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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防空分为国土防空、野战防空和人民防空。人民防空，主

要指城市防空。本志记述厦门市自1936年至1990年，这54

年间，防空事业的发展过程。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厦门市区人民防空工作的历史与现状。记录下这段历史，

力求反映它的全貌及其经验与教训，给今后人防建设以借鉴，

这是我们编志组的责任所在。 ．．

《厦门市人民防空志》编写组，于1989年7月组成，由于

缺乏经验，倍多艰辛。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编写任务。

全书约9万多字。内容分为组织机构、组织指挥、防护工程、通

信警报、宣传教育共5章。后为附录， 收录厦门市有关

防空工作的重要文件、原始资料和大事纪。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厦门市方志办的指导和帮助，并

在厦门档案馆、厦大图书馆、海澄档案馆、集美学校党史征集

办的大力支持下，收集到大量档案资料和部分当事人或自古
以来者的口碑。经过筛选、考辩．然后着手编写，反复征求意

见，前后数易其稿，始告成书。可以说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运用志书体例结构成书。坚持以

叙述为主，叙而不议，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尊重历史事实，力求

客观地反映厦门市不同历史时期防空事业的发展变化过程。

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谬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厦门市人民防空志》编写组

1992年6月



凡 ． 例

一、编辑本志旨在为人民防空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历史资

料，以资借鉴和规戒；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革命传统和国防教育，增强防卫意识；同时也为本省人民防

空工作，积累和保存一批有用的资料。

二、全志由《福建省人民防空志》、《福州市人民防空

志》、《厦门市人民防空志》、《漳州市人民防空志》、《泉州市

人民防空志》、《三明市人民防空志》、《南平市人民防空志》等

七册组成，各册一般先按专业结构设章立节，后各循时序记

r述发展的历史直至现状。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移i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上限上溯至民国时期，下限到1989年，个别的

记到该内容结束止。

五、本志历史纪年，凡民国时期的，标示民国年份，括

弧内注公元纪年；1 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对政权机构、官职、社会团体、地名，均以当

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旧地名均加括弧注明今地名，乡、

村地名则冠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

之词。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

名称过长，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

以便再用。
’



七、本志一律用规范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八、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个单位1987年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规范。

九、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

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

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民国时期使用

的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

十、本志资料来源较广泛，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

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下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厦门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金门、台湾隔海相望。全

市由思职、开元、湖里、鼓浪屿、集美、杏林7个区和同安

县组成。面积1516平方公里，人口114．11万人(1990年统

计)。厦门岛、鼓浪屿为经济特区，特区面积131平方公里，

人口62．6万人(1990年统计)。是国家二类重点人防城市。

厦门是天然良港，海上交通比较发达。空中航线可直抵

国内及东南亚一些主要城市。陆上有鹰厦铁路和公路网向内

地辐射。是我国对外贸易之重要口岸和著名旅游城市。1990

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计68．05亿元。 ．

厦门自宋朝侑三年(公元1056舒．，驻兵设防以来，逐渐

成为海防重地。史书记载，厦门乃”漳泉之咽喉"．“闽海之．

门户”，并认为“先丽其咽喉，方可安其心愎”，显见有重要

战略地位，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厦门人民．在这里曾与倭寇

战．与衙兰和英国殖民差义者战，与n木侵略者战}曾屡挫

外强，也曾饱受屈辱。1842年，清政时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厦门作为“五口通

、商”港口之一，被迫打开了门户。1902年清政府又与英美等

13国签订了《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使鼓浪屿沦为洋人的天·

下。1938年s月，日本侵略者悍然侵占厦门岛，实行了长达

7年零3个月的法西斯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厦门市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

中。首当其冲。经历了轰炸与反轰炸、炮击与反炮击、骚扰

与反骚扰的长期复杂的斗争。进入8p年代后．厦门作为全国



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她对发展我

国经济，巩固海防，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突出的战略地

位。

飞机的出现，把人类带进了新的文明领域，同时也使战

争变得更加残酷。在厦门市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自抗日战争

初期起，先后遭受了日军飞机、盟军(美军)飞机和国民党

军飞机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生空袭153次，其中日

军飞机和国民党飞机投向厦门市的炸弹就达700余枚，炸死

炸伤居民420人，毁坏民房18座又265间。

民国26年(1937年’'9月3日，集估于金(门)厦

(门)海域的日本海军。首次派飞机轰炸了古老的湖里山炮台

和居民区斗西路、硼王巷一带．炸死炸伤居民9人，毁坏房屋

22间。直至民国31年(1942年)2月，El军飞机共对厦门市

(包括同安、粜美、海沧)进行55次轰炸，出动飞机99架次

～缺28次统计)，投弹257枚(缺3次统计)，死伤居民82人，

毁坏民房1lo间。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从1944年夏季起．

盟军(美军)飞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同时，对

日军侵占下的厦门岛进行了10余次轰炸，使侵厦日军的主要

军事设施和海、空力量基本损失殆尽。在盟军(美军)飞机。

’的空袭中，特别是对码头和市中心的轰炸，也造成了许多居

民的伤亡。
’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闽南，进逼厦门。国

民党军为阻滞解放军渡海作战，掩护其向金、台撤逃，多次

派机轰炸同安县刘五店至集美以北沿海，炸毁大批民船，死

伤船民多人。国民党军逃台后，又频繁派机轰炸厦门市，自



1949年底至1955年初，对厦门市的轰炸共达87次，出动飞

机254架次(缺10次统计)，投弹443枚(缺9次统计)，炸

死炸伤居民338人(缺11次统计)，毁坏民房17座又155间。

1949年儿月12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集美学村，黄宗翔等

8名师生及村民21人罹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1月23 El向报界发表谈话，痛

斥暴行。1955年1月19日，国民党军飞机空袭厦门内港“颖

海号’’客轮，一次造成死亡62人，受伤19人，共81人之多。

除上述轰炸外，国民党军还不断派机骚扰厦门市上空及附近

海域，从1950年6月至1957年共达3397架次。 ．

厦门市防空事业，自民国25年(1936年)11月，中国

青年会全国协会发起“全国防空巡回展览”在厦门展出起，至

今已经历了54年的发展历史。
’

民国时期的厦门市防空，可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初期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舰只

不断巡弋于厦门海域，并于9月3日首次派机空袭厦门，激

起了厦门人民的无比愤慨。在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

的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各阶层民众“不愿做

亡国奴"的怒吼声中，厦门市防空委员会于9月4日宣告成

立，开始部署防空，当局分析了厦门形势，认为日军进犯已

迫在眉睫，强调防空与城防的统一指挥。规定市防空委员会

主任委员由厦门警备司令部委派长官担任。具体组织实施由

市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共同负责。将市区按东区、西区、南

区、北区及市郊禾山区划分为五个防空区。各防空区分别组

建消防、救护、工务、警备等防空专业队|[五，除禾山区外，统



’

辖于市防空委员会，下设各防空专业总队。同时标勘了市区／

坚固建筑物地下室，发动民众挖掘防空壕洞，构筑避弹墙等／

共322处，可容纳1．92万人，约占当时市区总入口10％强。．}一

建立了防空哨网．实施对空直接观察报警。先后颁布了警报．

信号规定和灯火管制办法，这些措施在日机多次轰炸中，．发!

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当局消极抗战思想指导下，未能充分动

员民众，防空设备又极其简陋。往往待警报发出，敌机就已

临空，在日机的残酷轰炸下，市民“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一，

蒙受了巨大损失。

从民国厦门防空委员会成立至后来日军侵占全岛，历时

仅8个多月。
’

二、日军侵占厦门期间

日军侵占厦门期间的防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厦门强

化法西斯统治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日军侵占厦门初期，在沿

海拥有海空优势。对城市防空未作专门部署。1941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夕，侵厦日军大部分海空兵力外调．同年12月9

日，始由侵厦日本海军根据地队本部(原侵厦日本海军陆战

队)宣布厦门处于战时防空状态，发布了实行灯火管制等告

示。同时积极培植汉奸势力，强化法西斯统治，如规定日伪

‘‘厦门决战生活联盟”．其宗旨之一为“严密市区防空之设

备"等。1944年8月8日，盟军飞机首次空袭厦门，尔后又
‘

进行了多次轰炸。市区防空主要依靠日伪厦门特别市警察厅 。

及警防团和“留居民会”组织之“保卫团’’(目籍入组成保卫

一团，日籍台湾人组成保卫二团)等，在美机空袭时负责监

督疏散，维护交通，管制灯火。市民唯有听天由命。 ，

从厦门j2瞄釜日本投降历时七年零三个月。

三、抗f’战争胜利舌
‘

侵厦日军投降后，当时厦门市政府指定工务局，将遗留



的防空设施作为“敌伪财产一加以接收。工务局于1945年n

月开始“妥筹利用"防空工事，几乎将工事砖石、木料折除

r空。其时已无防空可言。1947年3月，国民党军方通报：元

橱十四及十五日，“苏北沭阳、宿迁她西国军曾遭不明标志及

涂有镰刀斧头标志飞机各一架投弹扫射"后，，注(1)，厦门

市政府曾先后奉命调整防空哨、队，增设对空情报收集站。

1947年下半年又成立了市防护团。不久，均因编制、设备及

薪饷待遇问题，相继瘫痪，形同虚设。1949年6月，国民党

福建省政府、省民防司令部以譬时局重心南移玎，令厦门市恢

复了原防空监视队建制，同年9月，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急令

市警察局“于文到五日内拟定市区防空计划力，注(2)，同时

宣布再次成立市“防护团”。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厦门岛，

警察局拟就的防空计划遂胎死腹中。 ，

，

’

(四)

1949年lo月，在中共厦门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军事部门

的领导下，厦门市人民防空事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

1949年底至1955年初，国民党军飞机频繁空袭期间，全市展

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轰炸斗争”。1954年著名的“9·3炮

战”后，防空逐渐与防炮相结合，又进行了持久的“反炮击

斗争”。当时全国已进入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共

厦门市委、市人民代表大会，鉴于厦门的形势，仍然决定全

市以战备和防空防炮为中心。全市各级人防指挥机构、各防

空专业队伍和全市人民，英勇抗击敌空、炮袭击，在斗争中

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各项人防战备工作也在斗争中得

到不断充实与加强。

一、建立了防空组织指挥体系

． 自1950年3月建立市、区(县)和基层(街道、机关、



企事业、大专院校)三级防空指挥机构以来，各级均制定有

防空计划或预案。通过反空袭斗争的实际考验和多次全市性’

演习或单项检验性演练，不断修订充实。市人民防空委员含

总结了多年来反空袭斗争的经验．于1984年9月按照现代战
争要求，初步制定了《厦门市防空袭预案》，包括基本方案及

各项保障计划。为保证稳定、有效指挥，建设了市、区两级

基本指挥所和预备指挥所。并建立了市、区(县)、基层三级

防空专业队伍，包括消防、救护、抢修、防化、通信、治安、

运输等7个专业队。对空射击队伍则与民兵组织合一，对空

射击计划由人民武装部门制定与实施。

． 二、建设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地下防护工程

40年来，人防工程建设，认真贯彻了。长期准备，重点

建设’’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

人防战备建设方针。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任务，采取依

靠群众．动员群众的方法，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结合

城市建设和规划进行人防工程建设。在1969年至1979年的

十年间，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群

众性开挖的基础上逐步转向专业队施工，完成了大部分工程

的构筑任务。至1990年底．全市共修建各类人防工事包括群

藏工事、疏散干道、连接通道和指挥通信、供电、供水、物

’资贮存及射击工事共22万多平方米，按战时留城入口，人均

超过一平方米。初步做到平地和山地连通，人防和城防结合。
。 成片连网，能藏能打能机动。

’

在现有人防工程中，按平战结合要求，已开发利用的有
’

物资贮存、工业生产、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和地下通道40多

个项目，共6万多平方米，占工程总量近三分之一。安排就

业人员400余人，年产值或营业额千余万元，利润80余万元。

这些项目，在改善人防工程建设布局，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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