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福清概述 

福清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与平潭县隔海相望，西南与莆田县毗邻，南临兴化湾，北

部、东北、西北分别与闽侯、长乐、永泰县接壤。地处北纬 25°18′25″～25°51′45″，

东经 119°3′41″～119°40′41″之间。全境东西宽 46.5 公里，南北长 53.5 公里，陆地

总面积为 1518.2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51.94 万亩。海域面积 911.52 平方公里，占全

市版图总面积的 37.5%，占全省海域面积近 10%，其中浅海滩涂面积 613.3 平方公里，占全

省滩涂面积的 13%。海岸线长而曲折，从东北境的城头港西溪口至西南部新厝桥尾的萩芦溪

口，全长 348 公里，占全省海岸线总长的 15%。全境分大陆、半岛和岛屿三个部分。沿海共

有大小岛屿 141 个，其中 10 个岛屿有人居住。江阴岛面积最大，达 69.8 平方公里，1970

年筑起大堤与大陆相连，成了半岛。1992 年，全市设 17 个镇、1 个街道办事处、3 个乡，

447 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108.47 万人。 

境内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其面积占全境的 4/5；平原和河谷盆地小而零散，面积占全

境 1/5。西部、北部多山，属戴云山向东蜿蜒的支脉，山峦重叠，海拔多超过 500 米。其中

罗汉山、齐云山、后溪山等超过 800 米；古崖山海拔 1000.3 米，是全境最高峰。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龙江、迳江、渔溪、三叉河等江流大都向东或向东南注入福清湾或兴化湾。 

  福清属中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长暖热，冬短温和，冰雪罕见，降水丰富。年降水量

为 1000～2000 毫米之间，80%以上降水量集中在 4～10 月份，年平均气温为 17～20 度，年

均日照时数约为 1778 小时，霜日极少，沿海地区几乎无霜日。夏季多西南风，冬季多东北

风。春夏间有梅雨，利于农业；夏秋有台风，带来雨水，对经常发生的亢旱能起解除及缓和

的作用。 

  福清历史悠久，据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证，约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

在福清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洒下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福清设县已有 1200 余年的历史，唐朝以前，福清境域先后隶属于会稽、扬州、闽州、

泉州(即现福州)、福州和长乐等州府县。唐圣历二年(699 年)析长乐县南部的万安(包括平

潭岛)等 8 个乡，建立万安县。唐天宝元年(742 年)，取“造福唐朝”之意，改名福唐县。

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改为永昌县，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复称福唐县。后唐长兴四年

(933 年)，从“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一语中，取“福”与“清”二字，改

县名为福清县。元贞二年(1296 年)，因户满 4 万，升格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 年)，复为

县建制。置县后，福清县为闽州、福州、长乐郡(府)、威武军、福州府等所辖。民国时期属



 

于第一行政督察区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闽侯(1949～1956 年，1959～1971

年)、晋江(1956～1959 年)、莆田(1971～1983 年)、福州(1983 年 7 月 1 日起)等地、市管

辖。1990 年 12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福清县，建立福清市，仍隶属福州市管辖。 

  福清建县伊始，就在融城设有县署。此后，朝代屡经更迭，而县治始终不变。县城面对

城南玉融山，明代王一言在《重建福清邑堂记》中说：“玉融为邑镇名山，有孤峰万仞，形

势奇绝之胜。”传说玉融峰第二叠“有石莹然如玉。”古人讲究“形胜”，故以“玉融”作

为福清之美号，亦简称“融”。县城称为玉融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城关镇，1985

年改名融城镇。 

  福清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明嘉靖年间，为抗御倭寇的侵扰，福清人民进行了

英勇顽强的斗争。民国 21 年(1932 年)7 月，中共福清特别支部成立，尤其民国 23 年 1 月，

中共福清县委会成立后，领导福清人民不断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革命

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瑶山人民自治

会武装组织、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福长抗日游击大队以及福清游击队等，在福清各地进

行革命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1949 年夏，福清人民踊跃支前，为解放大

军解放福清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 8 月 16 日，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福清人民，结束了

灾难深重的悲惨生活，迎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日子，开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清人民在中共福清市(县)委和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面

对十年九旱、农田荒芜、工业落后、商业萧条、民生凋敝、“地瓜难果腹，糠菜半年粮”的

困境，迅速掀起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使福清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1949 年，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仅 2360 万元，到 1992 年，上升到 35.32 亿元，增长 148.6 倍。 

  40 多年来，福清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福清县国民经济发展较快。1952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 3203.71 万元，

比 1949 年增长 77.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 17%。而 1958～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到严

重挫折。1962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6668.64 万元，仅及 1958 年的 87%。此后三年，由于贯

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调整和恢复。1965 年，全县国

民生产总值达 8801.23 万元，比 1965 年增长 32%。1966～1976 年的 10 年中，由于“文化大

革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21亿元，仅比1966年增长37.4%，

其中几年出现负增长，而人口却直线上升，全县人口增长了 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实际出



 

发，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完成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全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88 年，全县国民

生产总值达 12.1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5.6 倍。全县人民平均年收入从 1949 年的 41.72 元

提高到 809 元。职工年平均工资 1315 元，比 1978 年增长 2 倍。农民人均收入 656 元，比

1978 年增长 13 倍。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至 31.97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292 元。 

  福清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不仅农业上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而且在发展工业、商业，

特别是对外贸易上也有广阔的前景。 

  福清农业源远流长，勤劳朴实的福清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唐天宝年间

(742～755 年)就建有天宝陂，水圳长 2300 米，可灌“十洋之田”。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生

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1958 年建成蓄水量为 1.85 亿

立方米的东张水库，结束了福清“十年九旱”的历史。加上此后陆续修建的中小型水库 101

座，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71%。并逐步实现种籽良种化，肥料基本化学化，运输、

脱粒半机械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福清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克服了管理上的过分集中，劳动

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弊病，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蕴藏着的无限丰富

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经营粮食生产的状况，兴办多种经营事

业，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并以较快的速度

向前发展。1992 年，粮豆总产量达 34.62 万吨，比 1950 年的 9.75 万吨，增长 3.5 倍；经

济作物以花生、甘蔗为主，花生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 1/4；甘蔗产量为福州地区总产量的 71%，

在全省居第五位；水果主要有龙眼、荔枝、枇杷、柑桔等，1992 年总产量达 1.2 万吨。贝

藻类和鱼虾类养殖业发展迅速，1992 年水产品总量达 6.7 万吨；海产珍品真鲷、石斑鱼、

鲈鱼等产量达 800 吨；对虾精养池 3 万亩，产量 1800 吨；淡水鳗养殖面积 1000 亩，总产

4500 吨，新批养鳗场 200 家，面积 2000 亩，为全省第一。1992 年肉类总产量 3 万吨，其中

瘦肉型猪出口 2.47 万头，占全省的 70%。当年，生猪存栏为 29.26 万头，山羊存栏 4.25 万

头，尤以高山羊之腴嫩鲜美闻名海内外。 

  工业发展迅速。1949 年工业总产值只有 389 万元，至 1992 年，已达到 22.58 亿元，增

长 579.4 倍。拥有化肥、冶金、机械、钢铁、电子、建材、制糖、纺织、罐头、酿酒、鞋革、

塑料、服装、家具、造纸、印刷、食品、制冷、粮油加工和竹木藤器等工业企业 228 家，初

步形成了以轻工、食品为主的地方工业体系。1979～1988 年的 10 年中，全县共集资 5 亿多

元，兴办乡镇企业 18741 家。1988 年乡镇企业总收入 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0 倍，产品

出口总额达 1006 万元，成为创汇企业的一支生力军。1992 年，乡镇企业年总产值达 16.5



 

亿元，其中乡镇工业产值 7 亿元，一年中，全市新办乡镇企业 300 多家，固定资产投资 1.5

亿元。此外，全市还涌现农、林、牧、副、渔专业户 1.27 万个、联合体 7340 个，占农村总

户数的 23.7%。 

  随着工业的发展，电力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也大踏步前进。全县建小水电站 29 座，

装机容量 7236 千瓦，加上闽北大电网供电，至 1988 年全县共架设高低压供电线路 2973 公

里，年供电量为 15138 万千瓦时，全县 97.7%的行政村和 98.4%的自然村都用上了电。1992

年改造更新 35 千伏线路 9.5 公里，整改 10 千伏线路 21.5 公里，完成了海口电力扩容工程，

成立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联营供电所，保证了区内三资企业生产和生活用电。公路干线四通

八达，1988 年全县通车里程 607 公里，1991 年建设公路 52.8 公里，桥梁 6 座，246.6 延长

米，境内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640 多公里，1992 年拓宽道路 6 条、7049 米。全市形成了以福

厦、大真、融海等为主要干线的纵横交错的交通大动脉，做到乡乡通汽车，村村有大道。航

运方面，除了海口码头，还开辟江阴下垄 1000 吨融侨集装箱码头和壁头角盐运码头，航线

通往福州、厦门、上海、香港等地。邮电局、邮电所、代办所、信报站遍及城乡，乡邮投递

实现了机械化。1992 年，全市邮路总长 389 公里，电话机 10631 部。完成程控电话扩容 1.02

万门工程、无线电寻呼中心和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工程，新开通龙田、海口、城头、江镜、渔

溪 5 个镇程控电话；完成了福清至福州数字微波通讯工程和沪闽、榕穗光缆通讯线路福清段

前期工程。长途电话可直通美国、日本、香港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市多成份、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商品流通网络基本形成。1992 年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 5.74 亿元。同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 14 亿元。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城乡市场呈现

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在城乡家庭中，家用电器和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急剧增加。

城乡人民生活已从但求温饱转向“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要宽畅、用要高档”方面发展。 

  福清的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约 50 多万人，遍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一带曾

流传：“凡有华侨处，就有福清人”。他们艰苦创业，经济实力雄厚，且一向爱国爱乡，踊

跃投资建设家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79～1990 年，侨胞对家乡公益事业的捐款就达 2.20

亿元。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大办三资企业，发展创汇农业和“三来一补”业务。至

1988 年，全县有三资企业 25 家，总投资 1.96 亿元，直接利用外资 1392 万美元，其中 20

家三资企业已投产。同年，三资工业创产值 834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5.3%。1992

年，全市新批准成立三资企业 90 家，增资 15 家，投资总额达 3.86 亿美元，其中外资 3.41

亿美元。全市累计三资企业 184 家，投资总额 6.44 亿美元，其中外资 5.58 亿美元。1992

年实现产值 12 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59.2%。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扩大到 12 平

方公里。1992 年，开发区内共有三资企业 71 家，投资总额 4.05 亿美元，着重发展电子、



 

塑料、食品、服装、鞋业、纺织等轻型、低耗、少污染和高创汇的行业。1992 年工业产值

已突破 10 亿元。1992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建设 50 平方公里的福清湾投资区，为全国最大

的投资区。为使利用外资高层化、引进技术先进化、出口贸易多元化，乃突破外商投资的行

业和区域界限，以两区(融侨工业区、福清湾投资区)三线(福厦线、大真线、融北线)为重点，

使全市大部地区形成以成片开发新型工业区，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格局。对外贸易取得较大

突破，1988 年，全县外贸出口总值 575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3 倍。1992 年，外贸出口商

品收购总值 1.05 亿元，自营出口实现 123 万美元，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988 年末，在外劳务人员 499 人，劳务收入 1006 万元。1992 年，全市 10 万建筑大军继续

活跃在全国各地，建筑劳务收入达 4.5 亿元。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城乡建设的速度。共和国成立前的福清城区，七街

三十六巷，泥路狭窄，坎坷不平，晴天飞尘土，雨天又泥泞。40 多年来，经过几次整治，

浇捣混凝土或铺成块石路面，光洁平坦，人畅其行。1980 年后，新建了东门街，改建了小

桥街，扩建了江滨路。沿街两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街道两旁绿树掩映，景色宜人。同时，

建成街心公园，开辟居民区和华侨新村共 8 处。《福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完成，市城区

面积从原来 4 平方公里扩大到 35 平方公里。1992 年，完成了市区首期湖滨霞、城隍巷两区

段 5.1 万平方米的改建任务。第二期一拂路中段、田墘路南段改造，已完成拆迁面积 25457

平方米，地面工程正在基建。城区居民也改善了居住条件，建筑结构有很大变化，楼房林立，

高大敞亮。两座自来水厂，日供水 5 万吨，使城区居民自来水普及率达 91%以上。各集镇和

乡村，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村有 80%农户盖上了新房。自 1979～1986 年的 8 年间，除

群众自筹资金建房外，全县基建投资达 1.27 亿元，为“文化大革命”10 年间(1966～1976

年)基建投资的 6 倍。1986～1990 年全县私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达 348.87 万平方米。 

  共和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着崭新的精神文明，文教卫生和

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和咨询服

务工作。1992 年，全市村级科普小组有 714 个，专业技术研究会达 65 个。文化事业取得新

成就，县内有线广播从无到有，至 1992 年，喇叭入户率达 95%以上；电视差转台转播覆盖

率达 90%以上；全县 21 个乡镇都办起文化站，企事业单位普遍有了俱乐部或图书室。教育

事业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和民国时期比，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有一个大的飞跃。1985

年实现普及初等教育，1986 年实现无文盲县。1992 年，全县有大专 1 所、中专(师范)4 所、

技术学校 1 所、普通中学 60 所、职业中学 6 所、小学 535 所、幼儿园(含独立班)702 班；

大专在校学生数 1146 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计 18.48 万人(其中小学生 12.56 万人)、幼儿

在园数 2.59 万人。福清一中、华侨中学、实验小学和城关小学列为省重点学校。在政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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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大力支持下，全县校舍和教学设备有较大改善。1992 年，多渠道

筹集资金 1584 万元，兴建 3 所初级中学，扩建、新建 20 所小学，使全市中小学全部消除一

级危房。卫生事业方面，在民国末年 3 所西医院和 1 所有名无实的卫生院的基础上，无论在

卫生宣传、防疫灭病、医疗诊治或妇幼保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 年，全市有公

立卫生机构 9 个、地段医院和乡镇医院 24 个，还有企事业单位医疗所和乡村保健站 682 个，

全市有固定病床 1817 张，医务人员(包括农村卫生人员)2900 多人。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群

众带来深重灾难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于 1951、1952 年都陆续被消灭。全县继 1986

年消灭血吸虫病后，又基本上消灭了血丝虫病，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下降。体育事业

也有很大发展，1985 年福清县被命名为全国“田径之乡”，1992 年，全市共有 7 所学校体

育达到省先进标准，福清一中被国家体委列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 

  福清地连山海，风景优美，有石竹山、黄檗山、瑞岩山、灵石山、福庐山等名山胜景，

历来是名人雅士流连忘返的地方。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石竹山列为福建省十大风景名胜区之

一。此外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龙江桥、瑞云塔、黄阁重纶坊、弥勒造像等；列为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古城遗址、古桥、古塔、寺宇、村寨等 39 个单位。始建于宋代

的海口龙江桥，为目前本省桥梁结构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宋桥，对研究古桥梁建筑技术具有重

要的科学价值。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瑞云石塔，其雄伟形象，已成为福清县城独特的标志。 

  福清，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自唐至清末，据不完全统计，有进士 600 多人。唐有探

花郎翁承赞；宋时有状元黄定，有上《流民图》疏的一拂先生郑侠；明时有内阁首铺叶向高；

清时有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阐扬黄檗宗风，1723 年被日本天皇赐以“太光普照国师”尊

号的隐元禅师，有祖籍在福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当历史进入近、现代，无产阶级登上了政

治舞台，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风流人物更是层出不

穷。据 1992 年统计，全县有革命烈士 360 人，获得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等以上技术职称的各类科技人员 1000 多人。此外，还有大批福清籍人在全国各个

角落工作，其中有的是党政军高级干部，有的是学有专长的科学技术人才，有的是造诣很深

的文坛、艺坛名流。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40 多年来，福清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造家园，建设家园，治穷致富，使福清面貌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奠定了今后更大发展和繁荣的基础。现在海内外玉融儿女，正

发扬“团结、求实、开拓、进取”的精神，戮力同心，艰苦创业，发挥优势，增强实力，为

把福清建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侨乡城市而努力奋斗！ 

 



 

第二章 自然地理 

福清简称“融”，雅称“玉融”，为全国著名侨乡，旅外华侨 80 多万人，遍布东南亚、

欧美等一百一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地理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北纬 25°18’—25°52’，东

经 119°03’—119°42’。全市陆地面积 1519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911 平方千米。辖 7 个

街道办事处、17 个镇：玉屏街道、龙山街道、龙江街道、音西街道、宏路街道、石竹街道、

阳下街道，海口镇、城头镇、南岭镇、龙田镇、江镜镇、港头镇、三山镇、渔溪镇、上迳镇、

新厝镇、江阴镇、东张镇、镜洋镇、一都镇。人口 121 万。通行闽东方言福清话。福清市位

于省会福州南翼，东临台湾海峡，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一个城市，最近处与台湾新竹市

仅距 84 海里，也是福建省对台、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1990 年 12 月撤县建市，是全

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县市、全国农村城市化试点县市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之一。 

福清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长乐—南澳大断裂带大致经融城至渔溪斜贯中部。西北

部属戴云山脉东向支脉，多低山丘陵，山间谷地有洪积—冲积平原，全市最高峰古崖山尾海

拔 1000 米；东南部以台地、低丘为主，融城—海口，及江镜、渔溪为冲积—海积平原；南

部龙高半岛楔入福清湾、兴化湾中。海岸为具有沙泥滩的回升侵蚀漏斗型低丘、台地岩岸，

岛屿 100 多个，港湾众多。河流多独流入海，主要有龙江：干流 62 千米，流域 538 平方千

米，支流太城溪、虎溪、大北溪、交溪和获芦溪支流风迹溪，大樟溪流域的一都溪，还有渔

溪、迳江、大坝溪、沾泽河。主要湖泊有沁塘湖、占泽湖；人工湖有东张水库（水面 15 平

方千米）、建新、东皋、占坝水库。年平均气温 19.6℃；1 月平均气温 10.8℃，7 月平均气

温 28.2℃；极端最高气温 38.7℃，极端最低气温－1.2℃。平均年降水量 1326 毫米，无霜

期 346 天。境内耕地 3.09 万公顷，有林地 6.1 万公顷，林木蓄积量 166.8 万立方米，毛竹

116.5 万根，森林覆盖率 47％。可利用草场 5300 公顷。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 2.41 万千瓦，

可开发 1.42 万千瓦。矿藏有花岗岩、叶蜡石、高岭土、石英砂、铁砂、泥炭、铁。海岸线

348 千米，岛岸线 84.24 千米。 

地壳 

地壳运动 

  福清属中国东南沿海华夏古陆地质区域的一部分。中生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本区发生

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活动(在中国造山史上称作燕山运动)，造成广泛的火山岩喷发和

花岗岩侵入地质。这次运动，不但确定福清今天的地质基础和矿藏分布，同时也形成地貌轮

廓和流水的趋势。与此同时，福清县东南海面上还发生一次东北北——西南南方向的巨大断



 

  云母：情报点分布在江阴南部赤厝与东峰海边，海口、岑兜村、高山镇、东瀚东京山、

三山钟厝村、江镜下和洋村和港头南郑村。 

  耐火粘土：矿点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三山乡沁前、北林和坑边等地。这里的粘土含三

氧化铝 35%，耐火度为摄氏 1600 度，60 年代和 70 年代曾有开采。70 年代以来，三山乡建

有耐火砖厂，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二是新厝乡过桥山双屿村。70 年代就有开采。 

  莹石：情报点在高山镇一带。 

  叶腊石：矿床分布在镜洋乡波兰村东仔。矿床形成的地质年代为晚侏罗系上统南园组第

二段(约距今 1.3 亿年)，此段的凝灰岩，处于较强烈的新华夏系的构造断裂带中，受热液交

替作用形成的。矿区出露有火山角砾岩、次生石英岩、石英斑岩、花岗斑岩和辉绿岩等。矿

床由 5 个大小不等的矿体组成，最大者长 236 米，平均宽 31.7 米；最小者长 30 米，宽 2.5

米。矿体出露地表延深最大 100 米左右。Ⅲ级品含三氧化铝 26.1%、二氧化硅 66.26%、三氧

化二铁 1.75%，灼减量 5.2%，耐火度为摄氏 1650 度。经闽东南地质大队勘探，并由联合国

自然资源勘察循环基金组织实地考察证实，蕴藏量达 1600 万吨，矿床规模达到大型，居全

国之首。 

  此外，于宏路、安民和上迳的蟹屿村发现有高岭土矿。 

 

第三章 行政区划 

唐圣历二年(699 年)，福清置县时的境域：最东为牛山岛(现属平潭县)，最西为新县乡

店尾村(现属莆田县)，最南为羊屿又名洋树岛(现属莆田县南日乡)，最北为黄柄山。所辖陆

地面积 1852.42 平方公里，比 1992 年陆地面积大 334.18 平方公里。元和三年(808 年)，长

乐、侯官两县并入福清，为福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境域。元和五年(810 年)四月，恢复原 3

个县建制。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福清划出清源里(现东张镇西部)的 42 个自然村面积 95 平

方公里，归兴化县辖。 

清嘉庆三年(1798 年)二月二十七日，海坛岛从福清析出，置平潭建军厅，直属福州府，

从此平潭不再隶属福清。 

民国元年(1912 年)，大扁岛面积 4.8 平方公里，划给平潭县辖。1956 年 5 月 15 日，又

归福清管辖。 

民国 25 年 12 月，南日岛 106 个自然村，陆地面积 52 平方公里，改为特种区，直属省

辖，至此脱离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