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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一)

海城区是北海市的中心城区，位于北部湾北岸，地处北纬20。26’～21。55’、东经108。5’～

109。47，之间的北海半岛西部，东连银海区高德镇，南接银海区西塘镇，西、北面临海，北面

部分与合浦县廉州镇相连。水路距越南海防157海里、香港425海里、海口124海里、湛江

255海里、广州480海里，陆路距南宁204公里、钦州106公里、防城港171公里，是北海

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海城区分大陆和岛屿两部分。大陆区地貌属滨海平原，面积111．19平方公里，地势平

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22．6℃，适宜亚热

带作物生长。岛屿区包括涠洲岛和斜阳岛。涠洲岛面积26．2平方公里，斜阳岛面积1．87平

方公里。两岛均由火山喷发而成，地貌独特，景色迷人，海陆物产丰富，有大、小“蓬莱”

之称。

北海历史悠久，行政区划建制频繁。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合浦郡、合浦

县，直到宋、元、明、清，北海先后是合浦县的三村乡、古里寨、靖海团。清康熙元年

(1662年)设北海镇标，是北海地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北海原属广东省管辖。解放后，

1951年成立地级市，1952年与合浦县同时划归广西省，1953年4月北海市设区，分为第一

区(市区)、第二区(郊区)、第三区(涠洲)。1955年重归广东省为省辖市，1956年为县级

市。1965年又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钦州专区管辖的县级市。1983年恢复地级市，1984

年5月被列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海城区前身为北海市第一区，历属北海地域。北海恢复地级市建制后，1984年9月，

撤销公社建制，市设2个辖区，海城区正式成立，区域除原城镇公社即东街、中街、西街、

海角4个街道办事处辖属居委会外，将外沙公社外沙大队和独树根大队辖区划入。1990年，

接管原郊区的地角镇，改设地角街道办事处。1994年，接管原郊区涠洲镇和原郊区高德镇、

西塘镇部分辖区。其中，高德镇划归海城区部分区域已于1996年成立海城区靖海镇，西塘

镇划归海城区部分区域已于1998年成立海城区驿马镇。2002年区辖面积140平方公里，

2002年底总人口24．65万人，辖靖海、驿马、涠洲3个镇和东街、中街、西街、海角、地

角5个街道办事处。海城区党政机关驻北海市长青北路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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