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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慈溪市地处浙东杭州湾南岸，东、东南接镇海区、江北区，西、西南连余姚市，介
于北纬300027～30。247和东经1210027～121。42 7之间，为沪、杭、甬三角地区结合部。
市境总面积1154平方公里(不含海域，未计入1954年后新成陆土地)，海岸线北凸
成弧形，长66公里(1986年图版量标为77．56公里)。1992年总人口97．】6万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10．84万人。

自然环境
全境地势南高北低，呈丘陵、平原、滩涂三级台阶状朝杭州湾展开。南部丘陵属

翠屏山丘陵区，系四明山余脉，东西走向，绵延40余公里，约占全境面积的十分之
二。东端低丘，海拔100米左右；中部300～400米之间；至石堰乡，地层下陷为东横
河；逾河西端，高100～200米。主要山峰有大蓬山、五磊山、大霖山、老鸦山、东栲栳
山，最高峰老鸦山塌脑岗海拔446米。地层成因单一。属侵蚀剥蚀地貌。平原为宁绍
平原之一部，东西长55公里，面积约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七。地势自西向东缓缓倾斜，
西部地区北高南低，东部地区南高北低，以大古塘河为界分南北二部分，两者面积之
比为2：8。南部近山平原成陆于900～2500年前，由全新世晚期湖海相沉积物淤积

而成，组成物质多为粘土及亚粘土。局部夹有泥炭。北部滨海平原，系900年以来新
成陆土地，组成物质为亚粘土、亚沙土和粉砂。平原以北为凸入杭州湾的扇形三北浅
滩，1986年图版量标以理论基准面零米线计算，达433．5平方公里，滩涂沉积物以
粉细砂和沙质泥等细颗粒物质为主，东部地区颗粒较粗。海岸带升降有明显的周期
性，全岸线正继续向北推移，土地资源在不断增加中。

慈溪土壤为典型的组合型平原土壤，类型单～，成土年代晚近，分布规则，土层
深厚，肥力稳长，生产利用率高。近山平原母质复杂，多属水稻土，结构层次分明，棱
柱状结构发育，潜育性现象普遍，土层深厚、土质匀细、粘粒含量高、蓄水量足，质地
以重壤为主，丘陵区多为自然土壤，正逐步红壤化中，有红壤、潮土、水稻土3个土
类，多石砾，粘粒含量高，质地为中壤至轻粘，酸性重，养分贫乏。保肥保水性能差。滨
海平原地区，母质均为海积物，自海边向内依次有盐土、潮土、水稻土，3个土类，颗粒
匀细，质地均一，粉砂含量高，含可溶性盐类，呈中性至微碱性。七塘以南，多为中壤，
耕层结构良好，蓄水保肥能力和耕性均好，七塘以北为新垦土地，成土历史短，富含
石灰质，土质中壤至轻壤，团粒结构发育差，保肥保水能力弱。

慈溪处北亚热带南缘，属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冬夏稍长，春秋略短。平均年Et
照总时数2038小时，年日照百分率47％。年平均气温16．0‘C，7月最高，平均
28，2‘C，1月最低，平均3．8。C。历史极端最高气温38。5口c，最低一9．3‘C。雨量充足，

年平均降水量1272．8毫米，平均年径流总量5．122亿立方米，降水高峰月为9月，
平均占年降水量14％。冬季盛行西北至北风，夏季盛行东到东南风，全年以东风为
主，年平均风速3米／秒，年平均大风日数9．6天。夏秋间多热带风暴。境内灾害性气
候以水、旱、风、潮为主，另有气温异常等。

慈溪雨量充足，但困人口众多，降水对空分布不均，地表水拦蓄能力弱，年人均
水占有量仅578立方米，为浙江全省人均占有量的24％，系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

供需矛盾突出。慈溪内陆水域计61．7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有较长河
道73条，长770公里，河床坡降平缓，平均水深1．2～1．4米。南北向河道大都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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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主要有淞浦、古窑浦、淹浦、水云浦、四灶浦、三十弓江、周家路江等；东西向河
道主要有快船江、公路横河、东横河、大古塘河、四塘河、六塘江、七塘江等。大小河渠

总长5400公里，正常水位蓄水量3776万立方米。现有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上的湖
库13座，即风浦湖、灵湖、窖湖、长溪水库、外杜湖、里杜湖、白洋湖、上林湖、梅湖、邵
岙湖以及3座海涂水库，现有总库容7653万立方米。另有小型水库5座、山塘154
处，合计库容185．56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贫乏，可开采淡水资源仅782万立方米／
年。

慈溪海面居杭州湾主流隐蔽区，水层浅薄，海水成度低于外海，含沙量高且变幅

大。海岸地貌形态变化和泥沙搬运的主动力为潮汐和潮流。潮汛属不规则半日潮，历
年平均潮位2．1米，历史最高潮位5．33米，最低潮位一0．55米。杭州湾为我国潮差最
大的海湾，湾顶潮差8．93米，慈溪海域年平均潮差：海黄山2．53米，新浦沿3．01
米。 ．

建置区划
沿革慈溪市古为句章之地，句章县始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县治设在后属慈溪县的城山(今余姚市河姆渡东5里)。东晋隆安四年(400)，县治被
孙恩义军所破，遂迁治于小溪(今鄞县鄞江桥)。隋开皇九年(589)，鄞、哪、余姚三县
并入，句章境域扩大，县治仍设于小溪。唐武德四年(621)废句章析置鄞、姚两州。七
年，废州复郧县、余姚县。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析郧县为慈溪、奉化、翁山(定海)、

揶县四县。慈溪因东汉孝子董黯以大隐溪水饮慈母而得名。县治设在德润湖之南、
浮碧山之下(今宁波市慈城镇)。此后，历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未变。明永乐十六
年(1418)，因县印遗失，恐为歹徒所得，将溪字改为羚。1954年县境调整，县治迁至

浒山镇。1 956年，根据《汉字简化方案》，吴谷复改为溪。1 988年10月，撤销慈溪县建
制，设立慈溪市。慈溪建县1200余年间，隶属多次更改，先后为郡、州、府、路、道、督

察区、专署、地区、市所属。
境域唐时北境仅止翠屏山，山之北鸣鹤乡在唐、宋之际始划入慈溪县。此后，

境域历宋、元、明、清、民国基本未变。东至镇海梅林泾及双桥鸬鹚港，西至余姚县桐
下湖从浦至大江，南至鄞县钟乳山及潘屿岭孤儿岗，北至海盐县大海中桑屿并黄牛
山，东南至鄞县西渡江心，东北至镇海县雁门岭，西南至余姚杨溪村及高岩并石门

山，西北至余姚上林乡。1954年10月，县境调整，南境观城以东基本上以翠屏山山
脊为界与镇海县、余姚县接壤，观城以西大致以杭甬公路为界与余姚县接壤，北境『临
海，东至；解浦岭与镇海县相邻，西至横塘与上虞县接壤。1979年，县境再度调整，南

至龙南乡童家岙村，西至周巷镇安仁桥村，西南至石堰乡陈山村，西北至西三乡泥墩
潭村，均界余姚市，东南至邱王乡大岙闸，界镇海区，北面与东面均临杭州湾，北面分
别与海盐县及平湖县交界，东北与岱山县交界。

行政区划唐时置县后设2l乡，500户为一乡。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分
40乡，元丰元年合5乡，计12里、10村。元时改乡、里为都、社，计30都，414社。明、

清时复设5乡，下置都、图，明天启间(1621～1627)计5乡30都200图，清光绪间
(1875～1908)计5乡30都161图。民国初设18区，18年并为6区，计61乡(镇)，民
国22年分103乡、21镇，31年分4区、42乡<镇)，35年撤区．并为25乡(镇)，37年

6月复设观城、陆埠两区，县西南部分地方划归四明县。1949年5月慈溪县解放，设
4区，1 950年6月设7区、76乡(镇)，1954年10月县境调整，留观城、鸣鹤两区，丈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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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陆埠、云山、城关4区42乡(镇)划归余姚县，庄桥区的5乡划归镇海县；由余姚

县划入的有逍林、浒山、周朝、周巷、泗门5区65乡(镇)，由镇海县划入龙山区的10
乡(镇)。1956年撤区并乡，设35乡(镇)，1 956年6月，划入庵东盐区7乡(镇)，1958

年政社合一，以区建人民公社，乡称管理区，1961年废大公社，复设区，管理区改称
人民公社，1969年，将8个区合并为4个区，1972年恢复8个区，1979年9月，县境
再度调整，泗门区11个公社划归余姚县，横河区8个公社由余姚县划入，1983年撤
人民公社，复设乡，1981年后，将以新名词或序数命名的大队、居委恢复传统地名，
1988年10月，撤销慈溪县建制，设立慈溪市。1 992年5月，撤区并乡，将6j乡(镇)
合并为23镇(乡)。

图衄皿m。钏一一^圆1，翳摹激。。囡：詈嚣2囫∞e；s删一
例匡|岍。硼“一⋯．mt*sm*～一m葸*县n*

慈溪市行政区划简表

乡镇 村委会 居委会 被扩并原乡镇 乡镇 村委会居委会 被扩并原乡镇

浒山镇 53 26 浒山、自沙、天东 新浦镇 38 1 新浦、东三、胜北

龙山镇 18 龙山、龙场、雁门 胜山镇 30 1 眭山、胜东、胜西

三北镇
20 田央、甸山 横河镇 54 3

横河、龙南、
(注一) 石堰、彭桥



乡镇 村委会 居委会 被扩并原乡镇 乡 镇 村委会 居委会 被扩并原乡镇

范市镇 18 2 范市、沿海、灵湖 坎墩镇 36 2 坎墩、坎东

掌起镇 j1 2 掌起、洋山、东安 崇寿镇 26 l 崇寿、东二

宗汉、高王、
师桥镇 38 师桥、淹浦、五洞闸 宗汉镇 48 1

新界、潮塘

庵东、东一、
鸣鹤镇 35 3 鸣鹤、宓家埭 庵东镇 42 3

西一、西二

观城、五里、
观城镇 51 7 天元镇 27 2 天元、潭南

福山、东山头

附海镇 16 1 附海、东海 长河镇 32 2 长河、大云、沧田

桥头镇 31 桥头、三管 周巷镇 48 7 周巷、云城、精忠

匡堰镇 小安、义四、

(注二)
24 樟树、彭东 小安乡 38 1

西三、建塘

逍林镇 24 3 逍林、择浦 合计 798 73 65

注一：1992年撤区并乡时定为田央乡，现已撤乡建镇．定名三北镇。
注二：原樟树乡驻地为匡堰，这次扩充后，更名为匡堰镇。

经济建设
慈溪现境的经济在古代就富有特色，从远古至公元十一世纪有三大支柱产业。

盐业，鸣鹤、石堰两大盐场唐时已具相当规模，宋时产盐占全浙盐产的64％。手工
业，上林湖一带是我国古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始于周代，自东汉至宋长盛不衰，留存
至今的窑址，达”o余处，窑区绵延12．5公里，所产越窑青瓷，不仅上贡皇室、内销
各地，还藉海运远销世界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举世瞩目的
贡献，其海运线有“海上陶瓷之路”之称，上述两项都是专业化生产，均须赖流通而发

展。农业，杜湖、烛溪湖一带盛产稻米蚕桑。全境经济开发均较早。公元十一世纪前
后，经济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盐田随海岸线北移，大片废弃盐田需改造利用，
而南宋以后越窑衰落，沿山地区也发生产业转移的问题。在这产业转移中，筑塘围涂
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基本建设。从宋末明初起，人们胼手胝足构筑海塘，至清末已先
后建海塘五条。主要产业由北向南依次为盐业、棉花、水稻，慈溪逐渐形成以棉花为
主产的综合性农区。至元初，政府已“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清初，人民资是以生者
占十之六七，慈溪遂以“棉库盐仓”著称。此外，手工纺织及五谷、蚕豆、油菜、杨梅、柑
橘、瓜果、茶桑、麦冬等农林特产和水产捕捞亦渐有声名。于是，商贸业勃兴，大古塘
一线集聚多个交易集市，至明末，观海卫、范市、鸣鹤、浒山、周巷已成著名集镇。全现
境计有市集22处，定期庙会14处，物产纷呈，交易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海岸继续北移，虽增筑海塘1条，但简陋而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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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民国28年西部海岸内坍4．5公里，酿成重大灾难。棉花生产受洋棉冲击，产销均不
景气，抗战时棉价暴跌，棉田面积锐减。盐业生产工艺虽大有改进，但因受帝国主义
残酷盘剥，盐区十分贫困。农业、手工业产品中，蚕豆、麦冬、草编、糕点已销海外，土

纺土织也甚发达，慈籍旅外经商人士也颇有建树，“三北”已扬名国内外，但境内经济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下，从整体看却日益衰败凋敝，社
会事业发展缓慢，人民苦不聊生。

1949年5月24日，慈溪解放，慈溪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社会政治制
度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苦
努力，昔日的海隅穷乡已发展成为浙江省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市)和全国百强县之
一。1 947年、1978年、1992年三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如下(按当年价统计，下

均同)：社会总产值8149万元、57714万元、981335万元，国民收入5479万元、29466
万元、306142万元，国内生产总值591 7万元、32160万元、3277t 7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分别为60万元、350万元、13632万元，预算内财政收入，分别为1392．8万元、
5169．6万元、24275万元。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分别为6 7．6％、

36．0％、20．1％。农业生产的绝对值发展较快，农业基础设趋全面改善，继续修筑海
塘七至十塘，围垦大片农田。农业总产值，三年分别为511 5万元、15122万元、92320

万元，农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林、牧、副、渔的比重，1 973年分别为88．99％、
0．58％、9．34％、0．33％、o．96％。1 992年分别为60．6j％、0．42％、16．48％、

15．73％、6．72％。多年来，主产棉花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左右，1 958年亩产已达

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标，1984年总产量最多，3，9万吨。1992年稂食总产量

19．08万吨。杨梅等水果生产、万亩渔塘等成淡水养殖发展迅速。另外，大力提高农
田复种指数，棉田套种蔬菜瓜果，效益大幅度增加。养蜂业一直保持优势，多种经营
收入比重不断增加，创汇农业发展迅速。目前正在“一优两高”口号下，变粗放经营为
集约经营，不断强化农业基础。慈溪交通，解放前以水运为主，仅有三条公路，解放后

新建公路30余条，运输线路长度，1949年、】978年、1 992年三年分别为57．5公里、
193．7公里、392．6公里，客运量为10．26万人、44．54万人、1233万人，货运量7．13
万吨、120．56万吨、799万吨。邮电事业迅速发展，邮电业务收入，三年分别为5．26
万元、83．22万元、3035．05万元，市内电话机安装量分别为30部、462部、9454部。
解放前，仅有小型手工业场厂百余家，解放后，特别是1 978年以后发展迅速．工业企

业数，三年分别为114家、470家、9650家，全部工业总产值1 954年、1978年、1992

年分别为2216万元、31306万元、790659万元，主要工业部门有纺织工业、塑料制品
工业、建材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所有制结构以国
营企业为先导、重点企业为骨干、乡镇工业为支拄。1992年乡镇企业2659家，职工
人数11．95万人，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63亿元，上交税金2．67亿元，利润总
额2．34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0．6亿元，有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211家。

1992年，乡镇企业外贸销售额占全市销售额的59．6％。由于工农业产品早就有专业
化特点，慈溪商业历史上就十分发达，慈溪旅外商贸人士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成员，
解放后。逐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集体和个体商业为助手和补充的社会主义统
一市场，全市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1949年、1979年、1992年分别为1849个、

18061个、21022个，从业人员分别为4901人、10215人、3521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分别为1967万元、17402万元、157172万元，1992年全市有贸易集市90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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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国内生产总值乃

慈溪市全民、集体职工工资
及农民入均收入

4

7

亿元

2．6

2

2

2

慈溪市预算内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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