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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汕头市城乡建设志》是由市建设委员会完成的一部专志。这部专

志记汕头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记述的重点是汕头市区，其次为潮

州市区和各县县城，然后是主要集镇，她的问世，填补了汕头地方志在

城乡建设方面的历史空白，这无疑是可喜之事。我们希望这部专志，能

为汕头城乡建设提供考察资料，从中获得借鉴。希望通过所记述的许

多事实，讴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讴歌智慧、勤劳的创

造潮汕历史的人民群众；讴歌八十年代汕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腾飞的

重大成就。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在了解潮汕建设历史的同时。激励人

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汕头现代化建设。更上一层楼”去拼搏、刷新记

录。

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重要物质成果，建设实绩，集社会经济、政治、意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

术之大成、潮油地区城乡建设，凝聚着潮汕人民，包括侨居海外的华侨

和港澳台同胞祖祖辈辈的智慧、心愿和血汗。几千年来的沧海变良田、

荒野成闹市，以及今天向现代化迈进的业绩，都是潮汕人民和潮汕建设

者们谱写的诗篇。这些业绩，即使倾韩、榕、练三江之水为墨，尽南、、北

二山之竹作笔，亦难以作求全的记录，这部专志的编纂者们，在经验不

足，手头资料贫乏的情况下，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

负责的强烈责任感，紧紧地依靠县(市)建委和市直城建管理部门的编

志工作组以及一百多参与编志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调查

研究，翻箱倒柜，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同时通过研讨、评稿等活动，

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在上级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过近

四年的努力，这部志书终于和读者见面。这部专志，是党的实事求是和
* l 。



群众路线的产物；是市方志办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支持的结果，也是我

市建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尤其是编纂人员的奉献精神和辛勤耕耘的

结果．由于搜集资料仍不够充分，本书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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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专志记述汕头市城乡建设历史和现状．记述重点以城镇为

主，以汕头市区为主。记述期限上限依实追溯，下限至1 987年．也有

局部内容延伸至1 988年或止于1 985年。

二、编写本专志，意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本行业的兴旺

发达服务。

三、志稿资料，主要来源于各县(市)建没委员会编志组和市建委系

统市直各单位编志组．

全局性数据。采用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文内除少数必要者

外，一般未作资料来源的注释或说明．

四、编写中，力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坚持_四项基本原则一。记述解放以来的建设时，在重大问题

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则。

五、从编写本专志的立意出发，在遵循志书特定要求的前提下，处理

主次和详略关系，同时，注意按当代概念处理专业的部类划分、次序排列

和纵横关系。
’

六、环境保护、房地产业、建材和建筑业另有专志记述，故未纳入。

七、本专志以章、节、目分层次。6章、27节、1 48个目，共36万

字。全书约4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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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汕头市居广东省东部沿海，处东经115。05'56，，至117。19'35，，，北纬

22。53'18’，至24。14 7 10"。北回归线横穿中部。地形东西极长161公里，南

北极宽148．8公里。东邻福建省的诏安县、和平县，西接惠阳地区的陆

丰县，北连梅县地区的丰顺县、大埔县，南濒浩瀚南海。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全市总面积1 0346平方公里。其中，西北山区丘陵5681．Ol平方

公里，占56．94％；中部平原和东南部沿海4454．99平方公里，占43．

06％。海岸线东超饶平县的大埕湾，西至惠来县的岐石镇华清村，全长

265．6公里。沿海海域分布2个群岛和74个小岛，岛岸线共123．7公

里。惯常统计，汕头海岸线全长为389．3公里。

汕头市现辖潮州市和饶平、澄海、南澳、潮阳、普宁、惠来、拮阳、拮

西8个县，直辖市区的安平、同平、公园、金砂、达濠、郊区等6个县级

区。汕头经济特区在汕头市区境内。1987年，全市总人I：／940．08万。其

中，有非农业人口173．02万。

汕头市区原为广东省辖汕头市。为潮汕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技术和交通、通讯中心。1987年，市区总面积245．5平方公里；总人口

78．70万。其中，有农业人口27．40万。市区建成区面积19．40平方公

里，人口50．10万。

汕头市所辖区域，惯称潮汕地区，由于南临南海，毗邻港澳的地理

环境，故与海外、国外交往较早，华侨众多，虽人口较密集，人平耕地较

少，但商业和对外贸易历来都较发达。进入80年代，执行改革、开放方

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经济特区，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待遇，城乡建

设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二)

城镇之形成与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进步发展的产

物。潮汕地区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以其面临海洋的优越地理环境j形

成了今日以汕头市区为中‘心的、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城镇布局和城乡

网络。在这布局中，历史上县城的兴起及其分布，则与政权建制和行政

区划有密切关系。 -’

在潮汕地区发掘整理的古代遗迹中，秦以前的生活遗址较多，且多

分布于山岗。诛以后的，则有不少军事遗址，尤以明、清时构筑的为多，

这些军事遗址，多分布于沿海一带或沿海通往内陆的要害处。从、已知的

建、构筑物看，唐、宋以后；桥梁、港口码头、塔、牌坊、碑记、寺庙、祠堂、

学宫等逐渐增多；城、寨、关等建构筑逐渐增多；圩集逐渐增多。这标志

着潮汕地区在唐、宋以后进入发展的飞跃阶段。 ．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的进步，在交通条件较好，作用幅射

面较广白{jr地方，逐渐形成人口较密集、行业经济较齐全的圩集、港口。除

沿驿道者舛’；主要的、也是大量的都是在沿韩江、榕江、练江、隆江、黄冈

河等江河和沿海一带。在潮汕沿海，宋以来先后兴起的就有凤岭港、樟

林港、东里港、柘林港、靖海港、神泉港、海门港和深澳港等。这些港口既

构成水上交通运输网点，又是重要集镇。在20世纪20年代末，潮汕开

始兴筑公路，使用陆上机动交通工具，不仅使原来沿驿道形成的圩集得

以继续发展，且因之而出现许多新的集镇。

据史籍记载，潮汕地区有政权建制，始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

年)平百越后置南海，设拮阳令；汉平赵陀的南越国后，于元鼎6年(公

元前1 1 1年)置拮阳县。晋时，潮汕地区政权建制开始扩展，行政区划亦

随之变动。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立义安郡，析拮阳为海阳、潮阳、海

宁、绥安4个县，今潮汕地区其时属海阳、潮阳县范围，义安郡治设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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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城即今之潮州。自此，潮汕地区从1县向多县发展，并使潮州成为

一方统治之中心，也率先发展城市建设。其时，潮州尚属沿海，潮阳县治

亦设于处于沿海的今日潮阳县铜盂之临昆山。这种选择，展现出向沿海

发展的趋势。唐元和14年(公元819年)，潮阳县县治迁至更临海域的

棉城。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在几经变动之后，重置揭阳县，辖永

宁、延德、崇义3个乡共13个都，初设县治于吉帛村(今京岗乡)，后迁

至榕江岸边的玉窖村(即今榕城)。至明代，县级政权建制加速扩展，自

明成化13年(公元1477年)至嘉靖43年(公元1564年)的87年间，先

后增置了饶平、惠来、澄海、普宁4个县，同时确定了县城。明万历4年

(公元1576年)，南澳置镇，设总兵府于深澳，由广东、福建两省共管。至

民国元年置县，设县治于后宅。至于拮西县，则为196．5年所增置，唐宋

开始形成圩集的河婆成为该县县城。

清嘉庆以后，沙汕头堀起，仅百余年的发展，便以新兴沿海城市的

姿态，日益显现其重要地位。解放后，汕头市作为广东省第2大城市，取

代潮州成为潮汕以至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入80年代，

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尤其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以后，更成为贯彻改

革、开放方针的主要依托，向东北、西南作扇形幅射，带动着小城镇和广

大农村的发展。

(三)

汕头市城乡建设，深嵌着不同社会形态的痕迹。汕头市区，代表当

代的进步，标志着潮汕地区现代化建设水平。
、

曾有“潮汕文化始于唐，盛于宋”之说，潮州集历代建设成就之大

成，有“海滨邹鲁”之称。然而，在封建社会，由民众聚居及其生产、交易

发展起来的圩集、城镇，受着剥削阶级的支配，而与广大民众及其赖于

生存的农村形成差别，唐、宋以来，尤其在明、清两朝，有着大量的寺庙、

· 3 。



祠堂、府第、大宅建设，莫不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这标志其时潮汕地区

建设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只不过这些建设为少数人占有，占人IZ／纯大多

数的劳苦大众，还是桉身于草房土屋。在城镇中，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

差别和由统治者意志所支配的特征。县城建设，在其自然形成圩集时，

与其他圩集一样，顺应自然环境''依地形、地势发展。在成为县城之后，

建设就明显地体现统治者的意志。 ．

在格局方面。核心部位，以县衙为轴心，作方格式布置，围以圆形或

椭圆形城墙，有“十字”交叉大道分通城之四门，房屋围绕县衙沿路兴

建。尔后，随着人口增多，商业发展，逐渐在城墙边发展建设，扩展城内

外之沟通。各县城都大同小异地属这种状况。汕头市区在清嘉庆年间

所形成的“老市”，亦效仿县城，作方格式布置，而后则随沙脊形状和水

上交通环境，向西南方向形成环形放射布局。

在建设内容方面。县城首位是县衙，包括主要官员的住房；其次是

学宫、寺庙。这些，均是宫办，也即以官府之权势，征役派夫去建造。此

外是沿街道四周的商铺民舍。

清朝末叶，帝国主义入侵，沙汕头在不平等条约下被开辟为通商口

岸，开始了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的建设。外国势力占地建洋行、码

头、教堂、别墅，办学校、医院，以至把持海关大权。随着其势力扩展，潮

阳、拮阳、澄海等县城乡都先后建起了不少教堂。也就在这以后潮汕地

区建筑开始使用钢筋、混凝土，建造西式楼房。

孙中山领导均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之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在挣

扎中兴起，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潮汕城乡出现建设兴旺时期，爱

国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捐资、投资热情高涨。这一时期的建设，出现有设

想地进行布局安排的情况，反映在建设内容增多，城市功能扩大。其时

汕头市政厅便制定有“市政改造计划”，具有广辟马路，发展机动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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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讲究临街建筑整齐划一，建造骑楼式的楼房，发展敝开式布局，大量

开设商业服务店铺，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兴办学校、医院等特点。汕头

市区的“四永一升平”和小公园等市区，各县城老城区如揭阳县的中山

路、西门街等老区，饶平县的丁未路，潮阳县的南门街。潮州的太平路等

等均为其时所辟建。汕头市区由于在这一时期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兴旺，

以致后来形成了“汕头市是消费城市"的概念。

4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日本入侵，市场萧条，破坏多于

建设。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

导下，汕头市城乡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有计划、有规划地进行建设，在克服困难、纠正失误、医治创

伤中发展。进入80年代，执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展开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区和各县城制定了总体规划，农

村制定了，中心村和集镇建设规划，出现城乡建设腾飞的新局面。

解放后至执行第j个五年计划前的恢复时期，主要是建设国防工

程、行政事业单位用房、部分道路和邮电、照明、供水等工程。大都是小

型的维修、扩建、改建。各级人民政府普遍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进行。第

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开始走上国家有计划的投资建设的轨道。

“一五”期间完成基建投资6762万元，生产性建设投资占80％。住宅建

设投资占1．65％。这一时期，城镇、农村、集镇建设主要是维修房屋、道

路和商业服务网点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

93．1％，城镇工业建设发展很快。汕头市钢铁厂、水泥厂、农机厂、冷冻

厂、糖厂、超声电子仪器厂、华侨瓷厂等都是这一时期所建。三年调整

时，基建投资调整了比例，在完成基建投资8626万元中，生产性投资占

90％，住宅建设投资485万元，占5．6‘2％。“文化革命"十年，是执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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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投资占60．87％。轻工业投资占7．

35％。农业投资占31．77％。这一时期，在向海要地的口号下大搞围海。

在准备打仗口号下沿海城镇大批工厂拆、迁i散、转，这时，仅汕头市区

就搬厂13家至江西省，以及海丰、陆丰、揭阳、惠来等县。“三五”期间房

屋竣工率为75．5％。“四五"期间下降为527 6％。这期间，许多古建筑、

构筑物作为“破四旧”砸毁，园林绿化、景区景点建设作为资本主义、修

正主义而拆、砍、改、丢弃。街道失管失修。许多私有房屋被挤占。1978

年以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1980年决定建立汕头经济

特区。1984国务院又同意汕头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批准汕

头经济特区扩大范围。80年代以来，汕头市城乡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

益欣欣向荣。具有明显的改革开放特征。大量的道路建设、住宅建设、

商业服务建设；大面积的新区开发和众多的对外开放加工区的辟建；建

筑物的向高层高级装饰发展；住宅分配制度向商品化转变；新区统一开

发和配套建设的实施等等。显示出在适应和促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

姿态。

建设实绩是历史发展的忠实纪录。

房屋，是城乡建设的主要组成部份，住宅在房屋中占主要比重。

1985年城镇房屋普查表明，在普查的标准时间1985年12月31日，全

市城镇房屋总建筑面积有2383．76万平方米。以用途分，有住宅

1 4048950平方米，占59％；工交仓库房4801753平方米，占20％；商业

房2520567平方米，占11％；教育、医疗、科研房1203816平方米，占

5％；文化体育娱乐房216976平方米，占1％(弱)；办公房948198平方

米，其他用房97351平方米，以建设年代分，1949年前所建有6738715

平方米，占28％；50年代所建有1234596平方米，占5％；60年代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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