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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威海市建设志》的出版是我市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健康

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令人欣喜，值得庆贺!

威海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中期即有人类聚居。威海自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设“威海

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筑城，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明、清、英租、国民政府

直辖、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多个发展时期，城市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业绩，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荣

誉，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正在成为山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一座现代化、生

态化、宜居化精品城市。

本志书循着威海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诸多领域，以及建筑

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业等诸多行业，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观点鲜明，略古详今，纲目清晰，

内容全面，文字流畅，图文并茂，内涵丰富，积淀深厚，具有重要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

参与修志的部门和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了修志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全体修志工作

人员，情系志书，一丝不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设系统团结、务

实、拼搏、奉献的优良作风。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进入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希望全市建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继往开

来，与时俱进，始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人本、生态、和谐等发展理念，精心谋划城市发

展，精心塑造城市个性，精心建设美好家园，不断推进世界人居生态精品城市取得新辉煌，继续谱

写为后世传诵的城市建设新篇章!

黧篇篇如老L威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灿V o‘、-=／
二00七年七月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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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详今略古，突出时代、地方和行业特点。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威海市中心城市建设为主，各县级市建设单设篇章予以概括性记述。

四、时间断限，上限为1398年，下限至2006年。为彰明因果，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五、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卷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卷末设附录。大

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志文部分按事以类从的原则分门别类，共设14篇，各篇分章、

节、目、子目4个层次。

六、清代和清代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后采用公元纪年。年代前未加

世纪者，均指20世纪年代。

七、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兼用部分专题调查数据及历史档案。数字用法以1996年6

月1日实施的《出版物．I：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为

准，个别数字仍保留当时的计量单位。

八、历史地名沿用原名，括注现名。“威海市”随区划变动而异：1987年6月前系指今市区，

1987年6月后含所辖县、县级市。

九、全志所用资料主要由威海市建设系统各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单位提供，部分取自历史档

案、地方志、图书报刊、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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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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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

市政府

高技区

经技区

市建委

市城建环保委

市基建委

市城管委

市城管办

市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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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处

市房管局

市城建局

市政局

市政处

市建管处

市设备物资处

市燃气热力处

市质监站

市城建档案馆

市园林处

路灯处

组织机构名称对照表

全称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建设部

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山东省建设委员会

IjJ东省建设厅

中国共产党威海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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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威海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威海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院、威海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荣成县(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荣成市建设委员会

文登县(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乳山县(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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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威海市位于IJJ东半岛最东端，地处北纬

36。41’"．-37。35’、东经121。11’～122。42’。

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北与辽东半岛相

对，东及东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相望，西

与烟台市接壤，南町山海I：连接东南亚，素有

“京津的钥匙与门户”之称，是中国币要的海

上交通枢纽和北方对外经贸的进出口和通道。

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无

严寒，夏／)已酷暑，年平均气温12℃。属胶东丘

陵地区，山、海、岛、河、泉、林俱有，海岸

线长985．9公里，自然、物产、人文、旅游资

源都比较丰富。辖荣成市、文臀市、乳山市和

环翠区，设自．国家级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而积5698平方公里，总人

口249．8：fi，其中市区面积769平方公里，人口

61．99万人。

威海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约在新

石器时代中期，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明洪

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侵扰，设立

“威海卫”，寓意“威震海疆”。明永乐元年

(1403年)，筑威海卫城，这是威海城市建设

的开端。当时卫城城垣南北长870米，东西平均

宽度632米，面积0．56平方公里，是华北军事重

镇之一。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舰队

驻泊威海卫，加强了刘公岛的设施建设。清光

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辟

为Fi由贸易港，在卫城以东沿威海湾海片线走

向兴建爱德华商埠区，面积1．3平方公里，卫城

以内仍归中国管辖。1930年lO月国民政府收回

威海卫后，设威海卫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取

消自由贸易港，拆卫城北门、东门修筑道路，

城区而积扩大到4平方公里，人U2．9万人，成

为华北与【IJ东半岛的霞婴港【J城市。1 938年3

月，曰军侵占威海卫，城市设施破坏殆尽。

1945年8月威海解放并设讧威海卫市，1951年5

月改称威海市。因地处海防要寒，凼防建设列

为重点，城市建设丰要足修复和维护被战争破

坏的道路、桥涵等。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市

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彳丁所发展，城乡格局和嘶貌

基本保持稳定。从70年代后期歼始，城市建设

逐步加快，至1978年末，建成区面积达N6平方

公里，人口3．4万人。

1980～1990年，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方针，狠抓旧城改造和环

境卫牛治理，大批旧平房变成新楼房，各项基

础设施建设也随之展开，迅速打开了城市建设

的新局面。至1990年末，建成区面积达到14．7

平方公里，人口8．8万人。

1991～1998年，按照“小、巧、秀、雅”

思路，探索和实践了城市规划建设“四十八字

方针”(碧海蓝天、红瓦绿树，矮层楼房、楼

有间隙，楼楼有别、一幢一式，因地制宜、随

坡就势，有进有出、有高自．低，淡色墙面、白

色门窗)，加快城市绿化建设和开发区建设，

塑造了山、海、城、林融为一体的城市风格。

开展了“齐鲁杯”城市“三上”活动和村镇建

设“十百千”活动，城市而貌发生很大变化。

至1998年末，建成区而积达至t]43．3平方公里，

人口28．8万人。

1998"-'2002年，贯彻“不求大、力求精、

力求佳、力求美”、“不求规模，但求精美”

的方针，加大了以“改造、配套、完善、提

高”为内容的人居环境建设，加快了市政公用

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城市建设整体上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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