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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亚，海南岛上的明珠，中国南海之滨风光绮丽的旅游城市，亚太经济圈热点地段正在

崭露峥嵘头角的新兴旅游港城。“让三亚走向世界”——这是三亚人共同奋斗的口号，三亚

人的共同事业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三亚市早在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就序列于中国版图。其建置演变先后为：临振县、临

振郡、振州、崖州(宋)、珠崖军、吉阳军、崖州(明)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升崖州为直隶

州，领万安、陵水、昌化、感恩四县。民国元年(1912)废直隶州，设崖县。1984年5月，撤销

崖县，以崖县政区设立三亚市(县级)。1987年11月，三亚市升格为地级市。

考古工作者发现，三亚地区落笔洞内，保存着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三亚人”的化石文

物。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南部、最早的古代人类文明遗迹。

三亚地处中国南疆边陲，在古代被视为“穷荒绝岛”、“鬼门关”。但是，溯自隋、唐以来

1400年间，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从未中断。它曾是隋朝谯国冼

太夫人的“汤沐邑”；唐朝大和尚鉴真漂流登岸和传道讲经之地。唐、宋两代有7位名相、名

臣被贬来三亚。中原衣冠人物之南来，客观上在当地起了敷扬教化的作用，留下了诸多的人

文胜迹。延及宋、元、明时期，三亚的经济已有初步发展，棉纺业居全国领先地位，古代女纺

织家黄道婆早年在本地向黎族妇女学习纺织技术。这一时期还涌现了“琼州三星”之一的岭

海巨儒钟芳。

三亚位于海南岛的南端，地处热带。陆地总面积1919平方公里，是一个黎、苗、回、汉多

民族聚居的地区。1990年全市有109907户，462237人，其中汉族267081人，黎族181887

人，苗族3336人，回族6358人，壮族2007人，其他少数民族1568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44．1％。全境海岸线长209公里，实控海洋国土600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富饶，山海

风光秀丽，四季无冬，区位优越，陆、海、空交通方便，门户四通八达。可谓得天独厚，是建设

大工业、大农业以及开发现代国际旅游业和发展国内外贸易事业的理想基地。

三亚市处于西太平洋的环形线上，三亚港紧连着南中国海2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我国辽阔的南海海域，东西约900公里，南北约1900公里的范围中，分布着东沙、西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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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中沙共200余座岛、洲、礁、滩。三亚港距西沙永兴岛180海里，距南沙太平岛596海里。

当前，我国南海诸岛的后勤补给、交通、通讯联系等均以三亚为总基地。三亚与东南亚经济

起飞的温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海洋地理联系最为密切。三亚港与国际欧美航

线相距250海里，与东南亚非洲国际航线相距仅100海里。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在

考察三亚后指出：“三亚港应该而且可以建成为国际中转港。”如果说，21世纪是人类海洋世

纪的话，那么三亚的大开发大繁荣将为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驶向大海大洋提供一座优良的

依托海港；为中国经济伸入亚太经济圈形成一支灵敏的触角。三亚的这种特殊作用是其他

地方所无法代替的。三亚的开发建设在海南省以至在全中国所具有的经济战略意义．比起

它固有的国防战略地位来说更为重要，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三亚拥有2800多万亩热土，年平均温度25．4℃，年极端最高气温34．8℃；年极端最低

气温14．6℃，年积温9089．1℃。年日照2530．8小时，年雨量1400～1600毫米。适宜开发

热带农业，尤其适宜发展高科技型生态农业。60年代以来，三亚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南繁育

种基地。每年冬季制种育种面积达5万亩以上，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省市参加制种育种的

科研人员和农民技术骨干有4--5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科研天然大温室。30多年来，此

地先后育成水稻、玉米、棉花、小米、无籽西瓜、芒果等农作物优良品种150余种。驰誉世界

的三系杂交水稻就是在三亚发现不育系，并经过连续11年的试验，最终在三亚配套成功的。

此项技术推广后，17年问，中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累计24亿亩，增产稻谷达240亿公斤。

这一成果被作为我国最大的农业科研项目，向西方国家转让技术，被誉为“东方魔稻”。三亚

也是反季节瓜菜的最大基地，90年代起，年年种植冬瓜菜面积10万亩，年产量10万吨以

上，1990年高达15万吨。三亚现有可垦土地70万亩，最适宜种植橡胶、咖啡、胡椒、香茅等

热带作物；三亚市立才农场种植的胶树，以单株高产优质冠全岛。三亚有现成的畜牧基地

10万余亩；在三亚发展热带林业、水果业、牧草业、花卉业，天地极其宽广。三亚盛产槟榔、

益智、砂仁等南药。三亚有滩涂3万余亩，又拥有2万多亩适宜发展海水养殖业的水面；三

亚渔场捕捞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南海四大渔场之一，蕴藏海洋生物800余种，其

中珍贵鱼类40余种，所产鱼翅、海参、鲍鱼被誉为“崖州三珍”，而鲍鱼则列为海味八珍之首。

经济专家指出，三亚得天时地利之便，农、林、牧、副、渔五业适宜，可以建成一个世界级科研

生态型大农场。

三亚矿产资源丰富，陆地矿藏有30余种。其中，石灰石、石英石、花岗岩储量均在亿吨

以上；磷、钛、铜、铁等矿品极优，开采价值很大。三亚附近海域已勘探发现大型天然气田，距

三亚约90公里的崖13—1天然气田、蕴藏量近一千亿立方米，可开采量800亿立方米，此气

田已成功开发。海南岛天然气接收终端站就设在三亚南山港。近年在与崖13—1气田毗邻

海域又发现东方1一l和乐东15—1气田。这三大气田总储量达1800亿立方米之多，是中

国目前已探明的最大油气构造，现在，国家已决定立项全面开发。在三亚建设天然气能源工

业项目，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亚地区自然风光美丽，生态环境优良，是大自然赏赐给人类的“黄金海岸”之一，是建

设滨海旅游城市的宝地。它拥有海水、沙滩、森林(绿色)、气候、阳光、动物、温泉、岩洞、田

园、风情十大旅游资源。以三亚城为中心的旅游区，是一个半径约80公里的扇形地带，由3

个旅游圈，18个景区，116个景点组成。三亚滨海处有100多公里的风景海岸线；有14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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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综合治理优秀城。

由于三亚地区吸纳中原文化较早较多，至今尚遗留有大量的名胜古迹。较著名的有唐

代鉴真和尚登岸处、宋代开辟的海山奇观综合风景区、宋驸马墓、崖州古城、盛德堂旧第、“洗

兵亭”遗迹；明代钟芳进士故里；清代建筑的崖州孔庙、崖州还金寮、慈禧太后寿字碑；还有番

人塘伊斯兰古墓群、宁远县和临川镇旧址、沙巴大王连珠寨、玳瑁栏遗迹等。

“人间何处有天涯，四季和风四季花”，富有诗意的三亚风景区，好山好水看不赢，是一片

神妙的土地。三亚市现已规划好开发旅游业的滨海风光地段共有233．9平方公里；可直接

开发迎宾的旅游景点有57处之多。

三亚市虽然拥有历史文化悠久、自然条件优越的优势，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步太

晚。大约是明代中叶以后，朝廷奉行“海禁”政策，边海州郡偏重武备，三亚的前身崖县开始

成为海防军事重镇，明、清两代均在此地设参将署或水师署；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初年，崖县地

区大乱，兵祸连年，天灾频仍，民不聊生。当时，崖县的发展水平在广东省各县中已排人三等

县的末档，属于贫困县之列。民国15年(1926)以后，政局稍安定，崖县政府比较注重恢复农

业经济。其时，全县的甘蔗土糖业在海南岛各县中领先。县境内先后成立4个农业垦殖公

司，成为近代农业开发的一个小小雏型；并开始修公路，架电话线，办电厂，开辟日晒盐田，设

轮船公司等。此时的三亚港成为琼南重要渔盐港，有铺户400余间，盐户70户，海上航线可

通海口、广州等港口。

日军侵占崖县期间，在三亚港设立华南海军第四基地，在县西部的黄流设华南第十三航

空基地，整个崖县成为日军的大兵营。日军在实行“三光”政策大肆屠杀烧掠的同时，指定其

本国24家企业在三亚榆林一带搞“开发”。任意毁村移民，占用农地，建筑港口码头、修机

场、采铁矿、筑铁路、建立军工厂、火电厂和军用食品材料厂等。其目的在于为侵略军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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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它的前身崖

三亚市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2年，崖县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发表《琼崖

公民对西沙群岛沦亡宣言书》，揭露日本侵略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资源的罪行，反映了崖县人

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1924年在广州读书的崖县籍共产党员陈英才、麦宏恩、陈世训、黎

茂萱等人，受党的派遣多次返回崖县，成立共产党小组，发展党员，开展革命工作。在1926

年秋，成立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崖县农民协会。同年7月建立第一个党

支部——中共崖县东南支部，党员17人。1927年春，发展保平、港门、崖县中学等3个党支

部，党员发展到34人。是年，从加积仲恺农校返乡的共产党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等人

在藤桥军田村成立中共崖三区支部。不久，中共琼崖特委派李茂文为党代表，返崖县东部藤

桥地区指导工作。1927年10月，建立中共崖三区委，下辖藤桥、赤岭等17个党支部，党员

179人。12月组织藤桥武装暴动，占领国民党崖三区警察署，建立崖三区苏维埃，建立红军

补充连(独立连)。从此，共产党的队伍和革命武装、革命群众团体不断发展壮大。

1928年3月崖县党组织及武装部队进行战略退却撤出藤桥，转移到保亭营。不料时任

陵水县农军总指挥的王昭夷叛变，暗中和国民党崖县县长王呜亚勾结，捕杀崖县党员和革命

人士200多人，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组织解体。1929年初在仲田岭重建崖三区委、区苏维

埃。与此同时，建立莺歌海党支部，1931年成立中共崖西区委。是年，琼崖特委决定成立中

共陵崖县委，县委机关驻仲田岭。1932年底起，因遭受国民党陈汉光部的反复摧残，到1934

年初，陵崖县委及各区委、苏维埃政府等先后解体。1936年冬，特委派刘秋菊、林茂松来崖

县指导工作。在崖城地区建立城内、西关、拱北、水南等4个党支部，在梅山建立梅东党支

部。同年秋，琼崖特委决定重建中共崖县县委，派叶云夫任县委书记，县委驻地先在崖城，后

迁梅山。崖县县委立即着手建党建政建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中，梅山地区成为崖县党政领导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1943年5

月，成立崖感办事处。1943年9月，成立中共昌感崖联合县委，原中共崖县县委改为崖县区

委。1944年3月，崖感办事处撤销。4月昌感崖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崖县区设区署。

5月与陵水、保亭、乐东等县毗邻地区组成陵崖保乐边区，设边区工委和边区办事处，直属于

中共乐万县委。同年12月边区工委改为党委，隶属琼崖特委。1945年7月，边区撤销，设

崖乐县民主政府。1946年恢复中共崖县县委，1948年3月，崖县民主政府成立。在解放战

争中，县委、县政府组织和领导全县人民，配合琼崖纵队，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激烈的战

j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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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终于打败了盘踞在崖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1950年4月30日崖县全境解放。

五

新中国建立之初，崖县百废俱兴。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在短短的二、三

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1954年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从

1954--1984年这30年问，崖县的各项事业有着辉煌的纪录，国民经济发展很快。虽然，全

县发展经济的做法虽屡有变更，但是其总的指导方针始终离不开“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从

1952年开始，县境内大规模开发橡胶业，先后兴办5个橡胶垦殖场，要把崖县建设成天然橡

胶基地之一；1958年又大办油棕场，要把崖县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油棕基地。但是这

些国营农场，对崖县本身的主体经济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影响。1959年，崖县提出“跨海峡，

越五岭，过长江，争全国第一”的VI号。这一口号不但未能实现，反而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60年代初，曾规划把崖县三亚建成列宁格勒或雅加达式的城市，但只是停留于口号上。“文

化大革命”期间，又要求全县办成“红彤彤的五七大学校”，结果陷入空头政治的怪圈。70年

代初，各行各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结果工农业经济徘徊不前。这其问，以50年代中期，

全县的经济文化事业状况最佳。虽然，50年代末冒出来的“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

的失调，带来3年经济困难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所造成的破坏，其损

失确实难于估计。幸而，这些暂时的失误，只属于非主流的性质，并且，及时地得到改正。从

主流上看，解放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领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利除弊，

办了很多实事好事，造福于民。尤其是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例如，1954年，全县水利只有20余宗，灌溉水田26000亩；1957年新建水利达到50

余宗，灌溉水田47400余亩；1984年进一步达到102宗，有效库容1亿多立方米，灌溉水田

80932亩。1990年现有的水利设施，除福万水库、水源池、赤田水库等几大宗属新建水利工

程外，其余均是前一段经营农业县的几十年问所取得的成果。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功，推动了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促使全县农业经济的整体水平保持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全县农业总产

值，1952年为541．86万元(1952年价)，1957年为917．82万元(1957年价)，1984年为

5246．2万元(1980年价)。与农业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工业总产值也从1952年的117万

元，上升到1984年的5208万元。按统计资料分析，如果扣除物价上升的因素，在这30余年

间，全县的工业产值增加了30余倍，而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6倍多。然而，直至1984年为

止，崖县作为一个农业县份，其经济主体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巨大的变化始于1984年撤县设市。新设立的三亚市，正好迎接着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

的巨大潮流，它勇敢地面对新浪潮的冲击，乘风前进。1987年，三亚升格为地级市后更进一

步选准目标，成功地抓住历史的机遇，加快速度发展，在短时间内，全市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发

生质量上的飞跃，带来了轰动效应。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向着新型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迈

进。

1984年撤县设市至1994年为止，是三亚发展史上最关键、最难驾驭的10年；也是经济

建设成果最显著、社会发展最快的10年。这10年时间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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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县级市的3年，其特征是调整经济格局，逐步完成纯农业型经济向城市雏型经济的过渡。

第二阶段为地级市的首5年。这个时期，正式提出以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的城市经济发展

方针。这一方针，突出了当地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带来了投资开发的热潮，促进了城市的

初步繁荣。但是，工、农支柱产业未能形成，经济工作缺乏后劲。第三个阶段为地级市的后

2年。此时，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发，促进

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努力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全市农业、工业体

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商贸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果；机构改

革进展顺利；其他如流通体制改革、土地使用体制改革等均在有序有度地进行之中。市委、

市政府总结了前5年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以农、工、旅三大经济为支柱产业，而以旅游业作

为第三产业的龙头的方针。这一新制定的发展方针能够优化全市资源的配置和提高使用效

率，提高产业效益，吸引外资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以保证地区经济长期持续、快

速、健康的增长。三亚人经过7年的摸索找到了正确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一个“大规模开

发”(李鹏总理话)的局面，终于形成。

三亚升格7年所创造的奇迹，值得大书特书。据统计，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987年为

14756万元，1994年为133761万元，增加8倍多；工农业总产值1987年为13779万元，1994

年为94268万元，增加5倍多。三亚升格之前全市25万农业人El中尚有二分之一未脱贫。

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3．9元，1987年443．6元，1994年为1486．6元。是年，城镇

职工平均工资已达6308元。城乡人民生活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工业1987年产值为6770万元(1980年价)，1994年为44676万元(1990年价)。7年

来深化工业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更新改造旧设备，推广科学管理经验，积极引进资本和

技术，给全市工业体系注入了活力，初步解决了扭亏增盈中的老大难问题。同时又针对工业

产品单一、产销市场脱节等症结，对症下药，加强外引内联工作，筹集资金，建成威牌电视机

厂、三亚木材厂、花岗石材料厂、15万吨水泥生产线、三川水泥厂、海王螺旋藻加工厂和海

富、亨新两个制药厂、广宇旅游用品厂等；并先后与美、法、韩、奥、荷等国和香港地区开发合

资或独资工业项目8个，总投资达1．01亿人民币和18．3亿美元。同时，南山火电厂、南山

天然气接收终端站的建成，梅山石油化工区、梅山港一期工程、南山出IZl加工区、荔枝沟工业

开发区的勘察规划论证和开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招商引资，大上工业项目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工业战线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农业1987年总产值13779万元(1980年价)，1994年为49592万元(1990年价)。农

业的开发突出了“两高一优”的特色(高产、高效、优质)。为实现“两高一优”的目标，三亚特

地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7年之中已投人

2000万元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集中科研力量，搞成片开发。

全市以总面积达1．2万亩的妙林田洋作为成片开发的重点对象，在2年时间内系统改善田

洋的灌溉面积1．1万亩，扩大灌溉面积1000亩，扩大田洋耕地1600亩，在田洋周边建芒果

基地1000亩，造林1600亩，综合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生态环境，实行综合经营，形成了

全市科技兴农的示范基地。又以妙林、坡田、落根洋三大田洋牵头，搭配全市10余个中小田

洋，组成东、西、中三大块总面积达7万亩的水稻高产、稳产和南繁育种基地；实现了大田洋

大面积水稻生产和制种育种的连年丰收。三亚建市以来，农业开发项目成绩最著者为“两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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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菜”(水产、水果、冬季瓜菜)，全市水果产值1984年为442万元，1987年为6336万元，

1994年达14173万元之多。从1987年开始，全市一直把冬季瓜菜作为一项生产来抓；1987

年瓜菜面积50968亩，产量75938吨。产值达4700万元。水产业中，以新兴的海水养殖业发

展最快；1984年海水养殖面积20亩，1987年增至713亩，1994年达3881亩，是1987年的5

倍多，海洋资源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并产生了规模效益。农业多种经营的大发展，促使全

市农业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1984年，农业产值的构成比例，种植业占48％，其余林牧

副渔业占52％；1987年，种植业占49％，其余林牧副渔业占51％；1994年，种植业占32％，

其余林牧副渔业占68％。农业结构的改变，还表现于农业产值的商品率获得大幅度的提

高，例如1994年种植业总产值的商品率已达50％。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成果。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的投向也发生很大改变：1988年，农村劳动者从事第

一产业的有73813人，第二、三产业合计15018人，占第一产业的20％多；1994年从事第一

产业者98907人，第二、三产业合计89720人，占第一产业的90％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大批农民进城兴办商旅业和交通运输业，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也缩小了城乡之间的

差别，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农垦经济是三亚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全市有国营农场2个，土地面积

51996亩，其中，种植橡胶25012亩；1984年，国营农场增至5个，土地面积770801亩，其中

种植橡胶236707亩。其后，因调整场社关系，返还农村耕地，农场土地面积1987年减为

750575亩，而种植橡胶面积增至260207亩；1994年，土地面积再减为744035亩，种植橡胶

面积也稍减为246689亩(小部分胶园退还乡镇)。农垦系统，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9万

元(1957年价)；1984年为6968万元(1980年价)；1987年为8849万元(1980年价)；1994年

为21114万元(1990年价)。农场年产干胶，1952年为0．49吨，1984年为8605吨，1987年

为9856吨；1994年为9704吨。三亚市各国营农场40多年来向国家提供了大量天然胶，为

国家化工业做出重大贡献。体制改革之后，农场系统搞活经济，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工业项

目，经济成就很大。全市农垦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1987年为6080万元，1994年上升到

19351万元。与地方一样，各国营农场在工业、交通、水电、通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财

政、金融、社会福利事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旅游业1987年，提出建设旅游城的目标，是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39892人，其中外宾

游客29757人，旅游收入997万元，外汇收入161万元；1990年，明确提出农、工、旅三大支

柱产业的方针，以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是年，接待中外游客886211人，其中外宾游

客44576人，营业收入29636万元，旅游外汇收入3872万元。可见，实施三大支柱产业的方

针，同样可以促进旅游事业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原因：三亚市的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大大提

高，有足够的资本去改善城市的软硬环境，大抓旅游景观的开发和水电、道路、通讯、绿化等

配套设施。例如在这一期间，全市投资5000余万元开辟“天涯海角漫游区”，增设“名人雕像

园”和“天涯灯光夜景”等8个项目：引资3亿元建成18洞的日出观光高尔夫球场；投资1亿

多元建成亚龙湾中心广场和进入游区的高级公路；开辟海山奇观风景区；还开建南山佛教文

化区、寿比南山拜寿区、南田温泉旅游城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建成海洋动物园、南山别院、

藤桥观鹿园等一批新景点等等。各个大小景区，如雨后春笋，如星罗棋布，这就大大增加了

度假观光的容载量，提高了旅游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与建设新景区同步进行的优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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