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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惠州古称循州、祯州，有1400年的建城历史。《惠州城市建设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惠州从公元1840年至1987年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西湖建设、园林

绿化、环境保护、环境卫生，房地产管理、建筑业等八个方面的变迁和发展过程，这是惠州

城市建设的缩影，将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为后人了解惠州、建设惠：}-}I提供了宝贵的史

料。 ．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惠州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先后于1987年和1991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城市规划先进单位。惠州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建设，已

从宋代的0．5平方公里，建国初期的1．6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近15平方公里，市容市貌日新

月异。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惠州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成功地引进了国外高

科技技术，直接溶入全球经济链，经济迅猛发展。按可比口径计算，惠州1990年的国民经济

指标与1987年相比，有十项实现翻一番以上。1991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珠江三角

洲的大多数明星城市。这种强大的经济发展冲劲，被理论界称为“惠州现象"。惠州经济的

崛起，促使城市规划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目前正按省政府的要求，确立“大城市、高标

准，现代化"的规划指导思想，在2010年前后，把“惠州——大亚湾"建设成超百万人口的城

市。现在惠州的各项工作正按这个目标全面展开，广大建设者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正在谱

写着建设新篇章，我们满怀信心，二十年后的惠州将更为世人瞩目·

惠州市副市长 庄礼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一)



凡 例

一、收录范围

1、收录时间上至公元1840年，下至1987年。但在纵写追溯某一事物的沿革时，则超出

清代。大事记亦记载到1990年底。

2，本书主要收录惠州市内城市建设方面的资料，对于郊区五镇只收录规划部分。

3，本书重点写1987年惠州市建委管辖的城市规划、市政公用事业建设、西湖建设、园

林绿化、房产、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建筑业等。

4、建筑业只限于惠州市辖企业，不含惠阳地区在惠企业。

二、历史年代的表示方法

l、本书所用的历史朝代称号，沿用通称如隋、唐、宋、元、明，清。

2，古代纪年用帝王年号，附注公元年号。民国纪年亦附注公元。反之，用公元年号的

则夹注帝王年号。

三、本书以记叙文体写成，但在概述和小序中兼有议论。

四、专用名词和术语

1、地名称呼，写历史沿用古称，写现状用现称。

2、企事业单位称谓，写历史沿用原称，写现状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夹注简称，此后用

简称。

3、书中出现的“今"、“现今”、“至今’’，均系指1987年。

4、书中出现的“解放前"、“解放后’’一语是指1949年10月151日惠州解放前后的时

间。

5、关于计量单位，写历史照原文录，除此用公制。

五、本书按城市建设专业性质的分类，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共分八篇，22章，86节，附

录7条，计约20万字，插图3l幅，彩照17帧。

六、书中所用的民国以前的历史资料，大多出自《惠州府志》(光绪版)，《惠州西湖

志》(吴骞、张友仁)，《惠州文物志》(邹永祥)等，书内不另加注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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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州建皋J"111’●“，-lK。p

概 述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东、南、西三面与惠阳县相邻，北面与博

罗县接壤，距广州155公里，离深圳80公里。金市总面积419平方公里。1987年城区建成面积

13平方公里，人口19．95万人。是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党政机关所在地，是东江流域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惠州史称循州，祯州。

吴末帝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惠州地区设欣乐县， “归善县本欣乐城"(归善即惠

阳县)，依此惠州建城有1723年历史。至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在惠州设循州总管府，治所

在涂山，即今中山公圆，依这一年代计起，惠州建城有1397年历史。

早在公元前一万年新石器时代，惠州地区有人类活动，时属百越地。

战国时(公元前220年)惠州为“缚娄”小围。

秦汉时属南海郡博罗县，县治置于梁化。

西晋吴末帝甘露元年(265)为南海郡欣乐县。
。

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为梁化郡欣乐县。

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为梁化郡归善县，县治置于自鹤峰下。

隋开皇十一年(591)立循州总管府，府治设于椽山，辖归善、博罗、河源(休吉)、

新丰，兴宁，海丰。从此确立了惠州在东江流域的中心地位。

唐代仍为循州，其间曾改为海丰郡(742—757)，辖归善、博罗(罗阳)、海丰(安陆)、

河源(i体吉、．石城)，兴宁(齐昌)，雷乡(龙川)。 一

南汉乾亨元年(917)改循州为祯州。

北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为避太子赵祯讳，·改祯为惠，j于是自始有惠州之称并沿用

至今。宋代惠州辖归善，t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雷江)0兴宁，长乐(五华)等七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置惠州路，辖县不变。

明洪武元年(1368)称惠州府，仍管辖归善等七县。明正德十四年(1519)落辖和平

县。髓隆庆元年(】567、增辖永安县(紫金)。明崇祯三年(1630)增辖长宁县(新丰)。

明崇祯六年(1633)增辖连平州。至此惠州府共辖十县一州。√，， ．．

清雍正九年(1804)，惠州魔又增辖陆丰县；，雍正十≯年卜长乐、兴宁改属嘉应州。至



此惠州府管辖九县一州，直至清末。

民国元年改归善县为惠阳县。

民国3年(1914)6月，广东设六道，惠州为潮循道，9年废。

民国21年(1932)将府城改为鹅岭镇，县城改为鹤峰镇。

民国25年(1936)6月，广东设九个行政督察区，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在惠州，

辖惠阳、博罗、海丰、陆丰、河源、紫金、新丰、龙f--JA县。

民国36年(1947)7月，广东分十一个区，惠州为第五行政督察区，辖惠阳，博罗、海

丰，河源、紫金，龙门七县。

民国37年(1948)，将鹅岭镇改为府城镇，鹤峰镇改为县城镇。

民国38年(1949)5月1日，广东分十五个区，第二绥靖专员公署驻惠州，辖惠阳，东

莞、中山、宝安、。博罗五县。

1949年10月15日惠州解放。12月在惠州设东江专员公署，辖惠阳，博罗、增城、紫金、

紫金、河源、连平，龙川、和平、海丰、陆丰等十一县。同时将府城镇、县城镇合并为惠州

镇。

1952年12月，撤东江专区，惠阳隶属粤东行政公署，行署驻潮安。

1956年1月4日，成立惠阳专区，辖惠阳、博罗、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紫金、海

丰，陆丰、宝安、东莞、增城、龙门十三县。

1958年4月8日，设立惠州市。1lYJ22日改为惠州人民公社(区级)。

1959年3月20日，撤销惠阳专区，惠州划归广州管辖，年底又划归佛l工I专区。

1559年5月恢复惠州镇。

1963年7月3日，恢复惠阳专区，辖惠阳，博罗、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紫金、宝

安、东莞、增城、龙门十一县。

1964年10月31 IEl，恢复惠州市。

1968年1月成立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

1970年10月，改为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辖惠州市、惠阳，博罗、河源，连平，龙川，

龙门，宝安，东莞、增城、龙门、惠东等县。

1980年1月，改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为惠阳地区行政公署，所辖县除龙门、增城划出

外，其它县不变。

1983年12月22日增辖海丰陆丰两县。

1988年1月7日，改惠阳地区为惠州市，原惠州市改称惠城区．

=，惠州城建机构

民国前城市建设建制不明。

民国17年(1928)，惠阳县成立曩改良街道委员会"·

2



民国18年(1929)，惠阳县府设建设局。

民国23年(1934)，惠阳县成立地方建设委员会。

民国26年(1937)，惠阳县府裁局置科，营建业由第四科掌管。

民国36年(1947)，成立惠阳县建设委员会，内设建设科专管城市建设业。

1951年成立惠州镇市政建设委员会，内设建设科，专管城市道路，下水道、民房、桥

梁、码头建设与维修。

1952,年改科为股，一直延至1957年。

1958年升格为建设局。

1969年撤销建设局，至1970年城建工作归惠州市农林水革命委员会管理。后于1971年至

1972年成立惠州市城市建设革命委员会。

1973年恢复城市建设局。次年改为惠州市基本建设局，延续至1980年。

1981年恢复城市建设局，隶属于基本建设委员会。

1984年7月，7撤销建设局和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惠州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内

设规划办公室、公用事业科等。

1986年2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与西湖建设委员会合并，成立惠州市建设委员

会，辖规划局、公用事业局、西湖风景区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旅游管理局、环境保护

局、国土局、建筑设计室、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等。

1988年增辖环境卫生管理局。

190,,年7月21日，市政府成立水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划归建设委员会管理。

1988年1月7目，惠阳地区建委改为惠州市建委。同年3月原惠州市建委改为惠城区建

委，原惠州市建委管辖的规划局、公用事业局、西湖风景区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环境保

护局戈Ij归惠州市建委管辖，国土局归口惠州市农委o(详见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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