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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地方史，中国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周礼·春

宫): "外史掌吕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国势

甚盛，及司马迁、班固击，史学之盛也前所未有。从此

以后，历代宫私史著繁多，包括方志。需方志中也不乏

传世佳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诫认为，方

志并非地理专书，百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还主张嚣

史当择善、取裁、凭据于方志。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巨

大的凝聚力，中吕文化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根基，理应与

重视国史方志这一优良传统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留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优

良传统，并把地区性研究摆在优先的位置上。五六十年

代，截至"文革"全昌已有 530 多个县成立了地方志

编寨扭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县相

继建立了这种机莉，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的局面。

从 1983 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并陆续

出版《当代中tÑ)丛书地方卷，从而挖地区性研究推进

到一个新的阶段。 80 年代末， (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

即将出齐，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如何



把地方史研究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大

家达成共识，在对各地当代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

上，编写当代地方简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

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

研究和编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笙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二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雷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

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篱萌的信史。要精心选荐，

巧妙编排，深刻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体的历

史事实，提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和爱

国主义的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当代史，使

之真正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o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好

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面貌，脉络清

嘶，文彩斐然。西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四

个不一样"一一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雷》丛书

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

从方法论上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与个性

的关系，它要求同中见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当代

中国》丛书地方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各地的

当代史为要旨的，而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如中央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韭的，党的基本

路线以及全局性的方针、政策都是统一制定和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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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共性。如果地方简史仅仅停留在这一共性上，

而无个性特色，它就失去了向世的理由 o 只有从上述四

个方面加以比较，找出差黠，地方简史的个性特色才会

凸现出来。当然，强调个性、特殊性并非对共性有所轻

视，因为"共娃，即包含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肆无共

性" (毛泽东(矛盾论抖。注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

个性，不仅可以科学地担握住本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

且还可以更好地把握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一般规

律这一共性。

在全嚣莲围内〈除台湾省外〉普遍商同时开展地方

需史的研究并以纬时经事的体例来编筝，这是头一次。

我们陆续编辑出版的 30 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第一就

成果。毫无疑问二地区撞研究须不新拓宽和加深;开展

专题研究，并在地基础上对地方简史进行增益与修订，

将会是把地区性研究不新撞向深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

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

了解"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衍。

正在以江泽民民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雷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国各族人民，定能从其对昨天

的自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从凝结在这凄丛书的

真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掉进取，奋勇向前。

中华人民共和噩地方筒史丛书编委会

一丸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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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进展，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289)

第六章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奋进

(1986-1991 年〉

第一节确定"福建应当走在全国四化建设前头"的

奋斗吕挥………..................….................…... •••••• (291) 

一、走在全国四化建设前头的奋斗目标的提出..................... (291) 

二、实现奋斗目标的思路更如明确更如具体….................…..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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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 (296) 

一、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全面展开... ••• ... (297) 
二、价格改革的撞进...... ...... ....…...................……................... (301) 

三、市场体系的培育发展…............................…............... (304) 

囚、社会保障能度的改革...... ............ ............ ..….... ...... ...... ..…................. (310) 

五、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311) 

第三节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叉上新台阶……….........…… (313)

一、健全、发展统分结合的京层经营体制........................…. (313) 

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适时推进…·…................................ (314) 

三、扶贫工作大规模开展………........…............................ (316) 

四、农村产业结掬的历史性变化…….......……........….......... (318) 

第四节迈开扩大开放的坚定步伐……‘…...... ............………… (322) 
一、开拓闽东南沿海对外开鼓地带.................................… (323)

二、大开出门，扩大出区对外开放……….... .. .... ....…................. (331) 

三、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 "" ...... .. ............ .... .. ........….. (334) 

固、利用外资进人较大规模持续发展的薪阶段...... ...... ....….......... (336) 

五、参与国际交换的外商型经济成为发展主捷……............... (338) 

第五节闰台交往和经贸合作5趋发展……..................... (343) 

一、闰台人员交往出现新突硅.............................…........... (343) 

二、福建成为台商投资的弗点...........................…...... .. .... ..….. (346) 

三、闽台民闰交流不断发展…................…....................... (349) 

四、事务性接魅逐步增多...................................….......... (353) 

第六节在治理整顿中继续前进.......…........….... ...... ......…… (355) 

一、经济过热等问题的出现......................，...................... (355) 

二、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提及琦福建的影响…….. ............… (358) 

三、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浩工作........…….. .............. ............……. (359) 

四、进一步治理整顿租深化在革...... ...... ...... ...... ..…事…...................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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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十年规划和"人五"计划纲要开始

实属…........…·ω….................................…… (366)

篝七章迈开大步奔向新世纪

(1992-1999 年)

第一节思想进一步解放、思路进一步拓宽……..__......... (370) 

一、学习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371)

二、贯翻中共十西大精神，进一步确定经济发展"三步走"的

战略吕标....................………，.，.，... .……..................... (374) 

三、在完成"人五?计划的基础上推进新一轮创业....... ....…… (376) 

第二节基础设施建设大巍摸展开……......... .•............. .•. (379) 

一、住先进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380) 

二、电力建设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 (387) 

三、千里海提加噩达标，子里江河堤防开工建设................…. (389) 

臣、城镇建设迅猛发展................................…，............... (391) 

第三节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 ...….......... .…………. (396)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作出福建扩大开放的决策...... ••. (396) 

二、捏住化投资软环境摆上突出位置..............................… (398)

三、发挥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在对外开放中的强特作用…… (4∞〉

四、外商在资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 (402) 

五、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发展……......………..…….......….. (405) 

六、 "9 • 8" 洽谈会发展成为全嚣性招商引资洽谈会……......... (408) 

七、对外承包工程程劳务合作保持全国前列...................….. (410) 

第四节桂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握架拐步形成......... (411) 

一、富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411) 

二、全省辑乡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蘸共同发展的

所有髓结梅……......................................................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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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开放、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部步形成..................... (421)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入........~....................…. ... ... (424) 

五、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震……................................. (426) 

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建立

. (427) 

七、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成效……....................…. ... ... (429) 

第五节加强、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嚣民经济持续发展

. (431) 
一、经济过重扩展问题的出理.......................................... (431) 

二、实施以稽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揭控.................. (432) 

三、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拇制遥货辈结趋向……............... (436) 

第六节农村经济社会面组实现历史性巨变..............…. (437) 

J一、在民作为市场主掉地位的确定.................….... •.••.•..•... (438) 

二、发震市场经济曹先要如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 ....…. (439) 

三、自建设林业强省、海洋经济大省的吕标迈进.................. (斜4)

吕、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 ...... .... ..….. (451) 

五、优化产业结梅，如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454) 

六、贫困县全部脱贫，全省农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 (462) 
第七节工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 ......……...... ........…..........… (467) 

一、立支柱，上规模，调整产业、产品结梅…….... .............. "......… (467) 

二、创名牌，争第一，猥探技术创新…….".. .... ...... ........" ..………… (474) 

三、工业经济从总量到质量发生巨大变化….........….... •.••...•. (480) 

第八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 ...……..………… (485) 

一、商品流通业发展迅猛……..............................……….. (486) 

二、黯、海、空运输业全菌玫现............ ......…........................…. (488) 

三、通信业走在全国前列，............... ..…….....~................…..... ...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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