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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良港，面临台湾海峡，背靠漳泉

腹地。丰富的水产资源，发达的海洋渔业，在厦门的社会经济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历史资料记载，厦门经济的发展最初起源于渔业。早在

3000多年前，生活在厦门岛上的人类，以渔猎为生。到了宋元两

朝，一批九龙江流域的渔民迁来，促进了厦门渔业的发展，此时

内海渔业已相当发达，明清以来，逐步向沿岸和近海发展，建立

了著名的沙坡尾渔港。随着渔业的兴起，造船、渔具、运输等行

业应运而生，商贾纷至沓来，从此，奠定了渔业在厦门社会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期间和国民党在建

国前夕的疯狂破坏，使盛极一时的厦门渔业趋于衰落，留下了一

个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旧渔港。
、

新中国成立后，厦门渔业在发展中虽然几经挫折，但是勤劳

勇敢的厦门渔民不畏艰险，敢闯敢干，南征北战，改革创新，使

历尽沧桑的厦门渔业重新焕发了青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特别是厦门经济特区诞生以来，更使厦门渔业突飞猛进。在“以

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水

产方针指引下，掀起了。开发浅海滩涂，建设海上田园”的热潮，

水产养殖业异军突起，水产品加工出口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产、

供、销，渔、工、贸一体化的新体制，渔业生产扶摇直上。至1990



年，。全市水产品总量达到6．73万吨，渔业总产值达4．8亿多元，

约占厦门大农业的“半壁江山”。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厦门广大渔民、

渔业工作者，用自己的血汗与智慧，在厦门渔业的发展史上积累

了发展渔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技术成果，值

得大书特书，也应该加以总结和吸取。

几年来，《厦门渔业志》的编纂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的

科学态度，认真调查研究，广征博采，根据厦门渔业发展的特点，

按照志书的体例，从各个不同侧面，记述了几百年来厦门渔业的

兴衰与变迁，再现了渔业发展历史的轨迹，完成了厦门有史以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厦门渔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地方性、资料性文献。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从历史情况出发，尽可能挖

掘资料，下限定为1990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含集美、杏林)。为保持志书

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故记述同安县渔业的一些重要史实，但

从略，以避免与《同安水产志》重复。

四、本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力求突出厦门渔

业的特色，体现时代精神。

五、本志编写体例，按门类横排竖写，设章、节、目记述；体

裁采用述、记、志、图、表，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文件，以

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计量单位

等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规范书写。
。

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涉

及日伪傀儡政权、军队，则加“伪”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

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一般均记实际年月。



八、本志所用数字，统一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

位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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