，各县成立计划委员会(计划统计科)，专、县、区、乡

均配备计划统计员。1954年9月，全区进行1952---1954年个体手工业基本情况及10人以上

私营工业调查，充实了计划资料，计划工作开始走上正轨。计划编制工作由编制农业生产为

主，扩展到编制包括工农业、商品流转、基本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计划在内的年度计划、中

长期计划及行业规划。计划工作由单一的编制计划，转到重视综合平衡上来，把不同的经济

形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并适时地检查、指导、调整经济运行情况，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

面协调发展。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及闽东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福安专区计划管理部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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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放在解决供求矛盾上，按“统筹兼顾”的原则，执行差价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及农

贸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1956年，全区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有91．44％

的农户加入农业社，其中高级社农户占72．12％；有90．39％的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户实现

全行业合营和合作化。粮食、茶叶、水产品产量，造林面积，手工业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

等主要指标提前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与1952年相比，1956年农业总产值、粮豆作物、

油料作物、茶叶、水产品总产量、大牲畜存栏数、造林面积、工业、手工业总产值、基本建

设投资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4．4％、22．1％、4．5％、43．9％、45．4％、13．4％、

853％、149．7％、77．6％、48．4％、179．9％。

1957年，由于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专区计委业务骨干被清洗或调整，人员流散，机

构名存实亡，计划工作告停。

1958年，在反“右倾保守”，批“反冒进”的形势下，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再加上福安专

区计划管理机构几经撤并，原来一整套渐入正轨行之有效的计划管理机制被废除。当时的专

署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计划指标上层层加码，争翻番，实行“两本

账”。同年7月，中共福安地委作出大炼钢铁的决定，要求年内生产一万吨钢、十万吨铁。9

月份，福安地委贯彻北戴河会议和福建省委会议精神，“大胆跃进，迅速跃进，坚决跃进，全

面跃进”，把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全民大抓钢铁生产上来。于是，一个全民“以钢为纲”的

“大跃进”运动在全区范围内掀起高潮。从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

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全区抽调了二分之一的党委委员，带领大批民工进山开矿，

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运力，兴办各种大大小小的炼钢炉，砸锅献铁大炼钢铁，全

民大办工业。地、县、乡大上工业项目，基建规模迅速膨胀。在农业生产上，为实现亩产

“二千斤粮”的目标，采取深耕密植，结果是颗粒不收。与“大跃进”相伴随的浮夸风，加上

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给闽东的各项建设及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各项

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急剧下降，导致高积累、高投入、低产出。1960年粮、猪存栏数分

别比1957年少13万吨和20．5万头。由于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经济作物大面积减产，

加上农副产品实行高征购，造成市场上粮油副食品奇缺，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民以

野菜充饥，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人的现象。

为摆脱“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困境，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专区对国民经济进行局部调整，计划管理机制得到恢复并加强统一计划

的集中管理：仍按“分级管理”的办法，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体制。计划编制

按“条块”进行，计划指标由省计委下达，专区计委分配下达各县。在农业上，努力恢复农

业生产，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关系，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减

少粮食征购，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加强各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在工业上，对企业实

行“关、停、并、转”措施的同时，加强企业成本计划管理和劳动力定员定额管理，实行经

济核算。在基建上，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大幅度缩小基建规模。在劳动人事上，实行精兵

简政。在财经市场管理上，严格财经纪律，压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资金，控制货

币投放，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经过1961--一1962年的局部调整，福安专区国民经济略有

好转，农业生产得到恢复。1963,-一1965年的三年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贯彻“以农业为基

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在计划管理体制上，按照“全国一盘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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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分级管理”的办法，加强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中长期规划编制工作。随着经济好转，

专区、县计划管理权限有所扩大。在经济建设上，按照农、轻、重次序，继续调整国民经济

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继续调整工业和农业内部关系、工农业之间关系以及工农业和其他方

面建设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农业投入，在增加

粮食产量的同时，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进一步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布局，放慢

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基础工业，继续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措施，把工业发展重点放

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贯彻价格政策，提高部分商品价格

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积极收购、推销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稳定市场物价，扩大城乡物资交

流。经济全面调整取得显著成效。1963--一196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为54078．84万元(按1957

年不变价)，比前三年减少3．25％，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342．69万元，减少27．09％，农业

总产值为34736．15万元，增加18．29％。196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是20140．13万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为7527．88万元，农业总产值为12612．25万元，与1957年相比分别增长7．34％、

29．41％、2．58％。三年粮豆作物总产量115．7万吨，比前三年增26．0％。三年基本建设投资

共完成2829．97万元，为前三年的60．68％。社会商品零售额1965年达14191．09万元，比

1957年增46．39％。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工业内部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使工业生

产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1965年工农业比重从1960年的53．2：46．8转为37．4：62．6，工

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从1960年的64．39。35．61转为60．01：36．99。

“三五”、“四五”系“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1967年后，随着全国性的“造反”、夺

权、武斗不断升级，本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的主要领导人被审查，原来正常运转的社会、经

济秩序受到破坏。1967年3月，驻福安专区部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成立了福安军分

区生产领导小组，主持政府El常工作。

1967年6月，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福安专区实行全面军管，各县亦相应成立军管会。

7月，军管会设立生产指挥部，下设计划办公室，履行专署计委职权。1967年、1968年全区

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编制仅有农业生产意见，下达农副产品、外贸物资收购计划。两年的大动

乱，给闽东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市场供应紧张，

国民经济衰退。与1965年相比，1967年、1968年农业总产值(按1957年价)分别下降9．49％

和6．73％，粮豆作物总产量分别下降17．42％和9．62％，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1．16％和

6．92％，财政收入(按原辖区)分别减少19．68％和8．22％，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下降10．7％

和4．35％，基本建设实际投资完成额分别下降43．8和42．8％。

1968年4月，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管结束。5月，福安专区革委会成立生产指

挥部，下设计划组，负责原专署计委、统计、物资、劳动等部门工作。1969年6月，为加强

对计划工作的统一领导，实行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体制。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福

安专区革委会计委核心小组，由驻地方部队、地方工作人员及贫下中农代表组成。1969年12

月，恢复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编制工作，计划编制采取“上下结合，由下而上”的方式进行。1970

年，恢复召开地区计划工作年会，并着手编制“四五”计划，于9月份形成了《福安专区1971

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计划提要(草案)》。1973年，计划编制采取“由下而上，上下结合，以

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式，由地区计划组综合平衡各县计划后上报省计委。1974年，开始

编制长期规划，于1975年9月形成《宁德地区十年远景规划》。闽东国民经济各项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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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要指标的制订是在贯彻执行总路线、总方针的前提下，按农、轻、重次序，以农业为重

点进行计划安排。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目标。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7年2月，

中共宁德地区革委会计委核心组成立了揭批“四人帮”运动领导小组，开展揭批“四人帮”斗

争。全区上下开始拔乱反正，从而调动了闽东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由

于经济建设“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肃清，地区计委在编制“五五”计划中提出许多不

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的要求，编制了《宁德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重新修订了十年规

划，即《宁德地区1978年至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意见》，要求到1980年，全区三分

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实现粮、油、猪上《纲要》，全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八年安排基本建设

投资规模为5．05亿元。在经济建设中虽然加强了农业基础地位，但在强调“一大二公”背景

下，大搞“大批促大干”、普及大寨县、创大庆式企业的群众性运动，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

副业和集市贸易加以限制和打击。在经济形式上，过于追求公有制，抑制了多种经营的发展。

在经济体制上，执行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发挥

出来，形成了推动经济振兴的强大动力，因此，1977年、1978年全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

商品购销等指标均超计划完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经拨乱反正，端正了经济

建设的指导思想。1979年，计委支部建立“三会一课”制度，调整充实计委领导班子，并按

干部“四化”标准，选拔年轻的中层领导干部。1980年，计委为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时

期建设的需要，调整内部机构，设四个科室，明确分工。计划工作开始从只重行政手段，转

向重视经济规律、运用经济手段上来，从只抓年度计划，转向重视长远战略规划上来。1980

年初次提出闽东实现奔小康目标的战略设想，即立足区情、发挥优势，围绕农业进行挖潜、改

建，改变工业产品结构和布局，突出外贸，增加创汇。在计划体制和计划指标方面，按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进行改革，实行指令性、指导性和国家计划指导下

的市场调节管理体制。

“六五”时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闽东进入发展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建

设上，按照“大的管住，小的放开搞活”的原则，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把经济工作

中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在农村推行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

施“先富共富”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

方面，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对不适销对路、高耗能、低效益的企业实行“关、停、并、

转”，调整企业布局和产品结构，促进企业改组与协作。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和完善

各种经济责任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实行“利改税”。在生产经营方面，鼓励个体参与

生产经营，以促进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在商品流通方面，逐步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范围，逐

步减少统购统销及计划物资分配种类，扩大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范围。改变单一价格制度，

对小商品价格逐步开放，扩大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改变单一的流通体制，扩大流通渠道，活

跃城乡物资交流。在投资体制方面，执行“拨改贷”，增加基础农业、基础设施及科技文教卫

生事业的投资，加强对固定资产的宏观控制。

1984年10月，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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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宁德地区加大了计划管理体

制改革的步伐。1985年初，地区计委制定《关于改革我区计划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继

续沿着“大的管住、小的放开搞活，建立起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

计划体制改革方向，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对关系国计民

生的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

小商品生产实行市场调节。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扩大地方、部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权

限，简化审批程序。计划体制的改革对闽东经济全面振兴起到了推动作用。

“六五”时期，闽东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各项计划指标执行情况良好。1985年全区工

农业总产值达14．29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比1980年增长58．06％，“六五”期间年均递

增9．66％，工农业比重由1980年的47；53上升为49．3：50．7。全区国民收入10．60亿元

(包括价格变动因素在内)，比1980年增长68．07％，“六五”期间年均递增10．94％。人均国

民收入404元，比1980年增1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0元，是1980年的1．32倍。1985年

乡镇企业总收入3．3亿元，年递增26．95％。工业生产实行全民、集体、个体、合资、合营齐

头并进的格局，发展具有闽东特色的新型地方工业，开发“新、优、偏、稀”产品。流通领

域扩大，市场繁荣。

“七五”时期，按“统一计划，分级负责，分级平衡”的原则，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1988

年，进一步缩小指令性，扩大市场调节，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并存，对全社会经济活动实

行间接调控，扩大地、县企业的经济计划权限，从计划调节转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全社会的

宏观调控机制。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注重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分析和研究。实行覆盖

全社会的宏观间接调控，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1987年，经省计委配合论证，编

制了闽东2000年脱贫致富的规划，提出要把脱贫工作放在重点地位，抓好扶贫开发性生产，

把扶贫工作引向高层次，确定闽东经济发展的战略。此外，编制1980----1990年海岛建设规划。

1988年，在实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增加“短、平、快”的扶贫开发性项目，编制沿

海突出部和岛建规划，制定本区行业发展规划及产业调整意见。1990年开展区域经济发展中

重点和热点问题的调研工作，对“七五”计划执行情况和90年代经济发展进行预测、研究，

在此基础上计委提出“八五”规划纲要。

“八五”计划实施2年后，计委于1992年12月提出“八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调整

意见，对原规划的指导思想、方针、目标、任务、区域布局、基础设旌建设、三次产业、对

外经贸、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作调整和充实，使“八五”计划方案更贴近闽东实际，从而使

闽东进入发展相对较快的年代。1995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122．16亿元(按当年价计算，

下同)年递增19．5％；经济总量实现提前6年(在1994年)翻两番；工农业总值183．37亿

元，年递增28．2％(其中工业总产值104．77亿元、农业总产值78．60亿元，年递增分别为

39．9％和14．2％)；乡镇企业总产值136亿元，年递增55．4o／／；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3484元，

年递增24．8％，农民人均纯收入1784元，年递增26．4％。“八五”计划指标的完成为“九

五”期间闽东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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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专区、宁德地区辖区变动情况表

时 间 辖 区 范 围

1949．10～1956．7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柘荣，共7县

1956．8～1959．6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长乐，连江、罗源，共9县

1959．7～1960．9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罗源、政和、松溪，共9县

1960．9～1961．9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罗源、松政，共8县

1961．10～1962．5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柘荣、松政，共8县

1962．5～1970．6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柘荣、松溪、政和，共9县

1970．7～1975．3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古田、屏南、连江、罗源，共10县

1975．3～1983．6 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寿宁、周宁、古田、屏南、连江、罗源，柘荣，共11县

宁德市、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周宁县、柘荣县，共
1983．7～1997．12

3市7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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