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概况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西南与晋江市的西滨农场及罗山、永和、龙湖等镇接壤，

东面、南面、北面临海，濒台湾海峡，在泉州湾至深沪湾之间。石狮地处北纬 24°39′52

″～24°48′48″，东经 118°35′08″～118°46′51″。全市面积 189.21 平方公里，人

口 1997 年为 291970 人。居民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族 3275 人，满族 20 人。此外，还

有旅居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各地 37 个国家(地区)的华侨、华人 28 万人，是著名侨乡。还有祖

籍石狮的台湾同胞 30 万人以上及旅港、旅澳同胞 6.5 万人。 

  石狮临北回归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季风显著，雨

水充沛。夏长不酷热，冬短无严寒。最热的 7、8 月份，平均气温在 28℃左右，最冷的 1、2

月份，平均气温在 12℃左右，全年平均气温 20℃～21℃，无霜期全年长达 320 多天，常年

降雨量 911～1233 毫米。夏季多干旱，5～10 月份常有台风。 

  石狮处于华南褶皱系闽东火山断坳带，在东南沿海动力变质带的中段。在全国区划位置

上，属闽粤沿海花岗岩丘陵亚区的一部分，地貌形态不一，以台地、冲积海积平原为主，地

势南高北低。 

  石狮境内有 10 条溪河，多为单独入海间歇性溪流，溪小流短，径流量少。地下水资源

缺乏，但水质较好，工农业及生活用水 80%靠晋江金鸡南渠水源。 

  石狮市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甘薯、花生、甘蔗及蔬菜。水稻土壤面积较少。除五星、龟

湖、港塘、上浦、玉浦、塘头、雪上七个村土地可种植水稻外，其余 90 多个村耕地均为种

植甘薯、花生、甘蔗的农地。由于气候温暖，水稻每年春、秋两熟，冬季可种大麦、小麦，

蚕豆等越冬作物。元代夏一秦的诗句“迷茫回顾青千顷，翡翠盈时碧一湾”，形象地描绘出

这里四季常青的田园风光。 

  石狮市海岸线长 67.6 公里，大小岛礁 60 多个。沿岸蜿蜒曲折，港湾良多。故明代詹仰

庇有诗云“虎豹风生幽涧底，鱼龙云起大波中”。唐宋以来，蚶江、石湖、浦内、梅林、祥

芝等港口就是泉州刺桐港所属“渡头”，与国内外通商贸易。唐诗人薛能有“秋来海有幽都

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描绘出当时“市井十洲人”对外贸易的盛况。石狮海产资源

丰富、主要海产品 200 多种，是福建省主要渔业生产县、市之一。江瑶柱、石斑鱼、锯缘青

蟹(红膏蟳)等 10 多种海产珍品享有盛誉。 

  1987 年 12 月 17 日，经国务院批准，从晋江县析出石狮镇、永宁镇、蚶江镇、祥芝乡



 

设立石狮市，为省辖县级市，并作为福建省开放改革综合试验区。历经半年多的筹备，于

1988 年 9 月 30 日，中共石狮市委、石狮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办公。 

  1993 年 7 月，石狮街道办事处析为凤里、湖滨街道办事处及宝盖镇、灵秀镇。至 1997

年 12 月，石狮市辖宝盖、灵秀、蚶江、永宁、祥芝 5 个镇及凤里、湖滨 2 个街道办事处，

15 个居民委员会、100 个村民委员会。 

  石狮历史悠久。从石狮一带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刀石斧等文物考古中查明，在 7000 年

前，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陆耕海渔。汉代以后，有北方

汉人入迁。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兵燹而动荡不安，仕族衣冠南渡入闽，定居石狮境内晋

江流域的滨海平原，或从事农耕，或从事近海捕捞，中原先进文化与古闽越文化交融发展。

据《西山杂志》记载，隋代，蚶江、永宁、石狮、祥芝等地，均有中原移民南迁定居。永宁

岑兜一带建有盐场，先民从事海盐生产已成规模，石狮凤里庵前有从沿海通往泉州官路经过。

石狮宽仁一带人烟稠密。今宽仁凤里庵尚存清代竖立的石碑，碑文记载，凤里庵始建于隋代。

庵前石雕狮子造型别致，与我国其他地方隋代及唐初石狮子形态一致。据地方文史专家考据，

因当时人们常约定在庵前石狮子处碰头聚会，于是石狮便渐成地名。《西山杂志》也记载，

时有石狮子，外来商人在此贸易。 

  唐武德元年(618 年)，石狮境域隶属南安县。开元六年(718 年)至 1987 年，石狮境域一

直隶属晋江县。［其中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曾设立“晋江县

石狮分县”］。唐开元八年(720 年)航海家林銮在石湖兴建“渡头”(即码头，今称林銮渡，

市级文物)，石狮海上交通运输已较发达，东北亚、东南亚的外国商人开始经常到石狮进行

贸易活动。海外贸易促进石狮造船、丝麻、航海及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传播，

也促进石狮文化的发展。 

  五代，王审知治闽，鼓励农桑、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倡导文教。石狮一带社会秩序安

定，经济发展，学风丕盛。五代诗人“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千万重”的诗句，为当时

勤事农耕的写照。今莲埭，即是当时围海造田之处。 

  两宋时期，石狮蓬勃发展。北宋元祐二年(1087 年)，泉州设有福建市舶司，徽宗时又

置来远驿，石湖、梅林、祥芝等港成为海上交通贸易的港口，南宋前期，已与 50 多个国家、

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的关系。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 年)，王十朋知泉州太守，主持修建晋江“七首塘”，石狮境

内有龟湖塘、象畔塘(塘头塘)及洑田塘(港塘)，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

的发展。 

  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六胜塔(石湖塔)、关锁塔(姑嫂塔)、玉澜桥相继建成。六胜塔、



 

关锁塔为航海标志，对海上交通贸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玉澜桥，是蚶江、石狮通往州

府泉州的海上长桥，沟通经济交流也极为重要。 

  随着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宋代，石狮人已开始定居海外。宋人谢履的《泉南歌》写道：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日本、朝鲜半

岛、琉球、吕宋、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及湄公河流域均有石狮人的聚居地。 

  宋代，石狮文化教育繁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 年)曾到祥芝游历，并题

有“小山丛竹”摩崖石刻一方(毁于“文化大革命”)。曾在蚶江石湖读书的梁克家于绍兴三

十年(1160 年)中状元，官至右丞相，诗文著作甚多，主编福州地方志书《三山志》。后厅村

洪天锡于宝庆二年(1226 年)中进士，官至御史大夫，端明殿大学士，著有《阳岩文集》等

多部著作。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抗争时有发生。但海上交通贸易却空前繁荣。至元十四年(1277

年)，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泉州设市舶司，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

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等方便海商的贸易政策，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

易，境内石湖、蚶江、梅林、祥芝等港口，出现“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繁

荣景象。对外通商贸易往来达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石狮人出国经商、定居国外者也增加。 

  明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石狮商业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石狮贸易市场从宽仁凤

里庵一带向四周拓展。形成九街五围十一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永宁建成卫城，“城

周八百七十五丈，基广一丈五尺，高二丈一尺”。有“二十万人烟，官印百颗”。同时，祥芝

“造为司城，周一百五十丈，高二丈。”蚶江、龟湖等地也建有街道，形成贸易市场。明永

乐年间(1403～1424 年)，郑和率大明舟师下西洋，曾停靠泉州刺桐港，石狮渔民、船工及

商人，或随郑和往西洋，或沿其航线往西洋经商，华侨出国形成高潮。 

  明末，福建沿海连年灾荒，倭寇入侵，社会动荡。石狮沿海一带首当其冲。永宁卫因遭

倭寇侵袭，卫城被攻陷，20 万人丁几被杀绝。卫城居民纷纷逃往石狮避难。天灾人祸，石

狮灾民又纷纷徙流东南亚国家。 

  清兵入闽后，清政府为消灭沿海抗清势力，实行残酷的“海禁”、“迁界”政策。石狮沿

海居民田园厝宅被毁，被迫迁往“界内”，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方得复界。复界之后，祥芝、梅林、石湖、浦内、蚶江等海港蹶而复振，

外洋大船常泊碇于此。乾隆四十七年(1784 年)，清政府批准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设置“海

防官署”衙门。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促进石狮经济的发展。今石狮市区新华、宽仁、五星、

新湖四处均建有街道。石狮一带出现一种新的商业机构——“行郊”。 

  鸦片战争前后，石狮成为外来侵略者贩毒走私之据点。随着鸦片而来的大量洋货的倾销，



 

石狮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受到冲击，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作坊倒闭，农村凋蔽。破产的

农民、手工业者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拐卖为华工——苦力(民间称“卖猪仔”)。石狮又一次形

成大规模出国潮。此时，石狮侨乡已初步形成，侨汇收入成了侨眷属主要生活来源。 

  辛亥革命期间，许多旅居海外的石狮华侨，纷纷在侨居国参加同盟会组织。还有一些华

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此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谋求生路，石狮人又大批出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狮华侨怀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愿，纷纷回乡投资实

业及创办新式学校、西医馆，包括投资房地产等街道建设、公路汽车运输、海上交通运输及

电力、化工、食品工业。石狮原有九条街道翻建成水泥楼房，铺设水泥路面，随后又新建东

村街、后花街等一批新街道。侨办学校、教会学校也相继出现。从此，石狮逐渐以侨乡的发

达经济闻名于国内外。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列主义刊物传入石狮。民国 15 年，

一批共产党员随北伐军入泉州，在石狮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

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其时减租减息斗争，如火如荼。民国 16 年，泉州“四一Ｏ”反革命事

变后，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石狮革命斗争转入低潮。民国 18 年 5 月，中共泉州县委成

立。在中共泉州县委领导下，石狮人民开展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饷的斗争。民国

22 年春，石狮正式建立中共石狮永宁区委，下设石狮、永宁、卢厝 3 个支部。民国 23 年 4

月，石狮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武装队伍；民国 24 年 4 月，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

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狮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民国 27 年，石狮镇就有七

支宣传抗日的文艺演出队伍。民国 27 年 5 月，成立的由中共基层组织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

队伍——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人员 2000 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石狮旅外华侨，在各侨居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抗日

团体，捐募资金支援祖国抗日军民，有的华侨直接回国奔赴抗日战场，为国捐躯。 

  民国 3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国家，交通中断、侨汇断

绝，石狮侨乡陷入严重困境，侨眷侨属生活悲惨。侨眷侨属为生活所逼，上街摆设“故衣摊”，

变卖战前华侨亲人带回的衣服布匹。这成了石狮服装市场的起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石狮社会混乱，经济衰竭，通货膨胀，苛捐杂税繁

重，匪乱如毛，瘟疫流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石狮地方组织领导侨乡人民开展

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反“清乡”斗争。民国 37 年春，中共晋江县工委建立侨区区工

委，石狮有岑兜银江支部、杆东平民支部、石狮支部。民国 38 年 5 月，中共闽粤赣边委晋

江县工委设立中共石狮区工委、塔山区工委、下辖 9 个支部。同年 5月，中共闽西南晋江县



 

工委在石狮建立石狮、永宁、坑东 3 个支部，并成立党总支。这些地下党组织建立武工队、

游击小分队，开展游击斗争。1949 年 9 月 2 日，石狮全境解放，从此获得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 

  1949～1952 年，石狮境内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三

反”、“五反”斗争，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完成了经济恢复任务。1952 年底，工农业总产

值比 1949 年增长 61.64%。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均有较大发展，社会安定，人民

生活得到了改善。特别是人民政权的建立，广大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成为社会的

主人。 

  1953 年以后，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山雅村率先组

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 年，万名民工开展水利建设，先后建成小型水库 11

座，兴建金鸡南渠引水工程，石狮水田地区实现农业灌溉水利自流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

收成。1954 年，石狮归侨、侨眷筹资创办华侨子弟初等中学文化补习学校(1956 年改为华侨

中学)。1953～1957 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7.73%。 

  1958 年，由于开展“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等运动，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

浮夸风盛行一时，严重地挫伤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加上 1959～1961 年连续三年发生自然

灾害带来经济困难，石狮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 8%。 

  1963～1965 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工农业总产值基本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 

  1966～1976 年，在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石狮社会混乱，武斗严重，死于武斗

者达 30 多人。工厂、商业、学校一度几乎关闭，侨汇、华侨存款也被冻结。侨汇收入大量

下降。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物资缺乏，物价昂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

破种种阻力，得到较快的落实。1978 年年底，石狮人民充分利用侨乡闲资多、闲房多、闲

人多的特点，以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名义，联户合资，创办企业。初期，规模小、资金少、

设备简陋。但这种联户合资投股的小型工厂，大量出现，遍及城乡，一批农民成了产品推销

员，跑遍全国各大城市。1980 年 8 月，晋江县颁发《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

干问题的决定》，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推销提成、允许价

格浮动。尤其传达邓小平关于“允许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指示后，人民群众吃了“定心丸”，

于是镇办、社办、街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龟湖一村就

有队办企业 30 余家。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 

  在大办乡镇企业的同时，石狮凭借侨资多、侨胞港澳同胞多和信息灵等优势，与外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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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三来一补”合同，承接服装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置。同时又利用进口剩余布料，

仿制港澳、国外流行服装，摆设“故衣摊”，上市销售。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利用海关开放

的有利时机，大量进口国内还不能大量生产的电视机、收录机、计算器及其他洋布、洋货。

这些自用有余的进口物资，也上“故衣摊”交贸。1982 年 2 月，石狮“故衣摊”发展到 310

多摊，形成一定规模的服装市场。由于采用进口布料，款式新颖，价格便宜，故石狮成了全

国闻名的服装市场。1981 年，每天进出石狮订货、购物车辆达 135 辆(次)，全年接待客商

207 万人(次)。每月除西藏外，全国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 27812 人住过石狮旅社、招待

所。1981 年，石狮邮电局收入寄往全国各地的服装等包裹邮资达 29 万元，占该局总收入的

50%以上。1982 年以后，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经济迅速发展。出现“爱花牌”胸罩厂、全家

福服装厂等 15 家“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1997 年，“三资”企业

产值 4738.26 万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3000 多台，出口创汇 4411 万元。市场经济也更为活

跃、繁荣。1997 年，石狮市区小商品市场 6 处，农贸市场 2 个，以服装鞋帽为主的摊店 2800

多个(平均每 9 个居民拥有 1 个摊店)，遍布大街小巷，“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

全市商品销售额 2.6 亿元。 

  因为当时石狮仅是乡镇一级建制，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治安交通管理能力

及基础设施等方面，与迅猛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各类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

严重制约石狮经济的持续发展。1987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石狮由镇升格为省辖县级市。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88 年 9 月 30 日，中共石狮市委、石狮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办公。新

成立的石狮市是福建省开放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是全国首

次经过公开推荐、民主选拔正、副市长，率先施行公务员制度的城市。同时，党政机构的设

置也超前改革，“建立一个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全市党政只设 13 个机构。 

  石狮市的成立，掀开石狮史册崭新的一页。中共石狮市委、石狮市人民政府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市人民努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石狮。石狮人民抓住机遇，领先发展市场经济。石狮市政府

抓住制约石狮经济发展的电力、自来水、通讯等设备的建设。1988 年 10 月，建成塔前 35

千伏变电站；1990 年 6 月，建成山兜 220 千伏变电站；1992 年 10 月建成山兜日供水 2.5

万吨自来水厂；1993 年扩建为日供水 3.5 万吨自来水厂；1996 年 12 月建成全省县级规模最

大的日产 20 万吨玉浦自来水厂。1990 年开通万门程控电话，可直拨国内 400 多个市县及国

外 182 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此外，拓宽、改建石狮五大路口水泥公路，新建一批公厕，有

效治理交通拥挤及脏乱差。石狮市政府用活用足优惠政策，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大力引进外

资，创办外向型企业及土地成片开发。同时，努力开拓商品销售渠道，邀请全国各地客商前



 

来石狮参加商品展销会、订货会，组织石狮企业到北京、上海、大连、西安等地举办石狮商

品展销会。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共石狮市委、石狮市政府抓住机遇，加大

内引外联力度，扩大土地成片开发规模。同时，修建通往永宁、蚶江、祥芝三镇的 38 米宽

水泥公路，兴建大堡污染控制区工业区。这些重大举措，促使石狮经济出现超常规、跳跃式

的迅猛发展。1987 年，石狮建市前，社会总产值 5.1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3.3 亿元。1992

年，社会总产值 33.7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22.9 亿元，分别比 1987 年增加 6.6 倍和 6.9 倍。 

  1995 年，石狮市掀起第二次创业高潮。中共石狮市委、市政府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寻

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引进外资，创办高科技集团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1997 年支柱产业

不断发展，“八大工业园”和石湖万吨级码头及祥芝、梅林码头建设顺利，成为全市龙头项

目。在农村，全面推进宽裕型小康建设，30 个村街已通过达标验收。1997 年，以“招商年”

为契机，新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70 个，合同投资 1.64 亿美元(到资 1.45 亿美元)，增资项目

34 个，增资总额 4746 万美元。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全年各项存款余额 54.25 亿元，比 1996

年增长 27.6%。在第二次创业中，石狮建成港口型农工商贸城市，实现第二次飞跃。 

  1997 年石狮市全面完成各项经济计划。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72.5 亿元，完成计划的

100.4%，比增 15.9%；工农业总产值 113 亿元，完成计划 110.5%，比增 19.6%，其中工业总

产值 105.4 亿元，完成计划 100.1%，比增 20.2%；乡镇企业产值(按现行价，并含第三产

业)110.3 亿元，完成计划 100.3%，增长 23.6%；社会产品零售总额 59.2 亿元，完成计划

100.4%，增长 20.8%；财政总收入 4.182 亿元，完成计划的 100.2%，比增 13.8%；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费收入达 7860 元，比增 4.8%；农民人均纯收入 5100 元，比增 5.2%；零售物价指

数 100.9%，是升幅度较低的一年，达到控价目标。1997 年，石狮市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八位，人均纳税额名列全国第六名，居福建省经济实力十强县

市前列。 

  中共石狮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华侨政策，做好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接待、

联谊工作。1991 年，石狮市政府领导到菲律宾，协助旅菲华侨成立菲华石狮市各乡联合会，

组建香港、澳门两个石狮市同乡公会，调动一切港澳、台同胞及侨胞的积极因素，引进外资

有了更大突破，至 1997 年底，“三资”企业达 1320 家，其中合资项目 520 个，合作项目 63

个，外商独资项目 737 个。投资总额 21.8 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 18.9 亿美元。港澳、台同

胞及侨胞捐建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 4亿多元。 

  在“二次创业”中，石狮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中共石狮市委、市人民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措施，成立中共石狮市委精神文明办公室，建立文明安全片区，创办市民文明学校，



 

编印市民文明读本，开展群众性“绿洲”读书活动，开展军警侨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努力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取得了显著成果。1997 年，石狮市评为省级文明建设一级达标城市、

全省双拥模范城。 

  中共石狮市委、石狮人民政府确立“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先后制定“八五”、“九五”

科技发展规划，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及奖励办法，市财政按比例安排科技三项费用并建立科

技发展基金，累计已达 1000 多万元，进一步加快星火技术密集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技园区的建设步伐。1994 年，石狮市进入全国科技百强县、市行列。1997 年 11 月，国家

科委授予“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称号.。 

  石狮市将教育摆在城市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行教育体制、办学体制的改革，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1994 年 10 月，开始实施初级中学义务教育，

经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估，达到省颁“六项督导”评估指标的优等水平。1996 年 6 月，经福

建省人民政府“双基”达标验收，石狮市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的目标。 

  石狮市将文化事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石狮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石狮建市后，即着手组建文化馆，发挥国办文化主渠道的作用。同时，发动社会组

建 12 个群众文化团体，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建成文化中心、文林图书馆、新世纪电影城

等文化设施。石狮市政府鼓励文艺创作，繁荣社会主义侨乡文化，已有 20 多个作者出版文

学作品集及学术著作 28 部，有 10 多个创作节目在全国及福建省文艺调(汇)演中获奖。南音、

舞狮多次被上级公派出国访问表演。尤其是灯谜活动，成绩卓著，是全国著名“灯谜之乡”。 

  石狮市积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石狮建市后，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入，走“民办体育”

之路，成立市级体育总会，建立 10 多个群众性体育协会，依靠社会集资，兴建一批体育运

动场、馆。1996 年，预计投资 8000 万元的石狮体育中心工程动工。1988 年以来，举办三届

市运动会，举办承办 20 次全省、全国和国际性体育单项竞赛。一批运动员在全国、全省各

项体育比赛中获奖。群众武术活动十分活跃，1992 年荣获国家体委命名的首批“武术之乡”

称号。 

  石狮建市后，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建立、健全市、镇、村三级医疗、防疫、保健网

络，改建市立医院，新建华侨医院，增添大批现代医疗设备。1990 年以来，开展创建卫生

城市、卫生镇、卫生村活动，实施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加快城乡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使环境

卫生面貌大为改观。1992 年 12 月，石狮市荣获省级卫生城市称号。1997 年 12 月，通过省

级卫生城市复检。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88 年出生率 18.31‰，1997 年为 5.98‰；

1988 年计生率 36.05%，1997 年为 98.51%；人口自然增长率 1988 年为 14.04‰，1997 年为



 

  石狮是一座富有魅力的年轻城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处文化历史名城泉州与经济特

区厦门之间，与台湾隔海相望，市域三面临海，海岸线长 67.7 公里，全市面积 160 平方公

里。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市，现辖 7 个镇 2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 30 万，外来流动人

口 40 万。建市以来，石狮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机遇、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新机制，充分发挥

爱拼敢赢的人文精神，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2009 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324 亿元，增

长 12.9%，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目标。财政总收入 28.1 亿元，增长 8%；其中一般预算

收入 15.4 亿元，增长 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40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1555 元，

分别增长 9.5%和 8.7%，均提前完成“十一五”目标。经济竞争力位居中国县级市第 11 位、

全省首位，荣膺全国十大活力县级城市。 

第二章 地理气候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北纬 24°39′52″～24°48′48″，东经 118°33

′46″～118°46′51″，处于厦漳泉经济开放区中段。市域属闽粤沿海花岗岩丘陵亚区的

一部分，地貌形态不一。地貌类型以台地和滨海平原为主，地形为中间高，四周低，地势广

阔平坦，海岸线长而曲折，可开发为万吨码头的有石湖、祥芝、梅林等港口。 

  市境处于华南褶皱系闽东火山断拗带，东南沿海动力变质带中段，构造体系属新华夏系

第二隆起带。晚三叠世至侏罗纪时期，由于砂岩、砂砾岩等粗碎屑岩沉积及中酸性火山岩喷

发，地壳呈下降状态，在早期构造运动中，长乐—南澳、晋江—永安断裂形成，并发展产生

动力变质，形成变粒岩、浅粒岩、片岩。白垩纪以后，受构造的作用，地壳呈上升状态，第

四纪以来的地壳运动奠定了今地貌轮廓。 

  市域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21℃，年平均降雨量为 911～1233

毫米。境内河流，多为单独入海的间歇性溪流，溪小流短，径流量少。地下水资源较贫乏，

水质较好。工农业及生活用水量 80%靠晋江金鸡南渠水。 

隋唐时，市境已有居民落户，历代逐步繁衍，由于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加之港口对外

贸易发展，蚶江与台湾鹿港、八里岔对渡，战乱和“迁界”诸多因素影响，居民不断移居外

国，石狮遂成了著名的侨乡。 

地层 

  境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和上三叠—侏罗系，后者已成变质岩层。 

  (一)第四系地层 

  分布占境域面积 65%，分为更新统龙海组冲洪积层、更新统龙海组风积层、全新统长乐



 

白天大于夜间，一般下午 2 时风速最大，下半夜风速最小。历年定时最大风速一般在 9 级，

而瞬间最大风速达 12 级以上(35 米/秒)，瞬间最大风速多出现在夏季台风袭击时。 

  (四)日照 

  石狮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00 小时，日照率 50%，表现为夏季多照秋冬少，一年之中的

日照时数以 7～8 月最多，月均 250 小时，日照率 60%；2～5 月较少，月均 150 小时，日照

率低于 40%。 

石狮天气状况按云量来划分：晴天(日均云量≤2成)累年平均天数 58 天，占全年总日数 16%；

阴天(日均云量≥8 成)日数累年平均达 156 天，占全年总日数 43%。一年之中，晴天日数以

10 月至次年 1 月为最多，阴天日数以 5～6 月为最多。雾日年均 16 天，出现在境内的雾多

为平流雾(或称海雾)，雾日以 3～5 月最多，7～11 月最少。 

  (五)湿度和蒸发量 

  境内年平均绝对湿度为 20 毫巴，年际间变化不大。石狮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8%，年际

间变化 70%～80%。受气温、风力、降水诸因素影响，石狮累年各月相对湿度，1 月份的月均

值 73%，2 月为 76%，3 月为 78%，4 月为 81%，5 月为 83%，6 月为 86%，7 月为 81%，8 月为

81%，9 月为 77%，10 月为 72%，11 月为 71%，12 月为 71%。相对湿度一年之中以 5～6 月最

大，为 83%以上；10 月至翌年 1 月最小，为 71%～73%。1963 年 1 月 26 日相对湿度最小，仅

7%。 

  境内各地常年年蒸发量超过年降水量。全年各月蒸发量，除 5～6 月少于降水量外，其

余各月均大于降水量。一年之中，以 7～11 月蒸发量最大，2 月最小。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唐 

  开元六年(718 年) 

  泉州刺史冯以智以州治无县，奏请置县，乃析南安县东南地新置晋江县。其时，石狮地

属晋江县。 

  开元年间(713～741 年) 

  航海家林銮为“渡蛮舟之便”，在石湖港西南侧建渡头，后人称之为林銮渡。 

北宋 

  嘉祐年间(1056～106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