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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交通志》经过全体编著人员三个寒暑的辛勤劳

动，终予付梓成书。它是我市第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专业志

书，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经过播种、耕

耘，现已进入收获阶段。

北海市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中型港口城市，海陆空交通

网络俱全，《北海交通志》首先突出了今日北海市交通的这

个特点，又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北海市交通事业千年史，既

叙述复兴和迅速发展的进程，又对停滞，衰落的历史作恰当

的记录，努力反映交通业漫长，Il珏折的变化过程，揭示交通

运输业“先行官"的地位和作用。“温故而知新’’，北海交

通历史告诉我们：交通运输业应置予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优先

地位，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沟通东西南北的海陆空运输渠

道，更是当今开放城市富有生气的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一环。

北海既是海港城市，由海港而形成的海上运输便成为全市

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便是公路运输。航空运输

更在其次。交通志在内容安排上对这几个部分的记述分量有

适当的比例，突出了重点。我很赞赏这部演示古今、内容丰

富翔实的志书。盛世修志，希望以《交通志》为发端，以后

有更多好的专业志书闯世l
’

九十年代是北海交通事业大有作为的十年。最近，中共

北海市委六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北海市国民经济“八五"计姚

l





凡 例

一，本志是专业志，不受市志篇幅限制。

二，本志取事上限自1876年起，下限至1989年止。少数

内容向前追溯或后延至定稿时止。

三，志内设概述、港口，海运，公路运输，民航、大事

记共6篇16章，以语体文记述。另附交通图l幅，彩色照片

4幅。

四、记述范围以今北海市行政区域为主，对市辖合浦县

的交通情况各篇或略有涉及。广西沿海均属北海航管区，海

运篇中予以记述，内河航运与北海海运历史渊源深远，特作

一章置于篇内。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海尚未解放，故时间称谓

时不称“建国，，而称“解放"。

六、“大事记"所述大事，为本市交通的首发事、重大

工程设施修建，重大成就及事件等。

七、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在篇内加附注，个别在引文后

注明出处。需查询考证可查阅本志资料卡片。

八、本志行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

件。桂地(1988)03号“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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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海市位于广西南陲，濒临北部湾，是个海港城市。城

布面积275平方公里，1987年合浦县归辖后，总面积达到3304

羹灞鬟鐾；瞪持蓁赢淮囊；庭薹霎；苇湛哩囊嚣雠舞蕊。氍淄

豪尚磷囊鲤稀菰；西H{读私塾丽霸，陲噙葫鹭a崩写械；藤搭

÷莹_矗鋈艮戥鞋；而蔷弼辫；霪罄邓刚壁羹r萋嚣。甏崤擘竣

羹裂娶臻堙。

装麟骗蒯稿磊墨；箱诫姊造j薹抓，亍许j攀脒訾撬训髻

蓁王

商

业，在卡寸里开个中药店，经营过土特产收购运销企业， 办过

三个水力加工作坊，也办过土法制铁铸锅等等，但在帝 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都先后宣告失败了，又上了高利贷者

的当，家庭经济日趋没落破产。

在大革命时期，在合浦的北部，掀起一股农民自发武装

斗争，叫做“保神党" ，朱玉光出钱出枪支持过，后来这些

自发武装，被地主豪绅 和土匪利用，失望之余，他到廉州住

了一个时期。

在二十年代，他在闭塞的大成，发起建立圩镇，他带头

建了三间房子，还动员说服自己的亲友婷了好几问铺面，这

就是大成圩的雏型。后来，他把精力放在种植扁柑上，把自

己的肥沃 田地都种上扁柑，他夫妇俩日以继夜劳动，一连好

几年，当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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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规律之一。北海港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时期t

1876年以前的港口建设几近于零，《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

港口正式对外开放，英国人将其测量的北海港海图对外公布，

控铡港日管理权，初步设置有关港口，航运简陋设施。光缮

年问(1875—1908年)是港口初步繁荣的阶段。陈济堂主粤

时期(1929—1936年)，港口船舶进出数及贸易总值均创近．

代历史最高记录。抗日战争期间港口受日军封锁，一度变成

死港。解放前夕北海港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码头设施简陋，

大船不能靠岸，货物以船艇驳载。仓库容积少，没有装卸机．

械。解放后，外沙西港口的建设揭开了港口现代化建设的

序糟；。50至70年代在西港口先后建造了千吨和两千吨级专甩

码头，并配套装卸机械和大型仓库。箍头岭建造了五千吨级
油码头，还兴建了一批渔用码头，80年代港口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1986年竣工的石步蛉港区两个万吨级码头，标志着

港口建设跃上新台阶。目前北海港已成为初具规模，功能齐
全的现代港口，与世界94个国家和地区的218个港口有贸

易往来，其他小港亦获得相应发展，为促进海陆运输，振兴

地方经济，发展广西以及大西南的对外贸易作出了贡献。

港口的盛衰与海运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北海市水上运输

事业历史悠久。河海相通，以南流江水系河运为肇始，启动海：

运。到秦汉时期已有活跃的海上运输活动。清代咸丰年间，

随着大型风帆船“头艋"的出现，民间帆船运输达到高峰，

海运业规模超过河运业，从沿海向近海、外洋扩展。1876年

以后，北海被辟为通商日岸，远程海上航线由英，法、德，

， 葡，日等外国轮船取代中国民间风帆船的地位，海关、港口

与进出口贸易均为殖民主义势力控制，华船运输业一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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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这种状况持续到本世纪初。此后，民族资本的轮船运输

迅速崛起，也在北海海运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抗日战争中因

日军侵略的影响，北海航运业几乎陷于停顿。解放以来的40年

润，北海航运大致经历了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1950一1957)、

ll珏折上升(1958—1976)，改革、振兴(1977—1989)这三个

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恢复海运业的元气，成立国营运

输企业，解散剥削性质的私人船务行，实行“费率，货源、

调度’’三统一制度，完成从私营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

1954至1957年辖区沿海年均货运量、货物周转量与1953年相

比均有较大的增长。“大跃进，，时期，体制上港务、航运再

度合并，管理混乱，内河大部分航线因兴修水利，筑坝建闸

使河道阻塞而停航，海运则因全民大办钢铁实施“运输大会

战”，使短程货运量上升。部分船只并入公社，人受抽调去

炼钢铁，修水利，航线减少，船只缺油缺维修材料。1961年

实行调整，港航分家，恢复原来行之有效的一套管理体制与

管理办法，开展沿海、内河一条龙协作运输和长短航线配合

的衔接运输，推广驳船运输，实行单船核算，运输市场再次

恢复运价，货源、调度的几个统一，建立修船基地，疏浚

港口航道。“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内乱，严重干扰了北

海航运业，管理机构受到冲击，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

压，，，市里最大的集体运输企业“水运公社”连续4年亏损。

航运局则自1972年起由于担负国家下达的特殊的援越运输任

务，获得上级调拨来的一批船舶和修船设备，增强了企业的

物质基础，同时绝大多数职工在动乱中仍坚守岗位，排除干

扰，使得海运业在那短短几年中有较快的发展。1977年至1989

年的12年间，北海航运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段时

6



期，交通运输被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行业，走上“改革、

开放、搞活”的新路。企业整顿，扩大经营管理权限，实行经

济承包制，然后过渡羽“经理负责制，，和“经理承包制，，。

企业内部缩小核算范围，开辟多种经营渠道，发展横向经济

联系，优化劳动组合，加快船舶，设备更新改造，运输市场

进一步开放，恢复沿海各地民间运输机构，保护个体运输专

业户，海运形成了以国营企业为主，个体，私营、集体、中外

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运输格局。尤其个体运输发展很

快，1989年运量几乎占全市运量的一半。1989年全市海运货

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均比改革前的1976年有了较大的增长。海

运基本设施建设(港口、船舶修造、航遭整治等)也有显著

成绩，尤其是万吨级深水码头1、2号泊位建成投产，大大

增强了北海市对外开放的“通道"功能。

本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运业的开放改革取得较大成

就．但也存在企业管理权下放后管理多层次、低效率现象，

运输市场管理紊乱，改革措施和各种规章制度不配套或执行

不力等问题。1989年北海海运业不振，各海运企业效益下

降，1990年仍处于徘徊局面。

与海运业一样，北海的陆路运输业也有悠久的历史。古

代的陆上道路的修筑与封建皇朝催索珠宝等贡品的官员频繁

进出、中外商贾的往来，到港船舶增加，海陆货运的发展等

因素有关。同时北部湾北部沿岸又是历史上军事活动频繁的

地带。《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

将军镇压交趾武装叛乱，一次“发兵万余讨之"’《新唐

书》记载南韶攻交州亦“发兵万人从之，，，公元265年交趾

郡吏吕兴派兵进攻合浦，公元271年孙吴遣薛翊，陶璜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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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时普益公司拥有汽车24辆。鳃放前汽车运输最高年客货

运量的1947—1948年度为10万人次和1512吨，而1989年全市

机动车数为4846辆，仅汽车总站1989年便完成货运量7．77万

砘，客运量374．59万人次，分别是1948年的50倍和37倍。目

前全市主要公路运输企业有4家：国营的有汽车总站，集体

柏有市运输公司，第三运输公司，第三运输公司。机动车辆

修理行业验收合格的共42家(甲类3家，乙类ll家，丙类28

家)。1989年全市公路运输企业完成货运周转量2272万余吨

千米，开辟客运线路32条。

与海陆运输相比，民用航空的历史较短。1918年“广东

航空队"2架水上飞机在海关海面试飞一这是北海航空活
动的最早记录。此后20余年先后修建(扩建)茶亭、涠溯，

白屋3个机场、供军事、空邮或民间客货运输用。这些机场使

用时间少，荒废时间长。1949年12月4日北海解放前夕，最

詹一个航班从1945年春修建的白屋军用简易机场起飞，民国

对期北海航空事业宣告结束。1950年至1985年北海市无民用

航空设施，民航交通一度中j断。1984年年底中央批准建福成

机场，1986年10月机场竣工，同年12月试飞成功。1987年3

月15日机场正式启用，开辟北海一南宁一广州航线，为北海

市永久性民用机场和定期航班开创了新的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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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港 口

第一章 主要港口

北海市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

一。它位于广西南部，南濒北部湾，海岸线东起与广东廉江

县交界的英罗港，西至与钦州交界的大风江港，长约468．2

公里。海岸线ll珏折，港湾众多：市辖境沿海主要港口有北海

港，南湾港，沙田港、铁山港、大风江港，自然条件十分优

越。尤以北海港最为著名，是我国对外贸易重要港口。营盘，

英罗、榕根，西村、自龙，闸口，公馆等均属小港。

第一节北海港

一、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北海港位于东经109。057，北纬2l。29’。地处北部湾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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