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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民主法制健全、文明富

裕、人们向往的现代化而又最具活力的南方经济区域，是珠’

海市的发展目标。国际性城市是以城市的国际参与、服务和

调控能力来衡量的．它反映了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

力，即城市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能量。现代化城市这一概念反

映的是城市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水平。在珠海国际性现代化城

市建设过程中，邮电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是珠海国际性现代化城市建设重要支柱之一。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邮电通信事业是与国民经济

的发展、科技事业的进步患忠相关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政

策的正确指引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珠海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珠海的邮电通信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是顺应着

时代大跨步前进的要求的。

把握现在，我们可以发现，珠海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现

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珠海的发展现状；珠海邮电通信

事业的发展历史．是珠海邮电建设者从自发到自觉地抢占通

信制高点的历史。珠海的邮电通信事业，是整个珠海建设事

业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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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们应该预见。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

随着珠海建设事业的不断成功．珠海的邮电通信事业在为珠

海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优先、优质、优惠”服务的同

时，自身也将孕育着新的历史性的跨越。

是为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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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地方志。是一方的百科全书。。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编纂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宏大工程。‘珠海市邮电志>是珠海地方专

业志之一．编纂工作历时近10年．经过征询意见，反复修

改．终于问世。这本专志的出版是珠海邮电史上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珠海市邮电志>如实地反映了

一百多年来珠海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概况．写出了邮电专业

的特点，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它来源于创造

珠海邮电历史．用劳动实践谱写<珠海市邮电志>的珠海邮

电职工。它的出版，将会为珠海市各项经济发展和特区建设

提供信息．为珠海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并回到珠海邮电职

工中去。服务于人民雌电。特为此作序。

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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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从1887年拱北海关有邮政起，下限至1995年

底止。为表述的需要，个别内容记述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本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

线。

三、本志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取材体现详今略古．重点写邮

电业务。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处理，

仅在有关章节中简要交代。

四、本志文体主要采用记述体，大事记为编年体，凡例、

图、表为说明体。编写过程中坚持用事实说话，述而不论。寓观

点于材料之中。

五、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不包括所辖的斗f丁县邮电局(其志

书已另编出版)。但为保持某事件的完整性，在个别地方还会写

到斗门县邮电局。

六、为了避免繁琐．本志使用了部分专用名词和约定俗成的

简弥：。沦陷”，指1940年中山县(含珠海)被日军侵占；。光

复”，指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恢复统治；“解放”，指1949年10

月30日珠海人民政权的建立；。党”，指中国共产党；。省局”，

指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市局”或。珠海局”，指珠海市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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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邮局”指邮政局；。农话”指农村电话；。七五”、。八

五●、。九五”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

八、九个五年计划。另外，在年历表示中，除了历史朝代年号之

外。公历年都省去“公元”二字。



概 述

珠海，位于珠江口西岸，面临南海。地接澳门，水连香港。

昔日。这里只是一个以农业、渔业为主的边陲小镇，原属香山县

管辖。1925年5月，香山县改称中山县。1953年4月20日经政

务院批准成立珠海县．县址设在唐家。1959年3月22日撤销石

岐市和珠海县，将原市、县的行政区域全部划归中山县。1961

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珠海县建制。县址设在香渊。1979

年3月5日。珠海县升格为市，由广东省和佛山地区双重领导。

同年11月26日珠海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珠海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面积先后经过三

次调整，1980年8月26日批准刨办特区时，面积为6．81平方

公里；1983年6月。特区面积扩大为15．16平方公里；1988年

4月，再次调整到121平方公里。目前珠海市行政区域包括。一

县八区(一个行政区、七个管理区)”，分别是斗门县、香洲区及

万山、三灶、平沙、红旗、横琴、珠海港、淇澳管理区。

珠海最早的邮电通信可以追溯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拱北关在4月2日正式建立。根据当时海关兼办邮政的史实。拱

北关设立的时间便是珠海邮政的开始b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
? l



2

． ＼



1979年。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建制，珠海县邮电局随之升格

为珠海市邮电局。1983年，原属佛山地区的斗门县划归珠海市，

斗门县邮电局随之划归珠海市邮电局管辖。至1994年，珠海市’

邮电局下辖县局1间j综合分局7问(另有分局筹备小组4个)，

支局5间，邮电所8问，代办所5l间；市局设置23个科室。

1995年全局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打破了以区域界限划分分

局的管理制度，按经营、维护、建设三条主线设置了十二部二

办。 ，

解放后的珠海邮电在原来的破摊子上经过整治、建设。有了

较大的发展，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通信网络。但受薄弱的经济

基础制约，尤其是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干扰，珠海邮电基

础设施建设在徘徊中前进，通信技术手段落后的状况未能从根本

上得到改观。1978年，全市市内电话只有4．00门纵横制自动电

话，长途电路6条，电报电路4条，农村全是手摇式磁石电话，

通信手段单一j通信能力、服务水平落后，邮电业务总量仅有

442734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方针

政策的指导下。珠海的经济建设进入全面振兴时期，使珠海从贫

穷走向兴旺。珠海的邮电事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通信手

段从落后开始步入现代化行列。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变

化：、
7 ，

j

——邮电业务向多功能发展。邮政方面除传统的函件寄递、

包裹、汇兑、报刊发行等业务外，近年新发展的业务有邮件特快

专递、电子信函、有声信函、邮政储蓄、集邮、商业信函等。电

信方面，除传统的电报、电话业务外，1985年以来开办了长途

电话直拨、用户电报、传真、礼仪电报、无线寻呼、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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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和自动声讯、200密码记帐长途直拨、语音信箱、电子信

箱、可视图文、存储转发传真、国际计算机互联网(Internet)

等业务。

——邮政通信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逐步实现半机械化生

产，使用了一批包裹收寄机、邮资机、多功能电子秤、信函过戳

机、电子信函传真机等设备。并逐步实现计算机联网管理。

——在长途电信传输手段上，由架空明线、电缆传输为主转

变为光纤电缆、数字微波的大通路传输为主，长途通信网路四通

八达．珠海与国内外的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市内电话由过去的人工磁石式电话、纵横制机械接续自

动电话全部更新为程控自动电话，市话通信网实现数字化。

——电报通信设施由过去的人工收发报逐步向自动化过渡，

使用了电子电传机、汉字自动译码电传机、图文真迹传真机、用

户电报低速数据自动交换机等设备。

——数据通信网从无到有。逐步与世界先进通信技术相接

轨。

1976年至1985年是珠海电信从人工向自动化过渡的阶段。

这期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通信的需求猛增，通信紧

张的状况进一步突出。为缓和供求矛盾，珠海市邮电部门在资金

不足、人才奇缺、技术落后的困境中艰苦创业，先后开通了国产

共电式人工电话交换机、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研制生产的916越

4000门纵横制交换机和加拿大集装箱式2000门程控电话交换

机，并于1984年开办了与香港、澳门的直拨电话业务。在这一

阶段．珠海邮电承受着通信需求的巨大压力，被动应急，在低起

点上寻求突破。 I

1986年至1990年是珠海电信由人工、模拟网向数字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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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过渡阶段。在邮电部传输研究所编制的珠海市通信规划的基础

上。从1986年起珠海通信建设开始进入大规模投入阶段。1987

年7月．珠海从日本引进的2万门市内电话程控交换机和720线

长途程控交换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珠海通信建设实现了历史性

的突破。该工程的建成，使市话通信由原来的单局制变为多局

制．局间中继采用了光纤和数字微波传输，初步实现了城乡一体

化的市话数字化通信网。与此同时，1987年还开办了无线寻呼

业务。1988年7月．珠海至澳门的光纤通信系统开通。1988年

底，从瑞典引进的900兆赫蜂窝状公众移动电话系统投入服务；

程控市话续建工程(2万门)也于1989年至1990年问完成。

。七五”期间，珠海市邮电局共投入资金1．18亿，抓住时机从国

外引进先进的通信设备。对全市通信网进行大规模的更新和技术

改造。大大加快了通信建设的步伐和通信网现代化的进程。

1991年以后，是珠海通信向现代化数字通信网大发展的阶

段。市内电话建设实现了交换程控化和传输数字化，长途通信建

成了珠海至澳门第二路由光缆通信系统、穗珠数字微波系统和穗

珠澳622兆大容量高速率光同步数字传输系统．数据通信建成开

通了数字数据网(DDN网)和分组交换网。

。八五”期间，完成邮电固定资产投资11．9923亿元；邮政

通信的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新增邮车6

辆。邮路295公里。邮政储蓄1995年年末余额2．2716亿元。新

增城乡电话交换机24．1304万门，新增长途自动交换机1．5060

万路端，新增长途电路4819条，分别是。七五”的6．5倍、9．7

倍和4倍。新增电话用户9．83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3．3654万·

户、tiP机用户6．3840万户，分别是。七五”的4．4倍、39倍

和10倍。五年中．新增局所49处，服务网点达92处。五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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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完成业务收入20．3315亿元，邮电业务总量年均增长

36．35％，高于珠海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_个百分点。至

1995年底，全市电话普及率达37．49％，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6．2部／百人，无线寻呼机三个多人就有一部。其中市区，电话

普及率56％．住宅电话普及率96％，移动电话普及率10．44部／

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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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1902年(清光绪二+八年)

lO月8日．，下栅设邮政代办所。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前山设立有线电报站。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10月11日。前山大清邮局成立。

． 1913年(民国二年)

4月8日，下栅邮政代办所升为三等甲级邮政局。

l



1930年(民国十九年)

5月，中山县政府设在唐家湾时，开设中山港邮政局、电报

局、电话局。

5月，湾仔设立邮政代办所。

前山、下栅、关闸电话所先后成立。

1940年(民国二+九年)

2月1日，湾仔邮政代办所升为三等乙级邮政局。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l

前山、下栅、关闸电话所被中山县政府电话管理所接收为电

话分所。
皇

1949年

12月21日．前山邮局完成了从中华邮政到人民邮政的过

渡。 j

2

1954年

7月1日，珠海县邮电局成立。



1956年

lO月，首届珠海县邮电工会成立。

1958年

7月1日，前山邮电局并入珠海县邮电局。

12月31日．珠海县邮电局并入中山县邮电局。

1961年

5月1日．珠海县邮电局复设。

是年开办拱北至澳门、中山自办汽车邮路。

1969年

12月5日，邮电分设．成立珠海县邮政局和珠海县电信局。

1973年

邮电合并，珠海县邮电局复设。

邮电部通知把国际邮件互换局由前山改为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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