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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经济志
主编黄超

海丰县编篡委员会





海丰县历史县境变迁

海丰立县有二说：一说汉县；一说晋县。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海丰县隶循州，划县东都

部分地区，设安陆县。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撤销安陆县，并回海丰

县。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海丰擢升为海丰郡，辖

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兴宁六县。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废海丰郡，海丰县改隶

循州。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划龙溪都与惠来合佛

惠来县，海丰县隶惠州府。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海丰旧七都，划吉康、石

帆、坊廓三都设陆丰县，存兴贤、石塘、金锡、杨安四都为

海丰县，隶惠州府。

公元1988年，设立汕尾市，海丰县沿海7个乡镇，划

归汕尾市城区和红海湾开发区，海丰县隶汕尾市。



序

江水

海丰的同志要我为《海丰县经济志》作序，这就

把我难住了。对于地方志我是疏于学习与研究的，尤

其是对于一部洋洋十万言的综合志来说，更是没有专

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因而很难评介。但是，对鼠志们

的诚意又感到盛情难却，所以，只好随意议论议论，

以酬同志的厚意。

《海丰县经济志》是一部地方综合志书，它的成

书无疑是一项硕果，其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它记述了

古今海丰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建国后的记述，充分

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

断探索、完善，反映了各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

训，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其历史的

脉络经纬，经济的盛衰丰歉均可窥见，对于了解海丰

历代的经济发展情况，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及其文化特

点，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海丰县经济志》的戍书是与当地党政和计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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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以及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海丰自清同治时

期修编县志以来，至今一百多年未见修过地方志，在

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大量历史资料散失的情况下，

编者多方查考史书及有关档案资料，多方采访老同志

和各界人士，深入各地召开座谈会，一点一滴地采集

整理资料，历时数年，删改多次，终成此书，其探索

精神和辛勤劳动是十分可贵的。本书资料丰富，篇目

分明，段落有序，文字简朴，有一定的可读性。但由

于有些数据不足，可能影响某些章节的清晰度。我想，

这与历史资料散失不全不无关系，这点，不可苛求编

者也。

当前，我国正处在扩大开放，深入改革的新时期，

各地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解放思想，大胆改革，

加快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形势喜人，海丰也具有发展

经济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海丰县经济志》的发行，

必然会起到借鉴过去，开拓未来的作用，希望海丰同

志在发展与繁荣经济工作中，总结经验、实事求是、

扬长避短，这样，就一定能够把海丰的建设推上新的

台阶，为海丰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的未来。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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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海丰县1987年以前(包括现汕尾市城

区)的经济状况，着重反映经济发展(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和积累)和经济管理。上限不拘，按需要适当追溯历

史。下限统断于建汕尾市以前的1987年底。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辅以图表。正文采用“横

排门类，纵写史实”和先“述”后“志”的结构。

三、凡夏历及朝代纪事均用汉字，公元世纪年、月、

日，均用阿拉伯数字。计数与计量也用阿拉伯数字。

四、各项产值的绝对数(除有说明外)均按1980年

可比价格计算。

五、建国后各项经济数字主要来源于正式发表的各

级政府统计年鉴。“年鉴”和县统计局未有的数字，则取

自各有关单位的档案或其他资料。

六、计量单位。建国后概以法定计量单位(即公制)。

建国前历代的计量，按事物发端时使用的名称和单位。

七、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统折新人民币入志。建

国前历代的各种货币，则忍事发端对的币称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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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济条件

海丰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东邻陆丰县，西、北与惠东县、

紫金县交界，北倚莲花山脉，南临南海。是联系粤东和粤中的

要隘，“极南天末，形势孤悬，其背则层峦叠障，其面则大壑巨

洋潮之上”。u陆地面积2151平方公里，海岛面积2．9平方公

里。1987年人口884460人，港澳同胞、海外华侨40多万人，为

广东省侨乡之一。隶属惠阳地区行政公署，辖21镇，3乡，4国

营林、农场，1大型水库，1622个自然村。县治海城镇，距广州

299公里，深圳180公里，汕头177公里，汕尾距香港81海里，

广东省主干道广(州)汕(头)公路穿过县境长达72公里。

海丰是广东建县较早的古县之一。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年)建县，因临南海，海产丰富，取“南海物丰”之意，故称

海丰。②

县西、北层峦叠嶂，山地辽阔，有多种矿产，向为林果

区；中部平原连片，河流交错，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素有

“渔米之乡”之称，是本县粮产区；东南丘陵台地起伏，历

来为经济作物区；南部沿海多港湾，岛屿罗列，渔场广阔，

鱼盐丰富，毗邻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汕尾港历来是对外商

注：①见清乾隆十四年《海丰县志·舆图》。

(爹一说汉县。明嘉靖《海丰县志·舆地志》载：汉武帝时分诸郡，于是始

立县，日海丰，隶南海(出杜氏通典)。



埠，又是省内优良渔港。境内自然条件优良，人民聪明勤

劳，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生产力受到束缚，近代

兼有省军阀混战，日冠陷境，经济发展迟滞，劳动人民生活

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

和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期间，虽有过一些失误

和挫折，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4年起经过

一系列组织整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济

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一节 地域环境

海丰县境跨北纬22。37’～2304’东经114051’～115037’，属

北回归线南缘亚热带区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县平原

占30．7％，台地占26％，丘陵占32．9％，山地占5．4％，内陆水域

面积占5％。山峰海拔千米以上有莲花山、银瓶山等9座，

500--1000米的20座。沿海有长沙湾、高螺湾、九龙湾三海湾

和白沙湖、品清湖、田寮湖三海湖，还有龟龄、菜屿、芒屿、江牡

等57个岛屿(其中较大的有25个)。海岸线长204．1公里，岛

岸线长34．5公里。

海丰属华夏陆台的一部分。山脉是东北一西南的华夏式

走向。土母质种类较多，主要的成土母质为花岗岩、沙页岩、滨

海沉积，河流沉积的细砂粘土，还有石英岩、凝灰质岩及变质

板岩等。山地多属赤红壤，水田多为潴育型水稻土。

境内河流自成体系，除西部(鹅埠下北镇)20．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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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水流向惠东县外，其余均在境内。发源于境内北部群山

的黄江、龙津、大液、赤石四大河流，前三者汇合为黄江水系，

于中闸分流，经东溪流入碣石湾，经西溪流入红海湾，干流长

67公里，流域面积1369．74平方公里，占全县陆地63．68％，流

域耕地27万亩，占全县耕地的53％；赤石河是第二大河，向南

流入九龙湾，流域面积382平方公里。

由于受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海洋等条件的影响和制

约，人类的开发利用，造成海丰的土壤、植被比较复杂。全县土

壤分为赤红壤、黄壤、水稻土、滨海盐渍土、滨海砂土、潮汐泥

土、山地草甸土等，有10个土类、15个亚类、36个土属、64个

土种。其中以赤红壤分布面积最广。植被原多为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现多为人工林或次生林。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海洋渔场辽阔是海丰县的特点之一。

全县陆地总面积折201656公顷，每平方公里平均411．3

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3．56／16顷(1987年统计，下同)。在陆地

面积中毛耕地占18．02％，(净耕地占15．79％)，园地占0．39％，

林地占45．15％，天然草地占12．09％，水域(包括坝渠基)占

7．38％，工矿盐场占0．93％，其他占地(城乡居民点、交通道路)

16．04％。

全县耕地面积31850公顷，人均耕地0。69／16公顷，农业

人口人均0．93／16公顷，每个劳动力2．65／16公顷。其中：水田

面积25800公顷(单造田2087．5公顷)占耕地面积81％：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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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质偏沙的占21％，壤土占56．9％，偏粘的占22．，1％，土壤

有机质含量多在1％以下，瘦且偏酸；年亩产501公斤以上高

产田占总稻田面积52．4％，301～500公斤中产田占39．1％，300

公斤以下的低产田占8．5％拶

全县在91056．25公顷宜林地中，1987年，有林面积占

33。88％，疏林恧积占8．8l％，未成林面积占20．06％，灌木林面

积占0．86％，荒山面积占36．39％，森林覆盖率16．3％，木材总

蓄积量1 15．3万立方米，平均每亩蓄积量仅为1．9立方米。

全县草场可利用面积24393．75公顷，1987年，成片草场

占83．63％，其中连片31．25公顷以下的有10512．5公顷，

31．25～62．5公顷连片9处406．25公顷，62．5-312．5公顷26处

4168．75公顷，312．5～625公顷4处1900公顷，625公顷以上

3处3412．5公顷。这些草场在25度以下，交通方便，水源充

足，牧草质量较好，草场自然亩产300-600公斤，全县草场载

畜量43000头牛单位，1987年载畜量为36552头牛单位。

1987年，全县有沿海滩涂面积8762．5公顷，其中，可供养

殖5118．75公顷，已放养的4838．56公顷，开发利用率占

94．5％；海岛面积520公顷，沿岛岸可供养殖、增殖面积120公

顷，岩礁、珊瑚400公顷。这些岛屿和礁石的边缘地带，是鱼虾

贝类天然栖息繁殖、杂海作业的重要场所，主要海珍产品产

地；境内淡水水域面积9143．75公顷，可供养殖面积6950公

顷，已放养4087．5公顷，开放利用率占59％；海洋传统渔场2

万平方公里，按作业分类，沿海水产资源保护区占2．27％，浅

海刺围作业区占14．28％，中海拖围作业区占28．73％，深海拖

围作业区占54．72％。外海渔场更为广阔。

注：(D80年初土壤资源普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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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水资源

海丰有海洋季风调节和北部高山的天然屏障，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阳光雨量充足，年平均温度21．9℃，曰照1967．7小

时，雨量2389．5毫米，无霜期长达360天，作物年可多熟，全

年水稻安全生育期266天，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越的条件，

但夏秋台风频繁，有明显影响的年均3．5次。莲花山主峰海拔

1337．3米，是广东省三大暴雨中心之一。

水资源，境内雨量丰而不均：主要集中在4—9月问，占全

年的85．7％；最多的6月份490．9毫米，最少的12月份28毫

米；山区的黄山洞水库年均降砜2587，3毫米，比沿海的湖东水

库1388毫米为1．87比l：河流径流量年均28．468亿立方米，

每平方公里径流深1321毫米(变化在900--1550毫米之间)。

水资源(含地下水)总量估算28．873亿立方米，按1987年人均

有水量3320立方米，比全省3183立方米多4．3％。水文因子稳

定，灾害性因素较少。内陆水域水质透明度0．4-I．0米，富含有

机质，浮游生物量高，但自建国后平东硫铁矿、长埔锡矿、银瓶

锡矿相继开采使部分水域变成硫酸河。公平水库受平东硫铁

矿山污水影响，汛期每昼夜为1500～2200立方米，PH值2．5～3，

混合后PH值为5．2。沿海海水透明度在0．8～1．4米间，比外海

略低。

(三)盐业和矿产资源

海丰县盐场是广东省较大盐场之一，海水盐度累年平均

值为32，7％o，各年平均在32，2～33．97％o，均可制盐。盐町面积

15746公亩，有效生产面积12754公亩。1959年至1987年年

均原盐产量55678吨，最高年产的1963年为lO，7，7万吨。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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