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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经济管理

第一章 计划统计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

一、计划体制

民国及以前，同安无任何经济计划管理机构，经济活动全由市场调节。

解放初期，同安仍未成立专门计划工作机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分别由县政府有关科

室负责。1954年2月，正式成立同安县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县计划管理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机构瘫痪。1968年9月起，计划工作先后归县革命委员会属

下的生产指挥组、财政计划组、计划组、计划委员会负责。1980年12月，县革委会计委改

名同安县计划委员会。

1953～1978年间，同安县计划工作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体制，即“统一计划，分

级管理”模式。国家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购销下达指标，县计委必须以行政手段督促

完成。1979年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依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

原则，逐步缩减上级计委的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对三类农副产品

的蔬、果不再下达指标。1985年起，对粮、油、猪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合同定购代替传统的

统购派购。对20多种重要农副产品和地产工业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对所有三类小商品

的产销则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基建投资由地方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给予县计委

100万元以下自筹资金项目的审批立项权。县计委的职能由过去的行政管理、微观控制转化

为以经济杠杆宏观调控、微观协调服务。1992年起，上级计委不再下达任何指令性计划，

全县计划编制与管理完全由县计委自主。

二、计划编制

1954～1978年县计委依据上级下达的各项指令性指标，依据各时期的方针、政策，结

合各部门提出的计划草案，综合平衡，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重点编制年度计划，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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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中期计划(即五年计划)。计划内容主要是工农业生产的产值产量指标，具体为：工业

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粮油麻蔗果菜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单产总产、造林面积、生猪牛

羊家禽的年底存栏数、水产品产量等指标，并提出指导思想和实现措施。五年计划还涉及人

口、商业、运输、基建投资、科教文卫、财政收入等指标。1979年后，经济计划的编制改

变为以五年计划为主，年度计划与长期规划为辅(长期规划有1979年11月编制的《同安县

1979--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规划》和1993年编制的《同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

规划》)。计划范围由过去只重工农业生产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各部门。1992

年起，对工业计划的编制进行重大改革，淡化了传统的产值观念，转向注重经济效益。增加

“工业增加值”、“工业产销率”、“成本税利率”、“综合能耗降低率”等效益指标，作为工业
评估的主要指标。

三、计划检查

50～70年代，县计委通过行政渠道以年度指标为中心，对各经济生产部门的计划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农业生产按春收、夏收、秋收三季产量统计、检查，工交、商业、财

政、金融按季度统计检查，重点基建计划工程逐月检查，一般基建项目按季检查，物资供应

计划分半年、全年两次检查，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年终汇总检查。全县计划综合进度分季

度、半年检查和年终全面汇总检查。检查办法主要依据统计报表、会计报表、业务报表、实

地调查材料和各系统、单位半年及年终总结对照计划指标，检查完成计划的实绩和措施。凡

措施得力、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部门、单位，上报县政府给予表扬奖励。凡因主观原

因未完成计划的，必须书面检查，总结教训，上报县委县政府，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乃至

处分。

1979年后，随着计划体制的改革，县计委对计划的检查监督主要依靠经济杠杆和市场

供需进行宏观调控、微观协调和信息服务。评估由过去的只重产值产量实绩转变为主要评估

市场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机制改革。

四、计划物资管理

1960年前，计划物资由相关各科局、系统管理经营。1961年县物资局成立后，对计划

物资实行统一调配，主要经营上级计划统配物资和地产生产资料，主要有钢材、有色金属、

机电、轻工产品、建材等五大类近千种物资。至1984年，物资供应一直以计划调配为主，

由列入计划调配的单位申报计划，县计委汇总上报，上级计委与物资部门综合平衡后，审批

下达指标，由县物资局归1：3调运，按计划价格供应。1984年后，改指令性计划调配为计划

分配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物资供应制度(即“双轨制”)，并逐步减少计划调配的物资品类，

扩大市场调节供应品类。
’

1991年起，实行计划内外物资价格“并轨”改革，通过市场调查和价格杠杆调节供需，

物资供应走上市场调节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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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规统计

第二节统计管理

民国时期，同安县已开展对人口、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银行、税收、征兵、田赋

等项目的年度常规统计。民国初期由县政府会计室负责。民国32年(1943年)设县府统计

室。民国36年，县直各机关、乡镇公所均设兼职统计人员，负责本单位的年度常规统计。

解放初期，统计工作由县政府秘书室负责，各经济部门及区乡政府均设专(兼)职统计

员。统计工作以一次性调查估算为主。1953年6月成立县政府统计科，并初步建立集中统

一的统计管理制度。统一印制农业、工业、交通邮电、文教、卫生、金融、商业、基建、财

政、劳动工资等统计报表，依规定项目统计填报。核心工作是统计填报各年度计划中工农业

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则全面统计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指标的

完成情况。1958年8月起常规统计工作归县计划委员会负责。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下放部分统计管理权限，强调“群众调查为主、报

表为辅”的统计方法，受当时浮夸风影响，统计数字严重失实。1960年，县委、县政府指

示，强调实事求是，规定重要农副产品统计数字必先经过当地党委审查认可后方能上报，并

严格统计资料的审批制度。同年5月，贯彻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大归口、大统一”的指示，

逐渐收权。1963年1月正式成立同安县统计局，全县共有392个统计单位负责常规统计。

“文化大革命”期间，统计制度被作为“管、卡、压”受冲击而瘫痪。1968年9月起，

统计工作归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财计组负责。1975年11月起，归县革委会计划委员会负

责，各机关企业、公社逐渐恢复常规统计工作。1978年6月恢复县统计局。1988年起各乡

镇均成立统计站。初步形成严密的统计工作网络。

1985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初步改革统计制度，在科学化、系统化方面取

得进展。新的统计报表增加了“三资”、乡镇、个体经济项目指标、外贸指标、工农业生产

的效益指标、人口及各项社会事业指标、经济综合平衡指标及城乡居民生活抽样调查指标

等，并采用计算机分析汇总管理。

三、统计调查

(一)综合统计

1953年起，每年必由统计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工农业产值进行统计。此外，

对财政金融、商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交通邮电、科教文卫等资料也进行统计。1978

年起，每年编制同安县《统计年鉴》。至1996年，综合统计工作不变。

(二)专项普查

1．t人口普查

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同安县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先后进行了4次人

口普查。

普查结果详见本志卷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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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普查

1950年3月，依据中央决定，对全县国营工业、私营工业及个体手工业进行首次全面

普查。普查报表现已遗失无考。

1986年进行第二次工业普查。主要对1985年工业产、供、销及人财物等进行普查，以

反映工业生产的基本状况。重点反映工业装备的技术状况、经济效益、工业内部结构和职工

状况。1995年进行第三次工业普查，以查清工业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技

术经济结构状况为目的，为实施中长期工业发展规划，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决策依

据。后两次普查均编制专册。

(三)抽样调查

1．农业产量抽样调查

1982年，同安被列为全省16个晚稻产量抽样调查县之一，按省方案，抽中莲花、新民

等7个公社21个生产队212个地块，割取样本1280个，推算当年晚稻平均亩产为362公

斤，总产为58644吨。

1984年，同安作为全省地瓜产量抽查县之一，抽查5个乡镇8个村24个队240个地块

实收实测，推算出全县中晚季地瓜种植面积143361亩，单产折粮319．5公斤，总产折粮

45804吨。

1984年6月，县统计局成立农调队，按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业产量抽样调查网点抽

选方案》，以粮食亩产为标志，由低到高顺次排队，以对称等距抽样法，确定云埔、祥桥等

12个村36个村民小组为固定调查点，按地块单产排队各抽取12个样本地块实割实测。该

套抽查点连续使用至1989年。

1990年，改革农调工作。农业产量与农村住户调查同一网点，按省定方案，以人均收

入、粮食产量、面积为参数，利用计算机抽选出澳溪、四口圳等14个村为固定抽查网点。

表20一．2

若千年份农业产量抽样调查情况表

年份 产品名称． 村民小组 地 块 样 本 标准亩产(公斤)

1982 中晚稻 21 212 1280 357．9

早稻 53 180 1653 334．73

1986

中晚稻 49 165 1545 325．72

早稻 210 1776 356．1

1990

晚稻 210 1840 355．O

早稻 210 2025 387．9

1992

晚稻 210 2100 367．6

1996 早晚稻 10村 150 1500 396．76

2．农村住户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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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内容有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支出、储蓄、食品消费量、耐用品拥

有量及住房情况等。1983年起开始抽查，统计数据列入《统计年鉴》。

表20_-3

若干年份农村住户住房调查情况表

■≯名 1983 1985 1988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人均私房使用

面积(平方米)
18．84 18．34 20．71 26．36 29．99 31．30 32．06 37．17 35．31

每户私房

价值(万元)
0．54 O．62 O．728 1．58 2 2．06 2．03 2．5 2．8

若干年份70户农民家庭现金收支情况表

表20--4 单位：元

■了心墨 1983 1988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年人均现金收入 414，24 1016．62 1827．62 1940．69 3159．32 4463．29 5237．05

年人均现金支出 481．56 963．97 1820．85 1574．65 3038．84 4345．55 4941．85

一、生产费用支出 91．20 251．55 511．30 442．30 1166．10 1560．21 1513．61

1．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90．20 248．75 495。15 421．56 565．47 1492．44 1388．13

2．购置生产用固定资产

支出
1．00 2．踟 16．15 20．74 600．63 67．77 125．48

二、缴纳税款 4．翻 8．51 15．38 17．71 25．91 32．69 42．07

三、上交集体承包款 O 1．81 41．45 0．52 0．74 6．36

四、集体提留和摊派 O．50 1．20 0．19 1．44

五、生活费用支出 315．13 544．86 992．39 965．07 1466．80 2189．46 2520．21

1．食品 143．27 275．1(3 373．18 399，48 529．70 1004．70 1058．07

2．衣着 30．13 41．22 48．18 62．28 80．43 106．48 117．33

3．居住 84．16 129．16 250．64 118．71 315．18 326．35 502．02

4．家庭设备用品 49．98 66．60 217．00 89．28 84．86 157．47 176．95

5．其他支出 7．59 32．78 103．39 295．32 456．63 594．46 665．84

六、其他非借贷性支出 22．加 26．O 73．90 66．79 120．23 338．50 380．28

七、储蓄借贷性支出 48．19 131．24 186．43 81．76 257．86 224．50 477．88

期末手存现金 9．87 144．16 244．02 704．75 858．65 672．95 1030．21

期末存款余额 112．56 193．09 335．07 308．95 502．90 1113。87 1314．10

注：1．其他支出指：医疗保建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同安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统计：1958年39．87元，1965年69．46元，1978年

100。88元，1983年329．17元，1988年751．52元，1992年1223．60元，1993～

1996年依次为1526元、1829元、2353．33元、2813．15元。



第一章计划统计管理 787

若干年份同安百户农民家庭月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及百户耐用品拥有量统计表

表2¨
＼＼牵 1983 1988 1992 1996项＼＼份

目 ＼
粮食(公斤) 23．4 17．44 17．98 14．91

油脂(公斤) 0．31 0．57 0．69 O．83

蔬菜(公斤) 6．07 7．83 6．98 5．02

猪肉(公斤) 0．95 O．89 1．20 1．64

家禽(公斤) 0．11 0．20 0．46 0．48

蛋品(公斤) 0．12 O．12 0．32 O．2l

水产品(公斤) 0．49 0．33 0．63 1．10

食糖(公斤) O．41 0．40 0．49 0．49

酒(公斤) 0．18 O．30 0．78 1．40

卷烟(盒) 3．53 3．78 3．34

茶叶(公斤) 0．09 0．09 0．09 O．15

水果(公斤) 0．09 O．37 0．38 0．53

糕点(公斤) 0．07 0．13 0．19 O．09

煤炭(公斤) 4．47 11．51 12．47

自行车(辆) 114 188 227 191．43

缝纫机(架) 66 101 100 88．57

手表(只) 151 28l 280 217．14

电风扇(台) 7 81 187 167．14

大型家具(件) 479 1172

收音机(台) 53 69 37 31．43

黑白电视机(台) 3 40 49 41．43

彩色电视机(台) 0 13 23 64．29

收录机(台) 4 24 29 27．14

照相机(台) O 1．4 3 1．43

洗衣机(台) 2．86

电冰箱(台) 15．71

摩托车(辆) 52．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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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镇居民住户调查

1990年县统计局成立城调队，当年对50个调查户进行规范记账调查。调查内容与农村

住户调查相同，以反映城镇居民的经济收支及生活质量。每年数据列入县统计局《统计年

鉴》。

表20__6

1990～1996年50户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支调查统计表

＼毒项、＼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15 19916

目 ＼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 60．2 60．3 58．24 61．20 55．70 55．93 56．09

年人均生活费收入(元) 1633．58 1959．0 2524．oo 3589．32 4159．56 5123．52 6167．57

月人均生活费收入(元) 136．13 163．25 210．33 299．11 346．63 426．96 513．96

150元以下户 31 19 9 4

150_-250元户 19 31 41 46 14 6 6

250_-350元户 14 14 6

350_■50元户 10 13 9

450一550元户 8 8 10

550-_650元户 2 6 4

650．-750元户 1 7

750_一800元户 2

800元以上户 1 3 6

就业者人口负担指数 1．66 1．66 1．72 1．63 1．80 1．79 1．78

年人均生活费支出(元) 1425．30 1858．49 2149．78 3084．50 3898．40 4764．15 5189．02

食品 945．91 1023．44 1125．02 1746．78 2426．14 2689．19 凇．14
衣着 82．77 136．81 180．84 195．46 283．98 380．37 383．0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60．36 221．71 221．25 308．20 335．30 492．91 356．21

医疗保健 35．13 32．83 18．24 35．36 21．00 25．17 80．95

交通与通讯 23．83 21．73 177．44 326．54 162．08 153．34 289．46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78．22 235．84 202．01 157．23 359．08 315．60 144．23

居住 68．61 110．3 140．0r7 194．71 206．25 504．94 30r7．78

杂项商品与服务 30．47 75．83 84．91 120．22 104．57 202．63 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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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6年50户城镇居民主要食品月人均消费量及耐用品户拥有量调查统计表

表20_—7

＼＼孝 1991 19912 1993 1994 1995 1996项＼份 1990

目＼
粮食(公斤) 9．45 9．34 8．38 10．71 14．03 12．50 15．29

油脂(公斤) O．60 0．57 0．70 0．78 1．50 1．58 1．76

鲜菜(公斤) 9．19 8．26 8．03 8．99 10．00 8．50 10．52

干菜(公斤) O．31 O．26 O．06 0．07 0．12 O．09 O．09

猪肉(公斤) 2．27 2．07 1．84 2．13 2．33 1．98 2．21

牛羊肉(公斤) O．03 0．05 0．06 O．05 O．08 0．04 0．08

家禽(公斤) 0．25 O．32 0．38 0．63 O．68 0．67 O．68

鲜蛋(公斤) O．“ 0．57 0．60 0．65 0．74 0．72 0．87

鱼(公斤) 0．87 O．78 O．50 O．68 0．91 O．99 1．18

食糖(公斤) 0．31 0．23 O．28 0．3 O．37 O．34 0．41

卷烟(盒) 3．46 4．25 4．37 7．08 6．63 5．32 5．63

白酒(公斤) 0．24 0．25 O．23 O．16 O．32 O．25 O．28

啤酒(公斤) O．42 O．65 O．58 0．77 1．53 1．58 1．73

其他酒(公斤) O．22 0．01 O．02 O．03 0．05 0．07 O．03

茶叶(公斤) O．10 O．12 O．11 O．18 0．29 O．24 O．37

鲜瓜果(公斤) 1．77 2．14 2．33 3．53 4．45 3．98 4．60

干果(公斤) O．11 0．07 0．0r7 O．05 O．08 0．03 0．02

糖果(公斤) O．03 0．02 0．01 O．02 0．03 O．06 O．01

糕点(公斤) O．29 O．29 O．17 0．40 0．40 O．27 0．4

鲜奶(公斤) 0．29 0．35 O．33 0．52 0．48 O．19 0．15

罐头(公斤) O．06 0．04

毛皮大衣(件) 6 8 8 10 12 12 13

呢大衣(件) 52 60 66 68 66 67 69

毛毯(条) 80 94 90 94 104 104 104

组合家具(套) 6 15 10 14 21 22 24

沙发床(个) 5 10 7 11 9 9 9

沙发(个) 64 “ 78 85 128 135 141

大衣柜(座) 59 59 印 56 41 41 42

写字台(张) 37 37 37 38 34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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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牵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项 ＼份 1990 1991

目＼
摩托车(辆) 1 3 5 18 17 17 18

自行车(辆) 107 115 117 112 114 117 124

缝纫机(架) 42 42 40 41 34 34 34

洗衣机(台) 19 19 20 24 38 39 41

电风扇(台) 125 125 116 129 112 113 116

电冰箱(台) 17 21 21 26 41 41 44

彩电(台) 24 31 35 39 39 41 42

黑白电视机(台) 16 23 23 16 16 16 15

录放像机(台) 0 0 2 8 12 13 13

组合音响(套) 0 0 2 2 5 6 6

立体声收录机(台) 4 5 5 5 7 7 7

普通收录机(台) 11 14 13 12 14 14 14

电话(部) 1 3 10 14 23 38 43

煤气灶(台) 0 0 13 14 23 38 48

淋浴热水器(台) 8 9 26 29 27

脱排油烟机 10 14 14 14 13

4、物价调查

1990年县城调队成立后，开始进行物价调查统计工作。采取定点定商品连续调查的方

法，反映物价变动趋势和水平。全县抽取28个固定调查单位和2个集贸市场，记载450种

商品价格，进行综合运算。

表20—-8

1990～1993年同安县物价指数情况表

＼多 1993项N 1990 1991 1992

职工生活费用指数 98．2 104．8 107．8 117．7

一、消费品价格指数 97．4 105．0 107．7 113．1

二、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8．0 102．8 109．0 137．6

注：以上一年度为基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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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9

1994～1997年4月同安县物价指数情况表

＼j孛
1994 1995 1996 1997．1～4

项 ＼份
目 ＼

消费价格总指数 122．6 116．0 105．9 103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122．4 116．7 105 101．2

注：各以上一年度为基期100。

5、人口抽样调查

1987年7月1日零时为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间，调查对象为抽中地区内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口。采取常住人口登记的方式，调查统计人口数、性别、年龄、民

族、文化、职业、婚姻、生育、死亡及迁入人口等基本情况。全县共抽取24个村(街)，总

计29760人，其中男性14749人，占49．6％。

从1988年起，每年均进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反映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出

情况。1988至1989年抽查五显镇4个村，1990年抽查新店镇2个村，1991年抽查祥桥、

马巷2镇及大帽山农场计7个村，1992年抽查大同、马巷、大嶝等8个镇共24个村(街)，

均作规范记载。1993--1996年每年均在《统计年鉴》的综合部分列入各镇场人El变动表。

6、个体商业抽样调查

1988年，同安县依省定方案，按比例随机抽取70户个体商业户进行定点调查，按月填

写报表。以注册资金为标志，对个体商户的商品购进总额、月末库存额、销售成本、经营费

用、税金、利润等进行记账统计，并正式列入商业统计的调查项目。

三、统计利用

(一)提供统计信息资料

主要工作有：整理印发统计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定期统计信息资料。1978年

起，每年编辑出版《统计年鉴》。1984年4月起每月编印《同安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

本。编辑出版同安县中长期统计资料，计有：1959年编《同安新生十年》、1963年编《同安

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50～1962))、1980年编《同安县国民经济资料汇编(1949～

1978))、1989年编《同安奋发四十年(1950～1988)》。这些中长期统计资料，内容涉及经

济生产与社会发展多部门，产值按同一时期的不变价格换算，使历史资料具有可比性。

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县统计局还面向社会开展统计信息咨询的无偿服务。通过

新闻报导途径宣传同安的改革开放成就。

(二)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工作起步于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当年的统计分析为经济调整工作

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参考。改革开放后，统计分析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质量不断提高，

有效地服务于同安县的改革开放事业。1979--1996年，县统计局提出统计分析文章达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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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之多，统计分析文章有情况、有数据、有观点、有分析、有建议，成为领导决策工作的良

好参谋。其中《同安县劳动力资源现状分析》、《加强和完善劳动生产率统计》、《浅谈同安县

人口与耕地、粮食的矛盾及对策》等21篇优秀论文分别被省市统计刊物采用发表。

四、统计监督

“一五”时期(1953--1957年)统计监督比较严密，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

存在问题。“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受左倾思想干扰，统计数字层层浮夸虚报，

严重失实，给政府决策带来误导，在农业减产的情况下，反而搞“高指标，高征购”，加剧

经济的混乱和困难。1960年起县计委大力加强统计监督工作，建立重要农副产品统计数字

的逐级审核审批制度，同时对1959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复查，按公社、生产队全面落实更正，

有效地制止浮夸虚报歪风。1963年1月县统计局成立，5月召开全县统计工作会议，认真学

习中央颁布的《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大力开展数字质量检查，继续肃清浮夸风影响。1964

年上半年查纠“瞒产低报”倾向，为经济调整决策提供可靠的统计依据和科学的参考意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统计工作和统计监督受到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计监

督全面恢复并得到加强。1983年中央颁布《统计法》，使统计监督工作由传统的。行政监

督”转入“依法监督”的新轨道。此后，直至1996年同安县每年均对农业、商业、工业以

及劳动工资、物资部门、“三资”企业进行统计执法大检查，效果显著。

一、市场建设

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市场建设与管理

民国期间，全县主要集市有3个：城关市场，农历每月二、五、八日为圩日；马巷市

场，三、六、九日为圩日；灌口市场，一、四、七为圩日。多以上午为市，交易品种有粮

油、果菜、猪肉、水产品、猪苗、牛羊、柴炭等，参与交易人数每圩数百人。

解放后，城关多次易地设市，原在米市洋，后迁移到祖厝边，露天为市。后再移松柏林

街、桥仔头街，以路为市。1963年始建钟楼农贸市场，1977年建成总面积5043平方米的洗

墨池农贸市场。1984～1986年，陆丰农贸市场、钟楼商场、南门农贸市场相继建成使用。

1990年投建城西农贸市场，1993年投建闽南蔬菜批发市场。1984～1994年，各镇农贸市场

也陆续兴建。至1996年全县先后建设农贸市场25个，占地面积112188平方米，建筑面积

34358平方米，总投资1424．2万元，固定摊位2928个；现存市场22个，占地面积97750

平方米，建筑面积29938平方米，固定摊位2470个。



第二章工商行政管理

表20—10

1963～1996年同安县市场建设情况表

使用 占地总面积 建筑面积 投资额 摊位数 协管人员
市场名称 地址 类型

日期 (平方米) (平方米) (万元) (个) (人)

城西农贸市场 大同 19912 11500 3500 235．9 综合 1100 10

南门农贸市场 大同 1986 1500 300 27．2 综合 80 4

闽南蔬菜批发市场 大同 1993 3800 8000 653 综合 4

陆丰农贸市场 大同 1984 3360 1500 27．5 综合 170 ． 6

洗墨池农贸市场 大同 1979 5054 1800 25．4 综合 347 11

同安大同蔬菜批发市场 大同 1988 6600 1500 66．6 综合 7

城西小商品市场 大同 1993 1500 1500 20 专业 67 10

钟楼商场 大同 1985 2784 1120 20．6 专业 111 5

大同牲畜市场 大同 1949 3500 160 2 专业 2

陆丰猪苗市场 大同 1993 800 430 5．3 专业 2

马巷蔬菜批发市场 马巷 1992 10940 1200 59．6 专业 5

马巷中心市场 马巷 1984 5000 2760 43．5 综合 450 11

马巷粮油市场 马巷 199嶂 14印 1200 5．5 专业 80 2

马巷小商品市场 马巷 1987 1000 885 6．2 专业 117 2

马巷猪苗市场 马巷 1990 1000 430 0．2 专业 2

新圩农贸市场 新圩 1983 2100 250 4．5 综合 25 2

新圩消费品综合市场 新圩 19914 6500 4450 154 综合 235 7

新圩猪苗市场 新圩 1990 500 200 1 专业 1

新店小商品市场 新店 1989 1900 508 14．4 专业 2

新店农贸市场 新店 19"86 1900 537 15 综合 锅 4

洪塘农贸市场 洪塘 1984 400 203 2．8 综合 1

五显农贸市场 五显 199l 1310 410 8．4 综合 17 4

西柯农贸市场 西柯 1987 1160 385 6 综合 20 2

莲花美埔农贸市场 美埔 1989 1120 430 8 综合 20 1

大嶝农贸市场 大嶝 1986 1300 700 11．6 综合 21 1

合计25个 122188 34358 1424．2 2928 108

注：1．1979年洗墨池市场启用，钟楼农贸市场建成百货大楼。1992年城西农贸市场启

用，洗墨池市场改建成银城商厦。

2．1993年闽南蔬菜批发市场启用，大同蔬菜批发市场辟作他用。

3．1985年建钟楼市场，以路为市。1992年拆除，恢复同新路宽敞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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