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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同安县的同志经过大量细致的艰

苦工作，编辑出版了《同安县综合经济志》一书，这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工作，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我在计划战线工作了二十多年，经历和目睹了不同历史

时期计划管理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时期，我想，计划管理工作要适时转变工

作职能，尤其是要充分发挥计划管理工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

调控作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服务。同时，摆在我们

计划工作者面前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如何不断提高

我们的自身素质，当好参谋，搞好服务，是我们长期面临的

一项课题。

因此，编辑《同安县综合经济志》，不仅对现实工作有服

务功能，为各级干部总结过去，认识未来，振兴同安经济提

供借鉴，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部可信赖的读物。

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郑金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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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平衡工程。它与国民经

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有重大关系，与人民

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本志力求以历史唯物论为

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建国以来，同安县国民经济与社会事

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内部各种结构、比例的调整，各时期中

期计划的编制与执行，以及改革开放前后同安计划管理体制

的变化，并记载计划部门在综合平衡工作中所作的实事、经

验与教训等等，目的在于继往开来，资政当今，为改革开放

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服务，为经济工作者和各届人士了解同安

综合经济情况，为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关资料与借鉴。

由于时间紧促，资料有所缺失，加上编者水平有限，错

谬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编纂过程中承蒙有关部门、

领导和同志们热情指导、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同安县计划委员会《同安综合经济志》编写组

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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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同安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厦、漳、泉金三角中心。自

南朝开发，五代建县，历史悠久、人烟稠密、古称富庶之乡。

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

自然地理条件：

同安县位于东经117。54’～118。20’，北纬24。32’"-'24。54。。

东南濒海，面对金台。内陆与南安、安溪、长泰、厦门郊区

接壤。地形西北向东南倾斜。土地总面积1079平方公里，其

中：海域面积167平方公里，海岸线86公里，可开发滩涂面

积67平方公里。山地4．81万公顷。耕地2．28万公顷。1992

年末总人口数527188人，人均耕地0．64亩。

同安地处亚热带，属温湿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21℃，年均降水量1432毫米，年无霜期326天。

矿产资源：

经勘查同安县境内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产有高岭土、石

材、优质矿泉水和建筑砂等。境内有高岭土矿点52处，总储

量1亿in3。其中郭山矿属大型矿，面积1．4平方公里，储量

3847万吨，现已投产。东坑矿点为中型矿，储量526万吨。新

圩六角井、御宅、祥桥梧倡三个矿点为小型矿，储量合计700

万吨。全县有花岗岩石材矿床66处，矿种五种，为同安新兴

的板材工业提供原料。同安优质天然矿泉水贮量丰富，大同

镇碧岳山矿泉水年产量达25万吨。西源万寿山矿泉、风南东

·】 ‘



岭矿泉、三秀山石垅矿泉、新民西山矿泉业经国家鉴定，质

量优等，很有开发价值。东西溪优质建筑沙储量丰富，现已

开发利用。同安丘陵广布，红壤土层丰厚，是制陶、建材工

业的重要原料。

同安溪河密布、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表面水资源量

年均近9亿m3，可开发的地下水资源年均储量0．86亿rfl3。

1992年全县大小蓄水工程13569处，总库容47215万m3。其

中汀溪、河溪、竹坝三水库为中型水库，小型水库77个。除

了农田灌溉外，还为同安能源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1992

年全县水力发电量达3787万度。

同安县温泉众多，已发现九处，其中储量较大的有汀溪

镇坤泽温泉，水温52。C，无色、硫磺嗅、涌水量0．52升／秒，

已开发为温泉游泳池和别墅区，为中外游客服务。西源仙景

坪温泉、五显寮野温泉等六处，正在开发利用，发展养殖业

与旅游业。

农业资源：

同安历史上以农为主、工商为副，是闽南著名农业县。自

然条件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农副产品品种多、产量高，资

源丰富，蔗糖和桂圆为传统贸易商品。改革开放后，农村实

行联产承包，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已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南菜、南果、南药、桂圆、花生、对

虾、瘦肉猪的生产基地，为加工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同

安县有林业用地4．8l万公顷，森林复盖率36．6％，绿化水平

76．1％。林木总储量801 186m3，现有可伐量169601m。。

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外，同安的人文资源也有

独特的优势。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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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地少人多，劳动力资源充裕。据劳动部门1990年在

全国人口普查中调查，农村全劳力(16—35周岁)155805人，

人均耕地0．74亩。能提供转移、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力共

74786人，占全劳力48％。已转移12309人，仅占可转移劳

力的16．5％。预计到1994年农村可供转移的全劳力92500

人，在劳力数量上完全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力素质也

有保障：同安已有四镇一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其他乡镇

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1990年农村全劳力中，初中以上文化

水平占29．3％，全县中专以上学历的专门人才2929人(其中

大学本科以上542人)．劳动力素质可适应近期内经济发展的

需要。 。

同安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文明昌盛，富有可开发的旅

游资源。著名的轮山风景区和梵天古刹，是闻名海内外的旅

游景点，每日游客、香客不绝，1993年已着手重建开发。北

辰山、香山、三秀山、汀溪水库、小坪电站等游览区，也很有

开发价值。

同安是著名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人及台、港、

澳同胞达37万多人。独特的地缘、亲缘关系与共同的宗教信

仰，加上厦门市唯一辖县的优惠政策，为同安引进外资、发

展三资企业、扩展外贸创造了独特的优越条件。1992年同安

接待国外及港、澳、台游客2308人，历年累计引进外资6500

万美元，1992年投产三资企业72家，工业产值54651万元，

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0．1％(接90年不变价)。

． 同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建国前同安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工业与教育特别

薄弱。只有百余家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土布、土糖、食品、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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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等。‘中学二所，在校学生不满三百人。医院一所，病床

20张。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瘟疫不时暴发。

建国后，同安经历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运动，

“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国家计划。1957年社会

总产值达614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比1950年增长

1．1倍，其中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长85％，中

小学发展到143所(其中中学5所)，在校学生22666人(其

中中学生1886人)，比1950年增89％(其中中学增长2．46

倍)，医卫机构增至6个，卫生技术人员317人，比1950年

增长10．7倍，基本上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四大烈

性传染病。

由于同安地处前沿及政治上“左”右倾路线的干扰，“二

五”计划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同安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缓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

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对主

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以合同定购、市场议购代替统败派购，给

农村以联产承包，多种经营的自主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

安农村经济迅速由传统的自供自给产品经济模式转化为农、

工、建、运、商综合发展的商品经济模式。1985年后，又进

行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利用特区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资企业、乡

镇企业、私营企业、合营企业蓬勃兴起，遍地开花。同安经

济开始出现高速腾飞局面，1988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越农业产

值。1992年社会总产值达213978万元(1990年不变价)，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3．62倍，比1950年增长34．6

·4· ．



倍。国民收入91306万元，为1978年的3．75倍，1950年的

47．2倍。工农业总产值174169万元，为1978年的5倍，1950

年的33倍。其中工业产值109054万元，为1978年的11．6

倍，为1950年的277倍。国民经济的各种结构(所有制结构、

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等)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有效

的调整和改善，从而推进了同安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地发

展。目前，农村经联体与股份制产业纷纷涌现，农业产值的

商品率已达77．2％。工业已形成以服装、食品、饮料、纺织、

造纸、饲料加工等轻工业为主和电力、机械、建材、电子等

重工业组成的工业体系，出现国有、集体、三资、内联、私

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竞争、多轮驱动、万马奔腾的态势。

建国四十三年来，同安的科教文卫事业随着经济发展也

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四年，科技、教育被

放在突出地位，政府财政投入大幅度增加，发展迅速。1988

年统计，全县国有科研与科技开发机构4个，各种专业学术

研究社团29个，科技专业人员6816人(其中高、中级职称

763人)。获各级奖励的科研成果163项(其中国家及部奖5

项、省及厅级奖33项)。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等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6个，乡镇文化站、文化中心25个，村级

文化室、老人之家118个。全县三级文化网络已初步形成。

1992年全县各类学校已达712所(其中中学21所)，在校学

生132530人，为1978年的1．43倍，1950年的39，2倍。大、

中专统招录取1677人，为1978年的2．2倍。全县实施六年

义务教育法，其中四镇一场宣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已具规模，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准显著提高．

医卫事业已形成县级医卫防疫机构为中心、镇卫生院为枢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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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所为基础的三级医卫保健网络。1992年共有医卫防疫

机构37个，卫生技术人员1105人，实现镇镇有卫生院、村

村有医疗点，广大农村的医卫保健水平显著提高。人口控制

全面达标，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至7．03‰，人民生活明显改

善。1992年城镇居民入均生活费收入达2524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1223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664万元，比

1978年增长34倍。入均存款余额1094元，比1978年增长

28．6倍。同安城乡人民的生活已超越“温饱型”阶段，正向

“小康”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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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同安县自唐末五代建县以来，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工

商为副。明末清初．在航运、染织、榨糖、食品加工等行业

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工商发展“以

技巧贩卖为业者十之四五”，兼有滨海渔盐之利，号称“富庶

之乡”、“海滨邹鲁”。

民国以后，由于反动政府残酷统治，加上社会动荡，兵

匪交相为。害，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粮食总产在3万吨上下徘

徊，单产仅150市斤左右。1949年全县仅有私营小手工作坊

百余家，产品仅土布、土糖、米面制品、竹木小农具等，生

产力十分低下。工商萧条，文化落后，人民困苦。不少人被

迫离乡背并，远走南洋谋生。

建国后。同安县经过经济恢复、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

造与建设，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尽管受到大跃进和文革动乱

的干扰，出现过暂时的停滞，但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很快

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1992年同1978年、1950年比较，同

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高。

第一节经济实力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同安县1950年社会总产值仅

2909万元，国民收入1935万元(人均96元)，工农业总产值

．． 2678万元(人均132．88元)。预算内财政收入156．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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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相当薄弱。

经过28年的缓慢发展，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同安

县社会总产值20840万元，为1950年的7．16倍，年均递增

22％。国民收入10944万元，为1950年的5．66倍，年均递

增16．6％，工农业总产值17623万元(人均405．80元)为

1950年的6．58倍，年均递增19．9％。预算内财政收入

801．76万元，为1950年的5．12倍，年均递增14．7％。工业

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9．4％(1950年为10．9％)。工业产
值中重工业占12。2％(1950年无重工业)。改革开放前夕的

同安仍然是一个实力较薄弱的农业县。

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同安县经济腾飞，实力急速增强。

1992年同安县社会总产值达213978万元(按1990年不变

价，下同)。按可比价格比较，为1978年的4．1倍，为1950

年的35．7倍。国民生产总值107645万元，为1978年的3．6

倍，年均递增18．6％。为1950年的67倍。国民收入91306

万元(人均1732元)，为1978年的4．98倍，年均递增

28．4％，为1950年的47．2倍。工农业总产值174169万元

(人均3303．4元)，为1978年的5倍，年均递增28．6％，为

1950年的33倍。其中工业产值109054万元(1990年不变

价)，为1978年的11．6倍，年均递增75．7％，为1950年的

277倍。工业产值为农业产值的1．69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2．6％。预算内财政收入7232．9万元，为1978年的10．3倍，

年均递增66．4％，为1950年的52．6倍。今日的同安，已跨

入工业县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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