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基本概况 

南平，地处八闽喉襟。 

就地理方位而言，介于东经 117°50′～118°40′，北纬 26°15′～26°51′之间。

全境 2652.86 平方公里。这恰好是闽中大谷地的最低处，也是闽江上游建溪、沙溪、富屯溪

的汇合处。占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 

南平北部是武夷山脉向东南延伸的支脉南端，东北是鹫峰山脉西南坡，南部为玳瑁山脉

北坡，西部为丘陵地带。四周峰峦环绕，丘陵蜿蜒，唯有闽江河流侵蚀下切所形成的河谷，

留下一条通往福建东南沿海的天然通道。 

闽江是福建最大且最具经济意义的河流，流域之广，遍及半个省区。其主支流沙溪从西

南部入南平境内，至沙溪口与西部入境的富屯溪汇流，至市中心区又与北部入境的建溪汇合。

闽江干流即以此为发端，从东南斜贯中部和南部，经尤溪、古田、闽清、闽侯和省会福州，

尔后浩荡注入东海。沿三大支流逆溯而上，从沙溪河岸，经沙县、三明、永安、宁化，可达

江西石城；缘富屯溪畔，经顺昌、邵武、光泽，出江西建昌；循建溪流向，经建瓯、建阳、

浦城，可达浙江江山和龙泉。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又是闽东南通往全国各地的天然“锁钥之

处”。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南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闽省水陆交通枢纽，成为福

建省城镇体系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结点之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 214～212 年)，为把东南边陲“闽中郡”纳入全国

一盘棋，始皇下令在此修筑江南大道。此系途经南平的最早官道，亦为通往秦都咸阳的唯一

边疆大道，对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至唐代，福建观察使陆庶又

沿闽江干流河谷开辟福州至延平陆路，使闽江上下游的通道连接成线，初步确立了南平的枢

纽地位。宋代，闽江及众多支流经疏浚整治，成为交通大动脉。作为“双江合流处”的南平，

此时已是“古剑成蛰龙，商航来陈马。”(蔡襄《双溪图》)。民国时期，随着现代交通工具

的传入，至抗日战争爆发，南平的轮船业已发展到“四线七公司”，公路则开行闽渝、闽浙、

闽赣等省际客货班车，成为名副其实的闽省水陆交通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更视南平为福建之重要枢纽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

不断更新改造这里的水陆交通，逐步配套完善基础设施。至 1990 年，南平已是全国交通最



发达的山区市。境内有 2条铁路干线相交，全长 128.03 千米，共有 13 个站点。其中来舟站，

系华东地区主要中转站之一，亦为全省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南平站，则是闽北最主要的客货

中转中心。每年有大量的粮食、木材、毛竹、茶叶、水果等农副产品及工业品从这里运往外

地；同时又运进大批钢材、煤炭、石油、化工产品、机械产品和日用轻工等产品，并由此散

流周围各县市。年货物吞吐量 200 万吨左右，客流量 190.39 万人次，均居全省第二位，仅

次于省城福州。公路有 2条国道、1 条省道、93 条县乡公路、17 条林区公路，总里程 2123.56

千米。全市 17 个乡镇全部通了汽车，村级通车率达 95%，市域公路平均覆盖率 0.80 千米/

平方公里。主干道与四通八达的乡间林区公路相互连接，编织成纵横勾连，畅通无阻的交通

网络。水上运输，更是南平一大优势。境内航道 143 千米，有 3 个港区、14 个码头。水南

码头是全省吨位最大的内河港口码头。1987 年 3 月破土动工的水口水电站建成投产后，500

吨级船舶可直抵沿海口岸。 

因此，南平，说是内陆山区，实为沿海开放城市，是山与海的结合部，是福建的“山海

关”。它既是闽江流域面向沿海的门户，又是沿海地区向闽西北腹地纵深梯度推进的重要基

地。 

这种“八闽四达之冲”的区位优势及其历史形成的枢纽地位，又决定了南平成为闽北政

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 

南平在历史上，曾是州、军、路、道、府所在地；今为地区行署所在地。郭沫若《咏南

平》诗云：“信国曾开府，黄巢此筑营”，民国版《南平县志》亦语：“兵权谋家必争”，均言

此地在政治军事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所谓“铜南平，铁邵武，豆腐建宁府，纸糊福州城”，

也正是从战略意义上，对南平在整个福建的地位所作的通俗而又形象的概括。唐五代王审知

之称雄，元末陈友定之割据，均得利于占据这一“八闽锁钥之处”。民国 11 年(1922)孙传芳

之奇袭王永泉，也是从南平顺势而下，兵不血刃，轻取福州。这里，进可纵横应援各属，退

可成一方之固，对省会福州起着极为重要的屏障作用。南平一失，直泻水口，沿途无厄可控，

挥师而下，犹如探囊取物，福州城便不攻自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既是各种公开的党政军

机构云集之地，又是许多秘密组织竞相争夺的活动中心。国民党军统局闽北站是中美合作所

秘密情报组织。新四军南平留守处，是中共地下党在闽北、闽西北、闽南、闽中、闽东北的

重要联络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福建省委机关驻地，也是闽浙赣人民游击纵

队的诞生地，后来又成为闽浙赣省委 55 县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南平的经济发展水平亦居闽北领先地位。宋代，这里已是“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省门

以北，无与为比”的中心闹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平的工农业总产值也总是列居于

全省前 10 位，曾一度成为仅次福州、厦门的三强之一。改革开放后，凭借地缘上的双向区



位优势，既接受沿海城市的辐射，快速吸收沿海及海外的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又积极

利用广大内陆的自然资源和劳力市场，不断加快经济建设步伐。1990 年，南平的工农业总

产值 24.01 亿元(1990 年不变价)，占全区 10 县市的 31.07%，是全国百名县(市)级财政大户

和全省 10 个财政收入重点县之一。 

南平又是胜迹煊赫的文化名城。黄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文天祥、辛弃疾、

海瑞、郑成功等都曾在此留下踪迹和诗义。如今全区仅有的 3所全日制高等院校，均设于此，

且有 3 所成人高校、4 所中专、5 所技校、5 所职业小学、41 所普通中学和 564 所小学。还

有各类科研机构 56 个，科技人员 10303 人。其中有 8 人次被列入英美国际人物传中心编撰

的《世界名人录》，还有 1 人被遴选为国务院学位评审组成员。1990 年，全市人口 466995

人，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 240 人，是全区平均数的 2.47 倍，高中程度 1163 人，是全区

平均数的 1.41 倍，初中 2044 人，高出全区平均数的 6.7 个百分点。南平的文化馆是国务院

文化部授予的先进文化单位。南平图书馆是全省县(市)级规模最大的图书馆，1990 年获文

化部表彰。南平市立医院曾连续 4年获全国先进医院称号，南平市中医院 1978 年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南平的体育，普及面广，竞技水平高，是全国体育先进市。 

在这种中心地位之形成的过程中，地处八闽喉襟的区位优势，是长期稳固地影响着南平

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南平诸多特点中最根本的特点之一。 

南平，是山城，亦水乡。 

“山围八面绿，水绕二江清。”南平的山姿水态，既有虎踞龙蟠之姿，又有清明伟丽之

态。境内到处是山，到处是水。山高水远，相依相伴。既有“东南山国”之雅号，又有“双

剑化龙”之美谈。 

就城区景观而言，南平山城颇似巴蜀重庆。城中即景，景中即城。整个城区，背山面水，

随物赋形，巧妙地把城区与山水、园林、名胜联在一起，顺乎自然，虽出人工，宛若天成。

被诗人们礼赞为“山城山可爱，第一是梅峰”的梅山，即在中山路、解放路等市区繁华路道

的环绕之中。“城楼一眺景多奇，面面芙蓉山四周”的龙山，山中有楼，楼踞于山。“日受千

人拜，夜享万盏灯”的九峰山，与市区最热闹的江滨公园亦仅一桥之隔。还有隔江相望的玉

屏山、藏春峡，以及明代的双石塔、神剑化龙处的双剑潭、水中的楼船酒家、跃上峭壁的明

翠阁，无一不是人工与自然的妙合。真所谓“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

致。” 

当然，南平的山水自然，并非仅仅只是给山城风貌以独具的风采，更给这里的产业活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八山一水一分田”，乃南平水土资源之基本构成。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又使得这里夏



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均气温 19.3℃，无霜期 268 天，年降雨量 1660 毫米。 

这里海拔 400 米以下的土地不仅可种植双季稻，甚至可安排三熟制。中山和低山地亦可

种植一年一熟或双季稻。但真正优势在山地，在大面积的红壤沃土，林业用地占全市农林用

地的 77.7%。1990 年木材蓄积量达 1165 万立方米，蕴藏毛竹 3569 多万根，居全省前列。松、

杉、楠、梓成千上万的林木构成了浩浩荡荡的绿色海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40 余年，

南平林农人均为国家贡献的木材，始终雄居全省首位。杉木生产系我国南方三大产区之一，

王台安槽下的杉木速生丰产水平居全国乃至世界之最，1958 年和 1979 年，先后 2次受国务

院表彰。大洲贮木场，乃闽北主要木材集散地，亦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机械化贮木场，年吞吐

量高达百万立方米。此外，这里还盛产笋干、香菇、棕片、松香、茶油、茶叶、柑桔等农林

特产。花卉资源也颇具开发前景，境内花卉品种繁多，仅百合花就多达 29 种，占全世界百

合花种的 33%。世界上百合花多为白色或奶黄色，可南平的百合异彩纷呈，除黑和蓝外，几

乎囊括世间万般色彩。美国花卉专家弗莱德·梅耶称赞其属世界罕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亦曾写道：“看牡丹去洛阳，看百合到南平。” 

在这块希望的土地下，又蕴藏着锌、锡、铁、钨、铌、钽、白云母、重晶石、石灰岩、

石英砂、白莹石等矿藏资源。尤其是铌、钽，现已探明属国内罕见的优质富矿。还有新发现

的新矿种，被世界组织命名为“南平石”。 

源源不断的农林物产和品种稀罕的矿藏资源，又给山城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业，是南平经济的主体。1949～1990 年，产值从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4.19%上升至

89.40%。现有工业企业 400 余家(县以上)，初步形成了造纸、针纺、机械、电力、电子、化

学、冶金、食品、塑料、森工、建材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造纸所占的地位最为

显赫。此地造纸原料丰富，产品种类繁多，玉扣纸乃纸中佳品，是历代朝廷奏本用纸。清代，

土纸产量已居全省之首。当今的南平造纸厂，乃全国最大的新闻纸厂，年产 11 万吨。此外，

还有 20 余家小纸厂，年产 7000 多吨其它纸张。针纺亦属南平传统产业。此地种植的芋麻为

上等纺织原料。民国版《南平县志》载：“芋麻各乡多有，唯细密精致几类纱罗曰铜板。出

峡阳者佳，远市四方。”现在的产品更是种类繁多，畅销 12 个国家和地区。南平纺织厂的“PU

革基布”系国内首创，华盛针织工贸集团是全省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针织企业，产品出口

雄居全省同行之首。建材工业中，南平水泥厂利用当地石灰岩生产的“波特兰”牌水泥，早

在本世纪 50 年代就荣获国优金奖而远销苏联。电力工业，更是直接得益于境内的“一江三

溪七十二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居全省首位。还有化工、食品等工业也都与本地物产关联

密切。至于机械、电子、冶金等工业，似乎与南平的山水自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实际上也是

由于这里的山川形貌和地理区位的特殊，使之在此安营扎寨。这些工业大都是在特殊的年代，



大搞“小三线”建设时兴建起来的，带有极强的军工色彩，技术装备先进，实力雄厚。这些

企业选址南平，除军事上的特殊考虑外，就企业自身而言，多属高能耗、高水耗，而南平的

电能和水源，无后顾之忧，而且交通便利。 

南平的山水自然，还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对于旅游业来说，南平

的山，南平的水，本身就意味着财富。境内茫荡山，被誉为“福建的庐山”，属省级旅游风

景区。而水口水电站之兴建，又使南平多了一个水域面积之大属国内罕见的人工湖泊，加之

两岸风光之佳丽，为水上旅游开辟广阔的前景。 

南平，是山的王国，是水的故乡。山水自然，既给山城风貌以独具的风采，又给南平的

产业活动，提供了特殊的自然条件。 

南平，既古老，又年轻。 

早在 4000 多年前，原始先民就聚居此地衍繁生息。据考古发掘，境内商周文化遗址 49

处，遍布于全市 17 个乡镇中的 16 个乡镇。可见当时，市域已得普遍开发。至战国，楚越相

战，楚兵占领吴越，越王族南奔，部分来到福建，人口因之顿增。秦始皇修通江南大道后，

传来中原文化，促进了此地发展，使之初具城市雏形。到东汉建安元年(196)，这里已是一

级行政中心，设置县制，成为福建历史上最早见载的五县之一。 

唐而后，五代十国时，王审知从河南固始随兄率军入闽创立闽国。南平作为闽国之重镇，

城市规模再度扩展，成了州一级行政中心。 

至宋代，南平便跨入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此时的南平，已是闽北首府，是名闻遐

迩的“理学名邦”、“东南邹鲁”。城内“五步一塾，十步一庠。”至今屹立于西山的宋碑，依

然清晰地昭示着当年“独先天下兴州学”的煊赫史迹。被尊为“延平四贤”的杨(时)罗(从

彦)李(侗)朱(熹)，都出在这个朝代。咸淳元年(1265)阮登炳榜，延平有 30 人同第进士，实

为封建科举史所罕见。产业活动亦在此时大兴大盛。此地茶洋瓷窑烧制的“建盏”，被列为

宫廷御用瓷品。冶银、铸铜、炼铁，炉火熊熊，多达 200 余处。造纸、针纺也都在此时名播

四方，饮誉乾坤。茶叶此时亦成皇家贡品，“充岁贡和邦国之用”(马端临《文献通考》)。

城池，乃古中国城市最大特征之一。据明嘉靖版《延平府志》载，南平城池在宋代也已成形，

周围九里一百八十步，且有十一个城门。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南平城池未见

大变。 

因此，宋代，实为南平发展史上的一大高峰，是历经千年的古城，一展青春英姿的盛世。 

元明以降，直至清末民初，南平虽说仍在举步前行，然其步态显然有点老迈。究其缘由，

最根本的是制度腐朽，最直接的是战乱频仍。明朝中叶，闭关锁国，阶级矛盾激化。清初，

清兵入闽，大肆骚扰，南平人口锐减，城镇萎缩。“延平府，千里一空，农民逃避，租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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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和沿海城镇的发展带动了南平的复苏，夏道镇原是一个仅几户

人家的荒凉小渡口，依托闽江水运优势，迅速成为新兴的水运交通集镇。但随之而来的军阀

混战，又给古城带来旷日持久的灾难。南平资源并不匮乏，满目青山，林木蔽野。可当时的

林农却嗟叹：“一根木头不如一根毛竹，一根毛竹不如一根甘蔗。”民国版《南平县志》云：

“地旷人稀，旷土相望，利源莫开，为可惜也。”南平原本山多田少，然而，民国 24 年(1935)，

全县竟有 1000 公顷田地垦而复荒。当年整个县财政预算“岁入”仅 8.24 万元。自元至此，

几个世纪又已过去，可山城依旧，城池庶几无改，且“城市多傍山结庐，仅避风雨，雕甍画

栋、曲栏回廊无有之。”(民国版《南平县志》)。民食则年均 4 月之粮，其余日月常以糠菜

充饥。说是水陆要冲，可水路仍靠撑篙摇橹；陆路货运则全凭背负肩扛。说是物资集散地，

可街头商店无多，仅延福门附近几家，且规模不大，称得上殷实富商者，寥若晨星。如此气

象，冠以“闽北首府”、“八闽喉襟”，更显凄怆。 

民国 26 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平成为战时疏散后方。江浙福厦等沿海一些工商大户，为

避战火纷纷迁来此地。市区人口由 1 万多猛增至 10 万余，一时冠盖如云，商旅群集，大商

小贩，充塞街头巷尾。战前商业区局限于延福门附近，此时则向纵横发展。中山路、中正路

(今解放路)及旧车站(今地区礼堂)，都开满形形色色的商店，店容店貌多姿多彩，消费品琳

琅满目。当时全省工厂共 82 家，经批准登记者 59 家，可南平就占 21 家。其中建华火柴厂

资金 90 余万，是全省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还有省企业公司、省贸易公司、省运输公司、

省公沽局等经济巨头，都云集山城，使南平工商水平一跃而居全省首位。再加上全国一些有

影响的《南方日报》、《天行报》等文化新闻机构及百城印务局这类有权印制钞票的金融组织

的涌入，客观上给南平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古老的山城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座全新的

闹市。 

此为南平史上又一高峰。当然，此次高峰是缺乏根基的高峰；这种繁荣是突发性的繁荣，

是昙花一现的繁荣。 

民国 34 年抗日战争结束，原来为战火所迫的工贸组织和军政机关等，陆续回迁原址。

一度热闹空前的山城，复归冷落萧条。 

不久，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忙于抓丁派款，横征暴敛，致使山城一片混乱。通货恶性膨

胀，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一日数变。民国 35 年，南平大米每担 3.4 万元，次年为 3.8 万元，

又次年初，早晨为 180 万元，中午为 300 万元，到傍晚却升至 320 万元。整个社会被推向彻

底崩溃的边缘。以致到了 1949 年 5 月 14 日，当鲜红的解放大旗在古城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

留给山城人民的却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市政状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城区

商店，“竹杆街，桌面店，货郎担”；人民生活，“火笼当棉袄，糠菜半年粮，终年如牛马，



破屋度时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个废墟上，领导南平人民重建家园，振兴山城。 

三年恢复，三大改造。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给古老的山城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之重现青

春风华。至 1957 年，短短 8 年，上百家工厂如雨后春笋，工业产值一跃而为 3695 万元，是

解放前夕的 87 倍，年均递增 75.09%。商品零售总额也猛增至 3377 万元，比解放前夕成倍

翻番。农业则以年均 9.91%的速度，持续大幅度增长。 

1958 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经济建设受挫，社会发展紊乱。1962 年农产值降至

1591.33 万元，比 1957 年减少 25.63%，年均递减 5.75%。农民人均占有粮也从 1957 年的 446

千克，降至 300 千克。一哄而起的工厂停建停产三分之一，职工数削减一半。 

此后，经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步伐复归稳健，

社会发展循序而进。至 1965 年，农业产值回升到 2350.07 万元，比 1962 年增 47.68%，年

均增 13.88%。工业产值增至 8308 万元，比 1962 年增 33%。商品零售总额达 4358 万元，比

1962 年增 1.30%。特定的年代写出特定的历史。此间因“小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在此投

入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为南平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奠定基础。 

然而，刚要腾飞的南平，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科技文教事业首当其冲，知识

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学生停学去“造反”，古遗存明翠阁被拆去农村盖猪圈。工业，批判

“唯生产力论”；农业，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尽管这样，广大人民还是以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力图使南平的社会经济在历史的夹缝中喘息，生

存，发展。重点建设了机械、电子、化工、针纺、冶金和一批“五小”工业。70 年代后又

新增一批集体企业，使南平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南平现代工业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多

在此时建立起来。农业在“学大寨”运动中，开山造田，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客观上也扩

大了耕地面积，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而且“文化大革命”初期，水稻高杆改矮杆，粮食单

产提高 50%，实现了继 50 年代单季改双季的第一次飞跃后的又一次飞跃。然而，“文化大革

命”毕竟是一场全局性的大破坏，南平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未能达到原来完全可以达到

的高度。1976 年工业总产值 21032 万元，仅比“文化大革命”前的 1965 年增长 1.56 倍，

年均增 8.91%，可同期投入的资金已高达 14234 万元，投入产出比 1∶0.9。农业虽然也逐年

有所增长，但进展明显减缓。“三五”期间年均增 3.12%，“四五”为 5.25%，其速度均比前

两个阶段慢。财贸的摧残更严重，“文化大革命”不久，财政收入就急遽下降，至 1968 年已

锐减为 1206 万元，比 1966 年降 25.52%。金融机构的宏观调控和监督职能被削弱。合作商

店被砍掉，集市贸易遭取缔，流通渠道单一，市场商品匮乏。当时有顺口溜：“南平穷地方，

吃肉靠四方，外地一紧张，市民心发慌。”1976 年，竟有 7个多月无肉供应，全市人均年食



肉量降至 1.95 千克。 

1976 年 10 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南平，也终于结束了裹足缓滞的历史进程。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南平又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从打破农村旧体制起步。全市 17 个乡镇 228 个村 50775 个农户，相继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接着又鼓励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改变长期

以来只强调种水稻的单一经营格局。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萌动发展，又逐步建立起“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业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迈进。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城市经济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急切。1980 年正式呈文

向上级请战：立即进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1981 年 2 月，省政府下达批文，南平市被确定为

全省第一个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市。于是，先简政，撤局并委；后放权，5 次下放 33 项

自主权；再承包，明确责权利。就这么“三斧头”，南平工业经济翻了一番。 

一石激千浪。金融、物质、劳动用工、住房制度、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也都纷纷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88 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 72 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之一。南平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因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把古城发展史推向空前的高峰。 

1990 年与 1978 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比增 2.24 倍，国民收入比增 2.07 倍，财政收入

比增 3.44 倍，教育经费比增 5.12 倍，文化经费比增 13.2 倍，体育经费比增 55.8 倍，科技

经费比增 22.14 倍，卫生经费比增 3.58 倍，职工人均工资比增 2.80 倍，农民人均收入比增

1.79 倍。 

“昔传双剑合，今见万家荣。”南平是古老的，但又是年轻的。历程维艰，高峰迭起。 

南平，大有潜力，前景广阔。 

毫无疑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 1949 年至 1990 年，南平的成就前所未有，在古城

发展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南平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有许多主要

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口 20 万以上的县级市的平均水平。但和其他城市一样，南平的优势和

劣势，往往又是并存的，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转化的；同时，优势和劣势还有现实的和潜

在的区别。 

南平目前的外向度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1990 年，南

平的“三资”企业尚仅 26 家，实际利用外资 530.37 万美元，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58%。

引进项目的技术起点较低，规模偏小，26 家平均到资额仅 20.39 万美元。产品出口，低档

的多，高档少；轻纺多，机电少。农副产品虽说地产丰富，且有广袤的内陆腹地，但也尚未

形成出口创汇规模。这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从所处的地理区位来看，都显得很不

够，潜在的优势远未充分发挥。 



与地理区位相关联的交通优势，也有待于更好地转化为流通优势，以此催生出第三产业

的特别繁荣。南平的第三产业是滞后的。1990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只占全市就业数的 17.5%，

产值仅占 18.85%，还低于全国人口 20 万以上县级市的平均水平(全国就业占 20%，产值占

27.85%)。这对于一个工农业产值比接近 9∶1 的发达程度的城市，对于一个在全省实施外向

型发展战略中担任“二传手”的物资集散地，对于一个客货流量仅次于省城福州的水陆交通

枢纽地来说，其滞后程度就更显突出了。1990 年第三产业中社会商业网点 4337 个，平均每

千人拥有网点 9.6 个，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 95%以上的商号，店面小，设施简陋，仓储不

足，缺乏与南平地位相称的大批发中心、大集贸中心和大商场。全市批发企业年销售额 6000

万元以上者，仅五交化站工商股份集团 1 家。第三产业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商品经营性行业

占 87%，而劳力性服务行业仅 13%。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且为全国著名风景区武夷山的中转

站，可全市仅有 1 家二星级宾馆，其余 70%的客房尚无卫生间配套设施。因此，第三产业这

个领域，可以而且应该增加的就业人数及其投入产出的潜在优势，是相当可观的。 

山地资源，原为南平又一优势，亦为几千年来南平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有的已得到开发利用，有的还未充分利用，潜在的优势也很大。境内连片

草坡就有 2486.67 公顷，还有难以计数的四边地和农作物秸秆等，但目前畜牧业产值仅占农

业总产值的 17.37%。而且在这为数不大的畜牧业产值中，仅高脂肪低蛋白的生猪就占

96.88%，而高蛋白低脂肪的牛羊兔等诸多草食动物合起来只占 3.12%。所以山地草坡的畜牧

优势，基本上还处于潜在状态。南平的农业用地只占整个农林用地的 11.48%，但这个部门

的劳动力却占农村总劳力的 84.93%；而占农林用地 88.52%的林业用地，投入的劳力只占农

村劳力的 12.54%。就林相结构而言，20.24 万公顷山地，用材林占 68.18%，经济林仅 14.12%。

而且用材林的林种单一，连续种植，地力衰竭；经济林中，低产老化品种占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从山地资源与人力物力的配置比例来看，山地资源的优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此中

潜在的经济增长点还很多。再就林产加工来说，南平一向重视这一优势的发挥。据 1985 年

调查统计资料，全市直接以木材为原料进行转化加工成产成品或半成品的产值约占全市工农

业总产值的 27%，如果加上林业本身木材生产以及间接用木材为原料生产的工业和商业等产

值，约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5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平的优势、潜力、希望、兴

旺，都在于山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因此，更有效地挖掘此中潜力，提高山林资源综合利

用率，就显得特别重要。目前，南平的木材产品中，商品原木占去 50%以上，还有大量木材

未予很好加工，多为初级产品，二次加工和深度多层次加工的增值环节薄弱。全市 72 家林

产加工业中有 65 家属乡镇企业，占 90%，但产值仅占 5%，多属高物耗低产值的加工业。另

一方面，造纸属林产加工高附加值产业，可南平造纸厂所需的松原木，当地又未予满足供应，



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材料还得靠外调。故此，调整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结构，优化山地资源

配置，充分发挥潜在的优势，提高木材加工增值比，对南平经济的腾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水，对于南平来说，委实得天独厚。一江三溪七十二支流，既可用以发展水电能源工业，

又可发展淡水养殖和水上旅游。南平的水能理论蕴藏量居全省之冠。1990 年，总装机容量

已达 33.74 万千瓦，但仍只占蕴藏量的 36.68%，潜能极大。淡水养殖也有待于大发展，境

内水域面积约 299.08 公顷，但 1990 年，渔业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0.94%。水口水电站建成后，

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前景更为广阔。当然，这种广阔的前景，是以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

为前提。南平是新兴工业城市，造纸、针纺等高排污行业又特别发达。目前，闽江南平段地

面水 COD 指标年平均值为 3.85 毫克/升，属国家三类水标准。其中水东段面枯水期和塔下段

面丰水期，还达不到国家三类水标准。在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污口的下游，已形成明显的污染

带。因此，污染问题不解决好，势必影响农业特别是养殖业的发展，水上旅游的前景亦将成

为泡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平之水，既为优，又堪忧。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工业，乃南平经济主体，亦财政主要来源。1990 年产值占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 89.4%，

已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工厂是“小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带有明显的

“嵌入型”痕迹。工业内部关联度差，缺乏应有的集聚效应。据国家行业分类，全国有 41

个行业，南平就有 32 个，分布面达 78%。除林产、针纺、机械外，其余多数行业只一个或

几个企业，形不成规模优势。有的行业虽有几家企业，可企业与企业之间又各自为政，“大

而全”、“小而全”问题突出。全市 12 家主要机械厂，铸造车间 10 个，热处理车间 8个，铸

造设备利用率 40.19%，热处理设备利用率仅 6.95%。再就工业的整体实力而言，境内 34 家

中央、省、地属企业技术装备精良，生产规模大，经济效益高；而为数众多的市属企业规模

小，设备陈旧，效益不佳。前者，仅占全市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的 11.20%，但其产值、税

利却分别占61.37%和80.25%；后者占乡以上企业数的88.8%，其产值、利税却分别只占38.63%

和 19.75%。这种典型的“二元化”工业结构，直接影响了南平工业的整体水平。因此，提

高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增强应有的集聚效应，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优化整体结构，发挥工业

基础好的群体优势，也是南平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 

当然，以上种种潜在优势的发挥，又取决于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制约因素的排除。南平的

各项社会发展事业均较繁荣，尤其从单项或局部的角度来看，颇有比较优势。但系统的优势

并不等于部分优势的简单相加，系统的功能值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整体性的组织联系，取决于

各个单项的序列结构。南平的文化教育一向比较发达，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但系统结

构不太合理，福建林学院、南平师专、中央省地属企事业单位的文化素质很高，剔除这些单



位后，整个文化素质又偏低。教育本身的结构也亟待调整优化，幼教明显滞后，为全区唯一

的未设实验幼儿园的县(市)，全市幼儿入园率亦比全区平均值低 8 个百分点。南平的专业技

术人才也不少，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科技力量的分布，与经济建

设明显错位。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仅占 1.31%，大部分集中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而这些单位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又不甚密切。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管理

体制的理顺。南平市作为地处喉襟要地的中心城市，境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

系复杂多变，条块分割。这就使得农、工、贸的经济一体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也给市政

建设、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社会功能的系统结构的优化，本身就是一种潜能，而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潜能。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南平市前身为南平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196)，是全省建县最早的五个县份之一。

建县后曾八易其名：南平、延平、宛平、永平、龙津、镡州、剑浦、南平。南平地处福建中

部偏北，东邻古田，西接顺昌，南交尤溪，北连建瓯，东南与闽清交界，西南与沙县毗邻。 

建县初期，境域较今宽广。历经晋、唐、五代、宋、民国等代的析土建县及与邻县边界

调整，面积逐渐缩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县土地面积约 2800 平方公里。 

1964 年，在南平、建瓯、顺昌三县市交界处增设建西县，南平市划大历口公社隶属建

西县。1990 年，南平市土地面积为 2652.86 平方公里。全市行政区划为 5 个镇、12 个乡、6

个街道办事处。镇、乡、街道办事处共辖 73 个居委会、230 个村委会。 

闽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建溪、富屯溪、沙溪在南平境内汇合。延福门码头水域称双剑潭，

是闽江的起点。闽江上游及其三大支流在境内纵横交错，为南平提供了极其有利的交通条件，

成为闽北交通枢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通发达，便于物资集散，促进商贸繁

荣，使南平成为闽江上游重镇，先后是延平军、剑州、南剑路、延平府、北路道、建安道、

行政督察区、地区行署所在地，是闽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唐虞至清时期 

唐虞时期，此地为扬州辖治。三代(夏商周)时期，隶属于七闽地。 

秦代，属闽中郡。汉代，初隶闽越国，后属侯官地。汉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以无诸

有功，封为闽越王，境域属闽越东冶县。汉建元年间(公元前 140～前 135)，闽越数与东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民民主政府，9 月易名人民政府。1949 年 6 月至 1950 年 2 月，南平县隶属第二专员公署

管辖。1955 年 10 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1956 年 11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南平县行政辖区内分设南平市(辖区为市区及

近郊)和南平县(辖区为郊区乡镇)。市府、县府同设在市区，均属南平专员公署管辖，专署

驻地亦在市区。1958 年 11 日县、市合并，撤销南平县，县行政区划归南平市。 

1967 年元月，造反派夺权，市人委瘫痪，解放军驻延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1968 年 9 月，成立市革命委员会，行使市人委职权，隶属地区革委会。1971 年，专员公署

迁往建阳，南平市属建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1980 年 11 月，撤销市革委会，恢复市人民政府，隶属地区行政公署。1988 年底，地区

行政公署迁回南平，1989 年 1 月 1 日挂牌办公，复名南平地区行政公署，南平市属南平地

区行政公署管辖。 

 

第三章 行政区划 

唐至清时期区划 

东汉至隋，南平境内行政区划无考。 

唐至五代设五镇，即罗源镇(今东坑罗源)、西津镇(今沙溪口)、东津镇(今金山路至明

翠阁一带)、静江镇(今樟湖苍峡)和永平镇(今剑津北岸)。 

五代时，境内分为 3 县，即延平、富沙和剑浦。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富沙、延平并入剑浦。宋初县分 7乡：积善、富沙、归善、上

阳、芹哨、延平和垂裕，领 37 里。 

元代乡为团。 

明代编户为四隅，领四架，辖 41 里，统 99 图。四架辖里如下： 

东架辖 10 里：衍仙上里、衍仙下里、罗源里、崇仁里、崇福里、杜溪里、寿山里、云

盖里、瀛洲里、汾常里；西架辖 10 里：资福里、太平里、天竺里、剑津里、长沙上里、长

沙下里、天平里、大源内里、大源外里、梅岐东里；南架辖 11 里：余庆东里、余庆西里、

遵教里、泰平里、普安里、金沙里、迁乔里、保福里、乔保里、长安南里、长安北里；北架

辖 10 里：安福里、建兴里、寿岩里、吉田里、塘源里、梅岐西里、梅岐南里、新兴里、峡

阳里、梅岐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