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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交通志》是根据福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纂委

员会的部署和要求，在泉州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和晋

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编纂的。历经八个

春秋，数易其稿，终于脱稿付梓。这是晋江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交通专业志。

《晋江市交通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按新方志体例，系统、全面、客观地记述了晋江交通

运输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晋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

拼搏精神，艰苦创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80年代

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晋江

交通运输事业蒸蒸日上。全市城镇农村的公路纵横交错，

各种机动车辆川流不息；福建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试验

路段已在晋江市奠基开工；海上运输船舶航行于全国沿

海各地。300吨级的东石码头成为直航香港的起运点；

5000吨级的深沪码头正在加紧施工；青阳机场的拓建工

程已正式投入。新的立体交通网络逐步形成。这一切成就

凝聚了晋江人民的心血，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晋江市交通志》是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专业

志书，将为晋江市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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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依据；并借以启迪后人，认识过去，了解现在，展望未

来，激励人们不断开拓前进。

编纂《晋江市交通志》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也是一项

得益今人，惠泽后人的事业，它是在有关部门、各界人士

的支持、指导下，编写人员克服种种困难，辛勤努力的结

果。值此志书即将正式出版之际，谨写数言，以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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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晋江市交通志》应运而生。

我作为晋江市交通战线的一名战士，虽然由于分工

不同，对志书的编修工作过问不多，但当志书即将面世之

际，我和广大修志工作者一样感到欢欣鼓舞，并将和他们

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晋江市交通志》是晋江有史以来第一部交通专志。

她全面记载了晋江始于建置迄至今日一千二百多年来交

通运输事业兴衰起伏的历史与现状；她既实事求是地反

映古代、尤其宋元时期晋江海外交通的兴盛发达，又详尽

介绍近代公路在晋江的兴起与曲折的发展过程，更以浓

墨重彩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海

内外晋江人发扬拼搏精神，重振古代海上雄风，致力于海

陆空立体交通战略建设的辉煌业绩。

《晋江市交通志》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结

构合理，地方特点突出，文字简洁通顺，融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和地方性于一炉，为晋江市交通运输事业铸造

了一块文化丰碑。她的编纂出版，必将为晋江交通运输事

业再创辉煌提供科学借鉴和有益的启迪。

在志书即将付梓的时刻，我们特别怀念我们的局长

．许．文兴同志。是他自始至终领导、支持、关心志书的编纂

工作；是他为编修工作出谋划策，身体力行；他在身患绝

}一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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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后仍然抱病过问修志工作，乃至最后还以孱弱之躯，主

持了志书的终审会议。现在，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

之倾注的心血，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遵编者嘱，爰写数语权作序。

晋江市交通局副局长陈若刚

1996年孟春

————————————J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客观、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地记述晋江市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从唐开元六年(718)晋江建县时起，溯源述流，下

限至晋江撤县建市后的1992年底。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晋江置县及历次县域析变和撤

县建市的实际地域为准。本市(县)或与本市(县)有重要关系的船

只发生的重大海损事故，则越本市(县)海域范围记述。

四、全志分章、节、目等几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写古今。采用

记、志、图、表录表达，辅以照片，以志为主。

五、记述中涉及的历代政权机构、官职，均依当时习惯称呼。

古旧地名，则夹注今称。

六、各朝代名称和年号沿用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

国。朝代纪年每一节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

七、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立传人物系对晋江交通运

输事业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士，按卒年先后为序排列。

八、本志所用的统计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有关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本市(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各

业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准。

九、本志资料来自各种史志文籍、新旧档案、单位编写的企业

史、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实地调查的口碑材料等，在记述中

除重要引文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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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晋江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西和南安县接

壤，南与金门县隔海相望，北同鲤城区毗邻，东北与石狮市相连。晋

江像一条蓝色飘带流经市境北端萦回入海。九十九溪流贯市境，形

成晋东平原水网河系。

晋江自唐开元六年(718)置县至1951年县市分治的1200多

年中，一直是泉州府属首县，县治均设在泉州城内(今鲤城)。因此，

自古以来晋江泉州并称，实为一体，盛衰与共。据1950年统计资料

表明，晋江县以县城泉州为中心，辖属南北纵距88．5公里，东西横

距38公里，总面积1299平方公里，总人口67．89万人。海岸线总

长160多公里，岩岸蜿蜒曲折，港湾密布，宋元来向有“三湾十二支

港”之称。湾深港阔，利于发展海上交通运输。县城地处陆上交通

要冲，南北可达粤东、浙南，西北可上剑州(南平)以入浙、赣。交通

发达，为闽南水陆交通枢纽。1951年1月，析城关和城郊的浮桥、

王宫一带置泉州市(今鲤城区)。晋江县治迁驻青阳镇。1958年又

划临海、东星和石霞乡部分归泉州市管辖。1971年再划出晋北的

罗溪、马甲、河市3个公社和双阳农场归泉州市。于是晋江县只剩

原晋南一隅，南北长42公里，东西宽37公里，总面积809．24平方

公里，总人口107．45万人(1987年统计)。1988年9月，又析出石

狮、永宁、蚶江3镇和祥芝乡，设置石狮市。至1992年5月，晋江撤

县建市时，全市总面积为64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0公里，人口

94．12万人。

晋江市历代的水陆交通运输发展具有三大特点：古港通贸海

外、宋人造桥成风、侨建公路发达。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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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港通贸海外，兴于唐代，盛于宋、元。主要外贸港口有泉州港

和安海港，全盛时曾与东南亚、西亚、东非以及东北亚的日本、高丽

等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通贸往来，泉州港被誉为世界“东方第一大

港”。

元末战乱与明初的海禁，曾使晋江的海外交通一度衰落。然

而，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中，有着600多年海外贸易实践的晋江，却

在挫折中出现奇迹。明代中后期，海上民间贸易崛起，有的还发展

成为“海商集团”，其中以安海港为据点的郑芝龙海商武装集团，拥

有海舶数以千计，其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南亚及日本海之间，把

晋江的海外通贸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使安海港成为中国东南

沿海私商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仍然限制海舶通洋，晋江的海上

运输转向以国内南北航线为主。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放蚶江与

台湾鹿港对渡，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交通往来。清代中后期，海舶

通洋禁令松弛，晋江的东石、蚶江等港，又开始有船民组织船队，远

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港口。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海峡两岸对峙，港道封闭，影响海上运输

发展。1980年以来两岸关系渐趋和缓，晋江的海运事业又出现繁

荣的景象。

唐、宋以来，晋江上游的东西溪即为晋江泉州与永春、安溪等

县之间水上运输往来的动脉，直到近代，才逐渐为日益兴起的公路

运输所替代。20世纪60～70年代，晋江上游先后多处截流营造水

库或水闸，上、下游之间航道梗阻断航。

晋南(分治后改称为晋东)河渠，原为古代围陂、筑闸，积聚九

十九溪流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先民利用这些纵横交错的河渠，

作为乡间水上短程运输的航道。1958年修建金鸡水利工程，使这

些河渠水位上升，加上河道加深拓宽，进一步为晋东乡间水上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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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开辟航道。这对缓解当时陆上运输的紧张状况，起了积极作

用。因此，在1960年以“河网化”和“船运化”的先进事迹荣获国家

交通部的嘉奖。
’

’

’

-|

，

唐、宋以来海外交通发达，促进了陆上交通运输建设的发展。

在改善陆路交通条件过程中，两宋时晋江出现造桥热潮，可谓中国

造桥史上一大壮举。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晋江县域建造的主要桥梁

达47座，总长度约50余华里。‘其中全长2华里以上的跨海(或海

岸)长桥就有7座。洛阳和安平两座跨海长桥，分别运用“筏型基

础”：。种蛎固基法”和“睡木沉基法”等先进的建桥技术，开创了在

波涛滚滚的海港中建造梁架式石桥的新纪录，在中国桥梁史上写

下光辉的一页，并由此赢得“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誉。 ，

．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外侨胞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历

来热心家乡的公路交通建设。民国2年(1913)，安海旅日华侨陈清

机率先倡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开全省华侨倡办民营

公路之先河。此后，以民国8年陈清机创办闽南泉安汽车路股份有

限公司为发端，至民国22年的14年间，各地华侨在晋江县境内创

办8家民办汽车路公司，兴建包括通往邻县的公路25条，共423

公里，成为全省公路建设最多的县份。1980年以来，旅外华侨及

港、澳、台同胞再次在晋江掀起一股积极捐资兴建公路的热潮。至

1988年与石狮市分治前，全县新建和扩建的乡村公路总数达400

余公里(包括未列养)，其中大部分为旅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捐

资兴建的。据统计，仅1987"1988年的一年多时间，他们捐资兴建

公路和桥梁的总金额即达288万元。

新中国成立以前，水陆运输业大都以商办或民间个体联户分

散经营为主。1950年以后，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商办运

输业通过公私合营逐步归入国营。拥有民间运输工具的个体运输

业者，则通过合作联营，发展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公路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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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输业，从1956年起就全部转为国营，成为单一的经济体制。这

对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以及因分散经

营造成运输市场混乱等问题，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事实证明，在

以强大的国营企业为主导的几年中，对促进整个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和稳定运输市场秩序，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社会经济日益发

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经济体制的经营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显然已不能相适应。1980年以来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多

元化、多层次的经济发展开了绿灯。1984年，交通部门执行“有路

大家行车，有水大家驶船”的开放政策，为晋江的交通运输市场铺

开了一条五彩缤纷的大道，从而迅速形成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集

体、联户，个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交通运输体系。

1988年10月，晋江与石狮正式分治。晋江县交通局将原属的

3个交通事业单位和6个交通企业，成建制移交给石狮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同时将石狮辖区内的公路以及港口码头划归石狮市管

理。至此，晋江市境内公路线为99条、573．74公里。

从1989--"1992年，晋江的交通事业继续呈现迅猛发展的势

头．全市共投资9138．2万元用于公路建设，其中海外侨胞及港、

澳、台同胞捐资5139．4万元，占总投资数的56．2％，除新建乡村

公路6条(已列养)、25．9公里外，大部分是对原有的主要公路进

行拓宽和改建。1992年统计，全市通车公路110条、599．64公里，

97％的行政村都有通车公路，每百平方公里拥有92．37公里公路，

位居全国公路密度的前列。全市机动车辆总数达63220辆。载客

汽车直通全省各地及广州、深圳、温州、上海等城市，载货汽车几乎

跑遍全国各地。海上运输货轮38艘，总载重量10541吨，往返于

闽、粤、浙、沪沿海及长江下游。为适应乡镇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的腾

飞，交通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公路全面铺砌、拓宽，全市专养公路实

现“渣油化”和。水泥化”。新建的300吨级栈桥式2个泊位的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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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几经改善设备，已日臻完善，并成为直航香港的起运点，5000

吨级散杂货兼集装箱的深沪码头，正在加紧建设，至1992年底，已

完成投资金额773万元的基础工程。福建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试

验路段在晋江路段奠基开工。青阳机场的扩建工程，也完成设计蓝

图，列入市重点建设项目。晋江市立体交通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晋江撤县建市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晋江市的

交通运输事业已驶进新的历史发展快车道，不停地向前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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