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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五经济综述

古代，境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避乱南迁，与境内民

众共同垦耕开发。

唐代，开发莆田南北洋平原。农业结构由蓁一l曩珥搪囊≮薹耋饕别妻妻；震年二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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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需求，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每年约40万吨)销往莆田和福清、长乐等市县。

泉州市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永春的天湖山矿区、安溪的剑斗矿区和德化的曾坂矿区。

主要含煤地层为二迭系下统龙岩组，含煤面积125平方公里左右，总厚度达868米。

泉州市煤炭资源有以下特征：煤田地质构造复杂，断裂褶曲发育，煤层薄且稳定性差，

但单位面积上的含煤量较高；煤种单一，全部为特低硫、中低灰分和中等发热量的无烟煤，

是较好的动力、化工和民用煤；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84．2％集中在永春的天湖山矿区，德

化和安溪2县仅占15．8％，其他沿海市县没有煤炭资源；在已经开采的井田中，开发强度

高、 井口密度大，资源利用较充分。

民国 以前，泉州市的煤炭资源只有当地老百姓的零星开采。民国期间，虽然少数有识之

士和个别华侨对天湖山的煤炭资源进行勘察，但实际开采均未实现。1956年，晋江专署先

后委派部分南下干部到永春天湖山的铅坑和安溪剑斗的珍地分别开办公私合营的小煤矿，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泉州市煤炭工业的初创阶段。由于缺乏地质资料，缺乏装备，生产技

术条件落后，生产工具简陋，因而产量很低，全市产煤不足1万吨。
1958年，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大办煤矿，在天湖山矿区形成挖煤热潮。南安、晋江、

惠安、安溪、永春：仙游等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都参与在天湖山矿区的掘硐挖

煤， 当年煤炭产量达到10多万吨。但花费的人力、物力等代价是巨大的。这种用群众运动

搞生产的做法持续2年，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一些背离科学、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大

部分矿井在资源不清、生产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马，造成盲目开采的局面。与此

同时 ，国家也开始对天湖山煤炭资源进行勘探，分别在当年初和9月，派出华东301地质队

和福建省燃料局找煤队，对天湖山煤田进行初步勘探。1961年以后，在“调整、巩固、充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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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质，价格改革不断深化，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社会商业零售额逐年上

升。1991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583亿元。其中，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品10．045

亿元，农村生产资料消费1．58亿元。“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拓宽

对外贸易渠道。同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221l万美元，工缴费收入大幅度增加，劳务出口

业务迅速发展，创汇达18．62万美元，全市对外开放迈出可喜的步伐。

1991年与1949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加22．72倍，工农业总值增加23．73倍，国民生

产总值增加14．06倍，国民收入增加13．21倍，财政收入增加43．74倍。

第一章经济发展

第一节发展速度

莆田市位于福建中部沿海。境内“三山六海一分田”，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民国时期，

长期未能充分开发利用，人民在仅占土地面积17％的耕地上，从事以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

．活动，粮食平均亩产仅百来公斤，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粮食尚难自给温饱。林、牧、

副、渔诸业无法发展，加上社会腐败，战乱不断，农村经济更为凋敝。1949年，莆仙两县

农业总产值1．10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2．6％，莆田县人均稻米占有量不足90公斤。

城镇工业大都以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商业、

交通、邮电、建筑诸业落后，经济基础相当薄弱。1949年底，社会总产值1．698亿元，国

民生产总值1．23亿元。

1949年8月，莆仙两县解放后，经济得到发展。9月12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县

支行和仙游县支行。政府发出布告，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和以大米作为货币使用，确立新中

国的金融秩序。

1950年，境内只有私营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2811个。通过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对私

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8月，境内完成土地改革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农、林、牧、渔获得全面发展，

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所有制经济后，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境内先后成立国营商业机构(公司)和供销合

作社，商业网点不断扩大，此后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

4322万元，其中居民和集团消费品占82．1％，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占17．9％。私营商业仍占

主要地位，人均商品零售额37．78元。

1954年，抢修、新修福厦公路江口至枫亭段、莆城至莆禧段、笏石至平海段、荔城至

石城段。开通香港至三江口海运航线。

1957年12月，境内最大的国营工业——仙游糖厂建成投产。当年，莆仙两县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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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7960门，35．55％的村通电话，农村投递邮路达3741公里。开通的程控电话可与国内

500多个城市及国外182个国家和地区通话。伴随着流通体制改革，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

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开放型的商品流通新格局。1991年，全市有各类市场

83个，专业市场11个。1991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583亿元，其中，居民和社会

集团消费品10．045亿元，占86．7％；农村生产资料消费1．538亿元，占13．3％，比1983

年增长65．9％，年均增12．6％。“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拓宽对外

贸易渠道。1991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2211万元，比1983年增长215．0％，工缴费收人大

幅度增加，劳务出口业务迅速发展，创汇18．62万美元。

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呈现投资主体多样化，投资资金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城乡居民、私人建房投资额构成。

1984～199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45亿元，年均投资3．18l亿元，比1977～1983

年，年均增长92．1％。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生产性投资12．542亿元，占投资总额

49．3％，年均投资1．568亿元，比1977～1983年年均增长89．3％。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中，1984～1991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31．026亿元，年均3．878亿元，与1976～1983年相

比，年均增长95．7％。

1991年，财政总收入2．094亿元，比1983年增长187．2％，年均递增14．1％，其中，

企业收入723．1万元，工商税收1．454亿元，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2344．4万元(农牧业

税889万元、农林特产税1073．5万元、耕地占用税330．7万元、契税51万元)，其他收入

3330．9万元。1991年，财政总支出2．5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2091．1万元，社会文

教卫生支出1．030亿元，行政管理支出2726．9万元，企业投资支出724万元，价格补贴支

出944．3万元，其他支出8679．9万元。

1991年，全市社会总产值41．996亿元，比1983年增长78．1％，年均增17．3％；工业

总产值40．3亿元，比1983年增长80．6％，年均增18．5％；国民生产总值18．53亿元，比

1983年增长68．7％，年均增13．5％；国民收入16．233亿元，比1983年增长70．3％，年均

增14．1％。

一、工业生产水平

第二节发展水平

境内工业生产始自唐代早期的制糖、制盐、果品加工、纺织等手工业。宋代，境内文化

教育发达，海运贸易兴隆，刺激制糖、荔枝干制品、雕刻印刷、工艺美术、制瓷、造船、冶

铁等手工业的发展。当时莆人发明晒盐法，使制盐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宋末涵江创办上里盐

场，有盐坎1100坎。到明清时期，晒盐法广泛推广，莆田沿海盐田广布，制盐和制糖分别

成为莆仙两县的重要的财政来源，果品加工业持续发展，兴化桂圆干占据江浙和东南亚市

场。其后，由于海运贸易萧条，制瓷、造船、冶铁等行业日益衰落。

民国时期，涵江出现近代工业企业，有机械、罐头、炼乳等厂家，生产的碾米机和铁质

织布机推广到农村。同时在莆田城关和仙游城关创办铅字印刷厂。这些近代企业规模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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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简陋，生产不稳定，劳动生产率低，手工业作坊仍占主要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扶持政策。50年代中

期，建设度峰、仙游、枫亭、园庄、莆田等5座大中型糖厂。同时，建成一批规模不大的食

品、罐头、机械、玻璃、造纸和鞋革等工厂，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工业总

产值才1．4亿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给莆田市地方工业带来新的生机。

境内以开发湄洲湾为重点，初步建设秀屿港、三江口港和枫亭港，增强外引内联发展工业的

能力。全市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有制鞋业、食品工业，每年均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一半以上，成为莆田市的两大支柱工业：

制鞋业。1978年以后境内已成为福建省鞋类生产和出口的主要基地之一，被誉为福建

“鞋城”。到1985年，已形成制鞋联合体，拥有40多个厂和上万个作业点，城乡从事制鞋的

生产人员共有6万多人。80年代，莆田县鞋革厂生产的纳布鞋打入国际市场，面对港商、

侨商和外商日益增多的订货，为解决设备、资金等生产问题，由各乡镇村多方筹集资金，建

造厂房，提供劳力。县鞋革厂负责添置设备，培训技术，提供信息，联系原料，迅速建成一

批乡、镇、村专业户的“卫星厂”，形成遍布全县的鞋革生产联合体。对一些国际市场需要

的新产品，如粘胶、注塑的各种运动鞋、旅游鞋，主要鞋革厂又把半成品或加工任务交给乡

村的“卫星厂”和千家万户的加工点去生产。1985年，莆田县制鞋业总收入7265万元，出

口创汇779．5万美元，其中莆田县乡(镇)村鞋革生产总收入占全市鞋革生产总收入的四分

之一强。到1991年，全市制鞋工业总产值15．99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2．9％。

食品工业。1980年以后，除了扩充原有的罐头厂、食品厂、乳品厂外，在各水果厂区

的乡镇企业新办罐头、食品厂120多家。其中单晶和多晶冰糖、兴化桂圆、速溶豆浆晶等产

品被轻工部评为优秀产品，母乳化奶粉荣获全国儿童生活用品新产品金鹿奖。莆田罐头厂引

进国外的真空封罐机等先进设备，使产品适应国际市场对罐头包装的要求。蘑菇、荔枝、枇

杷和芦笋罐头产品合格率达到99．8％，产品畅销东南亚、欧洲和日、美等国家。1991年，

食品工业总产值达41285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1％。

制糖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1980年起，对莆田、仙游等5个大

中型糖厂的陈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能力，日榨能力达到1．25万吨。1985年产糖

14．1万吨，占全省产糖量的29．4％，制糖产值1．49亿元，仅这一项就超过1976年全市的

工业总产值。其中仙游糖厂总榨蔗量达53．6万吨，居全国同行业的前列。同时，各糖厂开

展综合利用，生产糖精、冰糖和糖浆等产品。莆田糖厂采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转让的科研

新成果，建成年产280万吨的核酸酵母生产线，开发核酸产品。

然而，由于宏观调控手段削弱，农业生产计划思想淡化，种蔗效益低下，种植面积从

1987年起持续下降，1990年，总产仅66．5万吨，倒退到1955年的水平。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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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电子工业是1983年才兴起的，开始是来件装配。1984年，港商与莆田江口镇石西

村合办莆光电子公司，来件装配电子表，每天装配30万只，成品全部出口。到1988年，全

村已有电子表厂家12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年收入2000多元。到1991年，全市电子工

业产值达1．26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4％。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1991年，全市工业

企业482家，总产值达40．3亿元，比1950年增加12．3倍。

二、农业生产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境内农业生产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加上天灾人祸和落后的生

产方式，农业生产水平一直处于低下的状态。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基本保持种植水稻、小

麦、甘薯、甘蔗的单一粮食生产格局，难以自保温饱，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无力

改变生产条件。耕地大部分是“望天田”，水利设施落后，受自然条件制约，风调雨顺多收，

灾年减收，农业生产极不稳定。1949年，境内农业人口98．05万人，耕地114．2964万亩，

人均耕地1．17亩，亩产112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6．5公斤。加上沿海山区交通闭塞，科

技落后，丰富的海资源和山资源未被人们重视和开发，没有开展多种经营，因而农村经济萧

条，农业总产值一直很低。1949年，莆仙两县农业总产值1．102亿元，人均产值116．5元，

农民根本没有扩大农业投资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农业生产建设在十分薄弱的生产基础上起步。从1950年

冬起，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步改善生产条件。政府开展以大规模兴

修水利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除了修好木兰陂古坝古渠，扩建其配套工程外，由国家资助，

发动群众兴建东圳、东方红、古洋、东溪等大中型水库，还兴建小型水库170多座，兴修引

水水渠500余处，其中外度引水工程，把蔌芦溪水引入东圳水库，实现东水西调。在1950

～1952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农民分得土地，激发生产积极性，开展劳动互助，生产关

系稳定，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52年农业总产值1．734亿元。在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

计划期间，全面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农业生产水平保持稳定上升的

势头。5年间，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5．92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32．38万

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84．7％和59．9％，年递增率分别为8．0％和6．1％。1958年东圳水

库建成后，成为全省四大水库之一，总库容量4．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26万多亩，还综合

利用来防洪、发电、航运、养殖，有效地改变莆田沿海十年九旱的状况，防止南北洋平原的

洪水灾害。同时，各乡镇普遍添置机灌设备，或建起电灌站、水轮泵站，有效地改善灌溉条

件，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1958年后，由于生产关系变革过快，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农业生产陷入倒退或

徘徊状态。生产水平连年下降。“二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减10．9％，因而出现

1960～1962年的重大饥荒，后经国民经济调整，贯彻生产队为基础和等价互利政策，1963

～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9．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盲目推行“政治评分”，以致“少劳多得，多劳少得”，

严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推行砍掉自留地、开荒地、果树，禁止私养家禽、家畜、搞家

庭副业和关闭农贸市场等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导致生产水平下降。“三五”期间，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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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减0．5％。“四五”期间，由于广大农民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在

“农业学大寨”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大抓单季改双季，农业总产值

蛔升，平均年递增1．5％。“五五”期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拨乱反正，放宽
限制，农民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逐步改变原有僵化的生产关系，推行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扩大农业投入，农业生产出现新的转机，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50．1854万吨。

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农业生产出现崭新局面。广大

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一部分劳力向农业生产的广

度、深度进军，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形成水产、水果、甘蔗、林木、毛竹、

食用菌和奶牛生产基地，莆田的农业逐步向商品型、外向型农业转化。1991年，全市农业

总产值达23．06亿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149．4％。

表15一l 若干年份境内国民经济综合指标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收入

1949 16984 15173 12980 11419 467．98

1950 20612 17972 14664 13614 1 714．41

1953 27722 23659 19816 18186 45 1530．88

1957 39805 29468 26700 24538 1439 2467．62

1958 39835 31650 25041 228837 1105 3357．45

1965 38613 29707 24725 21197 503 3811．83

1966 41192 31208 26595 22972 450 3964．39

1976 48212 37851 26847 22836 492 4371．91

1983 101662 72913 58070 48264 53087 7291．69

1991 419956 633600 185299 162329 20942．2

第三节综合效益

一、劳动生产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以单一的粮食生产为主，生产效益低下。手工业生产设备

简陋，劳动生产率极低。1949年，年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仅226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发动民众兴修水利、建筑公路、改进生产技术，逐步

改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效益不断提高，1957年，农业劳动生产率357元／人；比1949年

的226元／人，增长58．1％。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叶，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农业发

展缓慢。工业生产方面，至50年代中期，境内建成一批大中型现代工业企业，1957年，全

民工业企业全员年均劳动生产率达5993元。1958年起，受“左”的思想影响，生产受到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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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由于政府重视发展工业，投入资金也较大，加上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高，因此，工业生产

效益有一定的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奠定基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

经营的开展，促进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城市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打破“大锅饭”，按劳

分配的原则得到贯彻执行。随着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效率较高，至

1991年，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年均劳动生产率达到1．33万元，比1957年提高1．21倍。农业

劳动力年人均生产率824．65元，比1949年增加11．49倍。

二、国民收入

1949年，境内莆田、仙游两县国民收入总值1．142亿元，人均57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工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国民收入逐步提高，1957年达到

24538万元，人均186．38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114．9％和229％。1958年起，受“左”

的思想影响，生产效率低，境内国民收入停滞不前，1958～1976年，境内国民收入都在2．2

亿元左右徘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农业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集市贸

易的放开，国民收入不断提高，1983年达4．826亿元，人均207．7元。莆田建市后，各方

面事业进一步发展，1991年，国民收入达到16．23亿元，人均592．42元，分别比1983年

增加2．36倍和1．85倍。

三、财政收入

1949年，境内莆、仙两县财政总收入467．98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政收入与工、农、商等各业同步增长，特别是一批现代工厂

的建成投产，使财政收入迅速提高。1957年达2467．62万元，1958年提高到3357．45万元。

比1949年提高6．17倍。之后，由于各业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发展缓慢，1965年为

3811．83万元，1976年为4371．9l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蓬勃发展，财政

收入逐年增加，1983年达7291．69万元。莆田建市后，政府一方面培植财源，一方面做好

财政入库，财政发展迅速，1991年全市财政收入达2．094亿元。

第二章产业结构

1949年前，境内经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水平低下，门类极不

齐全。1949年，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64．8％，工业占24．5％，建筑业几乎没有，运输、

邮电业占5％，商业、饮食业占5．7％。在三项产业中，第一产业占68．5％，第二产业占

16．5％，第三产业占15％。1949年后，发生较大变化。到1957年，在社会总产值中，农业

占51．2％，工业占22．8％，建筑业占13．9％，运输、邮电业占4．6％，商业、饮食业占

7．5％。在三项产业中，第一产业占55．4％，第二产业占27．9％，第三产业占16．7％。

1980年起，农业和工业平分秋色，而且持续4年之久。1983年莆田建市后，工业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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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首次出现工业超过农业的局面。是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6．5％，工业

为45．1％，建筑业为7．6％，运输、邮电业为5．2％，商业、饮食业为5．6％。在三项产业

中，第一产业占43．2％，第二产业占35．2％，第三产业占21．5％。此后7年，经济建设发

展较快，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国民经济已由以农业为主体转变为农业一工业为主体，并逐步

朝向工业一农业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发展。1991年，在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32．5％，工业

占52．5％，建筑业占6．2％，运输、邮电业占3．5％，商业、饮食业占5．4％。在三项产业

中，第一产业占43．3％，第二产业占32．8％，第三产业占26．9％。

第一节第一产业

秦汉以前，莆田地广人稀，刀耕火种。以后，中原人民陆续迁入，改变原始耕作方式。

北宋时，在莆田木兰溪上修建著名水利工程——木兰陂。宋以后境内主要种植稻谷、甘薯和

甘蔗等作物。1949年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3．2亿元，其中农、林、牧、副、

渔的比重分别为61．2％、1．4％、30．9％、2．8％、3．7％。

1949年后，境内农业内部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种植业占60％以上的比例，直

到1985年才下降到50％以下，并呈递减趋势。

一、种植业为主阶段

1950～1978年，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农业中种植业的比例，除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2年)和1954、1955年为65％左右外，其余年份均占70％以上。农村基本上属

自然经济，主要生产稻谷、甘薯、大小麦和甘蔗。1957年，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

算为5．92亿元，粮食总产量32．38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84．7％和59．9％，年递增率

分别为8．0％和6．1％。但产业结构单一，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占75．6％，林、牧、

副、渔各业的产值仅为24．4％。“二五”期间的1958～1962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减

10．9％，其中种植业递减7．8％，林、牧、副、渔业递减16．3％。如1962年，农业内部结

构为：种植业占81．2％、林业占2．6％，牧业占10．0％，副业占1．5％，渔业占4．7％。

1965年农业结构为：种植业占75．7％，林业占3．1％，牧业占16．7％，副业占0．5％，渔

业占4．0％。“三五”期间(1966～1970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减0．5％，其中种植业递

减1．2％，林、牧、副、渔四业递增1．0％。1970年，农业内部结构为：种植业占74．3％，

林业占3．4％，牧业占16．1％，副业占0．4％，渔业占5．8％。“四五”期间的1971～1975

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坶递增1．5％，其中种植业递增3．5％，林、牧、副、渔四业递减

2．7％。1975年，农业内部结构为：种植业占75．9％，林业占2．5％，牧业占13．9％，副业

占1．1％，渔业占6．6％。1976～1978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1．40％，其中种植业递

增13．1％，林、牧、副、渔四业递增6．8羹眷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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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3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工业生产进入稳步发

展阶段，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8％。

1984～1991年，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工业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1991年工业总产

值比1983年增长7．72倍，年平均递增31．1％，比1949年增加73．48倍，年平均递增

10．8％。

(一)轻重工业比重

1949年境内工业以轻工业为主，轻重工业比例为83．6：16．4。1950～1991年，轻工业

占90％以上有“一五”后期(1957年)，“三五”时期(1966～1970年)， “四五”中期

(1973年)，“六五”初期(1981年)等10年，轻工业占85％～90％的有15年，轻工业占

75％～85％的有14年。其中，1978年轻重工业比例分别为87．7％和12．3％；1983年分别

为85．5％和14．2％；1991年分别为78．6％和21．4％。

(二)内外工业比重

1949～1978年，境内工业基本上为内向型工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兴办

“三资”工业企业，开发“三来一补”业务，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技术的合作，促进工

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85年，“三资”工业企业发展到5家，1991年达55家，职工2．95

万人，占全市乡镇及乡镇以上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50％，“三资”企业工业产值11．87亿

元，比1985年年平均增长1．9倍，占乡镇以上工业产值由1985年的0．2％发展到51．5％。

出口产品产值达14．34亿元，占乡镇以上工业产值的62．2％。

(三)行业结构

1949年前，境内工业以手工作坊小型规模为主。1949～1985年，初步形成以制糖业和

食品业为主导的行业结构体系。1985年，食糖产量达到14．1万吨，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重

要的制糖基地。制糖业和食品业工业产值达到3．34亿元。此后，随着乡镇企业和“三资”

工业的蓬勃发展，莆田市工业初步形成鞋革、电子、建材、制糖、食品、机械、纺织、化

工、塑料、拆船轧钢十大行业，其中鞋革行业跃居十大工业行业之首。1991年，在全市乡

镇以上工业产值中，鞋革54家，产值占42．9％；食品115家，产值占11．1％；制糖5家，

产值占3．9％；建材47家，产值占6．6％；机械59家，产值占7．5％；化工25家，产值占

2．O％；纺织14家，产值占1．0％；电子10家，产值占3．4％；塑料24家，产值占5．0％；

拆船轧钢10家，产值0．7％。

(四)区域结构

1949年前，境内工业零星分布在各私营手工作坊中；1949年后，大都集中在莆、仙两

县县城及个别经济较为发展的小镇；1983年莆田建市后，大力发展工业专业村与加工小区，

初步形成以“五大经济片”为龙头，十一个工业加工区为“走廊”，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工业

格局。“五大经济片”：一是以城厢为中心，包括黄石、西天尾、华亭镇，已建立精密机械、

电子、鞋革、食品为主的综合经济片；二是以涵江为中心，包括江口、梧塘镇，已建立以鞋

革、电子、食品、机械、化工为主的综合经济片；三是以鲤城为中心，包括度尾、榜头镇，

已建立以制糖、工艺美术、食品、建材为主的综合经济片；四是以秀屿为中心，包括忠门、

笏石镇等沿海地区，已建立以原盐、化工和石料等行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片；五是以枫亭、郊

尾、灵川镇为中心，已建立鞋革、制衣、养殖、工艺为主的加工区。十一个工业加工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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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镇府路的综合加工小区、江口石庭电子计时加工小区、涵江林柄鞋革加工小区、西天尾

洞湖口鞋革加工小区、城厢蔡宅综合加工小区、黄石青山鞋革加工小区、枫亭工业路综合加

工小区、郊尾埕边鞋革加工小区、华亭霞皋高科技电子加工小区、笏石红埔塑料制品加工小

区、榜头鸡子城鞋革加工小区。“经济片”和“加工区”的建立，为莆田市工业逐步向区域

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发展奠定基础。

莆田市工业发展也存在某些制约因素：一是1991年全市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仅12

个，占2．5％；二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约80％；三是工业结构主

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低技术水平加工企业。1991年，全市固定资产原值仅4．77亿

元，人均固定资产原值174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四是能源、原材料工业滞后，1991年

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78．6％和21．4％，与50年代初期及建市前相比，变化较少。

二、建筑业

民国时期，建筑业基本上属于私人经营。

1949年以后，建筑业逐步形成“国有、集体、私人一起上”的局面。三年恢复时期建

筑业年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688．2万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83年建市前30年

间，建筑业产值除了1959年、1978年、1980年、1981年等4年达到上亿元外，有22年不

足5000万元，其中有3年在3000万元以下。

1984年以后，建筑业发展较快。1991年，建筑业增加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1．94亿元，

比1983年年平均增长10．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建筑业社会劳动者总人数

达到74607人，比1983年年均递增23．1％。农村建筑业的产值比例占58．5％，国有占2％，

城镇以上集体占39．5％。同年底，全市有建筑施工企业19个，职工人数3242人，其中国

有企业10个，职工人数690人，完成建筑业产值842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04万元／人；

城镇集体企业8个，职工人数2543人；其它所有制企业1个，职工人数9人。1991年，签

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22个，完成营业额新签合同金额682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46．7％。

第三节第三产业

1949年，境内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097万元(当年价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其

中商业、饮食业与运输邮电业虽是第三产业的大户，但仅占社会总产值的1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产业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49～1978年，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体，第二、三产业相当薄弱。从国家基本建设投

资看，1949～197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三项产业的比例除三年恢复时期达到三分之一外，

“一五”、“二五”、“三五”期间均在四分之一以下。197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3亿元，

比1949年增加4．7倍，平均递增6．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与1949年相比还

少两个百分点。

1978～1983年，第三产业出现恢复与发展势头，商业、饮食服务业首先得到较大幅度

增长。198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23亿元，比1978年增长38．8％，平均年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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