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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述

第一章经济发展

第一节建国前经济概况

梅州历史悠久，出土文物表明，在5000年前居住在梅州的古越族居民已进

入文明时代。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后，特别是唐宋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和灾

荒，当地许多汉人南迁，先后落籍梅州。他们带来了中原的科技文化和华夏精

神，使梅州这片岭南山区的经济文化逐步发展。梅县在南北朝梁普通三年(522)

建大觉寺(今梅城西街)；唐咸通九年(868)建圣寿寺，后改名灵光寺；南汉大宝

八年(965)在梅城东郊建修慧寺，铸干佛塔等。大埔县在宋末、元初就兴起瓷器

生产。五华县的建筑、打铁业和石雕工艺，源远流长。兴宁县传统的四大手工业

——布、扇、笔、墨，产品质优价廉，畅销国内外。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平远县

已开始炼铁。在三百多年前，梅县丙村黄姜坪四皇山和白渡，煤炭已开发利用。

丰顺县开采矿石，迄今至少也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清代和民国时期，梅州以农业为主，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邮电通信、

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亦有一定的发展。流经梅州的主要河流——梅江、汀江、梅

潭河(三河汇合后成为韩江)，对梅州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沿江集镇形成：

商品生产和集散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梅州成为闽粤赣边区物资集散地和商品中

转地之一。民国38年(1949)，梅州航运货运量17．8万吨，航运货物周转量660

万吨公里。地处山区的梅州，公路、桥梁亦显得重要。最早兴建的公路是兴宁县

城至龙田的兴龙公路，建于民国15年至17年(1926～1928)，全程9公里。民国

17年(1928)，梅县、蕉岭开始修公路，梅县经白渡至松口、梅县至丙村、蕉岭至白

渡等公路线于民国20年(1931)建成通车。民国20年(1931)，筹建梅江桥。尔后，

一l。一。。‘．||
万方数据



·692· 第九篇经济综述

各县陆续修建公路，至民国30年(1941)，全市行车公司37家，汽车467部，是交

通运输较盛时期。至1949年，全市通车公路529公里，公路货运量16．1万吨，货

物周转量113．8万吨公里，旅客周转量1200万人公里。在发展水运、公路运输的

同时，民国22年(1933)修建梅县古塘坪机场，民国34年(1945)改建蕉岭县兴福

机场。梅州备县建立邮电通信机构，最早的是梅县。清光绪三十年(1904)，梅城

设邮政局。清宣统三年(1911)梅县、平远设电报局，每月收发电报3800多件。民

国15年(1 926)，梅县有电话所一个，总机4个，电话275门，用户180户。后与兴

宁、平远、蕉岭、大埔、丰顺建立了5条县际电话线。

清代和民国时期，梅州工业发展缓慢。有着悠久历史的陶瓷、纺织、制药和

食品、日用品、工艺美术品等轻工业，一直处于设备简陋、工艺陈旧，全靠手工操

作进行生产的落后状态之中。采矿、挖煤、炼铁等重工业，虽然已有数百年历史，

其发展速度也长期停滞不前。据建国初期的调查，全市无雇工的家庭手工业

23063户，有雇工的作坊手工业2397户，其中有动力设备的企业只有8户。其原

因主要是梅州电力工业发展滞后。创办火力发电厂最早的是兴宁县。民国4年

(1915)，兴宁县创办火力发电厂兴光公司，发电装机容量只有60千瓦。后来，各

县陆续兴建火力发电厂。到1949年末，全市火力发电装机容量也只不过是379

千瓦。全市水电仍然空白，丰富的水电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机关曾一度东迁平远县。沿海大中城市

沦陷后，广州、潮汕等地的工商企业和银行也纷纷迁来梅州各县。商业资本大量

涌入，使梅州经济一度繁荣，成为粤东经济中心和沟通赣南、闽西的商业、交通

枢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省政府机关、银行、商家迁回大中城市及沿海地

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全面发动内战，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物价暴涨，人

民生活十分贫困。

1949年，梅州国内生产总值9782万元(按当年价计算，下同)，人均49．5

元。全市社会总产值14446万元，其中工农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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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

转，精简职工、清退城镇人口，加强农业、财贸工作，稳定物价，促进生产，使遭受

破坏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62～1965年，粮食年均增产6万吨。1965年，全

市国内生产总值30748万元，比1962年增长37％，年均增长11％，农业总产值

年均增长lo．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对国民经济影响极大。梅卅f广大干部群众

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竭力抵制和反对，使社会生产得以维持和发展。广

东省人民政府为扭转“北煤南运”，解决支农工业和原材料加工工业问题，增加

了对兴宁四望嶂矿务局、梅县矿务局的投资，新建梅隆铁路，扶持梅县地区兴办

了地区拖拉机厂、地区和各县氮肥厂，以及县社农械厂、小钢铁厂、小矿山等五

小工业。这期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8％，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

5．2％，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66％，国民收

入年均增长4．4％。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市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抓落

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深入开展关于真理

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改革

和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梅州认真贯彻省对山区的优惠政

策和扶贫措施，经济运行机制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变，开辟了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经济建设的新途径，打破了封闭型的

经济格局，逐步向多层次、多形式的开放型和外向型经济转化，加快了经济发展

步伐。改革开放12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337358万元，占41年全民

固定资产总投资81．6％。集体、个体投资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能源、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都有较大改善。工业新建和扩大了一批企业，引

进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一批老企业，使全市工业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企

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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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经济

建国初期，梅州实行土地改革，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霎磬鎏翼耄嚣算；

耋枣蠢髟薹裂薹至矍圣蓉墅蓁霾，冀药蓉参饕翥雾萎冀曼羹雾翁朔；良蓥芦乩

蓠蓁蠢”酬薹薹冀气泊。雾羹羹；|蚕堕曩蓍嚣瑟塞翼二墼嚣篁鬟鍪景萋鬈西i耋鎏

冀冀骊羹荔粪臻篓霉篓；羹磊碳荔邈全；藿群叁陲羹塞委墓誊璧蚕薹藤篓蓁。嚣

羹雾孽雾冀矍嗨；基冀露誊茎婺3．4毫米，最高水位64．32米。全县20个公社(镇)均受洪涝灾害，其中被洪水围困

的圩镇9个，村庄378个，5．27万人，9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死亡14人，倒塌房屋5171

问，22万亩农作物受灾，8．76万亩失收，冲毁水利工程上千宗，冲坏小水电站32座，冲

坏输电线杆816条，公路542处，大小桥梁275 座，直接经济损失3．4亿元。灾后，县

委、县政府全力组织抗灾复产，省、市等单位也给予支持。6月11～14日，县召开5．12

抗洪救灾表彰大会，有97个单位、378名个人受表彰。7月20～22日，省委、省政府召

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青莲公社党委等5个单位受表彰，县委书记杨雄等45名同志被授

予抗洪救灾积极分子。

6月1日中午，阳城西北天空乌云密布，迅速向东南移动，顿时狂风骤雨，县城测得

风速19米危≯，阵风10级以上，岭背、犁头尤为严重，计毁坏房屋493间，玉米2．7l万

多亩，刮断输电线杆69条，树木不计其数。

同月28日，中共阳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

7月1日，开展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普查共75007户、405886人，其中男208619

人，女197267人。百岁寿星有5人。

8月10日，阳山县志编写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

10月，在开展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七拱三山寨古人类生活遗址，出土器物有砺石、

石磷、石磁和陶片，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四千年。

12月11日至1984年5月，开展土壤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编印成《阳山土壤》

一书。

同月25～28日，县召开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组织学习全国人大公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同月， 马来西亚籍华人(祖籍七拱)、沙巴州人民行动党副主席江万里和冯焯光先生

等人回 乡观光探亲，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

是年， 县水泥厂从广东食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引进资金，扩建和更新设备，使该厂

规模从年产3万吨扩大为20万吨。

是年， 全县茶叶总产值达52万元。此后由于农村体制变动，市场价格影响等原因，

多数茶场被解散，面积逐年减少。

是年， 县农科所用自交系47和77组合育成杂交玉米新品种阳单82号。随后，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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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生产能力。1990年，发电装机容量26．69万千瓦，比1949年增长703倍。国

家统配煤矿的生产能力已形成115万吨，地方小煤矿的生产能力已达120万吨；

卷烟生产能力达25万箱，比1949年增长499倍；水泥生产能力已达320多万

吨；化学纤维生产能力达5000吨，机械、纺织、化工、电子等产业也有较大的发

展；二是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1990年全市用2．3天创造的工业产值，就等于

1949年全年的工业总产值。至1990年末，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中已形成36个

行业，以1990年现行价产值计算，上亿元的有9个行业，上5000万元以上的有

10个行业。产值上亿元的企业有梅州卷烟厂和梅县涤纶厂2个；三是产品产量

大幅度增加。1990年原煤产量217．85万吨，比1949年的3．1万吨增长69倍；

发电量由1949年的12．85万千瓦时增至1990年10．83亿千瓦时，增长8427

倍；卷烟由1949年的500箱增到1990年的22．476万箱，增长448．5倍；棉布由

1949年的1455万米，增到1990年的5005万米，增长2．4倍；水泥从1958年的

290吨增到1990年227．67万吨。还有汽车零配件、日用陶瓷、机制纸、松香、糖

等成倍增长。四是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日益增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固定资产装备系数的提高。1990年，全市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固定资产原值15499元，比1978年6210元增长1．49

倍。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企业在技术改造中，引进一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

法，使一部分工业企业达到8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如梅州卷烟厂引进的制丝、

卷接、包装生产线和梅县涤纶厂引进的涤纶长丝(DTY)生产线等，对加快技术

进步和提高产品质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外贸易

随着工农业生产持续、全面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梅州城乡市场商品

销售不断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的10734万元增到1990年的

203666万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4．6％。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府在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扶持和发展集

体和个体商业，市场进一步繁荣活跃。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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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工农业总产值 1739 34．4 增长14倍

农业总产值 665 27．9 增长3．9倍

工业总产值 1074 6．5 增长86倍

发电量 297万千瓦时 352千瓦时 增长8436．5倍

财政收入 88．3 1950年：1．84

注：每天平均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对比增长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1．农业经济效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梅州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

动了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1990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434455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其中农业总

产值比重占56％，农村工业总产值占27．5％，农村建筑业总产值占4．9％，农村

运输业总产值占6．6％，农村商饮业总产值占5％。

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量129．3万吨，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粮食1175公

斤，比1949年的538公斤，增长1．2倍。

农业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由1949年的277．5元／人，增至

1990年的664．9元／人，增长1．4倍。

农业商品率由1985年的41．5％，增到1990年的50．5％。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0元，增到1990年的780元。剔除物价因

素，实际年均增长4．35％。

2．工业经济效益

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以后，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利用外资，引进

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传统工业，使梅州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设备不

断更新，经济效益逐步提高。全市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

价计算，由1950年的1891元／人增到1990年的14202元／人，增长6．5倍。1990

年末，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1764个，工业总产值312195万元(当年价，下

同)。其中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363个。以1990年与1978年的独立核算企业相

比：工业总产值296296万元，增长2．7倍；固定资产原值230557万元，增长4

倍；实现利税总额46315万元，增长17．6倍；全员劳动生产率13958元／人，增长

1倍；产值利税率23．8％，高出10．3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18．4％，高出2．8个

百分点；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99天，比1978年加快11天。全市县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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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济结构

建国前梅州市经济落后，是以农业为主、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建国后，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山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力资

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条件的逐步改善，商品流通的拓

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

一、工业所有制结构

建国前，梅州工业以私营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为主。1949年，全市工业企

业8003家，工业总产值2375万元(按当年价计算，下同)，其中全民工业企业

212家，产值715万元，占30％；私营工业企业及少数集体工业企业共7791家，

产值1660万元，占70％。1950年后，通过对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公有制居主体地位。1957年，全市工业企业1889家，工业总产值8379万

元，其中全民工业企业157家，产值4833万元，占57．7％；集体工业企业1732

家，产值3546万元，占42．3％。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其他经济类型：村办工

业、城乡合作工业、个体工业。1978年，全市工业企业1514家，总产值55492万

元，其中全民工业企业331家，产值36284万元，占65．4％；集体工业企业1183

家，产值15144万元，占27．3％；其他工业企业产值4064万元，占7．3％。改革开

放以后，贯彻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大力发展乡镇

工业，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9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92069万元

(当年价)，其中：

(1)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1764家，产值312195万元(当年价，下同)，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79．6％。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02家(含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和县属

企业)，产值201192万元，占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4．4％。比1978年所占比重

下降1个百分点。

——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1326家，产值68060万元，占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21．8％。比1978年所占比重下降5．5个百分点。其中：乡办集体工业1086

家，产值41916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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