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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厦门邮电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的邮驿，明代和清代的民信

局、文报局，都曾经为政府和民间的互通信息发挥作用．但因政治腐

败、经济落后，发展迟缓。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擅

自在沿海口岸设立邮电通讯，清政府因而决心创办邮政事业。清同治

五年(1866年)，厦门海关设立邮务办事处。光绪九年(1883年)十

二月，开设官督商办的电报局。从此，厦门成为全国最早设有国人自

办邮政局、电报(信)局的地方之一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电通信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

部门o 1951年8月，厦门邮政、电信两局合并，成立厦门邮咆局o

1970年1月1日邮、电分家，至1973年11月重新合设，恢复厦门市

邮电局建制。至1980年，厦门邮电事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因地处海

防前线，加之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发展速度缓慢o 1998年10月28

El，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邮、电再度分营o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1980年

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为经济特区之后，厦门市邮电局抓住改革开放

和经济特区建设对通信迫切需求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大胆引进新

技术、新设备，不断增强通信能力，厦门邮电通信面貌日新月异o

1985年1月20日，，厦门开通程控电话，成为全国第一个从交换到传

输通信都实现数字化的城市，厦门通信事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

“七五”和“八五"期间，厦门市邮电局充分运用党和国家赋予的优

惠政策，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发展、改革、

服务、管理、效益"主线，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加强管理，使

厦门市邮电局在短时间内领先于全国同行。实现了全方位、跳跃式、

高速度、超常规发展。服务水平在质与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

邮政业务范围突破传统的函、包、汇、发业务，相继开办特快、



邮储、集邮，以及商函、邮购、货运、礼仪、代办、广告明信片、邮

送广告等新业务。汇款从普汇、电汇延伸到特汇、礼仪汇款、入账汇

款，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邮政生产、作业、营业及管理逐步采用新

技术，使邮政由劳力密集型向现代技术型转变o 1994年，率先在全

省实现本地邮蓄网点通存通兑o 1997年，邮政绿卡网络版本升级，

实现全国通存通兑；同年，厦门邮电加入厦门金卡公司，邮政绿卡进

入厦门“金卡”网络，实现本地跨行取款和POS购物消费o 1998年。

绿卡成功实现公用事业费用“缴费一卡通"，居全国领先地位；同年

始建邮政呼叫中心。

电信由以前相对单一的固定电话、电报发展到移动电话、无线寻

呼、数据通信、智能业务、综合业务等蓬勃增长的新局面。电话业务

不仅扭转了开放初期供不应求的“装机难”局面。而且实现电话预约

装机、立即装机。至1998年上半年，全市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34．75

部／百人；岛内实现户均一部电话，农村建成不少“电话明星村、明

星镇”o移动电话用户达17万户，寻呼用户超过49万户，移动通信

普及率居全省、全国前列。截至1997年底，厦门已建成市话本地网、

移动通信网、数字数据网。

邮电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邮电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两个文明

建设取得丰硕成果o 1994年和1995年，分别被评为市级和省级文明

单位，先后被列为：中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之一，全国邮电百强企

业(居地、市局第二名)，福建省第三产业规模评价行业榜首。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 1984年4月，根据邮电部和

福建省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以及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和要

求，厦门市邮电局开始组织专人着手搜集整理资料，编纂初稿o 1988

年2月完成20万字左右，下限至1985年12月，编志修史工作暂告

一段落。嗣因部、省邮电文史中心和编志部门要求下限至1995年．

于是，1996年4月重新成立<厦门市邮电志>编委会和编写班子。

此次修志在征求意见稿完成时，恰遇邮、电分营，鉴于修志不易，遵

照有关上级部门的建议，又将下限延至1998年10月邮、电分营。将

最新的邮电科技成果和发展情况入志，力求体现时代特征、行业特点



和地方特色o

由于有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全体邮电同仁的支持。以及编志人员胼

手胝足，辛勤耕耘，本志终于编写告竣。在此，向关心、支持和参与

本志编写工作的所有领导和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相信<厦门市邮电

志>的出版问世，不仅可以存史，还将推动厦门邮电事业继往开来，

谱写新的篇章。

由于机构和人员变动、资料收集不易等原因，书中错漏之处在所

难免，祈望读者批评指正o

名撅彼
2002年12月



凡 例

。

一、<厦门市邮电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二、本志按方志编纂体例，横排分类，纵向记述。全志由概述、

大事记、机构、邮政、电信、经营管理、教育与科研、党群组织和图

表、附录组成。

三、本志贯通古今，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1998年12月底。

四、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突出时代特色和厦门经济特区特

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

原则处理o

五、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lO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

代、年号、年份，并括注公元纪年(每段如出现同样的朝代、年号，

仅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采用公元

纪年。

六、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职务、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

通用的简称记述；古地名括注今地名。人名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

呼，不冠褒抑之词。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机构名称和报刊名称

等译名，均以社会公认的译名为准o ，

．

七、凡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较长而又多次出现的，只在第一

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使用时概用简称。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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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

2 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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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邮政快件⋯⋯⋯⋯⋯⋯⋯⋯⋯⋯⋯⋯⋯⋯⋯⋯⋯⋯⋯⋯⋯⋯⋯⋯

(一)业务量⋯⋯⋯⋯⋯⋯⋯⋯⋯⋯⋯⋯⋯⋯⋯⋯⋯⋯⋯⋯⋯⋯⋯

(二)资费⋯⋯⋯⋯⋯⋯⋯⋯⋯⋯⋯⋯⋯⋯⋯⋯⋯⋯⋯⋯⋯⋯⋯

四、特快专递邮件⋯⋯⋯⋯⋯⋯⋯⋯⋯⋯⋯⋯⋯⋯⋯⋯⋯⋯⋯⋯⋯⋯

(一)国内特快专递邮件⋯⋯⋯⋯⋯⋯⋯⋯⋯⋯⋯⋯⋯⋯⋯⋯⋯⋯

(二>国际特快专递邮件⋯⋯⋯⋯⋯⋯⋯⋯⋯⋯⋯⋯⋯⋯⋯⋯⋯⋯

第三节报刊发行⋯⋯⋯⋯⋯⋯⋯⋯⋯⋯⋯⋯⋯⋯⋯⋯⋯⋯⋯⋯⋯⋯⋯

第四节．汇兑储蓄人寿保险⋯⋯⋯⋯⋯⋯⋯⋯⋯⋯⋯⋯⋯⋯⋯⋯⋯

一、邮政汇兑⋯⋯⋯⋯⋯⋯⋯⋯⋯⋯⋯⋯⋯⋯⋯⋯⋯⋯⋯⋯⋯⋯⋯⋯

(_)国内汇兑⋯⋯⋯⋯⋯⋯⋯⋯⋯⋯⋯⋯⋯⋯⋯⋯⋯⋯⋯⋯⋯⋯

(二)国际汇兑⋯⋯⋯⋯⋯⋯⋯⋯⋯⋯⋯⋯⋯⋯⋯⋯⋯⋯⋯⋯⋯⋯

二、邮政储蓄⋯⋯⋯⋯⋯⋯⋯⋯⋯⋯⋯⋯⋯⋯⋯⋯⋯⋯⋯⋯⋯⋯⋯⋯

三、简易人寿保险⋯⋯⋯⋯⋯⋯⋯⋯⋯⋯⋯⋯⋯⋯⋯⋯⋯⋯⋯⋯⋯⋯

第五节-邮票与集邮⋯⋯⋯⋯⋯⋯⋯⋯⋯⋯⋯⋯⋯⋯．-．⋯⋯⋯⋯⋯⋯⋯

一、邮，票⋯⋯⋯⋯⋯⋯⋯⋯⋯⋯⋯⋯⋯⋯⋯⋯⋯⋯⋯⋯⋯⋯⋯⋯⋯

(一)“客邮”使用的邮票⋯⋯⋯⋯⋯⋯⋯⋯⋯⋯⋯⋯⋯⋯⋯⋯⋯

(二)在厦门印制发行的“商埠邮票”⋯⋯⋯⋯⋯⋯⋯．．．⋯⋯⋯⋯

(三)厦门有关题材邮票⋯⋯⋯⋯⋯⋯⋯⋯⋯⋯⋯⋯⋯⋯⋯⋯⋯⋯

，二、集邮⋯⋯⋯⋯⋯⋯⋯⋯⋯⋯⋯⋯⋯⋯⋯⋯⋯⋯⋯⋯⋯⋯⋯⋯⋯

(一)集邮业务⋯⋯⋯⋯⋯⋯⋯⋯⋯⋯⋯⋯⋯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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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三)集邮活动⋯⋯⋯⋯⋯⋯⋯⋯⋯⋯⋯⋯⋯⋯⋯⋯⋯⋯⋯⋯⋯⋯

第六节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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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售印花税票⋯⋯⋯⋯⋯⋯⋯⋯⋯⋯⋯⋯⋯．．．⋯⋯⋯⋯⋯⋯⋯⋯

二、代解侨汇⋯⋯⋯⋯⋯⋯⋯⋯⋯⋯⋯⋯⋯⋯⋯⋯⋯⋯⋯⋯⋯⋯⋯⋯

三、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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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邮路⋯⋯⋯⋯⋯⋯⋯⋯⋯⋯⋯⋯⋯⋯⋯⋯⋯⋯⋯⋯⋯⋯⋯⋯

一、步班邮路⋯⋯⋯⋯⋯⋯⋯⋯⋯⋯⋯⋯⋯⋯⋯⋯⋯⋯⋯⋯⋯⋯⋯⋯

二、自行车邮路⋯⋯⋯⋯⋯⋯⋯⋯⋯⋯⋯⋯⋯⋯⋯⋯⋯⋯⋯⋯⋯⋯⋯

(一)市内自行车邮路⋯⋯⋯⋯⋯⋯⋯⋯⋯⋯⋯⋯⋯⋯⋯⋯⋯⋯⋯

(二)农村自行车邮路⋯⋯⋯⋯⋯⋯⋯⋯⋯⋯⋯⋯⋯⋯⋯⋯⋯⋯⋯

三、汽车邮路⋯⋯⋯⋯⋯⋯⋯⋯⋯⋯⋯⋯⋯⋯⋯⋯⋯⋯⋯⋯⋯⋯⋯⋯

(一)委办汽车邮路⋯⋯⋯⋯⋯⋯⋯⋯⋯⋯⋯⋯⋯⋯⋯⋯⋯⋯⋯⋯

(二)自办汽车邮路⋯⋯⋯⋯⋯⋯⋯⋯⋯⋯⋯⋯⋯⋯⋯⋯⋯⋯⋯⋯

四、水道邮路⋯⋯⋯⋯⋯⋯⋯⋯⋯⋯⋯⋯⋯⋯⋯⋯⋯⋯⋯⋯⋯⋯⋯⋯

五、铁道邮路⋯⋯⋯⋯⋯⋯⋯⋯⋯⋯⋯⋯⋯⋯⋯⋯⋯⋯⋯⋯⋯⋯⋯⋯

六、航空邮路⋯⋯⋯⋯⋯⋯⋯⋯⋯⋯⋯⋯⋯⋯⋯⋯⋯⋯⋯⋯⋯⋯⋯⋯

第八节城乡投递⋯⋯⋯⋯⋯⋯⋯⋯⋯⋯⋯⋯⋯⋯⋯⋯⋯⋯⋯⋯⋯⋯⋯

一、市区投递⋯⋯⋯⋯⋯⋯⋯⋯⋯⋯⋯⋯⋯⋯⋯⋯⋯⋯⋯⋯⋯⋯⋯⋯

二、农村投递⋯⋯⋯⋯⋯⋯⋯⋯⋯⋯⋯⋯⋯⋯⋯⋯⋯⋯⋯⋯⋯⋯⋯⋯

第九节分拣封发⋯⋯⋯⋯⋯⋯⋯⋯⋯⋯⋯⋯⋯⋯⋯⋯⋯⋯⋯⋯⋯⋯⋯

一、国内函件⋯⋯⋯⋯⋯⋯⋯⋯⋯⋯⋯⋯⋯⋯⋯⋯⋯⋯⋯⋯⋯⋯⋯⋯

二、国内包裹⋯⋯⋯⋯⋯⋯⋯⋯⋯⋯⋯⋯⋯⋯⋯⋯⋯⋯⋯⋯⋯⋯⋯⋯

三、邮政快件⋯⋯⋯⋯⋯⋯⋯⋯⋯⋯⋯⋯⋯⋯⋯⋯⋯⋯⋯⋯⋯⋯⋯⋯
’

四、国际邮件⋯⋯⋯⋯⋯⋯⋯⋯⋯⋯⋯⋯⋯⋯⋯⋯⋯⋯⋯⋯⋯⋯⋯⋯

第十节邮政设备与设施⋯⋯⋯⋯⋯⋯⋯⋯⋯⋯⋯⋯⋯⋯⋯⋯⋯⋯⋯⋯

第三章电信⋯⋯⋯⋯⋯⋯⋯⋯⋯⋯⋯⋯⋯⋯⋯⋯⋯⋯⋯⋯⋯⋯⋯⋯⋯

第一节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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