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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自有人类居住起迄今不下五千年，但有关人类的文字资料甚少，这可

算是一大憾事。而今《罗源县人口志》的编就问世，无疑是一件喜事。

编纂《罗源县人口志》是为了“存史、资治、教化”。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

罗源历代人1：1发展变化，以及历代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这些，不仅为

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人们了解罗源人口变化，执行现行的人口与

计划生育政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源县人口志》编写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叙时跨度大，资料匮乏，难

度甚大。除所有参与编辑人员，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访迹寻

源、广征博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外，亦得到有关部门及关心本志编纂工作的

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欣喜之余，不揣浅陋，谨书数语，权以为序。

罗源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 游绍扬

二o o五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人口学、方志学理论为编纂理论基础，遵循

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罗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例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述、记为首，统摄全书。各专业章横排

竖写，设章、节、目等层次。

三、本志贯通古今，上限尽可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为2000年(姓氏节为2001年)；

图片延至志书付印前。

四、本志以记述人口发展、现状和计划生育工作为主，但与人口有关的事(包括资源、

经济等)也力争记述。
。

五、本志中的历史纪年、行政区、机构、官职等均按当时名称记述，必要时加括注今称。

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志内所书“新中国成立"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

六、本志所书的数据，历史上以志书(民国时期以统计资料)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以统计部门(包括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为准，部分使用主管部门的数字。一般资

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词加括注。

七、本志所书工农业产值，1990年前按1990不变价计算。计量单位除个别无法换算

或不便换算(如面积的“亩"、旧货币等)外，均用法定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3

月1日前使用的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

八、本志中所书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因资料缺乏，只能记述已知部分。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名表按授予单位和年闯顺序排列。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志、档案、统计资料汇编、本部门报表、家谱、报刊及经考证后的

有关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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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罗源县，别号罗川，位福建省东北部，北纬26。23 7"--26。39’、东经119。7 7～119。54’之间。

南邻连江县，西南与福州市、闽侯县接壤，西北连古田县，北和宁德市交界，东与霞浦县东

冲半岛隔海相望。总面积1187平方公里，其中陆地1031平方公里，海域、滩涂156平方

公里。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侯，夏长无酷署，冬短无严寒，雨量充沛，温暖湿润，年平

均气温16～19℃，降雨量1400"--2000毫米，日照时数1691．1小时，无霜期280天左右。

罗源县，夏商时属扬州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西汉为冶县地，东汉为侯官地，晋

属温麻地，隋属闽县地。唐大中元年(847年)，罗源政区始从连江县析出，设罗源场。咸通

二年(861年)升场为镇。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永贞镇为县。宋天禧五年(1021

年)，永贞县改名永昌县。乾兴元年(1022年)定名罗源县。2000年全县设6镇5乡，178

个村，12个居委会，有921个自然村。2000年年终统计，全县有65445户，252771人，平均

每平方公里为245人。
I

-_一 ．

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今罗源县境已有闽族先民繁衍生息。战国时期，开始

有外来人口迁入。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国饼吞越国，越人南逃入闽，部分

迁徙罗源。三国黄初三年至咸熙二年(公元222～265年)福州典船校尉曾一度在罗源设

船屯，征船匠制造兵船，嗣后，少数船匠及其后裔留境安居。晋永嘉前10多年(290年前

后)已有中州人移居于县城周边地区，此为全省迄今发现最早的北方移民。

唐至五代时期，迁移入境的人口不断增加。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北

方出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惨状，北方大批难民南迁，其中部分人经安

徽、浙江等地进入罗源。唐末至五代时期，北方再度兵连祸结，百姓四散流亡，有部分人辗

转来罗定居，在入迁者中以跟随王潮、王审知兄弟来闽的河南光、寿两州人口为最多。除

北方移民外，唐代中期至唐末，还有部分畲族先民自闽南等地迁徙入罗。

宋代，罗源人口迅速增长，至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全县人口增至18810人。其原因

有三：一是宋元丰四年(1081年)原属连江县的招贤里五图(含今碧里乡和鉴江镇)500多

户1000余人划归罗源。二是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北方人口纷纷南逃，形成

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迁徙入罗者多为北方贫苦农民。三是，先前由王审知开通的福州甘

棠港受泥沙淤积渐失良港优势，部分货船转泊罗源港，给罗源海运业带来生机。海运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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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推动罗源的农业和以土纸、瓷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不断发展，经济的发达，吸引人流

的聚集，其时，有兴化(今莆田、仙游一带)、宁德、连江、福州、古田以及江西吉水等县的船

工、商入、工匠和农民来罗定居。

元代，战事频仍，干旱、饥荒连绵，导致人口大量下降。明代，入迁的移民剧增。主要

有三大部分：一是原居住连江、侯官以及闽西一带的畲族先民移居县境的西部和西南部山

区；二是朝廷实行军屯制度，福州右卫、建宁右卫和延平卫军的指挥使司在县境建立屯所

近20个，调派军队屯田，并规定凡屯田的军士可携妻带子，在当地繁衍后代，自洪武至永

乐间进驻罗源的屯兵及家属有100多人；三是原居境外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躲避倭寇之乱

而徙迁罗源内陆地区，入迁约40多户，100多人。此外，明万历八年(1580年)原属怀安县

辖的霍口南部一带(疑为山垅湾以南小块地区)的部分居民因行政区变动划归罗源。从以

上分析，明代罗源的人口与元代相比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因赋税按丁口科派，民间为减

轻负担，多行“隐口”；地方官吏也为倾吞赋税而隐瞒人口，所以，明代的人口总量一直没有

真实数据。

清代初期至中期，罗源人口继续发展，除本籍人口滋生外，还有逃荒的农民和漳州、泉

州、莆田、仙游、同安、长乐以及浙江一带的商人和工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全县人

口已发展至129065人(不包括流寓人口6101人)。道光九年(1829年)再度增至129843

人(不包括流寓人口5953人)。罗源山地多，耕地少的劣势开始凸现，为寻求发展，部分人

开始向台、港、澳地区以及泰国、印尼等国迁移，谋求发展。清朝末期，由于内政腐败、外强

人侵、社会动乱以及自然灾害频繁等导致人口逐渐减少。到民国25年(1936年)全县只有

114476人}比清道光九年减少1．54万人。民国26年，虽然巽屿、北山等地从连江县划归

罗源，但全县人口受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等严重影响，持续下降。至民国37年，全县只有

97962人，比民国25年又减少1．65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其中

1949---1958年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年均出生3731人，年均死亡1444人，年均

自然增加2526人。1959,--．-1961年为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出现低出生、高死亡、低增长

状态。3年间，年均出生人口2526人，年均死亡1956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4．42‰，比前

10年(1949～1958年)下降15．59个千分点。1962---,1972年因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出现

补偿性生育高峰期，平均年出生率35．37‰，年均死亡率7．05％o，年均自然增长28．36‰。

1973年后，人口发展逐渐进入低出生、低死亡、有计划增长阶段，其中1973"-"1990年平均

年出生率为18．65％o，平均年死亡率为6．45‰，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21‰。1996，--2000

年的5年中出生9049人，死亡6664人。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2．65‰之间。

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不同，使罗源人口结构产生变化。

唐代初期，罗源县境居民为汉族。中期畲族先民入迁后，县境有汉、畲两个民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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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50年代初，因工作调入等增加满族。70年代后，因婚嫁，先后有壮族、回族等民族

入居。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居民中有汉、畲、满、壮、回、藏、苗、佤等8个民族。20

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量增大，民族结构逐步呈多元化。2000年全国第五次

人口普查，全县人口中(包括流动人口)有汉、畲、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

鲜、满、侗、瑶、白、土家、佤、土、仡佬、塔吉克等20个民族。其中人口数以汉族最多，占

91．97％；畲族为次，占7．96％。

罗源历史上女少男多，这与宋代开始的轻女重男、溺弃女婴的恶习有关。清康熙五十

年(1711年)全县男性占总数的70．32％，女性只占29．68％。“五四”运动后，提倡男女平

等，反对重男轻女，人口性别严重失调的问题略有改变。民国26年(1937年)人口统计，全

县男女性别比为145．79：100。新中国成立后，严查溺弃女婴行为，历史上人口性别比严

重失调的状况得以改观。50年代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多在44"--45％之间；60年代占

45．5---．46％之间。1972年后，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继续上升。2000年统计，全县男女

性别比为111．74：100。其中青年组入口性别较为平衡，20～24岁和25--一29岁组分别为

108．99和108．32；但低年龄组性别比偏高。

罗源人口的年龄结构在不同时期均有变化。民国26年(1937年)，少年儿童系数为

28．59％，老年系数为3．95％，年龄中位数为25．8岁。接国际通用年龄类型标准划分，基

．本属于成年型；按国际通用人口再生产型标准划分，基本属于静止型。据新中国成立后的

5次人口普查资料：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为32．69％、39．51％、37．21％、30．67％、24．21％，

比重逐渐下降；老年系数分别为3．52％、3．79％、4．65％、5．8％、7．91％，比重逐渐上升。

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分别为57．26％、50．78％、50．85％、56．46％、61．29％。年

龄中位数分别为23．9岁、20．4岁、19岁、23．73岁，29．3岁。入口年龄结构已开始由成年

型步人老年型。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疫病等导致人口死亡率高。民国26年(1937年)

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不断

提高，平均寿命延长。200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69．4岁。

宋代，尤其南宋，罗源文人辈出，其中登进士榜者203人，享有“海滨邹鲁”之称。元至

清代，私垫、书院、学堂等虽有发展，但普及程度并不高。清末，废科举制度，至民国，公立、

国民学校、私立小学设置有所增加，民国31年(1942年)创办初中，但因生活贫困，入学率

低，不识字者仍占很大此例。据民国32年调查，全县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只占6岁以上人

口总量7．65％，上过私塾的只占7．83％，不识字占84．52％。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普

及程度的提高，各种文化程度人口逐年增加。2000年全县小学以上各种文化程度人口

192492人，比1964年增长448．33％，占6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由1964年30．65％上升

为87．64％。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比重由1964年的0．1％上升到1982年的0．27％，1990

年的0．49％，2000年的1．46％；高中(含中专)从1964年的1．25％上升至1982年的

4．2％，1990的5．13％，2000年的7．29％；初中从1964年的3．26％上升到1982年的

8．44％，1990年的12．31％，2000年的25．55％；小学由1964年的26．03％上升到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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