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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纂的《广西概况》，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广

西的自然、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

与现状。。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翔实可靠的资料，充分反映广西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在各个领域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建设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

经验。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广西，认识广西，坚持从实际出

发，科学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迈向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广西是一个边陲省区。解放前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各少数民族更是受尽种种歧视和摧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和巩固了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综观广西解放后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

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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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认识不

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已

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与先进省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必须继续奋发努

力，争取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广西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社

会主义新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再经过努力，

进入各省区先进行列。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创业之举。我们可以借鉴

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深入认识广西的特殊历史和地

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广西的实际相结合，贯彻执行好中央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走符合广西实际、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发展道路。

从1996年到本世纪末，是广西改革和发展的关键5年。我们要在

现有盼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到本世纪末，力争实现国民

经济的第三个翻番，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再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达

到小康，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各项社会事业有新的进步，政治和社会稳

定，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安居乐业。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牢牢

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大局，

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要继续坚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南北互补，东联西进，联合促

开放，开放促开发，开发促发展"的方针，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加快西

南地区出海通道建设；继续以北海、钦州、防城为开放重点，充分发挥首

府南宁对外开放城市的作用，推动沿边、沿江地区和沿交通干线的开

放开发，抓好柳州、桂林、玉林3个试验区，以及百色右江河谷、河池红

水河沿岸和西江干流区3个地带的开发、发展，逐步缩小东西两部的差

距，带动全自治区的开放和发展。；实施科教兴桂战略，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全面提高国民经济

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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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大扶贫力度，突出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振

兴在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有优势的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增强国民经济积累能力；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鼓励多种经济成

份共同发展。

社会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不断前进。“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

史经验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它可以给我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提供科

学依据和智慧，为我们继续前进增添力量。我们要正确运用历史经验，

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抓住机遇，不断创造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业绩。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通过全自治区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一个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新广西，必将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



概 述

地理位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东与广东接壤，东南隔海与海南相望，东北靠

湖南，西北连贵州，西与云南为邻，西南与越南山水相连，南临北部湾。土地总面积为23．67万

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2．46％。与越南相连的国境线图上距离为637公里，实地距离习惯

称1020公里。海岸线1595公里，是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唯一的沿海自治区。且临近港

澳，面向太平洋，有优良的港湾与东南亚直接相通；背靠大西南与祖国的广阔腹地相连。这一优

越的地理环境，具有独特的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改善，广西将成为西南和华南的

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成为祖国大西南物资进出I=l的重要通道。

自然资源广西是全国山多田少的省、自治区之一。据1994年统计，海拔800米以上的中

山占总面积的23．5％，海拔400—800米的低山占15．9％，海拔200一400米的丘陵占28．9％，

海拔200米以下的台地占6．3％，平地占23．4％，水面占2％。其中石山占土地总面积的

18．4％。

广西属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过渡地带，地形多样，结构复杂，石山林立，岩溶广布。总的地

势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四周山地环绕，中部和南部平地较多，形成一个

四周高、中间低的不完整盆地，称广西盆地。广西的山脉，西北部和北部有：金钟山、青龙山、东

凤岭、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山、大南山、天平山等，平均海拔1000—1500米，个别高峰达

2000米以上。这些山体切割强烈，山高谷深；河流滩多水急，水力资源丰富。东北部有：猫儿山、

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南洋山等，海拔均在1500—1800米，是中国南岭山脉的组成部分，猫

儿山主峰海拔2141米，为广西最高山峰。这些山体，山岭绵延，气势磅礴，沟谷相间，平行排列，

形成自古以来的南北通道，是南北气流运行的主要途径，也是北方冷空气侵入广西的主要通

道。东南部和西南部有：大桂山、云开大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大青山、六韶山等。这

些山的山势较低，大都在海拔1000米以下，且山体平缓，谷地开阔，是种植经济林木的主要地

区。中部有：驾桥岭、大瑶山和大明山等。大瑶山的主峰圣堂山海拔1979米。大明山的主峰海

拔为1760米。这些山呈弧状绵亘，自北而南一弧套一弧，将广西盆地分割成以柳州为中心的桂

中盆地、南宁盆地、郁江盆地、浔江平原等16个小平原、盆地。这些平原的面积小而分布零星，

最大的浔江平原仅620平方公里，是广西的重要产粮基地。

广西石灰岩地层分布很广，形成了独特的岩溶地貌。广西有79个县市有石灰岩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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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95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37．81％。其中裸露的石灰岩面积为7．88万平方公

里，覆盖的石灰岩面积为1．07万平方公里，分别占石灰岩总面积的88．05％和11．96％。岩溶

地貌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地貌，对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岩溶地区石多土少，耕地

零星分散，易涝易旱，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

广西河流众多，水量丰富，河流总长度约34000公里，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937条，其中集雨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9条。河网密度为0．144公里／平方公里，

是全国河流密度较高的省(自治区)。

广西河流分属3个系统：(1)西江水系。这是广西主要水系。在广西境内的集雨面积为

20．76万平方公里，占广西总面积87．71％。流入西江水系的河流为784条，其中郁江(上游为

左江、右江)、黔江、桂江、贺江等都是西江水系主要支流。西江水系的主源是南盘江，发源在云

南东部马雄山，流至贵州册亨县蔗香和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红水河流至象州县石龙纳入柳

江后称黔江，至桂平汇合郁江后称浔江，到梧州汇合桂江后称西江。(2)长江水系。分布桂东北，

有河流30条，主要有湘江、资江。湘江发源于广西海洋山，通过兴安县的灵渠，把西江水系和长

江水系连结起来。(3)独流入海的北部湾海域水系。有123条河流，主要有南流江、钦江、茅岭

江、防城河、大风江以及北仑河、九洲江等。

广西岩溶地区河流特点是地表径流少，地下水丰富。全自治区地下水蕴藏量达844亿立方

米，长度超过10公里地下河系共有248条。广西河流主要靠降雨补给，河流水文变化与降雨量

变化直接相关。其特点是：(1)河流水文季节变化大，一般年景l一3月来水量占年总水量7'A，

4—8月占72％，9—12月占21％。(2)河流水文年际变动大，丰水年常常造成洪涝灾害，枯水年

往往出现旱灾；河流汛期长，一般前后长达半年，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土山区地表径流多，

岩溶地区地表径流少。·

广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气温较高，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对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太

阳总辐射量在90--110千卡／平方米·年。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数为1600--1800小时，其中桂

东南和桂南沿海地区1800—2000小时，桂北与其他地区1400一1600小时。年平均气温为17

—22℃，一般自北向南递升，南北相差约7℃，最冷是1月，气温在10一14℃之间，最热是7月，

平均气温28℃以上。

广西大部分地区无霜期在300天以上，桂北地区270天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则全年无霜。

广西气温较高，年平均一般在17--22℃，大部分地区的年极端最高气温在37--39℃之间，少数

地区可达40V以上。一般年份大部分地区没有严冬，但少数年份受强冷空气影响，极端最低气

温可降至一1℃至--5"C。广西年降雨量在1250--1750毫米之间。降雨量的分布，一般是南部

和北部多，中部和西部少。各地降雨量80％集中在4—9月份，具有明显的夏多冬少的特征。广

西由于季风变率大，降雨不均，容易发生旱、涝、低温灾害。干旱是广西主要灾害性天气，春旱

(每年2--4月总雨量少于200毫米)频率，桂西达70--80％，桂中30一50％，桂东10一30％；秋

旱(8--10月总降雨量少于250毫米)主要发生在桂东北和桂中。此外，还有寒潮和台风。’每年

寒潮入侵，桂北大约5--6次，桂南3—4次，常使农作物遭受冻害。台风发生在6—10月，以8

月为多，受害的主要是钦州地区和玉林、南宁地区的南部。

广西土地具有宜农、宜林、宜牧的特点。土地总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拔高于400

米以上的山地，占总面积39．4％，适宜发展林牧业；海拔200—400米的丘陵占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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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N，海拔200米以下的台地(坡地)占总面积6．3％，可发展旱作农业和果木林；平地占总

面积23．4％，主要为农业用地。1994年全自治区耕地面积3902．7万亩，人均耕地0．87亩。

广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600亿立方米，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800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

总量的6．9％，居全国第5位，不仅为农业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发展渔业生产的潜力

很大，特别是蕴藏着大量的水能资源。全自治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751．83万千瓦，可开

发量为1418．31万千瓦。其中红水河的水力资源被誉为全国水电资源的“富矿”，是全国3大水

电基地之一。

广西矿产丰富，至1994年4月，广西共发现固体矿产102种，已查明储量的矿产有87种，

已探明产地有1104处。其中成矿地质条件好、勘查研究程度高，探明储量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

长期需要，并可适当出口的矿产有锰矿(保有储量和产量居全国第一)、锡矿(保有储量居全国

第---)．、铝矿、铅锌矿、钒矿、石灰岩矿、白云岩矿、滑石矿、水晶矿、高岭土矿、膨润土矿、砷矿及

稀有元素等。

广西已发现的植物有288科，1717属，8354种，仅次于云南、广东，居全国第三位。其中，药

用植物约3600多种，产量大的有淮山、半夏、茯苓、金银花、田七、罗汉果等。罗汉果为广西特

产。果树有700多个品种品系，主要有龙眼、荔枝、芒果、香蕉、菠萝、木菠萝、柑、橙、柚、金桔、猕

猴桃等；油料植物约380多种，主要有油桐、油茶等；芳香植物200多种，如玉桂、八角、灵香草

等；纤维植物有400多种；淀粉植物130种；化工原料植物200多种。还有野生观赏植物200多

种，野生食用植物100多种。

广西两栖类动物有76种，爬行类动物162种，蜥蜴39种，鸟类动物531种。已列入国家保

护的珍稀动物有鱼类1种，爬行类10种，两栖类3种，鸟类66种，哺乳类26种，海洋哺乳类1

种，昆虫类2种等。

广西海岸线长，捕捞海域辽阔，待开发的浅海滩涂多。内陆江河、水库、池塘星罗棋布，可养

殖水面约300万亩。特别是北部湾，海洋生物资源种类具有太平洋和印度洋区混合交替的种

类，是中国独特的海岸生物品种繁多的海域之一。海洋鱼类396种。江河的淡水鱼类有235种。

广西还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田东油矿、北部湾的海上油田和百色盆地油田已产油。

人口现状 1 994年末，广西总人口为44 93万人，与上年相比净增5 5万人，增长率

1．24％，下降0．1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18．84‰，下降0．8个千分点；年内出生人口84万人，

与上年比较，出生人数减少2万人，人口死亡率6．6‰，死亡人数29万人，比上年略有上升，但

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人口自然增长率12．20／oo，下降1个千分点。广西人口结构属成年型，年龄

中位数24．93岁，比上年提高0．55岁。家庭户规模以5人和4人户比重较大，分别占22．4％和

22．1％。家庭户平均规模4．69人，比上年减少0．02人，家庭户平均规模继续缩小。

民族简介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多民族地区，聚居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

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世居民族。此外，还居住有25个其他少数民族

成份；

壮族广西是壮族主要聚居地，1994年人口1482．45万人。占全国壮族人口约90％，占广

西总人口约33％，是广西少数民族中人最多的民族，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

族人口分布很广，主要聚居在桂西和桂西北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

汉族1994年人口2735．72万人，占广西总人口61％，分布于广西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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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1994年人口134．96万人，占广西总人口约3％，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约60％。瑶族

多居住在广西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毗邻的山区县，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主要聚居在

都安、巴马、金秀、富川，大化、恭城等地。

苗族1994年人口42．31万人，占广西总人口0．9％，占全国苗族人口约6％，主要聚居

在融水，其次是隆林、三江，再次是龙胜、资源、西林、南丹、环江、融安等地。

t 侗族1994年人口29．87万余人，占广西总人口0．7％．，占全国侗族人口约11％。主要聚

居在三江，其次是龙胜、融水、融安、罗城等地0

仫佬族1994年人口15．26万人，占广西总人口0．3％，占全国仫佬族人口的90％左右。

主要聚居罗城，其余散居在宜山、融水、柳城、忻城、都安、环江、河池等地。

毛南族1994年人口0．696万人．主要聚居在环江，其余散居在河池、南丹、都安等地。

回族1994年人口2．70万人，主要聚居在桂林市，其次是柳州市、南宁市及临桂、灵川、

永福、鹿寨、平乐等地。 ．

京族1994年人口1．37万人，聚居在防城港市、钦州市。

彝族1994年人口0．62万人，主要聚居在隆林，那坡、西林、田林也有居住。

水族1994年人口1．15万人，主要聚居在南丹，部分在宜山、融水、环江、河池等地。

仡佬族1994年人口0．29万人，主要聚居在隆林。

其他民族1994年人口1．33万人。

建置沿革秦朝以前，今广西地区为“骆越”、“西瓯”，“苍梧”三个种姓部落住地。秦始皇三

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和象郡，今广西地区大部分属桂林、象郡。

汉初南海郡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

越王国后，在今广西境内设苍梧、郁林、合浦郡。三国时，分属吴，今桂西部分地区属蜀。南北朝

时，相继隶属南朝的宋、齐、梁、陈。隋朝，境内设始安、永平、郁林、宁越、合浦等郡。唐代，初属

岭南道，后为岭南西道。五代十国时，先分属楚、南汉，后全属南汉。宋朝，为广南西路。元初，

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末，为广西行中书省。明代为广西布政使司。清代设广西省，民国时因之。

广西解放后仍称广西省。1958年3月5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设在南宁．

行政区划1994年，广西划为7个地区，7个地级市，60个县，12个民族自治县，9个县级

市，22个市辖区，4个市郊区，88个街道办事处，715个乡，60个民族乡，589个镇，1．48万个村

公所(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1212个城镇居民委员会，7．43万个村民委员会。

．各地、市及所辖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如下：
4。

南宁市：兴宁区、新城区、城北区、江南区、永新区、市郊区、邕宁县、武鸣县。

．柳州市：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北区、市郊区、柳江县、柳城县。

桂林市：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市郊区、阳朔县、临桂县。

梧州市：万秀区、蝶山区、市郊区、苍梧县。

北海市：海城区、市郊区、合浦县。

防城港市：防城区、港口区、上思县。

钦州市：钦南区、钦北区、灵山县、浦北县。

南宁地区：凭祥市、横县、宾阳县、上林县、隆安县、马山县、扶绥县、崇左县、大新县、天等

县、宁明县、龙州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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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地区：合山市、鹿寨县、象州县、武宣县、来宾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

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忻城县。

桂林地区：灵川县、全州县、兴安县、永福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平乐县、荔

浦县、恭城瑶族自治县。

梧州地区：岑溪县、藤县、昭平县、蒙山县、贺县、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t，-， -‘’

玉林地区：玉林市、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容县、北流市、陆川县、博自县。

百色地区：百色市、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德保县、乐业县、凌云县、靖西县、那坡县、田林

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

河池地区：河池市、宜州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丹县、天峨县，凤山

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

经济综述解放前，广西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水平低，粮食平均亩产不到200斤。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轻工业仅有生产土布、土糖、土纸的手工业作坊。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靠外地输进。

重工业主要是几个小矿区和几个小火力发电厂，近代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邓小平同志视察

南方重要讲话以后，广西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大西南出海通

道建设步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一年比一年大，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城乡市场繁荣，

招商引资和技术经济合作取得新的突破，财税收入年胜二年，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城乡人

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不断改善。

1950年，广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51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农业总产值9．2亿

元，工业总产值2．3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650万元。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116．14亿元，农

业总产值46．17亿元，工业总产值69．9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75．8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14．32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90亿元。

经过改革开放，到1990年，广西社会工农业总产值605．6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92．83亿

元，工业总产值353．4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46．83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52．29

亿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生活费收入1990年1448．60元。1991年以来，广西加快改革

开放步伐，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1917．89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241．83

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37．21亿元，工业总产值1380．6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08．59亿元，

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72．34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3560．34元。

广西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和农、轻、重的

比例以及农、林、牧、渔业的比例，逐步趋向协调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的比重，1978年为40．7比34．0比25．3；1990年为44．7比30．2比25．1；1994年为

28．8比39．1比32．1。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1978年为39．8比32．9

比27．3；1990年为41．6比32．3比26．1；1994年为28．0比．35．4比36．6。工业总产值中轻工

业、重工业的比重，1978年为54．6比45．4；1990年为55．3比44．7；1994年为49．1比50．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比重，l 9 7 8年为7 6．6 比

4．9比13．7比3．7比1．2；1990年为58．3比6．7比22．1比10．2比2．7；1994年农林牧渔业

比重为54．9比9．2比28．4比7．5。

农业 1950年，广西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产量只有430万吨，农业总产值为9．19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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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解放以来，进行了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成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水利工程，同

时，推广科学种田，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品种，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

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商品基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提高

农民积极性，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94年，广西虽然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但农业总产

值仍比1993年有所增长，达537．2亿元。1994年广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5515．8千公顷，粮食

播种面积3633．6干公顷，粮食总产达1397．91万吨；油料作物种植面积248千公顷，总产量

35．88万吨；甘蔗种植面积403．4千公顷，产量2320．45万吨；烤烟种植面积22．8万公顷，产

量2．61万吨；黄红麻种植面积8．6千公顷，产量1．57万吨；木薯种植面积229．6千公顷，产量

95．95万吨；水果总产量222．36万吨。

林业广西的森林资源丰富。1994年，广西有林面积达1073．3万公顷(含新造林)，森林

覆盖率为34．2％。1991年以来，为改良生态环境，广西加快造林进度。1993年广西飞播和人工

造林78．59万公顷(成活率85％以上)。1990年至1992年，共造林193．39万公顷，相当于“八

五”期间的98．3％，比。六五”期间超出58．14万公顷，而且造林质量较高。1994年，广西完成荒

山造林72．55万公顷，木材产量372．2万立方米，其中规格林204．39万立方米。全年完成林业

社会总产值75．68亿元。主要林副产品除松脂减产3400吨外，其余均比上年增长。其中油桐

籽4．95万吨，比上年增长7．3％；油茶籽9．8万吨，比上年增长48．55％。

畜牧业畜牧业是广西农业中仅次于种植业的第二支柱产业。农村大牲畜饲养量最多的

是猪。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发荒山草坡资源，大养草食动物的同时，改革家禽家畜喂养饲料和饲

养方法，改善和推广优良种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3年大牲畜存栏787．多万头．其中，猪存

栏2073．9万头，出栏1546．7万头，牛、羊及其他家禽家畜的饲养量和出栏量均大幅度增长。年

内肉类总产量达169．9万吨。1994年，畜牧业继续高速度发展，主要生产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

平．全年肉类总产量199．92万吨，比上年增长24％；畜牧业总产值184．77亿元，比上年增长

47．1％，占全自治区农业总产值的34．4％。年末畜禽存栏：大牲畜804．33万头，比上年增长

2．1％}生猪2244．50万头，比上年增长8．2％；山羊109．30万只，比上年增长11．85％}家禽

1．60亿羽，比上年增产19．2％。出栏肉猪1914．86万头，肉牛80．84万头，山羊42．09万只，家

禽2．47亿羽。全自治区人均肉类占有量为45公斤，比上年增加8．5公斤。广西的畜禽产品远

销外省和港澳等地。各地已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优良品种基地，畜牧生产向集约、规模、

高效型转化。 ‘·

渔业广西渔业生产贯彻。以养为主，养捕结合，养殖、捕捞、加工一起抓”的方针，得到迅

速发展。特别是1991年以来，打破区域和行业界限，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政策，鼓

励社会各界参予渔业开发，推动渔业生产发展。在内陆淡水区域，充分利用山塘、水库、河沟开

发网箱养殖，推广稻田垅沟养渔；在海上扩大浅海滩涂养殖规模，同时发展外海远洋捕捞，使淡

水和海水养殖面积扩大，自然捕捞量增加，获得淡海水产双丰收。1994年，广西水产品总产量

76．16万吨，比上年增长34．77％。其中海水产品产量47．19万吨，比上年增长35：45％I淡水

渔业产量28．98万吨，比上年增长33．73％。1994年，广西水产业总产值51亿元，比上年增长

45．5％。

乡镇企业广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广西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1978年广西乡村两

级仅有企业近39792个，年总产值约8亿元。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5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
h——9——



——概 述

‘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通知》后，广西掀起了乡办、村办、联办和个体办的热潮。1993年，乡

镇企业达121．2万个，总产值达693．9亿元。1994年，广西乡镇企业在前3年高速发展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企业发展到138．7万个，总产值达1349．6亿元，比上年增长

91．5％；营业总收入1472．82亿元，比上年增长94．5％。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超10亿元的县

(市、郊区)由上年的22个增加到38个，其中超100亿元的有玉林市和合浦县。营业收入超亿

元的乡(镇)由上年的241个增加到409个，其中超lo亿元的12个，超20亿元的有玉林市玉

林镇、玉林市南江镇和贵港市贵城镇。营业收入超亿元的村(街)由上年的37个增加到117个，

最多的玉林镇东明村达5．02亿元。

工业解放后，广西工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现

在已经成为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结构比较协调，分布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1993年广西有

乡及乡级以上工业企业12736个，实现工业总产值905．9亿元，比1978年增长4．3倍，平均每

年增长11．6％。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60．2％上升到1993年的

69．9％。1993年广西已拥有工业行业40个，其中支柱行业的生产得到长足发展，有机制糖厂

100家，年产食糖235万吨，成为全国产糖头号大省(自治区)，是中国糖业的重要基地，成为广

西工业最大的一个行业，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总产值的16．7％。广西工业中第二大

行业是机械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机械工业认真贯彻“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济效

益”的方针，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努力开发新产品，促使生产取得新发展，1993年全行业工

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总产值的10．5％。广西工业中第三大行业是建材行业。1993年，建材行

业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总产值的7．3％。

1994年，广西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发展。这一年，广西工业全面推进企业改革，产品结构、企

业组织结构、投资增量结构都进行了新的调整，大力进行技术改造，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这年工

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灾之年保持迅速发展。在6、7月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给工业

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和困难。受灾职工奋起抗洪抢险，开展生产自救，大灾之年仍保持稳定的增

长。全年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934．81亿元，比1993年增长19％。

交通·邮电1949年，广西仅有技术标准很差的公路4855公里，实际通车里程为3622

公里；铁路线707公里，实际通车里程为63i公里；内河航道约8650公里，能通机动船的约

2000公里；民航没有专用的民航机场，广州、昆明不定期的飞机只能在南宁、梧州等几个简陋

的军用机场起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交通运输邮电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

45年，广西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立体交叉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网络，为大西南出海通道打下

良好基础。广西境内的铁路以柳州为枢纽，由湘桂、黔桂、黎堪、焦柳4条干线和南防支线以及

东罗等6条地方铁路线组成网络。还有158条201公里的企事业单位铁路专用线和173条220

公里的铁路专用线。1993年广西境内铁路通车里程2294公里，1994年为2336公里。有70％

以上的地、市通火车。境外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昆明、西安、成都等地。公路以南宁为中心，通

往各地、市：县，以地区为中心通往各县(市)；以县为中心通往各乡(镇)(村)的三级运输网已基

本形成。最近几年还修建了南宁一北海、南宁一梧州、桂林一阳朔等高级公路和一批大中型桥

梁。1993年广西公路通车里程达38495公里，1994年为39550公里。

水运方面，广西沿海港口发展迅速，在北部湾畔，新建防城、北海2个万吨级港口，10个万

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改、扩建了一批千吨以上泊位。1993年这些现代化的港口吞吐量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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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吨。1994年广西内河通航里程4521公里，比1978年增长3．8％．

广西民航先后新建扩建南宁、桂林、北海、柳州、梧州等机场．1993年广西航空里程6．6万

公里，比1978年增长3倍。1994年航空里程8．1万公里。年末拥有国内航线59条，地区航线

3条，国际航线1条。以桂林为中心，辅以南宁、北海机场，连结华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的北

京、上海、广州等26个主要城市，班机还可直达香港地区和越南河内．

公路运输方面，1993年广西全社会完成客运量39398万人，旅客周转量283．8亿人公里，

货运量35"509万吨，货物周转量511．96亿吨公里．1994年，广西全社会完成货运量28132万

吨，货物周转量588．98亿吨公里I完成客运量34274万人，客运周转量289．4亿人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邮电事业发展迅猛。各地、市、县、乡已形成邮政电讯网络．1993年有

市内电话机35．6万部，农村电话机6．2万部，长话电路9991路，电报电路360路。1993年，广

西完成邮电业务总量7．8亿元，完成邮电函件1．9亿件，订销报刊5．6亿份，邮路及农村投递

线路总长度达16．6万公里。1994年，广西有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总长度达16．3万公里，电报

电路总数398路，长途电话电路总数18007路，市内电话机56．3万部，农村电话机8．3万

部；完成邮电函件2亿件，订销报刊5．4’亿份．完成邮电业务总量l 3．3亿元，比上

年增长69．7％。‘

对外经贸广西对外经贸有着悠久的历史。今北海港自秦汉开始便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

的重要港口之一．梧州港在1897年开辟为通商口岸．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贸

取得了很大成绩，外贸出El规模明显扩大。50、60年代，出口总额年平均仅几千万美元，1978年

以后，改革外贸管理体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对外经营出El权，实行外汇留成等鼓励出口的优

惠政策，出El贸易大幅度增长．1993年出El额达13．2亿美元．出El商品流向扩大到94个国家

和地区．进口贸易逐步增加。广西的进口贸易从1965年开始自营。初期只有少量的机器设备、

金属材料和化学肥料等生产资料进El。对外开放后，加快了进口贸易步伐。1993年进El总额

7．5亿美元．进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口的国家(地区)也扩大到38个。新兴边境

贸易迅猛发展。广西的沿边沿海地区随着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边境

贸易从小到大，发展很快。1993年，边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8．68亿元。到1993年末，经国务

院批准的广西对外开放边境口岸已有23个。其中沿海El岸2个．，内河口岸5个，航空口岸3

个，铁路El岸1个，公路IZl岸12个。利用外资在开放中兴起。1978年以后，广西积极稳妥地利

用外资，与外国客商合资和合作办企业，接受外国银行贷款，利用外资逐年扩大，行业增多，效

益提高。1993年末，广西实有。三资”企业达4368家，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38．14亿美

元，实际利用外资9．24亿美元．投资者达20多个国家的客商。

1994年，广西对外经济贸易持续增长，利用外资取得成效。全年进出I：1贸易总额24．6亿

美元，其中，出El总额16．02亿美元，进El总额8．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全年新签利

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996个，协议(合同)外资额14．7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47亿美

元。 ，

‘。

财政金融解放以来，广西财政从供给型逐步转变成为建设型，有效地发挥了财政的分

配、调节和管理监督的职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1993年，广西地

方财政收入95．93亿元，财政支出107．48亿元．1994年，广西财政收入108．59亿元，财政支

出124．9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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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广西先后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广西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中国投资银行广西分行、交通银行

广西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西分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

社以及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广西金融事业迅速发

展。至1994年底止，广西共有银行机构4822个，非银行金融机构4198个。在首府南宁还有两

家外资银行的代表处。1994年末，全自治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07．13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244．2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4．0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07．09亿元。在消费基金膨胀，现

金投放猛增的情况下，金融系统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控制消费基金，加强现金管理的精神，全

面开展现金管理大检查，重新核定企事业单位库存现金，严格大额提取现金的审批制度，促使

现金回笼。发行基金净投放从8．08亿元压缩到年底的0．78亿元，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

计划多回笼3．22亿元。

旅游广西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一是岩溶地貌，山水秀丽，岩溶地区奇峰峻峭、山

青、水秀、石美、洞奇。二是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历史古迹和文物遗址很多，仅桂林摩崖石

刻就有2000多件；广西出土文物仅铜鼓就有600多面。三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风情多姿

多彩。四是地处祖国南疆，有亚热带和热带特色风光。五是沿海地区，有北海等海港城市，是理

想的旅游度假胜地。

广西的国际旅游在50年代就分别建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南宁、桂林分社，主要受理前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华专家、教授等，接待的境外游客每年均徘徊在万人左右，旅游收汇

也很少。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国际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广西已

建成了以桂林旅游区为中心的南宁、柳州、桂东南和滨海旅游区以及中越边境观光的旅游网

络。桂林已成为全国4大旅游热点城市之一，北海银滩则成为全国10大旅游度假区之一。

接待游客成倍增加，旅游收入明显提高。外国游客、华侨、港澳台同胞来广西参观、访问、旅

游和从事各项交流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1993年，接待国际旅游人数达52万人(次)，其中接

待外国人29．9万人(次)。1993年，广西旅游收入外汇券5．1亿元。1994年，广西受到严重洪

涝灾害，但仍接待海外游客43．81万人(次)，其中外国人32．23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

10．27亿元(人民币)。

人民生活解放后，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广西城乡人民收入逐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民得到了实惠，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l 98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683．45元，1 9 90年为1 448．06元，1 993年为

2611．76元，1994年为3560．34元。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资、奖金收入提

高，另方面是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就业面扩大。1985年城镇户均家庭人口为3．98人，1990年为

&62人，1993年为3．41人，1994年为3．32人；户均就业面1985年为53．75％，1990年为

55．52％，1993年为56．71％，1994年56．93％，从而使每一就业者的负担人数下降。城镇居民

的居住条件不断完善。1985年，按人均居住在4平方米以下的人所占比重为7．3％，4—6平方

米的人为22．9％，6—8平方米的人为23．5％，8平方米以上的人为46％。1994年按人均居住

在4平方米以下的人所占比重下降到1．5％，4—6平方米的人下降到3．8％，6—8平方米的人

下降到9．6％，8平方米以上的人上升到85．1％。1994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1817．3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31．2％；全年城镇新安排就业人员29．2万人，年末城镇失业率为2．4％，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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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0．5个百分点。 ，

乡村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农民人均全年总收入，1985年425．74元，1990年898．53元，

1993年1291．04元，1994年1596．9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302．96元，1990年639．45

元，1993年885．00元，1994年1107．02元。1985年，农民人均使用房屋面积16．12平方米，

1990年18．41平方米．，1993年21．oo平方米，1994年20．03平方米。住房质量明显提高。住房

面积中，砖木结构面积由1985年4．51平方米提高到1994年7．48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面

积由1985年0．26平方米提高到1994年2．5平方米。家庭规模逐步缩小，平均每户农家人口

由1985年的5．91人下降到1994年的5．35人。1994年，农村竣工住宅面积3470．4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1．1倍。

科技 1950年，广西仅有化学研究所、农业试验站、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科学馆4

个简陋的科学研究机构，人数总共不到300人，其中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到1952年，广西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发展到7239人。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向科学

进军”的号召，全面开展科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认真贯

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取得了巨大成

果。1994年广西科技队伍发展到67．99万人。平均每万人有科技人员152．6人，平均每万名职

工有科技人员2728．7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47万人，中级职称的18．38万人，初级职称

的42．13万人。1978年至1994年，各部门各地市向自治区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6107项，其中

获自治区奖励的2162项，获国家奖励的138项，多数成果居广西先进水平，部分成果达国家先

进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教育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1950年，广西有大专

院校3所，在校学生962人。普通中学159所，在校学生3．79万多人，小学13248所，在校学生

48．99万多人。到1994年，广西已有普通高等院校27所。其中综合大学1所，师范院校9所，

理工和医药院校各4所，财经院校3所，农业、体育、艺术和民族院校各1所，短期大学2所。高

校教职工15048人，其中教授425人，副教授2025人，讲师3262人。高校在校学生57945人。

广西成人高校23所。其中电视广播大学1所，职工高等大学9所，管理干部学院4所，教育学

院9所，在校学生35432人。有教职工4881入，其中正高级职称22人，副高级职称485人。广

西中等技术学校97所，在校学生70022人。中等师范学校26所，在校学生34740人．职工中

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等共249所(班)，在校学生82479人。普通中学

3050所，在校学生176．6万多人，教职工126801人。其中高级教师1337人，·级教师19105

人，二级教师28507人，三级教师16948人。农业职业中学278所，在校学生105465人。农民

业余中学267所(班)，农民技术培训学校35041所，先后在校培训的有248．3万多人。小学

15968所，教学点38146个，在校学生631．6万多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8．1％。小学教职工

226995人。其中，中教高级教师165人，小教高级教师36636入，一级教师85781人，二级教师

43578人，三级教师8523人。农民业余小学6011所(班)。特殊教育学校28所。其中盲聋哑学

校14所，弱智儿童学校(班)14所。在校学生8909人，教职工520人。幼儿园2437所，在园幼

儿997553人。

文化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文化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初期，广西仅有艺术表

演团体34个．1994年，广西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19个，其中自治区级8个，地市级25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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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4454人，其中高级《一、二级)专业技术职称的612人。

解放初期i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很少。1994年·广西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发展到1450个，职工

3645人．其中地、市级群众艺术馆14个·职工322人I县文化馆96个，1299人；乡文化站1314

个，1932人，农村集镇文化中心455个，村屯文化室4174个，业余文艺演出队3292个，文化个

体商2．20万户。
‘

解放初，广西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公共图书馆。1994年，广西公共图书馆发展到101所。

其中自治区级馆2所；市级馆6所，县级馆83所，独立建制乡(镇)馆lo所。藏书总量1331．9

万册。

解放前，广西仅有1所省立博物馆，藏品只2000多种。许多文物缺乏保护，受到严重破坏。

解放后，广西文物事业迅速发展。奎1994年，广西有文物事业机构105个。其中各类博物馆35

个；各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66个，文物商店4家f职工896人。各类文物藏品23．86万件。

解放以来·广西报业迅速发展。1949年底至1956年，广西先后创办了《广西日报》、《桂北

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少年报》、《广西铁路工人报》以及各市委、地委的机

关报。1994年·广西共有公开发行的各类报纸67家，总发行量为5．053亿份，报纸从业人员

2783人。 ．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建立于1950年4月30日，5月1日开始播音。当时电台发射功率只有

500瓦I职工53人。1994年i广西的广播电台发展到20座，其中自治区2座、市级5座、县级13

座。电台发射总功率达337．5千瓦。广播人口覆盖率达63．5％。广西电视台建立于1970年9

月15日·10月1日正式播出黑白电视节目。1994年，广西共有无线电视台17座。其中自治区

1座，地市7座，县(市)9座I建成广播电视微波干线1553．1公里，建成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

3069座，各乡(镇)所在地基本能看到电视。1994年，广西共建成有线电视台26座，有线电视站

1036座，共用天线系统681个，终端用户135．07万户，电视人d混合覆盖率为77．5％。

广西人民出版社建立于1952年9月18日。新华书店广西分店于1949年12月9日在桂

林成立，1958年4月改名为广西新华书店。1994年，广西有《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

社》t《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科技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广西接力出版社》、《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誓漓江出版社》8家专业出版社。1994年，广西出版总社和8家出版社共有职工

605人，其中副编审以上80人i编辑177人。出版图书2788种，其中新版1815种，总印数2．33

亿册，总印张88．2方千印张。有26种桂版图书在全国性图书评奖中获奖，6种产品被评为全

国课本印制优质产品。全自治区有图书发行网点2780处，发行人员6051人。销售各类图书

(不含课本1．2亿册)，金额2．6亿元。

医疗卫生i950年；广西只有卫生机构1990个，病床2318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2685

人。经过解放后45年的发展；广西已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医疗、预防、妇幼、科研、医学教育和药

品检验机构，形成了城乡医疗卫生网。1994年，广西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不含村级和村级以

下机构)5564个，职工13．6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lo．5万人(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3．31万

人)。各级医院有病床7．74万张，全年诊疗病人7264．24万人(次)。还有乡村医生3．04万人，

卫生员1．33万人，农村接生员3．02万人。广西有卫生防疫站12个，职工6436人。县级以上

妇幼卫生机构102个，职工5402人。

体育解放前，广西体育处于落后状态，基础薄弱，经费拮据，设施简陋，体育师资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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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运动技术水平不高。在1948年的第7届全运会上，广西无一名运动员进入前6名。解放后，

广西体育迈开了新的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给广西体育事业带来了繁荣。群众体育蓬勃发展，

竞技体育不断提高。在第23届奥运会上，广西有10人参加比赛，其中7人进入前3名，2人夺

。得4枚金牌，获金牌、奖牌数均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在第10届亚运会上，广西lo名运

动员人人获奖牌，共获金牌12枚，银牌6枚，铜牌1枚。1994年，广西运动员参加世界大赛获

奖牌13枚，其中金牌5枚，银牌5枚，铜牌3枚。参加国际比赛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27枚，

银牌3枚，铜牌3枚i参加全国比赛获奖牌99枚。参加第12届亚运会获金牌8枚、银牌5枚，

铜牌5枚。广西体育运动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据1994年统计，广西有

运动员606人，其中国际运动健将18人，运动健将15人。有教练858人，其中国家级教练10

人，高级教练22人，中级教练54人．．在这些优秀运动员中有·批扬名中外的体坛名将。80年

代，李宁、吴数德多次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李宁被国际体坛誉为世界“体操王子”、世界“十

佳”运动员之一。1994年在第12届亚洲运动会上，体操运动员莫慧兰夺得金牌5枚，铜牌I

枚，成为中国体坛一颗新星。举重运动员蓝世章，参加世晃青年锦标赛和亚洲运动会夺得金牌

并破世界青年纪录；跳水运动谈舒萍参加世界大赛和亚洲运动会获得冠军，水平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引起体坛注目。

重大历史事件公元前217年秦监御史史禄修筑灵渠运河，沟通漓水、湘水，联接西江和

长江水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在今广西境地首设中央王朝行政区划。1052年侬智

‘高起兵反宋。明初至万历年间历时200多年的八寨农民起义。明初至嘉靖年间的大藤峡瑶、壮

族人民起义。1851年1月11日在桂平县金田村举行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1873年至

，1宅84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援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1885年3月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痛歼法

国侵略者，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1907年9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先后领导钦防、镇南

关、钦廉起义。1911年11月7日广西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1925年7月新桂系统一广西。

1925年10月中共在梧州市建立广西第一个支部。1929年12月ii日、1930年2月1日，邓小

平等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1930年11月红七军北上江西。1934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途经桂北地区。1936年6月新桂系联合广东陈济棠发动“逼蒋抗日”的两广事件。1939年12月

至1940年1月中国军队进行抗击日军的昆仑关战役。1947年6月至10月中共先后领导广西

20个县举行武装起义。1949年12月11日广西解放。

重要历史人物汉代著名经学家陈钦、陈元。东汉率军讨伐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东汉交

趾太守士燮。唐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唐代著名诗人曹邺。北宋反宋首领侬

智高。明代抗倭巾帼英雄瓦氏夫人。明代杰出军事家袁崇焕。太平天国起义将领洪秀全、杨秀

清、韦昌辉、肖朝贵、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抗法英雄、名将刘永福、冯子材、唐景崧、岑毓英。

清代务实派理学家陈宏谋。清代画家石涛。清代著名词人王鹏运、况周颐。旧桂系首领陆荣廷。

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骇、黄旭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韦国清、程思远、甘苦、李沛瑶。著名教育家马君武、梁漱溟、雷沛鸿。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著名

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

撰稿谢永雄

编辑《广西通志》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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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区 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东南自

合浦县山口镇起至贺县桂岭镇止与广东省相

邻，省界线长约848公里；东北自贺县桂岭

镇起至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止与湖南省毗

邻，省界线长约998公里}北自三江侗族自

治县独峒乡起至西林县八大河乡止与贵州省

接壤，省界线长约1284公里；西自西林县八

大河乡起至那坡县百都乡止与云南省交界，

省界线长约606公里；西南自那坡县百帮乡

起至防城港市东兴北仑河I：I止与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交界，边界图上距离637公里，实

地距离习惯称1020公里；南自防城港市东兴

北仑河口起至合浦县山口镇止濒临北部湾水

域，大陆海岸线长约1595公里。全自治区陆

地总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

2．46％。全自治区聚居壮、汉、瑶、苗、侗、

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民族。

1994年总人口4493万人。

广西最早纳入中国一统政区始于秦始皇

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其时秦攻取岭南，

设置桂林、象、南海等3郡。今广西地区大

部分属桂林郡、象郡。汉高祖三年(公元前

204年)，南海郡赵佗击并象郡、桂林郡建立

南越国，今广西大部分地域属南越国。汉元

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国后，

今广西地域主要分属郁林、苍梧、合浦3郡。

到汉末，治辖今广西属地的郡、县有：地处

桂中、桂西的郁林郡及其布山、安广、阿林、

广郁、中溜、桂林、潭中、．临尘、定周、增

食、领方诸县，桂南的合浦郡及其合浦县，桂

东的苍梧郡及其广信、封阳、临贺、冯乘、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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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荔浦、猛陵，鄣平诸县，桂东北隶属零

陵郡之零陵、洮阳诸县。另有治辖今桂林市

的始安侯国。

三国至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地方行

政建制取代秦汉郡、县两级制。然三国两晋

时期，今广西境内末设置州一级行政建制。治

辖今广西属地之郡县为孙吴之交、广、荆3州

及蜀汉之益州统辖，后为晋之交、广、湘、宁

4州所领。到了南朝宋泰始七年(公元471

年)，始于今钦州市浦北县地置越州。随后又‘

相继设置桂、南定、安、东宁、黄、龙、石、

静等州，逐步形成今广西属地州、郡、县三

级地方行政建制格局。

隋至宋，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复取代州、

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鉴于南北朝地方

纷乱，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非常

混乱，“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干，二

郡分领”等弊端，隋文帝先废郡创州、县二

级制，隋炀帝后改郡、县二级制。治辖今广

西境之州、郡、县或废或改，去之大半。隋

末仅存始安、永平、郁林、宁越、合浦等郡

及其辖县。唐初亦先废郡、县为州、县二级，

天宝复改州、县为郡、县，乾元后又改为州、

县。逾宋不变。唯唐始置有羁縻州、县，宋

增置府、军、监与州、县平行。故宋末治今

广西属地之行政建制有：静江府及其临桂、灵

Jil、兴安、荔浦、永福、修仁、义宁、理定、

慕化、永宁、古、阳朔等县，庆远府及其宜

山、忻城、天河、思恩、河池等县和富仁、富

安等监、怀远军及温泉、纡、蕃、述昆、文

(辖都黎、芝山、思阳等羁縻县)、安化(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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