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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 的 。 
， 旧 中 国政 府 只 :管制 前 劳动 人 民 ， 不 事 建 设 , 也 没有 系统 的 届 查 研究 ,所 以 在 经 济 地 理 

大 面 留 下 的 大 料 粗 少 ， 这 种 情况 就 要 求 我 们 为 三 写 经 济 地 理 志 而 不 得 不 进行 全 面 的 翌 查 、 
庆 问 和 套 料 的 搜集 工作 。 再 加 上 中 国人 口 众 多 , HL, RKB, | 
就 更 加 重 了 这 一 任务 的 繁重 性 。 另 一 方面 由 于 新 中 国 国 民 经 济 迅速 的 恢复 与 发 展 ， 对 地 
理学 也 提出 了 很 多 的 重大 任务 要 求 我 们 去 完成 ,而 旧 中 国 留 下 来 的 纸 济 地 理 人 材 又 很 少 ， 
这 各 情 驶 双 决 定 了 沟 济 地 理 志 的 辐 写 不 可 能 由 大 量 老 专 家 担任 ,只 能 主要 依靠 青年 (包括 
“少数 中 年 ) 同 志 来 完成 。 事 实证 明 ， 几 年 来 这 些 青 年 同志 不 但 胜利 的 完成 了 三 写 任务 , 丰 
富 了 经 济 地 理 知 规 , 并 且 大 都 具备 了 一 定 的 独立 工作 能 力 。 在 政治 认 巷 上 ,也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 看 来 ,依靠 青年 ,从 实际 工作 中 培养 青年 干部 的 做 法 ,是 完全 正确 的 。 

诚然 ,我 们 对 烃 洲 地 理 志 的 灶 写 没有 经 验 , 但 是 我 们 相信 经 验 是 可 在 实践 工作 中 取 
“得 的 。 所 以 在 工作 之 初 ,大 致 摸索 了 一 下 过 去 低 济 地 理 文献 ,了 解 过 去 做 过 那些 工作 之 后 ， 
_ GFF 1953 46 9-11 月 中 ,在 于 南 地 区 做 了 一 个 尝试 性 的 调查 ,以 便 从 中 吸取 经 验 和 方法 ， 
突破 一 点 ,指导 前 进 。 为 什么 选择 费 南 地 区 呢 ? 当时 是 这 样 想 的 ,这 里 在 工业 、 农 业 方 面 ， 

”都 具有 明显 的 代表 性 。 这 里 有 棉花 的 专 站 化 和 以 棉纺 积 工 业 为 重点 的 新 兴 城 市 ， 可 以 从 
” 冲 深 入 理解 生产 力 配 秆 原 理 ; 这 里 有 平原 也 有 山区 ,可 以 从 中 研究 宏 、 林 、 笋 业 的 地 区 差别 
与 租 互 联系 ;这 里 有 多 种 的 运输 类 型 ， 可 以 从 中 理解 运输 协作 的 关系 。 总 之 ,可 以 使 我 们 

— 在 各 方面 得 到 训 红 。 调 查 后 进行 了 讨论 总 辕 , 辐 写成 开 南 地 区 轻 洲 地 理 " 一 文 (发 表 在 地 
理学 报 20 知 2 期 ) ,为 调查 研究 辕 辑 工作 创立 了 一 个 良好 的 开端 ， 从 此 ， 大 家 的 信心 也 就 

— AME ET | 

FEI beth hy AKT SEAT AE, BSG ROBERT DJ Ra TEA 也 符合 从 

全体 看 局 部 的 原则 。 后 来 为 了 感 工 作 能 更 具体 的 配合 国家 轻 济 建设 ， 为 了 从 下 而 上 的 积 

。 黑 矢 料 , 改 为 先 辐 分 区 。 但 是 当时 还 没 划 猎 游 区 , 只 好 按 天 行政 区 辕 写 。1954 年 4-6 
” 狂 , 我 们 届 查 了 华北 行政 区 一 一 河北 山西 及 内 蒙古 地 区 ,正在 辕 写 过 程 中 ,大 行政 区 撤消 
了， 于 是 又 产生 了 按 什么 区 进行 辐 写 的 问题 。 这 样 就 迫使 我 们 不 得 不 对 中 国 的 经 济 区 划 
进行 一 些 初 步 的 研究 。1954 年 中 国 地 理学 会 的 学 术 诗 论 会 上 , 我 们 提出 了 划分 十 个 经 济 _ 
区 的 拟 议 ， web CAS AY RAUNT AC AWE DUR, ABMS KA, 24 
ES Pe a de Pe SH HHL” EF 19 克 年 冬 补 充 了 河南 及 山东 
二 省 的 调查 ,到 1956 年 初 即 将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四 省 合 糯 成 “华北 轰 济 地 理 " 一 书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7 年 7 月 出 版 ) 。 

为 了 加 快速 度 ,在 1956 年 的 6 一 12 A, 分 组 贡 查 了 华中 (湖北 、 南 南 .江西 ) 华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 华 南 (广东 、 广 西 ̀ 往 建 ) 等 九 个 省 分 ， 虽 然 人 力 很 少 ,但 在 开封 师范 学 

3 e jil e 



” 院 地 理 系 与 中 山大 学 地 理 系 的 协助 下 ,还 是 胜利 的 完成 任务 ,不 久 即 将 陆 入 付 印 了 。:967 
年 冬 和 1958 年 春 又 在 西南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及 开封 师范 学 院 地 理 系 的 共同 配合 下 调查 了 

西南 区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1958 年 一世 月 在 东北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配合 下 调查 了 东北 

.区 (辽宁 吉林 黑龙 江 ) ， 另 一 队 10 一 12 月 调查 西北 区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 。 现 在 我 
PIETER EFS, SPE 1959 年 上 定年 以 前 基本 完成 分 区 部 分 的 千 写 ,并 打算 在 中 国人 
民 大 学 痉 济 地 理 昔 义 上 册 的 基础 上 , 加 以 补 无 , 作为 经 济 地 理 志 的 全 国 总 论 部 分 。 这 样 ， 
估计 在 1959 ERS DT NATASHA PE ASE, 

PUL LET, PEE RTRs HE 〈 虽 然 科学 水 平 不 
HARADA) GED ,主要 是 由 于 党 的 正确 颌 导 下 和 全 体 干部 团 精 一 致 闪 工作 让 充 从 
发 挥 集体 主义 精神 。 如 在 到 济 地 理 组 内 , 事 无 大 小 ,大 体 都 轰 过 共同 讨论 研究 ,通过 执 花 ， 

和 集中 了 大 家 的 智慧 , 航 一 了 认 规 ,提高 了 质量 。 同 时 各 地 区 党 政 机 关 和 同志 ， 在 我 们 调查 

时 进行 了 热情 的 帮助 , 介 绥 了 基本 情况 , 供 答 了 必要 的 材料 ， 对 我 们 工作 起 着 互 大 推动 作 
用 ;我 们 也 在 每 份 稿子 付 印 前 ， 广 泛 征求 了 泾 济 部 门 、 地 理 研究 所 和 高 等 学 校 地 理 系 不 少 
同志 的 意见 ， 因 而 得 以 消除 书 中 的 很 多 缺点 和 错误 。 当 然 我 们 从 开始 即 重视 了 学 名 苏 联 
的 先进 经 验 ， 特 别 是 HH. 巴 和 朗 斯 基 往 写 区 域 翅 济 地 理 的 体系 与 方法 输 了 我 们 很 大 的 帮 
助 。 全 

JL HE EH RS, AER, ERS RT 
DAMEN, ADI MBAS EA RE ERE LE, RE AS 
TERA RERE Te BISSE ORAZ A SGHRES MASA De, WET 
BALLS LAD BS. Joh, RAIA FHA BBG, A RE - 
Wh ARTE EE AAA TE, BUPA UN HT MEE 化 消极 力量 为 
积极 力量 ,把 它 当 作 鼓 励 我 们 前 进 的 因素 。 、 

”并 不 是 售 我 们 的 工作 已 经 完 公 尽 善 尽 美 ， 相反 在 我 们 的 出 版 物 中 还 存在 着 许多 铅 点 : 
(科学 水 平 不 高 ,分 析 不 够 深入 ， 特点 不 十 分 突出 ; (2) SEAR, i ae ase 
T ZF ME (3) HER, BRASS 

SAE R wt Ee A BE ALE PL eB: 

第 一 :现在 国家 实行 的 七 个 “图 洲 协作 区 ”和 过 去 十 个 经 济 区 的 界线 有 很 大 出 大 。 a ee 
PATA ATPL Py AOE EE SCRE RAS AA ECF 
22 AB FL) PUM EAE CAME RE, GS LUCE AE 
$85 , Bos REE Bs 7 UPLATE Ee, WRB EEE bi 
TER, PEAR LAW ARAB AEBS Ba EH (2) BL HEC EAL HE, ELL TZ iad 
南 二 省 ,如 重新 把 山东 放 在 华东 协作 区 ,河南 加 入 华中 协作 区 , RS SOE 
过 长 时 间 的 讨论 ， 最 后 大 家 一 致 同意 暂时 仍 按 原 计 划 出 版 ， 待 条 件 成 永 时 再 做 公 面 的 修 
改 。 原 想 在 今后 三 写 西南 区 时 加 上 西藏 ， 西北 区 内 加 上 新 疆 ， 但 由 于 资料 和 篇 幅 关系 , 西 
茂 和 新 疆 仍 将 单独 出 版 。 

二 天 协作 区 的 拟定 不 仅 对 实现 总 路 线 有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而 且 也 有 很 高 的 改 活 远 下 
网 , 它 可 以 使 省 际 之 间 先 进 带动 落后 ,互相 支援, 互相 推动 ,以 最 快 的 速度 形成 各 地 区 完整 
的 工业 体系 ,其 中 特别 是 将 西藏 列 入 西南 区 ,新 疆 划 入 西北 区 ,可 以 使 西藏 .新 疆 二 区 得 到 
肖 济 发展 .人 日 众多 省 区 的 支援 ,从 而 快速 的 改变 落后 经 济 面 通 。 这 是 完全 符合 和 社会 主义 

s Vs 



国家 的 利 从 ,也 完全 符合 兄弟 民族 的 利 答 。 | ; 
SA LAR RHR ent eis, HR = DORE Je 1956 年 进行 的 ， atti 

KRDO , AA ABET BKC, 虽然 我 们 尽力 补充 了 一 些 新 的 资料 ,但 部 分 内 容 

还 和 不 能 与 现实 情况 相符 。 -将 要 出 版 的 西南 、 东北 ̀  西北 三 区 , 调查 工作 基本 上 是 1958 年 

进行 的 ,但 限于 车 者 水 平 ， ao ae 有 待 

、 , 

于 今后 作 进一步 研究 和 修改 。 
第 三 : 和 四 于 祖国 国 民 绝 济 史 无 前 例 的 跃进 , 工 \ 家 、 运 办 都 获得 丰收 ， FABRIS? 

的 迅速 发 展 ， 出 现 了 许多 新 事物 ,使 许多 观念 陈旧 了 。 上 比如 : (1) 由 于 各 生产 战线 上 的 跃 
进 , 不 仅 东北 内蒙、 新 疆 、 西 藏 、 青海 等 人 口 稀少 地 区 劳力 不 足 ， 而 人 口 密集 的 长 江 三 角 
济 \ 珠 江 三 角 测 ̀  四 川 贫 地 等 地 劳力 也 感到 不 足 了 。 人 是 生产 上 最 积极 的 因素 ， 人 多 好 办 
事 , 人 是 最 宝贵 的 财富 。 因 此 过 去 所 谓 “ 人 多 劳力 即 充 裕 ， 人 口 密度 高 劳力 就 有 剩余 "的 

总 法 已 经 过 时 了 , 中 国生 产 大 跃进 , 粮食 的 高 额 丰产 使 局 尔 蒜 斯 人 口 论 微 底 破产 了 。 (2) 

由 于 “和 驮 党 办 工业 ”,“ 公 民办 工业 ”“ 少 少 入 社 有 工业 ”街道 有 工业 ”等 情况 的 出 现 ,使 居 

。 。 民 职 业 构成 面临 着 互 大 的 变化 ,工业 人 口 、 农 业 人 口 、 基 本 人 口 、 稚 扶养 人 口 " 的 涵义 也 在 
变化 中 。(3) 由 于 粮食 单位 产量 的 激增 ,不 仅 使 生产 力 配置 要 发 生 极 大 的 变化 ,而 且 使 商 

“ 品 粮 ”的 通 义 ,也 将 发 生 质 的 变化 , 因为 到 处 都 有 很 多 余粮 。 商 品 粮 芝 一 概念 对 国内 来 说 ， 

.似乎 不 太 适 用 了 。 ( 约 为 了 使 我 国 经 济 飞 路 前进, 机 械 的 计划 观点 与 机 械 的 平衡 观点 已 经 

不 适用 了 ,我 们 所 需要 的 是 积极 辩 迹 的 计划 ,积极 辩证 的 再 衡 ;使 落后 部 门 赶 上 先进 ,先进 

部 门 更 加 先进 ,也 就 是 说 要 大 家 向 前 看 齐 ， 而 不 是 向 后 看 齐 。(5) 由 于 我 国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工 业 建 坝 上 取得 了 巨大 的 成 就 ,目前 中 小 型 工业 逼 地 开花 ,已 开始 走向 人 

的 道路 , “工业 体系 "思想 “综合 利用 ”思想 、“ 低 济 协作 ”思想 都 应 提 到 极 重 要 的 地 位 。 地 
_ 区 和 部 门 配置 都 应 当 从 太 亿 人 口 出 发 ,考虑 全 面 发 展 共同 提高 。' 专 站 化 "在 目前 不 宜 过 分 

， “强调 了 ,当然 这 井 不 是 意味 着 :不 要 专门 化 ,或 者 工作 中 不 要 重点 ,不 分 轻重 机 急 。(6) 太 工 
。 ， ， 业 是 国民 经 济 中 的 骨干 ,但 中 小 型 工业 数量 大 , 分 布 广 , 也 不 容 忽 视 。 过 去 说 工业 发 展 决 
| 定 着 农业 的 发 展 ,那么 今天 中 小 型 工业 的 建设 主要 是 面向 农村 的 ,因此 ,对 农村 工业 来 说 ， 

_ 论 的 发 展 ， 却 大 部 分 是 被 央 业 的 需要 决定 的 。 所 以 在 分 析 问题 时 ， 应 充分 体现 在 优先 发 “ 
1， 展 重 工业 情况 下 工农 业 芥 举 的 精神 , 邹 工业 可 以 促进 农业 ， 农 业 也 可 以 促进 工业 的 精神 。 

”一 句 应 ,必须 贯 徽 联系 的 全 面 的 、 斩 证 的 分 析 问 题 的 精神 ， 不 可 片面 的 强 铀 任何 一 方面 。 

《0 由 于 人 们 的 “冲天 干劲 "英雄 气 饮 , 不 仅 使 "高 山 低头 河水 蔬 路 ” ,不仅 使 山洪 变 成 交通 、 

灌 浙 、 发 电 的 宝物 ,而 且 也 因为 人 们 提前 播种 , 拉 长 了 “生长 季节 ”。 训 法 抗 塞 的 千 果 也 推进 
了 冬小麦 、 水 果 生 长 可 北 界 术 , 过 去 首 多 像 " 洁 河 要 海 ”两 少 受 时 "等 等 现今 也 不 能 机 械 的 
WHT. 

BRP ASCHER ZB , AB KZMES , sm Ra EDEL, 虽然 看 到 了 这 些 间 是 ， 但 还 不 能 很 好 的 
贯 徽 ,不 足 之 处 甚 多 。 同 时 我 们 的 科学 水 平 也 还 不 高 ， 知 哉 还 不 够 至 面 ,因而 对 问题 分 析 - 
还 有 不 深 不 透 甚至 差 误 之 处 。 
希望 一 急 读 者 沟 常 输 我 们 提出 批评 ,作为 今后 改正 的 依据 ， 大 可 进一步 督促 从 事 这 件 

工作 的 全 体 同 志 每 惩 努 力 前 进 。 
， 双 部 纸 济 地 理 志 , 限 于 人 力 ,不 能 同年 出 版 ,这 是 一 个 无 法 弥补 的 缺点 ; 随 着 中 国 经 济 

建设 和 科学 事业 的 发 展 ,我 们 期 待 着 有 那样 一 天 ,以 同一 年 的 材料 ,加 以 修正 ,把 时 间 和 空 
oe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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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 ORE J TURE, MRE IER, Re SER, 
ALAM BEA, HEED RBM SR, AKAMEA. KR 
674,900 BAR, HAMAWMMR5.9%, AD 7009 万 人 , 占 公 国人 口 10.7%。 © 
”, 二 区 位 于 中 国 大 陆 的 东南 沿海 , 其 西南 部 和 越南 陛 邻 ,最 南 岛屿 距离 赤道 其 近 , 北 回 
电线 横 穿 本 区 中 部 ,大 部 质 土 处 于 亚热带 和 热带 范围 。 有 至 长 5300 余 公 里 的 海岸 线 来 接 

。 受 海洋 的 恩惠 。 本 区 海岸 线 占 全国 海岸 线 46 色 以 上 , 居 各 区 的 第 一 位 。 由 于 本 区 面 阁 海 
洋 , 接 近东 南亚 各 国 ， a a A RET E Rik Wy BH 
易 和 国防 的 前 响 。 
ACR LALA IWAN EB, ARIE. ZK BER Mi AS 

之 四 强 , 且 以 500 He DF A FE BEF ASH BES 1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册 主 要 分 布 于 广西 的 西 
-北部 及 东北 部 广东 的 北部 、 和 福建 的 西部 和 北部 。 南 岭 山地 横 百 在 本 区 北部 ， 一 般 高 度 在 
1000 米 左 右 。 高 峰 有 时 也 超过 1500 米 。 低 四 的 山口 只 有 200 一 400 米 ,成 为 南北 往来 的 
交通 孔道 。 位 于 福建 西部 的 武夷 山 ,海拔 高 度 1000 米 以 上 ， 高 峰 划 在 1500 一 2000 米 ,成 
为 关 间 两 省 交通 上 的 很 大 障碍 ,只 有 分 水 关 、 大 岭 险 和 仙 优 岭 等 若干 缺口 与 邻 省 相通 。 境 
两 除 南 岭 ̀ 武 夷 山 外 ,近海 地 区 衔 有 许多 山 豚 ,它们 的 走 癌 天 都 是 东北 一 西南 ,和 海岸 平行 ， 

。 基 福建 的 戴 云 山 , 广 东 的 速 花 册 ,两 广 交 界 的 云 开 大 山 、 十 万 大 由 等 海 技 高 度 都 在 1000 米 

以 上 ,由 于 轻 过 长 期 的 闽 创 ， 挺 拔 的 高 峰 多 已 创 平 ， 在 交通 上 无 阻碍 ; 除 此 以 外 ,其 他 大 

部 分 此 为 平缓 起 伏 的 丘陵 ， 狐 流水 侵蚀 作用 而 成 破碎 地 形 ， 其 冰 夹 有 许多 大 小 不 等 的 盆 

地 ,如 南宁 和 盆地、 梧州 盆地 、 高 要 盆地 、 兴 梅 盆地 、 sienna 均 为 本 区 内 陆 宏 业 的 中 心地 

IK... 

FAL = HUMANE WEA RAL BUR RL, TD, 

R100 FHA, EA BO, SEM EOE Se IR. 
Jai SUH ZB IR EINER PALA, WELL ZB, APRS. 
AUGER AAR TY TE 1 7G hie TP, MR Sh, HARA Ae, 天 部 海岸 由 于 

下 沉 的 转 果 ,而 产生 了 无 数 的 征 岛 和 岛 贴 ,很 有 利于 渔 盐 业 及 海洋 交通 的 发 展 。 
本 区 地 处 低 纺 ,位 于 亚洲 大 陆 东 南 沿海 ,得 季风 环流 影响 ， 冬 暧 夏 长 。 除 北部 少数 高 

， . 卫 地 区 外 ,各 地 年 平均 温度 多 在 18 一 20*0 之 间 , 最 南 的 西沙 群岛 可 达 28.7*Q, 是 全国 年 平 
霉 温 最 高 的 地 区 。 炎 热 的 季 闻 很 长 ;北部 有 -6 个 月 , 中 部 8 个 月 , 沿海 一 带 长 达 10 个 月 。 
一 月 平均 温度 , 除 北部 ,如 桂林 、 坪 石 . 建 阳 等 地 可 降 至 10°C 以 下 之 外 ,其 他 各 地 都 在 10?C 

以 上 ,可 以 说 ,没有 芙 正 的 冬天 。 南 部 地 区 全 年 经 少 霜 雪 和 塞 害 ,北部 地 区 平地 少见 霜 雪 ， 

只 有 在 高 山上 才 昂 霜冻 现象 。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耕种 ,对 农业 生产 非常 有 利 。 

本 区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年 平均 雨量 均 在 1500 毫米 以 上 ， 局 部 地 方 甚至 可 多 至 二 .三 千 毫 

米 。 由 于 受 地 形 的 影响 ,各 地 雨量 的 分 布 有 显著 的 差 看 。 一 般 在 高 山地 带 的 向 风 坡 ,雨量 

较 多 ,背风 的 谷地 则 雨量 较 少 。 如 海南 岛 的 东南 部 ， 粤 东 的 遵 花山 脉 , 粤 北 清远 附近 的 由 

上 擒 , 洽 西 的 云 开 大 山 和 十 万 大 出, 广西 的 大 昔 山 和 大 玉 山 , 宁 建 西北 部 山地 ,雨量 均 在 2000 

el: « 



毫米 以 上 ,而 海南 岛 的 西部 , 兴 梅 盆地 ， 西江 谷地 ， 因 在 雨 影 之 下 ， RRB) at 1600 88 . 
米 以 下 。 ®& 

本 区 雨 期 虽然 较 长 ， 但 年 中 二 湿 两 季 仍 很 明显 ,”- 般 褒 来 ， 4 一 10 月 为 雨季 ， 1-35 
ATE, MEW, 鹊 占 全 年 总 降雨 量 的 70 一 80 多 以 上 。 旱 期 常 发 生 在 春 夏 之 交 和 秋 。 
未 冬 初 的 季风 转换 期 ,特别 是 春季 稻 作 插 身 期间, 往往 会 出 现 干旱 现象 , 因 之 抗旱 和 防洪 ， 
对 于 保证 本 区 农业 的 增产 都 有 同等 的 意义 。 

。 间 风 对 本 区 影响 很 大 ， 每 年 5 一 :月 都 可 能 有 台风 的 灾害 ， 年 平均 有 二 、 三 天 ,多 的 
四 、 五 芯 , 台 风 来 时 ,可 造成 巨大 的 损失 。 

本 区 水 系 , 以 珠江 最 大 ,其 流域 面积 锡 占 公 区 土地 56 多 左 洗 ; 刀 为 国 江 ， 流 域 面积 占 
AK Mh 12% ; FAW MIL , HMMA AK LM 6.4 多 ,其 他 均 为 独 流入 海 的 小 河 。 

本 区 河川 ， 在 水 广 上 的 最 大 特点 是 河中 水 量 非常 充足 。 丰 富 的 水 量 造成 了 深水 的 洱 
床 ,使 短 短 的 河川 也 可 以 航行 。 同 时 , 由 于 地 琢 坡 度 大 ,河床 深切 ,也 利于 开发 水 电 潜能 。 

本 区 河流 年 中 水 位 最 低 时 期 多 在 冬季 ， 但 仍 有 不 少 水 量 。 沉 期 大 概 开始 于 4 月 清明 
以 后 ,至 :10 月 止 ,长 达 定 年 以 上 。 各 河 支流 多 作 属 状 分 布 ,坡度 较 陡 ,又 无 良好 森林 入 复 ， 

”暴雨 容易 虑 集 类 量 逐 流 ,使 河谷 水 位 急速 上 涨 ， 因此 本 区 河 坦 的 建 和 下 游 排 水 道 的 改良 
有 着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AK WY, SW RAMS, MICK RAW RAWAL, 最 大 备 沙 量 也 不 过 干 从 
之 从 ,这 对 于 河流 的 保养 很 有 好 处 。 ss 

AK MRO, Se ALAS ALACRA ERI 这 对 于 境内 
广大 地 区 的 城乡 物 套 交流 ,无 疑 是 一 个 很 有 利 的 条 件 。 “ 

在 炎热 多 雨 气候 下 ,本 区 各 种 岩石 的 风化 进行 非常 剧烈 ， Prey ry ; 
ARMA AH K HAUSE, CE DA EE, A 20 

ORD, OL RAI Md, ARRAS A AA, AU A, BP 
别 缺 乏 等 缺点 ,不 过 ,土壤 剖面 较 深 厚 , 经 改良 后 仍 很 适宜 植物 的 生长 。 

本 区 地 处 我 国 最 南方 ;距离 我 国文 化 策 源 地 华北 较 远 ， se ORE LS PR, 因 
“此 本 区 在 历史 上 的 开发 和 经 济 的 兴起 比 黄河 和 长 江 流域 各 区 为 晚 。 秦 代 以 前 ,本 区 几乎 还 
—-WABT BN, RAB, AAR, 只 有 一 些 百 越 民族 所 聚居 。- 中 原 汉 族 进 

入 本 区 ,从 秦 代 开 端 。 隋 唐 时 , 农业 发 展 已 达 相 当 水 平 , 甘 蔗 、 茶 叶 已 有 种 植 。 南 宋 以 后 ， 

未 区 居民 大 量 增加 ;并 由 北方 带 来 了 较 高 的 农业 技术 ,土地 进一步 的 开发， 水 利 兴 修 , 耕 地 : 

TK, AMDB, OTHER RI DENSI, 到 清 初 , 本 区 沟 济 芍 展 水 
” 乎 已 赶 过 中 原 , 而 与 长 江 流域 并 称 了 。 

本 区 滨 临 南海 ,海岸 入 长 ,汉代 以 前 ， 本 区 沿海 各 港 即 和 外 国有 了 通商 关系 。 唐 代 以 
后 ， 广 州 和 泉州 一 直 是 中 国治 海 最 大 的 商 港 。 北 宋 时 ， 广 州 一 港 的 对 外 圈 易 额 狗 占 至 国 

”98 多 以 上 。 南 宋 和 元 代 , 对 外 圈 易 中 必 合 一 度 转 移 至 录 州 ， 但 厂 州 仍 同时 保持 相当 重要 
.的 地 位 。 

本 区 海上 交通 和 对 外 贸易 ， 对 促进 中 外 的 文化 交流 与 经 济 联 系 有 很 大 作用 。 唐 代 ， 广 
州 已 居住 着 首 多 外 国 商 人 和 使 节 。 同 时 ， 东南 亚 各 地 的 商业 港口 也 散居 着 很 多 闽 鼻 籍 的 

中 国人 人。 明代 , 郑 和 七 下 西洋 ,中 国 与 南洋 各 地 的 关系 加 深 ， 靖 鼻 人 民 移 居 南 洋 的 更 多 。 

分 布 在 南洋 的 保 侨 ,他 们 不 仅 从 事 海外 贸易 的 活动 ， 而 且 还 从 事 于 各 种 种 植 和 和 采矿 事 业 。 

e 2e 



_ 明 未 ， 头 粤 华 侨 散 居 在 南洋 的 数目 大 多 有 10 万 人 以 上 。 他 们 和 胆 国 建立 也 经 常 的 联系 ， 
并 且 对 当地 入 会 泾 济 的 发 展 起 着 一 定 的 影响 。 

莫 片 战 征 以 后 ， 本 区 经 济 汲 步 转 上 了 盾 殖 民 地 的 发 展 道路 。 原 有 的 通商 口岸 都 变 成 
了 锅 国 主义 侵略 南 中 国 的 据点 ， 新 外 强迫 开放 和 侵占 的 港口 密布 在 炉 长 的 海岸 线 上 。 KR, 

He ik— ABC, SUCHET beh WE LAP 

TC ter vb wee A DE LR RK T ie a THT MOTIF 济州 .广州 、 
| PL ABET ERAT. 这 些 城市 都 集中 了 大 量 的 人 口 ， 以 商业 为 主 , 工 业 甚 少 ， 
形成 市 面 虚假 繁荣 。 
-解放 以 前 本 区 工业 落后 ， 商业 畸形 发 展 ， 是 殖民 地 、 宇 殖 民 地 性 的 特征 和 表现 。 如 

1949 年 公 区 工业 产值 占 工农 业 总 产值 不 到 409 ,而 且 主 要 是 一 些小 规模 的 食品 工业 和 轻 ， 
. 工业。 商业 一 向 带 着 省 厚 殖 民 地 色 浓 ,与 奏 本 主义 世界 商品 市 场 有 着 直接 与 并 接 的 联系 。 

:本 区 土产 品 大 部 分 依靠 外 销 , 而 区 内 所 需要 的 工业 品 又 主要 由 国外 软 入 ,沿海 各 主要 港口 
。 如 福州 \ 厦 门 、 油 头 \ 广 州 \ 港 江 等 不 但 坡 为 帝国 主义 国家 商品 的 推销 站 ， 而 且 也 是 区 内 出 

日 货 的 转运 框 经 。 由 于 十 特产 的 大 量 壤 出 ,刺激 了 经 济 作物 的 迅速 发 展 ,而 洋货 的 源源 办 
双 又 占据 了 未 区 轻工业 的 广大 市 场 。 城 市 的 虚假 繁荣 和 家 村 经 济 的 走向 商品 化 ， 不 但 没 

”有 改变 区 内 远 济 的 落后 状况 ,相反 的 , 却 是 阻碍 了 本 区 工业 的 发 展 和 加 速 了 家 村 的 破产 。 
杰 区 低 济 的 殖民 地 .个 殖民 地 性 还 表现 在 生产 力 发 展 水 平和 地 区 分 布 上 的 不 平衡 性 5 

”未 区 移 大 部 分 的 城市 .工业 交通 运 办 移 岩 集 中 在 沿海 地 区 ， 特 别 是 集中 在 帝国 主义 势力 
最 台 固 的 珠江 三 角 洲 ,而 内 地 的 沟 济 十 分 落后 ， 没有 一 个 大 城市 、 天 工厂 铁路 干线 也 很 

* 少 。 

未 区 虽然 居 处 热带 、 亚 热带 ， 拥有 充分 的 太阳 热力 和 水 分 ， Se ie, FRI” a 
PCD R | SA He eae SE, EYRE AVE EASE I EIA IAF Zee A 
PINES FRE RETR, RKRROKIRA CIC. BURR AT 

| BRP, (LICR PUA TR 3.5% Fees , 而且 主要 是 一 些 花生 、 甘 ， 
” 蕊 、 黄 麻 、 桑 等 技术 作物 ， 而 热带 作物 则 种 植 得 很 少 ， 只 有 海南 岛 个 别 地 区 才 有 少量 的 栽 

培 , 基 本 上 还 未 发 挥 其 为 提供 热带 农产品 的 作用 。 
解放 以 后 ， 本 区 虽然 不 是 至 国 重点 建 敲 nse, (LAEGER MoS CL He 

Heo GHG ML AZ A FTE, , BRT EA OF HS CAL , 1950 年 工业 生产 总 
| ARR op eK Tel A: 7 BA 9 10 % Ze , BY 1967 年 上 升 至 25.08% Y . Inte RAYE 
DAHER BRAK AE CHEE, ARK bt 1953 2 56 Seok re 
的 基础 上 ,开展 了 农民 互助 合作 运动 ,到 1965 HARK LIA LST LAE MET 
收 水 利和 改进 了 农业 技术 , 使 农业 生产 迅速 提高 。1957 年 本 区 粮食 产量 达 440.65 亿 斤 ， 

超过 右前 最 高 产量 ， 根 本 改变 了 长 期 依 顿 洋 米 进口 的 局 面 。 主 要 的 绝 洲 作物 如 甘蔗 、 水 
时、 黄麻 等 的 产量 都 超过 战 前 的 水 平 。 此 外 还 发 展 了 热带 作物 。 在 交通 运输 业 和 对 外 贸 

易 方 面 也 都 有 显著 的 成 就 。 从 1950 一 1957 年 ， 人 至 区 恢复 和 修筑 的 公路 长 度 达 24,753 ZS 
里 , 葛 相当 于 原 有 公路 里 长 的 4.6 倍 ,到 1957 年 新 修 铁路 达 1450 公里 , 狗 相 当 于 原 有 詹 
路 里 程 127% ,此 外 还 整修 了 黄埔 港 及 新 修了 湛江 港 , 在 在 等 互利 的 基础 上 与 几 拉 个 国家 
BET MARS, 

1) 不 包括 个 体 手工 业 。 

e 3 e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来 ,本 区 沟 济 建 珊 ， 正 以 一 日 千里 之 势 往 前 发 展 。1958 年 本 区 蒜 储 
获得 史无前例 的 特大 丰收 ,全 区 粮食 产量 比 1957 年 翻 了 一 番 以 上 ， 各 省 区 工业 总 产值 都 

He 1957 4E3 FS 50—100% , Bl 1958 年 底 , 估计 全 区 可 产 钢 60 万 吨 ， 徽 底 改变 区 内 过 去 . 
， 儿 乎 一 吨 钢 也 不 能 生产 的 局 面 ， 使 本 区 开 妨 有 了 自己 的 现代 化 的 钢 然 工业 和 日 全 发 展 的 
机 械 , 化 学 和 石油 等 重工 业 。 

随 着 国民 经 济 有 计划 的 发 展 , 随 着 工业 、 农业 和 交通 运 考 业 的 新 建设 ， 本 区 生产 力 的 

地 理 分 布 也 正在 逐渐 改变 着 自己 的 面 通 。 从 前 本 区 大 部 分 的 加 工 工业 都 集中 在 沿海 的 元 

“个 城 市 里 ， 如 广州 一 市 就 集中 了 公 区 工业 的 一 分 之 一 左右 。 解 放 后 在 鞭 徽 工业 生产 接近 
原料 产地 的 方针 下 ， 有 计划 地 在 一 些 主要 的 经 济 作 斩 产 区 如 珠江 三 角 洲 .潮汕 邓 原 . 立 南 
沿海 平原 、 粤 西 地 区 、 海 南 岛 、 桂 南平 原 等 地 建立 了 新 式 大 糖 厂 和 农 产 加 工 工厂 ， 在 曙 龙 、、 
REAL, GSS BE eT EE, GEAR SH FER 
市 的 工业 比重 大 大 下 降 。 在 农业 地 理 分 布 上 变化 较 大 的 是 在 海南 岛 和 粤 西 地 区 ， 这 里 正 

在 有 计划 的 进行 开发 ,兴修 水 利 , 开 明 东 地 ;改造 自然 ， 使 之 逐步 成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热带 、 亚 

热带 作物 生产 基地 。 几 年 求 , 区 内 交通 多 的 分 布 也 起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PRR, MRK 

路 .来 睦 铁 路 、 难 桂 铁路 和 歼 淮 铁路 的 修筑 大 大 改变 了 本 区 原 有 的 铁路 集中 在 广东 中 北部 
和 广西 东北 部 的 分 布 状况 ， 使 得 从前 汽 有 然 路 的 福建 省 及 广西 内 地 也 可 以 通过 然 噬 而 与 
全 国 各 地 取得 密切 的 联系 。 

| 未 区 农业 生产 在 公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本 区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热带 亚热带 作 有 区 ,稻谷 产 
量 占 全 国 五 分 之 一 强 ,黄麻 产量 占 全 国 五 分 之 一 ,甘蔗 产量 占 至 国 70%， 柑 桔 产量 占 双 国 “ 

.二 分 之 一 左右 ， SRF R HAR 90D ER BRASH 98% Db RRR 

UGE Bh. EA, SESE LE RAR A. ARK Cb KABA, 1967 - 

年 工业 总 产值 仅 占 公国 工 业 总 产值 的 5.58 多 ， PHRASE LAE, Aa 
工业 总 产值 的 4.9 多 (1957 年 )， 人 rae pas ks sa amie ie Pe 

成 为 公国 最 大 的 食糖 供应 基地 。 

本 区 蜀 大 部 分 的 土地 在 北 综 26" 以 南 其 中 狗 有 三 Tikit stele Diy A 
“” 候 温暖 ,水 分 充足 ,生长 季 和 绵长 ,作物 年 可 三 熟 , 具 备 发 展 农业 生产 的 良好 条 件 。 本 区 作物 
种 类 繁多 , 除 水 稻 . 甘 暮 、 王 米 小 麦 等 粮食 作物 以 外 ， 还 有 许多 贵重 的 热带 和 亚热带 经 济 : 

7 

Hens, Ja HE FEW ENR EMA EERE: WBE J OME SE AE, 
Re eis KA PEK 内 人 民 的 物质 生活 的 基础 ， 同时 也 是 国家 工业 和 国防 建 发 “ 
不 可 缺少 的 重要 原料 。 

水稻 是 本 区 分 布 最 普 台 的 一 种 宏 作物 , 占 各 种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的 60 多 ,为 本 区 人 民 最 “ 
主要 的 食粮 。 本 区 气候 最 适宜 于 水 稻 生 长 ,在 高 温 多 雨 的 条 件 下 , 稻 作 期 间 很 长 ,一 般 年 可 
二 熟 至 三 熟 , 其 中 心 栽培 双 季 过 作 稻 为 主 ( 锡 占 稻田 总 面积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个 别 地 区 有 三 ” 
ERE WME MBBS, 主要 稻 作 区 多 在 地 势 较 乎 坦 , 灌 浙 条 件 较 好 的 河流 两 岸 ̀  三 
角 洲 平原 和 廿 闻 谷 地 ,以 珠江 三 角 浏 、 潮 油 平 原 、 因 东南 沿海 和 济 江 河谷 平原 为 主要 产 区 。 

除 稻谷 人 外， 本 区 较 重 要 的 粮食 作物 还 有 著 类 ， 其 种植 面积 网 占 粮 食 总 种 植 面积 
16.6% ,以 秋冬 两 季 种 植 最 多 ,主要 产 区 为 赴 建 东南 部 ， 广 西 东南 部 和 广东 中 南部 。 其 他 
EK ABH REI BIE 

JHE RA EER URE 1957 fe ACHE AMHR TE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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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67.37 苑 ,年 产 食糖 达 瑟 万 吨 , 均 居 公国 第 一 位 。 主 要 植 莽 区 集中 在 珠江 三 角 洲 、 潮 汕 下 
证 、 粤 西 、 海 南 岛 , 潼 江 河谷 和 福建 东南 沿海 等 好 ,其 中 以 珠江 三 角 洲 为 休 区 最 大 的 植 基 中 
心 ;, 这 里 甘蔗 栽培 历史 悠久 ， fe AEE OHO, 自然 条 件 也 甚 适 于 甘蔗 生长 ， He 

STURT BLA A AEG FEA TTR FE 早 在 解放 以 前 本 区 甘蔗 产量 就 已 占 SARE 
© SFP Za Db ABE a BD ET Wh RAE BP A eS BP AR A, ARK 

APLAR ILS ALU, BP AR A 
AS Ht A WRATH WEEK , SE HE OK PRA LS EL, REA BHR PS 

制 糖 厂 达 400 多 个 ,其 规模 最 小 的 为 日 榨 30 一 50 ml, SAAT ATA HE 2000 WED be, ret 
和 扩建 的 大 型 糖 厂 分 布 在 珠江 三 角 洲 的 顺德 (WR) 东莞 .市 头 . 紫 韦 . 中 而 ( 黄 围 ) 南海 
( 赤 平 )、 江 门 ( 北 街 ) 广州 . 粤 东 的 惠阳 和 揭阳 , 粤 西 的 阳江 , 宁 建 的 仙 游 ,广西 的 贵 县 。 中 

”小 型 糖 厂 以 珠江 三 角 洲 最多， 关东 南 ZR I ALI RIL BES .海南 岛 等 地 
均 有 俘 布 。 由 于 新 制 糖 工业 地 带 的 兴起 ， 大 大 改变 了 本 区 过 去 制 糖 工业 集中 在 珠江 三 角 

“ 浏 一 地 的 分 布 状 态 ， 使 得 具有 良好 的 发 展 条 件 而 过 去 没有 现代 制 烽 工 业 的 粤 西 海南 岛 、 
桂 南 、 轩 东南 也 有 了 新 式 制 禧 厂 ,这 就 为 进一步 开辟 华南 新 的 制 糖 工业 基地 打下 良好 的 基 

- Hl. 4 今后 本 区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将 以 海南 岛 、 粤 西 、 广 西西 江 沿岸. 福建 东南 部 为 重点 ,预计 

到 1962 年 从 区 蔗糖 产量 将 比 1955 年 提高 3 一 5 倍 。 
ARK URE TR EAE. SOE Te AK, RPL HY R-AK, 

“ 麻 类 种 类 多 而 分 布 广 ; 几 凡 平原 .山坡 地 此 有 不 同 种 属 的 麻 类 分 布 ， 其 中 以 短期 生 的 黄麻 

和 多 车 生 的 芝麻 与 剑 麻 种 植 较 多 。 桑 虱 产 区 集中 在 珠江 三 角 洲 ， 以 顺德 佛山 .中山 和 广 

NAS ARS I. AMET SS, BIR fi at ERE 

Ke Si Ah ORES , Ho DS TG ARIS a, WRB A) 

二 植 较 多 。 芝麻 集 中 于 粤 北 、 桂 北 和 畏 北 山区 ， 剑 麻 只 海南 岛 有 少数 种 植 。 麻 类 产量 虽 不 

多, 但 却 为 区 内 主要 的 息 契 原料 。 广 州 是 麻生 工 业 的 中 心 ， elidel FEAR ， He 

Als He We J Bi 7 FE AS AS 

ARES BK TEA REAR TR. RI 200 多 种 水 果 ， 其 中 以 村 ASE 

| RMBs, HK ER BA RES. Ri 

Ay Mi Ste 7 SAE ea , FRI = A ZB, ERR, 西江 谷地 、 
SMES AHS WEBER. MILA Sk Pie ABN, HE ETI ok 
RACH LS. HPAES ARE AH BA SK BPD, NSO 
已 等 级 头 工厂 进行 加 工 。 
， ”本 区 林业 次 源 丰富 ,树木 种 类 极 多 , 除 杉 , 松 、 核 等 高 级 用 材 林 外 , 还 有 贵重 的 樟 . 楠 、 
REESE HEI. WEATRRALS NASER, 对 我 国 国民 经 济 建 发 
有 重大 意义 。 
AA BAA 5 亿 多 立方 米 , 其 中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分 布 在 福建 ,其 余 分 布 在 广 
东 和 广西 。 以 杉 、 松 、 核 , 竹 最 多 。 主 要 林 区 为 头 江 流域 . 汀 江 流域 、 粤 北 、 广 东西 江 地 区 、 
广西 的 融 江 及 红 水 河流 域 。 主 要 伐木 区 在 闽 江 上 游 ,以 南 再 为 最 大 集散 中 心 , 福 州 为 圈 江 
日 本 材 牺 散 地 。 其 他 如 福建 洒 江 和 恩 龙 江 革 游 ,广西 融 江 上 游 , 粤 北 过 南都 是 重要 伐木 中 

站 

_ 蕊 素 加 工 ,解放 后 ,本 区 是 我 国 蔗糖 业 重点 建设 地 区 ,从 1949 年 至 1957 年 ,全 区 蔗 田 面积 、 
81.5 FH AB) 269.5 万 亩 ,增加 330.6 多 。 到 1957 年 为 止 , 全 区 共 恢 复 和 新 建 了 机 

有 



让 ,广州 柳州、 梧州、 潮州 、 厦 门 均 为 较 大 的 木材 集散 地 。 在 各 木材 集散 地 都 避 有 锯 木 族 
或 木材 加 工厂 。 ong 

AG AE REET NY EOP FE LT DS, Bee, Fare 
WHEEL yA ARMERAR. AKSUM PM ERNE, FOR 
BAA HK , HLL FERS, NLA RAILS, KE 
PENA HATA AG. Ve Sh, AON BES eS ICP A AE 

本 区 面临 大 海 , SURE, ATA SESE SAS UE PAS, DERE DA 
大 陆 上 不 断 倾注 大 量 的 有 机 肥料 注入 海洋 ,成 为 鱼 、 具 、 营 类 的 主要 养料 ,因此 在 这 广 关 的 
BED FE BLT HEPES LE, FOUN, 繁殖 的 良好 场所 ,其 间 茧 藏 着 多 达 500 种 以 上 的 水 产生 
oy, EBs AH 30 SF, ISTE C= AE A BEV, 沿海 一 Ps 
HP ASOT AE A HEB LOR WD, RBA PARES, 

本 区 海洋 渔业 在 公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1955 年 水 产 总 量 达 80 万 吨 , 占 全 国 82% JB 
区 第 一 位 。 目 前 由 于 捕 色 方 式 还 比较 落后 ， 大 部 分 使 用 帆船 作业 工具 , 受 天 时 限制 很 大 ， 
邮 时 沿海 水 产品 的 加 工 方法 和 加 工 谢 备 都 不 很 完善 ,因而 大 大 影响 鱼 业 生产 的 迅速 发 展 。。 

现 有 水 产品 的 加 工 , 除 厦门 、 汕头 有 较 现 代 化 的 加 工 蜗 备 外 ， 其 余 各 产 包 区 都 是 采用 盐 腌 - 

_ 的 加 工 方法 ;如 腌 制 . 淡 于 、 熟 制 等 。 为 了 进一步 发 展 本 区 渔 业 生产 ， 在 广东 沿海 的 油 飞 、 

广州 、 浇 江 和 海南 岛 的 红 沙 正在 兴建 现代 化 的 海 业 基地 ,建立 造船 厂 、 海 具 厂 和 负 肝 油 厂 、 

BRE AES EO” A SR RAEI 
ARV FPR , BRIAR SESS BG Sil BU ER. 油 母 页 兰 、 硫化 铁 、 wi cc 

BS, GP AMR eB TG ab OR ART ER 

化 机 械 开采 的 只 有 海南 岛 石 太田 独 两 矿 ， 其 余 均 为 土 法 开 乐 。 过 去 本 区 所 产 的 铁 夏 看 ， 
主要 向 外 罗 出 ,而 本 区 机 械 五 金工 业 所 需 的 金属 原料 又 要 靠 区 外 略 入 。 解 放 后 ,为 适应 区 ， 

内 机 械 五 金工 业 发 展 需要 ， 各 铁 矿 开打 区 都 相 炎 建立 了 小 型 精 铁 厂 \ 炼 钢 厂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让 划 期 间 , 翻 关 ̀ 柳 州 ,广州 三明 (福建 ) 还 将 苍 别 兴建 规模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5 HB “a 
钢铁 工业 中 心 建立 强大 的 机 器 制造 工业 。 : 

AOA Ce FIFA ACHR RAE, I A RA, FA ae 
$E% WGHE BURGE, STATI DUBIN" ie Za REA ACT II, 
KBD EERE LICR REE A REREAD 
SOWA SA CE REN A, HAT RSI. TDAP R RAR 
Ri, AKAARGRRES BT vey BEA DLAaR 据 初 步 估 ， 
St AK AKAMA 8,300 FF RE, WR TAZ, AOA FEF ASEH 
郑源 ,建立 发 电厂 ,这 对 本 区 工业 ,特别 是 内 地 有 色 人 金属 工业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作用 。 

解放 以 前 本 区 对 外 联系 除 主要 售 海 运 外 ， 陆 上 运 炉 相当 不 便 。 京 广 铁路 和 润 桂 铁路 
虽然 是 本 区 和 和 华中、 华北 联系 的 重要 交通 线 ， 但 在 解放 前 只 有 短 时 间 能 至 线 通车 ,而 且 运 

_ 输 能 力 很 低 。 解 放 后 , 随 着 国家 淘 游 建设 的 迅速 发 展 ， 本 区 对 外 陆 上 交通 联系 大 大 加 强 。 
几 年 来 ,本 区 先后 新 修 的 铁路 有 福建 通 往 江 西 的 谭 厦 铁路 ， 联 系 桂 南 粤 西 的 黎 淮 铁路 ,和 
福建 南平 至 福州 的 南 福 铁路 ,以 上 各 线 的 修筑 在 淘 济 建设 和 巩固 国防 上 均 有 重大 的 意义 。 
湘 桂 铁路 原来 只 修筑 到 来 宾 ,来 宾 至 肤 南 关 段 系 195 年 修成 ， 卉 与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 河内 
到 圾 山 铁路 相连 接 ， 对 加 强 中 越 两 国 经 济 联 系 和 友好 合作 有 重大 作用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让 

大 6 e 



本 

， 划 期 内 修筑 的 西南 铁路 干线 ， 从 贵州 省 会 贵阳 市 至 广西 柳州 的 对 桂 铁路 已 于 1958 年 修 
成 ,将 来 西南 铁路 移 修 筑 完成 后 ,华南 与 西南 地 区 的 交通 联系 将 大 大 加 强 : 

本 区 对 外 联系 除 铁路 外 ， 海 运 担负 着 国际 联系 和 区 际 联 系 的 双重 任务 。 本 区 海岸 线 
` 称 长 , 港 尘 众 多 , 且 与 东南 亚 各 国 最 接近 ,历史 上 一 向 和 南洋 联系 较 密 切 ,从 治 海 各 重要 港 
日 如 福州 .厦门 . 油 头 广州、 湛江、 北海 、 海 口 、 检 林 港 等 都 有 船只 和 和 外国 来 往 。 广 州 港 是 

| .华南 最 大 的 海港 ,也 是 我 国 南方 对 外 叶 易 的 门户 ,位 于 珠江 口内 ,具有 海河 港 竹 有 特点 浇 
江 与 厦门 也 是 华南 两 大 著名 海港 ， 港 泊 条 件 优良 ,可 停泊 远洋 互 输 。 其 他 如 福州 .汕头 均 
为 本 区 重要 海港 。 解 放 以 来 ,由 于 台 洲 海 峡 遭 受 美 蒋 海 咨 式 的 又 扰 , 本 区 和 国内 沿海 地 区 
的 海上 联系 条 未 恢复 ,但 广东 沿海 对 国外 联系 旭 随 着 国际 贸易 的 发 展 日 趋 频繁 。 

内 河 航运 和 公路 运输 在 本 区 区 内 联系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本 区 河流 密布 ， 逻 年 四 季 
苦 可 通航 ,珠江 水 系 分 布 在 奥 桂 两 省 区 ,包括 西江 .东江 和 北江 三 大 支流 ,为 本 区 最 重要 的 
”永和 运 柔 散 。 西 江 是 珠江 水 系 最 长 的 河道 ， 从 广西 百色 柳州: 平 乐 等 地 以 下 的 干支 流 此 可 

。 通行 轮船 ,梧州 猴 下 ,吃水 3 米 的 轮船 通行 无 阻 。 东 江 和 北江 分 布 在 广东 境内 ， 只 中 下 游 
全 可 通行 小 输 。 国 江 是 本 区 境内 第 一 条 大 河 ， 从 南平 以 下 可 通行 办 大 。 其 他 沿海 海 能 通航 的 
河道 何 有 韩 江 九龙 江 、 漠 阳江 、 鉴 江南 流 江 等 。 

‘oe KCTS REAR Ah DINE SEC LIES, CFDS ER EEE PS Ace 
”和 城 鱼 。 解 放 后 新 建 的 公路 主要 在 内 地 少数 民族 地 区 和 山区 ， 以 桂 西新 建 公路 最 多 。 由 

“于 本 区 气候 多 十 ,河川 密布 ,公路 桥梁 很 多 ,每 在 夏秋 暴雨 之 时 ,河流 泛 壮 ,桥梁 极 易 冲 毁 ， 
路 面 也 易 损 坏 , 因 而 公路 的 经 常 整修 和 养护 对 于 保证 公路 狗 年 惕 通 有 极 大 意义 。 

.- 本 区 是 公国 重要 的 亚热带 和 热带 农产品 生产 区 ， 也 是 一 个 有 大 量 轻 工业 和 食品 工业 
产品 及 矿石 出 产 的 地 区 ,因此 本 区 主要 办 出 物资 以 蔗糖 ,水 果 、 缸 头 、 食 盐 、 纸 张 .有 色 金 属 

了 矿 、 铁 矿 、 木 材 等 为 大 宗 , 输 入 物 套 主 要 是 煤 、 石 油 、 钢 材 、 棉 织品 .肥料 等 。 
”本 区 各 省 区 无 花 在 经 济 发 展 上 和 自然 地 理 特 征 上 都 具有 很 多 相同 的 地 方 。 拥 有 亚 热 

带 的 气候 和 与 之 相 适应 的 丰富 的 农业 着 源 ， 使 本 区 成 为 公国 亚热带 效 源 的 宝库 。 本 区 工 
业 大 多 建立 在 当地 丰富 的 农业 硅 源 的 基础 上 ， 如 最 重要 的 工业 部 门 一 - 制 术 工 业 及 其 他 
套 品 工业 都 带 有 显著 的 地 方 特点 ， 其 他 工业 部 站 也 多 与 当地 灾 业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本 区 
居民 的 联系 一 向 都 很 密切 。 同 在 珠江 流域 的 两 广 地 区 ， 从 历史 上 的 开发 到 近代 轻 济 的 发 
展 ， 以 至 居民 克 济 生活 刚 懒 和 方言 等 都 有 很 多 共同 的 地 方 。 福建 在 地 理 上 虽 具有 其 本 身 
欧 狐 特性 ,但 在 历史 上 与 两 广 的 关系 仍 是 很 密切 的 。 远 在 近代 交通 未 发 达 以 前 , 闽 粤 沿海 
一 带 的 居民 往来 就 已 异常 频繁 。 近 数 十 年 来 , 随 着 华侨 大 量 移 往 海外 ,使 得 彰 粤 两 省 成 为 
全 国 华侨 胃 洲 最 活跃 的 地 区 。 

本 区 各 省 区 虽 有 如 上 述 这 些 共同 特点 和 历史 上 的 密切 关系 ， 但 在 地 区 上 的 差异 性 仍 
是 很 大 的 ; ,这 种 差异 性 特别 是 在 帝国 主义 人 侵 后 加 强 起 来 了 。 由 于 帝国 主义 在 本 区 瓜分 

。 势力 范围 和 长 期 封建 割据 的 车 果 ,本 区 在 交通 类 的 配置 上 很 不 完整 ,区 内 各 省 的 铁路 除 局 
部 地 区 外 ,都 互 不 衔接 。 这 种 父 通 情况 ， 大 大 影响 到 本 区 各 省 的 内 部 联系 。 解 放 后 ,西江 
航道 的 疏 恋 ,和 黎 浇 铁 路 的 修筑 ， 虽 大 大 加 强 了 广东 和 广西 的 联系 ,但 福建 和 广东 的 联系 
仍 没有 多 大 的 改变 。 即 将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修筑 的 习 ( 关 ) 梅 (县 ) 铁 路 和 龙 ( 兰 ) 梅 (县 ) 然 、 

“路 ,东西 两 端 ,分 别 与 谭 厦 铁路 和 奥 汉 铁路 相 衔接 ， 成 为 我 国 东南 治 海 铁路 焊 的 重要 租 成 
部 分 。 这 两 条 铁路 修 通 后 ,对 加 强 闫 粤 两 省 的 径 济 联系 ,将 起 很 大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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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位 于 中 国 南部 沿海 ， 占 有 南海 岸上 的 广 关 陆地 和 散布 在 南海 上 的 众多 岛屿 ， 南 
起 北 悉 4? 附近 的 南沙 群岛 中 的 人 母 卫 沙 ， 北 至 25"28' 的 坏 石 。 西 起 东经 107°30', ARAB 
117°20', 陆地 总 面积 狗 为 23 万 平方 公里 ,为 华南 区 土地 面积 最 大 的 一 省 。 

(一 ) 自 然 条 件 
广东 帮 大 部 分 的 土地 是 丘陵 地 带 ,一 般 佑 计 : 正 陵 和 山地 物 占 2/3,7P a BHA A 1/3, 

整个 地 面向 沿海 便 科 , 离 海 总 远 ; 地 势 态 高 。 南 崔 盘 据 本 省 北部 边界 ， HF SAA 
AEP , PED A Pes TRS LL IK , SES BR RPS 
SEAT RA, EAE TOR A (SR PSII 1,900 2K), 成 为 县 江水 么 和 

珠江 水 系 的 分 水 崔 。 南 岭 系 由 一 肽 不 相 加 贯 的 花岗岩 等 岩石 构成 的 山 短 ， 中 间 夹 有 大 小 
”不 一 的 红色 兰 系 或 石灰 兰 的 登 地 。 山 道 崎 眶 险阻 , Ee BL AA, ERS 
少 低 平 的 山 除 ， 如 汗水 和 章 水 间 的 梅 岭 关 ; 武 水 和 丰 水 疝 的 折 花 险 , 海拔 均 不 过 三 、 四 百 

. 米 ,构成 巡 千 华南 和 华中 的 天 然 孔 道 。 

- ，” 除 北部 及 少数 地 区 外 ,其 他 几乎 全 部 为 丘陵 地 ， _- 般 高 度 多 在 海 拉 100—500 米 ， NG: 

Be TCE (aS LON , VSS WS PS OK OP A, 河流 流 
殉 谷 地 与 上 谷 之 间 , 地 形 显 得 十 分 破碎 。 在 交通 和 农业 生产 上 都 无 阻碍 。 eat 

本 省 海岸 , 除 各 河 下 游 三 角 洲 及 琼 雷 台 地 外 , 其 余 大 都 属于 岩 岸 ， EMT 

RATA, 
珠江 三 角 洲 是 本 省 最 大 的 一 个 下 原 。 它 是 由 东 、 dt. 西 三 江 的 几 不 三 角 洲 集 合 所 成 ， 

河道 分 此 如 网 状 ,地 势 低洼 , 堤 图 密布 ， SEMA RS “Ee ANE BNI, EACH RRB del : 
“生产 区 。 

矢 江 三 角 洲 是 本 省 第 一 个 天 的 冲积 下 原 ， 但 面积 仅 及 珠江 三 角 洲 113 左右 。 其 余 一 
些 上 比较 疾 宪 星 散 的 小 平原 ， 芭 分 布 在 沿海 演 及 河道 下 游 两旁 。 雷 州 宇 岛 有 一 片 关 达 数 十 
里 的 平坦 台地 ;是 本 省 发 展 热带 亚热带 农业 最 优良 的 地 区 之 一 。 

海南 岛 是 我 国 南海 最 大 的 岛屿 ,五 指 山 警 立 在 岛 的 中 部 , 海拔 1;800 Sok, 河流 随 着 
HAS PT A AGU TRB Re FE 1 一 10 aETe: 成 为 海南 岛 最 大 的 赤 业 生产 区 。 

近海 盐田 颇 多 。 

广东 各 地 年 焉 均 温度 绝 在 19-- 25*0 ZIM, 最 南 的 西沙 群岛 达 28. 7*Q ， 是 下 国 年 在 
。 均 温 最 高 的 省 区 。 粤 北山 地 比较 塞 渝 , AR 38 个 月 的 冬天 (十 二 月 至 尾 年 一 、 二 月 在 声 

一 温 都 在 10°C 以 下 ) RIEL, 没有 一 个 月 在 10"g 以 下 , 有 5 个 月 的 下 均 温 在 2020 凡 
下 ,其 余 都 在 20*0 以 上 , 可 以 鹏 没有 其 正 的 冬天 。 植 蒂 具 有 明显 的 热带 性 页 。 

雷州 千岛 南端 和 海南 岛 北部 的 海 日 及 西北 临 高 一 带 ， 有 10 个 月 的 年 平均 漫 都 在 

20"C 以 上 。 其 余 两 个 月 也 在 17°C 以 上 ， 至 海南 岛 南 部 和 西沙 群岛 一 上 带 , 各 月 平均 气温 都 

在 20°O 以 上 。 气 候 移 年 炎热 , 气候 与 植被 的 热带 性 更 为 显著 。 

广东 境内 大 部 分 地 区 移 年 不 见 霜 雪 , 在 平常 年 份 , 只 有 北部 极 少 地 区 当 赛 流 侵 改 时 ， 

em 8 e 

A 



“可 以 降 至 0?0 以 下 ， 但 为 时 极 短 。 Sn HE Ae ORG AA 

生长 季 特长 ,一 年 四 季 背 可 耕作 ， 农业 生产 环境 十 分 优越 ( 附 表 )。 

oO 韶 关 | 8 榆林 8 

29.1°C 28.9°C 29.6°C | 28.5°C 29.1°C 
16.2°C 18.1°C 11.6°C 15.1°C 2.9°C 
23.6°C 24.4°C 20.2°C 21.3°C | 25.6°C 
86.8°C A0.5°C 88.2°C 88.0°C 84.6°C 
2.0°C 6.0°C —1.0°C | —2.6°C 1.7°C °. 

4Apia3a |  28.5°C 81.3°C 
,二 月 在 均 温 | 13.5°C 17.1°C 
年 平均 温 ， 22.1°C 24.7°C 

Jeanie | - 38.4°C 38.5°C 
OE | ”1.0"C 1:0°C 

eS ee a 

| 广东 各 地 雨量 充沛 ， 年 下 均 降 雨量 的 在 800 毫米 左右 ， 局 部 地 方 (合浦 、 阳江 、 香 港 
| SSE) 可 达 2,000 毫米 。 但 境内 地 形 复杂 ，, 雨量 有 显著 的 差异 , 在 五 岭南 坡 的 粤 北 山 

| 地、 粤 东 泣 花 山 、 海 南 岛 五 指 山 和 鼻 西 云 开 大 山 、 十 万 大 山 的 东南 向 风 山 坡地 带 , 雨量 较 
”多 ;而 梅县 .雷州 件 岛 西部 及 海南 岛 北部 和 西部 卫 谷 与 平原 ;雨量 较 少 。 

司 广东 全 年 雨量 的 分 配 ,以 夏季 雨量 最 多 , 其 时 ,由 海洋 吹 来 的 各 种 风向 都 带 有 大 量 水 
At. (4-9 月 ) 的 雨量 ， 占 全 年 70 一 80 多 以 上 ， 如 广州 和 汕头 附近 , 5.6,7.8 四 个 月 

， 的 总 降雨 量 均 占 公 年 降雨 量 的 60% , 在 湛江 和 曲 江 附 近 , 6、7、8 三 个 月 总 降雨 量 也 均 占 
全 年 降雨 量 三 多 。 可 见 全 省 各 地 的 全 年 雨量 分 配 非常 集中 , 因此 , 夏季 河水 泛 泪 的 威胁 
经 常 存在 。 

BEARS, ADAIR, AER RRO, HERS, 但 在 主要 作物 需 水 季节 ， 
各 勒 无 雨 的 现象 并 不 多 见 ， 而 且 湿度 仍 在 70 一 80。 SH, 稍 有 受 旱 也 不 像 北 方 那 么 厉害 。 

台风 在 广东 出 现时 间 多 在 O— 11. 月 ,台风 一 至 ,往往 一 画 夜 间 ， AK SR 台风 掠 过 ， 
技术 复 舟 ,田园 唐 舍 备 受 摧 残 , 故 有 广 种 防风 林 的 必要 。 
本 省 100 平方 公里 流域 面积 以 上 的 天、 中、 小 河流 共有 618 条 。 其 中 流域 面 各 在] 万 

。 平方 到 里 以 上 的 有 4 Se (ON; 西 、 北 江 和 幸 江 ) , 流域 面积 在 1000 平方 到 里 以 上 的 有 33， 
$e; 其 余 都 是 在 100 在 方 到 里 以 上 D 。 除 有 86 条 狐 流 出 海外 , 其 他 都 汇 人 珠江 和 埋 江 。 

珠江 是 广东 最 大 的 水 系 。 它 由 北江 ,西江 和 东江 三 大 河流 组 成 ,在 广东 境内 的 流域 面 
“ 积 攀 占 全 省 土地 总 面积 1/2。 韩 江 在 广东 的 东部 , 为 境内 第 二 大 河流 。 其 他 独 流入 海 的 
河流 , 主要 的 有 粤 西 的 漠 阳 江 、 鉴 江 、 AMI. 罗 成 江北 命 河和 海南 岛 的 南 滤 河 、 77 ea 
昌江 等 。 | 
REM ORAA PRA 

| (1) ke PAULA GLIAZE WG, ALTLANARIT. fet MEME 8, 659 (est, #7 
”为 黄河 的 了 倍 ,长 江 的 一 牢 ， 这 样 丰 富 的 水 量 ， 无 葵 对 本 省 农业 灌 浙 或 航运 的 发 展 都 是 一 

不 非常 有 利 的 条 件 。 
《2 ) 常 水 位 时 期 河水 清 微 , 含 沙 量 少 , 广东 地 表 上 的 森林 虽 信 遭受 严重 的 破坏 ， 但 境 

。 两 植物 生长 十 分 迅速 ,大 部 地 面 都 有 植被 复 盖 , 因此 各 河 的 含 沙 量 都 很 少 , 最 大 的 含 沙 量 
”及 万 分 数 计算 。 这 对 减少 活水 为 害 和 供应 治 河 居民 人 饮料 都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条 件 。 

《3 ) 各 河流 量变 化 较 大 “广东 各 河流 的 一 般 流 向 苦 作 东南 、 南 或 西南 出 海 ,主要 河流 
的 方向 稍 与 短 度 平行 , 即 与 雨 带 方向 一 致 ,例如 东江 和 西江 雨季 时 双流 域 上 中 下 游 均 多 雨 ， 

3 RHR, 1958 年 9 月 20 日 。 



流水 排 涅 困难 ,也 有 些 河流 (北江 、 圩 江 ) 与 引线 成 直 交 ,上 游 5 AL, 下 游 6 ASH, 当 
上 游 流水 涌 至 下 游 后 , 往往 又 适 值 下 游 也 发 生 流水 ,两 处 渡 水 相 加 , 水 劳 剧烈， 加 以 珠江 
水 系 各 河上 游 多 为 山 险 地 玫 , 坡 度 陡 峻 , 中 下 游 又 多 峡谷 , 使 洪水 宣 油 不 易 。 在 休 河 系 之 
A, BASF LAR, 使 多 方面 的 洪水 涌 集 一 处 , IMT PVE A 

广东 河流 无 论 在 灌溉 ,航运 和 水 电 建 设 上 都 有 很 大 的 价值 。 由 于 四 季 不 冻 ; 称 年 苦 可 
航行, 并且 能 与 海运 过 成 一 片 , 仅 珠江 与 广州 为 中 心 的 通航 河道 就 有 5,500 公里 。 北 江 和 
永江 流 才 地 区 ,河床 很 多 直 折 ,不 少 可 以 利用 为 水 力 发 电 的 地 址 ,提供 丰富 的 廉价 电源 - 知 、 

。 革 他 省 各 河水 电 香 源 鸭 有 1000 THRE. | 
J RAS BARRIO HL , A AD) , BR 

SARL TAA, TE Te A ee, UES, 在 冲积 
LARA aA eR EA 其 中 以 碎 红 坟 性 土壤 分 布 最 广 ， 几 占 全 省 土地 面积 12 

cope Bee 

Ets KEKE AMS HESTUGE SA, 耕地 土壤 有 机 质 及 氨 非 常 缺乏 : 除 森 林地 区 
或 森林 破坏 不 久 的 地 区 ， 含 腐殖质 略 多 (4 一 6%%) ,具有 团 粒 烙 构 ,肥力 较 高 外 ;其 余 腐殖质 “ 

- 较 少 (一 3 多 ) MARZ A BARS, BONAR 由 于 淋 溶 作用 强烈 ， 可 溶性 盐 类 和 ， 
“石灰 质 等 流失 较 多 ,所 以 一 般 土 壤 的 酸性 反应 很 强 ,不易 蕉 植物 吸收 和 利用 ,这 些 都 是 本 
省 土壤 的 缺点 。 广 东 土 壤 的 优点 为 剖面 较 深 厚 。 不 论语 根 或 深 根 作物 都 适宜 生长 ， 如 能 ， 
加 以 改良 ,条 用 农 宁 收 的 综合 发 展 ， 建立 正确 的 输 作 施肥 制度 及 施用 石 基 与 有 机 肥 等 相 竺 se 
é> , SERENE , RUS ZR Le Fl MEE - 

| RUN , = PW, LS SHS I, 有 很 
AU PHO BE BAP EASE ECE FSR 作 板 状 构造 , 土壤 深厚 肥美 , 有 很 大 的 
生产 潜力 。 pase 

ABLSOVBLETR, HET, AK LM BWI 13 000 不 方 下 里 ， si 汪 - 
流域 ;雷州 牢 岛 ; 圩 江 中 上 游 ; 东 江 和 北江 上 游 的 演 江 较 严 重 。 

广东 的 植 准 最 观 具 有 明显 的 亚热带 和 热带 特征 。 本 省 北部 , 地势 较 高， 气温 较 低 ， 每 
年 都 有 塞 潮 入 侵 ,所 以 热带 性 植被 景观 还 不 其 显著 。 从 发 展 阶段 较 高 的 林 相 看 来 ,主要 为 
由 出 毛 株 科 植物 所 租 成 的 常 系 北 叶 林 , 其 间 夹 杂 着 不 少 温带 树种 ,如 山 毛 株 属 .樟树 局. 楼 
KE SBS, EERO EER. MR 
PLN Se; RL EE A IRA, A RS 
A>, PURPA BIE ABR Bek AN AR BERS EE, 
TAAL, TABS UE (ALE 22" 以 南 )、 海南 岛 地 区 , EAR, A 
HEL GE, uF: MBE OE AT EE A, GU, ASE, ee “ 

PUBS TRA SINE We UTE BS AK PPE DE 
$C ETA A AR ERS. POTS, DE, 寄生 和 
WR IKE ORE, ASE, TERALBUKAT BBA. | 

15 PJ ABE LPR WAR ICTE, SUL RAK ADEE, FEAR ANRET AIX 
ALAS RRBR AGORA ERASE ERE RIB PEAT), Be AOI? kA 
航运 等 很 大 。 因 之 ,在 各 河上 中 游 地 区 积极 营造 水 源 林 和 水 土 保 持 林 极其 重要 。- 

广东 矿产 得 源 丰富 。 重 要 的 金属 矿产 有 铁 . 锰 . 铝 、. 锡 、 角 、 金 .名 ;此 外 ,还 有 煤 、 破 矿 、 
2 10 。 



KAT MAES, 
Ai UR SER MOMS A, SE 

ES StL. 
ETAT 10 多 个 县 分 ， 炭 西 的 防 直 、 你 县 灵山、 浦 北 、 茂 名 ; 得 东 的 惠阳 、 梅县 、 焦 - 

cs RAM Gl SEAR, Vik KA— GET, WRAL Ke IZA 

AMM SEB, PCED Dy MAeERD A, ERT RET EK 
RAGE BERNA 50 STE, IK haze Lees ee 治 海区 自 潮汕 至 下 

阳江 包括 十 多 县 分 ,岛屿 上 也 有 人 发现。 
煤矿 在 广东 分 布 很 广 ,储量 颇 为 丰富 ,大 部 分 是 无 烟煤 和 褐 煤 ， heat Ealick Bt 

OF BB se HT AE FE | 
分 布 于 茂名 、 电 白 一 带 的 油 母 页 兰 ， 是 第 3 世纪 一 种 浅水 海湾 沉积 , 质 条 致 而 层 薄 ,出 

油 棕 平均 可 达 9 一 六 多 ,是 我 国 一 个 很 重要 的 油 母 页 岩 产 区 。 
”西沙 群岛 中 的 林 岛 、 PEM AV ALRITE 合 磷 质 很 多 ,可 作 肥 料 ， 储量 的 有 

60 万 吨 以 上 ， 堆积 于 地 面 , ATRIA. 

oy Co) ase EER 

广东 在 秦 代 以 前 ,汉族 还 没有 作 大 量 的 移 和 人 ， 主要 居住 的 土著 民族 是 百 越 族 。 秦始皇 
| 38 ERENT, LTTE LED, SEED, FAR RAB =D, 和 越 人 杂 处 ;是 

为 汉人 有 粗 积 的 移入 本 省 的 开端 。 汉 武帝 元 思 6 年 (纪元 前 JIL 年 )， 出 兵 南 越 , 在 番 帅 会 

OG FRET AS i RE SIR LED, RM 展 到 厂 东 珠 江 三 = 角 济 ， LSS 
“ 州 生 岛 和 海南 岛 一 带 。 

两 晋 南北 朝 时 期 ,我 国 中 原 地 区 战乱 相 秋 ， 南 来 汉人 水 渐 给 多 ， 广东 境内 东 、 北 、 西 、 
赫 江 等 流域 普 吉 建立 了 新 县 。 广东 不 但 与 内 陆 交 通 日 形 密切 , 在 对 外 贸易 上 也 十 居 了 重 

”要 地 位 。 公 元 3 世 杞 时 ,阿拉伯 商 人 由 海上 东 来 ,不 久 广州 就 成 为 当时 我 国 对 外 贸易 的 中 
” 关 。 徐 并 合浦 也 是 当时 广东 的 通商 口岸 , ECR RS BE RE ON RK Be 
行 , 加强 了 广州 的 水 陆 交 通 , 内 地 的 糙 、 茶 多 低 广 州 出 口 ， 国 分 乳香 的 输入 也 以 广州 为 总 ， 

cn Et LARS UI ARS REE HW ABE SS, 

PLEASE ACE DUA TRAE A. HELE TL AL = SAMIR AA ER, 
$8 Mey ABLATED, SOE FEAL IR A BURERIME. HEDGE 
AEASUREAS F000. CBRE JAP LAID PRE 
AF RIL 

BARMAN, EK RA BAS PK, CER AA I , SER TA PR BE, 2} 
ABS AR TERT RAD EAR AES . 
SAGER DA Ma BARE AIDE SEAS AIRED , REAL ILS FA 

FEAT PS Fe RIT SHH, WR REAAR BES. 

/ 

WNBA DEeT= 角 洲 为 中 心 ， 从 东部 福建 沿海 移 人 ， Ft i) 东西 部 海岸 移 动 分 布 

在 雷州 企 岛 及 海南 岛 沿海 ,以 宋 未 黎民 最 多 。 
”客家 语系 ,是 汉族 进入 广东 最 迟 的 一 支 ,以 明 末 移 和 人 最 多 ,来 自 中 原 履 省 ,分 布 在 广东 
“北部 及 东部 山区 , 朱 末 时 以 北江 上 游 及 梅县 为 中 心 , 居住 在 山 间 谷地 及 山地 定居 以 后 , 向 

« ll 。 



广东 中 部 、 及 西 夫 夺 陵 区 域 发展 。 RS: 
从 南宋 到 清 初 /是 广东 对面 开发 时 期 , 在 农业 . 手工 业 和 对 外 慷 易 方 面 均 有 相当 的 发 
展 。 明 代 广 东 的 蛋 桑 .蔗糖 已 占 地 不 少 , 廉 州 及 珠江 三 角 浏 一带 的 蔗糖 业已 很 繁盛 。 清 戌 
丰年 间 (1700 年 ) , 芒 糖 生产 不 只 满足 区 内 需要 , 而 且 还 运销 国内 各 省 和 输出 南洋 , 广州 、 
惠阳 、 潮 州 合 浦 等 地 是 当时 的 制 糖 业 中 心 。 棉 花 的 种 植 , 自 泉 朝 由 海外 传 入 ,直接 促进 了 

-本 省 棉纺 徐 业 的 兴起 ,佛山 、. 测 头 、 琉 州 等 地 就 是 当时 有 名 的 手工 芒 微 业 中 心 , 但 棉花 不 中 

- 供应 还 由 外 国 索 入。 其 他 著名 的 手工 业 , 如 潮州 ̀  石 注 、 东 莞 的 缸 刺 、 次 器 业 ， 惠州 、、: 

嚼 关 的 人 争 轿 业 , 佛 山 的 铁器 爆竹 、 MUL AR ‘s 
16 世纪 时 ， 随 着 欧洲 商业 的 发 展 ， 欧 人 东 来 贸易 渐 多 。 最 先 到 达 广 东 的 葡萄 下 商船 

入 泊 在 台山 上 下 川 岛 ,进而 与 中 国 取得 了 通商 关系 。 此 后 西 班 开 荷兰: 英 、 法 等 国 商人 也 

相 煌 东 来 与 我 国 通 商 。1558 年 ( 明 嘉 靖 32 年 ) 葡 莓 牙 以 租借 的 名 义 夺取 了 澳门 为 “通商 ” 
据点 , 此 后 各 国 东 来 商船 更 还 源 增 多 。 1757 年 (NEB 22 年 ), 清 政府 实行 闭关 封 征收 
策 , 限定 除 广州 外 , 其 余 口 岸 均 不 准 与 国外 往来 , BAGH ARR, OME 、 
Bho. . EB 关 ; 3 

$B POLE A, SPAT TE GH REP ESSE AR. RSE 
失败 后 ， 香港 为 英 帝 国 主义 所 夺取 ,同时 还 通过 各 种 不 平等 条 胸 , 先 后 人 迫 使 广州 、 汕 关 * 江 
PS BA SRN DEAL NSE SE TRE PS 

英 帝 国 主义 自 夺取 香港 ,九龙 后 ， 为 了 更 多 的 撤 志 华南 的 查 源 和 进一步 扩大 人 的 扫 放 
范围 ,于 1906 年 ( 光 糙 32 年 ) 修 筑 了 广 九 铁路 , 伸 入 广东 政治 沟 济 中 枢 。 与 此 同时 , a 
主义 还 六 接 通过 官僚 买办 来 大 力 开发 全 省 公路 内 河 航运 和 修筑 广 三 铁路 ,于 是 广东 远 济 
委 剧 的 趋 于 殖民 地 化 。 具 有 和 念 久 历史 的 广大 宏 村 手工 业 , 如 制 茶 、 制 精 、 息 秩 、 铁 器 等 频 于 了 
次 适 和 衰落 。 植 茶 业 由 于 印度 、 锡 兰 兴 起 于 19 AEM. LA NE 
糖 兴 起 和 在 洋 糖 大 量 倾销 下 一 落 千 浆 。 洋 纱 大 量 进口 , 手 入 业 大 受 打击 并且 不 用 王 条 而 “ 
UH. ABE 17 Hh CEE), RRB MT. BR, 随 着 农村 罗 
PAIK , LE WRD MGA SSE, SR A, RAT, SLB 
ALTAR Ri, 洋 米 进口 逐年 二 加 ，1870 RAR ARAL 141 298 担 ， sali oo 年 增 到 
12,765,189 捏 , 成 为 公国 长 期 依 地 洋 米 的 地 区 。 

Se WRB, cpake: anh iis bee 英国 是 一 
个 大 量 商品 粮 出 和 海上 匀 易 发 达 的 国家 。 它 在 中 国 的 投 棱 也 多 用 于 商业 掠夺 性 的 企业 上 
1856 年 前 后 , 随 着 英国 在 中 国航 运 的 扩展 ， 英国 套 本 便 在 广东 黄浦 、 Tui. SSE 
MAAC JDL REE Pee eR ELT, on 
SUIEPEATEY ARI LOVALFE PANERAI, DIR RE, 19 世 和 CO ERS BE 

PTE ERIC T OLAS) TRU ZR, REA HR INE. TOR 

3, th FU VAN ROME EI De SEPA By ZEEE ee, 1876 年 和 
1883 4307 HE SES BB ILT ATA, 并 在 汕头 娲 立 了 一 个 分 厂 ， 天 

. 量 掠 则 广 东 和 东南 各 省 以 至 南洋 的 蔗糖 原料 , 制 成 精 糖 再 销售 于 中 国 及 南洋 。 当时 香港 
的 制 糖 业 在 远东 占有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数 十 年 间 , 一 直 阻碍 着 广东 民族 均 本 在 制 精 业 方面 的 
发 展 。 

随 着 外 国 套 本 的 侵入 与 对 外 贸易 的 发 展 , 本 省 民族 者 本 也 水 渐 成 长 起 来 。 但 在 外 国 
. 12 e 



， 资本 压迫 下 ,本 省 民族 工业 套 本 却 发 展 得 非常 稻 慢 。 广 东 在 蓝 片 战备 以 前 ,工业 奏 本 已 有 ， 
丰 当 的 积累 ; 如 在 广州 已 拥有 2,600 名 工人 的 织造 工场 ,六 网 生产 已 很 著名 。1870 年 前 

后 , 随 着 碍 本 主义 各 国 到 中 国 求 大 量 掠 购 生 狼 ,广东 华侨 套 本 在 南海 西 权 、 顺德 览 洲 等 地 

PEE LASALLE AAA BRD, RAE AE 大 部 分 用 手 

| EPL, BSE LEK A RAR AOL 

$5 —-FAL FABRA , SLL REURORWAEE a WRI, J ZR WE REACT SHIH — IF 
”起 , Bet, SHBbIL, RRO EIHS BRRR, PICTOU A A TG UE St 
1920 一 1925 车 ,广东 生 炎 出 口 每 年 在 均 达 5 万 担 , EE MH) 60% , 但 1981 年 以 
后 ,国际 市 场 为 人 造 条 和 日 本 镖 所 夺 , 蛋 闲 业 乃 一 落 二 浆 ; 1936 年 出 口 仅 有 12,000 481, 

直至 1932 年 ,广东 工业 发 展 仍 非常 缓慢 7 范围 非常 狭 宪 。 例如 : 1930 年 ,在 广州 所 有 
新式 工 业 中 , 公用 事业 的 工业 (主要 是 发 电 及 自来水 ) 就 占 去 70% , 此 时 新 式 工业 工人 总 
BAA 8,540 人 , 占 公 市 人 口 千 分 之 作 。 从 1932 年 起 ;广东 在 官 依 军 阅 的 荐 据 下 ,又 值 当 
PEARSE FB ELA, 广东 新 式 工业 才 有 上 比较 显著 的 发 展 。 从 外 国 输入 了 优 . 
-和 良 的 蔗 乞 ;由 宣 僚 傣 本 创办 了 大 间 糖 厂 (新 造 、 顺德、 市 头 、 揭 阳 、 东 莞 .惠阳 ) ,在 广州 还 兴 
PET ATE HA ACE ERE HE OO A, 棉 绫 、 电 力 等 工厂 ,但 大 部 还 未 开工 生产 就 
遭 到 “七 七 "事变 的 摊 残 。 

WARRIOR E, WAT ACA RIAA AD MANE RULIET x, fas SHEE FB 
| BUMBLE OES, ABATE, 到 1930 年 人 口 就 发 展 到 50. 万。 广州 在 

~ 

1901 年 的 人 口 还 是 85 万 人 , 1921 年 是 90 万 , 到 1936 年 增加 到 130 FA, Ih 1901 年 ， 
的 人 口 是 38,000 A, BI 1928 年 达 125, 000 人 。 商 业 和 大 城市 的 发 展 又 直接 刺激 了 运输 
亚 的 发 达 , DIAL RAR (1926 年 ) 以 前 , 各 帝国 主义 的 商船 在 广东 沿海 的 活动 已 非常 频 
繁 , 仅 广 州 一 地 , 外 国 商 船 的 来 往 经 常 在 40 艘 左右 ， 而 本 国 商船 则 不 过 20 余 稻 。 全 省 四 
RI (BMS BS HI) KRESS SL ZB A 
居 圣 国 第 一 位 ,海洋 和 内 河 航运 的 发 达 为 公国 之 冠 。 

锅 国 主义 为 配合 商业 掠夺 ,还 利用 种 种 强制 手段 ， 促使 广东 安村 纸 济 牵 大 了 世界 商品 
”的 流通 ,以 致 广东 轻 济 合乎 世界 市 场 的 需要 , 而 不 是 适合 本 省 人 民 的 需要 。 例 如 , ARR 
需要 的 大 米 的 生产 减低 了 ,而 蛋 称 甘蔗、 麻 和 油料 作物 的 生产 却 增加 了 ,粮食 生产 不 足 自 

”和 烙 日 趋 严重 , 洋 米 进口 逐年 增加 ,大 部 分 土地 掌握 在 地 主 、 军 关 和 官 俱 手 中 ,无 地 或 占 地 极 
| DAB RAL HPL, LIB RY 50 一 80 匈 作 地 租 ， 此 外 还 受到 高 利 货主 ̀  国 民 党 反 
动 收 府 苛 捐 杂 税 的 压 析 , 烙 果 和 贫农 、 个 农 一 年 辛苦 到 晚 , 葛 无 法 维持 起 码 的 生活 ,痛苦 达到 
种 点 。 失 业 人 口 大 量 二 加 , 他 们 除 一 部 分 流入 城市 外 , HARARE BRI IAA 
此 时 双 适 值 区 民主 义 者 “开发 " 南 洋 、 美 洲 和 澳洲 , 需要 大 量 劳动 力 , 于 是 广东 向 海外 移民 

1 成 为 一 种 风气 。 至 抗日 战 征 前 夕 ,广东 旅 外 华侨 达 700 万 人 ， 移 占 至 国旅 外 华侨 的 60 多 ， 
| 能 侨 每 年 寄 回 硼 国 的 大 量 侨 虑 ,大 大 促进 了 本 省 建 恕 事业 的 发 展 。 

抗日 战 十 期 间 , 本 省 工农 业 和 运输 业 都 遭受 严重 的 破坏 ,例如 在 “七 七 "前 儿 建立 起 来 

的 制 糖 工业 ,几乎 至 部 遭 到 摧毁 。 抗战 千 束 时 ,新式 大 糖 厂 仅 有 东莞 、 顺德 两 座 , 中 小 糖 厂 

于 亦 破 毁灭 过 定 。 在 敌人 踩 咒 下 ,沿海 大 量 居民 向 内 地 迁徙 ,或 因 般 饭 而 死亡 。 如 珠江 三 角 
洲 顺 德 、 南 海 等 县 的 人 口 ， 至 战 委 千 束 时 , 仅 及 战 前 的 /3。 战 后 日 本 帝国 主义 虽 退 出 了 

广东 大 陆 , 但 美英 帝国 主义 商品 代替 日 本 帝国 主义 ,重新 占据 广东 市 场 。 国民 党 政府 加 紧 - 

ea 13 。 



JERE, 宏 村 惫 速 破 产 ,， 引起 本 省 经 济 更 加 恶化 , 生产 遭受 破坏 。 解 放 前 夕 蔗糖 产 量 不 及 战 
前 的 1/3 左右 , 生 共 产量 仅 及 战 前 的 144.2% ,桑田 面积 为 战 前 的 12.6 儿 ,水 产 总 量 为 或 前” 

的 双 .4 多 ,甘蔗 产量 为 战 前 的 1/3 ,粮食 产量 为 战 前 的 89. 5 多 ,三 东 的 国民 经 济 实际 上 已 

EERRNRG 4 

(BE 

广东 居民 和 鸥 有 3;800 77 A (1967 年 )， MAHAN 5.6%, Arie EAA 
日 数 ,下 同 ) 为 471 人 ,是 华南 各 省 人 口 最 稠密 的 省 分 。 - 

广东 入口 的 分 布 基本 上 以 农业 生产 情况 为 转移 。 一 般 悦 来 ,耕地 多 ，, 水 利 条 件 好 , 安 、 
业 生 产 发 达 的 地 区 ,其 人 口 也 就 稠密 ,反之 ,人 口 则 稀少 。 此 外 工商 业 和 交通 情况 ;对 于 广 - 
东 人 口 的 分 布 也 有 着 一 定 的 影响 。 至 区 人 口 最 稠密 的 地 区 有 二 : 一 为 珠江 三 角 洲 力 及 其 ; 

- BEMOMARE, HALA RAGES, BEWARE 
在 500-600 AZM, 在 我 国境 内 仅 坎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 除 两 三 角 洲 之 外 ， HRA 
稠密 的 地 区 为 粤 西 的 九江 平原 和 四 邑 HS BI AB, BAS) SoMa, ASAE 
300 入 以 上 。 珠江 三 角 洲 和 韩 江 三 角 洲 的 边 特 , 粤 西 的 阳江 、 电 白 、 廉 江 和 海南 岛 的 琼 由 、 
RA AM BIE Ste 200-200 ALI, 

Wi AAD 

1) 珠江 三 角 洲 系 包括 中 山 CG BST STs ORE Sk OMT, PL SPI, awe 18 个 县 市 。 
|). Pa 

2) REYC=FAYNR FMB IR , STRAP ES CS SL I 8 个 县 市 。 下 同 。 

° 14 w 



除 此 以 外 , 其 他 地 区 人 口 密度 多 在 100 一 200 人 左右 ， 而 粤 北 和 海南 岛 西 北部 多 在 
100 ADF. 海南 岛 黎 族 苗族 自治 州 和 粤 北 可 南 等 地 还 不 到 OO A (1), 

广东 是 近代 遭受 帝国 主义 侵略 和 影响 较 早 和 较 深 的 地 区 , Te RE PS 到 : 
U5, TTR A AURA A A, HE 1957 AER, A A 
日 14.45%, WRAAMARADIARAWEAL—. MEA RAMI— TRI, A 

“ AFE 160 万 以 上 , Hee A 15—30 万 的 有 油 头 、 浇 江 , 8 一 15 万 的 有 海口 、 佛 出、 潮 
IN ae, UPA, BASSAI, DES aa PRT ON, BLL, RUIN ARSE RENE A 
Bh eB A ES LE A aie ER Se A J FT AE HY , PF DEAR AB 2 
些 以 商业 为 主 的 消费 性 质 的 城市 。 
除了 上 述 的 较 大 城市 外 , 广东 的 中 小 城 钱 特 别 多 ， 据 19583 年 统计 ,人 口 在 3 一 6 万 的 
有 了 个 (揭阳 ,\ 惠 阳 : 阳 江 、 刻 庆 \、 梅 县 .东莞 、 陆 丰 甲 子 ); 1-3 万 的 有 46 个 钳 万 以 下 的 有 

“278 个 j 芝 些 中 小 城镇 ,有 些 是 县 起 ,有些 是 二 线 , 都 有 一 定 的 商业 和 手工 业 ,是 较 大 城市 和 
“广大 安村 之 间 的 经 济 组 带 , 并且 是 当地 县 般 或 区 般 的 政治 和 文化 中 心 。 城 钱 分 布 最 集中 
的 仍 为 珠江 三 角 洲 及 其 附近 河谷 平原 ; 其 区 为 潮汕 平原 及 粤 东 沿海 ;再 藉 为 粤 西 沿海 和 合 
i EK ,至 于 粤 北 和 海南 岛 旭 为 数 甚 少 。, 

广东 是 华侨 最 多 的 省 分 , 旅 外 华侨 800 多 万 ， 移 占 公国 华侨 总 数 的 68 % , 2B 234% 6 4 
See Geek TAEEK. AHERN T RESET SEM RAMETERS 
¥ 影响 。 

广东 华侨 在 海外 的 分 布 范 JEM. NESBA WH TAR, 其 天 为 美洲 。 fi PKK 
RIMEAH SH APR LA SALIX, PRR ER SEH, 

“ 侨 在 经 济 王 会 对 革命 给 予 不 少 的 帮助 , 对 本 省 的 建设 事业 也 有 着 一 定 的 贡献 。 今后 对 于 
SEERA RRA HMA, 本 省 主要 的 侨 乡 有 三 个 地 区 , BSW RIT 

”水域 的 潮汕 平原 和 兴 梅 地 区 ,多 有 350 余 万 旅 外 华侨 ; 其 次 为 田中 的 四 区 BSS ULL 
肿 ̀  恩 平 ) 和 中 山 .宝安 等 县 , 狗 有 100 佘 万 人 ; 吾 志 为 海南 岛 的 文昌 、 琼 山 \ 琼 东 \ 乐 会 、 万 

- 宁 等 县 ,多 有 30 BT No BAREWE 640 RTA, HEBADI 17%, came te : 

县 和 人 台山, 侨 符 人 口 占有 各 该 县 人 吕 I/3 Db, FRMAMAT ADE as, Ra 

的 主要 劳动 力 已 经 去 海外 , 他 们 的 生活 在 不 同 的 程度 上 也 便 需 要 依靠 侨 医 来 补助 。 在 华 

， 侨 大 数 较 多 的 县 分 ， 侨 虑 数目 是 相当 可 观 的 。 例 如 台山 县 年 中 侨 虑 数目 的 相当 于 访 县 到 
年 安 业 生产 总 值 的 120 多 ,开平 县 侨汇 相当 于 安 业 产值 的 90% HEAL GENIE SF ea Pl 

-的 1/2 左右 。 
SRE RR erase, eee nts 汉族 攀 占 广东 入 口 总 数 的 98: 6 % 28 

_ 击 于 在 历史 上 迁 来 的 地 区 、 时 代 和 迁 入 广东 后 所 居住 的 地 区 不 同 , 途 操 着 不 同 的 方 车 并 有 
着 不 同 的 劳动 强 惯 。 分 布 在 珠江 三 角 济 及 其 邻近 地 区 西江、 性 江 、 漠 阳江 和 鉴 江 流域 的 
汉族 , 操 广 府 方言 , 除 纸 营 农业 外 ,有 些 还 长 于 工商 业 。 分 布 在 粤 东 沿海 各 县 ;雷州 个 岛 和 : 

= 海南 岛 沿海 族 县 的 汉族 , 操 潮州 语言 , 除 经 营 农业 外 , 有 些 还 繁 营 省 业 及 航海 业 。 分 布 在 
埋 江 ,东江 ,北江 三 条 河 的 中 上 游 地 区 的 汉族 , 操 客家 方言 ,主要 是 从 事 家 作业 。 广 东汉 族 
的 妇女 ,大 多 数 和 男子 一 样 担任 着 主要 劳动 , KAMER, 使 广东 生产 上 有 潜 更 多 的 
劳动 潜力 可 以 利用 。 

广东 的 兄弟 民族 人 数 不 多 , MBA OO 万 多 人 ， 只 占 广东 人 口 总 数 的 荆 .5 允 。 兄 弟 民 
区 5 



广西 接 邻 的 少数 县 分 。 现 除 海南 自治 州 ( 歼 . 苗 ) 外 ,还 习 有 过 山 (At ) .加 南 (a), BRA 
CH) SAL (H) .东兴 (各 族 ) 5 个 自治 县 。 
黎族 现 有 40 万 人 , 几 至 部 分 布 在 海南 岛 黎 族 苗族 自治 语 内 ; DUC, dee 

的 主要 劳动 由 男子 担任 。 女子 除 参 加 一 些 灾 业 的 辅助 劳动 外 , BSR. ; 
HRB 13,000 人 左右 ， eps ing diagenetic 除 从 事 旱 作 外 ， moc 

打 猫 。 

AVE OFA RAIA ATES ALI AU, 其 Jt Fel RAPALA, ae 
WOKE BUSS, MASREVAUWWE HRS PL. - 

 fiepeRree 1177 A, SERRA TEY Ze DS EES SAL RRR 
县 内 ;其 大 ;在 缀 江上 游 的 怀 集 县 也 有 少数 偿 人 。 thi IRS STAND, 

此 外 ， Ree: 回族 ,更 族 等 。 

(四 ) 径 济 

广东 在 1949 年 10 月 解放 以 后 , 就 开始 了 和 经济 的 恢复 和 改造 工作 。 1068 年 春 , 人 省 

‘ = 

“二 地 改革 已 经 完成 ， 接着 于 1956 年 实现 了 农业 合作 化 。 从 而 为 本 省 家 业 的 发 展开 放 了 寓 
广 的 道路 。 

获 中 人 数 较 多 的 为 黎族 .苗族 、 歼 族 和 们 族 。 他 们 主要 分 布 在 海南 岛 中 部 和 广东 西北 陋 与 、 

几 年 来 ,党 和 政府 在 搞 导 本 省 农民 走 向 集体 化 的 道路 ， eet Wea ok 
_ 和 宏 业 合作 社 以 外 , ET SUC EB, ZOO HES OR, HEEL RE 
队 、 和 进行 了 许多 巨大 的 水 利 工程 建 坑 。 这 一 系列 的 劳动 组 经 和 生产 技术 的 改革 ,大 天 促 
进 了 农业 生产 的 迅速 发 展 。 过 去 本 省 粮食 一 向 不 足 自 准 , 平均 每 年 缺 粮 3 个 月 。 从 1952 
年 起 ,全 省 不 但 不 需 导 入 粮食 , 且 每 年 均 有 粮食 外 铀 , 微 底 改变 长 期 依 顿 洋 米 进 蝇 的 局 面 。 一 

”到 1957 年 本 省 粮食 总 产量 达 244 亿 斤 , 比 解放 前 1949 年 境 加 工 .5 倍 ， 相当 于 抗日 战 委 
前 最 高 水 平 的 129.23 多 。 粮食 单位 面积 产量 由 1949 年 的 300 Jr HE A B) 1967 4p fy O10 
Fro SB WAT OK WG WA eS 揭阳 、 南 澳 6 个 粮食 千斤 县 , 几 百 个 壬 斤 乡 和 九 和 于 

”个 千斤 甜 。 除 蛋 桑 外 ,所 有 沟 济 作物 都 大 大 超过 战 前 水 平 , 1957 年 经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 包 
括 热带 作物 ) 3 1,525 万 亩 ， 比 解放 前 扩大 了 61%, SOE 2 el Ae BERET aa 
大 的 推动 作用 。 

本 省 工业 、 运 炉 和 其 它 痉 济 部 门 解放 后 也 都 发 展 很 快 。 随 着 本 省 私 改 工业 的 不 断 改 
造 和 许多 工业 企业 的 扩建 和 新 建 , 工业 生产 总 产值 已 由 1949 年 的 5 亿 多 元 增长 到 1957 
年 的 25 亿 8 FAI), 增长 了 4 人 悦 多 。 工 业 在 工农 业 总 产值 中 的 比重 , py 1949 4 iy 

20. 计 多 上 升 至 1957 年 的 34.32 免 。 在 工业 中 以 轻工业 为 主 , 锡 占 749% ;重工 业 只 占 26% 

左右 。 在 交通 运输 方面 , 1957 年 全 省 已 有 通车 的 公路 17,158 公里 ， 比 解放 前 1949 apa Be 
加 5.8 倍 , 其 他 河 \ 海 、 铁 路 运输 事业 也 有 较 快 的 发 展 。、 

1958 年 工农 业 生 产 的 大 跃进 , 全 省 的 低潮 面 才 已 地 起 了 根本 性 的 变化 。 这 个 变化 首 

先 在 农业 共产 上 是 粮食 生产 大 丰收 ， 1958 年 全 年 共产 粮食 703 亿 斤 (其 中 稻谷 占 70%), - 
为 1957 年 的 2.8 倍 , 单位 面积 产量 1650 斤 , 全 省 每 人 平均 有 粮 1820 Jr 最 后 从 根本 上 

解决 了 本 省 历史 上 所 得 留 下 来 的 粮食 问题 ， FAM ALE RRO CERT PD 

1) 不 包括 手工 业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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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 农业 年 产 大 跃进 之 后 , 本 省 工业 生产 也 出 现 了 飞速 跃进 的 局 面 。1958 年 至 省 工 
” 亚 总 产值 比 1957 年 培 长 一 倍 , 新 建 大 小 工厂 达 20 万 个 ,正在 建 属 的 现代 化 大 企业 重要 的 
APRA Ob SAE TL HERO LR A Ce 

BRET ERR SI HO A A RU 电解 
SEHR FESR WR SR, BET FE BA A PRT RAR 
本 改变 。 ie | nek 
“在 各 项 事业 公 面 跃进 的 情况 下 , BRT AAR i A BB eT 
男女 份 粉 加 入 了 人 民 公 进 。 AR SALT SL A ie, 更 加 快 了 本 省 入 会 主义 建 发 速度 
《 圆 2)。 

固 的 基础 。 ，“ 

Qrate @ie¥ry ES cmeaxnera 
a) P ae A 

 Oweie 国 5xIt [上 加 essere 
kk : By S aD rr PRL INET RR. ' 
' c : 人 @aflie @asie FA apes eee 

@nure  @xver [777] wees 
< : ¢ : y, ‘> 

. Vy Ossie ~ . (i) sene8 - 

图 2 广东 烷 合 经 济 图 

广东 是 我 国 最 重要 的 亚热带 和 热带 作物 栽培 区 , 也 是 我 国 主要 的 食糖 生产 基地 。 广 
东 地 处 亚 扼 带 和 热带 ,无 霜 期 其 ,温度 高 ,雨量 充沛 , 适 于 各 种 植物 的 生长 ， -年 四 季 都 有 
Bere MINIS RSE, STADE RLS: 20076 (1908 年 ), 为 公国 复种 指数 最 高 的 省 份 。 这 里 作物 种 

二 类 繁多 ,粮食 作物 如 水 稻 , 甘 昔 、 小 麦 、. 玉 蜀 科 高梁 大豆, 经 济 作物 如 萎 蔗 、 黄 麻 、 烟 、 茶 、 
© FEAR ATT". MSL 还 有 许多 有 价值 的 热带 作物 如 橡胶 .都 子 、 剑 廊 、 海 岛 棉 、 咖 啡 .可 

可 、 香 荡 \ 油 棕 、 模 构 、 金 侈 钠 树 等 。 水 果 的 种 类 更 多 ,其 中 径 济 价值 较 高 的 有 苏 枝 、 柑 桔 ， 

17 。 



os BMG. REND Es SAAMI, 有 些 仅 为 南方 各 省 所 出 产 ， HE 
志 省 所 独 有 。 因 此 ,本 省 农业 的 发 展 具有 特殊 的 经 济 意 义 。 

广东 的 植 芒 业 果树 裁 培 业 及 在 此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制 猪 工业 和 食品 工业 ,具有 侍 申 - 
国 的 意义 。1957 年 ; 广东 甘蔗 产量 的 占 公国 48.1 匈 ， 芒 糖 产量 占 全 国 食糖 总 产量 的 

46.5 匈 ， 永 果 产 量 达 600 多 万 担 ， 均 居 人 至 国 第 一 位 。 为 我 国 最 大 的 蔗糖 产 区 和 水 果 供 应 
区 。 这 里 出 产 的 大 量 蔗糖 和 各 利水 果 不 断 的 输 往 公国 各 地 。 有 名 的 亚热带 水 果 模 桔 、 踊 

_ 功 和 香 帮 还 运销 苏联 及 各 人 民 民 主 国家 。 ~ 
PRWEB ANE, 1967 RT 1 Se aft 
' 强 ,水 产 总 量 占 公国 1/4 。 这 里 的 养 虱 业 和 捕 渔 业 的 发 展 有 着 特别 优越 的 自然 环境 ,在 高 ， 
温 湿 度 大 的 气候 中 ,每 年 采 育 蛋 桑 可 达 七 . 八 欢 , 比 我 国 江浙 一 带 养 改 区 的 条 件 更 为 有 利 。 
南海 是 我 国 发 展 海洋 渔业 潜力 最 大 的 海洋 ,其 光 场 面积 胸 等 于 全 省 陆地 面积 的 7 格 ; 此 处 “ 
还 有 淡水 养殖 池塘 298 万 亩 。 解 放 前 ,本 省 虱 桑 和 渔业 生产 均 遭 受到 严重 的 破坏 ; 径 解 帮 - 

“后 几 年 来 恢复 和 发 展 ,到 1957 4 RIM HIE 1949 EMT 87.6%, aT oe 
232.5% , i 

FAs BHO Se RNEWO-EeMetn JF ts IN RT | 
国 唯一 宜 于 发 展 热带 作物 的 地 区 。- A BRA: Ri, A 

。 行 大 量 的 人 工 栽培 。 解 放 后 ,为 了 适应 国家 工业 发展 的 需要 ,这 里 有 计划 的 建立 了 很 多 专 
四 栽培 热带 径 济 作物 的 国营 机 械 农 场 ,大 量 种 植 我 国 稀有 的 热带 作物 ,其 中 橡胶 的 栽培 和 具 

-有 特殊 的 经 济 意义 。 随 着 橡胶 种 植 业 的 发 展 ， 这 里 将 成 为 我 国 最 重要 的 橡胶 生产 基 
地 。 

; “1 农业 hae : > 

广东 地 处 拖 带 、 亚热带 ,气候 温和 , 夏 长 冬 暧 ， 雨量 充沛 ， 烙 年 无 严重 需 雪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以 耕种 ,全 省 稳 大 部 分 的 土地 此 可 二 裔 或 三 熟 ,同一 土地 ,每 年 收获 两 突 水 稻 以 后 ,还 可 

腑 冬 种 什 粮 和 其 他 作物 。 在 全 国 像 这 样 优越 的 农业 生产 环境 丈 为 少见 ， 这 对 于 发 展 农业 

生产 具有 标 大 的 意义 。 

广东 已 耕 土 地 主要 是 集中 在 江河 两 岸 和 山 间 谷 地 ， 克 其 是 集中 在 几 条 大 河 的 下 游 三 

角 洲 地 区 和 海滨 平原 ,沿海 有 广大 的 沙田 ， 对 生产 商品 粮食 具有 杯 大 潜力 。 公 省 耕地 密度 

最 大 的 是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和 埋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 珠江 三 角 洲 平均 耕地 密度 都 在 40% Db, 

江 三 角 济 也 在 80% TLE, 而 鼻 北 和 海南 岛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耕地 密度 不 到 10 色 (图 3)。 

全 省 从 有 4000 7 HATH 4), .， : Bars 

J Yahiy Ae SHAKIR 6,700 万 军 的 耕地 中 , 有 水 田 4,252 77H, 旱地 于 6588 万 
亩 。 水 田 多 分 布 在 河流 两 岸 . 三 角 测 、 海滨 平原 和 山谷 低地 , 旱田 出 分 布 在 离 河 较 远 的 坊 

”地 _F。 广 东 水 田 多 ,但 非 交 年 有 水 ,有 干 酒 时 期 , 也 有 积 游 时 期 ， 稍 一 绸 节 不 宜 ,农业 生产 ， 
就 会 受到 影响 。 

在 三 角 洲 和 江河 两 岸 的 低地 农田 ;有 天 十 银河 水 灌 浙 之 利 , 旱灾 影响 较 少 , 但 每 当 春 
夏 之 交 , 上 游 山洪 暴发 ,下 游 水 位 高 淫 , 时 有 泛 屠 浴 坦 的 危险 。 沿 海岸 线 的 部 分 农田 还 时 
SE EWA Behe, GL, 广东 水 利 建 慌 对 于 农业 生产 的 稳定 和 发 展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 
Me 

e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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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前 ， 本 省 有 江浙 蔽 备 的 安田 (包括 水 淡 地 ) 只 LAAT 3,000 万 亩 ,而 且 抗旱 能 力 都 很 
低 ,大 部 分 宏 田 都 先天 雨 淮 浙 , 所 以 丘陵 地 区 淘 常 受到 旱灾 的 侵 旨 。 解 放 后 除了 发 动 群众 
PET VETTE EK HE BEIGE, TKK IESE DAK AIL, 还 进行 了 160 多 宗 受 釜 农田 ， 

“万 亩 以 上 的 较 大 水 利 工程 。 到 1958 年 秋 , 全 省 抗旱 能 力 60 天 以 上 的 宏 田 有 2,300 7H, 
4 一 60 天 的 有 二 ,300 万 亩 ,20 一 40 天 的 有 1200 万 亩 ,没有 灌 浙 的 只 有 900 万 亩 。 tat 
到 1959 年 春耕 前 ,从 省 邹 可 微 底 消灭 旱灾 。 

本 省 耕作 制度 ,过 去 以 一 年 三 敦 和 两 熟 制 为 主 ， eLLte) RaeR , 
EPMA TE. SABIE I eT BUF, NB Pe 
便 起 了 一 定 的 作用 。1958 EAH ARE, BIOLPMES MT SES, WE 
2EADER TS REMHET AMAR, A845 LER 
ANE EB AN YH LM AE, SAT DIF LSE ESE hl BE 

“1. RB FA PIE, DSC ED 
2. BABS. 
3 .早稻 一 晚稻 一 冬季 体 并 深 翻 改 土 。 
广东 宏 业 的 门类 很 多 , 除 植物 栽培 以 外 , 动物 包养 和 宏 付 业 也 占有 相当 地 位 。 1987 

年 本 省 农业 部 门 构成 (总 产值 ) 如 下 者。 ; 

a 20 。 



和 - 8,726,105 ER 

“ 一、 植物 栽培 小 时 2;630,050 70.58 

3 1 粮食 豆 类 作物 本 0 3 
2. 技术 作物 295,745 、 7.83 

8. 园艺 作物 195,068 | 6.28 2 ’ 

4. GR RR bn Deak at 88,607 0.90 
5 林业 庄 产 和 2.47 

6. 农作物 副产品 5 392,123 10.52 

=. SBA tt : : _  B72,804 15.37 

OL, wera sei a 这 12.54 
2. Seu 105,571 dash 2.83 

三 、 农 家 副业 小 计 Ss 3a ter a ot 
1. SREB we -  ** 979,984 |. 4.81 

2. simi 29,241 0.78 
8. ARES uy 976,603 ye 7.43 

4. 为 消费 者 加 工 3277998 1.02 

A Men BLL Hts Be TE A ATE FU EY SE JTS 
BELT. ZENER SBMA PIT BUH NRE ALS OE: 

1919 年 1952 -年 1967 -年 

ee 播种 面积 ,播种 面积 , | 播种 面积 
ore (万 雷 ) | taececae WOE 3 | Br, ls Coe) | i, gas 

合 时 9,075 100 11.468 | 100 
mk ew 8,877 92.3 10.040 87.6 

大 豆 148 1.6 166 1.4 

oe ae He & 200 2.2 730 6.4 

其 它 作 & 350 8.9 527 4.6 

1958 Spf KEGE, HRT Ze AEC. Hs, 在 粮食 单位 面积 产 
。” 量 还 很 低 的 情况 下 ,粮食 问题 没有 解决 前 ,粮食 作物 便 占用 着 大 量 的 耕地 。 现 在 由 于 粮食 
”问题 已 经 完全 解决 ,大量 的 粮食 耕地 就 有 可 能 秘 解 放出 来 种 植 更 多 的 经 济 作物 。 按 照 诗 
“Ri, 1959 年 至 省 粮食 耕地 面积 将 由 1957 年 的 4800 万 亩 籍 减 到 3500 万 亩 , 雹 济 作 物种 植 
BUN rh 900 77 HIB) 2400 万 亩 2。 以 后 还 将 随 着 粮食 产量 的 粕 炉 提 高 ,逐步 减少 粮 

食 生产 面积 扩大 远 济 作物 的 面积 。 
本 省 粹 食 作物 以 稻谷 为 主 , 占 粮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72.4 fo RRB, 占 粮食 作物 

1) 不 占用 耕地 的 鸭 济 作物 不 包括 在 内 。 

e 21 。 



面积 18.6 多 ;其 他 为 杂粮 ,小 麦 占 的 比重 很 少 。 
1949 年 

| 种 植 面积 | HoH 
1957 4p 

A wR | RD he 

| 100, 403,149 100 边 食 作物 种 植 面 积 合计 ( 亩 ) | 83,770,643 _ too 

ia 合 70,801,820 83.9 72,707 403° 72.4 

小 # 1,100,000 8,590,583 7.6 

4 粮 1,516,029 . 

ae ete = 10,853,299 

5,465,199 

18,629,971 . 

5.4- 

18.6 

” 稻谷 是 广东 最 重要 而 分 布 最 普 逼 的 作物 。 KE Py 81.1%, HABA 
最 主要 的 食粮 。 广 东 位 于 我 国 南部 ,气候 炎热 ,雨量 充沛 , 肥 源 广 问 ,境内 江河 继 横 。 地 下 
AGES, 灌溉 便利 , 水 稻 喜 高 温 多 十 ,年 可 两 熟 或 三 熟 ;是 发 展 水 稻 生 产 的 最 优良 地 区 。 
1957 年 全 省 稻谷 播种 面积 占 至 国 稻谷 总 播种 面积 的 15.02% ， 稻 谷 产量 占 公国 稻谷 产量 
级 工 .46 匈 ， 按 播种 面积 占 公 国 第 一 位 ,产量 占 人 至 国 第 二 位 。 全 省 稻谷 的 分 布 一 般 比 较 平 
均 ， 其 中 以 珠江 三 角 洲 稻谷 产量 最 天 ， 而 圩 江 三 角 浏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最 高 。 珠 江 三 角 浏 ” 

。 地 区 土地 面积 仅 占 全 省 5 多 ， 而 稻谷 播种 面积 古人 至 省 17 % . 箱 谷 产量 占 人 省 18:5 匈 ; 韩 ， 
江 三 角 济 占 全 省 土地 面积 和. 工 多 ,稻谷 播种 面积 占 全 省 6.7 OHMS PREM, 
畔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稻谷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于 人 省 平均 一 代 ， 为 公国 稻谷 最 高 产 的 地 区 之 一 
X05), : 

本 省 稻谷 的 耕作 制度 , REUSE, 海南 岛 个 别 地 方 有 -一 年 三 造 制 。 1987 年 双 季 
FAA 3800 万 调 , 占 稻田 面积 (4400 万 亩 ) 的 76.8 多 。 双 季 稻 从 速 作 与 间作 两 种 。 其 中 以 
双 季 稻 速 作 面积 最 大 , 占 双 季 舟 田 面积 的 96.5 色 ， 为 公国 最 重要 的 双 季 连 作 稻 区 。 双 季 
”连作 稻 是 从 每 年 三 月 冯 收 制 冬季 作物 之 后 播种 早稻 ,大 月 下 旬 收 割 。 接 着 播种 晚稻, 亚 十 ， 
SAE, 生长 过 程 合计 7 一 9 个 月 。 双 季 间 作 稻 是 早晚 间作 制 , 早 季 稻 于 4 月 插秧 ;7 月 
收 籍 , 晚 季 稻 于 5 月 插秧 在 早 季 稻 的 株 行 间 , 11 月 收割 。 这 种 制度 产生 在 田 多 ， 劳 动力 少 
的 地 区 。 三 季 问 作 稻 主 要 分 布 在 海南 岛 东 南部 一 些 水 利 条 件 好 ,劳动 力 充足 , 肥 源 广 关 的 
少数 地 区 。 “CME 12 月 下 名 播种 早稻 ， 4 月 上 旬 收 获 , 接着 中 和 插秧, 7 ABC FE 
接着 晚稻 插秧 , 12 月 收割 。 

种 植 双 季 过 作 夭 是 充分 利用 自然 条 件 发电 劳动 效力 .入 得 家 业 生产 过 程 sar te . 

AWARD. REM AA RICE AIG RIN PS AR RIE 
HYD, ARES RAE. RE, 按 每 雷 耕 地 的 产量 计算 , 单 造 不 如 

汪 双 造 高 ;间作 不 如 速 作 高 。 例 如 , 1953 EAE RAAB PR 250 一 800 斤 , 双 季 ae 

- FANE 466.6 Fr, HEMARPAS 166 一 216 斤 。 双 和 邓 间 作 舟 虽 然 也 是 一 年 两 熟 , 但 因 里 

晚稻 同时 生长 在 同一 田间 ,两 者 在 生理 上 和 对 耕作 技术 要 求 上 部 各 不 相同 , 饰 影响 水 稻 生 

县 ,也 消耗 地 力 ， 其 产量 不 如 过 作 高 。- 
“过去 , 广东 水 稻 每 调 年 产量 比较 高 ， (8 SE FORTE RII HORE. 在 1968 年 生产 

大 跃进 形势 下 ,广东 水 稻 单 位 面积 产量 高 速度 地 夫 长 ,1958 年 早稻 亩 产量 接近 400 斤 ,此 

4957 年 亩 产 270 PBR 48%, 晚 舟 单 位 面积 产量 提高 更 快 , 亩 产 高 达 1100 Fr, ae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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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 县 市 中 ,晚稻 雷 产 千 斤 以 上 的 有 61 个 县 市 ;其 中 雷 产 2000 FO ELMATTER. 
斤 以 上 的 丰产 田 到 处 都 有 。 加 上 早稻 ,全 年 水 稻 亩 产 千 帮 以 上 的 有 OT AE, JO 
2000 斤 至 3000 斤 的 有 19 个 县 3。 1 

暮 类 也 是 广东 的 重要 粮食 作物 , 1957 年 至 省 昔 类 播种 面积 达 1,864 万 亩 ， 占 粮食 作 
BREAN 18.6%, MAMMA, 以 甘蓝 为 主要 , 其 产量 占 募 类 87%, RA 

“ 食 和 蚀 料 之 外 ， 还 可 作 磨 粉 和 制 酒精 的 工业 原料 。 甘 募 是 一 称 性 喜 高 温 的 作物 ， 的 生 
长 期 一 般 为 150 一 180 天 ,本 省 自然 条 件 对 于 发 展 鞭 昔 生 产 非常 有 利 ， 除 沿江 沿海 地 区 的 

， 粘 质 十 不 适宜 甘 暮 生长 外 ， 其 余 砂 质 十 或 沙 壤 士 此 很 适宜 甘 募 栽培。 大 狗 在 北 生 24" 以 
。 南 的 地 区 , 一 年 可 利 三 造 ; 以 北 地 区 ，, 一 年 可 种 两 造 , 雷州 个 岛 和 海南 岛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以 ， 

Pitti nde Reis: At 
AGUEAMBLLERS THD, SO, ORL EE, ” 

- 可 以 利用 较 干 燥 的 旱地 种 植 ,也 可 作 水 田 的 冬季 作物 ,对 土壤 的 选择 不 严格 ,无 需 灌溉 ; 因 - 
之 , 它 的 分 布 特点 往往 与 旱地 的 分 布 一 致 ,如 旱地 较 多 的 海 丰 \ 陆 丰 、 和 途 滩 、 电 东 \ 昌 威 各 县 
募 类 播种 面积 均 占 作 帕 播种 面积 35 多 以 上 ( 辆 6)。 i a 

AE SE ORE Hl BE RE OE HE =P, DADE, Re 
- 植 面 积 的 80 多 左右 , 为 本 省 最 主要 的 冬 作物 ( 占 至 省 冬 种 面积 的 二 分 之 一 )o: 冬 季 是 广东 

iTT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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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中 气候 最 干旱 的 季 闻 ,因此 甘 募 生 其 期 间 水 分 供 阔 不 足 , 加 以 耕作 竹 放 , 施 肥 不 够 ,一 
般 世 著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都 很 低 。 最 近 采 用 月 光 花 嫁接 甘蓝 的 坛 骏 成 功 和 大 力 进 行 施肥 、 
深耕 , 甘 募 单位 面积 产量 提高 很 快 。 ; 
下 姜 在 本 省 为 其 要 的 粮食 作物 , 1907 SEMEN BU 359 7, ARCA 
”面积 3.6%%; 而 1949 年 只 有 110 万 亩 。 小 麦 主要 植 于 冬季 ,从 11 月 晚 造 水 稻 收 荐 后 播种 ， 

“” 列 年 春耕 前 收获 ,生长 期 一 般 为 120 天 左右 。 小 云 分 布 的 特点 恰 与 甘蓝 分 布 相反 , 凡 甘 著 
。 夭 杆 面积 较 小 地 区 , 小 麦 种 植 面积 必 大 ,一 般 以 北 继 23 EE 24 度 中 的 地 区 种 植 较 多 ,如 
梅县 \ 杯 葛 、 清 远 、 英 德 等 县 小 麦 播种 面积 均 超过 10 万 亩 。 

除 以 上 几 种 主要 粮食 作物 外 ,本 省 其 他 粮食 作物 从 有 玉米 ,高 又、 本 类 等 。 
- 睁 济 作 肠 在 本 省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中 的 比重 虽 还 不 算 大 ,但 它 的 发 展 却 非常 迅速 , 1956 

年 至 省 构 济 作物 的 耕地 面积 已 达到 747 万 亩 ,超过 战 前 最 高 水 平 的 三 分 之 一 ， 比 1939 年 - 
:者 加 四 倍 左右 ,如 果 再 加 上 蔬 荣 ̀ 瓜 \ 果 、 茶 和 种 在 丘陵 山地 而 不 占用 耕地 面积 的 经 济 作物 
和 热带 作 胸 ,到 1957 年 达 1525 HH? 。 本 省 经 济 作物 种 类 繁多 ,短期 生 的 经 济 作物 有 黄 

Ri EAE EMS 5. HOPE SHIGA ARNE EG HE 
EE EOE, BES, AMPA SHER. BIA 400 万 
HaeA 300 47H, FERS Ee RPH I Remo PS: (单位 : 亩 ) 

‘EK ES tt | | 7,204,646 | 100 100 

+ 巷 1,760,282 24410: 69.3 

fe & | - 8,786,806 51.9 ~ . -100 

黄 ii er, ee emma ae 8.8 

eg 48,782 一 0.7 9.5 

烟 374,070 Beis’ oka 

“tiger 195,700 

HE: Bee 1907 ER, ER 1956 年 数字 b 

. HREASREBORUEM, BRERA REACH . 
| 24.1% (1967 年 )， HI HAAR ED PHY 03.8% (1954 4) , 1957 年 全 省 
PR 10.008 77 8 , ARE A 前 最 大 的 甘蔗 产 区 。 

; 本 省 地 处 亚热带 和 热带 , 廿 蔗 生 长 期 长 , AL ATRL , 并 可 进行 春 植 、 秋 植 ， 与 
0， 他 省 霜 雪 多 ,生长 期 得 比较 ， 本 省 种 藤 十 人 有利。 甘蔗 一 般 从 每 年 3 一 4 月 问 种植 , 半月 
下 名 至 坎 年 4 月 收割 ， 生 长 期 在 IOP ADE. PRA, TE KB, 

| 第 长 的 知 应 性 很 大 。 境 内 除 粤 北 几 上 县 因 气 温 变化 冬季 较 塞 不 宜 种 蔗 外 ， 其 余地 区 均 为 天 - 
然 的 良好 甘蔗 繁殖 场 。 主 要 的 甘蔗 产 区 也 珠江 三 角 洲 为 主 (播种 面积 占 公 省 39.6%) ,其 
PAGAL = HW (65 11.7%) AVE INP (7 12.85%). 1957 年 公 省 甘蔗 按 专 区 的 分 布 
情况 如 下 页 附 表 : 

1) 内 南方 日 报 , 1957 年 卫 月 8 日 。 ? 



sh 区 二 | 2 ew RS 占 全 省 总 产量 多 

全 开 省 一 合 人 寻 100 100 

wok 区 ier 2 yS 2 
和 证 区 _ 15.48 . 9.28 

佛 ww 专区 37.64 47:85 

Se eR, ce a 2.58 

4 os 8&2 BF & 1.87 — . . 1.16 

7 ea ge: OR 16.03, . 18.038 

a oe ae 4 1.48 ALS Bo 0.78 a) ae 

注 : 广州 数学 列 人 佛山 专区 内 。 

， 广 东 植 莽 业 改 展 很 快 ， 到 1958 ea, BH HH APH REL 235 万 亩 , 比 
eu an ee He 1949 年 (1560 万 担 ) SI 1B AG, 
单位 面积 平均 提高 3.2 倍 , 均 超 过 了 抗战 前 的 最 高 水 平 (照片 2) 。 随 着 蔗 田 面积 的 扩大 ， 
和 兽 西 .海南 岛 地 区 植 蔗 业 的 迅速 发 展 ,本 省 植 芒 基 地 正 逐 渐 由 珠江 三 角 洲 向 西部 转移 。 

SAR + ARH 

° 100 公里] 

m7 广东 甘蔗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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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二 、 三 坎 的 桑 叶 ,而 广东 有 年 中 摘 叶 6 至 7 区 ,年 可 培育 桑 苦 一 次 。 华 北 、 华 东 桑 发 芽 共 
| BB eRe PTL, PAE: A Fee AML TI SE 可 以 密植 ， 单 位 面积 产量 
很 高 ,为 养育 多 化 性 和 二 化 性 鼻 种 的 良好 但 料 。 

未 省 又 笃 主 要 产 区 为 珠江 三 角 洲 ,顺德 .南海 中山. 三 水 .新 会 .鹤山 天 县 钩 占 人 省 又 
- BIRR 74.41 % (1957 年 ) , 占 至 省 产 草 量 88.59%， 尤 以 顺德 县 最 为 集中 ， 占 至 省 桑田 面 
积 角 匈 。 此 外 ,西江 的 高 要 、 云 浮 、 德 庆 、 罗 定 \ 北 江 的 清远 \ 英 德 ， 粤 西 的 合浦 、 钦 县 .化 
只、 茂名 等 县 的 沿 河 两 岸 , 均 有 分 散 的 桑树 栽 墙 。 以 上 地 区 主要 灸 养育 家 午 为 主 。 至 于 野 

“年 委 各 地 此 有 和 雳 星 分 布 ,其 印 料 为 樟树 叶 、 桐 树叶 大 柳 叶 、 沙 梨 叶 等 。 
AGRA AEA , BENT 1922 年 是 本 省 桑 居 业 最 盛 时 期 EF AE 70 余 万 担 ,又 

” 鲁 面 积 达 92.8 7H, JUAN DAR ROLAND AR Pe 
“和 桑 委 业 便 误 落下 去 ， 到 1949 年 , 全 省 种 桑 面 积 仅 有 24.6 万 亩 ， 只 及 战 前 1/4, Ba 

量 已 不 到 战 前 七 分 之 一 ,解放 初期 ， 由 于 桑 莽 等 地 矛盾 未 获 解决 ， 桑 蛋 业 仍 和 楼 续 下 降 ,到 
1955 年 才 扭转 了 下 降 的 趋势 。 1957 年 至 省 对 田 面积 已 恢复 和 超过 了 1949 年 水 平 ， 蛋 昔 

产量 划 比 1949 年 墙 加 了 将 近 一 倍 。 本 省 适宜 栽 桑 养 备 的 地 区 很 多 , 除 珠 江 三 角 测 外 , 公 ， 
. 秒 广 大 丘陵 地 区 的 土壤 与 气候 均 适 宜 栽 桑 养 怪 , 尤 以 粤 西 .西江 和 北江 一 带 环境 最 好 ， 这 
BARNS , UEP, BERL Scent RAJA Ti ADL Hy Be HL FA 
用 开辟 了 新 的 途径 。 
”太美 是 广东 主要 的 秽 礁 作物 ， _, Soa 大 麻 、 剑 麻 等 ， 其 中 以 黄麻 种 植 面积 最 大 ， 

BS 广东 黄麻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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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最 多 ,种 箱 面 积 构 占 麻美 总 种 铺面 积 的 90% 。 黄 麻 是 -种 温带 和 热带 作物 ， 喜 欢 沽 
湿 的 气候 ,容易 排水 的 稻田 都 可 种 植 。 广 东 植 黄麻 多 在 河流 两 岸 的 章 积 士 上 ;每 年 清明 下 

By Bi TPO , BR APNE URIS 告 水 稻 和 冬 耕 作物 ,一 年 三 造 ,而 浙江 一 年 只 能 种 一 次 麻 收 割 后 

”就 不 能 再 种 其 它 作 物 。 主 要 黄麻 产 区 为 鼻 西 的 合浦 、 吴 川 、 化 县 , 粤 中 的 东莞 ， BR 
阳 、 潮 安 和 粤 北 的 英 德 ̀  清 远 等 县 ,其 中 以 东 莞 、 吴 川 化 县 、 合 浦 、 Balu 潮 安 等 县 种 植 面积 
最 大 ; 合 占 公 省 黄麻 种 植 面 积 60 移 (图 8)。 
“芝麻 是 织 麻布 的 重要 原料 。 本 省 丘陵 起 伏 ， ESREEDE, HE EERE, 
SO ICAL EA AHS KALI, tPA ET REE 
KARE WAS RTM Wa BR, AE AE HT RR , 1958 年 全 省 植 麻 面 积 只 有 3,800 
Hi, Bl 1908 2BHe E10 7H, EKA ERE ER eA, a 过 
ih, 粤 西 的 信 宣 、 阳 春 和 西江 地 区 的 怀 集 , DURE 芝麻 种 慎 最 集中 ， 1957. ieee i 
-种 植 面积 的 二 分 之 一 。 

未 省 油 类 作 有 物 的 秘 类 很 多 ,如 花生 、 油 于 籽 、 油 茶艺 麻 等 都 有 种 植 ， Ser DEER 
BE, WR 889%, FEA ARE, ET BR ,: 狗 占 全 省 播种 面 
积 三 从 之 一 ,其 次 为 海南 岛 东 北部 及 北江 上 游 各 县 。 本 省 可 各 花生 的 土地 很 多 , A 1,200 
多 万 亩 旱地 和 1,000 万 畜 旱 田 兰 可 以 播种 花生 ,如 以 旱地 三 年 输 作 一 次 ;水 田 两 年 输 作 一 - 
次 让, 全 省 每 年 可 播种 花生 的 罗 有 .900 万 雷 以 上 。 发 展 花 生 认可 解决 榨 油 原料 之 不 足 ; 又 
.可 增加 农田 的 肥料 (图 9) 。 eae) he: 

图 9 -广东 花生 分 布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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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FAA She A BELEN 烟叶 和 茶叶 。 sa 3} eH GI) MIB, AA 

Fy Aviles”, (AZ PRI Ko BD WATE 主要 产 于 南 雄 和 站 兴 。 烟 叶 从 每 年 晚稻 

牙 落 后 神 町 ,次 年 春耕 前 收获 , 饶 不 影响 粮 生产 ,又 可 解决 工业 原料 的 需要 。 1957 年 全 

省 有 茶树 种 植 面 积 202,729 亩 ,以 西江 地 区 种 植 较 多 ， 狗 占 至 省 茶树 种 植 面积 三 分 之 一 ， 
此 外 ; 专 东 的 能 平 、 普 务 、 兴 条、 梅县 ,和平 也 为 主要 产 区 。 

广东 热带 作物 种 类 很 多 ， 世界 上 几 十 种 热带 作物 除 几 种 之 外 均 有 种 植 ， 其 中 以 橡胶 、 

ARF WR. BS, BEB ThE Ry AR OE BY AY EA SAUNA, MAMI A Mth 
-的 热带 作物 如 香 根 、 STE APES HED ER A ORT AE ALG 

FS ARIE PR, BAA PL ET 
海南 岛 和 粤 西 地 区 的 200 多 个 国营 农场 中 。 其 中 香 芳 的 种 植 面积 已 居 世 界 第 一 位 ， 橡胶 

“和 精 的 胶 筷 单 株 日 产量 也 超过 了 世界 最 高 记录 。、 
永 果 载 培 在 本 省 农业 经 济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全 省 各 地 盛产 270 2 

SR HOSE A A EE FR ER A DE, IE 
Fai PETAR. AEE ORI” ERE IRF 8) 

本 省 盛产 水 果 的 地 区 分 布 很 广 ， 全 省 各 地 此 有 水 果 出 产 。 AAR AS AE BEE. 荔枝 是 

-本 省 产量 最 多 和 有 大 量 输出 的 四 大 水 果 ， 它们 的 主要 产 区 是 : 桂 桂 以 潮 油 平原 为 主 ， 如 普 。 

导 、 潮 阳 . 潮 安 、 揭 阳 、 能 平 五 具 产 量 合 占 全 省 50%， 其 次 为 粤 中 的 新 会 , 占 全 省 产量 

- 30% Ei. BEDHILE 角 洲 产量 最 大 ， PRE PY SRI ABA PRE oh 

10 eRe 

e 29 。 



”省 76%。 落 蓝 以 海南 岛 、 雷 州 牛 岛 、 潮 油 乎 原 及 番 帅 、 培 城 的 丘陵 区 产量 最 多 ， 合 占 公 省 
70% (图 10 一 革 )。 =i 

BAK #3000 市 担 

11 广东 桂 桔 分 布 图 

本 省 果树 栽培 历史 你 从 ， 在 抗日 战 委 前 ， 从 省 水 果 总 产量 就 马 占 公国 第 二 位 ， 大 
1936 年 至 省 桂 精 栽培 面积 达 22 万 亩 ,总 产量 330 万 担 ， 狗 占 全 国产 量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5 抗 
日 战 征 期 间 , 本 省 果树 遭受 严重 的 破坏 ， 至 解放 前 夕 ， 人 至 省 果树 栽培 面积 减 至 35 ze 
右 , 年 产 各 种 水 果 373 万 市 担 ; 其 中 柑 桔 种 植 面 积 仅 及 战 前 的 22 匈 ， 产量 为 13.6%。 解 放 
以 后 ,本 省 果树 裁 培 业 发 展 很 快 ,到 1954 4, 公 省 果树 种 植 面积 乒 1950 年 二 加 了 一 分 之 “ 
一 ,产量 墙 加 将 近 工 倍 , 其 中 柑 桔 面积 超过 了 162% ,产量 超过 二 倍 , 小 荡 产量 墙 加 么 售 以 
上 ; 香 芒 产量 也 超过 战 前 的 多 。1958 年 果树 发 展 更 快 ， 种 植 面积 已 经 达到 316 万 雷 ; 比 
1957 年 扩大 了 216 万 亩 。 SREY Hh OUR RR, a hs 
的 发 展 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广东 现 有 森林 主要 分 布 于 北江 与 西江 之 间 的 山地 ， $y aE KT BPR, HIN 
海南 岛 中 部 ， 由 于 过 去 长 期 受 封建 制度 严重 的 掠夺 破坏 ，1957 年 全 省 林地 面积 占 主 地 总 “ 
面积 的 25.34 多 ,森林 被 复 面积 过 小 , 许多 丘陵 地 区 大 多 成 为 重山 渔 温 , 造成 水 土 严 重 流 “ 
失 。 解 放 后 * 党 和 政府 对 本 省 林业 的 保护 和 建设 工作 进行 了 许多 措施 。 从 1950 年 于 ， 
1957 年 ， 全 省 共 造 林 24,068,000 亩 ,其 中 国营 造林 面积 超过 解放 前 20 年 总 造林 面积 的 ， 

24D, 1958 年 造林 更 多 , 仅 春 、 夏 两 季 已 完成 3000 余 万 亩 ,全 年 造林 面积 将 相当 于 
1950 年 至 1957 年 8 年 造林 面积 之 总 和 。 、 

e。 30 。 



本 省 林业 春 源 丰富 , 据 1900 年 统计 ,木材 苗 积 量 为 1 亿 5,000 万 立方 米 ,其 中 松 、 杉 多 

hy 42.79% , 其 坎 为 樟 、 核 . 石 班 . 竹 等 用 材 林 , SERRE AT A EE BE 

秆 树 、 栓 皮 机 等 。 海 南 岛 所 产 的 热带 林木 如 天 料 、 红 稳 、 系 杭 胭脂 \ 苦 梓 等 均 为 珍贵 的 木 

HSER AE ATS BE BO ETS 
未 省 养 畜 业 以 蚀 养 牛 . 猪 和 家 禽 为 主 ， 主要 为 耕作 业 提供 役 冀 和 肥料 ， 也 供 肉食 和 制 

He, 107 RAIA AF 434 万 头 , 猪 910 万 头 , 羊 中 万 头 ,平均 每 13.3 亩 耕地 有 耕 牛 一 
” 头 ,每 4 人 有 猪 一 头 。 各 地 役 畜 均 感 不 足 ， 特 别 是 珠江 三 角 济 沙田 地 区 和 潮汕 平原 为 其 

如 珠江 三 角 洲 耕地 占 至 省 14.4% , 耕 牛 仅 占 全 省 6 多 ,每 头 牛 平均 负担 耕地 29.7 Ta WH 

|< 平原 每 头 耕 牛 则 负担 耕地 达 20 余 调 。 牛 的 头 数 以 海南 岛 和 粤 西 最 多 ,两 区 耕 牛 合 占 至 省 
43 Jo (图 12)., 

图 12 PRB Ree 

广东 耕 牛 缺乏 的 原因 ,主要 是 由 于 过 去 封建 所 有 制 统 治 所 引起 的 农村 贫困 ,农业 生产 
INET ORR. HIE TAH AEA. A IR BPO AEE. 
起 了 根本 的 变化 。 仿 大 的 土地 改革 和 农业 合作 化 的 完成 ， 宏 业 生 产 力 和 农民 生活 物质 条 
件 日 舍 提 高 等 情 观 下 ,为 顺利 解决 冀 牧 业 问题 创造 了 有 利 前 提 。 到 1957 年 ， 广 东 耕 牛 比 
1949 Es NY 73.4%, INT 121.4 多 ， 畜 牧 业 的 境 产 不 但 提供 了 本 省 居民 大量 的 肉 
类 ,而 且 还 有 力 的 解决 了 农业 生产 中 的 畜 力 和 肥料 问题 。 | 

广东 的 牛 分 黄牛 和 水 牛 两 种 ,黄牛 占 849% ,水牛 占 46 多 。 黄 牛 的 个 子 较 水 牛 小 ,体重 
e 31 。 



~ 

i, AE AKA, AA ERAS, SR RRS 
WAST ES, SAK RESTO CREE 
SFT UG Ec, a AE Hs is ALS aH BA PI ERK, 

猪 是 本 省 最 重要 的 家 畜 。 养 猪 不 仅 提供 了 本 省 人 民生 活 最 常 吃 的 肉食 ， 而 且 他 又 是 
稻谷 副产品 米糠 、 杂 粮 、 "APPR RPT A et EI & 
SF RL RE AMA RUA BA BASIE : 

广东 面临 辽 关 的 南海 ， 对 于 发 展 渔业 生产 有 着 十 分 优越 的 条 件 : 南海 是 世界 著名 的 
热带 陆 边 海 ， 海 洋 总 面积 兔 63 万 平方 涅 ， 其 中 渔场 面积 占 44.8 7, 
-多 ,可 作 现 代 化 海 业 基地 的 有 油 头 、 油 尾 、 广 州 、 淮 江 、 北 海 、 首 沙 、 IRE T PRR 
BELGE PRS 22 个 渔港 ,是 大 型 深海 作业 省 船 的 基地 。 此 外 ; 还 有 30 多 
个 渔港， 是 一 般 中 海 作业 海 船 的 停泊 场所 。 这 些 大 小 渔港 附近 都 有 良好 的 渔场 ， 是 至 省 、 

44.8 万 多 条 海 洋 船 的 根据 地 。 由 于 目前 渔业 生产 大 部 还 使 用 落后 的 帆船 作 亚 工 具 , 才 
， 受 天 时 限制 很 大 。 大 型 拖 船 因 受 风力 的 限制 和 台风 的 威胁 ， 夏 季 多 行 休渔 。 中 水 型 的 拖 

- 船 , 因 靠近 沿岸 作业 ,通常 周年 都 出 海 ( 照 片 人 )。 
南海 的 水 产 渔 类 很 多 ， 目 前 估计 各 种 刍 类 达 400 多 种 。 如 中 国 四 大 刍 类 的 黄花 扬 、 - 

ER, GAMER, CREE. OO ETS RS, WM 
RF VE JE 79. HE I AO AR AL 、 立 钾 、 FEA AA : 
等 。 深 海区 域 还 昔 荡 着 很 多 富有 经 济 价值 的 所 类 ， Hath ME BERR AaB. | 

: 本 省 海水 养殖 业 和 淡水 养殖 业 均 很 发 达 。 本 省 有 600 万 雷 渡海 养殖 面积 ;放养 着 多 
AREAL a ROE Be BS SEE BO SRS HH EK RS Ie, 

”有 淡水 养殖 面积 500 多 万 雷 , 其 中 已 放养 的 有 314 WH. 1987 BK MIR 18.2 77mg, 
占 全 省 水 产 总 产量 的 26. 9% ,主要 急 种 有 能、 fin. 2. RES. 淡水 养殖 区 以 珠江 三 角 洲 为 
ERO AH 80 多 左右。 ; 

Wokzey ARR AR, 1955 年 水 产业 总 PUR a, 农业 总 
产值 的 5.58 匈 ， 为 工业 总 产值 的 8.98 鸭 ，1957 年 水 产 总 量 达 67.7 万 吨 D， 狗 占 全 国 水 

产 总 产量 五 分 之 一 强 , 居 各 省 第 一 位 。 全 省 专业 和 每 业 的 海洋 渔民 近 62 万 人 ， 从事 江河 
| PORE A OSA, ERO IEMA RA 70 多 万 人 。 本 省 水 产业 今后 的 发。 
展 方 向 ,以 养殖 为 主 ,并 积极 发 展 海洋 捕捞 , 力 委 三 年 内 基本 实现 机 机 化 。 

2. 工 业 

广东 是 华南 工业 埃 枚 达 的 逢 办 据 1957 4E EET , AT ae PU RET , 
Fhtis 71.6%, RTA, HE (1907 AE ie 
总 产值 445% , PTO 13%) , AAPA 5 ZOU I, , eS eb Je 
料 生产 的 工业 点 全 部 工业 产值 的 下,56 多 。 工业 分 布 主要 集中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地 区 s 工业 
部 门 构成 和 地 区 分 布 如 第 33 HR, 

1958 年 生产 天 跃进 以 来 ,广东 工业 发 展 壕 速 。 怕 别 是 治 金 ; 机 械 、 化 学 、 采 煤 、 业 酒 、 
电力 等 重工 业 部 门 发 展 很 快 。 随 着 新 建 的 基础 工业 不 断 地 投 叉 生 产 ， 在 二 三 年 内 ,广东 
工业 将 由 现在 的 以 轻工业 为 主 的 部 门 灶 构 迅 速 地 圭 变 为 具有 强大 的 冶金 机械、 化 学 工业 

1958 年 全 省 水 产 产 量 跃进 到 130 万 吨 。 
e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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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 a the: | 一 1957 4B HEP HK SPARE 
\ - 

1 

种 . | 19 年 | 1952 年 | 1957 和 车 a~\ & ft | 100 

2 @ & - 肌 100 100 100 ee | 38.2 

& 8 tC Al 44.5 ih & 专区， | + 138.9 

炉 Ww IL bu 23.2 13.0 g a SB 8.6 

ae oe ro - 0.06 3.96 佛 wx & 18.4 

A 材 Lt 3.5 2.66 HOM 专 区 4.5 
建筑 ”材料 2.5 2.47 “ork & 6.6 

Rp xr we 2.6 5.45 合 浦 专 区- | 18 
& Bn i 9.6 11.43 & He E 3.1 

Sy, DT a aes 4.8 6.37 海 南 B 4.9 

LWA TTR A 

yA FBR TER (13). 

Q 食品 工业 (CD *¥r¥ 

@ ver % @ #314 

‘Owers @ asru 

BALL GS = Bx th 

@ ware @ 8 

ave Oxsvis x 

108 : 110° 和 让 12° ir 6° 

His CROW 

”食品 工业 是 目前 广东 最 发 达 的 工业 部 门 , CLT, BEAR PEE ORY ta AS At BE 

头 、 制 盐 等 。 其 中 以 制 糖 工业 最 重要 。 其 产值 鸥 占 人 至 部 食品 工业 总 产值 的 22.8% (1967 

年 )。 
制 糖 工业 是 广东 具有 和信 国 意 义 的 工业 部 六 。 广 东 的 藤 糖 生产 ， 历 史 和 悠久。 据 历史 衣 

e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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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 远 在 唐 真 观 年 间 ( 公 元 627-649 年 ) , 随 着 甘蔗 的 种 慎 , 就 已 有 了 手工 制 糖 业 。 至 清 成 
丰年 间 (公元 1 于 一 1861 年 ) 精 产 已 很 丰富 ,可 远 销 南洋 。 现代 制 糖 工业 兴起 于 搞 Haat 
前 前 (1934 一 1935 年 ) ,而 以 1936 年 为 最 盛 , 年 产 糖 量 售 达 20 万 吨 (40077 18 ), 除 满足 省 内 
需要 外 ,还 可 远 销 公国 各 地 和 桩 出 。 抗日 战争 期 间 ， 藤 糖 工业 遭受 严重 的 破坏 。 至 切 徊 
年 芒 糖 产量 仅 得 7.7 万 吨 。 

. 解放 后 ,广东 制 糖 工业 恢复 和 发 展 很 快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开始 前 ， 1952 年 糖 产量 已 ” 

达 22.6 万 吨 左 右 , 超 过 历史 上 产 糖 最 高 水 平 ( 1936 年 )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半 让 东 扩 

建 和 新 建 很 多 现代 化 糖 厂 ,至 1957 年 ,至 省 产 糖 40 万 吨 , 比 1949 年 二 加 5.2 格 ， 正 解放， 
前 最 高 产量 (1936) 增加 一 倍 , 除 供 应 省 内 需要 外 ,外 凋 食 糖 网 占 其 产量 的 60% 以上 。 
广东 的 蔗糖 生产 ， 机 制 糖 已 占 主要 地 位 ， 如 1907 年 机 制 糖 狗 占 全 省 糖 总 产量 的 

729% ERAN A; 28 和 %。 机 制 糖 厂 主要 分 布 在 珠江 三 角 浏 ,其 灵 为 畦 江 三 角 洲 ; BEA BRE, 
东江 、 北 江 、 雷 州 定 岛 和 海南 岛 等 地 也 有 机 器 制 糖 厂 。 

广东 现 有 制 糖 工业 以 国营 顺德 ,东莞 : 紫 泥 、 市 头 . 中 山南 海 .惠阳 、 chee eae 
棒 能 力 最 大 ,其 压 棒 能 力 构 占 全部 机 器 制 糖 厂 总 压 棒 能 力 的 87 2% (1967 48), BAAZ 

 ， 布 在 珠江 三 角 洲 ,日 棒 蔗 量 均 在 1000 一 2000 吨 左右 ， 后 两 个 在 东江 地 区 和 韩 江 三 角 济 ,日 
棒 蔗 量 各 为 1000 吨 和 850 吨 。 1958 年 在 珠江 三 角 测 的 江门 ALA). OMAR 
兴建 的 大 糖 厂 ， 日 棒 蔗 量 均 在 2000 MDE, Ibs, BHD OS MP hye 
厂 ; 他 们 的 棒 蔗 能 力 狗 在 60 一 550 吨 , 大 部 分 此 集中 在 珠江 三 角 济 各 县 ， Nib TAR 
江 三 角 洲 ,东江 地 区 \ 西 江 地 区 ,北江 地 区 ̀ 雷 州 企 岛 和 海南 岛 。 | 
JPR UL ORB Ey BAL HET AEE TWEET ARS 

bp Ree aceon JPRS BATE KARL, RR 
RUDAIGOSE Bh. Ved ABET MOT Ae PRS I 
作 化 学 原料， He Ya FS eT A Ss EES, (ec ea eS ORC seat Tak b 
各 种 食品 工业 发 生 联系 : 

J deb AL SLA oR A. 本 省 地 处 热带 、 Bie, RR ARIE, | 
ATMS AAT SEALE, dL AEA, SAR AHR E 
经 验 , 现 有 制 糖 工业 又 有 相当 的 基础 ,这 些 都 是 本 省 发 展 制 糖 工业 的 有 利 因素 。 根 据 今后 “ 

。 国家 对 食糖 的 需要 , 与 本 省 甘蔗 生产 相 适 应 ,广东 制 精工 业 的 发 展 方 向 ， 除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和 韩 江 三 角 济 二 个 原 有 产 糖 区 扩大 现 有 机 器 芋 厂 和 筹建 新 广 外 ， 还 将 在 雷州 宇 饥 和 海南 
岛 开 辟 为 本 省 另 两 个 新 的 蔗糖 生产 基地 ,计划 到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最 后 一 年 (1962 年 ) 公 省 
甘蔗 种 植 面积 可 到 达 500 万 亩 ， 按 雷 产 甘 蔗 3 万 斤 计算 ， 食糖 产量 将 到 达 900 万 吨 ， 为 
1957 年 产量 17 倍 , 相 当 于 台湾 现在 食糖 年 产量 (84 万 吨 ) 的 10 倍 多 。 
1 。 碾 米 工业 是 本 省 分 布 最 广 , 数 量 最 多 的 一 种 工业 ,在 全 省 120 县 市 中 ， 有 102 县 市 基 
误 有 研 米 加 工厂 。 在 地 域 分 布 上 ， 以 珠江 三 角 济 最 集中 ， 生产 能 力 狗 占 全 省 45% (1966 
年 ) JOP ROY ON TO ee BB ESR RS MAR 

AGE DARA, HIE I PSS PLR) EBS Ey 
BASE WEL CE, RINSE, PE We A BE , 1B DET Be dee HB I EA at SS 
APRS. ARRAS REA SE SA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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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盐田 多 位 于 下 沉 海 岸 地 带 , 盐 盐场 依 海 筑 图 

本 省 是 我 国 著名 的 热带 、 亚 热带 水 果 \ 水 产 主要 产 区 , 双 有 大 量 的 盐 糖 生产 以 供 腌 制 
PUB ,为 缸 头 食品 工业 的 发 展 提供 十 从 有 利 的 条 件 。 现 有 能 头 工业 ， 主 要 分 布 在 油 头 、 
广州 海口 三 个 城市 ,以 生产 小 蓝 \ 柑 桔 、 功 枝 等 水 果 缸 头 为 主 ( 比 重 移 占 80 多 以 上 )， RI 
水 产 及 肉 类 押 头 。 1958 年 建成 投入 生产 的 广州 饶 头 厂 ， 是 我 国 目 前 规模 最 大 的 乒 头 厂 ， 

“可 年 产 3 万 吨 以 上 的 包头 产品 ， 比 全 省 原 有 包头 生产 能 力 增加 3 倍 ,年 产能 头 数量 占 
1987 年 公国 拨 头 产量 的 四 分 之 一 。 此 外 , HEIL Abe 海南 岛 等 地 也 将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 

_ 期 办 配合 渡 业 基地 的 建设 ,筹建 新 的 缸 头 厂 。 
慧 业 生产 在 本 省 国民 经 济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本 省 盐田 分 布 在 沿海 26 个 县 工 个 市 , 盐 

_ 田 总 面积 达 1， 069,393 ATH (1957 年 ) ,年 产 盐 47.8 万 吨 (1987 年 ) ,直接 经 营 盐田 与 以 - 
。 直 亚 为 年 的 人 口 购 有 24 GA ER PRD EAE Pa ME TAA MLAS # 
AMA PEN) RSG US AE 
 OPRERDK  HUAR a ONE, REE TL, HE FCUK UA, Pasa 但 由 于 本 

MRE, ERE LATA TK Hiab AAS 3, 其 中 以 顺水 盐田 为 主 ， RY 
| AE FEY 73% WS UTR RM ERD ty 22% , A AASR YEE A 5% 。 

A RAAF Ze SEF EE, Bes A, APE, BRR ERS BE OR J 
BK, BE A BEA TE A HE A BETA, AMA RARE ZOU , # 

| SAF ABBE, 
。 在 盐田 从 布 上 ， 以 珠江 口 为 界 , 可 分 为 东部 、 西部 和 海南 岛 三 大 盐 产 区 。 东部 盐 区 盐 
田 面积 欧 吉 全 省 盐田 总 面积 33.2% , 盐 产量 占 88 多; MRAM MRA 06.6%, 
产量 十 49 多 ;海南 岛 盐田 面积 占 10.2% ,产量 占 13% (1955 年 ) ， 其 中 单位 面积 产量 以 海 
南 包 的 昌 感 盐场 及 雷州 生 包 的 久 石 盐场 为 最 高 ,合浦 盐场 产量 最 低 (照片 6 ) 。 
.正在 海南 岛 西 南海 崖 兴建 的 管 歌 海盐 场 和 粤 西 浇 江 盐场 ， 均 是 我 国 南方 最 大 型 的 现 
代 化 盐场， 前 者 面积 达 3800 Al, .后 者 面积 14,000 公顷 ,这 两 座 盐 场 全 部 建成 后 ;前 者 

mae ype Fh 100- 多 万 吨 , 后 者 可 年 产 食盐 500 万 吨 , 超 过 目前 公 省 总 产 盐 量 天 倍 以 上 。 此 
。 办 它们 还 将 生产 很 多 副产品 如 氧化 钾 、 臭 素 和 矶 酸 镑 等 等。 

2) 

VPS LIND Wii REALTIME , SARTRE ULE ER EBE, 要 2 
， .由 省 外 支援 。 

天 东 棉 续 各 业 发 展 历史 很 里, 远 在 及 元 627 一 649 年 已 有 日 用 棉 乱 牧 品 生产 , 泉 末 , 随 

着 棉花 由 国外 传 至 本 省 种 植 , 佛 山 . 汕 头 、 海 南 等 地 已 成 为 手工 纺 积 业 的 中 心 。 近 百年 来 ， 
HIDES AE OAS, PRE AR UL EK Fe, 

AAA GME ME TSI OBL WS OS? ETL HE SE FA a HEA 
Fe AG BEEK 25 % PURE ACCA RAT ON ARG 88,424 BE, 
SOO IE LE HR PASERE 8 7H, UA EE et, Ye RSET 

| HAA RBA PAE AOE AA. 
Wei 5 RTM EARS ATS GARTNER PRR AA 30 LAD 7b WAS 

=e FES aR (吴川 县 城 ) ,1986 年 的 麻袋 年 产量 只 有 芭 3 万 条 。 解 放 后 ， 以 广州 为 

YL) 枉 水 盐田 一 一 序 将 海水 放大 三 水 池水 圾 装 发 到 烙 晶 成 盐 ; 另 沙 盐田 一 序 先 用 沙 吸收 海水 晒 千 后 再 用 竹 水 
SPADE A EL 5 者 制 热 盐 盐 田 一 一 即 先 用 韭 沙 或 晒 水 方法 取得 元 水 后 用 火 者 成 盐 。 

° 35 e 



spots, SET SEO RAAT ,并 将 梅 基 麻 袋 三 迁 来 广州 , 到 1967 A ee AL 104 
TR AERA IH 895 万 条 ;学 麻 纵 布 机 46 台 , 公 年 生产 能 力 168 HAR, ASP 
帮 前 最 高 年 份 (1936 年 ) 培 加 3.3 倍 , 莹 订 布 产量 比 19 夺 年 二 长 近 100 悦 , 现 正 在 广州 兴 ” 
建 的 学 麻 护 积 厂 ,全 部 建成 后 有 4 万 钞 锭 投入 生产 。 今后 并 将 陆 稿 兴建 和 扩建 学 麻 纺 各 
亚麻 纺织 、 麻 帆布 、 硫 入 等 工厂 。 

广东 地 处 热带 .亚热带 ,适宜 于 各 种 麻 类 的 生长 ， 麻 的 种 类 很 多 ， 如 黄麻 : i eGR 
Bi SAA RES Heh DE i EMIS , Se AAC BP 

A SAT NE SR EAL S Fa MS EL PRE, Py BTR 
iG CDs BA BE AL hh MOA 桂 州 和 佛 由 。 

广东 其 移 工业 历史 悠久 ,在 1866 年 就 有 了 绝 机 ，1922 一 1923 “Ey lI, Ze 
| BRAS Hy 299 家 ,大 车 18 万 台 , 年 产生 入 2 万 市 担 , 有 竺 积 机 30,0008, 4 
产 杰 网 200 一 250 多 万 匹 , 自 1924 年 以 后 , 随 着 帝国 主义 冥 本 的 加 紧 侵 入 ， 和 将 工 业 章 受 
SEF INA BLD EAVES PERS, A RR ARES, Fe 
1k SFY SO) HP , Be hole 5B ESS HERE, 3 1949 EAE ee 384 吨 ， Aiea 4, COTTA, & 

HERE In RA SIA | 

WHE JRL MBSA 几 年 来 ， 绿灯 工业 在 发 备 上 和 技术 上 都 有 很 天 的 改 
进 ,把 过 去 80 多 年 来 治 用 的 两 竺 双 拨 式 杰 车 改 为 四 竺 、 五 猪 以 至 十 糙 。 此 外 还 兴建 了 顺 
JAE EB UR eS, PD Reese, IA 20 糙 立 红 的 攻 车 、“ 
120 台 ， 并 建 有 烘 昔 工 厂 及 新 式 储 昔 含 库 ， 可 容纳 珠 江 三 角 洲 全 年 生产 的 全 部 和 ey: 
1957 fp ik, ) 公 省 Ae RR TE es 800 Il, BAR 4,537 PK, 

EASE SL Ru IU Pa, ACES AT Ub SS te AE, BT KIB] 1962 年 ， eo 
500 7 Hi, He 1958 42 19.57 77 FASB 26 HS, IRIS ROT A, BP 

#4 23.5 万 吨 ,等 于 1956 HAE FAS HL 9.4 He, Ae BP 20 ZR, 大 大 超 
.过 战 前 最 高 水 平 。 

6H SABI DI RE, 主要 产品 是 香 云 纱 ， 销 行 南洋 及 国内 华中 、 华东 、 有 
及 香港 .澳门 等 地 ,网 秋 及 昔 网 ;以 销 省 内 各 县 为 主 。: 
广东 造 稀 工业 在 公国 占有 一 定 的 地 位 ,如 广州 造 耗 厂 是 我 国 发 备 最 好 ;规模 最 大 的 新 oh 

BME SEAL EAL AAALAC , EUR, 562 SM Be Be 
全 自动 化 的 , SLE SET IRS A AUD MESURE) FE RAP AARTT 400, 
BT AGE 0 

除 广州 造纸 厂 外 ; 江 站 梅县. 石 岐 、 汕头 等 地 都 琉 有 造 冰 厂 ， SUPT, per i 
FT FRA EE, WIR AERA 

wert eee eT eee te ee 
SPIRE FUE BSE CEM ORES EER, BE EME M5 ADEM A ESAT BME, RE 
ERA AL PVR ARRAS 

钢铁 工业 是 广东 在 天 跃进 中 出 现 的 新 的 工业 部 门 * 过 去 本 省 几乎 是 至 国 钢铁 工业 的 
EA, 产 铁 很 少 ， 几 乎 一 吨 钢 也 不 能 生产 《1957 年 只 产 铁 8, 500 吨 , 产 锅 2,500 mil), 

1958 年 随 着 至 国 炼 钢 的 群众 运动 深入 开展 ,本 省 钢铁 工业 从 无 到 有 迅速 地 发 展 ,县 具 都 建 

MY MRD, WF 1958 年 谨 ; 全 省 已 建立 起 大 小 高 灶 达 二 万 座 ; 转 煽 一 百 多 座 , 预计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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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可 产 负 25 Fy wt, Pe te eee ieee 兴 宁 、 阳 春 、 
”五 阴 等 钢铁 联合 企业 ， 其 中 广州 钢铁 厂 和 粥 关 钢 铁 厂 的 蜗 算 能力， 各 为 年 产 钢 100 77 i 
和 350 万 吨 2。 其 余 三 个 侈 铁 厂 的 年 产 钢 能 力 若 在 20 一 50 万 吨 之 间 。 EMME Pi Be 

建成 投入 生产 后 ,预计 1959 年 至 省 钢 ) 产量 将 达到 100 77 LAE, BI 1 1962 5 ST RSE : 

~ 进 到 300 一 500 77 mi (HAH 5). 

Ae DOPE, RACE, 远 县 储量 达 30 Fem, MERI SO ATMA REDS ， 
FMR BI PRI IAAT. TAA RE, DEAT AL PRT SSE WS PAL 
较 天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 

机 乱 造 工业 是 本 省 裕 有 基础 的 重工 业 部 站 之 一。 1957 年 以 前 ， “EB HUET WL 9 | 

Ue RUST ILA 以 及 为 农业 生产 农具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来 , 本 省 机 械 工业 已 能 
AF GEA ROR OES KE) RA OA BRS, SB UALR 
BEL KAR, ESS TL, 农业 机 械 和 宏 产 品 加 工 机 械 ,滚珠 轴承 等 产品 。 
1958 年 广东 机 械 工业 严 值 比 1957 年 增长 二 倍 。 工 厂 数目 仅 上 和 年 就 上 比 1957 ae 

， 莽 如 多 以 上 。 差 不 多 每 个 县 都 有 了 机 械 厂 ,不 少 乡 庆 已 办 起 了 农具 厂 。 为 了 大 力 支 援 工 。 

- 家 业 建 坝 ， 加 速 华南 工业 化 和 农业 机 械 化 的 速度 。 本 省 机 械 工业 已 经 开始 了 一 个 规模 瑟 ， 

“天 的 建 坑 高 计 。 正 在 建设 和 筹备 建设 的 重要 项 目 包括 有 在 广州 建 坊 的 水 电 设备 厂 、 火 电 
- 融 备 三 .重型 机 械 厂 、. 灿 床 厂 、 和 综合 机 床 厂 .拖拉 机 厂 ̀  汽 车 厂 \ 变 压 器 厂 .内燃机 厂 ̀ 高 压 开 
“ 英 厂 、 通 用 机 械 厂 、 滚 珠 轴 承 厂 .造船 厂 ,在 副 关 建 发 的 重型 机 械 厂 重型 机 床 厂 、 电 米 厂 和 
PRA UBS, RAR BE SEAR 本 省 将 能 
焉 产 三 万 迁 的 发 电机 ,3000 吨 的 水 压 机 ,重型 机 床 BS AE th, WSR a, fr 
型 拖拉 机 .汽车 .各 种 机 床 、 万 吨 海 输 和 精密 的 量具 刃具 与 多 种 仪表 等 。 : 

化 学 工业 也 是 本 省 主要 的 重工 业 部 门 之 一 。 过 去 本 省 化 学 工业 基础 十 分 薄弱 "只 能 
”生产 少量 的 化 学 原料 ,药品 和 胶 制 品 。 大 跃 进 以 来 ， 本 省 化 学 工业 采用 土 洋 硅 合 的 办 法 ， 

| AREACIE, ERE, 建立 了 10 万 多 个 土 化 肥 厂 ;和 几 千 个 土 农 药 厂 。 有 力 地 支援 灾 业 生 
PERE. 1959 年 本 省 计划 兴建 的 肥料 厂 项 目 有 乡 ( 衬 ) 故 (年 产 150 吨 ) 氮 肥 厂 200 个 ， 
«GR (年 产 8,000 mh) 氮肥 厂 10 个 ,大 中 型 (3 7 M—24 Frm) 氮肥 厂 6, LARA RE 
恋 规 模 较 大 的 洪江 磷肥 厂 和 广州 气 肥 厂 。 为 了 支援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 酸 碱 工业 正在 大 力 
. 建 融 ,一 个 年 产 人 万 吨 的 硫酸 厂 序 将 在 事 关 钢铁 基地 兴建 。 此 外 ,合成 崔 维 、 医 药 及 其 他 ， 
作 工 产品 ,也 要 相应 发 展 。 计 划 在 广州 、 谎 江 建 悦 制 造 烧 碱 ,农药 、 ARH. WHEE 
FACT I FES IN REA RI” SI I, HEE LO 万 套 
‘(Ha — I, DEST, AIELLO A 
FG ORE RAS = 

本 省 采矿 工业 有 条 煤 、 条 铁 和 有 色 人 金属 开 条 等 。 
广东 煤矿 分 布 很 广 , 几 乎 大 部 县 份 都 有 煤矿 发 现 。 据 初步 笛 查 估计 ， 储 量 锡 40 余 亿 

95; 除 少量 烟煤 外 ,其 剑 均 为 无 烟煤 及 褐 煤 , 较 重 要 的 煤田 有 过 阳 、 曲 仁 、 兴 梅 、 恩 在、 琉 
SEAR, SEAN SE SET, A BIE envy EE SEB A De HE HH ERB TK AE, 

1) 时 南方 日 报 , 1958 46 9 A O26. ; 

2) 同上 , 1958 47 9 A 298, 

8) 同上 , 1958 4h 9 A 2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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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明 、 三 水 、 iM 罗 家 滤 等 处 亦 有 部 份 可 炼焦 。 
AIT MARTA IS A OLS, eam SET BELL SETS, PRE OH ES 

46 SEW 2856 RR BOK Se) UR ES SR, ABB A IPS a BS 
BES KARAM RIL MM WE, BORO A 40 个 左右 ,其 中 年 产 15 
7a MED) Eo RE A EPH ES AL P RDES O  R , ESS TT 

— 较 有 基础 ,属于 后 机 械 开采 外 ,其 余 大 都 是 手工 业 开采。 
广东 铁 矿 开采 以 海南 岛 的 石 碌 规模 较 大 。 该 铁 矿 在 日 寇 占 余 期 间 已 进行 掠夺 狂 的 开 ” 

”条 ,年 产量 最 高 便 达 150 万 吨 局, 赤 铁 矿 , 舍 铁 量 狗 66% , AEE 2 亿 吨 以 上 。 
广东 有 色 金 属 矿 分 布 很 广 ,储量 丰富 。 条 铅 矿 场 有 始 兴 . 英 德 、 侈 源 、 云 浮 \ 阳 江 等 好， 

其 中 以 始 兴 石 人 星 矿 场 规模 最 大 , 有 机 械 化 及 哲 机 械 化 发 备 ， 到 1958 年 ， 全 省 名 本 矿产 ， 
量 胸 相当 于 1949 年 的 77.6 倍 ， 超 过 历史 上 最 高 产量 6 倍 。 、 
除 铅 矿 外 , 锡 尔 矿 也 有 开采, 锡 矿 主 产地 为 潮汕 地 区 , 锁 矿 以 曲 江 为 主 。 
.性 了 满足 日 多 发 展 的 工业 用 电 需 要 ， 末 省 电力 工业 正 以 一 日 千里 之 势 往 前 牙 进 :在 

广州 市 北部 流 滩 河 建立 的 水 电站 已 基本 建成 ,发 电能 力 为 4 万 2 千 延 ,以 廉价 电力 支援 广 
州 的 工业 建 最 。 一 个 拥有 发 电容 量 30 万 廷 ,发 电能 力 比 流 次 河水 电站 大 6 悦 的 新 丰 江 大 
型 水 电站 正在 建 慌 。 这 个 电站 建成 后 ， 足 供 20 座 年 产 120 万 吨 钢铁 厂 所 需 动力 , 它 将 和 
广州 、 鼻 东 、 攻 南 的 水 电站 和 火电 站 联 成 一 个 电力 移 , 以 满足 珠江 三 角 洲 . Sk, Sem 
问 南 四 个 地 区 工农 业 发 展 的 用 电 需 要 。 另外 ， 本 省 正在 建设 的 较 大 电站 还 有 发 妃 容 量 7 
FREI FUR PAAR SS, BEAR 12 万 和 焉 的 移 江 水 电站 ,以 及 厂 州 、 浇 江 、 兴 于、 副 关 、 

茂名、 阳春 等 大 型 火电 站 。 这 些 大 型 电站 建成 发 电 后 ， 加 上 其 他 新 建 电 站 和 宏 村 小 型 电 
站 ,到 1962 年 ,全 省 将 拥有 一 个 发电 容量 达 400 万 和 的 强大 的 电力 系统 ? » 

TRIMER 0, 

3. 交 通 - 运 a : 过 

es ‘RR ETL IL RRA Z—. 1957 年 全 省 内 河 通航 HE A 14,630 © 

” 仆 里 ,沿海 营业 主 程 31,079 退 , 公 路 通车 里 程 17,158 公里 ,此 外 ,还 有 601 公里 的 铁路 线 ， 
95% 以 上 的 县 市 和 城镇 均 可 用 公路 、 河 道 :海洋 和 铁路 联系 起 来 , 构成 一 个 完整 的 交通 体 
Fe AEE AE, 活跃 城乡 沟 济 和 发 展 省 内 工农 业 生 产 的 有 利 条 件 【 图 13)。 

河道 运输 在 广东 运输 业 中 占有 首要 的 地 位 。 本 省 河流 密布 ， 每 100 平方 公 里 有 河道 
6.58 公里 ， 77 匈 的 市 锁 可 通过 内 河 航道 而 与 海洋 沟通 。 Ze GWT IAT OP HS 
60% FeAi, PUNISH ARTIS 85%, FRILL PRAM, BE 
HAAR 1/2, 货运 量 占 全 省 河 运 总 量 80% 左右 ,全 河 系 可 通航 的 河道 有 9216 BH 

里 ,其 中 可 通航 输 船 的 3006 公里 。 沿 河 物产 丰富 ,城镇 林立 ,对 于 活路 城乡 物 南 交流 起 着 
标 重 要 的 作用 。 

珠江 水 系 包 括 西江 、 北江 东江 及 三 角 洲 水 道 狗 。 Sth DE fe ke TLS 

最 大 , 合 占 珠 江水 系 总 运输 量 81. ons 其 次 为 北江 占 11.5%, FAW AIL 6.8% (1968 

年 数字 )。 

西江 是 珠江 水 对 三 大 主流 中 航运 价值 最 大 的 河流 ; 在 梧州 以 上 有 柳江 、 TT. ABUL VE 

1) SL HIR, 1958 —7 FBI, ae 
es 38 。 



江 等 支流 可 以 直达 广西 柳州 桂林 、 南宁 、 龙 州 、 百 色 等 地 , 为 联系 广东 、 广 西 的 交通 大 动 
豚 。 西 江 在 广东 境内 ， 自 梧州 至 三 水 一 段 人 至 长 223 公里 ,可 常年 通行 载重 400 一 500 吨 的 

” 。 坦 角 和 良 船 。 沿 河 重要 港口 有 封 川江 口 、 南 江口 和 译 庆 等 。 下 行货 物 以 木材 ,木柴 .木炭 “ 
| 为 大 宗 ,其 次 为 性 畜 、 粮 食 \ 植 物 油 和 士 特产 等 ;上 行货 物 主要 有 百货 , 煤 ,食盐 和 水 产 。 

图 14 广东 交通 路 线 加 

。 北江 于 支流 至 用 4,235 公里 ,可 通航 里 程 达 2,584 公里 ， 由 于 河床 坡度 较 大 , 沿 河滩 
，， 石 多 ,航行 季节 性 很 天。 在 洪水 时 期 ,汽船 可 达 番 关 ， 常 水 位 时 汽船 只 能 到 达 英 德 。 北 江 

正中 游 昌 有 铁路 并 行 ,但 其 支流 深入 广大 农村 ,流域 内 物 套 多 由 河道 运输 。 下 行货 物 主 要 、 
AAG EA ESO IB ERE, 上 行货 物 有 百货 肥料 、 食 盐水 产 等 。 

东江 干支 流 及 东江 三 角 洲 通航 里 程 达 1963 公里 ; 沿 河滩 多 水 浇 , 在 春 夏 水 涨 时 ,汽船 
可 以 上 漳 至 龙 川 ,秋冬 干 酒 时 期 则 只 能 行驶 小 木船 ,河源 以 下 四 季 此 能 通行 汽船 。 东 江上 
游 深 入 兴 梅 地 区 ,下 连珠 江 三 角 洲 ,为 兴 梅 和 东江 地 区 物 奏 交 流 主 要 通道 。 下 行货 物 以 粮 
食 \ 本 村 为 大 宗 , 上 行货 物 有 百货 、 食 盐水 产 等 。 Be 

海运 在 本 省 具有 重要 意义 。 广 东 是 我 国 沿海 各 省 海岸 线 最 长 的 省 分 ,全 省 有 34 多 的 
县 市 面临 海洋 ,沿海 大 小 诺 口 网 达 100 多 个 ,其 中 分 布 于 珠江 口内 的 黄浦 港 和 雷州 咎 岛 东 
便 的 湛江 港 , 同 是 我 国 南方 最 大 的 港口 ,前 者 一 般 乘 潮 可 通航 7000 吨 的 轮船 ,后 者 万 吨 输 
船 可 以 直 泊 码头 。 位 于 东部 韩 江口 西 侧 的 油 头 港 和 海南 岛 北 部 的 海口 港 ( 秀 英 港 外 ) 也 为 
本 省 重要 的 港口 ,可 容 3000 一 4000 吨 的 海 输 进 出 。 此 外 ,中 部 的 江门 ,西部 的 北海 和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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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的 检 林 、 民 所 均 系 本 省 较 重 要 的 港口 。 
“六 东 沿 海地 区 的 货物 运输 主要 依靠 海运 。 中 部 珠江 口 附近 沿海 各 小 港 的 物 硕 多 华 串 

广州 。 东 都 治 海 各 小 港 的 主要 物 赛 如 盐水 产 ,牲畜 等 , 除 小 部 分 向 汕头 集中 外 ,大 部 直 运 
广州。 西部 沿海 ,在 汐 江 以 东 的 省 盐 和 牲 玄 主要 经 江 关 运往 广州 ,阳江 以 西 及 防 城 以 东 的 - 

粮食 分 别 流 疝 江 江 和 海口 ， 合 浦 专区 和 海南 岛 治 海 的 刍 ̀ 盐 和 十 特产 大 部 集中 浇 江 北 运 ， 
水 部 运往 广州 。 广 州 为 广东 沿海 运输 中 心 ;而 油 头 、 RULE AS 
-海口 划 为 海南 岛 的 海上 贸易 门口 。 沿 海 各 主要 港口 的 货物 吞吐 量 以 广州 包括 黄浦 ) 最 
大 , 鹊 占 全 区 各 港口 货物 总 吞 叶 量 的 49%, HAW UK WAL, Ar BL % BAHAR, te 
Fat 

广州 黄浦 港 担负 着 对 外 贸易 量 占 sea 60.44% , Pee 由 
PUA HE ERE EDT Eh KR ES 士 特产 等 为 大 宗 , 进 口 物 痢 

主要 是 机 器 、 五 金 、 化 工 原料 等 。 淮 江 港 是 我 国 新 建 的 南方 大 港 , 其 港口 水 深 和 于 备 莫 胜 
过 广州 黄浦 港 ,目前 芒 港 对 外 贸易 量 虽 还 不 很 大 ， 得 随 着 西南 铁路 的 修筑 ,腹地 范围 扩展 ，” 
它 将 成 为 我 国 与 东南 亚 及 西欧 国家 贸易 最 便捷 的 漠 口 。 汕头 港 为 本 省 粤 东 地 区 重要 对 外 
贸易 港 ,对 外 贸易 以 东南 亚 及 西欧 资本 主义 国家 为 主 。 

公路 运 炉 虽然 在 本 省 货物 总 运输 量 中 所 占 比 重 不 大 ,但 “CRBS AIRY I | 
EVE UEAT EVE ROSY, ARE UBER, SERRE Se Ser er GAR, DER RA 

MINHA, HAT RE EERO RS ASE. NCIS EAE 
殊 的 经 济 意义 ,同时 也 具有 重大 的 国防 意义 。 

广东 一 向 是 我 国 公路 最 发 达 的 省 分 之 一 -: be ARR, EHV Te He 10, 000 4 a 
里 ， 经 抗 日 战 稚 和 国民 党 反动 派 的 严重 破坏 ， 至 解放 前 1949 年 , 休 省 可 通车 的 走路 只 有 

”2523 公里 。 解 放 后 ,公路 的 恢复 和 发 展 很 快 ,至 1957 essbnipindte sic: 1949 
年 的 5.8 倍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有 7. 46 EAB - be 

ABB MDS I Se WL HER ARSE CP OM se emu aB ye ts, 箱底 二 个 及 
Be J AR 5 2S A EB PP AT IH) lh) J GN) HE GE) > OH) 

( 关 )、 广 ( 州 ) 梅 (县 ) 386 C5) i OR) J OH) SE CR) AHS (1) A.) SRE. SEER RE 
Ail (Se) v8 GN) ABE EL) _E Got) 2% (52) SEER). FB GE) RGN), BON) ae 
MOTTE LIBERA YU) EARS 

SOW MES BREA HH ARG BASS EEE Jab eRe 479 信里 ,起 
2 经 培 城 惠阳、 陆丰 、 普 宁 而 达 油 头 ， 为 联络 珠江 三 角 洲 和 埋 江 三 角 济 两 天 平原 的 ” 

: ZesG SE RPE AER RAE, ACA ESB OS SEP ici 
2 aparnes OE An LAR FA rh PERSE SM Ti ee NS AAS, PES TS 
HW WOK 7" 7K ER USS AT ce BA EL, Ti TL PSI ree. 

AE NSE 2 AEB ey EG LES, ZAC TRE, ALBEE 595 公里 ; 赵 
FM, WSK ME PEG BRP, BABAK, BRR AIO 
HDA NRE OBL EE EU BALL RAR HEIL , 由 淮 江 往 南 至 雷州 个 岛 南 端的 海安 港 ， 
一 段 ,长 169 公里 ,过 海 到 达 海 口 , 与 海 检 线 相 接 。 敲 线 东 运 货物 主要 有 黄麻 、 基 糖 、 花生 
油 和 牲畜 等 , 西 运 物 次 以 百货 布匹、 粮食 为 主 。 

海口 至 枕 林 港 公 路 是 海南 岛 最 重要 的 陆 上 交通 楼 。 CHL ORB GAEA IRE, 
i» 20.6 



沟通 岛 中 少数 民族 地 区 ， 活 跃 城乡 物 页 交流 和 巩固 国防 等 多 种 任务 。 海 攀 公 路 分 东 、 中 、 
西 三 线 , 各 线 货 运 量 都 相差 不 多 ， 主 要 往来 物资 以 粮食 .热带 特产 和 果品 为 主 。 

广东 铁路 里 程 虽 不 很 长 ， 但 它 在 对 外 联系 和 担负 的 运输 任 务 却 很 重要 。 全 省 现 有 京 
， 广 广大 广 三 和 黎 沦 四 条 铁路 ， 前 三 条 以 广州 为 中 心 , 后 一 条 以 浇 江 为 起 点 ,其 中 京 广 詹 

-路 和 黎 浇 铁 路 是 省 际 运输 线 , 广 九 、 广 三 铁路 是 省 内 短程 运 粮 线 : 
京 广 铁路 是 释 贯 中 国 南北 交通 的 大 动脉 。 从 广州 治 着 京 广 铁路 跨 过 长 江 铁 桥 可 直达 

我 国 的 首都 北京 ， 在 中 段 湖南 境内 的 株 州 治 浙 闽 铁路 可 达 我 国 最 大 的 都 市 上 海 。 接 通 广 
ARH, AT BAG HE, BAA REET TELE 
的 作用 。 he 。 

。 京 广 铁路 在 广东 卉 内侍 长 333 公里 ,从 坏 石 以 北 进 太 广 东 省 境 ， 经 过 副 关 、 英 德 而 达 
SM. PERRIN i, 主要 是 煤炭 ,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 粮 食 、 木 材 。 四 项 共 占 哉 线 货运 量 

D5 % HALE AR 22 STH , 钢铁 及 其 制品 , 其 中 北 运 物 痢 以 木材 比重 最 大 ,其 艾 

:为 粮 贷 , 糙 \ 水 果 、 食 盐 、 金 局 矿 石 . 水 泥 和 进口 的 工业 用 器 材 。 南 运 物 春 有 从 湖南 、. 鼻 北 各 
”入 运 来 的 煤 ; 从 东北 和 西北 运 来 的 汽油 ;还 有 从 东北 :华北 和 华中 运 来 的 钢材 棉纱 、 棉 布 、 
食油 ,以 及 各 种 豆 类 豆饼、 化 学 肥料 等 。 总 的 来 说 ， AAT BO RAT TI 
WE, Ke BR BRA 70% . 

SSRRET) MAGIC ZARE, Bob Fn Pk, RHE AO BE 
ARETE ACTER, A ESE FERS ARBRE WE, PGR Tie 

AERIS | WASTE RBA ETI 08% 
SA GERAET SME EF ALK J” PRBS 147 公里 , 客 货运 均 占 相当 上 比 

重 , 客运 狗 占 至 省 铁路 总 运 量 的 :26 多 ， 货运 占 6%。 
”1955 年 建成 的 黎 浇 铁 路 , 南 起 本 省 西南 洗 江 港 ， 北 泥 广西 歼 扩 ， 5 UNE DBR HEWN, 

' ke B14, 在 广东 境内 一 段 只 有 82- 公 里 ,为 沟通 广东 .广西 两 省 的 捷径 。 这 条 铁路 的 修 
通 , 对 广西 西南、. 粤 西 和 海南 岛 的 物 套 交 流 与 工农 业 的 发 展 , 以 及 巩固 华南 国防 都 起 着 巨 
天 的 作用 。 治 线 货 流 ， 北 运 的 主要 有 海南 岛 和 粤 西 所 产 的 刍 . 盐 \ 永 材 、 热 带 特产 、 铁 路 石 
和 从 放 江 进 委 的 机 器 、 工 业 原料 等 ; 南 运 的 以 粮食 ,百货 、 旋 册 日 多 赛 如 水 时 BE SEH 
桐油 等 为 大 宗 。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时 期 内 ， ASME TSE, meters)” GH). 
EGR. HE (IL) SON). BB(SE) BIN). PRUE) SEU) 、 Bi (38) a Ge) J* GH) a 
(e) TREE HR ERE AKE GERAE RE, HEA LI eG GEA 

(五 ) 径 济 地 理 分 区 
广东 区 域 江 关 ， 各 个 部 分 的 悉 济 差异 很 大 ,按照 经 济 特征 及 雹 济 联系 情况 ,可 分 为 粤 

Hs ste Pe EBS © HK (BI 15 )。 

1， 粤 中 区 
粤 中 区 位 于 本 省 中 部 ， 主 要 包括 珠江 三 角 洲 和 西江 地 区 。 广 州 是 本 区 最 大 的 经 济 中 

- 心 ， 也 是 广东 的 省 会 和 华南 最 大 的 经 济 、 文 化 、 政治 和 运输 的 中 心 。 从 这 里 有 铁路 、 公 路 
与 航道 和 全 省 各 个 地 区 紧密 的 联 千 起 来 。 珠 江水 系 从 东部 、 西 部 和 北部 会 集 于 本 区 ， 形 

e 14 。 



蕊 一 个 水 道 密集 ， 而 周围 寅 达 10000 余 平 方 公里 的 珠江 三 角 洲 。 肥 沃 的 冲积 平原 和 亚 扼 ” 
带 气 候 ， 是 本 区 发 展 农 业 的 最 有 利 条 件 。 

图 15 x Bris de! 

Soh yA RE REREAD HSC, ee CES Eee ee | 
粮食 产量 的 34% , “HUE FP LIY 55 % AUBERT HRI 95 多 。 公 区 土地 面积 虽 占 至 省 23%，， 
但 人 口 却 占 全 省 的 36.5%， Pea AH HY 81.1% , BISA AE AREA 600 A, 
耕地 估 土 地 总 面积 二 分 之 一 左右 ， 为 公 省 人 口 与 耕地 密度 最 大 的 地 区 。 AAA 
地 此 策 中 在 珠江 三 角 济 地 区 ,该 区 人 口 密度 高 达 600 人 (每 平方 公里 ) ,耕地 占 二 地 总 面积 
一 般 此 在 50 匈 左右 ， 励 以 城镇 人 口 特别 集中 ,珠江 三 角 洲 的 城镇 人 口 狗 占 至 省 城 钙 总 入 
口 的 二 分 之 一 。 密 集 的 城市 和 村 庄 补 交错 维 横 的 水 道 和 锡 和 田野 过 成 一 片 。 拥 有 100 万 不 
上 居民 的 城市 有 广州 ; 8 万 人 口 以 上 的 城市 有 佛山 . 江 玉 ̀ 石 岐 ; 工 万 人 日 蕊 上 的 城 钙 有 市 

BARR AE SE DE aE AB SE PES Sh AS. eal, 
ESE BE ERR A PRS EE, Sh AT LWA AE} — FILS Mh 

PAS APG. FRAIL S YN — AT AE BA EK BR, WI TRE 

性 的 工业 区 。 西 江 地 区 几乎 未 有 现代 化 大 工业 ,是 一 个 以 农业 为 主 的 地 区 。 
珠江 三 角 洲 是 广东 最 大 的 甘蔗 种 植 和 制 糖 工业 区 ,也 是 广东 最 重要 的 水 提 \ 委 又 和 水 

PK 
eet re eer eee SL ae ingen 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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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树 成 林 , 土地 利用 全 常 精 角 。 在 三 角 洲 中 部 顺德 、 南 海 等 县 密布 着 很 多 的 基 旺 , 坦 内 昔 
水 养 刍 , 坦 上 种 桑 或 种 蔗 , 即 所 谓 “ 桑 基 鱼 塘 " 或 “ 莽 基 刍 塘 "。 它 们 在 生产 上 有 着 极 密切 的 

| WR, RAEI HY DWE EEG RY, FR EME FR HH He A A Se BH 
Gah TS HE WS VGC SFR He A IEE WY PIE, SRE TPA FETE 
养 鱼 在 生产 上 的 有 机 联系 。 下 面 就 珠江 三 角 洲 中 部 顺德 县 的 各 种 农业 轻 营 占有 农业 用 地 
的 比重 ,可 以 看 出 三 角 洲 农业 和 纸 营 的 多 样 性 2 (照片 7.8 )。 ies 

一 -一 一 一 

FRIL= HW MRIER, DADRA RINE = A ORARA HAR, fet Ae 
DART, DUNE RAR BY, ARE BSR, UPR, 南 至 中 山石 

WE, SSPE PS, BULA AT DL DISET, PR RE A Re HH ah = PR A 
120 77 A ZEAT, SEP DUNS, EAN 1 SS , AIH = FH SR MTA 90% , ALIN — 
BRM FAS HARMED 2, AR AS 角 洲 的 97 Zo, = FPR 

”又 稚 业 有 着 很 多 有 利 的 条 件 , 如 自然 条 件 好 ,不 但 桑 叶 生长 快 , 虱 造 多 ,而 且 有 充足 的 劳动 
- 力 和 丰富 的 栽 桑 养 委 的 经 驴 , 且 创造 出 一 套 科学 的 独特 的 ; FEA OE HBL, 为 充分 利 
用 剩余 劳动 力 和 土地 潜力 的 最 好 付 业 生产 。 

“与 种 桑 养 委 业 发 展 相 联系 的 养 渔业 ,在 珠江 三 角 洲 有 着 特别 重要 的 地 位 。 如 1955 年 
: 从 区 蕊 放养 的 淡水 养殖 面积 达 60 万 亩 ， 占 公 省 已 放养 的 淡水 养殖 面积 46.2 匈 ，- 产 塘 角 
工 ,594,918 市 担 ， 占 仅 省 塘 鱼 总 产量 ,67.4 多 。 三 角 济 的 鱼 井 亦 以 顺德 为 最 多 ， 其 砍 为 南 

二 EAH Ly = BET BUY os = Fe HE ATR BR 80.8% , Ui" Ay 90% Dk, #= =i 
Pte HEHE HA 3 70 BTA. SAF Wich EK , EE my SH RAG ALTE 

”甘蔗 是 珠江 三 角 洲 近年 来 发 展 最 快 的 一 种 作物 ,从 1949 年 到 1955 年 ,全 三角 洲 的 甘 
” 藤 种 植 面 积 扩大 了 1.5 倍 ,1955 年 甘蔗 种 植 面积 占 从 省 甘蔗 总 种 植 面积 的 40:6 多 ,为 全 
省 主要 的 甘蔗 产 区 。 

珠江 三 角 洲 植 蔗 业 的 发 展 是 与 蚕桑 业 相 互 制 网 , 相互 变化 的 , 在 历史 上 , 三 角 洲 植 蔗 
亚 的 发 展 常 次 于 蚕桑 业 ， 但 自从 午 桑 衰落 之 后 ， 代 之 而 兴起 的 是 植 莽 业 ， 如 以 三 角 洲 又 、 
芒 、 负 捍 最 发 达 的 顺德 县 为 例 ， 亦 县 在 战 前 蛋 桑 业 发 展 最 盛 时 期 (1922 一 1928 年 ) ,桑田 面 
积 攀 占有 该 县 耕地 面积 95% 以 上 , 廿 蔗 种 植 很 少 ,其 后 随 着 恤 桑 业 的 衰落 , 植 蔗 业 水 渐 兴 
起 ,至 1950 年 桑田 已 给 减 至 占 该 县 耕地 总 面积 的 43.2% , 而 蔗 田 旭 占 了 该 县 耕地 冲 面 积 
的 31.8 多 。 解 放 以 后 ， 由 于 广大 人 民 对 食糖 需要 量 日 丛 培 长 , 三 角 浏 的 甘蔗 种 植 面积 不 
WTA, TAFE PP UE PAA ATI, 如 顺德 县 ,从 19 下 年 起 ; 蘑 田 面积 已 超过 桑田 
THAR, 7A 1955 年 ,藤田 面积 境 加 到 占 该 县 耕地 总 面积 52.1% , 桑田 面积 减 至 占 耕 地 癌 面 
积 18.2 勾 。 由 于 蔗 田 面积 不 断 的 扩大 ， 和 桑田 面积 不 断 减 少 , 原 日 桑 基 渔 墙 汉 渐 的 改 为 蔗 

Were rent an set a ee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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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首 墙 了 。 植 蔗 业 已 成 为 三 角 洲 家 业 专 门 化 的 主导 部 门 。 

KITS AU BRT KK BTR EE. Bea, BR. th. REA 

6, Sb, He, WATERS, LAFOUIR, HBO; SACRE ae - 
75.7%, chy 5 SA 5 BE Te 11.1%, RPDS HU JRE BSE 

最 和 集中。 新 会 以 产 柑 桔 著名 (产量 狗 占 三 角 洲 模 桔 产量 97%) , ARSE. PULA SERS 

(Si = FANE AG BE 81.87%) , 人 和 主人 oy = Fy OW Be HE Pit 
- 45.3%), 

三 角 济 的 果树 多 种 植 在 冲积 平原 上 ， 由 于 地 势 低洼 ， 潜水 面积 较 高 ， 果园 四 周 些 筑 有 

” 基 围 ,防止 潮水 的 侵入 , 井 在 围 内 植 地 上 开发 纵 构 的 排水 沟 , 在 柑 桔 种 植 较 多 的 新 会 县 ,还 “ 
”有 目 较 良好 的 柑 桔 与 水 稻 的 坦 栽 制度 ,每 当 整个 基 园 内 的 柑 桔 衰落 后 ,即将 围 地 夷 平 , 改 
- 种 水 稻 , 沟 过 一 、 二 十 年 的 水 稻 耕 作 后 ,再 将 水 田 改 成 果园 ,重新 种 植 柑 桔 。 过 全 下 

”他 没有 输 栽 制 度 的 果 产 区 延长 了 树龄 ,产量 也 较 高 

水 稻 是 珠江 三 角 洲 主要 的 粮食 作物 ， SPAY os ee 18%, KARR ， 

he agi 94.2% 5 HF= AWN MARS , we URE, eA, UL } 

Bam) , ASE ALAR TR, PG AH EH JA A ES LH 在 三 角 洲 离 海 岸 较 远 ， 

接近 内 河 部 分 的 地 区 ， 泥 沙 堆积 的 时 间 较 久 ， 田 位 较 高 ,水 利 避 备 较 好 , 常 有 淡 流 灌溉 ;无 

碱 潮 为 患 ， 由 于 田 少 人 多 SHER, 产量 高 ,多 为 双 季 连 作 稻 。 三 角 洲 南部 滨海 地区， 

WEA HRS, WAP RRS, Le, RH RT 
300 万 让 ,耕作 粗放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 但 因 星 殖 未 入 ,土壤 比较 肥沃 。 粮 食 生 产 潜力 很 大 s 

三 角 济 沙 田 的 潜力 未 充分 发 挥 ;主要 是 因为 这 里 解放 前 的 封建 全 衣 励 害 ; 由 于 称 困 的 
收入 很 少 ,所 以 当地 农民 尽量 扩大 耕地 面积 以 广 种 薄 收 的 方式 来 获取 多 一 些 的 收入 ,加 后 
地 多 人 少 ,劳动 力 不 足 , 赫 牛 缺乏 , 臻 长 期 以 来 ,大 多 宏 田 都 来 用 粗放 的 印 双 季 间 作 制 的 厅 
作 方 法 , 永 不 施肥 ,又 不 输 作 ， 所 以 单位 面积 产量 极 低 , 近 年 来 ,这 里 大 力 进行 由 双 季 闪 作 
制 改 为 双 季 违 作 制 ,已 取得 了 很 大 成 棱 ， 改 制 后 ,一 般 稻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多 增产 三 苍 之 ， 
一 ,粮食 增产 潜力 舍 很 大 。 

珠江 三 角 洲 的 工业 原 以 食品 工业 最 发 达 ,其 次 为 纺 碎 、 造 约 , 机 械 , 化 学 等 。 它 们 都 与 
本 区 主要 的 农业 部 门 植 蔗 业 , 养 乔 业 有 着 极 密切 的 联系 。 养 蛋 业 是 红 秋 .入 积 工业 的 基础 、 
甘蔗 是 制 糖 的 原料 , BEE AT RS 5 制 糖 的 付 产 品 糖 密 还 可 以 制 酒精 , 钾肥 和 酵母 。 此 

外 ,机 械 工业 又 为 制 糖 工业 提供 制 糖 机 械 改 备 , 构 成 一 个 工农 业 生 产 联 系 十 从 密切 的 地 区 。 
制 糖 工业 是 三 角 济 最 主要 的 工业 部 门 ， 这 里 糖 厂 压 棒 能 力 和 产 糖 量 均 占 侍 省 四 从 之 

三 。 糖 厂 主 要 分 布 在 顺德 、 番 帅 、 东 莞 、 中 山 .新 会 ,南海 等 县 的 甘蔗 产 区 ee 
德 、 市 头 、 东 莞 、 中 山 、 南 海 太 大 国营 糖 厂 压 棒 能 力 最 大 ; = SG PE BE 
70 匈 ， 榨 蔗 量 占 三 角 济 甘 蔗 总 产量 80% 左右 ( 1957 年 ) 。 正 在 新 建 的 北 街 、 华 桥 ( 广 州 ) 
宇 个 大 型 糖 广 建成 后 ， 三 角 洲 糖 厂 压 榨 量 还 将 境 加 5000 吨 , 狗 相当 于 现 有 糖 厂 压榨 量 的 

52.6%, 

4 SEIT = ft UH ity CL An RT Mb BE A A ve. PU AES RRREA, 其 中 

= * 

DME I BES. SER Aa REIN CBR ZAR EC TTT. EA LL 5 AT 

We Ay PLA IN. SR BCR, = NAL IL eB EF USAT, ORAS A 

#4) AEA AERP ES, MA,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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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AL AE. IT) Sa we OE SE 20 糙 的 新 式 秋 车 生产 。 此 外 还 在 主要 的 
BN OME REST ALLL. BR a FRAKES, HMMA TAR 
大 的 改进 。 

， 珠江 三 角 济 造 竹 工业 ,有 广 州 和 江门 两 个 大 型 厂 ， 原料 来 源 过 去 多 使 用 西江 及 北江 的 
松木, 1955 年 以 后 由 顺德 、 紫 韦 、 东莞 等 糖 厂 供应 一 部 分 芒 河 造 郊 。 三 角 洲 的 糖 厂 很 多 ， 
蔗 洒 可 借 便利 的 水 道 运输 ， 供应 附近 帮 厂 需要 ,对 造 儿 工业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意义 。 
1958 年 大牙 进 以来 , 以 广州 为 中 心 的 重工 业 发 展 很 快 ， 一 个 年 产 100 万 吨 钢 的 广州 - 
钢铁 联合 企业 已 经 部 份 建成 投入 生产 = _- 批 数量 多 而 规模 巨大 的 机 器 制造 厂 ， 化 学 工厂 
也 正在 紧张 建设 和 筹备 建设 a eT hee aR BOS 

pp Et SD AH FLAT SECT ARR HLL 
” 西江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比 珠江 三 角 洲 为 低 。 这 里 以 家 业 生 产 为 主体 。 工业 不 发 : 

HK. PARA BE PU A, BGT. BURR ABO ER, 因 之 ， 
“ 赫 作 王 和 山区 生产 都 有 着 同等 的 意义 。 
本 区 家 田 大 多 分 布 在 西江 和 输 江 两 河 干支 流 谷地 ， 欧 有 440 多 万 亩 ， 其 中 水 田 占 
"85.6%, Bis 14.4 多 。 在 西江 干流 、 权 江 下 流 、 新 兴 江 、 罗 定 江 等 河谷 平原 ,土壤 比较 肥 

” 效 , 但 人 少 田 多 ,劳动 力 不 足 ,土地 利用 李 不 高 ， 靠 江 河 两 岸 的 常 串 浸 ,耕作 粗放 ， 产量 不 稳 
证 六 离 河 较 远 的 农田 ; sal hin FORRES, 2 DRE, HI BAS eA 

少量 的 花生 ， 油 荣 等 。 

本 区 丘陵 分 布 很 广 ， 除 河谷 再 原 和 北部 山区 外 ， 余 多 为 丘陵 地 区 ， 发 田 多 湾 谷 地 分 布 

“河流 少 , 水 源 缺 乏 , 灌 浙 不 便 , 土 壤 冶 状 ,旱田 严重 。 除 水 源 较 充足 的 谷底 Ed 

地势 较 高 的 农田 多 种 早稻、 廿 暮 , 花 生 、 黄 豆 等 。 

”本 区 山地 主要 分 布 在 北部 怀 集 厂 宁 、 四 会 和 高 要 、 德 庆 的 北部 ,气温 较 低 ， WR, 

BP EMDBRAFEM , DDB ARE .旱稻 等 为 最 多 。 
西江 地 区 的 灾 业 生产 以 粮食 为 主 ， 粮食 作物 多 占 各 种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95% Wk. 主 

要 粮食 作物 除 稻谷 外 ， 有 甘蓝 、 WBE. ¥ URS REDEEM & ATES EAE ZS, 
WARS 

ae 而 区 生产 在 西江 地 区 占有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本 区 森林 面积 移 占 上 地 总 面积 35 到 ,在 广 
FA 76.7% , 怀 集 占 48% , Se 50%, AMBRRS, RNAP SL, AERA 
FAA PR ULM ATR, EBERT, PRA IO EPA SP 
SRAM RE SA BUR 81.0%. BAA 70% 为 用 材 林 ， 以 松 、 杉 、 

”和 和 什 订 为 主 , 经 济 林 有 120 SHH, 狗 相 当 于 现 有 耕地 面积 四 分 之 一 强 。 主 要 轻 济 林 

为 油茶 、 油 桐 、 玉 桂 . 乌 杭 等 , 仅 这 几 种 经 洲 林 产品 的 年 生产 总 值 狗 相 当 于 十 分 之 一 稻谷 收 
。 入。 此外; 松香、 五倍子. 茶叶 《木柴 ,木炭 等 出 产 也 很 丰富 ,如 松香 产量 占 全 省 50 匈 左右 。 
， 每 年 供应 广州 市 柴 央 数量 欧 占 其 总 需要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至 四 代 之 一 。 

西江 地 区 的 现代 化 工厂 很 少 ， 高 要 、 四 会 、 云 浮 等 地 有 小 型 机 器 制 糖 厂 。 忆 上 庆 有 一 座 
面粉 厂 ,其 余 都 是 手工 业 ,如 十 糖 察 , 松香 工厂 、 制 茶 厂 、 手工 造 颖 等 此 散布 在 各 县 山区 和 
发 村 。 本 区 矿产 春 源 丰富 , 其 中 已 发 现 的 多 定 铁 矿 ， 是 一 个 沉积 变质 的 磁铁 矿藏 。 此 外 ， 
在 怀 集 也 发 现 一 个 较 大 的 铁 矿 ， 高 要 发 现 依 量 过 一 亿 吨 的 煤矿 。 这 些 矿藏 被 发 现 ,将 大 大 
{EMEA K TUL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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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中 区 虽然 可 分 为 上 述 两 个 不 同 部 分 ， 但 它们 之 间 的 内 部 经 济 联 系 是 很 密切 的 。 祭 
内 河 交通 簿 上 ,西江 主流 和 珠江 三 角 洲 的 水 道 欧 彼此 相连 ,西江 地 区 所 产 的 粮食 性 畜 、 未 

`、 材 、. 柴 央 和 王 特 产 等 多 直接 由 西江 航道 各 港 输 往 广 州 或 三 角 洲 各 中 小 城市 ,而 由 广州 运 加 
本 身 所 需要 的 工业 品 和 肥料 。 两 地 联系 非常 密切 。 

粤 中 区 各 地 物 覃 交流 主要 顾 水 上 运 葵 。 仅 广州 一 市 水 上 货运 量 构 百 访 市 货运 总 量 的 
65 匈 左右 (1955 年 ) 。 广 州 是 区 内 最 大 的 运 壤 中 心 ， 其 刀 为 江门 、 石 歧 :三 坊 、 容 奇 ̀  许 庆 
等 。 以 广州 为 起 泥 点 的 主要 内 河 航线 有 至 梧州 \ 封 川江 口 、 南 江口 、 肇 庆 、 四 会 . 江 站 、 三 

$i bk, BA BONE. HER DIR OB ES RE AAR AA TE 
百货 、 布匹 、 粮食 等 为 大 宗 。 

广州 市 PAR ICAI CR RINT SIREN RR, é 
市 区 面积 1090 方 公里 ,人 口 达 228 万 人 (1958 4E), HRY 9) 

广州 位 于 广东 中 部 ，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北 缘 当 东 、\ 西 、 北江 航道 的 医 集 处 。 由 珠江 顺 流 而 
下 , 狗 70 公里 朗 至 海口 (虎门 外 六 lig a 上 淹 , 可 分 达 广 东 的 东部 、 baie 西北 部 

-和 广西 全 境 。 

在 陆路 交通 上 ,广州 是 华南 一 个 重要 的 铁路 中 心 ; 当 京 广 , 广 九 和 广 三 铁路 的 交点 ,为 
炎 贯 我 国 南北 扬 土 的 交通 大 动脉 一 一 京 广 铁路 的 最 南 和 多 点 ,通过 京 广 铁路 ,与 我 国 的 中 部 
和 北部 的 广大 领土 连 辕 在 一 起 ， -成 为 我 国 南部 出 海 的 大 门 。 广 州 也 是 三 东 公 路 交通 的 中 

心 ,由 这 里 有 密集 的 公路 类 通 向 从 省 各 个 地 区 。 

广州 在 历史 上 是 我 国 与 外 洋 通 商 最 早 的 都 市 , 自 泰 汉 迄 南北朝， 广州 印 已 成 为 我 国 南 
方 对 外 贸易 之 门户 。 公 元 3 世纪 时 ,阿拉 伯 商 人 就 已 在 广州 有 了 居留 地 。1840 年 区 片 战 

7 

Ba, J MPRIES REA Pag , Fal Ny SRY a SA PAA a eR PB 
， 州 的 对 外 贸易 地 位 逐渐 下 降 而 为 香港 所 夺取 。- 近 百年 来 , JNA 
存 地 位 ， 因 而 在 解放 以 前 广州 的 才 济 发 展 比 国内 其 它 eho 

>. CRU 10), 
解放 后 ， 广 州 的 经 济 精 构 有 了 明显 的 变化 ， 工业 在 他 市 经济 中 的 比重 肖 年 二 用 。 到 

ats 

PDA BA eh SEE AVE ACL RIE IE, REE, ARE A CA 
MES DUAR LABEL Sh, 其 余 多 数 是 中 小 型 工厂 或 手工 业 。1958 年 以 来 ， 

1955 年 全 市 工业 产值 比 1950 年 培 加 3 悦 ， 各 种 主要 工业 产品 均 已 超过 了 战 前 的 最 高 水 

广州 是 华南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必 ， 古 广东 工业 产值 的 一 中 。 过 去 以 轻工业 为 主 , 1955 
休市 工业 总 产值 中 , 生产 春 料 的 生产 占 红 .5 %%; 消 费 资 料 的 生产 占 68.5 色 。 主 要 工业 部 

市 内 建立 了 规模 较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 机 器 制造 工厂 、 OS REBUY Ae 

等 等 ,广州 正 由 一 个 只 有 轻工业 ， 侯 理 、 加 工 工业 的 城市 变 成 具有 较 完 整 的 工业 体系 的 工 

业 基 地 。 

三 州 是 一 个 河 港 又 委 海 港 。 珠 江 可 与 海洋 沟通 ， 而 以 其 东南 30 里 处 珠江 下 游 之 黄 博 

“et 在 黄埔 未 开 港 前 , PAPRUL VED URE, WET, RUE AT 4 米 左右 ， 只 能 

容 勒 3000 一 5000 吨 海轮 的 进出 ， 而 吃水 深 的 大 轮船 都 不 能 直 吏 广州 ,远洋 货物 不 得 不 经 

由 香港 .澳门 转口 。 解 放 后 , 随 着 我 国 对 外 贸易 的 发 展 , 自 1950 年 起 序 开始 了 黄埔 港 的 建 

最 工程 ,并 于 1952 年 完工 开 港 ,从 此 载重 7000 吨 的 远洋 轮船 可 以 乘 潮 开 人 珠江 黄埔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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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RA ALIN ACT JIN PERL BIR 
JONI EAE Se Ee oe OHA, RRB LI EAH, 1908 4E PURE, HE 

RH BE 1/3, REMI 1/5, 至 1937 年 ,出 口 占 15.6%, HEA 18.8%, fia, He 
.于 美 帝 对 我 国 施行 “ 圭 镇 "政策 ， 上 海 对 外 航运 还 未 惕 通 ,因此 ,广州 港 在 我 国 对 外 贸易 中 
的 地 位 更 形 重要 。 在 天 津 未 开 港 前 )】 “ 州 港 售 一 度 为 我 国 对 外 贸易 的 中 心 ,进出 口 质 易 占 
公国 各 港 的 第 一 位 。 | 
SMASH RE, ARLE ALL = ER AEE ACR 

Be BUT; APR AUALA lt K SSK IS AE AHA; A RACHA A ERE; A 
SS GANG Fa KET 黄麻、 热带 果品 \ 特 产 和 从 沿海 运 来 的 大 量 水 产 和 食盐 都 集中 
在 三 州 ， 北 运 国内 各 地 和 出 口 ， Tis EM OK BPA Sl SG IS BEA 百货 、 金 属 制 2 

Wh ERE BE ARTE Ze UAE. 

广州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文化 城市 之 一 。 这 里 有 中 陋 灰 学 华南 工学 院 、 农 学 院 、 医 学 院 , 师 
- 范 学 院 等 高 等 学 校 以 及 几 十 所 中 学 和 中 等 专科 学 校 。 此 外 ,还 有 相当 规模 的 越秀 山 博物 ， 
迄 、 广 东 图 书 迄 、 广州 图书 第 和 广州 人 民 文化 宫 等 。 芋 命 胜迹 有 农民 游记 、 广州 公社 列 
士 公墓、 黄花 岗 等 。 

. 佛 卫 市 ”佛山 位 于 珠江 三 角 洲 的 北部 ,东北 距 广州 16 SB A= SR 是 六 
著名 的 手工 业 和 铠 缕 工 业 城市 ， AHI 13 万 人 。 

佛 册 是 我 国 历史 上 四 大 名 锁 之 一 ,在 很 早 以 前 ， MME REI RETA 
Biot, REDS Y =a A BRAT 7 REAL Be SE HHH Ls, DIL ZR LAP IE. Ht 

Dh SRB SAIL eA AS A EY EE IE aE 4 PA 
BA. | 
”佛山 在 封建 时 代 ， ee ee eee te 

~ 

(FESR BSR FR) HR lk Elk EPS AS REA IER. MLA, 
(MEE SERIES SR ME SARK, SA RE RAE, AE 

通行 ,而 手工 业 又 Freee, 至 解放 前 夕 ， 商业 已 一 胎 不 振 ,解放 后 ,佛山 市 的 手工 业 在 党 

和 政府 的 支持 下 已 过 速 恢复 和 人 发展 ， 随 着 四 乡 农 产品 的 大 量 境 加 ,农民 生活 的 改善 ,更 促 

进 了 佛山 市 商业 的 繁荣 。 本 市 西南 6 公里 的 石 湾 是 广东 著名 的 陶 次 工业 中 心 ， BRAT K 

RATE APSE, ZEA i Hh, SA llc TF Pd Ze 

CP iPekir= J MG BH 是 四 色 、 南路 和 广州 、 港澳 进行 贸易 

”的 框 组。 现 有 人 口 锡 10 万 人 。 
江门 位 于 潭 江 与 西江 之 间 的 水 道上 ,向 南 出 崖 站 可 直通 大 海 , 经 过 珠江 三 角 洲 水 道 移 

“可 直达 广州 香港 、 澳门 和 三 角 洲 其 它 城 钱 。 向 北 沿 西江 上 淹 可 至 佛山 SEAN, 西部 
有 潭 江 与 三 埠 相 连接 ,水 路 交通 十 分 便利 ,内 河 轮渡 和 浅水 海 输 绷 可 自由 进出 。 为 广东 商 
卫 最 繁荣 的 城市 之 一 。 

江门 是 奥 西 公 路 的 起 点 和 水 运 码头 。 从 江门 至 鼻 西 的 阳江 、 HA SEIN ETT aA 
党 海轮 ,汽车 来 往 , 西 部 区 的 农产品 ,性 冀 和 海产 、 盐 等 多 集中 在 此 出 或 转运 广州 ， 而 由 
江 闪 和 广州 运 回 所 需要 的 百货 . 布 正 和 肥料 。 
解放 后 , 江 因 的 工业 发 展 很 快 ,特别 是 1958 年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 工业 发 展 更 是 一 日 千 ， 

里 。 江 门 已 开始 形成 一 个 有 机 械 制 造 、 治 炼 、 造 船 ,造纸 . 制 糖 等 工业 的 城市 。 



石 歧 市 “五 歧 位 居 珠 江 三 角 洲 平原 的 中 心 , 是 珠江 三 角 济 中 部 最 繁盛 的 一 个 城市 ,有 
公路 北 通顺 德 .广州 ， 南 通 唐 家 湾 和 澳门 。 内 河 航运 四 通 八 达 , 交 通 十 分 便利 。 附 近 厌 口 
稠密 ,村 秆 棋 布 ， 四 乡 运 往 城市 的 大 量 宏 产 品 和 从 广州 运往 附近 农村 销售 的 各 种 工业 品 ， 
都 以 这 里 为 偶 散 中 心 , 商 业 十 分 繁盛 ,工业 以 研 米 为 发 达 , 公 市 人 口 狗 10 WAS % 

Revers FEPEREF DRILLER, SOLA, FES IN SINR Ae aR AE 
FSO PENAL PIAL 2k ESR, ESE ASS, SEE TT 
食 和 十 特产 多 由 这 里 加 工 外 运 , 故 粮食 加 工 工业 一 向 比较 发 达 ， REA MLK 
米 厂 .面粉 厂 和 电厂 .机械 厂 等 ,人 口 7.8 万 人 。 

暑 庆 附近 名 胜 古 达 很 多 ， 著 名 的 有 城北 之 七 星 岩 及 东北 部 的 里 湖 山 ， a A 
RHE, HS IRB WT EME 

SEAL] MEAT PRL ASR, CLEA ALP TSF, A AY 200 BME 
yA 98% 以 上 的 居民 是 中 国人 。 香港 原 属 广东 宝安 县 卉 , 1842 eRe, 
后 在 1860 年 和 1898 年 又 先后 侵占 我 九龙 和 畴 龙 牢 岛 ， 近 百年 来 希 国 主义 利用 作为 侵略 ” 
我 国 的 根据 地 ， 现在 还 丢 美 蒋 利 用 来 进行 反对 中 国 的 罪恶 活动 。 市 区 位 手 九 龙 生 岛 的 南 、、 
端 和 香港 岛 的 北部 ， 中 间 为 广 关 水 深 的 海港 。 万 吨 以 上 的 远洋 巨 输 可 自 直 进 出 。 大 部 分 
的 码头 和 仿 库 都 发 在 九龙 御 岛 的 南端 。 香 港 主要 工业 以 纺 各 和 造船 较 发 达 ， SA BE 

FET. RTE MES TERE, AT 70 —80.% 的 工业 产品 向 外 销售 ， 工业 原料 几乎 全 部 依靠 
外 来 。 过 去 香港 商品 的 主要 销 场 是 中 国 大 陆 和 东南 亚 各 国 ， PAH FRR HE EBA 
EVE, ZR PS Oe TiS BE ARS ESP, PA EE UL TE THI BE EP, | | 

— ROA, Bee, A 18 万 左右 。 KER 
JRA. PAPER LAP Bh. EAE A a Oe RE a — PT 
港 。 在 16 ACD , WARE WR A AA BI BP 2 1685 年 ( 明 嘉 靖 _ 
14 年 ) ,由 于 贿赂 地 方 官吏 , 始 得 在 澳门 码头 停泊 船舶 ,进行 贸易 。1553 年 ( 明 嘉 靖 32 年 )， 
葡萄 牙 殖 民主 义 者 借口 要 到 澳门 岸上 曝晒 水 证 货物 ， 乘机 上 岸 居住 , 此 后 ， 不 断 扩大 其 居 : 
HEE, IG RLU WR TRH i TARE SA, 还 先后 夺取 了 述 仔 岛 和 
路 环岛 ,至 1887 年 (清光 糙 13 年 ) 葡 萄 牙 强 迫 清 政 府 订立 了 所 谓 中 区 条 胸 ,企图 使 他 们 侵 
占 澳门 合法 化 b 。 四 百年 来 , 澳门 一 直 是 殖民 主义 者 利用 来 毒化 和 压榨 中 国人 的 腐化 和 
院落 的 地 方 。 解放 以 后 ,这 里 还 肾 着 很 多 逃 蕊 的 国民 党 政客 和 腓 特 ,进行 着 危害 中 国人 民 
的 活动 六 作弄 ats Se 

2. BAK 

SS IER LTR AR LL ANSI Pati hk PA Ze IS HE 其 东西 两 部 分 有 圩 江 和 东江 

两 大 航道 ， 两 河 之 问 是 一 志 丘 陵 起 伏 的 高 地 。 区 内 者 济 联系 分 别 借 向 于 圩 江 三 角 洲 和 珠 

江 三 角 测 两 个 地 区 ， 东部 匀 江 流域 以 汕头 为 其 经济 中 心 ， 西部 东江 地 区 以 惠州 为 其 愧 禹 集 

we AL. 

粤 东 区 在 历史 上 形成 三 种 不 同类 型 的 地 区 : (Gd) 瀚 油 平原 nF EMRE, +t 

HE ZB IA JESS 5 AS DE AS BEE AR A A e-SRG BAHR (2) 3% 

梅 地 区 的 开发 历史 较 潮 油 地 区 为 晚 ,加 以 深 处 内 陆 , 位 置 优 北 ， 山 岭 重 到 ， URES » 耕地 

1) 参看 1955 年 10 月 26 日 和 29 日 人 民 日 报 。 

。48 。 



才 少 ,粮食 生产 不 够 自给 ， 过 去 一 向 是 一 个 主要 粮食 消费 区 。(3) 东江 地 区 正 居 珠 江 三 角 
济 与 韩 江 三 角 济 的 过 滤 地 带 ,境内 丘陵 起 伏 , 平 地 很 少 ,耕作 业 以 粮食 生产 为 主 。 

鼻 东区 虽 可 分 为 以 上 三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但 它们 彼此 有 着 共同 的 泡 济 特点 与 较 密切 的 
内 部 联系 。 从 诅 车 上 看 ,东江 和 兴 梅 同属 客家 方言 ， 居 民 纸 济 生活 相近 似 。 潮 汕 平 原 ( 属 “ 
WAS) 与 兴 梅 .东江 地 区 的 方 车 虽 不 相同 ， 但 兴 梅 与 潮 酒 同 处 于 韩 江 流域 , 且 后 者 位 居 

_ 前 者 的 出 海 大 门 , 彼 此 有 着 互相 依存 的 经 济 关系 ,华侨 经济 对 两 地 都 有 同样 大 的 影响 。 其 
次 ,就 劳动 鸭 移动 和 使 用 上 来 看 ， 粤 东 区 是 全 省 人 口 移动 和 劳动 力 利用 这 最 大 的 地 区 ，、 

， 乔 移 天 口 很 多 ,东江 一 带 以 移居 国内 及 本 省 粤 中 区 为 主 , 兴 梅 和 潮汕 多 移 殖 于 南洋 。 本 区 
妇女 一 向 普 逼 参加 劳动 生产 ， aati a tea ala le 潮汕 妇 
女 以 从 事 家 庭 刺 精 著称 。 
忆 DAWA AA MARK. KeMMNE, S27 BT RAR AA BR 

“位 画 积 产量 最 高 的 地 区 。 SB SIA , SPE AE RIK , WERE OE ZR RSE ERE OB) 
TFG , BNE , HF ARAL , 1958 年 每 雷 粮食 年 产量 平均 达到 3000 斤 以 上 ， 

。 成 为 他 国 著名 的 粮食 高 产地 区 之 一 。. 北 部 的 兴 梅 地 区 ,冬季 气温 较 低 , 农 作物 生长 期 比 测 
汕 平 原 短 , 山 多 田 少 ， 土壤 瘦 瘤 ,平均 每 雷 粮 食 年 产量 仅 相当 于 潮汕 平原 的 70 多 左右 , 东 
江 地 区 安 业 鞋 产 的 主要 特点 是 地 多 人 少 ,劳动 力 缺乏 ， 产 量 低 , 且 不 稳定 。 全 区 每 个 农业 ， 
-劳动力 平 均 鱼 担 耕地 5.76 亩 ， 惠 阳 、 博 罗 等 县 在 均 负担 10 亩 左右 ， 每 头 耕 牛 要 负担 26 

HD DUD AR AR ERE, TIA RR, 自然 突 害 多 , 耕作 上 比 兴 梅 地 区 为 粗放 ,平均 每 亩 粮食 产 
量 仅 及 兴 梅 地 区 的 76 多 和 潮汕 平原 的 53%, - 

” 灶 食 生产 是 粤 东 区 最 重要 的 农业 部 门 ， 其 中 以 水 稻 、 甘 募 及 小 麦 三 者 为 重要 ,而 水 稻 
尺 占 整个 粮食 种 植 面积 的 69.6 多 ,产量 占 76.8 多 ， 为 公 区 的 主要 粮食 。 2 

本 区 粮食 作物 的 耕作 制度 以 栽培 双 季 连 作 稻 为 主 , 北 部 地 势 较 高 ,气候 较 准 的 山区 和 
| 溜 海 沙田 地 区 有 少量 单 季 稻 栽培 。 稿 田 的 分 布 ,以 潮汕 平原 最 集中 , 种 植 面积 占 粤 东 区 
56.2% , ky 71.6% ; 其 刀 为 东江 地 区 及 兴 梅 地 区 。 甘 暮 、 小 麦 和 豆 类 是 本 区 主要 的 
”和 作 牺 。 在 气候 温暖 的 中 南部 地 区 ， 以 甘薯 及 豆 类 种 植 最 普 逼 ， 如 潮汕 平原 和 沿海 的 海 
在. 陆丰 、 惠 阳 多 种 甘 募 , 豆 类 坎 之 , 博 罗 多 种 豆 类 , 甘 募 较 少 。 中 北部 地 区 气候 严寒 ;多 栽 
培 小 麦 、 豆 类 , 甘 莫 很 少 。 最 北部 地 区 (网 北 继 24 BEE DUAL) ,气温 较 低 , UREA , DIE 
2 HA MRAM EH. 

WS cK RUE ED ET DH ISS. SRNL BLS CS 中 区 而 居 广 东 . 
的 第 三 位。 本 区 士 莽 种 植 主要 集中 在 前 油 平原 和 东江 中 下 游 两 个 地 区 。 前 者 甘蔗 种 慎 面 . 
积 占 鼻 东 区 的 14 多 ， 后 者 占 24 多 。 潮 油 平原 大 都 分 芒 田 多 分 布 在 岗地 上 , 由 于 耕作 技术 
较 高 ,劳动 力 充 足 , 历 来 有 选 种 、 施肥 和 输 作 铝 惯 , 因 之 甘蔗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高 于 至 省 各 个 地 “ 
“ae 

Pyaar En Sees eer aaee 1957 年 这 里 柑 桔 Sih BUH os 61% , 
PRGA 78 多 -左右 。 大 部 分 柑 桔 岩 分 布 在 平原 地 区 , SEDAN PAPI , tA — 
部 分 种 植 在 山地 上 。. 翔 汕 平 原 种 植 柑 枯 有 着 优越 的 自然 条 件 和 丰富 的 栽培 沟 验 。 这 里 气 
忌 和 暖 ,雨量 铜 和 ,二 层 深 厚 肥沃 ,耕作 技术 精 交 , 远 在 三 百年 前 , 柑 桔 种 植 已 很 发 达 , 战 前 
种 植 面积 便 达 76 ,000 亩 ,年 产 柑 桔 90 万 担 , 远 销 国内 外 ,其 柑 桔 品种 之 优良 称 落 于 世界 。 
解放 后 , 随 着 我 国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 提高 ,交通 运 炉 的 发 展 与 国内 外 市 场 的 扩大 ， 本 区 柑 桔 

WO 



的 恢复 和 人 发展 非常 迅速 ,至 1957 年 ， 柑 档 产 量 比 1949 eam FI 1.4 倍 , 成 为 公国 最 主要 
”的 柑 桔 供应 区 之 一 。 

除 甘 蔗 , 柑 桔 外 ,和 押 东 区 的 主要 克 济 作物 和 水 果 栽 培 ,在 南部 地 区 以 黄麻 、 花生 、 TA 

Be Bk TER ah BE AIRS AWW i, SE. ALR, 村 等 本 

塞 的 水 果 为 主 、 桃 . 李 \ 梅 . 沙 梨 次 之 ,茶叶 和 烟叶 也 有 少量 栽培 。 

奥 东 区 的 工业 主要 有 制 糖 . 饶 头 、 造 狂 、. 机 械 、 EA OER TB) A AR ae x 

_ 部 分 都 分 布 在 汕头 、 揭 阳 、 潮 州 、 梅 县 、 兴 宁 和 惠州 等 城 锁 。 

SERRE S20 AO ER, “SRD 

Me FEA AAEM. A FET ABI A AE A” GEM YR), PACAP 

#E 1000 吨 ， 揭 阳 的 棉 湖 糖 厂 和 惠阳 糖 厂 日 榨 蔗 量 各 为 350 吨 , 博 罗 观 昔 并 糖 厂 和 丰 顺 糖 ” 
J PERE 100 吨 左右 。 现 正在 东江 甘 巩 产 区 惠阳 兴建 的 惠阳 糖 厂 ， 建成 后 可 日 榨 甘 蔗 

41000 吨 。 

油 头 饶 头 厂 是 目前 公国 天 SRI Ha PRICES MAGE PHY HF RE 
3.7500 wh, I~ SFR SAK AE Pe ly, I, ES 
产品 以 水 果 为 主 ， 狗 占 总 产量 10% , AAA RE UH fe vhs 2% ff Bes 3 F 

占 5%, 
a er ane pee toe ae Ls ARNO ae 梅县 “ 

SG) DART? SCHEELE A FE RE EJ ER PK. 
粤 东 各 地 都 有 一 些 为 农村 服务 的 小 型 机 械 修配 厂 ， 其 中 以 汕头 、 梅 县、 揭阳 等 地 的 规 ” 

模 较 大 。 些 外, 油 头 还 有 一 个 造船 厂 能 制造 较 大 型 的 机 动 船 。 
细 东 灶 矿 分 布 较 广 ， 开 和 采 历 史 较 久 的 有 梅县 两 村 、 兴 宁 黄梅 坏 、 平 远 石 正 、 i | 

FEW BAA, SEDGE ORE K, EPI A mc, AR AR 
. RAE Uk, LN AEA, MEW Fy Ais SE EL EA, 
FTE PERE RE Hp Hg ONES EE TC ESE A SE; RE ge 
Hey SSeS LE he. PETAR, BREE DRS 

”外 ,每 年 有 大 量 产品 远 销 国外 。 ‘4 
WS cK WOK PSK RH EESTI AA ER, AIL, 西 有 东江 ， 

南部 面临 海洋 ， 水 上 运输 相当 便利 。 境 内 公路 密布 ， 主 要 公路 干线 有 油 头 轻 惠 阳 至 广州 
ION TAIL GSE MAB MAS, 

KAMEN, DAREMA, IWAN RE RAO 
Hp OKIE POH 5 SOMES AUR EUG FWRI, AD AR 
ELAVARTLSSELIAY"Aly WHAM BH RORY ER HT IAEA 
He ER UAE ABH CHA 
WT MS EAR Ry A oR 8 — Fey bk 与 港口 ， Aw #938 

Pa & 

WI SAEES ARNOT AAR IES Fa DHNOTESNE HERE IGP 182 里 , 西 距 香 港 184 4 Bye 
两 省 海洋 交通 之 要 冲 NE A, ARS TR ZEAE 琢 建 西南 部 及 江西 东 ve 

MMA 1200 77 RH (11), 
油 头 地 理 位 置 很 优越 EM BRAM ADRS AA TS AR. A 

e 50 «- 



.， 原 是 一 个 盛产 柑 桔 ̀ 甘 上 藤 、 稻 谷 和 蔬 某 的 农 产 区 ,再 往 北 去 的 兴 梅 地 区 , 乱 藏 着 丰富 的 有 人 色 
-金属 松林 和 水 力 资 源 , 南 部 沿海 一 带 还 有 取 之 不 尽 的 省 ER 

油 头 虽 有 如 此 有 利 的 地 理 条 件 , 在 帝国 主义 侵入 以 前 ,这 里 只 是 一 个 无 人 注意 的 海边 
ub 9 1858 年 汕头 被 辟 为 商 塌 后 ， 随 着 对 外 贸易 的 发 展 ， WA BE RE. 到 抗 ， 
HPA, AHS RAK 20 万 。 

沿 头 港 先 近海 边 ,其 南 与 达 豪 岛 相 对 ， 其 间距 离 钓 一 还 ,水 深 葛 25 一 40 OR, 港 池 销 地 
PPG AT HEH 3000 到 10,000 吨 输 船 , 但 进出 港 航道 有 溢 潍 数 处 , 现 只 可 乘 潮 通 航 4000 吨 
左 寿 的 轮船 。 港 口 虽 不 及 厦门 的 深 广 ， 但 其 内 地 水 运 方 便 。 主 要 输出 货物 有 砂糖 .水果 、 
水 产 \ 饶 头 . 家 售 和 抽 和 炒 制 品 等 ， 输 入 货物 以 棉布 ,五 金 . 花 生 \ 煤 ,汽油 、 稻 米 等 为 大 宗 , 其 
香 吐 量 在 华南 地 区 仅 藉 于 广州 ;一 向 是 我 国 重要 的 对 外 贸易 港口 之 一 。 

汕头 也 是 广东 最 重要 的 旅 外 华侨 进出 港口 之 一 。 过 去 这 里 每 年 进出 人 
” 多 , 仅 1880 一 1909 年 间 , 由 汕头 出 国 的 华侨 就 有 250 万 人 , 归 国 的 有 200 万 人 左右 ”， Ee 
与 南 详 各 港口 的 联系 最 为 密切 。 
RSAC EBA ES HOT 矢 烟 、 Crs 108 UR SA. Jeti 3 #294 IR HIS 
建立 的 。 
潮州 市 潮州 市 位 于 尘 汕 在 原 的 中 心 ， 南 距 油 头 42 AE, 为 畔 江 下 游 地 区 的 重要 

HAE, AR 10 万 。 潮 州 周围 此 是 人 口 稠密 的 农村 ,物产 丰富 ， 交 通 方 便 ,是 潮汕 平原 农 产 
晶 的 集散 中 心 。 这 里 著名 的 手工 业 产品 有 夏布 ,工艺 品 有 赂 刻 、. 刺 征 、 人 竹器 等 。 
惠州 市 ”惠州 市 位 于 广州 东部 ,东江 的 下 游 , 当 东江 流域 、 粤 东 沿 海 和 珠江 三 角 济 的， 

水 陆 交 通 要 冲 ， 历史 上 一 向 是 东江 地 区 著名 的 军事 重生 和 物 碍 集散 概 组 。 更 有 入口 6.8 
万 人 。 

惠州 涨 临 东江 ,靠近 广 深 铁路 ,有 短程 公路 与 广 深 线 车 上 站 樟木头 圳 接 ,水 陆 交 通 便利 ， 
”附近 各 具 的 家 产品 多 集中 这 里 外 运 ， 而 由 广州 和 南部 治 海运 往 东 江 地 区 的 商品 及 渔 盐 也 
经 由 惠州 中 转 ， 商 业 颇 为 繁盛 附近 局 产 甘蔗 、 花 生 和 水 果 , 具 备 发 展 农产品 加 工业 的 有 

_ 利 条 件 , 现 有 工业 以 制 糖 厂 规 模 较 大 ,有 日 棒 1000 mba BE 350 吨 的 糖 厂 两 个 ,此 外 还 有 
BAT UBT. 电厂 等 。 

3. BALK 

得 北 区 位 于 广东 的 北部 ， 儿 双 卉 在 北江 流域 内 。 
PARISH HARA DTT MR ETE HER TPH AT BA 

件 。 .三 

则 北 区 的 矿产 套 源 分 布 很 广 ,种 类 很 多 ， 现 已 改 现 的 矿产 构 有 60 AR ANB 9B 倒 . 
欠 ̀ 化 、 金 、 银 等 有 色 爹 属 和 多 .多 等 黑色 金属 ,还 有 硫化 铁 、 硫 黄 、 磷 灰 石 、. 硅 酸 起, 石棉 、 玻 
璃 硅 、 煤 等 化 学 矿 和 燃料 矿 等 。 其 中 以 煤 、 铁 .有色 金属 矿 茂 量 最 丰富 。 镶 的 分 布 很 广 , 南 
HE. BWA. 240 HSK SER NTL, FUR EL SE, OBI, IRA ere, SBR 
FARE, CPR OL, SUA So, Sao MRE LPR A 
“ 布 , BUST IM, USE LIE IE, Sew URS oe RL wy Yea 
一 全 年 产 100 7 LL ty AALS LAG RIE FABRA SE AL 
~ 7) RABE ere, 67 He 



EE SOAR, WV ZOE, BEN 80 AB, 交通 便利 , 对 广州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非常 有 利 。 煤 矿 主 要 分 布 在 昌江 ` 乐 昌 、 仁 化 . 怨 源 、 阳 山 、 吉 南 和 速 县 一 
带 , 属 二 法 筷 煤 系 ， 煤层 平 均 在 三 层 以 上 , 最 高 达 10 Jt, 较 大 的 煤田 有 曲 仁 煤田 , 已 知 藏 
BALI FA, ROR, A PIU, EE, AOS 
县 交接 处 发 现 一 个 大 煤田 ; 面积 达 2500 平方 公里 ， 储 量 为 6 亿 3 千 多 万 吨 , 比 曲 江 煤 田 “ 
的 煤 藏 量 还 要 多 三 倍 以 上 ， 其 中 以 阳 山 煤 矿区 储量 最 多 ， 估 计 达 3 亿 5 千 万 吨 ; EE 
”矿区 有 一 亿 吨 ,过 南 煤矿 区 储量 8 千 多 万 吨 , 整个 煤矿 多 无 烟煤 , 部 分 是 炼焦 煤 。 已 开采 
的 较 大 煤矿 逐 阳 ， 曲 江 ( 富 口 )、 HEI ORE), BREST, BD REAE 900 Zea 5 
煤 窒 。 

粤 北 是 广东 大 陆 部 分 最 大 的 林木 产 区 。 这 里 森林 面积 分 布 很 广 ， 臣 面 积 有 1700 多 万 
亩 , 占 储 省 林地 总 面积 五 分 之 一 ,林木 茧 积 量 达 3800 多 立方 米 ; 占 全 省 木材 总 蔷 积 量 四 分 ， 
”之 一 左右 。 以 始 兴 , 清远 、 南 雄 . 乐 昌 、 过 县 、 违 南 等 县 木材 昔 积 量 最 多 ,1956 FARAH 
RHA A RT 40% 左右 。 所 产 木材 不 但 品质 优良 , 且 大 多 是 在 工业 上 用 泛 广 ， 
PLAGE HS Ze, 其 中 杉木 占 总 产量 的 60% 。 几 年 来 这 里 的 木材 生产 不 但 满足 了 省 办 建 
巩 需 要 ,而 且 还 供应 了 大 量 的 杉木 .松木 支援 公国 各 大 煤矿 和 城市 的 基本 建 发 。 

。 己 北 水 力 春 源 蕴藏 丰富 ,估计 北江 流域 的 水 力 蕴藏 量 约 有 241 万 延 ,其 中 仅 飞 来 配 一 ， 
Abie He AY BE els 80 TRE, IEA VAL SIT AK BROKE BENTH, SO SE 
源 较 少 ,过 去 大 部 分 工业 和 电厂 用 煤 都 需 依靠 外 省 输入 ， 和 致电 价 高 昂 BAER 
工业 发 展 的 需要 ,如 能 开发 北江 丰富 的 水 力 碍 源 ,不 但 广州 和 珠江 三 角 洲 各 城市 可 取得 廉 
价 的 电力 供应 ， 同 时 对 进一步 开发 本 区 的 有 色 人 金属 矿藏 与 促进 本 区 工业 的 发 展 此 有 很 重 
要 的 意义 。 。 

- 粤 北 虽然 蕴藏 着 丰富 的 矿产 ,林木 和 水 力 奏 源 ， 但 解放 以前 ,这 里 的 工业 却 十 荔 东 后 ， 
除 副 关 市 内 有 几 个 规模 很 小 的 牢 机 械 化 的 植物 油 厂 、 齿 烟 厂 .火柴 厂 . 研 米 厂 外 ;其余 广 天 
地 区 都 没有 近代 化 的 工厂 ， 甚 至 有 色 金 属 和 煤矿 的 开 条 也 都 是 手工 业 方 式 的 生产 。 解放， 
后 ,为 了 适应 区 内 矿产 开 条 与 农业 发 展 的 需要 ， 几 年 来 扩建 和 新 建 了 大 量 的 地 方 工 三 , 包 
括 有 色 金 属 开采 、 烧 铁 、 采 煤 、 农 业 机械 、 电 力 、 制 糖 、. 松 香 、 破 黄 等 工 。 

粤 北 工业 的 发 展 具有 和 良好 的 岁 源 条 件 。 根 据 目前 的 形势 和 华南 地 区 工农 业 发 展 的 需 
要 ， 本 区 以 番 关 市 为 中 心 将 要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内 建成 为 华南 重要 工业 基地 。 除 
1958 年 已 建成 投入 生产 的 一 批 地方 工 业 如 机 械 厂 、 钢 詹 厂 ,水泥 厂 化 工厂 ,煤矿 等 外 ;还 : 
要 建立 规模 巨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 有 色 人 金属 冶炼 厂 、 重 型 机 械 厂 、 重 型 机 床 厂 . 矿 耻 机 械 
厂 .电线 厂 炼焦 厂 、 氨 化 肥 厂 ， 开关 板 厂 、 大 型 火力 发电 厂 , 大 型 纺 故 厂 等 。 这 些 工 | 在 

”二 三 年 内 人 至 部 建成 后 ;, 粤 北 地 区 的 工业 面 狐 将 根本 改变 。 
届 北 农业 的 发 展 受 地 形 与 气候 的 影响 较 大 。 由 于 本 区 位 置 靠 北 ，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南北 

气温 悬殊 较 大 。 英 德 以 南 地 区 ， 地 势 较 平坦 , 属 亚热带 气候 ,无 霜 雪 , 稻 作 季节 最 长 ,是 双 、 
季 稻 中 迟 热 区 。 英 德 以 北 各 县 , 常 有 霜 ,很 少 雪 , 稻 作 季节 较 短 ;是 双 季 稻 早熟 区 。 而 中 北 
部 的 山 丘 地 带 , 冬 春季 的 低温 期 较 长 ,时 有 冰霜 , 闻 或 有 雪 , 春 咀 较 迟 , 秋 冷 较 早 , 稻 作 季节 
比较 更 短 ,原来 是 单 季 稻 的 分 布地 区 。 

水 稻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粮食 作物 ， 甚 种植 面积 占 粮 食 总 种 植 面 积 91.3 多 ,产量 占 
84.4% ， 水 稻 分 布 以 南部 的 清远 、 英 德 和 北部 的 曲 江 、 南 雄 较 多 ， 种 植 面积 合 占 侍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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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 产 量 占 49.2%, SRILA RA) 500 万 调 ， 其 中 双 季 连 作 稻 狗 占 65% , RI 
He 6%, 单 季 稻 狗 占 29 和 ,南部 以 双 季 稳 为 主 ,北部 则 单 季 稻 比 重大 。 
本 区 单 季 稻 主要 分 布 在 乐 昌 、 始 兴 \ 南 雄 、 加 了 山 , 加 县 五 县 ,共有 几 十 万 亩 , 儿 占 这 5 个 
县 的 稻田 总 面积 的 一 企 。 这 里 单 造田 比例 高 的 原因 ， 主 要 是 田 多 人 少 ,山高 水 冷 , 劳 动力 
缺乏 ， 目 照 不 足 ,早晚 双 季 生长 期 间 不 够 ， A AER HERE HAI AY 这 就 大 大 的 阻碍 了 

本 区 复种 指数 的 提高 。 解放 以 后 ,本 区 单 造 改 双 造 ， 已 取得 了 很 大 成 就 ,改制 复种 后 ,一 般 
ABT" 00% 至 100 多 ， 因 之 , 改 单 造田 为 双 造 田 实 为 本 区 粮食 培 产 的 重要 关键 。 

”杂粮 在 本 区 个 别 地 区 的 粮食 作物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在 北部 的 阳 山 、. 怨 源 一 带 , 什 粮 种 
植 面积 攀 占 其 粮食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KI A SR APSE, 

” 规 世 在 三 从 之 一 至 五 分 之 一 之 间 , 什 粮 的 分 布 特点 ， 大 致 在 北部 以 种 小 麦 、 EWR REA 
主 , 南 部 则 多 为 甘 暮 。 
“烟叶 <、 芝麻、 甘蔗 是 本 区 主要 的 经 济 作物 。 烟叶 集中 在 南 雄 盆地 种 慎 ， 其 烤烟 种 植 面 
积 攻 占 广东 烤烟 总 种 植 面积 89.4 多 , 占 读 县 纸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的 件数 以 上 。 南 雄 是 广东 
最 重要 的 烤烟 产 区 ,所 产 烤烟 品质 甚 好 ， 具有 色泽 金黄 ,燃烧 力 强 ， 不 易 潮湿 三 大 特点 ,为 
答 烟 工业 的 优良 原料 。 

Bate) ARS ERK, MIRAE, 2 a ROHL Bieta BFL Be 
: Hy AG i BLM VRS EE HS Hh, SRE PLS Di 多 在 排水 良好 的 山坡 倾 料 地 上 ， Lae 

See, SBMS EK be, ERR PH 

HARDIE DTT Ee SUH: RDS AE NTS AL 
te ig 

本 区 地 当 华中 与 华南 交通 的 要 冲 ， 京 广 铁路 缕 贯 本 区 的 中 部 ， Bs Oe ESI | 
F, WEEKES HR AAR RRMA UE. HE, BOSS, 

ALUCARD EEG IRL, FEE AA ER sna ARE AI 
运 量 60 多 左右， 其实 是 粮食 矿产 等 。 

本 区 走路 运 术 以 训 关 为 中 心 。 由 部 关 通 往 区 内 外 的 及 路 : A a eA AF HE ETT 
MON, BEER a EWI OU | Te a A ESE ES RICO 
官渡 至 汕头 。 公路 运 较 以 客运 为 主 ， 货物 来 往 以 百货 、 土 特产 、 4 ELSE , 

(Se ASL ARE, PS LS Ap, SALT be, 

” 武 二 水 的 会 合 处 。 由 嚼 关 往 北 沿 粤 汉 铁路 穿 过 五 岭 山道 可 到 达 湘 南 的 衡阳 , 沿 演武 两 水 
河谷 上 漳 , 可 耸 别 通 往 江西 和 湖南 。 沿 北江 和 奥 汉 铁路 南下 , 可 直通 珠江 三 角 洲 。 公 路 有 
FEET .赣州 南 雄 : 始 兴 等 线 ,交通 十 分 便利 。 

番 关 在 历史 上 是 古代 岭南 重 乌 , 远 自 秦 汉 , 这 里 印 已 成 为 北江 流域 的 政治 、 玫 济 中 心 
和 水 陆 交 通 的 框 组 ,在 粤 汉 铁路 未 通车 前 , 它 是 粤 、 湘 . 族 水 陆 转 运 码头 ， 除 梅 岭 朋 及 坏 宜 

眉 必 须 由 陆路 外 ,一 切 商旅 货物 来 往 , 几 侍从 水 道 , 并 且 来 往 南 雄 ,广州 间 的 衣 粮 也 须 在 此 
it 。 自 粤 汉 铁路 通车 后 , 它 的 转运 机 能 与 贸易 范围 虽 不 如 过 去 ,但 仍 未 失 其 为 粤 北 的 淘 
Vet. bi A ARM, Ay AR EH Ra BR — BER AaB Be 
UH, TOES RLM MRR ARAN, “ 

ERICH HY ii BREA , 7 ie SA TT PHA BE Ls SRK ER BE FH 
Ach Aol Wa AUPE Bs Few i ATSIC PW ed Se ER, TEER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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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等 也 经 由 这 里 让 散 到 广大 的 农村 和 恒 运 间 南 。 
| ASAE AROMA ahs OH" HA AES, EMO, 

展 重工 业 的 良好 条 件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时 期 内 ， 这 里 将 建成 一 个 拥有 现代 化 的 大 型 钢 
IR A BE LAE CE DR AL, KANE BL YT BE HL, RE A 
MAH BCMA STH. BY, Bet A EE BRE ( 10 77 A) se UAE, Te SN 
倍 。 

4， 灸 西区 

粤 西 区 的 位 置 偶 于 广东 大 陆 部 分 的 西南 ， 其 南部 的 雷州 个 岛 突出 于 南海 与 北部 淤 之 
” 钵 ,与 海南 岛 第 造 相 望 。 由 于 常年 高 温 ,雨量 丰富 ,这 个 地 区 的 农业 具有 热带 、 亚热带 的 特 
点 。 热 带 和 亚热带 的 作物 果林 种 类 繁多 ,生长 茂盛 ,农作物 大 部 一 年 种 植 三 造 。- 

鼻 西区 多 是 闵 延 起 伏 的 丘陵 ,河流 较 少 而 且 短 促 , 彼 此 且 多 个 别 出 海 。 大 部 地 区 人 缺乏 
森林 ,土地 裸露 ,表土 被 冲刷 得 很 厉害 ,很 多 土质 硬化 变 坏 ， 时 水力 弱 ; 所 以 历年 都 较 容 易 “ 
遭受 水 旱灾 害 的 威胁 ， 其 中 尤 久 旱灾 的 威胁 特大 ,过 去 在 历代 封建 制度 的 玛 酷 闽 创 下 "由 
FREAD XBR ANA Rie, Me Mat EK He MM BA 
1600 77 i ASFA SLA PEM AAS 111% , ERE AA EE GRR, 
茂名 (南部 )、 钦 县 .合浦 ,阳江 等 县 , 面积 多 在 100 万 亩 以 上 。 7 县 荡 地 面积 攀 占 条 区 范 地 
总 面积 64.5% , 为 广东 幕 地 分 布 最 集中 的 地 区 之 一 。 

99 pe DC He HEAT BE T-PREH SER GEIR RnR 本 区 . 
_ 地 处 低 绊 地带 , 一 年 中 大 部 分 时 间 阳 光 直 射 , 又 受 海洋 的 影响 , 具有 高 温 多 雨 湿 度 大 等 特 
征 。 年 中 温度 变化 很 小 ， 一 年 有 .8 个 月 的 温度 超过 20°C, 偶 有 薄 霜 , 适宜 于 热带 作物 和 
长 。 大 部 地 区 年 平均 雨量 多 在 1500 毫米 以 上 ， 两 阳 地 区 和 钦州 地 区 的 南部 且 达 2000 毫 
米 以 上 。 且 境内 大 部 地 区 属于 坡度 平 级 的 丘陵 地 带 , 海 拔高 度 100 一 150 米 ; 相对 高 诬 50 
米 左 看 。 不 花山 地 丘陵 或 广 阅 平 原 ， 均 可 作 农林 牧 的 发 展 利用 。 由 于 北 有 云 开 大 卫 系 与 
士 万 大 山系 等 阻挡 塞 流 南侵 ,这 一 地 区 的 北部 等 度 虽 较 高 ， (RA BE AE A | 
热带 作物 也 能 很 好 的 生长 。 

未 区 河流 虽 较 短小 与 流量 变化 大 ,但 水 利 资源 仍 却 十 分 丰富 。 wate Rat 区 内 有 大 
小 河流 二 .三 百 条 , HEP PBL ALVA ERATE = ATA EAE RE ENG 200 (ZIT, 

. SPAR EEE ( 500 亿 公 方 ) 的 五 分 之 二 。 加 以 本 区 地 下 水 源 丰 富 ， 如 向 称 水 利 
等 源 贫乏 的 雷州 个 岛 , 经 勘查 证 明 ,是 一 个 自流 水 盆地 。 本 区 莞 地 分 布 比较 和 集中， 距离 大 
如 稠 密 的 地 区 不 远 , 开 发 这 些 地 方 的 葛 地 ， 国家 投 套 不 多 , 收 丛 却 很 大 ， 大 部 地 区 此 适 于 发 

SEG AN RE REED HATA ERLINDA 

LEAR HA wR. st 

$2 7G DHEA AE SET BULK. 由 于 缺 乞 水 源 淮 流 ， 很 多 旱田 成 为 望 天 

A, RGR 3m ESE WSR FEA ARBRE EAR, HE, TST ey, AS 

Wade A eK PEM WY 27.5% (1955 4F), SASWWU A} ABS HE Hh, 徐闻 、 

BIR AW PRG RIL 北海 二 市 郊区 ,旱地 占 耕 地 比重 均 超过 anes Leslee 

集中 的 地 区 。 

粤 西 粮食 生产 以 稻谷 为 主 ， 杂 粮 岂 占 相 当 的 比重 ， 前 者 占 粮 食 总 产量 65 多, 后 者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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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FESINAES ZUR Ae, MMFAS Hs 56 %, ebb 44 % 粮食 生产 除 个 别 具 
外 ， 一 般 不 足 自给 , 尤 以 雷州 个 岛 及 鉴 江 平原 缺 粮 最 甚 。 | 
本 区 稻谷 分 布 比较 普通 ,其 中 以 阳江 \ 茂 名 ,化 县 , 廉 江 合浦 .灵山 、 钦 县 等 较 多 ， 8 县 

稻谷 产量 锡 占 至 区 稻谷 首 产量 63.3% . 稻谷 生产 以 双 季 稻 占 优势 , 移 占 水 田 面积 80 多 左 
右 , 单 季 稻 占 20 % ,主要 分 布 在 水 源 人 缺乏 或 沿海 沿 汪 受 水 证 的 地 方 。 

“ 募 类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杂粮 ， 其 种 植 面积 攀 占 杂粮 种 植 面 积 80.9 % , 占 全 省 募 类 总 种 
植 面积 38.2 % ,为 广东 出 产 昔 类 最 多 的 地 区 。 本 区 气 候 和 暧 , 昔 类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种 植 ,一 
般 秀 为 春 种 、 秋 种 和 冬 种 三 种 ,以 秋 种 及 冬 种 最 普 逼 ,如 1955 年 秋冬 两 季 暮 类 种 植 面积 移 
十 双 年 蓝 关 各 村 面积 82 多 本 区 蓝 类 以 甘蓝 为 大 宗 ( 产 量 占 95 % 以 上 ) ARE ERA 
少量 种 植 。 

甸 西 纸 济 作物 种 类 很 多 ， 各 珍贵 的 热带 作物 有 橡胶 ; sae corte eka H. 剑 麻 、 黄麻 
_ 举 订 ;油料 作物 有 花生 芝麻、 油菜 籽 、 草 麻 ;香料 作物 有 香 茅 胡椒; 糖 料 作物 有 甘蔗 ;从 料 

作物 有 茶叶 、 咖 啡 等 ; 果 类 有 小 功 、 香 共 . 世 果 、 柑 桔 、 荔 枝 、 龙 眼 、 黄 皮 等 。1956 年 全 区 经 济 
作物 释 植 面积 达 366 万 亩 , 占 各 种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的 12 % . 

甘蔗 是 本 区 较 重 要 的 经 济 作物 ,其 种 植 面积 移 占 克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8 饮 , 各 县 此 有 分 
布 ,区 以 徐闻 、 泛 滩 、 康 江 、 电 白 、 合 浦 ̀  灵 山 、 阳 江 等 县 较 多 。 本 区 适宜 于 发 展 甘蔗 的 土地 

”很 多 , 仅 雷州 牛 岛 可 明 芝 种 蓄 的 面积 就 网 有 80 一 90 万 亩 ,在 这 里 扩 种 甘蔗 , 饶 可 以 避免 和 
其 他 经 济 作物 的 发 展 发 生 矛 盾 ， 也 可 以 各 名 和 粮食 作物 罕 地 。 植 蔗 条 件 比 珠江 三 角 洲 还 
要 有 利 。 目 前 植 蔗 受 干旱 威胁 较 大 ,一 般 栽培 比较 粗放 ,品种 低劣 ,产量 低 而 不 稳定 , 因 之 ， 
抗旱 和 消灭 旱灾 ,是 发 展 本 区 植 芒 业 的 重要 前 提 之 一 。 

”黄麻 也 是 本 区 较 重 要 的 经 济 作物 ， 其 种 植 面积 占 全 省 黄麻 总 种 植 面积 40 6 ,为 广东 - 
产 麻 最 多 的 地 区 。 黄 订 的 主要 产 区 为 吴川 、 化 县 和 合浦 三 县 ， 合 占 全 区 黄麻 种 慎 面 积 的 
75 % > 

At AEB APM, OHA PR = Soe, DUR. We 
江 、 电 白 、 海 康 等 县 种 植 最 多 。 ， : 

雪 西 的 热带 作物 几 他 部 是 解放 以 后 培植 起 来 的 。 最 重要 的 热带 作物 为 橡胶 ，1956 年 
种植 面 积 达 45 万 多 市 雷 ,以 茂名 北部 的 鉴 江 两 岸 丘陵 地 ， 雷 州 牛 岛 南 端 及 防 城 的 江平 附 ， 
近 种 植 较 多 。 剑 麻 为 硬 质 伶 维 作物 ,散布 于 本 区 的 茂名 、 信 宜 、 雷 东 、 海 康 、 徐 并 、 泛 次、 吴 
WE. ABR ASIN ES AeA SS, ERB A TE GIN Ba 其 他 如 咖 一 

”了 啡 、 油 棕 ̀、 海 岛 棉 等 各 地 正在 试行 种 植 。 
.和 又 业 是 永 区 近年 未 新 发 展 的 家 业 部 门 。 广 东 是 我 国 最 适宜 发 展 到 又 业 的 地 区 ， 但 

现 有 径 桑 生产 只 集中 于 珠江 三 角 济 一 地 。 珠 江 三 角 洲 是 各 种 作物 高 产 区 ,土地 多 已 利用 ，- 
扩 天 桑田 面积 的 可 能 性 极为 有 限 ， 但 粤 西 区 却 具 备 了 发 展 为 一 个 居 桑 新 基地 的 条 件 。 这 
里 气候 温暖 ,地 势 平 组 ,荒地 很 多 , 且 当地 人 民有 栽 桑 养 和 习惯 。 计 划 到 1967 年 至 区 桑田 
面积 将 发 展 到 180 万 亩 , 狗 相 当 于 珠江 三 角 洲 更 有 桑田 面积 的 ; 10 倍 ;以 化 县 、. 廉 江 、 茂 名 、 
电 白 .吴川 . 泛 深 .合浦 :人 钦 县 等 县 为 发 展 重点 。 

解放 初期 , 粤 西 的 工业 基础 仍 十 分 薄弱 ,主要 工业 部 门 如 研 米 \ 制 糖 、 梯 油 、 with, 面 
粉 . 制 革 机械、 造船 等 大 多 未 完全 觅 离 手工 作坊 形式 。 殊 过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的 建设 ,本 区 
工业 面 角 已 有 很 大 的 变化 。 几 年 来 ,本 区 先后 在 湛江 、 途 滩 、 徐 到、 海 康 等 县 新 建 了 7 个 日 

es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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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Ao 1760 多 吨 的 中 小 型 糖 厂 , 至 1907 AENLPRR PRA 3 万 吨 左右 ， 比 1962 44 Be 
倍 。 正 在 建 坑 的 日 棒 2000 吨 的 阳江 糖 厂 和 雷州 件 岛 6 座 日 枯 量 各 为 850 吨 的 糖 厂 于 

1958 年 投入 生产 后 , 本 区 机 制 糖 厂 压 榨 量 还 将 培 加 4000 吨 。 比 1957 年 榨 蔗 量 培 加 2.2: 

悦 。 除 制 糖 工 业 外 ,与 本 区 热带 作物 发 展 相 适应 ， 在 雷州 全 包 地 区 还 建立 了 很 多 中 小 型 鬼 

GA RMT Vee) Ome Ce ee ae 

EAE Y BETA EM RUE AMER BRS Oe 包括 有 eee ae 

PLR ASA EF I) , PVE IP RA BER a 0S AEP LT TS uae CLL ab: 

和 年 产 数 万 吨 的 硫黄 回收 厂 ， 此 外 还 有 为 企业 和 农业 服务 的 热电 站 、 水 厂 、 LCE i 

厂 . 和 秋 厂 等 。 这 个 联合 企业 建成 和 投 太 生 产后 ,可 作 汽车 用 油 \ 航 空 用 油 、 柴 酒 : 煤油 等 
高 级 动力 燃料 (照片 12,13 ) 。 ae 

ST KARE SpA TG, date LAN BARBED", BAL TRL ASE ABR" 茂名 

的 油 母 页 兰 矿 ,阳春 的 煤矿 和 沿海 的 盐 , 蕴 藏 量 均 极 可 观 ,具备 建立 大 型 钢铁 工业 、 右 油 工 “ 
业 和 化 学 工业 的 良好 条 件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内 ， 除 在 茂名 兴建 油 母 页 关联 合 企业 ， 
业 外 ,还 将 在 阳春 建立 钢 联 合 企业 ,在 洪江 发 展 化 学 工业 和 在 茂名 、 阳 春 ̀ 小 江 等 处 臣民 ， 

。 静 大 的 水 电站 。 
粤 西 区 虽然 在 自然 条 件 及 家 业 生产 特点 上 都 具有 比较 明显 的 共同 性 ， 且 是 华南 然 带 

和 亚热带 春 源 开发 的 重点 地 区 之 一 ,可 是 ,过 去 本 区 轻 济 上 内 在 联系 一 向 都 不 很 显著 ， 其 
原因 有 三 : (1) 在 历史 上 ， 本 区 一 直 都 未 有 形成 一 个 具有 侍 区 性 的 经 济 中 心 ， 过 去 广州 蓄 
(HEIL) 虽然 是 区 内 一 个 比较 大 的 城市 , 但 是 它 仅 是 作为 殖民 主义 者 压榨 术 区 人 民 的 一 
个 殖民 地 ,在 痉 济 上 ,很 少 与 区 内 人 民 淘 济 改 生 联 系 , 加 以 解放 前 区 内 交通 不 便 ,其 贸易 范 

- 园 也 仅 局 限于 高 雷 一 带 ;(2 ) 本 区 在 交通 网 的 分 布 上 还 没有 形成 一 个 完整 的 体系 ;区 天 的 

河道 多 独 流出 海 ,不 相 虑 合 ， 且 陆 上 交通 很 不 方便 ;( 3 ) 由 于 本 区 与 粤 中 区 海上 交通 十 分 

便利 ， 沿海 各 港大 部 货 流 多 直接 集中 到 广 州 。 

解放 后 ,本 区 内 在 轻 洲 联 系 有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Se HERE SI DEBE ALIS 这 种 变化 更 

加 明显 。 过 去 本 区 销 往 广 西湖 南 、 江 西 三 省 的 食盐 海产、 芒 粮 等 都 必须 分 别 海运 广州 、 

江门 集中 ,然后 才 分 由 鼻 汉 铁路 或 西江 水 运 出 去 。 黎 淮 詹 路 通车 后 , 西 自 防 城 经 雷州 御 岛 
至 阳江 的 广大 沿海 地 区 所 产 的 渔 , 盐 、 糖 、 热 带 特产 、 牲畜 等 大 部 都 直接 集中 在 区 内 的 浇 江 

港 运往 内 地 和 出 口 ， 促 使 本 区 轻 济 上 内 在 联系 大 大 加 强 起 来 。 今 后 随 着 本 区 的 工业 与 对 

外 贸易 的 发 展 ;本 区 农业 、 海洋 渔业 、 盐 业 的 产品 加 工 和 生产 偶 料 的 供应 都 将 可 在 区 PR Ri 

得 大 部 分 的 解决 。 

粤 西 区 的 交通 运 略 业 以 海上 运力 为 最 重要 。 本 区 海岸 线 入 长 狗 占 全 区 陆地 边界 总 用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沿海 分 布 着 许多 优良 的 港 洲 , 重 要 海港 自 西 至 东 有 北海 海安 、 浇 江 、 水 

东 、 半 坡 等 。 浇 江 港 是 全 区 海运 中 忌 和 最 大 港口 ,集中 在 这 里 由 黎 淇 铁路 北 运 和 出 口 的 货 
WAAR IK Et BL BED FRET? AR ARSE BE EU BEES 

本 区 境内 有 三 三 百 条 大 小 河流 ,其 中 以 鉴 江 、 南 流 江 、 汉 阳江 的 航运 价值 较 大 。 sett 

干流 可 通航 里 程 达 226 公里 ， 南 流 江 可 通航 里 程 240 公里 , 漠 阳 江 可 通航 里 程 120 公里 ， 

.主要 通行 本 帆船 ,其 中 有 小 部 分 可 通行 小 轮船 
鼻 西 公路 分 布 比 较 均 衡 , 各 县 均 有 公路 相通 ， 其 中 以 沿海 一 带 公路 客 度 较 大 ，， 主要 的 ， 

”到 路 干线 都 会 集 于 北海 . 涂 江 .水 东 .阳江 等 沿海 港口 。 
e 56 。 



_， 黎 潍 铁路 是 区 内 唯一 的 铁路 线 , 公 长 316 公里 ,北端 与 湘 桂 铁 路 衔接 ， 在 本 区 内 有 虚 
( 江 ) 茂 (名 ) 支 线 与 茂名 炼 油 基地 相 联 接 ， 此 外 还 划分 别 向 雷州 牛 岛 南端 徐 并 和 钦 县 伸 
展 。 
MC eC FANE ROE, SS ELAS DAE HN FB Se SAE A, 为 粤 西 最 大 
城市 和 经 济 中 心 , 也 是 华南 最 重要 的 港口 之 一 。 

缠 江 原 是 高 雷 一 带 渔民 聚居 的 仿 租 村 庄 , 自 1898 fe BERT LE ARIES, 商 
We SORE, Ble RAN, CAR BO, TS) AK SK 
HRT, HEN TE SS IN, ot AS BRE A aE RT 47. 
年 的 浇 江 被 我 国 收回 ， 但 内 于 国民 党 天 府 的 腐 下 无 能 浇 江 的 交 济 却 始 称 未 能 得 到 进一步 
的 发 展 。 

解放 后 ， 话 江 回 到 了 人 民 的 怀抱 ， 几 年 来 ， 随 着 城市 经 济 的 发 民 ， 人 口 不 断 增加 , 到 
。 1966 年 , 公 市 人 口 已 达 18.8 万 人 。 过 去 湛江 是 一 个 纯粹 消费 性 的 城市 ,投机 和 买办 的 商 
， 亚 在 这 里 占 着 统治 的 地 位 ， 烃 过 几 年 来 的 工业 建设 ， MIRA TC, 制 糖 ̀ 机 械 、 面 
By BRK PE Both SEAS TM, 

_ ，，” 浇 江 是 华南 优良 港口 之 一 : 港内 水 深 实 关 ， 外 有 东海 和 确 州 丙 饲 为 其 屏 隆 ,万 吨 答 船 
通行 无 阻 ,附近 盛产 丰富 的 鱼 , 盐 、 花 生 和 蔗糖 ,高 雷 一 带 的 牲畜 和 油 、 糖 一 向 苔 由 这 里 壤 
轧 ， 而 从 沿海 各 城市 输入 布 正和 日 用 百货 ,但 因 过 去 内 地 交通 不 便 , 腹 地 范围 狭小 , 仅 作为 
AeA BE. Mila, 我 国政 府 为 了 发 展 对 外 贸易 和 巩固 华南 国防 ， 自 1954 

-年 10 月 开始 了 修筑 黎 浇 铁路 , 业 于 1955 年 7 月 完工 并 开始 通车 ,接着 又 开始 了 汉江 港 的 
建 港 工程 ,这 样 就 大 大 改变 了 浇 江 港 的 经 济 地 位 。 自 黎 洪 铁 路 通车 和 新 港 建成 后 , 浇 江 的 
吸引 范围 已 向 内 地 伸展 至 整个 广西 和 西南 。 的 对 外 贸易 也 正在 日 丛 扩 大 。( 了 照片 14)。 
-北海 市 北海 位 于 北部 涯 北部 罗 成 江口 之 南 侧 ， 北 速 合浦 三 Pi, HBr ithe woe 
BH, ANHIWAA, 7 

7 ee es se eee Le ede 1 ae 
ALG LATA LRA, WATT PRA AED MER RIL SMR, BEE 
| WU RE RAS TM Tote BE, 使 丑 易 发 展 受到 了 一 定 的 限制。 
-北海 是 北部 淤 的 渔业 根据 地 和 备货 的 主要 集散 市 场 。 这 里 渔业 人 口 欧 右 侍 市 总 人 口 
六 苍 之 一 强 , 为 广东 沿海 最 大 的 渔港 之 一 。 解 放 前 ,北海 的 渔业 全 受 日 本 及 国民 党 的 严重 

”摧残 ,省 船 彼 破 坏 了 四 分 之 一 ， 产 量 减 低 了 五 分 之 三 左右 。 解 放 后 ;这 里 渔业 生产 的 导 复 
“和 发展 很 快 ， B) 1904 年, 水产 总 产量 已 比 19 于 年 墙 加 了 16. 伍 多 ,此 外 还 建立 了 水 产 加 江 、 

斤 : 造 船厂 和 怪 复 厂 。 随 着 北部 湾 省 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 ，1958 ae er R 
PT RO RE ARRESTS 

北海 是 三 东西 部 沿海 最 接近 越南 的 一 个 海港 。 该 港 与 越南 北部 最 大 的 一 个 港口 海防 

联系 密切 ,对 于 培 进 中 越 两 国友 好 合作 有 着 很 大 意义 。 

5 海南 篇 

海南 岛 位 于 我 国 的 最 南部 ， 其 北 隔 琼州 海峡 SRE SAN, TAR #) 34,000 余 
“BAB, AA 290 7, LD FRR BK. 

海南 岛国 民 径 济 发 展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是 热带 的 气 CO HERA PEA 



海南 岛 全 岛 年 平均 气温 达 26°O 以 上 ,南部 各 县 年 中 各 月 平均 温度 均 超 过 20°O, Ak 
部 历年 平均 稻 对 低温 仍 有 7"O, 气 候 交 年 炎热 ,各 地 不 见 霜 雪 , 一 年 四 季 都 能 耕作 ,水 稻 在 
田间 和 获 年 均 可 生长 ,几乎 所 有 热带 的 植物 岛 上 都 可 种 植 ， 是 我 国 最 适宜 于 发 展 各 种 热带 作 
物 的 地 区 。 

海南 岛 在 宏 业 生产 上 不 但 具有 优越 的 气候 条 件 ， 而 且 生产 潜力 极 大 。 本 岛 可 供 宏 耕 “ 
的 土地 鹊 占 土 地 面积 的 58 多 ,但 已 利用 的 耕地 面积 仅 占 总 面积 %, FRAT 
Af 1,110 万 雷 的 荒地 , 占 土 地 面积 的 42 多 ,相当 于 现 有 耕地 的 3.6 倍 。 莞 地 的 从 布 , 在 中 
南部 山林 区 胸 有 900 万 亩 ， 在 北部 波状 台地 和 沿海 平原 多 有 1200 万 军 , 邦 大 部 分 都 可 种 bs 
HEARED, SRA Lib EAN, | 
-海南 岛 一 向 是 广东 安 作物 日 位 面积 产量 最 低 的 地 区 。 章 位 面积 产量 低 主要 的 原因 是 

耕作 粗放 ,技术 落后 , 施肥 不 足 , AGRE. ATK RAT MRR EAB. TE 
解放 前 1947 年 统计 ,全 岛 每 年 缺 粮 狗 达 200 多 万 担 , 占 岛 中 居民 粮食 消费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 
解放 以 后 ,粮食 产量 虽 水 年 增加 ,如 19 疆 年 粮食 总 产量 比 战 前 最 高 年 产量 (1939 年 ) 增 加“ 
28.3 多 ,但 粮食 生产 仍 未 能 自 痊 ，1954 年 由 岛 外 调 入 粮食 达 261 万 担 ， Va AE Be 
FAH 18.1%, B) 1958 年 ,由 于 粮食 大 丰收 ,粮食 问题 才 算 解决 5 区 
积极 发 展 水 利 , 对 于 增加 本 区 土地 利用 ，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有 着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本 

”高 年 平均 雨量 葛 在 1500 毫米 以 上 ， 本 可 满足 作物 生长 的 需要 ， 但 因 年 中 雨量 分 配 不 均 ， 
6—10 月 的 二 量 欧 占 至 年 总 降雨 量 的 60 一 70 多 ,加 以 温度 较 高 ,蒸发 量 大 ,作物 悉 年 生长， 
仍 感 水 分 不 足 。 而 本 岛 的 河流 又 多 发 源 于 中 部 山区 ,向 四 周 放 射出 海 , 由 于 河流 短 急 水、 
源 比 较 缺 乏 , 一 般 宏 田 很 难 利用 自然 流 来 灌溉 。 大 部 分 旱田 每 年 只 能 种 一 造 ， 其 余 有 六 、“”、 
七 个 月 休 冻 。 本 岛 雨 量 丰富 ,地 形 起 伏 大 , 能 举办 水 利 工程 的 地 点 很 多 ,只 要 很 好 发 动 群 
众多 扶 山 塘 水 库 和 充分 利用 河流 与 地 下 水 源 ， 早 灾 的 威胁 是 完全 可 以 消除 的 。 现 在 本 各 

_ 忌 有 水 利 灌 浙 宏 田 375 万 亩 , 占 耕 地 面积 68.49% , te TER ee 
田 290 277 Hi. é 

Te ns 8 Re RE EAE EC 这 里 经 济 作物 的 栽培 仍 、 
a7 , fu 1958 年 全 岛 经 济 作物 种 植 面积 只 351199 亩 ; 占 各 种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4 % 虽 有 
热带 宝 岛 之 称 ;而 未 发 挥 其 提供 热带 农 产 的 应 有 作用 。 

解放 以 后 ,党 和 政府 十 分 重视 海南 岛 热带 矢 源 的 开发 ,从 195 年 起 ， 国家 每 年 都 派出 
了 大 量 的 综合 科学 考察 队 、 贡 测 队 来 到 岛 上 进行 科学 调查 和 勘测 工作 ， 同时 还 在 访 岛 建立 
了 许多 国营 机 耕 农场 .试验 场 进 行 引种 、. 试 种 和 栽培 各 种 热带 作物 。 到 1956 年 ,全 岛 耕 地 
面积 比 解放 前 狗 扩 大 了 四 分 之 一 ,人 经济 作物 的 栽培 面积 达 230 万 亩 , 占 各 种 作物 总 种 植 面 
积 ( 1230 万 南 ) 的 18.6 多。 今后 随 着 国家 工农 业 的 发 展 ,海南 岛 还 将 扩大 开 用 荒地 面积 。 
大 量 种 西 我 国 稀有 的 热带 作物 。 计 划 到 第 三 个 五 年 计划 最 后 一 年 (1967 年 ) , 2 A 
热带 轻 济 作物 栽培 面积 将 到 达 1400 多 万 亩 (其 中 热带 作物 占 4000 万 亩 ) ， 以 提供 天 量 的 
热带 农产品 充分 满足 国家 工业 原料 的 需要 。 

，” 海 南 岛 热带 、 亚 热带 的 淘 济 作物 种 类 很 多 ,最 重要 的 有 橡胶 、 邦 子 、 ae oe 
4 NUE AP. Wb, BEAK, IR, RE Bi, Bk, FEAR CT 
15—18), 

橡胶 是 海南 岛 最 重要 的 热 儿 作物， 其 种 植 面积 构 占 热 名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一 分 之 _ 以 
a 58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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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ee ree Cease TALIA EE Ht WAS OR. PRE SRR. FR 
Fr SHR. 

橡胶 是 一 种 耐 蓝 性 的 热带 雨林 树种 ， 要 求 高 温 多 温 ， wa 527, 依 帆 靠 林 , 静 风 向 阳 和 
土壤 深厚 肥沃 等 环境 。 海 南 岛 具备 这 些 条 件 的 地 方 很 多 ， 特 别 是 黎族 苗族 自治 州 内 的 琼 
-中 \ 保 亭 ̀ 自 沙 , 乐 东 等 县 ,这 里 林木 繁茂 ,土壤 肥沃 ,富有 机 实 ,雨量 充沛 , 云 填 多 ， 且 有 山 
“ 林 屏 障 , 间 风 为 害 不 大 ,是 橡胶 种 植 最 理想 的 地 方 。 

未 饲 裁 培 的 橡胶 树 , 以 三 叶 橡胶 为 主 ,栽培 已 有 50 年 历史 ， 但 由 于 长 期 夺 建 先 治 和 在 
目 未 帝国 主义 占 扬 期 间 的 压 棒 粘 果 ， 本 岛 橡胶 种 植 业 过 去 始 称 未 能 得 到 发 展 , 到 解放 前 为 
正 , 公 岛 只 有 胶 园 644 个 , 胶 树 70 万 余 株 。 解 放 后 , 由 于 国家 对 橡胶 的 迫切 需要 ， 本 岛 橡 
BPH LEAR, B) 1956 年 ,全 岛 橡胶 栽培 面积 已 相当 于 解放 前 的 20 倍 多 。 今 后 随 着 
橡胶 种 植 业 的 焙 绫 发 展 ,海南 岛 将 成 为 我 国 橡胶 供应 的 重要 基地 。 

。 椰子 树 是 一 种 典型 的 热带 作物 ;在 我 国 只 有 本 岛 ,雷州 牛 岛 和 台湾 南部 考 有 种 植 ， 而 、 
1 雷州 定 岛 台湾 由 于 气温 较 低 , 椰 树 生长 不 如 海南 岛 的 条 件 好 , 千 果 量 和 含油 量 都 比 海南 
BAK. Bek 1954 EA AREA 155 万 株 ,年 产 椰 子 1686 万 个 ， 椰 子 油 工 万 余 担 ,至 1956 
年 椰 树 增加 到 220 多 万 株 (147721 雷 ) , 产 区 集中 于 东南 海岸 ,从 文昌 东海 岸 起 ， 直 到 崖 县 、 
三 亚 港 附近 为 止 ， 而 文昌 更 梨 中 了 其 中 的 三 分 之 二 
“未 岛 可 子 树 通 常 种 植 8 年 就 可 开始 千 实 ,可 过 敌 采 果 100 年 以 上 ,平均 每 株 年 可 产 可 

子 邵 不 ,每 亩 种 15 株 ,年 可 产 油 150 斤 ， 胸 相当 于 每 雷 产 500 斤 干 壳 花 生 的 产 油 量 。 果 
实 含油 量 丰富 ,栽培 成 本 低 而 收 丛 大 , 交 营 管理 容易 ， 是 一 种 具有 发 展 前 途 的 热带 作物 。 

| i FE SE 29 AE OE PE « RE HR RES, TAC A, 为 国 
” 助 、 工 矿 、 渡 航 业 所 需 的 工业 原料 。 ， 

海南 岛 现 有 剑 麻 栽培 面积 欧 有 25000 亩 (1956 年 ) , 除 各 处 散 生 者 外 ， 均 集 中 于 大 宏志 
PATE, 剑 廊 耐 旱 瘤 力 强 , 本 岛 适宜 发 展 剑 麻 的 地 区 很 广 , 尤 以 东北 波状 台地 及 西南 部 沿 
ED ARAB J EWE Se HAS Eo ; 
HEH REM BES. SAHA ee APH CEL 深远 、 fi) 

县 、 临 高 ̀ 定 安 、 苇 水 万 宁 等 县 种 植 较 多 。  。 
MAGMA RAE, SEO ICE, RRR 

二 十 , 适 于 甘 芒 生长 ,冬季 比较 低温 干燥 ,有 利于 糖分 的 积聚 ,加 以 地 势 平坦 ,土地 和 集中 ,也 有 
利于 机 耕 和 加 工 运 软 。 目 前 本 岛 的 甘蔗 栽培 ;一 般 还 比较 粗放 ;品种 不 良 。 过 去 一 贯 没 有 
追肥 的 克 惯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全 岛 平 均 每 雷 甘蔗 产量 仅 及 届 中 区 的 二 分 之 一 。 

-车 蔗 是 热带 和 亚热带 生长 的 糖 料 作物 , 叶 间 葵 粗 ,植株 高 ,蒸发 量 大 ,在 生育 期 间 需 水 
其 多 。 海 南 岛 的 雨量 季节 分 布 不 均 ， 王 季 水 量 供应 不 足 , 加 以 蔗 田 多 分 布 于 丘陵 坡地 上 ， 
所 以 发 展 人 工 灌 浙 对 甘蔗 栽培 极为 重要 。 
海南 岛 的 粮食 生产 以 稻谷 和 暮 类 占 比 重量 大 ， BAG BR EMT 72%, Ja 

Gf 23.4%, 

海南 岛 稻田 分 水 田 与 旱田 两 种 。 国 相 导 得 下 下 于 全 全 二 计生 居家 的 区 
水 田 多 分 布 于 沿江 岸 或 沿海 冲积 地 融 、 东北 部 波状 低 丘 间 的 低 汗 处 和 中 部 的 山谷 间 。 
田地 势 较 高 ,缺乏 自然 灌 浙 , 只 靠 天 雨 。 

本 岛 水 稻 裁 培 主要 有 单 造 制 、 双 造 制 和 三 造 制 三 种 。 单 造 制 又 可 分 为 早 造 单 造 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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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ish. jee W Ae Sa PEA LAME SLU TL AA BRI HR DE Bete 

SRLS. MANUS, KOERNER A HEA, 

FAs fai I RE EA BPW AK AA, SEG LT, SE ASA , By ABT HR 

a J+) BRAILES, WER S RICE, WORE. Sse 

田 面 积极 小 , 仅 万 宁 、 乐 会 . 鞭 水 . 崖 县 、 文 昌 等 县 有 少量 栽培 。 种 三 造 速 作 稻 的 条 件 是 肥 

田 \ 水 足 , 人 工 足 。 从 土地 的 合理 利用 上 不 及 两 造 水 稻 再 加 一 造 冬 种 作物 为 有 利 。 

” ” 曹 类 在 海南 岛 居民 粮食 消费 量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据 1961 年 统计 ,在 平原 地 区 的 居民 

首 食 消费 量 ， 稻 谷 丘 61.5 %, BAH 38.5 多 ;山岳 地 带 居 民 ， 稻 谷 点 32 %, HAE 

69.8 %, 不 少 地 区 农民 一 年 中 有 8 TAD BRA. Ms ae 

Fe ey RRL Hg PRM BE SH Be HL SAA T_T SS, ES SEAS 

稻 输 作 。 目地 以 陆 稻 与 甘 墓 轮作 或 以 玉米 与 甘薯 输 作 。 坡地 则 以 甘 莫 与 狗 尾 栗 、 鸭 脚 桶 、 

Siete, ERE. AGRE, CORES. SRA ji 

Hei BAS HR 1.67 倍 。 Pe : : ak 

本 岛 的 森林 分 布 以 中 部 及 南部 一 带 最 多 ,其 中 上 昌江、 宁远 河 ̀ 鞭 水 河 \ 太 阳 河 \ 龙 滚 河 、 

嘉 积 河 、 南 道江 、 北 门 江 等 流域 林木 最 密集 。 森林 面积 移 占 人 至 岛 总 面积 的 4 多, 森林 羡 积 

“Sete 2000 万 立方 米 以 上 , 其 中 以 中 部 五 指 山 一 带 林木 瘟 茂 最 丰富 , BRS TE 

Bok 90 万 亩 以 上 ,一 般 树龄 8 一 300 年 。 仅 兴 峰 瞪 和 吊 罗 山 两 地 森林 面积 就 有 1
00 万 亩 ， 

fpr a BUTE 1000 万 立方 米 以 上 。 以 半 叶 林 为 主 ,性 质 坚 硬 ; 才 理 密 致 ， 抵抗 力 大 ; i
e 

pam, SERN Th =F RM A AAS SRE ES ee 

“ay ee tH DRO vs AT BUHL AD ASP CAAT BE 

“TM RMCARIE As PRR SIRE AOR, ISA AA 

BEA RBA RAAT 70 一 80 % JERI SCION EI EBS A 

ey Pe ee ee ce eee 

seife RHE 102 Ske A ULL Se, HE TF 10.8 3 RA AS 

BSE KB aM : - 和 

渔 南 岛 原 有 的 工业 基础 比较 薄 能 ,解放 前 ,至 岛 一 共 只 有 几 家 小 型 工厂 。 解放 以 来 ,至 

Gc RT HURL SEA HBL RY IE RE IRIEL. KASS FED RD 

等 几 百 个 工厂 ;到 1907 年 工业 总 产值 比 .1969 年 增长 7 倍 ， 比 解放 前 的 19 和 年 汗 其 2 

fe, 1908 AGRE, AE PRET LALO ALTE 社 小 型 工厂 。 到 现 

在 已 能 制造 拖拉 机 发电 机 、 电 动机 、 柴 油 机 、 车 床 、 滚 珠 轴 承 等 重要 7 品 。， 

MIRE CULE RERUN LIL. PRR A= TRY 

| 量 总 和 不 过 200 吨 。 解放 后 ,国家 先后 新 建 和 扩建 了 龙 塘 Bee FE ATR BRK TE 

6 个 机 械 化 的 新 型 糖 厂 , 至 1957 年 日 棒 量 的 总 和 已 超过 :100 多 吨 。 
ps 

海南 岛 矿 产 矢 源 丰 富 ,经 勘探 证 明 ， 岛 上 基 藏 着 丰富 而 且 质 量 很 高 的 水 晶 矿 和 铁 入 。 

匆 矿 以 赤 铁 矿 为 主 。 品 质 极 优 , 合 铁 成 分 高 达 60 ADE, 所 合 磷 、 硫 、 铜 等 有 害 杂 质 均 项 

低微 ,含水 分 亦 少 ,开采 出 来 的 矿石 ,大 部 分 都 不 需要 加 工 便 可 以 直接 投入 平 炸 疹 精 , 为 最 

合 提 精 的 铁 砂 。 
石 碌 和 田 独 是 未 岛 已 开采 的 两 个 铁 矿 。 其 中 以 石 入 铁 矿 储量 最 大 。 日 本 占领 本 局 咀 

间作 于 1944 年 进行 掠夺 式 开采。 田 独 铁 矿 品质 也 很 优良 ， 但 储量 L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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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充分 利用 海南 丰富 的 詹 矿 雁 源 ,支援 工农 业 建 发 ,本 岛 已 开 姥 建 疏 err 

“: 芒 及 冶炼 和 地 制 的 联合 企业 ,和 军 产 生铁 100-75 wh, HH 30 万 吨 的 海南 钢铁 厂 ， 在 1961 Ze 

部 建成 后 ,每 年 将 生产 无 颖 钢管 ,钢板 和 各 种 钢材 40 多 万 吨 。 此 外 还 要 在 各 地 建立 20 4. 

HEE PRT WL Lt) AAT 
-海南 岛 四 面 环 海 , 港湾 众多 ,海上 交通 十 分 便利 ， 沿海 各 地 联系 及 对 外 联系 此 以 海运 

为 主 : 海 操 和 檀 林 港 是 全 岛 北 部 和 南部 两 大 海运 中 心 ， 从 两 地 分 别 有 航 线 通 往 环 岛 各 港 
蝗 和 饲 外 的 广州 、 浇 江 、 汕 头 ,北海 等 地 。 作 所 港 位 于 本 岛 之 西南 偏 西 ,为 矿砂 专业 出 口 港 。 
码头 装 矿 机 械 融 备 的 机 械 化 程度 很 高 ,可 容 万 吨 坦 船 进出 (照片 19 )。 
公路 是 岛 内 最 主要 的 交通 线 ， 以 海口 为 中 心 SLC 2s BAAR LS 1) At ARP) 78 
AVR HE (A) A) 公路 为 最 重要 。 
”海南 岛 主要 输出 货物 有 牲畜 、 鱼 . 盐 ,椰子 油水 果糖 . 钒 头 、 肥 料 、 木材 和 热带 特产 

等 粮 丰 货物 以 粮食 ,百货 布匹、 金属 为 大 宗 。 
海口 市 “海口 位 于 海南 岛 北部 南 滤 江口 ， 北 与 雷州 生 岛 的 海安 港 相对 时 ， sea 

; 治 、 0 125,000 人 (照片 20)。 

图 16 waves s- 

ea G1 。 



”海口 地 理 位 置 的 有 利 条 件 是 接近 雷州 个 岛 ,便于 与 大 陆 相 联系 ,又 当 海防 、 北 海 和 香 ， 
港 ,广州 间 的 海运 要 冲 ,与 高 , 雷 、 廉 等 地 交通 十 分 便利 ,公路 四 通 八 达 ,附近 人 口 稠密 ， 宏 ， 
业 丰 能 ,为 公 岛 进出 口 贸 易 中 心 ,其 贸易 总 额 欧 占 海南 岛 中 数 以 上 。 海 口 每 年 输出 生 牛 很 
多 ，1955 EAH Si Be BH 80 多 以上。 惟 因 南 渡 江口 流沙 淤积 ; 淤 内 水 浇 ， 往 来 轮船 
此 不 能 直接 靠 岸 , 客 货 起 落 全 用 帆船 转 导 , 起 务 殊 多 不 便 。 海 口 工业 有 机 械 、 配 米 、 积 布 、， 

ME I, | 
HES We BACT BAA MEL, AD BibRIE 160 > 

A ESRC TA, HET hy DE: OND RES 西沙 群 入 、 中 沙 娃 岛 和 南沙 于 久 是 我 
国 什 二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HE BALE EES HTS AULD AC, al. we 
蜜 等 为 最 多 ,其 他 灌木 到 处 从 竺 (照片 21) 。 由 于 各 岛 散布 海洋 ,地 势 平坦 , 且 与 大 陆 远 隔 
故 海 骗 楼 息 于 岛 上 者 最 多 。 这 些 筷 往往 千 万 成 群 ,在 海面 捕食 鱼 类 , 遗 娄 岛 上 ， BRERA, et 
RRR RE , BA aOR RAIA BRR a 

PARES S16 BREESE WILE, HAL EW) 1800 公里 ,东西 广 狗 900 公里 ， 在 各 岛 附 
近 盛 产 着 各 种 省 类 和 具 类 ,其 中 较 常 见 的 有 工业 上 当 作 糊 料 用 的 石花 荣 ， sated 
和 提炼 山道 宁 的 海 人 草 , DA PREAH: HE MT 

南海 诸 岛 不 仅 盛产 丰富 的 热带 水 果 水 产 和 久 娄 ,而 且 由 于 它 位 居 太平 洋 和 印度 洋 之 
间 的 航运 要 冲 , 是 我 国 南方 海防 的 前 喻 , 它 在 经 济 上 和 国防 上 均 具有 重大 价值 。 

e 62.。 

ww 



abe BaieizA 治 区 

广西 偿 族 自治 区 位 于 华南 区 的 西部 ， 南北 跨 短 记 5? Zed (21° 32'N—26° 27'N) ,东西 
"PER BER) 7.5?(112?3' 卫 一 104” 36' 卫 )， 是 我 国人 数 最 多 的 民族 自治 区 。 拥 有 21.58 万 方 
公里 土地 和 1940 BAAR. RWS RAB. AA SW. ALM, a =i 
BH, 西南 则 与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电 过 为 中 , 越 两 国 和 平 友 好 的 国境 线 。 

(—) 自然 条 件 

eos ew, 地 势 一 般 较 广东 为 高 。 在 地 质 上 东部 属 华夏 古 陆 ， 西部 为 揭 子 
随 宫 ,是 一 个 于 塞 的 构造 盆地 ,经历 撩 造山 运动 特别 是 喜马拉雅 运动 ,地 盘 不 断 上 升 ,在 受 
流水 等 长 期 侵蚀 下 ,形成 高 山 环 绊 , 峰 宁 错 落 ,地 势 由 西北 向 东南 逐渐 倾 伴 。 

广西 境内 一 个 以 上 的 地 区 可 以 见 到 石灰 岩 的 分 布 ， 与 云南 同 为 世界 最 大 的 石灰 岩 地 - 
E2—, HFAK WA 1/3 左右 的 地 区 在 北 回归 和 线 以 南 , MRS, ea 
灰 状 发育 而 成 喀斯特” 地形。 石灰 岩 地 形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各 有 特点 ,在 红 水 河上 游 各 县 , 群 
“ 账 密集。 多 成 粗壮 的 圆 简 峰 林 , 郁 江 下 游 各 县 , 灰 岩 浑厚 , 山峰 稀疏 , 大 部 已 侵蚀 成 准 平 
原 ; 禾 曾 隆 近 各 县 旭 基 本 上 是 一 片 创下 的 台地 ; 桂 江 中 、 上 游 , 几 林 排列 较 有 系统 , 孤 峰 、 岩 
洞 是 罗 族 布 ,风景 极其 优美 。 石 灰 岩 地 区 一 般 土 层 谊 薄 , 透 水 性 强 , 蔷 水 不 易 , 灌 浙 较 为 困 
难 ,对 安 业 耕作 不 利 ,并 且 地 面 坎 珂 不 再 ,在 交通 、 建 坝 方 面 亦 颇 多 不 便 。 但 在 开展 的 石林 - 
-地 区 ， J TALS AEA Be AD RES HRA 往往 最 适 于 耕作 ,本 区 气候 优良 ， IAHBE 
生长 ,石山 从 可 植 林 。 

ALK HERAT, “Ee BE AUB LSA, 冲积 平原 很 少 。 大 至 西北 多 大 片 的 看 地 ， 
东北 多 突出 的 高 峰 。 广 谷 . 严 丘 多 分 布 于 中 部 、 南 部 地 区 ,估计 山地 、 丘陵 狗 占 全 区 土地 面 
积 的 到 5) 平 原 、 健 地 占 /5。 平 原 、 公 地 多 散 见 于 各 河中 下游 ,以 境 办 腹部 及 南部 地 区 沿 “ 
江 两 岸 为 多 ,如 玉林 、 桂 符 、 平 南 、 贵 县 .南宁 等 平原 以 及 武 鸣 、 宪 阳 、 柳 江 中 游 等 盆地 ,一 般 
海拔 在 50 米 左右 。 平 原 多 为 桂 江 、 黔 江 、 郁 江 及 其 支流 冲积 而 成 , 郁 江 左岸 并 有 广大 的 
侵 僵 平原 ; 八 地 划 大 部 为 创 平 的 石灰 岩 台地 , 中 以 柳江 中 游 台 地 范围 最 广 。 平 原 、 盈 地 适 
PRE, BAK ASAI, BW, RK, 高 度 一 般 在 200 一 400 米 , 南 部 云 
开 天 在 最 突出 的 丘陵 亦 不 超过 1000 米 , 地 势 相 差 不 大 , 除 山 地 之 问 相 间 大 小 不 一 的 丘陵 
以 外 ,中 部 、 南 部 多 成 大 面积 分 布 ,由 西向 东 抱 延 ,与 粤 省 丘陵 连接 ,在 地 形 上 向 有 “两 广 扎 
BZ. 低 目 氨 陵 适 于 种 植 柑 桔 、 SORTED, 且 往往 林木 茂密 , BORDER CR “ 

片 23) , 为 本 区 提供 木材 刚 源 及 发 展 养 畜 业 的 良好 牧 地 。 山地 环绕 于 本 区 边境 ,高 度 多 入 
1000 一 1500 米 亦 有 不 少 超 过 2000 米 的 高 峰 ， 周 高 中 低 ,盆地 形势 完整 。 五 峰 物 互 于 桂 东 

“ 北 , 支 豚 大 瑞 山 为 柳 、 桂 琴 江 的 分 水 岭 , 西 部 有 凤凰 山 , 大 襄 山 则 盘 中 于 左右 两 江 之 问 , 支 眩 
AM USAR MMR BDO ABADI, 西 起 十 万 大 山 , 东 至 云 开 大 山 。 二 
万 大 山 与 云 开 大 山 之 闻 为 一 侵 鲁 平原 ,为 桂 南 天 然 屏障 之 缺口 , 色 漏 山 与 萌 洗 岭 之 问 为 桓 

2“ 江 总 匿 的 梧州 平原 ,为 通 往 广东 的 主要 孔道 。 区 内 东 ̀  北 BS HSA YT A ST SE 
韦 省 ， 著 名 的 兴安 道 为 沟通 华中 、 华 南 的 要 道 之 一 。 南 部 由 了 肤 南 关 可 通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 ， 

e 63 。 



此 外 ， 西江 出 口 及 湘 桂 低谷 且 具 有 气 外 - 上 的 重要 意义 。 

J PME A EE SAG RN, RES, MBs, 局 亚热带 季风 气 全 

类 型 。 全 区 年 平均 温度 锡 20"0,， 因 受 线 度 、 地 和 形 、 距 海 远近 、 气 外 运行 的 特性 等 不 同 因素 
“的 影响 。 各 地 气温 有 相当 差异 ,大 体 上 温度 随 绰 度 的 培 高 而 表 减 ,北部 在 20"0 以 下 ,中 部 
在 20?0 至 22°C 之 间 , 南 部 剧 高 达 22°C 至 23*O。 七 月 平均 气温 多 超过 28°C, 一 月 大 部 
地 区 平均 气温 仍 在 10°C 左右 ,年 较 差 18*0, 较 广东 省 为 大 。 月 平均 温度 在 22°0 以 上 者 ; 
侍 区 各 地 多 可 达 六 个 月 , 桂 南 更 可 多 至 七 . 八 个 月 ,各 地 乞 对 最 高 温 上 骨 达 35"Q 以 上 , 夏季 ， 

“漫长 而 且 类 热 , 除 少数 地 区 外 ;无 显著 冬季 。 现 以 下 列 各 地 为 例 , 气 温情 况 有 如 下 霉 : 

| # * | oR |B 色 | 抽 w]e = be vt 
- + APY 28:5°C «+ 28 .1°C | 27.9°C 

— FOS % —--18.6°C | * 14.6°C 16.6°C 

. 20.8°C 21.8°C 22.3°C - 

41.4°C ~ 88.8°C 

~0.8°C roe te 7°C 

38.8°C 
RPG 

ADS) , MUN DIAL SH Aa AE AY 47 天 ， 最 长 可 达 一 百 天 , eC 
一 7 天 , 多 数 出 现在 12 月 间 至 坎 年 2 月 。 南 宁 以 北 霜 期 鞠 为 3 一 5 天 , Fate, 但 不 
一 定 每 年 有 霜 , 南宁 以 南 有 霜 日 数 在 3 天 以 下 , ABN, 三 年 不 见 下 霜 。 百 色 及 右 江 

。” 谷地 因 有 高 山 为 塞 潮 的 屏障 ,有 和 霜 日 数 更 少 , 适 宣 栽植 果树 ,甘蔗 等 经 济 作物 。 上 
广西 是 公国 著名 的 多 雨 区 域 之 一 ,年 降雨 量 平均 在 1000 一 2000 毫 米 之 间 , 有 些 地 区 超 

过 2000 毫米 。 雨 量 的 地 区 分 布 受 地 形 的 影响 极 大 , 位 于 背风 或 和 风向 平行 的 谷地 ， 年 降 
雨量 在 1000 毫米 上 下 ,如 郁 林 和 平原 年 雨量 仅 971.8 毫 米 ,而 在 迎风 山坡 的 年 雨量 剧 不 东 超 “ 
过 2000 2K, MAKE DAA WI BANA $8 DRY A Hk HIS Hy SHR 雨量 年 

'， 变 李 平 均 为 10—20% , KARA 50% A, 雨量 大 都 集中 于 4 月 到 9 月 ,估计 降雨 ， 

量 占 公 年 雨量 的 80 和 左右 ,特别 是 在 5.6、7. 月 最 为 集中 ， 夏季 雨量 欧 占 全 年 雨量 的 

局 时 本 区 石灰 岩 地 形 发 达 ， 潜伏 流 多 ， 因 此 , 本 区 雨量 虽然 丰沛 , WHR RRR. 

Sh) TEE aE, 每 年 四 至 十 一 月 (甚至 十 二 月 ) 吝 风 常 由 越南 东北 海岸 、 北 海 、 

汉江、 海南 岛 登陆 侵入 , 有 时 也 可 能 循 西江 河谷 大 侵 ， 由 于 地 形 的 影响 ， 各 地 下 均 风力 在 
一 .二 级 ,最 大 风力 北部 达到 玫 \ 力 级 ,南部 刚 可 达 12 BEDE, is 

K AKRAM ERA BRIER, sit Bet WATE A Ya eine 

Wi DAS 7K MEA) FR ETT BEA A EA, Be 95% DY EAA Peek, TK 

AWE HAY BRB iid, PSA Be I ZR Pe Te oie pk Sun TERM 

BAW BRKAB. 

ithe A SMIL, 发 源 于 云南 需 丛 县 以 北 的 黎 山 ， 在 桂 境 干 河 有 秆 水 河 、 PTA 

江 , 支 流 逼 布 从 区 ,其 中 最 大 的 有 郁 、 柳 、 桂 三 江 。 水 文 特征 与 三 东 大 体 类 似 ; 1, 各 河流 量 

丰富 而 流量 季节 变化 颇 大 , 以 控制 整个 西江 (广东 三 水 以 上 ) 流 域 93 多 的 策 水 面积 的 格 州 

而 车 ,最 大 流量 为 下 ,017 秒 公 方 ?为 黄河 陕 县 站 (22,000) 的 2.3 倍 , 每 年 总 流量 为 2476 亿 - 

1) 桂林 年 平均 变 率 为 13.9 儿 ,最 大 为 48% AEN 10.1%, SAW 49.8% (1028 年 ) ; HEME IY 13.9%, 
最 大 为 47.8% (1941 年 ) | RAB 17.8%, BA 00% (1914 47), 

es 6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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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为 国 江 (620 局 ) 的 天 售 D。 本 区 干支 流 中 , 总 流量 以 秆 水 河 为 最 大 ， 相对 流量 剧 以 柳 
这 为 最 丰 。 村 水 期 与 洪水 期 的 最 低 .最 高 流量 之 差 ， 除 疆 水 河和 黔江 变化 较 小 以 外 ,其 他 
“各 河 在 60 一 200 倍 之 间 , 差 别 大 的 可 达 500 倍 以 上 。 冬 季 是 普 逼 的 枯水期 ,梧州 最 小 流量 
仅 为 B10 秒 疏 胡 , 右 江 枯水期 ,水 深 只 0.2 米 ,影响 航行 ,而 夏秋 雨季 , 因 地 表 径 流 大 ,河水 ， 
暴 泪 ,河谷 低洼 处 易 泛滥 成 灾 ,小 河 支流 刚 往往 因 大 河 洪水 个 洪 而 引起 水 灾 。2， 广 西林 木 
-茂密 , 石 永 岩 分 布地 区 广 。 因 此 ,各 河 含 沙 量 甚 小 , 均 以 万 分 数 计算 , 灿 水 河流 经 峻 陡 的 落 ， 
Uh ES PRB ACHE, 所 以 ， 含水 量 为 至 区 各 河 之 冠 ， 但 亦 不 过 0.083 多 。 桂 江 流域 

GER AW BR, 如 桂林 最 大 的 含 沙 量 仅 0.03 匈 ， 由 于 广西 各 河 多 为 中 上 游 , 较 之 
产 东 河 流 , 其 特点 是 ,上 游 性 加 强 ,入 坡 较 大 ;峡谷 .险滩 颇 多 ,如 通航 条 件 最 好 的 江 江 亦 有 

， 滩 险 爸 处 , 桂 江 更 多 达 175 处 , WAIT HT. AMAA KORRES, 估计 蕴藏 量 达 
600 FEE, 其 中 红 水 河 为 最 大 , 如 忻 城 渡口 圩 一 处 朗 有 20 RE, FOAM IL RAK, ko 
左 江 上 游 挫 南 布 审 一 处 , 印 可 发 电 16.7 万 延 , 再 为 南 盘 江 ， Ses NLA ABO, 
tS BEE Ak Hs BR sy EA RS TSE RI 24) 。 
未 区 土壤 和 天 然 植物 具有 热带 、 亚 热带 地 区 的 一 般 特 征 , BSP HTH 

| Bi HET Ti LAPT RL ARE, HARASS Me TRA OR 
RA A RRA RE AIKA ( 淋 溶 黑色 五 灰 士 ) KL. PBL, Bee 
APCS, FEATS TURE ALE AL, RL, EAL A BE 
基 布 面积 最 广 。 黄 行 壤 分 布 于 东部 .中 部 ,南部 低 山 和 丘陵 地 带 , 沿 河 地 区 亦 有 所 网 ,土壤 
”肥力 示 高 ;一 般 磷 钾肥 特 缺 ,保水 力 弱 ,通气 性 良好 ,对 作物 生长 信 属 相宜 。 黄 秆 壤 分 布地 
区 ， 天 然 植被 大 部 分 破坏 ， 现在 多 种 植 痉 济 林 木 或 已 星 为 耕地。 桂 南 一 带 多 辱 红 壤 ; 桂 西 
AC HMO URAL HEY Ab eS ACIS SPA 5 THEE ARAL ae Ry DG, 
FTE te He HE ALI SUR, SB, RL 
MAAN ARS LAN LIS AT Ad He A FE 让 

未 区 因 地 处 低 竺 ,又 和 中 印 个 岛 相 接 , 热 带 慎 秘 易于 移入 , 故 植物 正 多 热带 种 局 区 内 
Mit Zh AFAR MESSER MOMS ARLE 西南 部 山地 天 然 林 属 
亚热带 季 雨 林 , 以 常委 半 叶 树 及 松树 为 主 , 竹 林 亦 颜 茂密 。 桂 东北 及 北部 山地 ,植物 种 类 主 
要 为 斜 叶 树 和 落叶 树 的 混合 林 , 常 符 关 叶 树 居 次 要 地 位 ， 主要 树种 有 杉 、 内 树 \ 楼 树 、 楠 订 、 

REAR DUIS DUELS, SPR AH ES Fy RETA A LEAK 
广西 态 产 种 类 多 ,储量 亦 颇 丰 富 , 尤 以 有 色 金属 矿 为 最 , 据 现 在 不 完全 的 资料 ,本 区 有 

丰富 的 儿媳 矿 ;分 布 在 融 安 ( 泗 顶 ) AE, A. IT, AR 
面积 的 锡 矿 Ich ms8o 、 钥 矿 . 金 矿 和 锁 矿 等 亦 有 相当 储量 。 锁 矿 分 布 在 河池 ,武宣 , 宾 阳 

Sik, $527 Wee a , 南 丹 等 地 。, 黑 色 金属 矿 旭 以 绎 矿 为 最 车, 大 歼 山 两 侧 地 区 储量 很 大 ， 
殉 以 桂平 、 来 宾 两 地 最 多 ， 煤 、 詹 分 布 面 广 , 储量 丰富 ,但 炼焦 煤 不 多 。 此 外 ,从 有 石油 ，, 磷 

项 石 以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产 。 
1 

(二 ) 历 史 地 理 概述 

本 区 开发 较 晚 ， 在 秦 代 以 前 ,还 是 棱 状 未 辟 ， 地 广 人 稀 ,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地 方 ， Be 

- f) SRR eA 18 页 。 
2) 见 广西 日 报 , 1958 年 3 月 18 日 。 



仍然 是 谓 多 当地 民族 部 落 的 聚居 区 。 

? 
~ 

ES LE, EVAR, WREST ee 从 现 有 和 史料， 

HE, HGRA ANI. FETT, TIBI, 在 记载 中 出 现 全 字 开始 于 南 

来 9， 信 族 人 民用 劳动 和 智慧 ,开山 群 难 ,和 汉 、 开 等 其 他 各 族人 民 共同 开发 本 区 ,制造 玫 

广西 的 历史 。 RES. ee aaa 

.中原 汉族 进入 南 岭 , 妈 于 秦 代 , 公 元 前 214 年 ， 秦始皇 派 遗 大 军 一 部 分 沿 湘江 河谷 至 

洼 江 流域 ,一 部 从 从 潇 水 谷地 到 车 梧 平原 ,发 郡 分 治 (桂林 和 象 郡 的 一 部 分 )。 留 居 在 全 区 oe 

By -E A BEDL A ABB ANTE TL ATLA HF BSE BU, 

;在 湘 桂 边 境 上 开 蔷 灵 渠 运河 (照片 24) ARATE AMC 贸易 、 移 民 、 灌 浙 - 

-等 五 面 , 都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公 元 4 年 ， 马 授 征 交 趾 , 主 力 沿 西江 到 郁 林 、 南 宁 、 龙 州 等 “了 

地 方 , 横 穿 广 西南 部 ,开辟 了 从 今 广东 ,广西 到 越南 北部 的 陆路 和 水 上 的 通路 ,便利 了 此 和 

民族 间 的 接触 和 文化 交流 。 瑶 亚 南 北朝 ,中 原 板 绪 , 战 雪 频仍 ,北方 人 口 大量 向 南 迁 敬 ;这 

人 进入 广西 ,大 概 都 聚居 在 西江 主流 若干 军事 据点 上 ， 四 有 周 仍 是 越 族 活动 的 天 和 当时 ， 

汉人 下 起 当地 民族 还 是 少 得 多 ;广西 西部 如 今 百色 地 区 ,宜山 地 区 和 原 当 宁 专 区 的 人 部 分 

隋唐 时 代 ,政治 势力 已 远 及 于 天 河 ̀  思 恩 、 宜 山 、 忻 城 、 上 林 一 带 , 且 在 兵力 不 及 的 : 

开发 立 构 摩 州 县 ,使 得 广西 西部 许多 少数 民族 部 落 和 唐 政 权 取得 了 联系 ;同时 ,又 尔 取 轻 

斑 薄 赋 政 策 ,发 展 耕 织 事 业 , 克 行 市 田制 ,在 容 县 , 临 桂 等 地 , EBT A, RK, 

4 534 LAE BARDS 5 UES PIS AIRIERR EEA TE BEBE», FERS 

Liyhin eet GETE AS, HARE ME BARBUS AL ET TCLs ek) AB) Se 

pie Bev We RS A RA HAAR WA KBR RT 

ANT FHC LEI RDUS AR UA SS J TAH SLL AR 

— pew TE Som CEIE TBR LBL SIE, UATE ABM SK Ae * 7A A 

Ke, MS WA TA: REE IS RSE STS SNES, 

JH MN LRG TELLIER 5 IN SON EI NSS LST GRE) We 

NL PIF SVC FEAR, BDA ASTRO, AVA TRE, EI PD AAR ETS 

eA, WBS EL MIGED EN RAAE, JOR TES, RA, ANS. 

gupta ts LBD BOR WS “BET” » HELA, IE TE EA FBO Be 染 积 等 手工 业 亦 有 

丰 应 的 发 展 ,芝麻 为 当时 主要 的 纺 狼 原料 ,桂林 、 象 州 纺 出 的 布 ,左右 江 流域 少数 民族 下 2 

HORT BWLD, EAT IEA BIST RUAN Fa GNA BARE Be 

TAIL SARNIA A RED Ae ai» 偿 人 已 用 作 主 要 的 交通 运 

黎 工 具 吕 ,但 家 业 的 发 展 仍 很 迟 绥 ,大 抵 让 地 已 广 种 水 田 ,山区 生产 条 件 较为 困难 ,和 2 

水 须 从 事 打 猎 。 居 住 还 不 很 固定 ,农业 耕作 也 非常 粗放 , 邹 在 桂林 一带 ，
 还 多 使 用 路 下 奏 

Sb EER LAKE, MLA RD PRR, HA AT BAT AR PE : 

利 。 2 
irs 

FENG Wi RR EYRE TE AEE CAR DEAT EI ALEK, RET 

1) _ FS y pep a ise BRR 1007 年 4 月 20\. 对 日 人 民 晶 报 。 
x 

2) Bj PUD RAIS’ OR, 8 FH
KE 

8) Wet, 
~ 

4) 公元 1049 一 1053 年 (SL HH) NT See BD HH 25 We 

5) 由 “广西 偿 族 历史 和 现状 ”一 书 ，18 A, RBH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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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业 收入 ,西南 部 分 得 到 初步 开发 ,但 是 对 于 少数 民族 施行 高 压 政策 , 激 起 多 次 的 反抗 , 明 
” 清 两 代 也 玩 用 这 种 反动 措施 ,特别 是 清 雍 正 时 施行 改 土 归 流 政策 ,刺激 民族 情 糙 ， 健 族人 
民 屡 次 反抗 ;而 反动 统治 者 动 琶 派兵 锁 压 ,战事 随 之 发 生 , 此 起 彼 伏 , 到 处 都 有 ， 而 且 非 常 
己 酷 ,常常 是 弄 得 千里 莞 车 ,田园 丘 墟 ,使 民族 疝 的 感情 非常 恶化 ,大 部 分 信 、 玉 等 少数 民 
族 逃 居 深 看 天 谷 ,与 汉人 老死 不 相 往来 ,本 区 经 济 发 展 大 受阻 碍 。 

为 开发 本 区 潜力 , 充实 西南 边 隆 , 明 清 两 代 , 在 公私 的 招致 下 移入 大 批 汉人 , 据 灌 阳 、 
A RG RASTA MME, AMM, BBE A RRS, 亦 有 来 自 苏 、 浙 、 
御 黎 、 蜀 、 岑 者 ,其 移入 路 线 主要 有 三 , 自 中 原来 的 , 多 淹 湘 江 过 灵 渠 ,入 桂林 再 下 括 河 或 
至 中 部 及 西北 各 县 ; 自 届 、 国 移 来 者 , 划 世 湖西 江 以 达 于 南部 支流 各 县 ; 自 蜀 黔 来 者 则 自 融 

” 江 而 下 至 柳江 各 支流 以 至 本 区 西北 部 及 中 部 。 移 民 规 模 相当 浩大 ， 移 人 人 人口 也 较 历来 为 
多 ,以 较为 肚 远 的 柳江 流 赴 为 例 , 自 光 糙 30 年 (1904 年 ) 与 比 正 年 间 (1723 一 1735 年 ) 人 口 

| ESE, ALUMI 105 倍 , 思 轧 增加 115 倍 , 河 池 增加 40 们 ， 天 河 增加 350 借 ,其 中 虽 有 一 
部 代 少 数 民族 ,但 移民 盛 刀 可 以 想见 。 
“ “这些 移民 进入 本 区 以 后 ， 大 部 分 布 在 交通 便 次 地 势 下 夷 的 地 方 ， 同时 碎 其 较为 先进 的 
JOU OR, 逐渐 改进 本 区 落后 的 生产 面 通 , 因此 , 有 清 一 代 , 本 区 经 济 发 展 天 不 平 
Bi, WPM EAAAS EAE SSH BE, tH, REIL , 集 葛 程度 较 高 ,有 固定 耕地 ， 
已 经 出 现 条 至 分 工 , 对 赫 牛 ,水 利 施肥 以 及 种 植 都 有 翅 验 >, 东南 部 广泛 种 植 甘蔗 、 棉 花 等 

- 省 济 作 肠 , 稻 作 丰盛 ,多 种 一 造 ,而 西北 山地 则 街 为 刀 耕 火种 盛行 区 域 ,开山 耕种 ,三 年 一 
换 六 或 者 " 民 无 定居 光一 、 三 年 一 徙 ”以 杂粮 种 植 为 普 吉 , 手 工业 如 都 安 、 隆 山 、 郎 马 的 纱 

RG FS PAE RS PES IR, EE HOARE AA ARE TW, lila 
很 高 的 声誉。 

1889 年 中 法 之 投 后 安南 答 亡 , 龙 州 开 为 商埠 ,1894 年 南宁 疏 关 ,1897 年 梧州 亦 开 为 
通商 口岸 ,英法 帝国 主义 势力 还 半 侵入 本 区 , 本 区 经 济 亦 发 生根 本 性 质 的 改变 , 成 为 帝 匡 
这 义 的 原料 熔 取 地 与 商品 推销 场 , 入 口 货 全 系 工业 品 或 定制 品 以 棉纱 、 棉 布 及 燃料 为 多 ， 
出 瑟 货 届 为 原 料 与 安 产品 ,如 矿砂 稻米 桐油 等 。 自 1911 年 以 至 抗战 前 夕 , 年 年 入 超 , 最 

. 多 时 虽 达 侍 区 进出 口 贸 易 总 值 的 1/5 强 , ARASH, 使 本 区 陷于 民 穷 财 尽 。 1921 年 
以 来 军 阅 连年 混战 ,人 民生 命 财产 之 损失 不 可 胜 计 。1931 年 以 后 ,李白 菲 军 借据 至 境 , 历 
AN TEAR, BAT EG, BOS EI BN, AOL, 酒精 

“ 厂 尽 及 梧州 的 硫酸 厂 等 以 销路 、 原料 两 成 问题 得 受 舱 来 品 之 排挤 ， 时 辍 时 停 ,徒然 浪费 人 
RE. 

未 区 为 矿产 丰富 的 地 区 ， 清 代 以 前 ， 大 都 民间 自由 采掘 ,剧本 微 少 , 技术 低劣 ， 产 量 不 
多 。1907 EF RAN MALT, ZAHN CET LMT, 民国 以 来 ,由 政府 开采 的 还 有 
富 ̀ 餐 便 锡 矿 及 丹 池 锡 矿 。1913 E,W Bit, OSS SMa, 水 区 开采 事业 , 随 之 大 
为 兴盛 。 截 至 1937 年 7 A, 本 区 已 注册 的 大 矿业 公司 共有 315 个 , 矿区 面积 186 万 余 公 

| HDT KARE) eT HES nS 9 8H G8 GE AGH, Be, AE, FRR Sa, 
煤 、 铁 …… 等 其 中 以 金 、 锡 、 镶 、 锁 开打 最 盛 。 本 区 矿业 在 经 济 中 占 重要 地 位 。1937 年 占 
出 口 总 值 的 30.34 多 ,但 近代 化 的 和 采掘 与 矿 治 机 械 避 备 ， 则 本 为 缺乏 , 大 部 以 原料 形式 输 
出 广州 转 香 港 , 完 公 为 帝国 主义 服务 ,矿业 之 兴 刻 , 亦 完 公 受 国际 市 场 的 控制 。 

芒 “ 广 西 似 族 历史 和 现状 >, 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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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UD HEE, POE ZARA AK A ZS 

A, BFA ORE RAAR, ARAMEMRARE , Be FITS eM, ~ 

AKIRA aE A, AE SET, Ee a Es RT 
URE MU BAG POEL, AK URGE, LO Ay I, BE LI 
EBA ABMS BK, BRKT" VAS LD, A SEB 
ZR WAAR RE, PP, 本 世纪 初期 ; SON Ale 

ee oe ep Ce im salt 

me 

Sa (Au WLS) SE HEE , KA fs UNSER LSE 1933 AEA LR 
AEE, (AVE ZO IE , HRI 汤 式 请 稍 才 下 和 本 小 

全 2 - 

<a Se ~<a 7 > 2 ee LC 

{BIS IFIA DIK, KR HA ERR A, HERP aa, Hee 9 
FER F de TEE MBA FPR BARRY. : 

JPR SMAB, RE ERIS, BRE, HERE, KEE R, ps NRE | 
RB. MUSKRELRHKS, 1930 ,1981, 1932 年 及 1946 年 均 有 较 大 的 水 旱 代 ;元 以 
- 1931 年 及 1946 Py BIS, 1931 年 受 水 穴 痢 达 49 县 ,旱灾 62 H, Bev His 8,000.4 

| AB. AR EB MAD ee LBD ET LANL, WIS ER 
BR, 1946 年 大 突 更 是 震惊 全 国 , 受灾 面积 达 全 区 2/3 ,-LRERAIARWA. WH - 
FERPA RAAT IR, TEESE, WK EER, ME 
42 1932 2 8 月 大 水 , 9 月 又 受 旱 灾 ; 横 县 6 ARK, TAMER), PL BRE 
水 库 , 在 本 区 农业 生产 上 实 为 非常 重要 的 问题 ,但 反动 竹 治 者 ,漠视 民 疾 , 不 加 重视 ， 虽 在 ， 汪 
宜山、 田阳 ,柳州 . 荔 浦 , 永 笨 等 处 ,有 少数 小 型 水 利 工程 ,但 灌 误 面 积 很 少 ,杯水车薪 ,无 小 ra 
FH, AR BR ERINB WA IL EAE, IT ( 买 青 者 ) eT 
破产 , RRA, 耕作 技术 无 法 革新 , 因此 , AK ere 4 i Ck A: 
1935 年 单产 为 2.51 石 而 公国 为 3.3 石 , 部 羽 单 产量 最 高 年 的 304 斤 ， RGF RA 
%), SKREFEREAK. . 
此 外 ,历史 上 民族 半 的 歧视 与 压迫 ; 亦 影响 未 区 经 济 的 发 展 , 清 中 叶 以 后 ， 本 区 兄弟 民 

族 大 都 匿 居 山 译 间 ， 以 种 山西 林 为 生 ， HEB, Wu RA ARES FEF 
HRA. 

cORAON ARBCILEGIF SML SEA BIS ARKO 230 余 家 。 159) 25463 
VE, SACRE A EES, — ER ERR, 1940 SEMEL AEDTSERR SUM FESS 
ERAS Lb, BSBA, 1944 年 湘 桂 战 事 发 生 , 本 区 大 部 渝 路 , CA 
XE JIE, BUFR IN SH, EEL Paris, 艇 燃 程 度 葛 达 80—90% , 本 区 工业 破坏 
殖 尽 。 胜 利 以 后 , 虽 有 兴建 ,但 天 都 规模 狭小 , 纸 费 困难 ， 而 农村 中 ， 屡 遭 乓 匪 掠夺 已 极 成 ， 

， 破 。1946 年 天 突 ,天 花 霍 乱 同 时 流行 ,加 上 反动 统治 垂死 挣扎 , 横 征 暴 佑 , Re, 到 解 ， 
。 族 前 夕 , 宏 业 生产 水 平 更 形 降 低 , 水 稻 单 位 产量 仅 及 战 前 的 1/2 5, 从 最 高 的 304 打下 降 
为 180 市 厅 , 其 琴 败 可 以 想见 。 

有 着 光辉 划 命 传统 的 偿 族 人 民 , 不 仅 和 汉 、 这 等 兄弟 民族 起 共同 开发 了 广 西 ,而 且 
在 抵御 外 侮 、 反 抗 统 治 阶级 压迫 的 斗 年 中 , 也 和 其 他 各 族人 民 一 省 并 局 作战 。 如 19 be 

汐 根据 不 党 ele Ot HA. 281 年 一 1857 年 CER GER FEARS 七 年 )， 最 大 水 灾 邢 60 次 ， 时 关中 

Reo MAT A 976—1887 tf eRiF) AK 22 RK, HF 12K, 

2) 见 广 西 经 济 建 设 手册 -1947 年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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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时 ,反对 满 清 统 治 的 太平 天 国运 动 和 公元 1889 年 中 法 之 役 ， 都 全 出 现 过 多 少 次 可 歌 可 

TSE EEE, FEAR RAE iy (MPRA RIESE REE Rahs 

REE, IMT ERS, ADA AE FRB 1949 年 全 区 获得 解放 后 ， 

备 受 反动 统治 摧残 掠夺 和 战 委 破 坏 的 经 济 , 开 始 获得 迅速 的 恢复 与 发 展 。 

三) 居民 

"PO Be PAE DUO WR BW AEM 治 区 , 1957 HAKAN 19,402,621 A, | 
“攻占 华南 区 总 人 口 的 23.38% , erik PEAT 7,088,048 人 ， 占 自治 区 总 人 口 的 36.53 多 , Ms 
FRY Ai MBH 97 ,12 多。 据 历史 记载 ,在 清 初 以 前 , 广西 全 境 仍 为 鸽 族人 民 活 动 的 
区域, 现 从 布 在 公 区 的 70 个 县 5 市 , 除 套 沅 县 无 全 族 、 桂 东南 10 个 县 市 及 灌 阳 、 全 县 、 兴 
RRA LDR A”, 所 有 各 县 市 均 占 一 定 比重 , 尤 以 桂 西 各 县 聚居 最 为 集中 ， 如 隆安 
«BMAP Hy 99.8% ,请 西 县 全 族 占 总 人 口 99.2 多 ,天 等 、 德 保 县 占 98 匈 以 上 。 全 族人 

。 尼 很 早 就 区 事 农业 , 先 山 傍 水 而 居 、 多 植 水 稻 、 是 我 国 历史 上 很 里 学 会 种 植 水 稻 的 民族 之 
三 ,所 以 ,有 些 地 方 称 他 们 为 “水 户 ”, 居 住 山区 的 , 除 水 田 外 , 双 种 旱田 和 舍 地 ,全 族 家 发 使 ， 
用 的 生产 工具 和 种 植 的 作物 种 类 ,与 当地 汉族 农民 大 体 相同 ， 在 长 期 的 反动 统治 下 , 鸽 族 
大 民 深 受 压 迫 ,生产 力 发 展 遭 受 束缚 ,耕作 焊 放 ,直至 解放 初期 ,大 多 数 信 族 人 民 倚 无 种 杆 

| 两 季 水 稻 的 避 惯 , 积 肥 、 施 肥 考 亦 少 ,山区 居民 则 多 种 植 杂 粮 ， 井 从 事 二 特产 生产 ,经 济 生 

AA. Mia, FOE BCE REF , 1952 4E EEE DEIR EK IE Be Hl 
自 党 区 ， 1956 EH IN, USES, PEGE AUB EOS A RSC AEE 
PILE, BAU T MAHEKA RERAMHEAAT, BERR 
«ABATE SUE) HE AR RE, a iialabi a a tea 
现 了 他 个 当家 作 主 的 权利 (照片 25) 。 

” ， 广 植 便 族 自治 区 内 人 口 最 多 的 是 汉族 , 共有 1,363,546 人 。 占 自治 区 总 人 口 的 
58.67% (1967 年 )。 汉 人 大 都 来 自 中 原 及 湘 、 疾 、 闽 、 粤 等 省 , 沿 湘江 或 湖西 江 而 上 ， 散 布 
扩 桂 江 、 柳 江 ̀ 涪 江 等 流域 ,所 以 ,汉族 的 地 区 分 布 以 东部 为 最 多 ,. 中 部 次 之 ， 西 部 最 为 稀 
少 , 俱 、 汉 两 族人 民 相 处 2000 FE , HRA SEANSER AEE PUB Se, 民族 
威 情 融洽 ,在 低 济 上 则 互相 支援 ,彼此 帮助 ,广西 经 济 的 开 性 .繁荣 和 发 展 是 汉 、 健 族 以 及 
“其 他 兄弟 民族 轩辕 合作 的 成 果 。 
， 区 办 除 全 、 汉 两 民族 以 外 ,还 有 下 列 各 兄弟 民族 ,1957 7 年 共 950 927K, Pe ESAS 

”点 公 区 面积 的 10%-。 
% 族 484,280 人 回族 10,301 人 
Wi 族 219,840 人 (RR IK 4,317 A 
Me WR 148,424 人 水 家 族 1,339 人 
低 老 族 44,666 人 fe fei 303 A 
毛 难 族 | 24,235 人 其 他 少数 民族 了 13,192 人 

Hehe Mik RAK 62 Ba, stp Ga, BAe RRS RAD BE 

的 84 勾 。 解 帮 后 ,在 鳌 族 人 民 聚 居 的 地 区 ,先后 成 立 了 民族 自治 县 , BAAR 

1) 桂 东 南 10 县 市 : 普 梧 ,梧州 市 、 LPT TEAK ACO RR PRS 陆川 ， 们 族人 口 为 10 一 700 人 不 等 。 
见地 理 知 六 57 年 8 月 广西 傍 族 一 净 。 

e。 69 。 



“县 ,都 安 殉 族 自治 县 ̀ . 巴 马 玉 族 自治 县 。 以 及 和 其 他 民族 联合 建立 龙 胜 和 隆 林 二 个 民族 自 
- 治 县 。 隐 族 是 一 个 比较 古老 的 民族 ,最 早 居 住 在 五 岭 以 北 ， 以 后 迁 入 岭南 2， 殉 族 有 自己 

的 计 言 ,有 光荣 的 革命 历史 ,解放 前 ,遭受 历代 和 统治 者 的 残酷 压迫 ， 泡 济 上 异常 落后 , 开 民 
ZEBRA ALK ,以 耕种 和 种 植 林木 为 主 ,生活 极端 贫困 。 近 几 年 来 ， 瑾 族 地 区 已 先 、: 

| Se 
. 
二 

后 实行 了 土地 改革 和 宏 业 合作 化 , 贯 微 林 灾 并 重 , 发 展 多 种 经 济 的 方针 。 殊 族人 民 的 构 济 

ARGO ARAM, NILE LU A OUR FEELERS : 
- : < : 人 了 

- 广西 民族 分 布 图 ‘4 

; 

广 : 此 图 参 改 广西 日 报 |958 年 3 月 2 a BeRRAHS : 

”转交 广西 民族 分 布 加 ae: a 

苗族 的 地 区 分 布 , Je UN, UAT SER, DOE, SUA 
自治 县 、 龙 胜 各 族 自治 县 及 大 源 县 为 最 多 ， 用 有 128,215 人 ， 占 自治 区 苗族 人 口 总 数 的 ” 
63 多 。 隆 林 各 族 自治 县 及 大 新 县 等 地 亦 有 分 布 。 据 襄 , 广 西 苗族 原来 聚居 桂 北 一 还 因 
受 汉 族 统 治 者 的 迁 迫 ,逐渐 退 居 山 地 ,和 纸 济 落后 ,耕作 方法 亦 极 原 始 , 以 “种 山 " Joh BR 
粮 外 栽培 杉木 及 油 桐油 茶 等 经 济 林木 ,苗族 信 民 入 富 林木 栽培 技术 经 验 。 a f 

“侗族 集中 聚居 于 三 江 侗族 自治 县 ,大 划 山 苗族 自治 县 , 龙 胜 各 族 自治 县 ,与 贵州 .湘西 
的 侗族 联 成 一 片 。 侗 族人 民 除 种 植 水 稻 外 , 还 往 营 林业 。 解 放 以 前 ,耕地 和 辆 林 多 操 在 地 

” 主 手中 ,劳动 人 民生 活 非 常 贫困 。 解 放 后 , 由 于 实行 了 土地 制度 的 改革 和 开展 互助 合作 运 
动 , 农 林业 车 产 落 后 的 状况 开始 有 了 改变 。 Kes as 

He fhe Fe, RE ER EF 7 SE ARI PAIL EL, EM 
KEBABS BAS, SEPA FUE BEE. RE ARBRII 
ATH RSD Eb sh BH) WE RS PE RAE BB ae Paes 

« 

1) A“; Pash PRR AE BAR 1957 46 4 O21 8,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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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 反动 攻 治 阶级 ,在 广西 推行 大 汉族 主义 ,对 各 兄弟 民族 实施 民族 压迫 、 同 化 的 政 
。 策 ,造成 各 少数 民族 经 济 文化 落后 的 现状 ， 造 成 民族 问 的 长 期 互 不 信任 ,仇视 与 玖 杀 。 解 
。 帮 后 ,在 正确 执行 民族 政策 的 基础 上 ,根本 改变 了 各 民族 问 的 关系 ， 现 在 广西 各 族人 民 紧 

Seb PARSE AE PY ,为 建设 广西 而 页 献 各 自 的 特长 和 智慧 。 
所 西 德 族 自治 区 雹 济 开 发 较 晚 ， 人 口 比较 稀少 , 1957 年 平均 每 方 公里 狗 90 A, SHAE 
手 华南 区 其 他 各 省 ,区 内 人 口 分 布 以 东南 部 分 为 最 稠密 , 洗 、 郁 江 流域 平原 面积 颇 广 ,排水 
灌溉 等 条 件 较为 优良 ,耕作 和 集 狗 。 为 本 区 主要 水 稻 产 地 ， 且 为 本 区 通 往 广 东 的 主要 孔道 ， 

， 汉族 历代 迁 来 较 多 , 痉 激 开发 较 早 。 因 此 ,人 口 最 为 密集 ,平均 每 方 公里 达 200 人 左右 ,局 
Oe sas (如 都 林 平 原 ) 可 适 800 AD, eR GAC Kh, PARED 

.交通 不 便 , 开 改 历史 短暂 , 所 以 , 地 广 人 稀 , 每 方 公里 傈 不 足 50 人 。 其 余 广 大 地 区 , 人 口 

_ 46100 人 以 下 ,只 在 河流 两 岩 台地 或 河谷 平原 处 ,人口 密 度 可 达 100 二 200 人 ,如 桂 

cat 有 郁 江 中 游 以 及 左 、 右 江 沿岸 等 地 区 。 

每 方 公里 人 口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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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SADA 

本 区 城市 不 发 达 , 1957 AoA kA 1,684,303 A, SRAAA8.68%, KAR 

有 大 城市 ;全 区 拥有 十 万 人 口 以 上 的 只 有 南宁 桂林、 柳州 .梧州 四 个 ， 其 中 南宁 市 入 口 最 

多 , 达 228,848 A”, 其 他 人 品 在 万 人 以 上 的 有 百色 、 SEPA, ABR, 贵 县 、 王 林 等 十 万 个 城 

锁 。 这 些 城镇 多 分 布 在 铁路 沿线 、 沿江 两 岸 或 水 、 陆 交 通 便利 的 地 区 ， 大 都 为 宏 林 土 特产 

唱 的 集散 地 和 转运 中 心 。 此 外 ; BK AA 200 个 左右 的 千 估 以 上 万 人 以 下 的 中 、 小 城镇 ， 

1) 不 包括 郊区 乡村 人 口 。 



_ 区 建成 了 七 十 五 个 新 的 厂矿 。 到 1907 年 工业 产值 比 1950 年 增长 二 悦 合 ， 比 1952 年 夫 

散布 在 家 区 各 地 ,是 联系 附近 农村 经 济 的 据点 。 

(PD) RSF : 

Pope,
 AVERT IN, RRAREELG » ALIFE ATTIC ARS SHEN 

Ye EIN SF DEL, ASF 7 EACLE LL BLY 28 RS Fy RIS » 

BC PLAINES ACL BA ah 600 家 ， 多 为 小 手工“ 守 

业 。 宏 业 生产 水 下 亦 相当 低下 , 赫 作 技术 非常 原始 ;西部 三 入 山 RK RAT TIBI. 

[Fito FA APTS ASS ET HH SEL | | 

SPH SLJE EBERLE FEHR T REUSE AGE LAP, JLAR AR FEE MABE AERA | 

WARS E VBE WIEN LE, ARDS A, PSB OGE DHEA, SPREE BTR 

se PHT RS PLA FE te LA, BI 1907 年 为 目 ， 全 区 耕地 面积 比 解放 前 

护 天 490 万 雷 , 播 种 面积 扩大 2035 万 亩 。1957 年 粮食 产量 达 108 亿 斤 ， 比 解放 前 的 最 高 

年 产量 (1933 年 ) 十 加 了 48 匈 ,粮食 不 但 可 自给 , 且 有 余粮 梳 出 ,改变 历史 上 缺 粮 现 象 fe 

we oe HE Ny TL LT AOE, LOBT 年 全 区 油料 作物 产量 达 279 万 担 , 长 1949 46 #4 Ii 

121 双 ， 比 战 前 最 高 年 产量 (1933 年 ) 增加 将 近 一 倍 ， 甘 蔗 总 产量 也 由 799 年
 的 827 万 

担 跃 进 到 1907 年 的 1667 万 担 , 培 加 一 倍 ， 其 他 如 麻 、 荣 、 烤烟 等 作物 都 有 很 大 的 发 

ee 7 | | i ge 

+ > 

JDC CVS SENN ACE TO SOE EE — PAA “ 

“长 3 榈 。 为 适应 工农 业 生产 的 发 展 ; 交通 建设 方面 也 突 Wh, 1907 年 已 通车 的 公路 等 

于 解放 前 最 高 通车 里 程 的 2.5 倍 ,铁路 通车 里 程 等 于 解放 前 的 2. 72 Ho 广西 经 济 的 迅速 

发 展 ,已 从 根本 上 改变 了 人 们 认为 广西 是 边区 莫 及 ,每 将 落后 的 旧 观 念 。 + ER ae 

在 1958 年 全 国 大 跃进 的 形势 了 ， 本 区 经 济 发 展 更 一 日 千里 。 1958 年 粮食 获得 窑 前 ” 

大 丰收 ,总 产量 比 1967 年 二 长 一 倍 多 。 工业 生产 ,根据 上 牛 年 统计 ,区 、 专 、 县 、 乡 证 各 般 。 : 

所 拟 办 的 工业 项 目 , KADY 27 万 余 个 。 总 投资 等 于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时 的 三 借 2。 一 个 以 

钢 为 大 的 他 党 全 民办 工业 的 高 湖 正 在 乘风破浪 地 前 进 。 工 农业 大 跃进 已 使 原 % 人 、 人 (e 

作 肌 不 能 适应 生产 的 需要 。 于 是 他 区 出 现 了 人 民 公 下 化 的 高 滑 ， 从 8 月 下 旬 起 不 到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 全 区 就 已 实行 了 公 下 化 。 | | Ae ek ck 

“fe DK ss Ate, 栽培 着 许多 价值 很 高 的 性 喜 温 暖 的 亚热带 作物 ， 如 水 利 、 
甘蔗 、 油 二 

deg 油茶 APRS 匣 枝 .小 臣 、 香 蕉 等 ,此 外 还 有 橡胶 ̀ 荔 啡 、 香 大 等 热带 作 胸 分 布 在 征 南 部 : 

区 ”这 些 名 贵 的 安 产品 ,无 给 在 供 国内 消费 上 和 出 口上 ,都
 有 着 极 大 的 意义 。 coi 

44 BS RR I PE ED EAE ASE» EE 

。 广西 国民 经 济 中 的 重要 部 门 。 本 区 藤 糖 生产 在 至 国 仅 隶 于 广东 \ 四 川 和 福建 ,是 我 国 主要 ” 

的 产 糖 区 之 一 。 
ce 

ADR AAT EE WOLF” SEU, Le AL LM Be PAC TL PO i 

BREE, Sel fe REE AS EW AUB» HUAI 2 A Fs 

居 对 国 第 二 位 , 早 在 300 EM, AKBT LATA, 锡 产 量 一 向 仅 灵 于 云南 而 居 公 国 第 二 

位 SEW HEISE UAE GIR TFTA ,为 至 国 最 大 的 经 矿区 ,锰矿 和 煤田 分 布 接近 , 且 离 然 3 

再 BPA, lose 年 7 月 7 日 。 

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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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ee, 机 械 工 业 均 有 发展 前 途 。 ， 

1. 农业 

see Ae A BEAT, ERK ALTE LE HOE 
Wh, 未 区 发 展 农 业 具 有 良好 的 自然 条 件 , 卉 内 气候 温暖 ,雨量 充沛 ,生长 期 篇 长 ,各 种 农 作 
TET AE FHA = 94, HR 1957 年 统计 ,从 区 有 37986 万 调 的 耕地 (水 田 占 64 多 , 旱 
地 二 86%) , 占 土地 面积 的 革 .2% ， 森 林 面 积 达 2400 余 万 亩 , 占 7.5 匈 ,除了 狗 21 多 为 石 
Wh, EAT 13,000 余 万 亩 是 问 由 落地 ,可 供 利用 ?3。 

本 区 土地 星 殖 程度 低 于 华南 区 其 他 各 省 , 除 西江 沿岸 平原 地 区 及 中 部 柳州 .未 宾 一 带 
© 赫 地 平均 占 土地 面积 超过 20 多 以 外 ,境内 广大 丘陵 地 区 一 般 只 10 多 ,而 西部 凰 斩 , 太 韶山 

”等 高 而 地 区 ,耕地 比重 更 小 ,多 在 5% 以 下 ,由 于 明 殖 指数 不 高 ,平均 每 人 占有 耕 地 2 HAE 
右 ; 桂 东南 各 县 ,人 口 稠 密 , 每 人 平均 耕地 不 足 两 军 , 有 些 县 分 如 罕 滩 、 容 县 等 更 低 至 二 亩 
以 下 , 竺 西西 南 则 地 广 人 稀 , 每 人 平均 耕地 可 达 4 调 左右 ,其 中 代 宁 、 崇 左 . 大 新 等 县 旭 在 
瑟 调 以 上 。 各 地 劳动 力 充裕 程度 的 不 同 ， 影响 农业 生产 集 葛 程度 的 地 区 差异 。 

”， 、 从 本 区 自然 条 件 看 来 , 除 极 北部 高 塞 地 区 和 少数 水 利 条 件 极 差 的 地 区 外 ,其 余地 区 均 
可 二 年 三 熟 或 二 熟 。 但 过 去 由 于 封建 制度 和 小 农 沟 济 的 限制 ;对 土地 的 利用 达 很 低 , 大 部 
分 宏 田 盛 行 一 年 一 琢 制 ， 只 有 南部 少数 地 区 实行 一 年 两 熟 或 一 年 三 熟 。 解 放 后 经 过 农业 
衬 会 主义 的 改造 和 赫 作 制 度 的 改革 , 复种 指数 已 由 1949 年 的 187. 全 多 提高 到 1957 年 的 
168.2% , 877m 22.4% , (ABA 29.5% 的 耕地 是 一 年 种 一 季 。 

1) RAR Bik, 1956 年 9 肖 28 A, Rae ERA KAR 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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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CH E RRM MURR, Hak oem 
产量 都 很 低 , 如 1957 年 全 区 每 一 种 植 亩 的 平均 稻谷 产量 仅 达 258.7 JT 108.9 JT, 

HEA: 2968.7 Jr, SEAR 173.7 斤 , 均 低 于 广东 每 调 产量 。 到 1958 年 ， 由 于 奉 区 家 。 
民 人 发挥 了 高 度 革 命 干劲 ,大 力 兴修 水 利 , 大 量 积 肥 , 大 量 深 翻 改 土 ,进行 选 种 密植 和 加 强 轩 

间 管 理 ,产量 迅速 提高 。1958 年 全 区 早稻 每 亩 产量 达 507 斤 , 比 1957 年 每 种 慎 亩 产量 担 

高 95.9%, ASRS ATOR, 高 产生 星 "每 亩 可 产 稻谷 18 万 斤 ( 环 江 县 

秆 族 到 入 )， 创 公国 水 稳 丰 产 最 高 相 录 。 由 此 可 见 , 只 要 发 挥 全 区 灾民 干劲 ， 做 好 士 、 肥 、 
水 . 密 、 种 . 管 等 项 工作 ,生产 潜力 还 可 大 大 发 挥 。 本 

， 兴 修 水 利 对 于 发 展 本 区 农业 生 产 具 有 特别 重大 的 意义 。 本 区 雨量 分 布 不 均匀 ， 目 暴 
雨 集中 ,境内 山 多 岭 陵 , 丘 陵 广 布 ,喀斯特 地 形 发 育 , 加 上 长 期 泊 伐 森林 ,放火 烧 山 , 判 草 积 
肥 , 以 致 引起 严重 水 芋 流 失 和 山洪 实 害 。 各 天河 多 未 修筑 坦 防 ,洪水 季节 河流 泛 泪 ， 汗 地 
排水 不 赐 , 同 时 ,在 反动 统治 时 期 ,水 利 蜗 施 极 差 ,所 以 ， 旱 涝 灾害 长 期 成 为 本 区 家 亚 生产 
的 严重 威胁 , 尤 以 旱灾 为 甚 , 春 、 秋 旱灾 均 坟 严 重 , 如 1954 年 的 秋 旱 从 6 KERB) 8 月 底 ， 
19 硬 年 的 春 旱 从 头 年 冬天 延续 到 当年 的 4 月 下 旬 ,1958 年 的 春 旱 更 从 去 年 冬天 延 入 到 当 - 

年 的 6 月 ,不 少 地 区 干旱 长 达 从 九 个 月 ， 最 高 受 早 年 受 SA Ls 2K PHI A 45% , 

常年 亦 有 400—700 万 亩 。 解放 以 来 , 本 区 积极 兴修 水 利 , 到 -1957 年 目 ， 灌溉 面积 共 达 

1292 万 亩 ,加 上 解放 前 原 有 的 708 万 亩 ,共有 2000 万 亩 , 几 等 于 解放 前 的 三 倍 。 目前 , 灌 

浙 融 施 中 以 河渠 比重 最 大 ， ER se TAGS RIES, 机 械 提 水 或 备 多 用 于 百 

色 地 区 及 桂 江 流域 。 

本 区 雨量 充足 ， 河 流 密布 ， 水 利 套 源 藉 藏 丰富 。 FETE PUT : 

e 74 。 



多 

， 2800 亿 公 方 2 为 黄河 的 5.7 倍 ， 长 江 的 I1/4 强 。 除 西江 主流 外 ， 境 内 还 有 中 小 河流 达 
100 多 条 , 如 能 充分 开发 这 些 河流 的 水 利 奏 源 和 充分 利用 本 区 大 部 地 区 丘陵 地 形 的 特点 ， 
ARE NY LK ARIE, ALT AEE Th BEA 
dg Goh Fe A OK WL EWI IR 

。 粮食 作物 在 本 区 农业 生产 中 ， 占有 首要 的 地 位 ， 1957 年 占 公 区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86.1%, tee 玉米 BATA BE, SEAT BES MIT ATL BL 86.8%, 粮食 作物 
构成 如 下 者 : 

f 二 

fe --，。 移 播种 面积 (市 亩 ) | RAM REARS 、 

66,152,070  : Hea 100 * 
33,908,904 ° 和 60.39 
8,328,892 14.88 

, 2,918,019 5.19 
6,270,062 11.17 
4,781,198 , 8.42 

夭 合 是 本 区 主要 商品 粮 之 一 远 自 清 初 歼 正 年 间 (N70 1723--1735) PEAK Be HES Cle ow De 

$e? RMS TE LLB Ge DIT, Oa AR BL EAA EF SER TR 
二 “至 抗战 前 数 年 , 每 年 办 出 平均 在 百 万 担 上 下 "9， RPS RAS, FR ba 

ese RAR. 解放 后 , AK RA en Fem , 1953 Fag \ AES BA PAAR 343 PDE”, A 

天 
é/ 

RBS BAK eA HE AEE. Ee, BS KT, BEAR CCE Tk ERR RE 

” FARA, ARIS RAIL A ROK YM 

AFAA RIESE BU ED, HH BEER BA PR SK 
之 一 ,在 灌 浙 条 件 较 好 ,水 田 比重 较 大 的 东部 各 县 ,分 布 较 多 (照片 26) . 大致 在 天 峨 一 柳江 
一 侣 宁 一 条 明 弧 形 曲 线 以 东 地 区 , 除 少数 山区 以 外 , 均 占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和 多 Db AEE 
”江都 江 流 域 及 餐 江 、 桂 江 、 柳 江 下 游 平 原 更 高 达 70% DLE, 1968 BAK Ny ee 
。” 量 为 507 斤 。 由 于 区 内 南北 ,东西 气温 .雨量 颇 不 一 致 ,各 地 劳动 力 分 布 及 耕作 习惯 亦 有 不 ， 
© 同 , 因 此 ,水 稻 栽培 水 各 有 异 : (CL) 双 季 水 稻 主要 植 于 桂 南 , 如 沽 江 流域 达 95%% 以 上 ; 双 季 稻 

Fy BU PSE, RR EAE 2 月 中 下 旬 ( 雨 水 ) (南部 泽 江 流域 ) ,最 迟 不 过 4 月 初 (清明 ) 
《 奈 北 部 桂 江 流域 ) ,收获 期 在 7 月 初 (小 暑 ) 至 7 月 下 旬 (AB) ZI, RRS Ay 
至 6 月 初 (小 满 . 蕊 种 ) 播 种 , 10 月 下 旬 ( 霜 降 ) 至 并 月 初 (立冬 ) 左右 收成 。 播 种 ,收获 期 
一 般 均 南 早 北 迟 ， 相 差 一 到 二 个 节气 , 桂 北 晚 稻 收 成 最 迟 ,要 选择 早 . 中 熟 品 种 ,才能 解决 

生长 期 短促 的 问题 。 单位 面积 产量 一 般 早 稻 高 于 晚稻 ,全 区 除 左右 江 流域 外 ， 是 稻 种 植 

面积 均 大 于 晚稻 ,其 中 , 桂 东 北 早稻 单位 面积 产量 最 高 ,晚稻 单位 面积 产量 妈 以 桂 南 为 最 。 

《2) 单 季 水 稻 以 地 势 较 高 ， “组 较 低 的 桂 而 北 为 主要 分 布地 区 ,中 部 及 桂 西 各 县 因 水 源 不 
. 

1) Ay PEA dR, 1958 年 3 月 切 日 

2) 见 教 学 与 研究 1955 年 第 六 期 35 页 。 
3) 张 先 乔 著 :广西 经 济 地 理 , 43 页 。 

4) FRIESE: 广西 粮食 问题 , 4 一 8 页 ,稻米 总 消费 量 为 44,731 ,350 THA, BAL By 43,937,980 Thin, 两 者 比 
gig des sate 793,370 担 , 以 什 粮 补充 。 

5) fey WH 1953 年 稻谷 产量 七 成 折合 稻米 ,与 全 省 人 日 数 平均 所 得 。 
6 “SA SRR KN AAR”, AR AR, 1954 46 11 917 日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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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广西 稻谷 分 布 图 

足 , 或 安民 耕作 加 惯 等 原因 ,目前 售 多 种 植 。 单 季 稻 简称 中 稻 , 一 般 在 四 、 五 月 关 播 种 ; A 
恩 月 间 收 ,每 亩 产量 较 早 、 晚 稻 均 高 ,后 楼 作物 一 为 泥 豆 或 钞 根 豆 , 十 月 可 收 , 再 种 小 麦 或 
ChE, S-DSRS HAPS EAI, Hie, SAE 
ty Waa AS BS ERE ARS, : ae 
AAU, EW ARAL ERA, CP 

ALY DIE EA ABD Fk S kA RIE, AK SK AR 
KDE EN BEER RARM, WAR RAE AW, KOS AUR 
舟 后 , 1908 年 早 造 每 亩 平均 产量 都 在 600 斤 以 上 ,其 中 三 江 早稻 却 雷 产 823 FP RE 
些 县 的 产量 还 要 高 。 二 

。 玉米 是 本 区 仅 灵 于 水 稻 的 粮食 作物 , 种植 面积 居 华 南 各 省 之 冠 ,玉米 为 耐 旱 作物 ; 后: 
陵 坡地 均 可 栽培 。 本 区 左 、 右 江 流域 及 红 水 河流 域 一 带 , 山 岭 重生 ,雨量 稀少 ,水源 缺乏 旱 ， 

. 地 较 多 ,农民 向 有 栽培 玉米 避 惯 ,玉米 种 植 面积 攀 占 全 区 的 80% 以 上 ,东南 部 潭 江 流域 和 
东北 部 桂 江 流域 ,种 植 很 少 ， 主 米 耸 布 正好 与 水 稻 略 呈 相 反 。 本 区 玉米 分 为 春 种 、. 秋 种 和 
冬 种 三 种 , 春 种 玉米 多 植 于 冬 开 田 或 缺 水 稻田 ， 以 后 多 植 中 水 稻 。 秋 王 米 亦 称 晚 玉 米 ;前 
榜 作 物 多 为 春玉 米 或 早 花生 , 收 后 冬 开 ,单产 不 如 春玉 米 。 冬 种 玉米 不 多 ， 仅 百色 地 区 有 
少量 栽培 。 玉 米 为 山区 高 产 作 物 ; 1957 年 最 高 平均 亩 产量 达 376 斤 ( 肤 边 县 ) ， 随 着 耕作 
技术 的 改进 ,单位 面积 产量 将 日 俭 提 高 。 eee ® | | pee 

小 麦 是 本 区 近 几 年 来 推广 冬 种 而 迅速 发 展 起 来 的 作物 之 一 ， 播 种 面积 棚 当 于 解放 前 “ 
30 一 40 万 亩 的 十 倍 。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由 原 较 有 基础 的 东北 部 .中 部 逐渐 向 南部 、 西 南部 推 
移 , 中 前 ,西南 部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占 全 区 小 麦 播种 面积 的 1/4 强 ,已 跃 居 第 一 位 。 小 麦 播 种 斯 

ea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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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西 玉米 分 在 图 

-一 般 在 10 月 到 圭 月 ,大 多 数 地 区 均 植 于 水 田 , 桂 江上 游 旭 因 影 响 水 稻 早 造 甚至 中 造 的 播 
$k, BREF Sb, : 



本 区 墓 类 有 甘蓝 .局 苍 昔 、 芋 头 和 木 募 等 数 种 ,其 中 甘 募 种植 普 逼 , 占 董 类 总 播种 面积 
的 63.79， 多 植 于 坡地 或 与 早稻 轮作 ,分 布 太 致 与 水 稻 相 若 , 其 中 以 博 白 县 种 植 最 集中 ， 

-区 类 移 占 该 县 总 播种 面积 的 22.5 %, ABER APR NLR, SPE, Oe 
TR FER, ER — I EBS BR DFARS ~ 

图 24 广 me 

除 以 上 几 御 作物 外 ， 本 区 其 他 钉 食 作 怕 还 有 大 考 、 Ae eR RAKES 
本 区 轻 儿 作物 虽然 只 占有 作物 总 种 植 面积 的 6. 5 多 ， 但 从 人 发 展 上 看 极 有 前 途 。 1957 

年 各 种 主要 经 济 作 胸 种 植 面积 如 下 才 : ee 

占 种 杆 面 积 多 WT 种 植 面积 (市 亩 ) 

4,250,475. | : 100 
561,590 , 18.21 

2,356,758 55.45 
849,171 8.21 

404,837 光 9.52 
114,061 ; 2.68 - 

~ 51,522 * 4.91 
73,186 . , 1:79 
145,139 3.41 

‘at 4k Se NE ES A me o> 

we 

到 

巴 淄 器 起 活 冰 全 器 习 烟 

甘蔗 是 一 种 著名 的 亚热带 糖 料 作物 ,在 本 区 种 植 已 有 千 多 年 的 坊 史 ,区 内 人 民 向 来 有 
， 以 甘蔗 十 法 制 糖 的 好 惯 ,但 过 去 由 于 制 糖 工业 落后 ,甘蔗 多 作 小 块 栽培 ;商品 这 很 低 ;安民 
， 沟 营 甘 芒 多 属 农 付 业 性 质 。 解 放 后 随 着 制 糖 工业 的 恢复 和 发 展 ;本 区 植 基业 发 展 很 快 ;到 

1957 年 ;全 区 芒 田 面积 达 56 万 多 亩 ,相当 于 1949 年 的 2.6 倍 ;甘蔗 产量 占 储 国 1/10 #, 
为 我 国 主 要 甘蔗 产 区 之 一 (照片 ae 5 

e 78 。 



:图 25 广西 甘蔗 分 布 图 

未 区 气候 温暖 ,甘蔗 生长 快 ,生长 期 长 , 合 糖 率 高 (在 均 13.5%) 为 我 国 发 展 甘 蔗 最 理 
” 想 的 地 区 之 一 。 区 内 除 桂 北 部 分 山区 以 外 , 其 余地 区 甘蔗 种 植 都 很 普 台 , 其 中 以 贵 县 、 横 
BEF 百色、 柳城 ,桂平 为 中 心 的 相 邻 各 县 为 甘蔗 的 集中 产 区 ， 特 别 是 贵 县 糖 厂 附 近 龙 
为 集中 。 甘 蔗 种 植 分 为 春 植 、 秋 植 和 冬 植 三 种 , 春 植 在 二 月 开始 种 植 , 秋 植 在 八 月 中 旬 , 
植 在 十 一 月 ,其 中 以 春 植 为 较 多 ,大 部 甘蔗 多 植 子 于 旱 地 , 仅 贵 县 桂平 二 县 植 于 水 田 , 但 . 

比重 小 ,只 占 鼓 县 甘蔗 面积 的 40 多 以 下 ,旱地 种 蔗 售 糖 分 较 高 ,但 土壤 瘦 交 , 水 利 条 件 差 ， 
加 也 栽培 粗放 ,品种 不 良 , 故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于 广东 和 福建 。 
”油料 作 凡 在 本 区 殊 洲 作物 播种 面积 中 占 第 一 位 ,其 中 有 7/10 以 上 是 花生 ， 次 为 芝麻 
和 油茶 ,三 者 共 占 95.7% (1957 年 )。 本 区 花生 多 种 植 在 河流 冲积 地 或 低 坡 沙 质 壤 土地 区 ， 

- 以 中 部 和 南部 为 主要 产 区 ,其 中 ,来 宾 县 种 慎 面 积 在 19 万 亩 左右 ,为 全 区 之 最 ,南部 横 县 、 
车 字 等 种 植 亦 达 .12 万 亩 左右 。 油 菜 是 本 区 主要 冬 种 作物 之 一 , 近 几 年 才 迅 速 发 展 , 分 布 

”比较 普 逼 ,多 植 于 稻田 , 郁 江 流域 是 区 内 主要 油 荣 产 区 。 芝 麻 种 植 面 积 比 油茶 籽 多 15.94 多 ， 
为 花生 的 五 分 之 二 多 ;以 柳江 流域 为 主要 产 区 。 此 外 从 有 少量 葵花 籽 雾 星 种 慎 。 

”二 麻 类 也 是 本 区 比较 重要 的 经 济 作 物 ; 有 芝麻 黄麻 、 龙 舌 兰 麻 等 , 其 中 以 芝 麻 最 重要 。 
本 区 芝麻 产 量 为 华南 区 各 省 之 冠 , 在 公国 灵 于 湖北 .四川 、 湖南、 江西、 站 微 、 贵州 居 第 七 
位 , 一 年 可 收 四 均 ?2， 亦 比 他 省 为 多 。 蓉 麻 宜 植 于 士 层 深厚 的 坡地 ， 桂 东北 为 主要 产 区 ， 特 
别 是 平 乐 . 阳 半 、 荔 浦 、 灌 阳 四 县 最 为 集中 , 1957 年 产量 占 公 区 产量 的 66.3%, ABI AC 

”区 芝麻 最 大 的 集散 地 ,经 由 梧州 运销 广东 等 省 , 亦 有 输 往 苏联 和 各 人 民 民 主 国家 。 萤 麻 克 
， 游 价值 高 , 且 不 与 粮食 征地， 对 改善 山区 宏 民 生活 也 有 重要 意义 。 黄 麻 产 量 大 于 芝麻 ,以 
MWS JE EE TELERIK Wis 2 A, RCRA HR pee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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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克 代 表 4000 市 担 

-= Hi 
* 其 A 

人 每 点 代表 50,000 mF 

“ga 广 西 芝 麻黄 麻 分 布 图 

工 工业 的 发 展 , 麻袋 等 需要 量 日 坎 ， 要 求 适 量 扩大 种 植 面积 。 关 舌 兰 麻 品 种 有 假 小 划 廊 、 
香 厂 、 剑 廊 , 其 中 剑 麻 是 解放 后 由 海南 岛 引 入 ,在 国营 宏 场 及 农业 试验 站 栽种 ,以 备 繁殖 推 

2 i ,其 他 则 多 属 野生 ， 分 布 于 北 回 归 线 以 南 地 区 及 中 部 加 县 、 昭平 等 其 。 

e SO 。 



本 区 棉花 有 草 棉 、 木 棉 两 种 , 草 棉 种 植 历史 悠久 >， 以 桂 西 为 主要 产地 , 因 受气 候 条 件 
影响 , 且 品 种 混 什 ,无 选 种 名 惯 ,产量 较 低 , 且 质 量 差 , 棉 花丛 维 短 ,只 能 纺 16 支 纱 之 用 。 木 
棉 产量 较 草 棉 高 ,收获 期 长 达 七 、 八 年 , 且 棉 花 微 杀 特 长 ,可 入 40 一 60 支 纱 ,， 目前， 木棉 种 
HAY 2000 Th HT, WHA AR SA ee ALB. ARK ALE 24° 以 南 ， 气 杞 条 件 适宜 ， 

| FRA BRR OR AT. SESE aS RS EE ED UE LARTER 
于 国营 宏 场 试验 场 和 农业 生产 合作 社 。 目 前 种 植 数量 虽 不 多 ,但 很 有 发 展 前 途 。 
广西 盛产 水 果 , 种 类 繁多 ,产量 质量 虽 不 如 广东 `、 福 建 ,但 不 失 为 国内 热带 、 亚 热带 水 

RBS KZ. RP ANG ERE EE, BAR IRE SSR, 其 中 以 柑 桔 产量 最 
多，1957 年 占 果 产 的 33.14% , AAA ILI RAKS, 著名 水 果 沙 田 机 向 为 本 区 重要 外 
销 果 产 ,解放 前 常年 坊 出 量 .6 万 市 担 , 1957 年 产 25 万 担 ， 除 销 国内 各 省 外 , 亦 销 香港 ; 南 
EE MIA A AE AE EOE, DUR OR HL, BUS a 
ROBE ER, ER ARENT AE, RUE, 亦 有 外 销 。 此 外 , FEAR SHE 
REMERON 
BRK, BE RO RAR PEE Eh, AJL, SR 

”大 量 发 展 ,并 引进 夏威夷 菲律宾、 新 加 坡 等 良种 以 代替 士 种 ， Be HEM AK, 在 40” 

GUE MIB AY AS, Ra, BRAK Awa BERENS, IEE 

ML), eR ERS AE Ae, BAR IRS AFR ERDAS ， 

江波 域 各 县 ,品种 优良 者 有 香 功 、 HK, RA. ARS. RES WL BBE EIA RHE 

WER SR 
本 区 森林 主要 耸 布 在 北部 和 西北 部 估计 木材 茧 积 量 达 7000 万 立方 米 5。 BERTH 

种 以 上 ,其 中 木质 优良 者 有 70 ZH, DIAS BE RS HE PE AS AE SE SS 
要 。 由 于 森林 层 复 过 小 ( 仅 占 土地 面积 7.5 多 左右 )， 且 分 布 不 均匀 ,影响 气候 失 习 和 造成 
水 王 严重 流失 ,其 面积 达 3200 多 万 让 ,攻占 公 区 土地 面积 10, 影响 农业 的 发 展 。 

二 “解放 后 , 本 区 植 林 事 业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从 1950 年 到 1957 年 的 八 年间 , 全 区 造林 达 
1377 万 调 ， 相 当 于 解放 前 1937 一 1945 年 放 年 间 造 林 面 积 的 关 倍 以 上 。 在 这 些 林 木 中 ，， 

AE AZ HT 55% , 油茶 占 30% ,其 他 树木 占 巧 旬 , 估计 20 年 后 的 经 济 收 丛 可 得 本 材 二 亿 多 ， 
GH, WET RA RAG PURINES”, 
ALTRI BHE ITAL ACT OAS HK, BEPRDISIG ED SEMA , WUE, PRIEAROWAE B ， 

”区 与 云南 南 盘 江 林 区 联 成 一 片 ,森林 昔 积 量 (包括 云南 部 分 地 区 在 内 ) 移 相 当 于 广西 境内 
森林 茧 积 量 之 总 和 。 但 因 辆 岭 重 亚 , 人 烟 稀 少 , 交 通 不 便 ， 基 本 上 未 采伐 。 今 后 随 着 蛙 桂 
铁路 的 通车 和 通 往 林 区 铁路 支线 的 修筑 ,北部 森林 资源 将 秆 大 量 开发 。 

除 本 材 外 ;本 区 林产 品种 类 很 多 ,有 松脂 、. 殉 材 、 樟 脑 . 五 档 子 .油茶 、 油 桐 、 八 角 、 桂 树 
等 ,产量 极为 丰富 。 油 茶 、 油 桐 . 八 角 、 桂 树 等 林产 品 均 居 华南 各 省 之 冠 ， 其 中 八角 产量 居 
至 国 第 一 , 茶 油 产量 仅 姑 于 湖南 ,松脂 产量 灵 于 广东 , 油 桐 种 慎 面 积 少 于 四 川 、. 湖 南 居 公 国 - 
第 三 位 。 产 品 多 为 工业 原料 , 并 为 本 区 出 口 的 重要 商品 。1955 年 各 种 主要 林产 品种 植 面 

”了 “广西 为 中 国 棉 业 发 达 最 星之 地 区 远 在 唐 代 ， Ce RR AS ZA, r MCP AR RA”, 

内 张 先 乔 普 :广西 经济 地 理 ,， 62 页 。 

2 根据 广西 省 林业 生产 七 年 规划 意见 。 

3) APPS Hik, 1958 46 3 A 15H, 

e Sl 。 



积 和 产量 移 如 下 表 : 

| 种 植 面积 (市 亩 ) de 产量 (市 担 ) | 历史 常年 产量 (市 担 ) 
eS EE A el a ee PES EAL io 8 tutes 

(—) 油 38 | 13,363,388 3 
菜油 285,990 200,000 

(=) 油 Hid ” 9,268, 842 

桐油 160,440 340,000 
(=) Aw 2 ,037 ,055 | 

= ) 12% 47,530 60,000» 
Biv ue 4,400 7,845 

(四 ) 桂 树 895,000 
桂皮 50,000 104,500 
桂 油 360 - : 1,100 

” 注 : 根据 “ 广 西 省 杰 林 资源 和 主要 林产 情况 才 ， 1956 年 4 Sill 

本 区 油茶 分 布 ,以 北部 及 东北 部 为 多 ,其 中 融 安 , 三 江 、 大 划 山 等 地 多 成 片 种 植 ,局 小 
果 茶 , 桂 南 地 区 则 雾 星 裁 植 大 果 茶 。 由 于 管理 粗放 ,常年 每 雷 产 量具 44 斤 多 , 荒 革 现象 严 
重 ,估计 全 区 油茶 莞 菩 面 积 占 总 面积 的 10 多 以 上 , 茶 油 除 部 分 供 桂 西 各 县 宏 民 食用 外 , 主 
“要 葵 出 ,历史 常年 输出 量 达 124,000 市 担 , 大 于 湖南 考 出 数量 。 3 

油 桐 分 布地 区 大 致 与 油茶 相 若 , 桂 北 、 桂 西 多 植 三 年 桐 ,十 多 年 衰老 ， ers 
BS TTI PK, AR ASE. KRIS BT, HE, EE 
= S48, WP RH, BATS AK Ss AA Be Sh, Pe. 

， 广西 为 世界 八角 的 特产 地 ， 分 布 与 油茶 油 桐 相反 ， 桂 西南 为 主要 产 区 。 从 角 抗 旱 力 
Bh IPH RIL LE, TG DUPER DUP, 海 技 5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生长 为 佳 , 全 区 有 如 祭 

.县 种 植 ,产量 以 左 、 右 江 流域 各 县 及 荐 县 .上 林 等 为 最 多 ,其 中 上 林 、 东 兰 、 龙 津 、 宁 明 四 县 
PA HE HAGA HM, Afi, HSL ys, 在 国际 市 场 上 古 80% DL 
fb”, F F : , 

HERE EMI AK EL — , REAR, PIL SERA AB 
Wa HEL AE REARS, PSE = 

ARS RB AL Aye AP WL IRR, Fete 
洲 中 占 相当 重要 的 地 位 。1955 AE FE Rec ames Ae ML Aly 30% , Dy HL OK He 
50% , Vy ACA FE Mb BL aR MAK , PERM RDFA, SPARE 
HERA SR Si IB SES, DP SE, GIR, A A eB 

畜 , 参 加 劳役 的 有 8,011,097 头 ， 占 牛 总 数 的 74.02% , AIG ETAL HEBEL 12.20 te 
雷 , 街 可 以 足够 使 用 ,但 由 于 各 地 牛 数 多 寒 和 耕作 精 角 程度 的 不 同 ， 对 耕 牛 的 需要 量 亦 各 
有 异 ; 一 般 是 山区 牛 多 ,耕地 少 而 粗放 。 冀 力 有 富裕 ,平原 区 牛 少 ,耕地 较 多 , 且 精 耕 犯 作 ， 

. 畜 力 威 到 不 足 , 如 肖 、 郁 江 流域 ,年 虽 较 多 ,但 人 口 密 策 ,耕地 多 ， 且 两 糙 水 田 占 比 重大 , 赫 ， 
牛 威 到 不 足 。 桂 西北 北部 及 中 部 地 区 ,耕地 少 , 莞 山 多 ,有 天 然 收场 适 于 繁殖 , 牛 有 剩余 ，、 

” 赫 牛 输 向 容 县 、 平 乐 等 专区 , 亦 有 一 定数 量 出 口 。 黄 牛 占 牛 总 数 的 55.23 多 ,地 区 分 布 大 1 

1) 齿 广西 省 土产 产销 特辑 。 
2) SL PHA dk, 1955 466 W248, 

ea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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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LE ANAK, DU, ATL ERA IS. kA 44.77% , SEBE AE 
FEE, MIL HMK MK, SRA 400 多 万 只 , FAB AMIE, 以 郁 、 注 江 流 域 各 县 为 最 

”多 ,柳江 流域 为 立 ; 东 北部 饲养 最 少 。 猪 主要 区 内 自 葵 少量 运 广州 、 港 、 澳 。 马 和 山羊 均 产 
于 桂 西 山区 ,数量 少 , 品 质 较 差 ， 县 RS PI, Wt 

chia ial ata ae 7 

(ya-e + 
> ESso-158 

Ra A 15-208 

E 20a + 

图 28 六 PSA Ae EAE HR 

ADA ADE SEI, 收 草 丰 该， 枯草 期 短 , 南 部 地 区 更 是 四 季 长 青 ， 多 为 良好 的 收 
"TELS AT WE DE PSA AE AF A, RES BU RA Net ELA 
LE, 若 以 1949 年 为 100 , Bil 1957 Af HH Ay 156.1% , 7K AEH 146.9 % , 猪 为 
14D 7 。 目 前 全 区 大 家 冀 还 不 到 500 77 Le, PALA ORR, HTH hd 2 一 3 倍 ， 若 能 注意 
牧草 储存 ， 则 养 畜 业 还 可 以 大 力 发 展 。 

2.70 > wb 

广西 工业 原 有 基础 比较 薄弱 , 1957 CE ARTOIS fk (HEL) oe Bee 
82.72% , 现代 工业 占 12.59 匈 ， 远 低 于 广东 ,福建 两 省 。 工 厂 数量 很 少 , 规模 不 大 ， 机 械 
化 程度 很 差 , 不 少 甚至 全 部 均 为 手工 操作 ， 除 条 矿工 业 外, 契 大 部 分 集中 于 四 个 区 丰 轩 市 

”和 少数 交通 较 方 便 的 地 区 , 桂 西 工业 最 少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广 西 不 是 重点 建 融 地 区 ,但 几 年 来 工业 改 展 仍 十 分 迅速 。 到 
1957 年 至 区 工业 产值 网 为 1950 年 的 12.5 倍 (不 包括 手工 业 ) 。 随 着 工业 的 迅速 发 展 , 工 
业 部 门 精 构 起 了 显 落 的 变化 。 过 去 广西 原 有 工业 主要 是 一 些 采 矿业 ， 现 代 化 加 工 工业 数 
量 很 少 ,由 于 近 几 年 来 大 力 发 展 家 产品 加 工 工业 ,采矿 工业 的 比重 已 大 为 下 降 。 

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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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el 

EET BR PF He BE ta FZ : 

ee 产 值 比 醒 变 化 1957 年 产值 为 “ - 

-1950 | 1957 1000. FF ie 

全 部 工业 总 产值 ras < 1,256,2 
=, ; 5 ; 944.8 
< 514.5 
ok 1,683.9 - 
ma, 28,194.1 
五 、: 1,973.5 
Be 945.8 

1968 年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 MIL ENB, AKIRA RAUCE, 
HK. 机 械 和 化 学 工业 已 从 无 到 有 ， 还 渐 成 为 本 区 新 的 工业 体系 的 基础 。 而 食品 工业 水 渐 
退 居 为 次 要 地 位 。 本 区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生 铁 的 总 产量 才 17,000 多 吨 ， 钢 几乎 不 产 ， 
1968 年 在 公民 炼 钢 的 斗 备 中 , 仅 鹿寨 县 二 天 内 就 生产 320 万 吨 生铁 ， 创 历史 上 从 来 未 有 
过 的 奇迹 。 截 至 9 月 底止 ,全 区 已 建成 烧 钢 转 烤 411 个 ,十 洋 高 烤 39.223 个 ,预计 公 年 可 
产 铁 65 万 吨 , 钢 20 万 吨 以 上 。 在 小 土 高 爆 融 地 开花 的 同时 ,本 区 还 将 建立 一 些 生产 能 力 
较 大 的 钢铁 基地 ,其 中 正在 柳州 兴建 的 大 型 钢铁 联合 企业 ,全 部 建成 投入 生产 后 ,每 年 可 产 
200 7y WGK, 150 万 吨 钢 ,此 外 还 将 在 桂林 ,南宁 ,上 胃 县 .玉林 等 地 分 别 建立 一 些 中 型 钢铁 厂 。 

机 械 工业 和 化 学 工业 也 是 本 区 大 有 妈 进 以 来 新 兴 的 工业 部 门 。 过 去 本 区 只 共有 卫 个 
小 型 机 械 修配 厂 ,生产 着 简单 的 五 金 机 械 制 品 。 化 学 工业 只 有 少数 油脂 化 工厂 和 制 桨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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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 全 区 新 建 了 几 十 个 机 械 厂 和 十 多 万 个 化 肥 厂 ,新 增产 品 有 钢 钠 工业 疏 备 , 肌 车 、 电 

动机 、 变 压 器 、 磷 肥 和 化 肥 等 。 正 在 兴建 与 准备 兴建 的 项 目 包 括 有 重型 机 床 厂 、 普 通车 床 

三 .通用 机 械 厂 ̀  电 站 怕 备 制造 厂 、 制 碱 三、 氮肥 厂 橡胶 厂 、 炼油 化 工厂 等 等 ， age 

三 五 年 内 建成 后 ， AK CM SAAB 

le PARES AIS. SSE BSE BEBE IC 水 晶 等 矿产 ， 都 是 国 

防 工 业 和 重工 业 的 原料 。 这 些 矿 产 均 已 进行 开采 ,其 中 以 锡 、 狂 钙 、 SO RUE AE 
重要 ， 但 稳 天 部 分 目前 还 是 手工 业 方 式 , 规 模 小 ,地 区 分 散 。 

AKO FER, SNE A , 清 时 印 颇 负 盛名 。 主 要 产地 为 富 锰 、 肯 县 . 南 丹 ,河池 、 蕉 城 
hb DU KBE. AMET MUFARAM, Bil AD K SPI He, # 
ASS EEK ANAS, FS A, AT BFR, ARIAS , RE 
BAT BHD IS PS A TB AR, AT RET, TR 
Zr tee BREED 45 DIE BK, TEA SURE K, 附 发 有 煤矿 、 电厂 以 及 和 机 

- 械 修 配 厂 等 。 治 精 用 煤 和 电力 均 能 自 和 给， 具备 了 从 开采 一 选矿 一 一 治 精 全部 生产 过 程 的 机 

Me. 南 丹 、 蒜 城 等 地 矿区 ,多 属 肘 锡 ,， 锡 质 及 开采 条 件 均 较 差 , 现 有 大 厂 、 栗 本 两 锡 
Wo. PRFRRET Be ITA) ARATE aR : 

近 几 年 来 ， 本 区 锡 矿 生产 机 械 化 程度 提高 很 快 , 1955 年 手工 开 和 采集 占 60% , HENLE 
rr RIK, 利用 槽 选 ,回收 率 低 。 1987 年 旭 有 四 个 露天 开采 的 砂 锡 矿 ;机 械 采 矿 比 重 提高 到 
8 BOG, AEWA EEA LER ADRS 两 个 豚 锡 矿 中 , RPA 
WH, BEALE, SEN UAE AB) 80% 左右 。:1957 年 全 区 精 锡 产量 已 超 
过 历史 上 1938 年 最 高 纯 锡 产量 的 mee RARER? 99.97%, Aig tig Ay Clb ice ， 

. 和 出 口 的 需要 。 

RED EBT PMR BD, 大 新 等 地 。 其 中 融雪 泗 顶 地 区 储量 最 让 ， 据 调 查 有 大 
| 规模 开采 的 价值 ;现在 进行 基本 建设 ， 准 备 在 1958 年 进行 开采 ， 目 前 丛 钙 产地 主要 为 石 
Ke ARE RW PUR eZ EER 是 手工 开打 ， PET BEINGS Gay , SO" HUBER 

FETT UNE DE ; 

广西 锰矿 储量 居 公国 第 一 位 ， 主要 让 布 于 柳江 沿岸 _- 带 ， pues, IMA DIIE 

REA HREE, PHAR SAKE RK. AMKAT RUAIR, KARTS 
TG, LEB SER, IT PA, 交通 极 称 便利 。 矿 区 
面积 达 50 SARA REE Se EET Ae, AR, OUR RE, 主要 手 

/ 

工 方式 开采 , 1955 年 产量 已 达到 1987 SEMINAR FET, SHE 
本 等 地 。 现 旭 由 铁路 供 石景山 、 较 山 等 钢铁 三 需要 。 

柳江 及 秆 水 河中 下 游 也 是 本 区 煤田 分布 比较 集中 的 地 区 , 煤 、 经 矿 紫 这; 为 今后 建立 
黑色 冶金 业 混 供 有 利 条 件 。 本 区 煤矿 资源 脊 未 调查 清楚 , 已 知 储量 , 仅 百色 专区 胸 1 亿 
吨 。 多 局 无 烟煤 ， 牢 无 烟煤 和 褐 煤 。 仅 富 狠 西 湾 有 烟煤 可 供 炼焦 。 除 来 宾 合 山 煤 矿 和 富 
PRT HL, 罗 城 煤矿 亦 是 区 内 主要 的 煤 产 区 。 此 外 , Drs, PAPA, SERENA IT Se. 
所 产 之 煤 绚 大 部 分 为 动力 用 煤 , 供 区 内 工业 \ 交 通 和 民用 。 合 山 煤 矿 位 于 未 宾 西 部 群 山 之 

1) 富 钱 偶 矿区 锅 矿 形成 与 中 生 代 花岗岩 侵入 体 有 关 , 故 矿 肝 存在 竹 花 网 贿 体 的 外 围 ,其 后 因 受 风化 而 破 珠 分 解 ， 
一 -部 分 也 流水 积 取 于 石灰 岩洞 祥 中 ， 形 成 丰富 的 “小 合 "， 一 部 分 则 沉积 于 低 寺 地带， 形成 冲积 矿 层 ，- 所 以， 易于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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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秆 水 河 附近 一 带 , 东 距 湘 桂 铁路 不 远 。 有 轻便 铁道 相连 ,水 陆运 力 符 称 便利 , 储 煤 有 五 
Tet, BBR IK 二 一 7 米 不 等 ,有 开采 价值 ,第 五 层 开 条 最 早 , (EPR, 且 夹 于 石灰 

岩 中 ,开采 困难 ,其 他 三 屠 均 嫌 层 薄 摘 劣 。 煤 质 为 定 无 烟煤 ,固定 炭 多 , 含 硫 达 4-5%, 灰 
分 48 一 罗 匈 ， 适 于 动力 用 煤 。 主 要 供应 区 内 铁路 及 西江 航运 用 煤 ， 为 本 区 最 大 的 燃料 供 
应 基地 。 西 湾 煤 矿 规模 很 小 ,但 质 好 可 炼 焦 , 供 平 桂 矿 务 局。 为 适应 工业 发 展 的 需要 本 区 

条 煤 工业 发 展 方向 ,除了 扩建 合 山 煤 矿 提高 年 产量 以 外 ,大 力 进 行 煤矿 套 源 的 戎 探 和 公民 

办 煤矿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 现 已 在 宾 阳 、 上 林 、 忻 城 等 县 发 现 了 五 个 新 煤田 ,其 中 上 林 县 白 扯 “ 

到 宾 阳 大 桥 的 大 煤田 和 上 林 乔 页 大 煤田 ， 储量 丰富 , 煤 质 好 ， 可 作 工业 用 煤 ， 对 本 区 发展 重 
工业 提供 了 丰富 的 动力 套 源 。 | 

本 区 电力 工业 , 1957 年 全 区 电厂 大 小 共有 -到 个 ,其 中 水 力 发 电厂 6 个 。 南 宁 、 柳 州 、 

桂林、 梧州 四 个 电厂 , 狗 占 至 区 发 电能 力 的 70 名 ,其 中 又 以 南宁 电厂 为 最 。 所 需 燃 料 主要 

由 合 山 煤 矿 供 应 。 其 他 较 小 的 电厂 分 布 于 县 城 和 较 大 的 越 饥 ,以 容 县 专区 为 最 多 ,主要 以 

未 迪 为 燃料 ,电力 用 作 照 明 及 当地 工业 动力 。 本 区 较 大 的 工矿 企业 , 均 附 设 有 自 备 电 厂 ， 
发 电能 力 颇 大 , 唯 厂 数 不 多 。 解 放 以 来 ,电力 工业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发 电容 量 比 解放 前 墙 加 
了 工 7 倍 ,但 随 着 工业 的 发 展 ,电力 已 日 威 不 足 ， 除 竺 合 煤炭 春 源 的 勘察 和 条 气 兴 建 扩建 
火力 电站 解决 电力 急需 以 外 ， 开 发水 力 碍 源 就 成 为 发 展 本 区 电力 工业 的 主要 途 征 ， 目 前 
已 在 昭平 和 横 县 兴建 两 座 大 型 水 电站 , 前 者 发 电能 力 为 40 万 延 ， 后 者 为 2] WHE, 均 特 在 

1960 年 开始 发 电 。 以 满足 工 、 矿 业 发 展 的 需要 。 
食品 工业 是 未 区 原 有 工业 总 产值 中 比重 最 大 的 工业 部 门 ， ele mt or BOR” 

JI GS, DU PL EE, 

ACL HB DBE ELAS 200 多 年 的 历史 ,但 基础 却 极为 薄 衣 ,解放 前 , 仅 贵 县 、 梧 州 有 小 型 
. 机 制 糖 厂 。 抗 战 时 期 , 贵 县 糖 厂 又 遭 毁坏 ,只 剩 下 日 榨 40 吨 甘 蔗 的 梧州 糖 厂 ,而 且 御 机 定 
士 , 最 备 陈旧 ,其 他 士 法 制 糖 数量 虽 多 ,但 生产 落后 , 压 枞 能 力 低 ,出 糖 率 仅 在 8% 左右 。 解 
UR, 制 糖 工业 为 本 区 重点 发 展 部 门 , 几 年 来 ， 除 梧州 糖 厂 扩 建 为 完全 现代 化 的 日 杰 160 
AULD BY Sb, 还 新 建 了 贵 县 、 明 阳 、 横 县 、 偷 便 等 机 制 糖 厂 〈 有 照片 28 ); REET aE 2600 _ 
Aout, 机 制 糖 产量 由 1952 年 的 3257 吨 培 加 到 1957 年 的 12,511 吨 ， 相 当 于 解放 前 1948 
SEF OES 0。 蔗糖 产量 仅 灵 于 广东 、 四 川 家 建 居 全 国 第 四 位 。 BET" ERED 有 
大 量 外 届 , 销 往 贵 州 ,两 湖 、 江 西 、 华 北 等 地 区 。 “” 

本 区 机 器 制 糖 厂 主要 分 布 在 西江 及 其 支流 两 岸 匡 蔗 产 区 ， 尤 以 济 、 郁 江 最 为 集中 ， 
足 县 现 为 区 内 晤 天 的 制 糖 业 中 心 ,拥有 规模 最 大 的 机 制 糖 厂 ( 日 棒 蔗 量 '2000 吨 ) , 1957 年 

Be LAH HESS 13.7 万 市 亩 , 占 人 至 区 甘蔗 种 植 面积 的 20 匈 强 , 藤 产 量 能 就 地 供应 糖 厂 的 
需要 。 趴 县 位 于 西江 之 演 ; 是 黎 混 铁 路线 上 的 水 陆 联 运 站 ,对 原料 及 产品 的 核 迁 均 甚 便利。 

”广西 蔗糖 工业 具有 优越 的 发 展 条 件 。 本 区 气候 对 甘蔗 生长 极为 适宜 ,境内 河川 继 横 ， 
便于 廿 莽 输 选 ,而 且 沿 西江 两 岸 , 向 为 甘蔗 主要 产地 ,当地 人 民 栽 培 甘蔗 历史 悠久 ,经 驹 不 
富 ; 现 代 制 糖 工业 叉 有 相当 基础 ， 因此, 是 发 展 蔗 糖 工业 的 理想 地 区 。 根据 国家 对 食糖 的 
需求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让 划 内 本 区 将 建立 十 多 个 机 器 制 糖 厂 , 目 前 已 动工 兴建 的 有 平 南 和 南 - 

SBE 392) EPR REGR 2000 吨 。 其 他 糖 厂 也 将 陆 秆 兴建 。 芝 些 糖 三 全 部 建成 后 ， 全 区 ， 

1) “pate”, 广西 日 报 , 1958 年 2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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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糖 工业 的 年 生产 能 力 将 达 50 万 吨 左右 ， 随 着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 与 之 相 联系 的 麻袋 、 造 
RG PDE ACT a PD IE ; 
”现代 化 榨 油 工业 是 1955 ES RR, DRAKA RAE BEALE 
EL AY 20%. PLPEMIT ZA FACS DIN ZB IRM, By AM SCH, Be 
WEDS) BEA, Ay ABA) PE 16 Wh, PMS Fa Ke. BAK 

PIN See HPAP RHE AE, 2B A PME, Se Aba Wh 7 DUE AE a A 
WIS, FHL 80% , Ha 10%, Ihde he, FFU 10%, 1956 RAK 
Fm) 57s wh, RFE IS EE RE, WR A, 

AK BLT EEK , CE ER ERROR TDL, EABLET 
REREAD TM, EIDCTE 5 Ae RTE YE BRET AAD HK” LEK KA TEAY 100 B44 ~ 
- 总 生 产能 力 年 达 60 77 mt Aca SERED AABN PS EEK IN DTH TB ZA 
BD. PPR TILK Ais a RR Bebe Ae ANTE! ses WE 
而 日趋 合理 。 各 地 加 工 的 大 米 ;主要 供 当地 人 民 需 要 , 其 中 梧州 、 桂林 两 市 加 工 的 大 米 出 
KB . 
PTE LA, more JE HW RBHA, sew HER, ak 
BER eA ASL SEI a A EAR, TEE 
TEATS ERK, IN = AEE BCH REDKY” A 310 吨 , 柳州 厂 日 产 220 wh, 16 
宁 厂 目 产 120 吨 , 三 个 厂 投入 生产 后 , 1962 年 可 产 37 一 到 万 吨 , 比 1957 年 的 全 区 产 纸 量 
9000 吨 增加 55 倍 。 本 区 人 竹 \ 木 、 芒 渣 等 造 多 原料 丰富 ， 造 级 工业 有 广阔 发 展 前 途 。 

3. 交通 运输 

广西 为 内 陆 区 域 , 自 无 海运 可 车 , 1957 年 区 内 有 詹 路 1378 公里 ， 公 路 通车 里 程 8952 

=> 通航 输 铅 

“… EBA A RE 

图 30 pei Sai PAE I 



公里 ,内 河 通航 里 程 7582 a Wnts citiads ee itguocihn a vil 
件 。 

未 区 交 SEEMED AM WSS) , 除 西部 极 少数 山区 外 ， 都 有 航道 公路 或 铁路 相通 。 特 别 
是 东 咎 部 地 区 ;水 网 交汇 ,公路 继 横 ,铁路 南北 伸 层 ,水 陆运 输 均 甚 便利。 湘 桂 铁路 和 西江 
航运 在 本 区 多 处 交接 ,构成 区 内 交通 克 的 动脉 , 千 合 黔 桂 铁路 、 黎 淮 詹 路 和 许多 公路 , 担 捍 
着 区 内 各 地 区 的 城乡 物 套 交 流 和 本 区 与 外 区 联系 的 任务 。 1957 年 各 种 运输 工具 所 担负 
Se iyi ae a Sa 

货运 ( 占 总 吨 数 的 多 ) GRR) 
运 量 Riek 2084 100°. sae 
Be 28.64 47.58 - 
运 pu Dt Rares eg oe aed 10.36 
路 43.33 ee eA v4 

本 区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有 铁路 0.64 AB, RE ESR EK, ie 
TS WHE, BLAINE EE RHR, DER A ALE, 南 连 黎 浇 ,构成 一 
X 形 。 为 本 区 交通 运输 的 大 动脉 ,南宁 、 柳 州 、 金 城 江 等 站 为 主要 转运 框 组 。 以 南宁 站 运 量 ” 

最大。 黎 塘 车 站 正在 扩建 ,不 久 亦 将 成 为 重要 的 框 组 。1957 年 铁路 货运 量 中 ,比较 天 宗 的 “ 
货物 为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 占 货 运 量 的 28.6%, RAHA HG 23.54% , 其 他 有 煤 占 10.38%, 

， 粮食 占 8.53 匈 ,金属 矿石 占 2.08%, MRR os 1.58% , 原油 及 其 制品 0.22%, 盐 

0.20765 FOR AM. SRT ASAE SR YE, RA A BAS el a ars 

”原油 及 其 制品 等 为 主 , 过 境 物 春 不 多 。 
， 渣 桂 铁路 起 于 湖南 衡阳 与 京 广 铁路 衔接 ， OF ABBR 河 睦 caer — pe i 

XK) KAA , AR 1085 BB, K ABR 831 AH, hE GS BEEK  : 

FSR AMAA A aE RARER TR, A PE ET RGF IC 

ACERS RE GMS TOIN ME, LOE HOSA ADL ACA Fe RB , 林产 品 等 经 河 睦 
铁路 由 睦 南 关 入 口 。 牛 亦 有 运往 南宁 加 工 , 我 国 支援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 的 钢材 、 机 床 、 机 器 - 
等 建设 器 材 亦 绝 由 睦 南 关 出 口 。 渣 桂 铁路 在 区 内 物 岁 交流 方面 亦 起 重大 的 促进 作用 ， 精 
食 经 铁路 由 北 而 南 , 木 材 由 南 往 北 , 来 宾 煤 往 南 运 ， 黎 塘 以 下 的 牲口 旭 和 集中 南 字 。 下 于 柳 
州 站 通过 黔 桂 线 吸收 一 部 分 贵州 及 桂 西 物 碍 北上 所 以 ,柳州 以 上 的 运 量 移 占 至 线 运 量 的 
51% , 尤其 和 集中 在 桂林 至 冷水 滩 段 (湖南 境 )， 占 总 运 量 的 2 多， 自 柳州 以 下 各 段 则 运 量 
较 少 。 目 前 , 湘 桂 线 行车 容许 速度 已 烃 达 到 65- 公 里 ， 只 是 全 线 轨 重 不 狼 一 ， 不 能 走 大 融 
机 车 , 且 桂 林 以 北 , 南 岭 地 区 ,有 五 个 坡度 超过 20%, 以 上 ,限制 运 墩 能 力 , RBA, - 
降低 坡度 ,全 线 印 可 惕 通 大 型 机 车 ,运输 能 力 将 会 大 大 提高 。 

3 黔 桂 詹 路 自 柳 州 起 沿 龙 江 伸 向 西北 , 达 人 金城 江 ， 1956 年 修 至 贵州 省 边界 麻尾 。 1956- 
年 通车 至 都 匀 。 1958 年 底 全 线 修 通 。 为 通 向 我 国 西南 ,支援 西南 经 济 建 坡 及 为 构成 西南 
区 铁路 多 的 主要 干线 之 一 。 目 前 ,铁路 沿线 发 壕 物 硕 不 多 , 过境 物 春 运 量 颇 大 ; SAR 
hI OE BN Pa I, A ER, 

[Wa SBE WT FD) eb IS ENS) RTT 4K oh eK HESS, RES 
BITES IRE , HS ER TERE , APL RS .化 学 肥料 、 新 式 农 具 以 及 来 自 上 海 的 生活 : 
日 用 品 也 re ra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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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 tae 穿 过 桂 东 南平 原 ， 进入 粤 西 丘陵 ， 达 广东 的 浇 江 ， 全 长 
314.7 公里 , 桂 境 段 长 231.5 公 里 ,为 本 区 出 海 干线 。 黎 浇 铁 路 北 接 湘 桂 然 路 ,在 趴 县 和 西 ， 
江 交 又 , 亦 有 公路 于 线 相连 ， 构成 紧密 的 水 陆 联 运 站 。 自 1956 年 7 月 工 日 通车 以 来 ,本 区 ， 
的 木材 桐油 、 茶 油 、 牲 畜 、 畜 产品, 土 特产 ,特别 是 容 县 专区 的 芒 糖 .稻米 ,热带 果 产 等 均 能 

“ 便利 地 由 此 出 海 , 销 于 国内 外 各 地 。 桂 平 木 圭 锰矿 砂 亦 有 全 数 以 上 从 贵 县 上 于 直 达 鞍 钢 。 
粤 西 的 盐 、 东 京 淤 的 少 产 、 海 南 岛 的 特产 以 及 由 淮 江 港 进口 的 工业 物资 , 亦 由 此 运销 广西 
或 西南 等 地 区 。 黎 浇 铁 路 不 仅 促进 本 区 与 粤 西 地 区 ,海南 岛 等 地 的 物 疼 交流 交 济 发 展 , 而 
且 使 我 国内 地 与 海南 岛 及 南海 其 他 岛 凸 以 及 北部 淤 沿岸 各 地 紧密 地 联系 起 来 ， 痰 大 地 现 
固 我 国 海防 ,有 利于 支援 解放 台湾 和 沿海 岛屿 的 斗 征 。 并 可 以 粉碎 美 帝 禁 运 封 镇 政策 , 通 、， 
过 汉江 港 更 好 地 和 苏联 及 人 民 民 主 围 家 发 展 经 济 与 文化 往来 ,' 和 世界 各 国 ， 特别 是 和 我 国 

。、 的 近邻 一 亚 非 国家 发展 国际 贸易 >。 -: 
ARR WE BARA, (EAA CARES A AE, CRF RMI. = 
广西 河流 常年 不 冻 , 水 量 充足 , PAR TSA, DEL MEST A, PORE 
WAR WRAL, 862.7 公里 (包括 分 支 支流 ) ,可 通航 里 程 占 44.97%, eS 

| 2,475.4 公里 ， Se CRE 25%, 1957 年 内 河 货 运 量 仅 刀 于 铁路 , 比 1950 SEs 760% 
“和 运 适 的 大 宗 货 物 主要 为 业 食 木材、 甘蔗 、 矿 建材 料 . 盐 ,植物 油 以 及 其 他 笨重 物 春 。 运 输 
”工具 有 客 货 输 、 拖 输 、 右 船 以 及 木 帆船 等 , 其 中 以 载重 :15 公吨 以 下 的 木 帆 船 为 主 。1957 
“年 输 友 船 货运 量 不 天, 胸 占 总 货运 量 的 笠 .56 多 ,但 平均 运 距 达 415 ZL, HALAS ， 

。 运 距 80 公里 长 5.2 倍 ,可 见 , 木 帆船 货运 量 虽 大 ( 占 58. 笠 多 ) ,但 多 为 得 距离 运输 。 解 放 
“前 ,内 河 航 道 从 未 有 过 整治 ,每 估 枯 水 季节 航行 非常 困难 ;许多 河道 为 泥 砂 阻塞 无 法 通航 。 

| 解放 后 ,从 19 开 年 起 到 1956 年 止 ;整治 了 右 江 、 都 江 、 沽 江 、 时 江 ,柳江 等 河道 1800 公里 
。 以 及 先后 开发 了 和 疆 水 河 、 桂 江 、 UL PAL SH 1625 公里 2 ,根本 改变 反动 统治 时 期 内 ， 

河 航 运 陷于 瘫痪 的 状况 ,但 目前 航道 仍 多 处 于 原始 状态 ， 仅 发 置 简 易 的 航标 、 水 鼓 礁 持 通 
航 ,河道 滩 多 水 惫 ,有 碍 航行 ,秋冬 时 期 ， 航行 仍 多 不 便 。 

“本 区 河流 航运 价值 较 大 者 , 首 推 淹 江 、 桂 江 \ 郁 江 、 次 为 柳江 ， 再 欢 为 右 江 等 各 河 ; 均 以 
梧州 为 总 汇 ,梧州 途 成 广 西 航运 的 框 搂 , 梧 州 以 下 ， 有 输 船 通 广州 .香港 等 地 ,航运 相当 便利 。 

| 源 江 : 流 经 桂平 、 平 南 等 重要 城镇 , 航运 以 梧州 为 阁 点 。 河 面 实 达 700 一 800 米 ,水 量 
|e >, INI ELI REI ACHE BL AOR AEA, 8 
EAE AW SI 60% , HP PKR MMH, HIK 91.5%, WRI 
AA MAA PER SER FSG HEE. ERDBAS th 棉花 、 百 货 等 
So hae 

” ，” 桂 江 : 和 王 流 北 通 灵 渠 以 入 湘 水， @ZRONNEA TELL, 有 支流 桐 思 江 、 沙 子 河 、 龙 江河 等 ，， 
均 能 通航 。 竺 流 自 兴安 至 平 乐 ,水 深 0.45 米 ? 常 年 通行 10 吨 木 帆船 , 自 平 乐 以 下 ;水量 较 - 
MRA 0.7 米 。 常 年 通行 四 \ 五 吨 的 小 输 , 夏季 洪水 期 ， 浅水 翰 可 直 湖 桂林 。 桂 江 滩 险 较 
多 ,有 碍 航行 。 BP Rees SCs ie ee 1b. sti WL FARE ERE 

Hkh ARH 竹子 等 。 

1) 广西 日 报 , 1955 年 7 月 31 日 ,“ 黎 漠 忽 路 对 广西 经 济 的 影响 思 

2) 人 民航 运 报 , 1957 年 10 月 9 日 , “广西 航 运 事业 突 飞 狂 进 。 

”3 引 自 黎 漠 铁 路 修建 通车 后 ,大 部 Fy GOH KEE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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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YL : 西 接 左 ARPA FREI, ATL, RT NEES, He A7K 
时 水 深 不 到 工 米 , RAAT. ATE AEBS em. TERT, ABO 
目前 货运 景 灵 于 汝 江 、 桂 江 而 居 第 三 位 。 为 适应 近年 来 南宁 市 政 建设 的 需要 , 货 流 方向 与 
漠 、 桂 两 江 相 反 ,上 水 大 于 下 水 。 上 水 物资 主要 为 矿 建材 料 以 石灰 为 主 , 次 为 木材 ,两 者 共 
HIG 得 匈 ， 他 为 甘蔗 等 狗 占 40 匈 。 下 水 货物 妈 以 生食 为 主 , 狗 占 36.8% 。 

PUL set BR A AN = BEB ARH 900 公里 , 自 老 堡 口 以 下 ， 木 帆船 通行 较为 

便利 , 融 安 (长 安 ) 到 仰 州 间 , 石 滩 流 惫 ,沙滩 水 浇 , BEY 0.5K, 只 能 在 洪水 期 通行 翰 
其 ,柳州 以 下 则 常年 可 通航 。 若 以 柳州 为 中 心 , 柳州 以 上 至 老 堡 口 ， 这 一 段 运 量 大 。 DE 8 

THE 78.5%, EAR, POI, DOORS. MUN E 
ASABE, LSE), BDA MR (上 行 ) 以 及 盐 和 水 泥 等 〈( 下 行 ) 为 
B ate ; s / . - 

右 江 自 闽 险 至 南宁 至 长 494 公里 。 百 色 以 上 75 公里 可 航行 一 吨 重 的 民 船 ， 现 为 演 、 
桂 交 通 要 道 。 百 色 以 下 至 南宁 ,航道 多 滩 险 。 195 年 冬 开 始 疏 滩 后 ， 现 轮船 可 以 往来 无 
阻 ;目前 货运 量 大 致 与 柳江 相 若 ,其 中 以 下 水 运 量 为 主 , 占 638.5%, EH 、 植 物 油 及 
甘蔗 等 二 特产 ,上 水 货物 以 矿 建 材料 、 盐 及 原油 为 多 , 亦 有 一 些 木材 制品 , 随 着 右 江 航 证 的 、 

日 全 发 展 , 右 江 两 岸 及 贵州 兴 ( 尺 云南 文山 专区 的 模仿 \ 二 特产 将 大 量 外 运 ; 支 授 国 家 工业 aes 
HX o 

HDL, JTL AKIO RN RNG TT AT LAN ween See 
一 完 促 进 作用 。 

.公路 运输 是 本 区 城乡 他 济 联系 的 组 带 ， 除 主要 二 半 以 外 ，_ 般 作为 铁路 .内 河 航 运 的 
辅助 线 。 在 水 陆运 输 多 中 ,担负 相当 繁重 的 客运 任务 ,1957 年 占 总 客运 量 的 42.06% , 
次 于 铁路 。 解 放 初期 ,广西 通车 公路 只 有 215 公里 ,可 用 汽车 仅 100 SRY, WKH 
恢复 ， 修 建 , 1957 年 通车 里 程 达 8.952 公里 。 较 国 民 党 时 代 公路 通车 里 程 最 高 的 一 年 
(19 和 4 年 ) 还 超出 一 倍 多 ?29 。 现 每 百 方 公里 有 公路 狗 IAB, 小 于 广东 。 本 区 公路 移 也 基 、 
本 形成 ,目前 公 区 只 有 通 船 和 铁路 沿线 的 平 南 、 蔬 县 .永福 未 宾 四 县 不 通 汽车 。 本 区 公路 
技术 标准 较 低 , 多 二 路 面 , 寅 度 3.5 公 尺 ， 除 南宁 到 百色 及 桂林 到 梧州 等 少数 干线 以 外 ， i 

其 余 均 不 符合 最 低级 标准 。 但 雨季 一 般 何 可 通车 , 1907 ERA, OS 
6.199 AH 69%, ee | oe 

“南宁 至 贵州 兴 义 及 金城 江 至 贵阳 两 线 是 本 区 与 云南 、 贵 州 联系 的 区 际 干线 。 南 ( 宁 ) 
兴 ( 义 ) 线 由 南宁 向 西 延伸 ; 疙 百色 折 向 西北 抵 边 界 的 作 渡 ， 太 贵 州 境 到 达 兴 义 , 由 兴 义 可 ， 
AACE, KAMMERER, HEN, BAKA 
PAPE WS SAL, EET AE (HF 62.6%), RATE, UWS wi. 
MOREA, Law ASR, 但 由 百色 下 行货 物 刚 有 部 分 沿 右 江 顺 水 而 下 。、 因 
此 ,汽车 “ 回 空 率 ” 颇 大 (照片 29) 。 a 

金城 江 至 贵阳 线 是 黔 桂 铁路 的 延伸 线 。 自 1956 oe EE BEB HE ANB) ABE] LUG ZS 
路 中 心 站 亦 由 金城 江 移 至 都 匀 , 所 以 桂 境 内 黔 桂 公 路 已 基本 上 为 铁路 所 取代 。 不 过 ,在 多 
路 未 公 线 赐 通 以 前 ,这 条 公路 还 不 失 为 与 贵州 省 联系 的 干线 ,贵州 的 粳 食 土 特 产 均 由 此 线 

1) 广西 日 报 , 1954 年 10 A 24 HAT 1905 48 9 80 He 

2) 广西 日 报 , 1988 年 1 月 8 日 ,广西 省 交通 运输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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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铁路 联运 柳州 转运 各 地 ,而 百货 .棉布 .纱布 . 盐 等 物 午 旭 由 柳州 运 都 匀 , 转 运 贵 阳 。 
区 内 主要 干线 以 桂 ( 林 ) 作 ( 步 ) 线 , 玉 ( 林 ) 梧 ( 州 ) 线 最 为 重要 。 桂 八 线 自 桂林 南下 经 

SAW) BMP AA, EMA A 266 公里 。 全 年 通车 , 运 量 在 至 区 各 公路 干线 
中 首屈一指, 占 公 路 总 运 量 的 19%。 阳 逆 、 焉 乐 地 区 的 粳 食 及 士 特产 , BB" 

> PRR Fs RSE, IOP LU LL, AT, mA 
BDU, ARS DORE RES 

LARTER, Ea EPKIATEZR ALS A BINA RR 220 公里 。 至 年 通 

ROAR AR, i AB MISH 10%, AA KLARA RIK , 水 果 亦 极 
| UR HL, AREAS TE th ERLE, Fi KAGE Hh, HS HO RA SE 
”用 品 亦 由 此 线 输入 。 fe. 

此 外 ， 近年 来 在 桂 西 发 展 的 新 线 如 都 安 _ 九 二 ， 请 西 _ 睹 边 , 南 丹 一 IMEI Shi ay 
vi Da AGERE CF 30) . 

(FL) REG AER 

SR AE et IDEA ART J EE 治 区 可 分 为 西南 、 Jee Aete Sea 
四 个 地 区 。 

图 31 猎 济 地 理 分布 图 

1. 西南 区 ， 

未 区 位 于 广西 西南 部 ; 专 \ 右 江 流域 , 面积 达 86.575 BHA, HAA Beare 
140% FEAT, AAULNE TED: BI RR aE, BEAN 2/3 的 土地 在 
北 回归 和 线 以 南 , 气 候 温暖 ,生长 季 穆 长 ,不 仅 适宜 于 水 稻 \ 小 麦 . 王 米 . 廿 蔗 、 花 生 、 烟 、 茶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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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粮食 stan i, 而 且 热 带 作物 如 橡胶 、 剑 麻 、 wa oo ALT | 
地 带 分 布 。 = 

AC SE A SR ALS RS (EASY 10%) ASHE LU Pee ir ee 
HATED A, ICECREAM RRA, SEA RAMI RIEL, HE: 
Ss Tl EL SS Eis PA A CS B,C BEA 
HHL RARE. RR FESR HS FAIL PUT RBCRAR, AK 
业 落 后 状况 已 有 很 大 的 改变 。 几 年 来 ， 由 于 大 力 兴 修 水 利 。 改 进 耕 作 技术 与 积极 改革 耕 

“ 作 制 度 以 及 开 莞 的 结果 。 从 1953 年 起 ， 本 区 粮食 已 可 自给 。1956 年 粮食 产量 比 解放 前 
最 高 年 产量 二 加 .30 匈 左 a 1958 年 粮食 产量 又 比 1956 FINS, SERRE 
量 也 大 多 超过 战 前 最 高 水 平 。 这 就 为 本 区 农业 大 跃进 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ee oe, 1957 422K A HED 1400 多 万 调 , 其 中 水 田 占 55%, 

.旱地 占 和 白 多。 水田 主要 分 布 在 沿江 河谷 低地 , 旱地 多 为 坡地 ， 水 源 比 较 缺乏 。 很 多 成 为 
“RA”. AKG WEA 1200 毫米 ， 为 自治 区 内 雨量 最 稀少 的 地 区 。 雨 量 分 配 不 均匀 7 

- 5 一 10 月 集中 着 全 年 雨量 的 85 力 ， HBR ABBR. 故 经 常 发 生 春 早 ， 影 响 早 春 作 

多 的 种 值 。 个 别 石 大 地 区 ,于 时 时 做 水 都 有 困难 。 De EAI 
业 生产 和 消除 旱 实 的 威胁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本 区 地 区 辽 半 ， 而 各 地 自然 条 件 与 经 济 发 展 程度 又 不 相同 ， 因 之 区 内 关 异 也 比较 显 
著 。 狗 占 至 区 不 到 1/3 的 东南 部 地 区 ,有 左右 江 和 入 江 会 流 其 间 , 地 势 比较 低 平 , ee 
河谷 分 布 ,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水 田 比 重大 , 精 耕 普 作 , 单 位 面积 产量 比较 高 。 作 愧 栽培 以 水 稻 ”” 
为 主 , 重要 翅 济 作 物 有 甘蔗、 花生 等 。 西 北部 地 区 多 是 丘陵 山地 , 气候 干旱 ， 水 源 特别 缺 
乏 ,旱地 多 ,水 田 少 ,耕作 条 件 差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收成 不 稳定 。 作 物 栽培 以 玉米 为 主 ; 但 
山区 的 林木 .果树 ̀  厅 材 以 及 狩猎 和 畜牧 业 对 人 民生 活 影 响 也 较 大 。 

本 区 粮食 作物 以 水 稍 、 玉 米 最 重要 ， 前 者 占 粮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45 2% a 2 
， 同 为 当地 居民 的 主 粮 。 

本 区 是 自治 区 内 水 舟 占 粹 食 作 物 面积 比重 最 小 的 地 区 ,特别 是 西北 部 百色 专区 ,和 谷 
只 占 娄 食 作物 面积 的 34 多， 成 为 华南 区 水 稍 栽培 比重 最 小 的 地 区 。 本 区 水 稻 耕 作 制度 
般 分 单 季 稻 和 双 季 稻 两 种 。 过 去 以 单 季 中 稻 占 狠 对 优势 。 解 放 后 ， 有 部 分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的 单 季 中 稻田 改 植 双 季 稻 ,但 目前 中 舟 田 比重 仍然 很 大 。 分 布 以 山区 最 多 ;平原 上 多 植 于 

水 利 条 件 较 差 的 水 田 , 品 种 混 什 ,产量 不 高 。 近 年 来 ,在 单 季 中 稻田 中 推广 早 玉米 种 植 , 序 

在 中 造 角 田 里 种 一 季 早 王 米 ,收获 后 接着 种 中 和 , 收 成 稳定 ,产量 高 。 据 试验 ,这 种 办 各 可、 
使 中 稻 单 位 面积 产量 普 逼 提高 13 多 左右 。 双 季 夭 的 播种 期 与 自治 区 各 地 大 致 相同 ,种 植 “ 
面积 最 广 的 为 宾 阳 、 营 宁 、 横 县 、 田 东 、 田 阳 和 平 果 等 地 , 均 移 占 稻田 的 了 2 以 上 ,特别 是 东 
部 接近 容 县 专区 的 儿 县 ， 双 季 稻 的 比重 最 高 ; RS OR SE. A 
1/3 左右 ,主要 是 解放 后 发 展 的 ,本 区 平地 少 ,山区 气候 较 痊 ,影响 晚稻 成 熟 , 且 春 旱 严重 ， 
水 利 条 件 较 差 ,因此 ,大 力 兴 修 水 利和 培育 抗旱 力 加 强 且 硬 赛 的 水 入 品 种 是 本 区 扩展 双 季 
yumi 

米 是 本 区 主要 粮食 作物 之 一 ， 是 西部 地 区 居民 的 主 粮 。 本 区 玉米 种 炸 面 积 占 广西 
tH 为 自治 区 内 玉米 种 植 最 集中 的 地 区 。 玉 米 分 布 以 都 安 、 扶 给 \ 武 鸣 、 eT, HG, 
宁 `、 启 山 , 横 县 、 德 保 等 县 最 集中 , 大 概 平 原 地 区 植 于 水 田 与 单 季 中 稻 输 作 ， 其 他 居 为 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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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L, AKRAM AAS ALANA RAE OEE APPL MEENA a> AWA 
SEE my HULSE AACE TAS HE TUK PN eR da OK A DL Be ek A fi ee 
$58 SHER ARATAM, WORE EKAPM FHA RR PORTA BE 

本 区 南部 气 佟 温 暖 , 风 害 较 少 ,有 大 片 未 开 星 的 莞 地 ,具备 发 展 经 济 作 物 的 有 利 条 件 。 
北部 地 区 ,虽然 适度 较 高 , 气温 比 南部 低 , 但 北 有 都 阳 山 肘 等 高 山 屏障 。 塞 韦 在 平常 年 分 “ 

”和 开 很 少 出 现 。 百 色 以 南 , 沿 江河 谷 缘 可 种 植 热带 和 亚热带 经 济 作物 。 
甘蔗 是 本 区 最 重要 的 经 济 作物 ， 它 的 种 植 面积 占有 侍 自治 区 甘 镀 种 植 面 积 的 5 多， 

。 ， 居 各 区 第 一 位 。 本 区 甘蔗 多 分 布 在 沿江 两 岸 沙 地 上 ,东部 集中 于 车 宁 ,， 西部 旭 在 田 东 、 I 
阻 :下 果 三 县 。 解 放 前 ,品种 到 为 作 芒 ,产量 很 低 。 解 放 后 多 改 种 优良 品种 , 产量 提高 , 但 

”各 地 悬 殊 较 大 ,东部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 肥 源 足 ,耕作 精 关 ,产量 较 高 ,西部 水 分 供应 不 足 , 土 地 
首 状 ,耕作 粗放 产量 低 。 由 于 区 内 过 去 没有 制 糖 厂 ,甘蔗 原料 至 用 二 法 加 工 ,甘蔗 发 展 受 “ 
到 一 定 的 限制 :现在 南宁 已 建 有 新 式 糖 厂 ， 沿 江 各 县 亦 正在 筹建 。 这 些 新 糖 厂 的 建 慑 将 
天 大 有 利于 本 区 植 蔗 业 的 迅速 发 展 。 

花生 是 二 区 主要 油料 作物 ， 种 植 面积 达 80 多 万 调 ， 居 区 内 各 种 经 济 作物 的 第 一 位 。 
花生 分 布 各 县 均 有 ， 但 以 东南 平原 地 区 的 横 县 ,人 辟 宁 、 宾 阳 、 扶 奏 和 武 鸣 最 集中 ， 5 县 移 占 
AEA TR 62.5% 。 花 生 种 植 分 早 、 Waive, MLL 2 

ie SAK AMR UEMe—, DRE 上 林 、 宾 阳 等 县 种 植 较 多 。 分 烤烟 与 晒 
烟 两 种 , 晒 烟 主要 供 未 区 居民 消费 ,烤烟 多 运 柳州 烟 厂 。 烟 叶 种 植 时 期 分 春 、 中 、 秋 三 种 ， 

。 其 中 以 春 烟 最 多 , 植 于 中 稻田 , 收 后 可 播种 中 稻 。 
本 区 盛产 亚热带 水 果 , 种 类 繁多 ,其 中 以 柑 桔 、 波 臣 、 香 六 、 龙 眼 分 布 最 普通 。 解放 后 

以 南宁 为 中 心 建立 加 工厂 ， 果树 栽培 迅速 发 展 。 
”本 区 山岭 广 布 ,四 季 常 青 ,水 草 丰富 , 极 有 利于 养 畜 业 的 发 展 。 牲畜 以 牛 为 主 , 耳 区 多 
， 商 牛 ,平原 多 水 牛 , 除 役 用 、 肉 食 外 ,黄牛 年 有 输出 。 除 牛 外 ,局 、 羊 均 有 蚀 养 。 FG TEE 

Ay 5 ON DS AS ALL , FEE RE STH, | 
， 二 区 工地 原 有 基础 比较 薄弱 ,现代 化 的 工厂 很 少 ,大 多 数 是 零星 耸 布 的 手工 工场 。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 oe 百色 以 北 各 县 旭 工 业 特 别 落后 , 几 为 一 
片 空白 地 区 。 南 宁 、 宾 阳 、 百 色 、 急 宁 四 地 工业 产值 狗 占 至 区 工业 总 产值 的 80% , 其 中 仅 
南宁 一 市 就 独占 60%, 为 区 内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心 。 

食品 工业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工业 部 门 , 狗 占 全 区 工业 产值 的 59% , 他 如 机 械 制造 和 修 
HB A Ke ATA SRS. OIA BI. HE PE 
制 茶 等 ,其 中 以 粮食 加 工 广 所 占 比 重 最 天, HSB TILA 44%, 1958 年 本 区 

”各 地 兴建 了 很 多 新 工厂 ， 工 业 台 地 开花 。 现 在 以 南宁 为 中 心 正 在 兴建 规模 巨大 的 现代 化 
工厂 ,其 中 有 年 产 80 万 吨 的 钢 詹 厂 ,发 电能 力 21 万 延 的 发 电厂 ,日 棒 甘 蔗 2000 吨 的 制 糖 
厂 ; 此 外 还 将 陆 转 兴建 联合 制 碱 厂 . 氮 肥 厂 ,橡胶 厂 、 合 成 侩 维 纺 禾 厂 \ 通 用 机 械 厂 、 重 型 机 
床 厂 、 普 通车 床 厂 .电站 如 备 制造 厂 等 大 型 现代 化 工厂 ,这 些 工厂 双 部 建成 以 后 ， 将 使 本 区 
具有 上 比较 完整 的 工业 体系 ,成 为 广西 的 现代 化 工业 基地 之 一 。 

湘 桂 铁 路 未 宪 至 赁 祥 段 横贯 本 区 东南 部 , Ze, HILAL SILA ALAR ASHE FARIS, 
公路 以 南宁 为 中 心 向 四 周 放射 ， 交 通 细 颇 为 完整 。 区 内 输出 的 粮食 及 土 特产 分 别 集中 詹 
路 沿线 及 左右 江 沿岸 ,然后 直达 南宁 。 境 内 所 需 各 种 工业 产品 ,全 部 由 南宁 供应 。 所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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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是 本 区 唯一 的 经 济 中 心 和 支援 广大 城乡 工农 业 建 设 的 基地 。 珍 大 区 内 物 碍 ， 除 铁路 ， 
沿线 外 ,大 部 用 汽车 运输 。 田 东 百色 为 本 区 西北 部 的 物 春 中 转 站 ,前 者 供应 靖 西 、 睦 边 、 
德 保 等 县 ,后 者 旭 供应 田林 、 隆 林 。 至 于 南宁 市 附近 各 县 则 直接 由 南宁 中 转 。 有 目前 山区 交 
通 祭 极 不 方便 ,县 与 县 之 间 何 无 公路 可 通 ， RH A sR Ge BRAS 
Bi» XU DK Mou ry BE ERIE I 

” 南 条 市 广西 催 族 自治 区 的 首府 ， 全 自治 区 的 政治 SCA HHS UE 31) , 1987 mM 

年 人 日 达 中 .4 万 , 冠 于 自治 区 内 其 他 各 大 城市 。 南 宁 位 于 郁 江上 游 , 左 、 右 两 江 交 匿 处 ， 
内 河 航运 极 称 便利 ,上 可 通 百色 龙 津 , 下 可 达 梧州 、 广 州 均 能 移 年 行 觅 输 船 。 湘 桂 铁 路 
通过 市 区 ,公路 四 通 作 达 , 为 左 、 有 有 江 流域 的 出 入 口 物 贾 集散 地 ， 闫 具 内 河 港口 性 质 ， 商业 
之 盛 仅 坎 于 梧州 。 fens ae 

, 南宁 在 历史 LRA TERS es. a ee } 
Si, SAK TRL, PLR, PERM eM Lem, 
工业 极为 落后 ,至 解放 前 夕 , 基 本 上 还 是 一 个 消费 性 城市 。 解 放 后 ,南宁 为 广西 省 会 ,经 济 
日 丛 繁 药 , 城 市面 狐 迅 速 改变 , 1949 年 全 市 人 口上 只 有 9 万 人 , 到 1956 年 二 至 25 Ty, 新 建 
LY AVA SIL. EE SEG, BOE TLR FB SSE BRIE CI PEE, 
”南宁 现 有 广西 大 学 、 医 学 院 和 类 学 院 等 儿 所 高 等 学 校 ,是 全 自 治 区 科学 文化 活动 的 中 
心 和 培养 各 族 革命 于 部 的 基地 。 

南宁 接近 越南 ， 有 然 路 与 越南 民主 其 和 国 首都 河内 相通 ， 经 济 联 系 其 为 密切 ; 对 于 促 oye 
进 中 越 两 国 经 济 合 作 和 文化 交流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oka 

Af SPA HH, HEH, BAA 24,000), 
百色 是 南宁 至 兴 义 公路 干线 上 的 中 转 站 ， 也 是 右 江 航运 的 称 点 ,所 以 大量 圭 特产 粉 入 Pe 

Fish, ERMAN AH RE i EA Sens ee i 

2b. TOIL, AAS So rh BK, SE 

解放 前 , 百色 没有 现代 化 的 工业 , 仅 有 一 个 小 型 发 电厂 以 及 _ 些 手工 打铁 业 等 ,是 一 

座 县 运 鸡 片 .山货 、 什 货 的 山城 ,云贵 一 带 的 烟 襄 均 集 中 于 此 ,转运 南宁 广州、 上 海 、 香港 

等 地 。 解 放 后 ,工业 迅速 发 展 , 现 有 发 电站 、 姿 器 厂 \ 检 油 厂 、 糖 厂 、 烟 厂 、 研 米 厂 、 SB 
| SE, RETR Tae Sh, TEE SEHR 。 城 市 性 质 已 在 逐渐 改变 。 

凭 祥 ， 是 湘 桂 铁路 来 宾 至 赁 祥 段 的 交点 站 ， 是 租 国 南部 中 越 边 界 上 的 新 兴 城市 。 凭 

裤 还 远 在 宋代 时 就 有 赁 神州 之 称 。 但 是 ， 在 历代 反动 颖 治 下 , 过 去 一 直 是 个 经济 异常 落后 ，， : 
”的 小 镇 ,在 1949 年 解放 时 , a RR 有 300 卢 ， 除 街 上 存 救 由 消 代 建 筑 的 破 元 汪 业 人 
双 是 一 片 荡 房 ,当地 人 称 它 为 菠 屋 钱 。 “ 

1951 年 湘 桂 铁路 通车 至 凭 祥 以 后 ,城市 迅速 发 展 ， 出 现 了 新 的 街道 ， 银行 、 医 院 和 轩 、 
易 公 司 、 国 际 旅行 审 等 ,电厂 及 小 型 在 米 厂 等 加 工厂 也 相 灼 建立 ， 根本 改变 了 城市 的 面 尧 = 
19 硬 年 我 国 和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 开始 铁路 联运 以 来 , 赁 祥 成 为 中 越 接 车 框 组 站, 中 外 旅客 ， 
SOE HS Fy EE USA, 日 俭 频 繁 , 随 着 交通 运输 的 发 展 , 赁 祥 将 更 迅速 地 繁荣 兴盛 。 

2. 北部 区 

本 区 位 于 三 西北 部 ,大 部 分 地 区 属 柳江 流域 。 A IE TA 

是 本 区 发 展 国民 经 济 的 最 有 利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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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北部 山区 拥有 大 片 的 森林 ,木材 蔷 积 量 达 1000 立方 米 以 上 ， 主 要 林 区 分 布 于 融 
江 流域 和 红 水 河流 域 ,大 部 分 为 原始 森林 ,以 云南 松 、 检 类 占 优势 , 混 有 杉 、 棍 、 樟 等 。 林 区 
靠近 河流 两 崖 ,木材 可 通过 柳江 、 红 水 河 大 小 支流 分 别 壹 往 柳州 和 来 宾 猴 路 车 站 。 目 前 主 * 
要 伐木 区 在 融 江 流域 的 大 昔 山 、 三江、 融 安 一 带 。 柳 州 是 本 区 也 是 广西 最 大 的 木材 集散 
地 ， 每 年 由 柳江 流域 汇集 在 这 里 的 木材 量 狗 右 人 至 自治 区 木材 产量 的 1/2 。 大 部 分 木 

RESIS ALT, AIM IL Ae Ab MT SA IL a SAS 西 和 国内 建 发 需要 (中 
2 

ART WR AR SE RT ig a te ep eee 
重要 的 地 位 。 本 区 煤矿 分 布 较 广 ,东南 各 县 均 有 埋藏 。 而 以 来 宾 , 忻 城 . 宜 山 、 罗 城 分 布 最 

”集中 ,储藏 量 最 大 。 来 宾 、 怕 城 煤田 系 与 上 林 、 宾 阳 煤 田 连 成 一 片 ， SRS, 
“ALM. .煤田 地 势 平坦 ,接近 湘 桂 铁路 , 交通 便利 ， 对 发 展 本 区 地 方 工业 提供 有 利 

的 条 件 。 来 宾 合 山 煤 矿 是 目前 广西 已 开采 的 最 大 煤矿 ， 东南 距 来 宪 60 公里 ， 读 矿 已 有 几 

二 年 开 条 历史 ,但 过 去 年 产量 从 未 超过 10 万 吨 。 解 放 后 ,由 于 自治 区 的 工业 、 铁 路 和 航运 
对 煤炭 需 要 过 速 增长 ， 合 山 煤 矿 不 断 扩 大 ，1956 年 煤 产 量 达 25 Fim, be 1953 年 增加 6 
ae Ae 

素 宪 的 柳 来 经 矿 和 重山 的 怀远 锰矿 是 广西 三 个 最 大 鳃 矿 ( 另 一 个 为 桂平 的 木 圭 锰矿 ) 
的 两 个 。 怀 远 锰 矿 品 位 很 高 , 除 柳 来 锰矿 正 进行 基本 建 发 外 ,怀远 矿 千 未 开采 。 本 区 铁 矿 

| RUTH, BURT Y BH, 其 中 以 地 秋 铁 矿 储量 最 大 ,品位 最 高 。 
3 未 区 地 处 黔江 上 游 , AD REA KR HE, 仅 柳州 附近 能 开发 
电力 就 有 20 一 30 万 延 。 主 要 城 钱 和 工业 中 心 都 临近 河岸 ， 湘 桂 铁路 和 黔 桂 铁路 贯 通 区 
办 ,在 动力 水源 和 交通 上 都 具有 充分 的 保证 。 、 

$635 $8 —7P HIE RIES EL IC OC EE KWL sh os, "ESE. 
ASCH RT A PR, Be, 
SAG ip LEAP AF at RIN , KE A LER. HEI, AU 

Nag EEL SRE TBR” USAR BEA BS HE HT 元 州 是 本 区 主要 的 工业 中 心 ， Wi 
; 公 区 工业 之 中 数 。 

本 区 工业 以 重工 业 为 主 ， 特别 是 五 金 机 械 和 采矿 工业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 1955 年 两 个 
部 四 的 工业 产值 合 占 至 区 工业 总 产值 的 40% , 其 中 五 金 机 械 工业 产值 占有 至 广西 五 金 机 ， 
械 工 业 总 产值 的 62 和 。 机 械 制 造 厂 制造 着 汽油 机 、 空 气压 蓉 机 、 氧 气 和 工业 用 刀 、 各 种 新 . 
式 农 具 和 灌 新 机械 ， VA BREE IRR 榨 油 机 EDS, 

本 区 安 业 产 品种 类 繁多 ,粮食 作物 有 稻谷 、 小 麦 、 玉 米 ER, OH AW HE, 
BE s ROVE AT HAE Di PD EI AAS 2 Be MA APES DA. OAT EP AH 
WAU. WAT AR i A KAY 33% , 芝麻 占 47.7% , HEAR 22% , WJ” Bid 
料 作物 的 主要 产 区 。 丰 富 的 农业 奏 源 也 为 本 区 轻工业 和 食品 工业 的 发 展 提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Pe : | 

“本 区 农业 生产 受 干旱 的 影响 比较 大 。 由 于 区 内 雨量 稀少 ， 河 床 深切 ， 石 灰 兰 地 形 广 
布 ,水 源 十 分 候 乞 ; 过 去 每 年 都 有 大 面积 量 灾 发 生 ， 尤 以 东南 部 在 原 最 为 严重 。 来 宾 、 石 
龙 \ 柳 城 , 忻 城 宜山 等 县 是 广西 最 严重 的 旱 实 地 区 , 对 农业 生产 威胁 较 大 。 千 百年 来 , 本 
区 各 族 宏 民 在 和 自然 突 嘎 作 斗 等 中 都 负 出 了 艰巨 的 劳动 ， 他 们 利用 柳江 大 小 支流 各 处 有 

e 95 。 



利 的 地 形 到 处 栏 河 筑 雹 , 开 渠 引水 , 以 灌 浙 农田。 这些 分 散 的 小 宗 的 水 利 工程 ,虽然 灌 新 
面积 不 大 ,但 在 去 业 生 产 上 却 起 了 一 定 的 抗旱 作用 。 解 放 后 ;党 和 政府 十 分 重视 本 区 的 水 
PURER JLB, 由 于 大 量 兴 修 山 塘 水 库 的 糙 果 , 本 区 旱灾 的 威胁 已 大 大 减轻 。 一 些 地 区 

. 且 基 本 上 消灭 了 旱 害 ,这 就 为 本 区 农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打下 可 靠 的 基础 。 
水 稻 是 本 区 主要 的 粮食 作物 , 1957 年 占 粮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53.8 多 ，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46 多。 由 于 本 区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南 北 气 温差 别 较 大 , 故 水 稻 栽 培 制 度 有 显著 不 同 。， 
”北部 地 区 以 单 季 稻 为 主 ,南部 地 区 单 季 稻 和 双 季 稻 均 占 相 当 上 比例。 近年 来 ,本 区 推广 由 章 

， 季 改 双 季 已 获得 很 大 的 成 秆 。 如 南部 的 石 龙 , 来 宾 、 柳 江 .柳城 等 县 经 过 改制 后 ， 已 基本 上 
变 成 为 双 季 稻 区 。 就 是 一 向 向 训 为 不 能 种 双 李 稻 的 北部 山高 水 淮山 区 ， 径 过 水 利和 士 质 改 
和 良 后 , 双 季 稻 种 植 也 获得 了 成 功 。 | 43 

EKBAR ICR RE, JER RP ATE pe i 
FSET Ay LK, BOK SEE PA, 但 均 在 旱地 上 种 植 ， DHE BOR . 

Hit. SERA KH PSR RE IRE, Wi 
油菜 芝麻、 花 生 同 是 本 区 主要 的 油料 作物 。 它们 的 种 植 面积 占 全 区 经 济 作物 总 种 植 ， 

Ti PANY 80% 左右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而 以 东南 部 来 宾 \ 石 龙 \ 柳 江 \ 忻 城 ,柳城 .宜山 、 罗 城 等 
BES, WACK SH AE RR ts Wk FEA IE A, BEE, 单位 面积 
产量 低 。 fe 

甘蔗 是 本 区 近年 来 发 展 最 快 的 一 种 经 济 作物 。 本 区 南部 气候 温暖 AMS JRF 
。 甘蔗 生长 。 过 去 柳城 、 石 龙 、 EAA PE I ee A 

的 有 利 条 件 。 目 前 甘蔗 分 布 以 天 峨 .宜山 .来宾 \ 柳 城 较 多 ,但 耕作 粗放 ,产量 低 。 
”和 用 水 河 、 柳 江 贯穿 全 区 ， 同 归于 岑 江 , MRA, BERRA 
本 区 与 湘 桂 铁路 衔接 ,是 交通 运 坊 的 大 动 肽 。 公 路 移 亦 四 通 八 达 ; 以 柳州 为 中 心 , 成 放射 
线 分 布 。 所 以 ,境内 交通 人 肖 称 便利 ,只 是 内 河 通航 条 件 不 佳 , 滩 多 水 惫 , 仅 柳 州 以 下 可 通行 

 、 RA, 但 对 流放 木林 却 有 其 重要 意义 ,北部 山区 的 木材 , 土 特产 多 顺 流 而 下 , 运 柳州 转 销 
各 地 , 境内 粮食 、 土 特产 等 旭 集 中 然 路 沿线 亦 以 柳江 为 集散 地 。 所 以 ,柳州 市 是 本 区 的 沟 
济 中 心 。 卉 内 所 需 工业 品 , 日 用 百货 ,在 宜山 以 东 各 县 ; 直 楼 由 柳州 供应 ， 以 西 地 区 则 由 宣 
“URE | 

MAF BT :市 (照片 35)。 ; | 

柳州 位 于 自治 治 区 的 腹地 ， ITAL EE, Seine E-FOLSRHR PY EE 条 村 铁路 的 交 勾 

柳州 市 柳州 是 广西 的 重工 业 城市， 休 自 治 区 的 交通 中 心 ， 1957 年 有 人 吕 on. THK, “id 

ree TT eh Teer e | Trae ies cia ce eee 
FER JUDIE SAG MUN RO TEACH at WARRAINH Dh 2 PON 
By WEIRD HH AFL. 

柳州 是 自治 区 内 最 大 的 工业 城市 ， 以 机 械 工 业 最 为 重要 ， _ 现 拥有 规模 较 大 的 机 械 厂 、 
BLES ALBRECHT” AEDST BERT 农具 机 械 厂 等 重工 业 工厂 , 其 中 以 柳州 机 
械 厂 为 最 大 ,生产 小 型 汽油 机 供应 公国 各 地 的 需要 。 轻 工业 旭 有 了 研 米 、 棒 油 、 烟 三 以 及 骨 
粉 厂 . 染 积 厂 等 。 柳 州 不 仅 地 理 位 置 优越 ,居于 广西 中 部 ,有 利于 工业 的 发 展 , 凭 借 便 利 的 
交通 ,工业 产品 南下 可 以 销 广 东 , 北 上 可 以 销 湘 加 , 西 旭 可 达 岑 、 泪 而且 最 重要 的 是 各 工 
业 原 料 产 地 接近 ,对 于 原料 的 取 欠 颇 为 方便 。 此 外 , 水 力 碍 源 亦 极为 丰富 , AR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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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提供 雄厚 的 动力 基 砸 ， IEA AS OA fea HO LRAT FET 本 市 
将 成 为 从 自 治 区 钢 詹 和 机 械 工业 的 基地 。 

柳州 也 是 广西 手工 业 重点 城市 之 一 ,其 重要 性 仅 赤 于 桂林 市 。 手 工业 行业 繁多 ;以 绝 
故 、 棉 各 针织 、 铁 器 ,木器 等 为 主 ,产品 销 于 区 内 ,有 供不应求 之 势 。 

iit 3. 东北 区 ia th 

KRW) wre, HN LU KE DG AL TIIZR REAR, CAT HACHEM, HE 
TOPLAS ofp , GAG SHIA BURR: , MERAY BASE RS 100 多 公里 ,奇峰 峭壁、 
”五色 着 茧 ,与 清流 篆 树 相 掩映 ,景色 迷人 ,是 国内 著名 的 风景 区 (照片 36) 。 
，， 桂 东北 是 广西 历史 早期 开发 的 地 区 ， 烃 济 比较 发 达 , 农业 生产 水 平 较 高 ， 历史 上 中 原 

© 上 较 先 进 的 农业 耕作 技术 , 随 着 汉人 的 进入 岭南 ,首先 在 桂 江 流域 一 带 推广 ,所 以 ， 桂 东 北 
nas Ti a J PRE Se BH AK I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1957 AE RE RAIS I 
。 出 广西 总 平均 数 而 且 居 各 区 第 一 ; 至 区 虽 处 于 北 短 24。 以 北 , 气温 较 低 ,自然 条 件 远 不 如 
西南 区 优越 ,但 耕地 复种 指数 却 高 达 173.4 多 ， 仅 灵 于 东南 区 。 Me, 

BAPE BERL, 无 大 片 平原 , 农业 星 植 多 利用 河谷 地 带 及 山 阁 盆地 比较 下 . 
ARK, 因此 , 山 多 田 少 ， 耕 地 上 比重 不 大 , 平均 每 一 农业 人 口 欧 有 耕地 二 雷 左 右 , 小 于 

自治 区 平均 数 ， 稍 大 于 人 口 密集 的 东南 区 。 Tet se VTE Hy i BILE HB BE A A 
Ae, | 
， .本 区 雨量 充沛 ， Hy ES 山区 水 源 丰富 , WEBER 施 也 较 有 历史 
基础 , 水 田 比 重 较 大 , 1957 年 全 区 水 田 占 耕 地 面积 74.1% ， 其 中 有 不 少 县 从 如 临 桂 、 兴 

。 发 、 永 福 、 荔 浦 等 县 水 田 比 重 更 高 达 80% 以 上 。 区 内 水 利多 系 引 水 自流 灌 浙 , 水 源 充足 ，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 抗 时 能 力 强 。 生 产 上 一 般 比 较 稳 定 。 但 在 全 区 范围 内 , BRR, 本 

区 夏秋 之 间 , 纸 常 无 雨 , 且 中 、 南 部 基本 上 是 石灰 岩山 地 及 丘陵 地 区 ,保水 能 力 差 ,同时 ,有 
| SERA KE REA, mK RUBE EDL, 春秋 之 间 亦 常 发 生 旱灾 , 受 旱 面积 最 天 的 临 桂 、 
”鹿寨 、 富 鲁 、 餐 县 等 往往 影响 晚稻 种 植 。 此 外 ， 在 沿 河 及 石灰 岩 的 低洼 地 区 亦 有 水 、 游 灾 

需 , 只 是 时 间 短 促 , 受 害 面 积 不 大 。 
本 区 粮食 作物 有 水 稻 \ 小 麦 、 HERMES, Sth DUK RU HR, 占 本 区 总 播种 面积 

的 52. 3% aN 

eee ete Te eee 产量 均 仅 其 于 东南 区 ， 但 却 与 普 运 种植 双 
，，, 季 稻 的 桂 东 南 不 同 , 区 内 中 稻 种 植 狗 占 稻田 的 50% 以 上 , 策 中 广西 全 部 中 稻 面 积 的 31 多 ， 
”是 自治 区 内 最 主要 的 中 稻 产 区 。 中 稻 主 要 分 布 在 本 区 北部 。 如 临 桂 以 北 猪 县， 几乎 储 部 
” 种 植 中 稻 , 以 南 地 区 则 狗 占 稻田 1/3 以 上 , 近 几 年 来 ， 推 广 改 中 稻 为 双 季 稻 以 南部 为 多 。 
北部 地 区 的 气候 条 件 亦 适宜 种 植 双 季 稻 , 如 全 县 、 灌 阳 全 年 无 霜 期 240 一 250 天 , 4 月 分 平 
ia JE 15—16°O , 10 月 从 平均 18°O 。 据 两 县 实践 证明 ,该 处 气 候 完全 适合 早稻 和 晚稻 
的 生长 需要 » BELL, 一 造 变 两 造 ,可 以 逐步 向 北 推广 ,但 必须 具体 解决 品种 .肥料 .向 田 以 
RBA PGS A, WA ISA APH AAD aR BA) ESE Pe ZR, 贺 县 等 最 

eck Sree a 2B KIL eR APART Fl Bil , 5 PAT BRE FA EE eh 
有 部 分 水 利 条 件 较 差 的 水 田 , 早 稻 收 后 无 法 再 插 晚 稻 , 改 种 其 他 作物 ,因此 ,解决 水 利 问题 

1) 具 广 西 日 报 , 1956 年 10 月 1 日 。 



也 是 未 区 扩展 双 季 稻 面 积 的 主要 措施 。 

芝麻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经济 作物 , 区 内 播种 面积 占 广 西 芝麻 播种 面积 的 73 多 ， 为 自治 

区 内 的 主要 芝麻 产 区 。 在 分 布 上 义 平 乐 . 阳 朔 、 功 浦 、 灌 阳 等 县 最 多 , 其 中 车 乐 的 城关 区 、 

长 滩 区 月 城区 以 及 功 清 的 栗 森 区、 马 岭 区 等 尤为 集中 , SR, 芝麻 多 植 于 10? 以 So 
EASE MOR A BEML MOIS TRE Aa ae rei AA 
和 历史 习惯 ,有 条 件 大 力 发 展 。 

花生 播种 面积 上 广西 花生 总 播种 面积 的 12.02 匈 ， 比 重 虽 不 如 其 他 各 区 ,但 是 采 区 
主要 的 油料 作物 。 地 区 分 布 以 鹿寨 、 金 县 富 仔 .上 贺 县 、 在 乐 为 多 , 北部 全 县 等 地 多 种 植 天 
花生 ,每 年 只 收 一 坎 , 南 部 庆 罕 . 蕉 城 等 地 旭 以 小 花生 为 主 ,每 年 收 后 可 再 种 一 芯 秋 花生 或 “ 这 
Wi Bes 区 内 花生 多 植 于 沿 河 两 岸 的 沙洲 地 。 TEKS eee fi 

FMRI TEATS EEE. 

PRE i AEAES ADCS NUE erin AEE 甘蔗 、 果 产 等 ， 其 中 茶叶 品质 好 ， 大 部 为 

AMA. 以 上 贺 县 、 灌 阳 , 兴 安 、 临 桂 、 荔 浦 等 县 为 主要 产 区 。 

本 区 工业 在 自治 区 内 有 一 定 的 基础 ,而 且 分 布 也 比较 集中 , 按 产值 计算 ， AKA 40% 
RIVE ae se EK Ye 25% 的 工业 和 集中 在 桂林 市 D, 其 余 多 散布 在 南部 各 县 
Ri, BAS BARRE ST , Sade aaah 向 为 广西 最 大 的 矿产 条 治 地 ， a 
I KE Ab An ae E, 
RAIA DP LAER OU, #8 8s MB PL 30% , 包括 有 粮 你 加工. 

” 杰 油 、 肉 类 加 工 、 冀 产品 加 工 和 酿酒 等 。 其 中 以 粮食 加 工 比重 最 大 , 占 食品 工业 全 部 产值 
的 65% ,其 他 工业 从 有 化 工厂 \ 电 厂 、 铁 工厂 ,煤矿 等 , 其 中 桂林 化 工厂 是 本 区 最 天 的 现代 二 

”和 楷 加 工厂 之 一 ,在 自 治 区 内 仅 灵 于 梧州 松脂 厂 ,如 备 能 为 年 产 松香 8000 ae 
_ 和 国外 。 

REESE AACR Aca Da 桂 江 通 灵 渠 北 接 湘江 ， ETE, 南 和 西江， 
内 水 陆 交 通 的 大 动 豚 , 交 叉 于 桂林 市 。 
Ar Be BAe SRS NLL BEN BOKER HN Af JE a RS 

、 江 航运 在 区 内 只 能 通行 木 帆 船 ,夏季 洪水 期 ,桂林 至 平 乐 始 可 通行 小 轮 , 所 以 , 运 量 不 天 ， 
沿江 部 分 物 奏 主 要 为 粮食 ,木柴 顺水 而 下 梧州 ,上 水 物 春 不 多 ,有 部 分 机 械 设 备 运 入 矿区 。 
桂林 市 是 本 区 最 大 的 物 套 集 散 地 ;桂林 以 北 各 县 农产品 多 集中 桂林 ， 以 南 各 县 区 向 柳州 集 、 
中 。 束 入 日 用 百货 蜀 以 桂林 ,全 县 为 中 转 , 北 部 各 县 由 全 县 供应 ,桂林 除 供应 附近 各 县 外 ， 
”人 午 供 应 平 乐 再 转 销 附近 各 县 。 鹿 案由 于 接近 柳州 , 购 有 1/2 WEA IN ED, 

桂林 市 桂林 是 我 国 历史 上 的 名 城 之 一 ,在 广西 各 城市 中 历史 最 为 悠久 , 远 在 秦 、 汉 郎 ， 
为 成 守重 地 ; 明 、 清 二 代 以 馆 民 国 均 为 广西 省 会 2 ,所 以 , 在 历史 上 ， 桂林 向 为 广西 的 政治 ”， 

- 中心 ;军事 重 针 , 这 个 富有 历史 意义 的 古城 ; 手工 业 特 别 发 达 , 在 过 去 自 烙 自 足 的 自然 经 济 
时 期 ， 桂林 手工 业 产 品 供应 广西 多 数 地 区 ， 为 当时 广大 地 区 日 用 必需 品 取 锥 之 地 。 现 代 化 
工业 虽 有 一 些 发 展 ,但 极其 微弱 ,直至 解放 前 ,也 只 有 电厂 ,水 厂 ,水 泥 厂 >, 各 一 个 以 及 仙 
布 \ 碾 米 、 酸 酒 等 少数 轻工业 , 且 多 属 工场 手工 业 性 质 。 解 放 后 ,本 市 现代 化 工业 在 原 有 基 

1) 按 1955 年 工业 产值 计算 。 
2) 民国 利 年 广西 省 会 得 一 度 迁 往 南 字 , 民 站 年 (1936) 双 复 迁 回 桂林 市 。 - 
3) 原 有 水 泥 厂 在 1950 年 迁 往 兰州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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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 

碍 上 迅速 发 展 , 目 前 拥有 规模 较 大 的 化 工厂 ,要 米 厂 \ 农 具 厂 、 缕 厂 以 及 造 驮 三 等 ， 其 中 以 
”食品 工业 为 主 , 狗 占 全 市 工业 的 1/2 。 现 在 建设 的 有 四 个 钢 詹 厂 ;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年 产 钢 

能 为 为 60 万 吨 。 手 工业 在 本 市 的 地 位 仍 相当 重要 ， 是 自治 区 内 手工 业 比 重 最 大 的 城市 - 
”手工 业主 要 行业 有 铁器 、 积 市 、 杭 笼 及 化 工 制造 等 。1957 年 全 市 有 人 口 18.4 万 人 。 

桂林 地 居 桂 江上 游 ,靠近 湘 、 桂 两 江 之 分 水 岭 处 , 所 以 , 水 路 运输 通常 只 能 行驶 帆船 。 

桂 汪 流域 的 物产 , ASOT, 均 由 平 乐 或 直接 运销 梧州 ; 湘江 流域 的 物产 旭 自 全 县 以 下 

多 运销 湘江 下 游 各 地 。 因 此 ,桂林 腹地 面积 不 广 ,集散 物 春 不 多 。 在 陆路 交通 方面 却 其 为 
。 便利 ;通过 湘 桂 铁路 可 与 自治 区 内 其 他 各 大 城市 密切 联系 。 才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的 原因 ,桂林 、 
下 其 他 各 大 城市 以 较 近 的 距离 取得 中 原 各 省 的 工业 原料 以 及 其 他 方面 的 支 失 ， 有 利于 桂 
“条 市 今后 的 发 展 。 

桂林 是 自治 区 内 的 文化 中 心 和 著名 的 疗养 城市 ， 文化 教育 事业 比较 发 天， 市 区 风景 秀 

BB, AREAL ET WOR RE, Sa AE HEIL ARDEP Bok ina 
be SPREE I 8. 

4 东南 区 

本 区 位 于 桂 东 南 ， MIL Hem, Poe este DLE 高 温 多 雨 ， 霜 期 短 ， 年 

WEA, PE TLE , HWE RR , ANE HS PSE, dB EB RE, ESS | 

”名 的 平原 。 (E111 Be ARE REAR , 热带 、 亚热带 作物 和 果林 种 类 繁多 ; 生长 度 盛 。 本 区 自然 
条件 极 有 利于 农业 的 发 展 。 

西江 横 穿 区 内 ,直下 广州 ， 历史 上 沿江 上 淹 的 汉人 首先 定居 本 区 ， 而 西江 又 一 直 是 广 
西 对 外 联系 ,输出 入 物 奏 的 主要 干线 ， 梧州 向 为 自治 区 出 入 口 贸 易 的 门户 ,因此 ， 区 内 人 口 

最 为 密集 , 轻 济 比 较 人 发达, 农业 精 耕 灶 作 ,二 地 利用 程度 很 高 《复种 指数 近 200%) 。 全 区 - 

。 主 地 面积 只 占 广 西 土地 总 面积 的 18.42 和 多, 而 人 口 却 占 20.63% , 平均 每 太 到 里 达 135 人 ， 
| 特别 是 沿江 各 县 ,如 桂平 \ 平 南 及 玉林 等 县 更 高 达 200 人 以 上 。 现 有 耕地 占 广西 耕地 总 面 

” 积 的 22.1% , HEIR HEMI 78.6% , 是 广西 最 天 的 水 田 耕 作 区 。 
未 区 安 业 生 产 最 突出 的 问题 是 水 旱灾 的 威 肪 较 大 ， 光 以 旱灾 比较 严重 。 区 内 年 雨量 

BA 1600 毫米 ,但 年 中 分 配 不 均匀 ,5-_9 月 欧 占 休 年 雨量 的 85% , 加 以 气温 高 ,蒸发 大 ， 
播种 季节 较 早 , 双 造 水 田 多 , 需 水 量 大 ,因此 , 春秋 雨水 光 感 不 足 ， ;特别 是 春季 , HEE, 

春分 插秧， 均 需 依靠 灌溉 。 几 年 来 , 本 区 在 水 利 建设 方面 虽 进行 了 许多 工作 ， 但 旱灾 威胁 

工 未 全部 解除 ;区 内 旱灾 改 生 以 贵 县 、 桂 平 、 玉 林 一 带 比 较 严 重 ,这 里 平原 较 大 ,水 源 不 足 ， 

大 片 沿江 冲积 土 ， ladies 容易 干旱 ,所 以 ， 大 力 兴 修 水 利 ， 消灭 旱灾 是 区 内 发展 生产 的 
.重要 措施 。 

RE SE WIEN RAD AAA AE, AE APL, 
BARA FECT 1/9 2B LIS SAA A eB, A BH 
Hy Bok BEM PHY 1/10 左右 。 | 

稻谷 是 区 内 最 重要 的 粮食 作物 ， Pr ea 73.2%, Spt 
— FRKAA, RAM K RPE E MK, LPARAM, A CEES, 气 
温 较 高 ,季节 来 得 较 早 ， 播种 期 一 般 比 东北 区 早 一 个 节气 ， 一 般 春 分 印 要 插秧 。 与 广东 中 

部 地 区 相近 , 除 个 别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的 籽 区 可 以 提 水 灌 田 播 秘 外 ,其 他 地 区 多 条 用 早 青 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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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直播 的 办 法 以 抢 季 节 ;晚稻 播种 在 芒种 最 为 普通 ,生长 期 长 ,产量 一 般 较 早稻 为 高 ,本 区 
东部 山区 ; 因 日 早 短 ,烂泥 田 多 ,耕作 不 便 ,种 植 来 根 稻 2 ,产量 虽 低 , 但 可 节省 劳力 , Be 
FACT LER, AK MARS. WE 1/3 的 双 季 稻 田 进行 冬 种 ， 冬 种 以 小 麦 最 多 ， 
HAT RIE, HR I AE, AR, 由 于 肥料 不 足 , 冬 作 面 积 还 不 大 。 近 几 年 来 , 推 

”六 在 小 麦 行 闪 间 种 或 混 种 篆 肥 ,效果 良好 ,这 是 解决 冬季 稻田 肥料 问题 的 一 个 好 办 法 。 
甘 昔 也 是 本 区 主要 粮食 作物 之 一 ， 占 粮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的 7.9 多 ,是 区 内 主要 的 杂 ” 

粮 。 本 区 甘薯 四 季 可 种 ,而 以 秋 昔 为 多 ,大 部 植 于 旱地 ,前 作 多 为 花生 、 小 米 。 木 昔 种 植 亦 二 
WE, HARI RE NAIL ,为 浆 纱 的 工业 原料 ， 将 末 可 利用 较 坏 的 旱地 或 陡 
坡 开 莞 地 种 植 , 有 计划 地 人 发展 。 

”甘蔗 、 黄 六 是 区 内 主要 的 经 济 作 物 , 本 区 甘蔗 种 植 面积 占 广西 26.1 多 , EMIT AB 
有 种 植 ,目前 以 贵 县 为 最 多 ,六 田 多 分 布 于 沿江 两 岸 , 地 劳 平坦、 土质 舍 砂 、 不 适 于 秋 植 水 
稻 的 地 区 。 这 些 地 区 不 仅 种 植 甘蔗 非常 有 利 ， 而 且 靠 近 水 路 , ROT. Ee, 
必须 立 朗 加工, 迟 妈 糖分 转化 。 因 此 , 蔗 田 附近 有 加 工厂 及 便利 的 运 壹 条 件 , 对 甘蔗 的 发 
展 起 着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 永 区 贵 县 及 梧州 均 融 有 现代 化 糖 厂 , 甘 态 便于 就 地 加 工 。 今 后 随 
着 本 区 制 糖 工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 ,甘蔗 面积 将 相应 扩大 。 贵 县 桂平 一带 是 广西 发 展 甘 蔗 的 ， 
重点 地 区 ,以 栽培 甘蔗 花生 为 主 的 西江 农场 , 印 位 于 贵 县 境内 ， AA, 分 布 在 邦 
江 及 其 支流 沿岸 一 带 ， 拥有 12 万 市 亩 土地 。 在 改良 甘蔗 品种 及 改进 耕作 方法 上 ， 起 着 重 
要 的 作用 。 

| ADK Wd HT BR JG 40.89% , SEH BP Seah FD Fy Ai FBG, TEAK 
”多 。 大 部 植 于 沿江 两 岸 的 水 田 , 收 后 再 种 晚稻 。 除 甘蔗 、 黄 麻 以 外 , AR Se, 
”有 花生 烟叶 、 蚕 桑 以 及 油 药 等 ,其 中 烟叶 年 可 收 三 次 ; 且 冬 烟 产 量 不 低 , 以 平 南北 流 等 地 
。 ARES, BARE LA IERIE, 解放 前 衰落 ,近年 销 有 发 展 ， 以 东部 沿江 各 县 较 多 ， 
现 为 自治 区 主要 的 桑 麦 区 。 

近 几 年 素 , 在 本 区 南部 陆川 等 地 ， 发 置 亚热带 作物 农场 ， EAU, one AFG ; 
经 济 作物 。 

区 内 工业 的 主要 部 门 , 占 全 区 工业 产值 的 64% , 其 中 又 以 制 糖 及 粮食 加 工 工业 最 为 重要 。 

二 区 工业 与 安 业 生产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工业 部 门 以 轻工业 为 主 ， 特别 是 食品 工业 ， he 

x 贵 县 是 广西 的 糖 业 基 地 ， 亦 为 区 内 工业 中 心 之 一 , 建 有 自治 区 内 规模 最 大 , 机 械 化 设备 最 7 

为 优良 的 贵 县 糖 厂 。 正在 兴建 的 平 南 大 型 糙 厂 也 在 本 区 内 。 其 他 如 生产 能 力 较 大 的 研 米 

厂 等 , 妈 分 布 于 梧州 及 南部 各 县 。 油 脂 工业 近年 来 亦 有 新 建 ， 也 吝 相 当 上 比重。 但 目前 ， 农 产 

品 加 工 工业 还 远 不 能 适应 农业 发 展 的 要 求 。 4 

重工 业 在 区 内 所 占 比 重 不 大 ,但 在 自治 区 内 人 占 一 定 地 位 ， Hak Ae IR) EK 

锰矿 产地 之 一 ,梧州 松脂 厂 的 规模 大 ,发 备 好 ,不 仅 是 自治 区 内 而 且 是 公国 ,全 亚洲 最 天 的 

松脂 工厂 (照片 38) 。 yy RE 1946 年 ,但 直至 解放 后 〈1950 年 ) 才 正 式 投入 生产 ，1952 

年 又 按照 苏联 标准 进行 改建 ， 生 产能 力 大 大 提高 。 所 产 松 香 全 部 出 口 BS TRE RR 

出 ,质量 均 达 到 国际 水 平 。 此 外 ， 南 于 本 区 扰 广 西 航运 的 要 冲 ， 入 河 船舶 修理 业 亦 具有 区 

际 意 义 。 
区 内 工业 多 分 布 于 南部 各 县 。 梧州 市 最 为 集中 ， 独占 公 区 工业 产值 的 52， .6 多 ， 是 本 

1) 夹 衫 称 闻 早晚 稳 品 种 同时 播 下 ,早稻 成 熟 后 ,一 起 收割 ,使 晚稻 再 生 , 不 用 再 播 晚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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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最 大 的 工业 中 心 。 坎 为 足 县 占 16.7 多 。 北 部 地 区 工业 较 不 发 达 , DAIL Be 
甚 ; oe + : 

iNT ELL se DEORE TTA BEA DK Hits, PNT. . RELL edb TPZ BEEZ HEE 
EA RAR KS GSK, NEWT, RUSE MEA EK DG, FEST 
“与 西江 交叉 , 水 陆 联运 甚 为 方便 。 玉 林 是 本 区 公路 中 心 , 主要 干线 有 玉 ( 林 ) 梧 ( 州 ) 线 , 玉 
CP) HE (AE) $B FE PR) (EL) ED BE (tH SE. LIEK 航运 的 辅助 线 ， 
且 为 沟通 南部 各 县 经 济 的 豚 略 。 所 以 ， 本 区 是 广西 交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本 区 外 运 粮 食 在 ， 
江南 多 集中 于 铁路 沿线 , 南 运 洪江 或 北上 ,沿江 各 县 旭 由 水 路 集中 梧州 加 工 , 江北 的 农 产 . 

_ 曲 亦 顺 桂 江 而 下 梧州 ,区 内 商品 供应 一 自 北 来 ， 经 铁路 转 入 , 贵 县 、 王 林 、 陆川 等 县 为 中 转 
站 ,一 来 自 广州 ,湖西 江 而 上 ,经 梧州 中 转 , 主 要 供销 沿江 一 带 。 
二 梧州 市 ”位 于 淹 、 桂 江 两 江 交 匿 处 , 是 广西 东部 的 大 门 。 扼 航 运 的 总 出 口 ， 当 两 广 交 
通 的 要 冲 ( 照 片 39) 。 
梧州 市 兴建 于 1923 年 ， 疝 为 西江 重要 的 内 河 港口 ， 水 路 可 通 自治 着 区 内 各 大 城市 及 广 

” 州 等 地 。 陆 上 公路 交通 亦 颇 便 利 ， 染 江 流域 的 尖 产 品 由 此 集散 ， 在 湘 桂 铁路 未 通车 以 前 ， 
“梧州 更 上 承 郁 江 、 柳 江 、 桂 江 等 流域 物 雁 , 甚 而 云 、 中 两 省 的 土 特产 , 输入 区 内 的 日 用 百货 、 
亦 经 梧州 入 境 。 因 此 ,来 往 船 舶 特 多 ,商业 之 盛 历 居 自 治 区 内 其 他 各 城市 之 最 ,人 有 “广西 

小 上 海 ” 的 称号 。 自 湘 桂 ̀ 黎 沦 铁 路 相 煌 通 车 以 后 ,广西 西部 .中 部 以 及 容 县 专区 部 分 地 区 
的 低 洲 联系 改 由 铁路 担任 ,因此 ,梧州 港 的 腹地 范围 大 大 熔 小 , 现 仅 联系 广西 东部 地 区 ,从 

下 乐 \ 容 县 专区 运 出 的 粮食 、 土 特产 如 桂皮 、 殉 材 、 牲 冀 、 干 果 、 木 柴 等 均 至 梧州 加 工 或 转运 
广州 .香港 等 地 。 从 广州 进口 的 日 用 品 亦 不 在 少数 所以, 梧州 现 仍 不 失 为 自治 区 内 最 大 

”的 商业 城市 。1957 年 人 口 达 12.4 万 。 多 从 事 商 业 , 大 多 数 为 广东 人 , RDA BSE, 
“本 州 亦 为 广西 现代 化 工业 的 创建 地 , 伪 广 西 省 最 初 兴办 的 两 广 硫酸 厂 HR SE 
仓 建 于 此 ,其 后 由 于 停办 ,迁移 或 毁 于 日 骞 。 直 至 解放 前 ,工业 极为 凋 雾 , 解放 后 , 工业 获 
得 恢复 和 发 展 。 现 有 对 国 规模 最 大 的 梧州 松脂 厂 以 及 研 米 厂 \ 糖 厂 、 宏 亚 机 械 厂 、 船 舶 修 

， 理 厂 和 无 细 钢 管 厂 等 。- 
RS TET RARE, 水 路 交通 极 便 ， 且 接 近 富 针 和 矿区 和 自治 区 内 最 富康 的 农业 基地 ， 

全 ”提供 极为 丰富 的 轻工业 原料 ,因此 农产品 加 工 工业 及 交通 机 械 工业 都 有 和 良好 发 展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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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E 

fa (ict 23 .5 一 28.5 RE ANZ 115.5—120.5 RES, 突出 于 华南 区 北 部 。 东 

诅 东 海 井 隔 台 淤 海峡 与 台湾 相 望 , 距 台 湾 最 近 处 只 有 128 YB (BRK SBM) , 目前 是 我 国 海 

Ui ii 前 哨 。 公 省 王 地 面积 123,100 FAH : 

Coy 自然 条 件 
福建 地 形 的 特点 是 :山岭 移 峙 、 低 丘 起 伏 ,河谷 与 僵 地 错 综 其 间 ， 海岸 线 曲 折 ， 地 形 的 ， 中 

区 域 性 差异 大 。 公 省 契 大 部 分 是 海拔 1000 米 以 下 的 山地 和 丘陵 ,以 5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分 
MRA UE RA RG’ ZR, 全 省 海拔 1000 米 以 上 的 由 地 上 十 土地 面积 的 8.25%, 
500 一 1000 米 的 山地 占 82.87 % ,5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占 58.88% », RARE 5%, He 
个 地 势 大 体 自 西北 而 东南 呈 阶 梯 状 降落 状态 。 武 夷 山脉 与 戴 云 山脉 盘 据 于 西部 和 中 部 ， 
平原 分 布 于 滨海 一 带 ,海拔 5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钳 寻 于 各 类 地 形 之 间 。 a 

BBY GB EARARA REE, DIR Ae OT AE BEE re PR 
作 东 北西 南 走向 并 与 海岸 平行 。 山 坡 东 绥 西陆， BF LARK. 
”建兰 层 由 古生代 与 中 生 代 的 砂岩 页 兰 和 石灰 岩 构成 ， 大 部 便 受 中 生 代 白垩 志 花岗岩 的 侵 
、 双 和 中 生 代 未 期 强烈 火山 兰 活 动 的 影响 , 故 花 岗 崇 与 火山 兰 在 本 省 有 广泛 分 布 ， BAVA 
60 —70% BAT BR Ay AE bil er SK es i 

I PS ZR AY Hp aE BEAT) Oy =: ss —SLOOK RELL, eae FRA 
CHIME) BURR FRAO RRS LL AUAE CHA 40) , eee HSA eee eth, WEARER RE 1000 9 
以 上 ,高 峰 划 在 1500 一 2000 2k, He PRIME LAVA RA, (ATK, Te 

”和 负 需 岭 等 山口 关 险 与 邻 省 相通 ， 同 时 森林 茂密 ， 是 本 省 主要 林 区 。 第 一 级 序 戴 云 山 柔 ， 
i, CLARA DAAC A EL, ALL DA AT ALE RR, SE 

| BORTBE HE 800 米 左 右 ， 但 以 岩层 局 花 岗 兰 和 斑 岩 ， 顶 峰 亦 很 高 峻 ， 如 戴 云 山 最 高 峰 达 
(1849 米 , 再 东 属 于 第 三 级 ,多 为 低 丘 和 平原 。 此 带 具 有 众多 谷地 ;而 且 头 江 晋江、 大 龙 江 

、 -在 下 浒 沉积 了 广大 平原 ,成 为 至 省 耕地 分 布 最 集中 ， 土 地 利用 最 精 关 的 农业 中 心 区 域 。 销 

粽 分 布 于 以 上 三 难 地 形 中 的 海拔 5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面积 虽 大 ,但 因 中 间 夹 杂 着 多 数 绝 横 
的 峡谷 和 和 急 流 , 使 各 丘陵 彼此 不 相连 和 续 , 地 形 显得 十 分 破 碎 。 这 些 丘陵 地 给 交通 带 来 证 
困难 ,但 宜 于 栽植 油 桐 、 油 茶 和 茶树 ,是 福建 省 主要 轻 济 林 区 。 
“本 省 海岸 属于 假 " 利 亚 斯 式 "沿岸 水 深 关 有 岩石 构成 的 新 崖 权 壁 ， 海 岸 非常 昌 折 , 源 

淤 海港 众多 ,岛屿 罗列 。 公 省 海岸 线 长 2005 公 里 , 占 任国 海岸 线 的 七 分 之 一 。 沿 岸 各 河 
和 太白 处 多 旺 三 角 淤 .三角 港 沿岸 近海 大 小 岛 帖 达 603 个 ?。 这 种 海岸 地 形 便于 本 省 的 对 
外 联系 和 渔业 的 发 展 。 

而 建 的 气候 受 海洋 地形 的 影响 很 大 。 字 东部 临海 ， 沿 沽 区 训 接受 海洋 气候 的 
Get 4 FS HOWE ch HN Re BE a EE” (1937) ; OAS A AT Ge SE” (Os ea 
Abe at Hd, 1940), 

2) AEA HR, 1955 年 2 月 并 -日 , 张 汉 嘉 、 薛 敏 求 : “福建 省 流 业 生产 ”。 
3) 福建 省 统计 年 鉴 第 荆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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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西部 与 北部 有 山岭 阻隔 南下 寒潮 ， 各 地 广大 的 谷地 和 山 阁 贫 地 也 提供 了 温暖 气候 孕育 
”的 地 点 ， 故 省 内 气候 全 年 温和 湿润 ， 但 各 地 气候 有 显著 的 差异 。 内 陆地 区 塞 君 变化 较 大 ， 

雨量 丰富 ， 沿海 地 区 温和 少雨 ,具有 亚热带 气候 特征 。 

至 省 气温 适中 ， 各 地 年 平均 温度 在 18—22°C. iz iii, 东部 沿海 地 区 年 平均 温度 均 在 
(20°C 以 上 , 储 省 没有 显著 的 冬季 , 内 陆地 区 较 塞 洽 ， 靖 北 为 休 省 最 冷 之 地 ， 但 平均 气温 ， 

10°C 以 下 的 月 份 也 不 过 3 个 月 ; 状 西 则 只 有 一 个 月 ,同时 10°C 以 上 的 月 份 总 平均 气温 都 

#6 20°C Dib, BAR, 闽南 划 没有 一 个 月 李 均 气温 在 10°C 以 下 ， AT eT ， 
稻 ， 东南 部 其 适合 亚热带 植物 生长 ( 附 才 )。 

ee. Sai 28s ke TN 18 14°C RIE Ht fay T—8°O, & 条 季 平均 最 低温 
。。 度 均 不 低 于 0?0 。 最 热 月 平均 气温 各 地 相差 较 少 , 自 东 南 沿海 东 兢 是 至 西北 部 浦城 之 间 

| ASS a SAE 27—29°O 之 间 , 一 般 夏 季 平 均 最 高 温度 不 超过 36*O。 公 省 极 少 霜 雪 ， 

ad 

平均 无 霜 期 多 在 260 一 350 FEZ I PAL HBL KK 260 AAT, ARAB ANDERS IL PAE 
Ai, 如 厦门 无 霜 期 达 364 天 。 由 于 霜 期 的 短暂 , 极 利于 植物 生长 ， 元 北部 山区 生长 季 300 
天 左右 ,中 部 丘陵 地 带 :330 天 ,沿海 一 带 农 作物 全 年 均 可 生长 7。 

内 陆地 区 寒暑 剧烈 ， 狠 对 最 低温 度 可 至 一 .5 C〈 浦 城 )， fe LET & 41.8°C 
ER) , 由 于 塞 潮 南下 ; 沿海 一 带 也 有 时 会 降温 至 —3—4°C, 

由 于 冬季 不 显著 ， BALA 2 isc 5 月 ,沿海 地 区 更 可 达 camel Bec 

“夏季 也 是 漫长 的 。 
Waves XB 因 受 海洋 影响 ， 春季 的 到 来 时 间 较 迟 ， 最 高 最 低温 度 的 出 现 也 较 内 陆 延 迟 一 

个 月 可见 海 洋 性 气候 色彩 的 鲜明 。 

由 于 沼 海 与 内 陆地 区 气温 的 差异 ， 家 事 季节 亦 随 而 不 同 。 自 东 南 向 西北 夏收 可 推迟 
了 工 ;,5 一 2 个 月 ， 秋收 可 提早 工 . 5-2 + o 

福建 雨量 充足 , 年 雨量 一 般 都 超过 1400 毫米 。 雨 量 分 布 x 与 温度 相反 , 自 西北 山区 ， 

“向 东南 沿海 而 逝 减 。 西 北部 山地 崇 安 郡 武 一 带 ， 年 雨量 2000 毫米 ,中 部 丘陵 区 1600 毫 

米 , 东 部 狭长 的 沿海 地带 1200 毫米 ,厦门 一 带 减 至 1.100 毫米 ,是 我 国 东南 沿海 雨量 最 少 

的 地 区 之 一 。 雨量 虽 多 ， 但 年 中 分 配 极 不 均匀 ， 大 部 地 区 4 一 6 月 的 雨量 占 公 年 的 50 一 

60% ,6 一 8 Ark 35% 以 上 。12 月 雨量 最 少 ,与 最 多 十 的 6 月 可 相差 10 一 20 倍 。 雨量 的 变 

达 也 甚大 ， 西北 部 地 区 年 变 率 可 达 20% ,沿海 地 区 年 变 率 可 达 25.% 左右 , 春 变 李 30% Fe 

右 ,为 江南 地 区 之 冠 。 雨 量 的 分 配 集中 和 变 率 过 大 ， 癌 引起 山洪 暴发 .江河 活 泪 或 引起 春 
旱 , 故 本 省 特别 是 沿海 地 带 应 注意 防洪 和 灌 浙 。 

台风 平均 年 有 三 、 四 次 登陆 本 省 ， ees re 7—9 5 ,风力 可 达 10-11 %, Als 

1) RPA LR ‘PEAR EM 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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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到 之 处 ,狂风 暴雨 , 运 办 中 断 ,作物 遭受 严重 危害 ,也 能 引起 房 倒 屋 场 。 
闽 江 \ 九 龙 江 : 晋 江 、 汀 江 是 本 省 四 大 河流 。 除 汀 江 外 ,各 河 均 发 源 于 省 内 西部 出 地 ,向 . 

东 座 入 东 海 和 台湾 海峡 。 一 般 河流 的 主流 多 与 山 豚 走 向 垂直 ， 支流 与 山 豚 走 向 平行 ,水 对 
网 旦 方 格 状 ,形成 了 联系 内 陆 与 沿海 地 区 间 方 便 的 天 然 水 道 网 。 福 建 河流 属 山地 河流 ;其 ， 
oy as wees Lean cee 
ADAGE [HHS ARN RARE DA 748 GREP RAR ARTS 
流 如 全 部 开发 , 即 达 170 TRE, AANA  APKEE, WOR AOE, 
如 靖江 流域 面积 只 当 丈 江 的 三 分 之 一 强 ;黄河 的 十 分 之 一 强 ， 但 二 全 全国 parce 

ASB A AAAI TA EEE, , 

PA ULF Se bie Ae Fe 2, 280 Ze Zh HB, GESTED AR i Be a ARSE FE A (RI 41), 

SOL PRX RARS , DAE WR SRR, 大 樟 滩 较 大 。 各 支流 多 源 出 高 凤 的 

武夷 山 \ 戴 云 山区 ,河床 坡 降 在 78% , WES IKE, 航行 极 困 难 ， 如 富 屯 深 有 “一 滩 高 一 浆 ，， 
邵武 在 天 上 "的 写照 。 但 水 力 壮 源 莫 蔬 丰富 ,只 计划 中 的 建 滩 水 电站 发 HAE J ON js ‘160 77, 

RE, FRA KAD RE AL a ARR, AW) Jee GS EN 

— Ee, AP HUALUEHE, 8 Ha A BE TD AE 1500 Mie ieee 

”用 海潮 顶 托 , BE HERE. 

九龙 江 与 普 江 流域 面积 、 径 流量 之 和 都 是 当 状 江 的 三 hee, Se MEER BE 

地 带 , 岩 层 易 于 月 解 ,河床 较 狭 而 陡 , 侵 鲁 冲 刷 作 用 较 烈 。 下 游 河 床 袖 广 ,河道 曲折 ， 流 经 ， 

地 区 植 秆 驾 少 ,河床 多 沙 堆积 ,含水 量 较 大 , 因 之 枯 水 时 期 水 位 较 低 ， 航行 异常 不 便 。 Het 
河谷 地 宜 于 农 星 ， FEAT Al AARP 故 成 为 从 省 最 重要 的 农业 区 。 

汀 江 是 广东 圩 江 的 上 源 ， 全 河 穿 行 于 图 西南 山区 ,形成 许多 峡谷 ,河床 甚 狭 ， 河床 坡度 。 

RA WELA, WEBLE, MALOU PIM, BAER IE, Ait SS AA 
; REED ALE, ARS 
CHRIS Eh BE HT Fy Hy AIRE, HE SET SE , 分 布 最 为 广泛 ， 通 布 

于 全 省 高 庆 1000 米 以 下 的 山坡 、 丘 陵 地 “河谷 及 海滨 名 地。 其 中 红壤 多 分 布 于 高 度 600 

米 以 下 的 连续 丘陵 地 , 灰 化 红壤 分 布 于 800 EDITS AB DE BAG Ld, Me 
1000 ALY FAL Rap RHE, LATER APA ROI. A AC 5 
不 断 淋 创 , 磷 、 钙 、 钙 等 成 分 含 量 甚 少 ,腐植 质 和 氮 素 亦 缺 乏 ;肥力 较 低 。 土壤 的 酸性 也 很 

HL ARE (BH 值 ) 一 般 在 4 一 5 之 间 。 但 在 十 层 深厚 .坡度 较 小 的 地 区 ,经 长 期 耕 星 ,注意 ， 

， 永 土 保持 ,多 施 石灰 及 有 机 肥 和 富 含 磷 钙 成 从 肥料 ;土质 是 能 改变 的 。 黄 二 分 布 面积 仅 疾 
FALSE, TS RRS, ESA 1500 米 的 在 绥 山 顶 、 下 至 20 米 左右 的 低 平地 面 ， 

均 有 分 布 。 黄 壤 含 有 少量 有 机 诗 , 糙 持 力 紧 实 , 酸 性 反应 很 强 ， 其 分 布 于 较 高 地 带 的 宣 手 : 
HER, 2} 49 FA HA, A EK , BE a, — BAYES DRE ATF BP 

西 、 国 北 高 狗 500 一 1000 米 的 崇 峻 山地 ,有 茂密 的 森林 被 复 , 林 下 腐植 质 较 多 。  ” 

除 和 红壤 ̀ 黄 坊 、 灰 棕 壤 外 ,在 戴 云 山 等 地 区 有 灰 壤 的 分 布 , 惟 面积 较 小 , 少 利 用 价值 在、 

排水 不 良和 人 工 灌流 栽培 水 稻 地 区 ,分布 有 由 红 培 、 黄 培 、 冲 积 土 等 母 凌 绝 长 期 耕 明 发 理 
而 成 的 湿 土 ;在 晋江 、 莆 田 、 惠 安 、 福 建 .长乐 一 带 沿海 地 区 ， 分 布 有 盐 病 士 ; 在 沿 * 江 两 岸 分 - 
AAP RA, RIDE 的 一 部 盐 渍 士 外 ， 这 些 地 带 都 是 目前 主要 是 植 地 区 ， 十 于 肥力 多 
在 中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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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击 建 西北 部 属 咀 温 带 植 物 区 ， 东 南部 沿海 地 带 属 亚热带 慎 物 区 。 在 内 陆 广 大 山地 后 ， 
隘 区 主要 植物 群落 是 闭 叶 常 稳 休 ,其 为 针 叶 乔木 林 。 而 国 北山 区 还 分 布 有 夏 乡 灌木 林 , 局 

”部 河谷 地 区 生长 有 亚热带 惠 林 。 沿 海地 区 则 多 亚热带 植物 。 

内 陆地 区 植物 秋 类 繁多 、 森 林 茂 密 , 其 中 地 广 人 称 的 局 部 高 山 天 然 植物 未 尽 破 坏 ， 还 
遗留 有 原始 和 森林。 主要 植物 有 松柏 科 的 油 杉 、 建 柏 \ 柳 杉 . 框 予 本 .马尾 校 、 莹 斗 科 的 档 树 
Keke HOR ORENG SH ERA SP EA, ARE 
Rar AAR AH AEACPLOBELLL AL FEREALRGAS. TEAEGEE BE RUEK,, 

二 

“二 和 糙 精 、 凡 梨 、 龙 眼 、 香 攻 等 最 多 ,次 为 莆 黄柏 构 、 蔡 木瓜 等 。 演 海 砖 红 带 区 和 海滩 地 带 即 分 

a 

a 

fa 

BERBER TRH SEA LAIR, ee ee eee 油 

HAE, | | 

RBH BRM, 天 然 植物 大 部 已 无 保留 ， 生长 着 许多 亚热带 夫 培 植 胸 , 以 

WARE AANA RD SERIA DBI OTE EAE AIO ALP AIS 
RIZE | 
| ROPER, 更 已 发 更 的 黑色 侈 属 矿 有 然 ACS TAM, 9) SE $5 CH. 
S25 ESB A HS BW HR HRS, IEW 50 多 种 。 

在 国 西 、 国 南 蕴藏 有 储量 丰富 、 质 量 较 高 的 铁 矿 。 全 省 已 发 现 的 铁 储量 6 亿 多 吨 ， 其 
tf} 70% SPP RAL ARAL MRE EB ES bhi SRT So. Be 
WERT BARK: 60% Vib, Br i DET BIE, Fe AB HL, 便于 大 规模 开 条 。 bh 
WP PAA RAB BF ESE LP 

ACS T DEMS BLT AR 宁德、 华安 的 钥 矿 SUFI. 此 外 最 
。 近 芯 更 的 南平 、 国 修 和 国 西 地 区 的 网 矿 , 国 东 宁德 \ 古 田 、 国 西 永定 .上 杭 、 国 北 政和 、 顺 昌 
SHEED ASNT SA MRT MARIE. 
FSP URE TR NER OR RIE. TOES PE ea 
ZUR, AHR BOR BAC. EBL 武平 的 狭长 地 带 ， 其 中 大 定 集 中 分 布 于 上 
RAD AE EERE AX 此 区 万 大 部 分 为 高 级 无 烟煤 ， 可 做 工业 或 民用 

， 婚 料 。 记 媒 分 低 于 长 乐 到 津浦 问 的 沿海 地 落 ,他 量 较 小 ,利用 价值 较 低 。 队 煤 以 外 ,永定 、 
REAR BHAR, 武平 和 国 北 的 石灰 石 ， 德 化 永泰 附近 的 磁 士 矿 , 永 春 、 平和 的 明 砚 全 

要 介 让 窜 。 

siete Sar : | psec 、 
秦汉 以 前 , 福建 省 大 部 土地 从 未 开发 。 这 里 地 广 人 稀 , 逼 地 复 盖 着 茂密 的 森林 和 和 草 

- 从 , 仅 东 部 沿海 和 岛屿 所 谓 国 越 之 地 ,散居 有 百 越 族 ,他 们 条 用、 ANE EBT 

法 进行 耕 星 ,福州 一 带 是 他 们 的 经 济 活动 中 心 。 
。 秦 息 “中国 期 间 , 于 下 元 前 222 214 年 售 自 江 西 郡 阴 湖 地 区 癌 较 越 进攻 。 西 亚 南 北 

朝 时 期 ,由 于 中 原 地 区 战乱 ,形成 汉族 第 一 次 大 迁移 ,当时 中 原 仕 族 林 、 黄 、 陈 、 郑 四 姓 先入 
国 六 ,随后 一 部 北方 农民 亦 经 江西 取道 杉 关 移入 本 省 国 江 流域 。 由 于 北方 人 民 的 移 殖 ,图 
江 流域 自 上 游 而 及 下 游 水 渐 得 到 开 避 ,“ 火 耕 水 三 "的 耕作 方法 开始 转变 ， 尤 以 建 州 ( 今 建 

1) -陈云 程 : 国 中 席 工 注 七 , 载 郑 杜 宽 :“ 往 建华 侨汇 款 第 五 真 ， fy RE i a eT ewe 1940 年 。 

elfSe 



i) 晋 安 ( 仿 福州 ) 疙 济 最 为 发 达 ， 但 本 省 其 余 广 大 地 区 仍 处 于 原始 状态 。 
隋唐 五 代 时 期 ,中 国 低 济 中 心 南 移 , 海 外 贸易 开辟 , 绝 由 南海 的 对 外 克 济 联系 加 强 ， 促 

进 了 害 建 生产 的 发 展 。 唐 代 建 敬一 带 植 素 已 负 盛 名 ,晋江 下 游 盛 产 甘 蔗 及 莽 精 ; AER 
化 的 磁器 和 福州 的 评 器 已 开始 制造 ， 作 为 制 精 中 心 和 茶叶 市 场 的 泉州 ， 便 成 为 当时 与 南 - 
洋 、 日 本 、 台 湾 间 往来 的 通商 口岸 。 

泉 \、 元 、 明 期 间 , 福 建 经 济 获得 大 规模 发 展 。 
宋代 由 于 北 中 国 逃避 战乱 的 宏 民 第 二 坎 大 规 模 迁 徒 南国 ， 以 及 浙江 、 ir Dae ER. 

SLAW RELAR RAMA AH ABAD AIIM. HE 1080 4F (ACHE) ME He 
ASN DSi ELAS AE 2048082 人 , 762 AE PS 74TH oe SEAN LL BEAN TC 627 4B - 
ZARB OE? RHORBAPLRBRMKRL—, ASA wSH, eR 
ft HOUSE ER CE, SR PCIRRETT LURE IPG, REE PKB RS 
能 上 比 江 浙 , 但 已 胜 于 两 广 2 : PRESB HARE, Hem > SE EOL RE SR 
区 。 全 省 茶叶 产量 占 至 国 的 二 分 之 一 ， 功 枝 产量 居 公 国 第 一 2 ， 与 此 同时 并 开始 种 慎 棉 、. 

_ 麻 ， 与 两 广 同 为 我 国 当时 重要 产 棉 区 域 ; PSS SHER, 
如 功 枝 载 植 技术 较 两 广 为 精 。 至 明代 ,对 宏 具 和 土壤 的 改良 技术 双 不 断 进步 ,家 产品 单位 
面积 产量 大 坪 。 此 外 在 手工 业 方 面 , 如 制 糖 、. 瓷 器 制造 、 织 移 、 造 多 、 采 矿业 ,在 宋 ̀ 元 ̀ 明 期 “ 
个, 址 建 亦 居 上 游 。 宋 代 宜 州 为 他 国产 糖 著名 的 五 郡 之 一 ,泉州 所 制 海 船 享有 公国 最 高 声 
誉 ,明代 济 很 、 圳 绒 、 顺 昌 一 带 的 绝 类 著称 中 外 ， 宋 代 神 宗 时 ( 1087 年) 南 剑 州 (南平 入 建 
DH EBD TIN ma. ok VESE ALATA HARARE 银 产 量 居 全 国 第 一 Pe ,明代 图 北 、 A, [3s] 

南 各 县 均 产 铁 。 
。 席 着 福建 安 业 和 工业 的 繁荣 ,以 及 国内 商品 征 济 ` 海 外 交通 的 发 展 ， see MA | 
对 外 贸易 也 达到 登峰造极 阶段 ， 此 期 凡 中 国 与 南洋 方面 贸易 多 沟 福 建 沿海 港口 。 早 在 6 
世纪 的 太 朝 时 代 即 已 开始 发 展 海外 交通 的 泉州 ,由 于 和 南洋 许 国 通商 历史 悠久 ,交通 条 件 、 
优越 , 且 距 当时 宋代 经 济 中 心 杭州 较 近 ， 自 北宋 就 成 为 我 国 最 大 的 国际 贸易 港 之 一 ,至 元 

代 更 跃 为 世界 最 大 商 港 之 一 ,来 自 阿 拉 伯 、 印 度 PERSE IEEE ADT SE 
BLESSES me RINE A A Ae Fh RO BE AAR SES a RO - 

RH, FATA SL EA TB BBY , WABI IN RB, SEP HEB AC 
优越 , 亦 成 为 RE ZT”, FE WIRE om 

- 明 朝 至 清朝 ， 由 于 中 外 实 易 一 度 玫 退 ,， 倭 写 "扰乱 我 国 东南 沿海 和 封建 政府 采取 限 抽 

对 外 贸易 政策 ,以 及 清朝 利用 福建 做 为 对 台 洲 抗 清 势 力 进行 锁 压 的 基地 ,使 福建 痉 济 发 展 “。 
受到 一 定 阻碍 , 经 济 趋 于 凋 蔽 , 粮 产 不 能 自给 , 自 康 钻 (17 tii 60 年 代 ) 开 始 ,年 年 都 要 进 
口 天 批 洋 米 忆 ,而 著名 的 泉州 港 旭 以 国际 贸易 形势 变化 阿拉伯 人 的 商业 衰退 ， 欧 亚 交 通 “ - 
容 土 耳 其 一 度 阻隔 ,加 久 泉 州 合 遭 阿拉 伯 人 破坏 晋江 逐渐 洪 塞 ,港口 交通 不 便 , 自 元 未 明 
初 (14 世 杞 末期 ) 逐 源 素 失 其 在 国际 贸易 上 的 地 位 "， 惟 此 以 后 福州 \ 厦 门 届 相 区 跃 于 竖 

1) 见 刘 大 年 等 著 “ 侣 湾 历 史 概述 "第 7 页 。 
”2) 内 张 家 欧 全 两 宋 和 经济 重心 的 南 移 ” 第 39 页 。 
3) “ASR “SRT Bk, SUB Bs", 

4) 风光 明日 报 , 1955 年 32 月季 日 | 
5) ARH HR, 1956 年 10 月 革 日 ;, 叶 飞 在 入 次 党 代 会 上 的 报告 。 
6) 泉州 港 衰落 原因 参见 厦门 大 学 学 报 1956 年 社会 科学 版 第 工期 , 庄 为 现 著 :“ 泉 州 港 研究 >。 

2106.6 



- 

NEE TR Eo BEML, BGA A HE SERRE) ASS IN AT He BSE HL B,, 不 过 
各 港 对 外 贸易 已 远 不 及 广东 港口 。 

由 于 两 朱 以 来 驻 建 汉 洲 与 海外 贸易 的 发 展 和 明 末 以 后 郑成功 父子 据 台 抗 清 ， BABA 
RabCi TA, REA AES HUES, FE GET IF A 
远 在 了 thie (RETR) pA RIA REE RHE Be, BORDA, 

BIGA RAISER EIS, SOAS CERPRNY DUR LESEARS EH Be 形成 了 福建 
SEEM LEME, BE SML OOM ANIES, MUI 

AVE MALI , PA EB, TILA 台湾 西部 平原 分 布 最 为 集中 。 他 们 带 去 了 先进 生产 技术 ， 

与 饲 上 居民 共同 开辟 土地 ， 从 事 生产 ,输入 甘蔗 昔 3 ， 厂 布 种 植 ， 捕 鱼 于 台湾 治 岸 ， 使 基 

BE, 淡水 、 高 雄 很 早 成 为 渔业 区 9 ay EASED 台湾 页 献 出 极 大 的 力量 ， ABA 
西平 原 的 主要 星 植 者 。 

- 鸡 片 战 委 后 , 宦 州 厦门 开 为 五 口 通商 口岸 ,为 希 国 主义 的 入侵 福建 ， 打开 了 方便 的 站 

后 , 自 此 最 先入 俊和 福建 的 是 英 、 俄 帝国 主义 ,他 们 利用 直接 掌握 海上 霸权 ,直接 在 沿海 地 区 

RAH DL HK AF PVR AK IRSA ME tit HDT, (EH ERE HK NE iz BIE, 1858—- 

.1893 年 间 , 英 帝国 主义 首先 在 厦门 .福州 共 建 船厂 三 -4 AS FAVE OM SEAS AA A ss 
RR am, 俄 帝国 主义 者 于 1872 一 1876 年 在 福州 等 地 先后 建立 小 型 碎 红 共 厂 9 

个 ,收购 福建 茶叶 进行 加 工 后 运往 本 国 , 促 使 福建 的 茶 、 糖 大 量 输出 。 由 于 帝国 主义 兴建 

- CMAN We REAR SE YT EE TH, 1866 OE TG HSE Ze as le, SO TE 

BRE VASES ARE SRE, FW SRE LT 2 ny SHE HFT RE eG ES 
> Fis FASB, HRTF REEL DLAI WOR SAC SEC UL SF 2 BR 
WAAR 19 tifa 80 年 代 以 后 在 福州 建 了 小 型 轻工业 工厂 如 制 糖 ,面粉 . 茶 厂 、 钞 厂 等， 
FET RIAD Hr AO” ;但 均 以 资本 少 ,无 力 与 外 国 套 本 竞 委 ;不 数 年 均 停 于 。 

” 中 日 甲午 战备 后 , 台 淤 为 日 本 帝国 主义 侵占 ， 在 日 本 与 英 , 俄 帝国 主义 势力 互相 消长 
OF REE A NH IE RH DARE hs BLY RE 
Fi ii, HF 1902 4E FIN OEE OL, POE ATG ITs EH 
WALD, bate Mase RAR AIL, HEE, DUS 
主义 之 间 的 互相 矛盾 意 深 ,帝国 主义 投资 逐渐 减少 ,民族 春 本 虽 力 求 兴办 工业 SRR, 

“于 1905 一 1911 年 建成 漳 厦 铁路 帖 贴 一 -江东 桥 眉 , 并 刘 开 条 邵武 ,政和 、 建 宁 等 煤矿 ， 在 
i Be uA RS, 但 移 完 无 力 大 量 进行 投 八 ， 各 厂 不 入 均 倒 闭 。 只 福州 有 一 ， 

两 个 铁 工 厂 和 若干 县 绒 有 照明 所 用 的 发 电厂 而 已 。 而 且 多 集中 分 布 于 沿海 中 小 城 钙 。 由 

于 工业 基础 薄弱 ， 省 内 效 源 长 期 不 能 开发 ,工业 品 长 期 不 能 制造 ， 就 不 能 不 形成 士 特产 炉 

出 ,工业 品 年 年 大 量 轮 入 ,对 外 贸易 年 年 人 超 的 局 面 ,抗战 前 本 省 几 项 重要 输出 物 春 如 茶 、 

AH ARK HE OBESE Be TB AS A AT TG, SRR AE, AOR HE rh 
_ 1899 年 的 249770 担 减 为 1933 年 的 45746 担 2 , FeO pH TH Ht hy 1899 年 的 870327 担 减 为 

1986 年 的 304155 担 “帝国 主义 旭 以 大 量 棉布 、 面 粉 .肥料 ` 稀 烟 , 米 谷 、 油 类 、 五 金 等 由 

1) 喜 克 吾 … 人 台湾 ?第 191 页 。 
2) MIE AIH OS A, 
8) 1937 <pamaReeel Ee 
4) 同上 。 



海 输 径 运 本 省 ,其 至 以 洋 糖 . 洋 组 等 充斥 市 场 , 打 击 本 省 粳 、 纸 等 土 特产 在 省 内 的 销路 ， 放 
MANDA EEK ME BH GTI, 1936 EM BARTS 
BRA BMEGK 38%. } ee 

HARI ee ean ee a ee 
WLR ABER A SRK ANT 2 » EI TS AB 

FSH, OLS A XE, B98 PAE Bis A ak Ak, BB A 

BEI) WL SE OD EOI RT EAA 
SR use iF RES SI— LOE, (SF RAF DURE ASE 
产 较 战 前 大 为 豆 落 。 农 业 在 此 期 间 遭 受 破坏 亦 甚 严重 ， 茶 叶 、 甘 蔗 、 水 果 生 产 等 因 海路 断 “ 
匈 ， 产 品 销路 停滞 ， 所 受 打击 严重 ; 如 茶叶 产量 由 1936 年 的 244930 担 降 为 1945 年 的 

” 36150 担 2 ,造成 大 片 蔗 田 \ 茶 园 \ 果 园 荒 敬 ,农民 迫不得已 广 蔗 田 、 茶 园 . 果 园 、 改 植 粮食 作 
物 。 1 Eee 9 

抗战 胜利 至 解放 前 阶段 ,福建 又 成 为 美英 货物 借 销 市 场 ， 加 以 国民 党 买办 集团 的 破 
坏 ,经 济 不 但 没有 得 到 恢复 发 展 ， 反 而 一 踊 不 振 ,再 度 衰落 。 战 时 兴办 的 工业 ， 如 受 花 一 
现 , 战 前 原 有 工业 如 福州 句 木 厂 停工 者 十 欧 七 八 ”。 农业 生产 普 副 下降, 粮食 产 量 由 战 前 ， 、 

-的 73 亿 斤 降 为 1949 年 的 56 (ZIT, 省 HE RR aT, 全 省 至 少 有 一 全 以 上 县 份 粮 =A 

食 不 能 自给 ,每 年 缺 米 狗 150 万 担 , 所 缺 粮 米 , 要 依 屯 本 国米 和 洋 米 输入 ,进行 补充 。 

至 于 若干 特种 手工 业 和 农业 特产 品 如 有 雕 漆 、 木 画 、 甘 蔗 、 茶叶 等 虽 因 销路 恢复 较 战 前 发 过， 
但 却 不 足以 弥补 整个 经 济 的 全面 吉 落 。 

解放 前 福建 痉 济 基础 薄弱 ， FIG TH SE SC LAG PR SSM 
PEARED EERE REN EE Se = 
3-4, - 

a 

(Sa 

福建 其 有 人 品 1452 75 ( 1957 ETA) BM EE 121A, 其 数量 低 于 两 广 ,密度 介 
于 广东 和 广西 之 间 。 
本 省 居民 中 99% 以 上 是 汉族 ,少数 民族 仅 有 12 万 多 人 ,以 舍 民 数量 最 多 。 福建 是 至 
国会 民 最 多 的 地 区 2HLABR 万 多 人 ， 人 其 分 布 范围 较 

BK, 95 匈 以 上 散居 在 关东 区 沿海 丘陵 地 带 , 而 以 福安 霞浦、 福 由 :宁德 四 县 最 多 ， 占 至 省 

BRAY 82%, MB RAMA EHPL RT 42), RAR, RADAR Pala 

WSK BARRED, WAHT MAH A RMR, RSA PB 

R= WKELD HTM, AASRRKRRRARKN REE | 所 以 解放 后 省 内 

竺 未 建立 区 般 的 少数 民族 政权 ， 但 由 于 党 aa 少数 民族 地 位 人 为 提 

高 ;各 角 政 权 都 有 少数 民族 代 玫 参加。 
本 省 农业 人 口 比重 不 算 很 高 ， 1957 年 宏 业 人 品 占 总 人 口 的 82.4 和 。 东 部 沿海 人 口 笛 

1) 1948 46 eh as yf AEH 179 页 。 
2) Ait: ARS THES” 72 页 。 
8) “fr Fa RF SEA” 542 页。 
4) 伪 省 府 篇 ; 驻 建 酸 济 研究 上 册 ， AE “SERENA IR ETT Eo 
5) 同上 。 by iste 

~ 

e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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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地 区 农民 有 向 国外 移民 的 悠久 历史 。 估 计 现 在 全 省 狗 有 国外 华侨 300 余 万 ， 分 布地 区 
以 马 来 亚 最 多 ,次 为 印尼 ,菲律宾 、 逢 甸 、 越 南 . 日 本 。 本 省 主要 侨 乡 为 晋江 \ 南 安 \ 永 春 、 息 
清 等 县 * 这 里 居住 有 200 77 FEAF (1905 年 ) ,各 县 侨 崎 人 数 均 占 当 地 居民 的 35% Db, We 

” 侨 与 侨 短 在 本 省 轻 济 、 妇 化 建设 上 一 向 页 献 很 大 。 过 去 侨汇 便 长 期 弥补 着 本 省 入 超 未 学; 
漳 厦 铁路 、 韶 南 若干 公路 和 福建 较 大 企业 ， 也 都 全 由 华侨 集 奏 兴 建 , 解 放 后 除 侨 帮 依然 是 “ 

的 一 项 重要 国民 经 济 收入 外 ,华侨 杜 本 还 投资 于 和 泉州 糖 厂 , 同 安 、 宜 清油 厂 , 南 平 、 德 
化 \ 永 春 \ 永 泰 . 武 平 松香 厂 和 一 些 家 收场 ,并 在 侨 乡 创 办 了 几 个 中 等 学 校 ， ecb 侨 . 

“ 稚 也 大 都 直接 参加 了 十 农业 生产 劳动 。 
WE ERB, AAA, 城镇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8.92% (1957 年 )， 上 比重 略 

”高 于 广东 。 全 省 200 人 以 上 的 城镇 共 230 多 个 , 按 历史 起 源 不 同 , 可 分 为 两 类 城市 : 第 一 
“类 城市 ( 福 、 厦 、 漳 . 泉 …… 等 ) 大 都 位 于 沿海 港口 及 河流 下 游 SE, SENT A 
60 万 以 上 (1967 年 ,下 同 ) , 厦 站 接近 30 万 ,泉州 和 济州 均 在 10 万 以 上 。 这 些 城市 都 有 上 比 ” 
较 方 便 的 水 上 运 糠 ,起源 较 久 。 其 中 福 、 厦 、 漳 \ 泉 四 市 自古 就 是 进出 口 贸 易 港口 或 商业 中 
心 ,手工 业 比 较 发 达 ,但 解放 前 工业 基础 薄弱 , 径 济 带 有 很 大 的 消 可 性 和 将 民 地 性 ;解放 后 “ 
建立 了 近代 化 工业 ,是 省 内 的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中 心 ;第 二 类 城镇 规模 较 小 ， 大 部 分 布 了 于 两 
陆 河谷 地 带 , 其 中 人 口 在 3 一 6 万 的 城 钱 有 建 区 南平、 长 汀 等。 它们 是 随 着 内 河 运输 及 近 
代 公 路 运 迷 的 发 展 而 形成 的 ,与 附近 少 村 烃 济 联系 密切 , 供 狠 乡村 生产 碍 料 和 日 用 工业 品 。 

乡村 居民 分 布 极 不 均匀 ， 各 地 差别 很 大。 总 的 分 布 趋势 是 自 沿海 平原 地 区 向 内 陆 山 
， 地 丘陵 区 腺 减 ;沿海 平原 地 区 又 以 平原 中 心 最 为 密集 ,意向 平原 边 乡 僵 为 稀少 ， 内 陆 册 地 

” 匡 陵 区 除 河谷 平原 、 低 乒 和 山腰 地 带 人 口 较 密 外 , 其 余地 区 上 比较 稀少 ， 沿 海神 州 、 兴 化 . 泉 
州 \ 漳 州 四 个 冲积 符 原 是 至 省 人 口 最 稠密 的 地 区 ,这 里 地 当 河 流入 海口 ， 土 塘 与 治 浙 条 件 
较 好 ,气候 适 于 种 慎 亚 热带 作物 ,而 且 星 殖 历 史 较 入， 耕作 集 攀 ,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2000 一 
和信 以 上 ,其 中 泉州 市 附近 可 达 600 人 以 上 ,是 至 省 人 口 密度 最 大 地 区 ， 沿 海平 原 边 称 山 艺 
地 带 和 内 陆 河谷 地 带 如 浦城 龙岩 、 长 汀 等 密度 旭 在 100—200 人 。 平原 地 区 聚落 多 为 天、 

七 十 户 至 百 户 的 村 庄 ,劳动 力 多 ,农民 拥有 栽植 亚热带 轻 济 作物， 亚热带 水 果 和 双 季 稻 的 

在 富 经 验 , 演 海区 居民 有 养 刍 、 捕 鱼 技 术 。 闽 江 、 力 龙 江 等 河谷 平原 及 其 附近 低 丘 或 山腰 
-。 地 带 ,平均 每 方 公里 50 一 100 人 ， 在 西部 武夷 山 、 杉 岭 山区 和 东部 殴 峰 山 、 戴 云 山 \ 博 在 崔 

- 顶部 仿 僻 地 区 , 由 于 交通 闭塞 .开辟 较 退 ,而 且 因 一 部 分 是 老 革命 根据 地 ,全 受 国民 党 猛烈 
WE, AA ENE EET ZB 60 人 以 下 。 以 上 这 些 地 区 地 广 人 入 , 居 民 除 营 耕 作业 外 ,或 
策 营 狩猎 ,林业 。 

除 城乡 居民 外 ,在 关东 区 沿海 还 有 2 BEALE AMC ill. 

(四 ) 和 经 UF “BEER 

fg 2 TRS ES A RE AE A IE Th Uae ee . 

”显著 ,工业 基础 非 ? Hs 1 2 y 工业 所 占 工 农业 产值 的 比重 远 低 于 沿海 各 省 ， 农业 生产 的 自然 

环境 虽然 优越 ,但 也 没有 得 到 充分 和 合理 的 利用 ， 耕地 的 旦 殖 指数 很 低 ， 大 部 地 区 耕作 技 

术 粗 放 , 非 但 粮食 不 能 自 狂 ,经 济 作物 所 占 作 愧 面积 的 比重 也 很 低 ， 因 之 本 省 人 民 所 需 大 

`、 部 分 工业 品 和 一 部 粮食 都 取 欠 于 省 外 甚至 国外 ,形成 贸易 上 的 年 年 人 超 。 沿 海 福 州 、 厦 门 、 

凡 州 是 帝国 主义 国 和 家 和 国内 治 海 工业 城市 向 省 内 推销 工业 品 的 港口 ,这 里 轻 济 比较 人 发达， 

2110 



对 海外 及 国内 沿海 港口 之 间 的 经 济 联系 比较 密切 ,而 省 内 广大 内 陆地 区 轻 济 落后 ,交通 运 
”办 相当 闭塞 ,境内 仅 有 几 公 里 铁路 ,内 陆 与 沿海 之 间 , 城 乡 之 间 径 济 缺 少 联系 , 物 查 交流 不 
”由 ， 双 省 与 国内 大 陆 各 省 的 经 济 联系 亦 不 其 紧密。 直到 解放 后 这 种 落后 的 状态 才 开 始 发 
-生变 化 。 Lay : 

”人 PRAMLR BASE K IK 
{oo [xiennoay ABR 
[E2e|xwart ane 

Ba OFF @tS 
次 ke @ax One 

KF @w Ors 
0). 20" ~ 80 公 叶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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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福建 综合 经 济 图 

“由 于 本 省 地 处 我 国 东南 沿海 国防 前 线 ,解放 初期 不 是 国家 建设 重点 区 域 ,工业 建设 较 
上 少 。 但 在 恢复 旧 有 工业 利用 当地 原料 扩建 、 新 建 个 别 部 门 ,特别 是 近 几 年 来 在 发 展 内 地 
工业 并 相应 照顾 治 海地 区 工业 的 方针 实施 下 ， 工 业 的 发 展 也 相当 迅速 。 农 业 在 逐步 进行 

_ 壕 会 主义 改造 的 基础 上 ,采取 了 一 系列 的 技术 改进 ,水 利 建设 措施 ,重点 发 展 了 粮食 生产 ， 
相应 地 发 展 了 疙 济 作物 和 山区 生产 ， 生 产 水 平 也 大 大 提高 。 工 业 在 至 省 工农 业 总 产值 中 
所 占 的 比重 , 1952 年 已 上 升 到 35.23% , HE 1957 AE I 色 .80 移 ， 其 中 以 机 器 制造 、 食 品 
工业 发 展 最 快 ;农业 的 纸 对 产值 也 年 年 增长 ;产品 产量 肖 年 上 升 , 自 1952 年 起 , 本 省 粮食 

el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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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ACES RS, EERO Pe Pa IKE, : ie 
_ 1958 4B ARB UE OER RA AE FE Feb ASE OL Hy ER A 

BSS MF" Ete 1907 年 87 亿 斤 的 基础 上 , MT BL, 他 省 每 人 平均 有 灶 食 0G 
斤 , 超 额 实现 了 千斤 省 的 计划 。 在 工业 生产 上 ,到 6 AE, 全 省 建成 厂矿 达 373,278 不 3 

其 中 水 力 ̀ 风 力 和 沼气 电站 共 5659 个 ;煤矿 453 个 ,农具 厂 9868 个 ;肥料 厂 283y728 个 , 农 
3)" 3159 个 ,水 泥 厂 756 个 ,联合 加 工厂 17,324 个 。 上 定年 ,全 省 建成 公路 2070 RB”, 

SER. 公路 、 和 内 河 的 货运 量 都 比 去 年 培 长 一 倍 以 上 。 一 个 规模 更 天 的 社会 主义 建 发 高 潮 “ 

已 经 开始 ,在 1958 和 1959 两 年 中 ,本 省 较 大 的 工业 基建 工程 达 144 项 ， 两 年 内 工业 基建 ” 
的 投资 邹 达 24 亿 左右 ?2 ， 相 当 于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工业 建 坝 投 克 总 和 的 10 倍 堪 右 。 二 不 
年 产 80 77 mi: Bk, 60 5 ty = SORE > So Wee BE 25 万 吨 , 钢 20 75 might RS 
铁 厂 一 期 工程 ,已 帮 动 工 兴建 ; 福州 .厦门 顺 昌 等 地 也 将 建成 各 年 产 10 万 吨 的 钢铁 厂 。 
为 保证 钢铁 工业 原料 需要 ,年 产 数 百 万 吨 矿石 的 潘 洛 、 局 坑 铁 矿 已 经 筹备 动工 。 此 外 ,全 
省 还 将 兴建 一 百 多 个 现代 化 的 机 械 厂 。 人 

福建 农产品 种 类 繁多 .产量 丰富 ,是 我 国 亚热带 经 济 作物 、 茶 叶 、 [SAULT ee 
BER, SHR ay 11.89% (1957 4), BAAS EBS A | 

东 ̀  四 川 ) , RAR SPT REE, ERAT BRE TE 均 著名 于 国内 外 。 
上 述 农 产品 除 满足 本 省 沟 济 建设 和 人 民 需 要 外 ,并 替 出 国内 外 。、 
工业 部 门 中 ， 1957 年 仍 以 与 发 业 有 密切 联系 的 食品 工业 占 优 劳 地位， 其 中 二 较 重 要 

的 是 制 六 和 制 灯 工业 ;本 省 是 我 国 主要 的 制 烽 工 业 中 心 之 一 , 糖 产量 已 九 居 圣 国 各 省 的 第 
三 位 9，( 坎 于 广东 ̀  四 川 ) 其 他 食品 工业 部 门 如 粮食 加 工 、 棒 油水 产 加 工 、 钙 头等 不 及 制 ， 
糙 工 业 发 达 ， 也 落后 于 广东 。 本 省 的 重工 业 过 去 主要 是 森林 工业 和 为 省 内 工农 业 服务 的 ” 
SEAR IOLA AUR ERK. ACRE ROT OR 

， 力 、 森 林 等 自然 套 源 ， 从 重工 业 的 原料 和 动力 条 件 看 ， 矿产 开采 冶金 工业 、 机 械 工 业 、 水 泥 、 

造纸 和 森林 工业 有 具有 广阔 的 发 展 前 途 。 

解放 后 随 着 国家 社会 制度 的 改变 和 工 宏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 本 省 对 外 贸易 的 性 秆 和 太 超 

”现象 得 到 根本 改变 。 为 了 适应 本 省 工农 业 生 产 发 展 和 不 断 项 固 国家 海防 的 需要 ， 近 玫 年 

来, 省 内 交通 运 考 也 在 大 力 改善 , 除 整治 河道 ,开辟 公路 活跃 城乡 物 其 交流 外 ， 于 196 车 ”一 
8A 还 修 通 了 从 东 南 沿海 贯穿 内 陆 广 大 山区 的 谭 厦 铁路 ，1958 年 11 月 修 通 了 南 福 铁路 ， 
从 而 过 速 改变 着 本 省 使 省 内 各 地 和 对 国内 各 省 的 经 济 联 系 日 EE 

a R 业 

笨 建 地 处 亚热带 ， 作物 种 类 多 ， 分 布 广播 种 期 长 。 i 80% 以 上 是 山地 ， 并 有 漫长 

的 海岸 线 , 所 以 农业 生产 具有 鲜明 的 多 料 性 ， 在 宏 业 经 济 中 , 除 粮 食 生 产 外 ,经 济 作物 、 灯 一 

业 、 海 业 和 宏 村 付 业 亦 占 很 大 比重 。1956 年 本 区 宏 业 部 站 构成 匈 第 113 页 附 表 (产值 ) 95 
本 省 除 沿海 一 带 狭长 的 下 原 区 外 ， 其 余 都 是 条 再 不 尽 的 山岭， 人 至 省 耕地 2219 i is 

1) Rm AiR, 1958 年 8 月 8 日 。 
2) 同上 ,包括 简易 公路 在 内 。 

_ 8) 见 和 福建 日 报 , 1958 42 9 A 30 日。 

4) fat 1957 年 食糖 产量 已 达 十 万 二 千 吨 , 居 全 国 第 二 位 , 具 福 建 日 报 ， 1957 4p a3 月 30 日 。 
5) SitaRt AiR, 1967 46.1 W 3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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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2 43.80 

te te 机 7.60 
aS 4 Rh 6.23. | 

te ae 10.87 
: 动 ty fia 3E 12.30 

-~ UA - 业 4.54 \ 

全 | ， 9.98 

OY Cap eet 4.70 

王 二 面积 的 12.33 多 ， 主 要 分 布 在 沿海 平原 , 沿 河 两 岸 和 山 图 谷地 ， 其 中 以 沿海 福州 、 兴 
， 化 、 朱 州 、 漳 州 四 平原 耕地 密度 最 大 ,耕地 占 寺 地 面积 30% 以 上 ， 特 别 是 泉州 附近 更 高 达 
80% 以 上 ;和 广东 珠江 三 角 洲 不 相 上 下 ,沿海 在 原 边 称 低 正 地 带 和 国 江 、 才 龙 江 中 游 沿 河 

. 
i= 

图 34 pate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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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岸 耕地 密 产 降 至 10- -20 多 ， 国 西国 北 广大 山地 丘陵 区 低 至 5-10% 甚至 5% DIF, & 
省 每 一 农业 人 口 平 均 占有 耕地 工 .95 亩 , 靖 西 、 闽 北 出 区 有 些 地 方 旭 达 了 7 亩 ,泉州 平原 只 有 

总 的 说 来 , 山 多 田 少 ,二 地 潜力 未 充分 发 挥 。 THEA AAT 500 Mies 
Hs, sie WEAN 9000 万 亩 宜 林地 , 其 中 坡度 在 25 PE DEA AY Be DE ARR 25 度 以 下 。 
的 可 种 慎 多 年 生 的 果树 、 经 济 林 ;5 一 10 度 左右 的 坡地 ， 除 种 慎 多 年 生 的 果树 外 ， a 
BurEW, 
ARSE LE De a, St SRM, — 
于 个 别 地 区 AGL, BAG BAG els oe x , eT A, MR I, Ba 
WHI A AMER WARREN, SHOR ASH ERIE. 
Ha 4 — SB 9 oi EES VN BR NG BE PB 

_ 播种 面积 的 26.67% , KARMEL TRARY 14.68% 。 造成 各 地 耕作 制度 上 的 
差异 ,主要 原因 是 水 利 , 肥 料 , 劳 动力 和 品种 问题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本 省 在 有 计划 
地 居 配 劳动 力 , 大 力 兴 修 水 利 , 改 良 土 壤 , 增 施肥 料 和 改良 品种 的 基础 上 ,至 省 已 有 150 万 
亩 单 季 稻田 改 种 双 季 稻 , 并 扩大 冬 种 面积 275 7a SRE RAE Sg #E 
作 制 度 还 将 有 更 好 的 安排 。 
发展 安田 水 利 事业 ,战胜 里 灾 和 克服 江河 下 游 泛 基 和 调 兴 之 患 ,是 本 省 特别 是 沿海 地 这 

区 的 农业 培 产 重要 措施 之 一 。. 本 省 农田 有 80% 以 上 是 水 田 ， 多 分 布 在 沿 河 或 山 间 谷地 ， 

在 西 千 部 与 中 部 地 区 ,丘陵 与 谷地 交错 ,雨量 充沛 , 杖 林 茂 密 , 水 源 充足 ， 故 水 田 比重 最 高 ， 

可 达 907% 以 上 。 治 海 各 河 下 游 冲积 平原 地 区 ,雨量 比 其 他 地 区 少 ,加 以 分 配 不 均 , 水 源 不 ” 

足 ; 水 田 比重 较 低 , 一 般 在 60% 以 下 。 由 孔 大 部 农田 地 形 坡度 较 大 , kA Bie, MD 
历代 封建 统治 水 利 失修 和 山林 遭受 破坏 ， 造 成 严重 的 水 旱 实 害 。 在 夏季 多 雨季 池 或 夏秋 
台风 侵入 期 间 , 沿 海江 河 下 游 地 区 常 发 生 水 灾 和 潮汐 之 患 ， 但 水 灾 过 后 ,又 经常 出 现 旱 

Ko 据 估 计 公 省 ERA 500 万 亩 耕地 常 受 旱 串 9 SAR MA 100 Bi io 解放 以 ， 

RAEN REMAKE RSE SH HERAT RAW KS, 到 1957 年 全 省 灌流 面积 已 层 

展 到 1480 万 雷 ， 占 省 内 耕地 面积 的 66% 强 。 这 些 灌 浙 地 主要 分 布 于 旱地 面积 较 大 的 沿 

海 低 丘 的 平原 地 区 ,其 中 以 小 型 渠道 (引水 ) 和 水 产 塘 声 ( 著 水 ) 灌流 为 主 WR 
85% ,大 多 利用 闽 江 、 晋 江 \ 九龙 江 、 汀 江 , 及 其 支流 ， ARMM ABT IS 
灌 浙 。 灌 地 万 亩 以 上 的 较 大 水 库 、 渠 道 则 集中 分 布 于 莆田 .惠安 、 晋 江 、\ 同 安 、 尤 次、 海 泪 沿 。 
海 各 县 。 除 上 壕 灌 浙 方 式 外 , 还 有 灌 浙 面 积 比较 小 的 抽水 机 和 水 井 灌流 ,其 中 甚 乐 壮 柄 浇 
电力 机 械 抽水 机 站 灌 浙 效 丛 10 万 亩 ,是 省 内 规模 最 大 、 历 史 较 为 悠久 的 机 械 抽水 灌流 工 
程 。 在 1958 年 农业 大 跃进 高 潮 中 ,本 省 水 利 事业 更 突飞猛进 ,到 1958 年 底 ， 全 省 灌溉 面 ， 
积 可 达 2000 万 调 左右 , 占 耕 地 面积 的 90 多。 Fy TVET HH AL TT PEK IS 

WiZi8, Fe EROS Gy AO RAKE, WLP RAE TT by BEAK RR 

作 。 陈 在 国 江 、 晋江 下 游 地 区 修筑 防洪 塌 外 ,水 十 流失 的 地 区 ， 宏 林 水 配合 进行 治理 已 收 

到 了 一 定 效果 ,在 活 海 地 区 种 植 红 树林 ， 用 以 保护 江海 提防 。 

粮食 作物 在 本 省 耕作 业 中 居 重 要 地 位 。 AF BEM UAHA RARE 支援 工农 业 

”建设 和 支援 解放 台湾 有 重要 的 意义 。1957 年 粮食 作物 占 作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86.78% , 

,， 于 全 国平 均 比 重 。 几 年 来 由 于 经 济 作物 和 大 豆 作 物 的 不 断 发 展 ， 粮 食 作 物 在 作物 播种 面 

ig . 

积 中 的 比重 稍 有 降低 。 在 粮食 作物 中 ， 由 于 扩大 复种 面积 ， 更 多 地 种 慎 小 麦 ` 墓 类 \ 杂 粮 等 
e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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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 建 粮食 作物 播种 面积 构成 表 

| 

BB Help, APRESS A, CR TP 
密 , 赫 地 较 少 , 故 发 展 粮食 生产 的 道路 主要 是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和 福建 原 

， “来 是 一 个 粮食 单位 面积 产量 不 高 ,但 粮食 坪 产 潜力 很 大 的 省 份 。 1955 Fee 
” 均 粮 食 产量 891 FF, 1957 EMR NE ESTP, EIN 

福建 人 口 笛 



县 市 每 亩 平均 灯 食 产量 也 达到 800 JF DLE, 1908 年 公 省 粮食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更 高 这 
1000 斤 以 上 ,足见 粮食 培 产 潜力 之 大 。 

水 稻 在 粮食 作物 中 占 最 重要 的 地 位 。 它 占 至 省 作物 面积 的 62.01%， 占 粮食 作 胸 面 ， 
BUN 71.45% . BPM TU 65.68 亿 斤 , 占 本 省 萎 食 总 产量 的 75.03 和 (1957 年 ); 租 
不 及 广东 稻米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一 ,在 我 国 主要 产 和 耕 区 华中 、 华 东 、 华 南 攻 省 中 , 居 尾 位 。 

ATE DX BACK Bey ER EL BA IE FAL ARI ee 
HA PZB A ERA EPO, RL. SES AAR PTR 5% 以 上 ;总 

SN AN 

MODY © 

SN 

iN 
Kk ny my | 

(T[[]] 808 xE 

PBX) 60-80 ae ae 
40—60 we Pega 

ph Ef ae wer Ss Ae 

- 18 ; it 

eye 图 36 福建 稻谷 出 播种 面积 百分比 图 ， ‘ 

”产量 的 OTS, ABMKP RA KAT OS RAMS, GSR, AAR 
HH , WIA KAS, AEA RIE, PAA LOBES IE. ce 

AGATE AR Dy SRA, MARTOKI RIL, A 
2038 777i (1960 4B) AH PDL (58%) ERA, THR ETS 
分 之 二 以 上 , 坎 为 中 稻 , 早 稻 。 单 季 晚稻 的 分 布 逼 及 全 省 ， 然 以 浆 北 图 西 为 主要 产 区 。 叫 

e116. 



”地 晚 和 寿 于 四 月 中 旬 播 种 ,十 月 下 名 收割 ,生长 期 长 达 夫 ,七 个 月 。 关 北国 西 地 区 在 单 季 晚 稻 
收割 后 ,多 合 耕 地 休闲 , 畏 东 韶 南 沿海 排水 较 好 的 地 区 可 以 栽植 一 季 秋 、 冬 作物 如 小 麦 、 攻 
BGT WAS. WA AT BS Be, EE AL BS 
者 均 在 四 月 中 下 旬 播 种 ,七 月 至 作 月 成 熟 ,生长 期 仅 100 天 左右 ， 收 获 后 售 能 种 植 一 季 秋 
大 豆 , 墓 类 ,或 再 冬 作 油 菜 ,不 仅 能 获得 比 晚稻 为 高 的 产量 ,而 且 不 影响 秋 作 物 的 种 植 ， 适 
宣 于 在 上 述 地 区 水 利 条 件 较 好 的 山 阔 谷地 种 植 。 

双 季 稳 在 水 省 有 悠久 的 种 植 历史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 尤 以 国 南 、 闫 东 种 植 面积 较 大 。 解 
放 后 几 年 来 , 双 季 宕 面积 年 年 扩大 ,， 1955 年 全 省 双 季 稻 面积 达 850 多 万 亩 , 占 稻田 总 面积 

的 迎 多 ,其 中 国 南 一 区 就 占 下 多 。 双 季 舟 分 连作 与 间作 制 两 种 ,以 过 作 稻 占 主要 A 
省 水 稻 面 积 的 86 多 ， 圳 作 早稻 于 每 年 二 月 中 、 下 旬 播 种 ， 天 月 下 旬 收 割 后 再 稳 纺 种 植 晚 

* (FA, 至 10 一 工 月 癌 晚稻 成 熟 ， 生 长 期 共 达 7 一 9 个 月 。 国 南 沿海 地 区 无 钉 期 长 ,气温 高 ， 
淡泊 便利 ,并且 具有 丰富 的 耕作 经 验 和 众多 的 劳动 力 ,是 连作 稻 生 长 的 理想 地 区 , 这 里 过 
MERA BUR is AE HG 88 色 。 双 季 疝 作 早 稻 播 种 期 与 晚稻 收获 期 大 致 与 韦 作 稳 相 同 , 但 比 

116 118 ; 120° 

【16” J We m7 120° 

图 37 MERSMPR SMA aS Le 

ell7e 



aa 
oe 

7, 
OOO 
Bs 
oO OY 

E255 
8 RK 
SRST 
Sonnac 

00 res ete: 
res oe S252) SKS 

arate 7 ye 

- BS REUSE SACHA RAS 

PEE AKG ASD , 因 之 主要 分 布 在 水 源 和 劳动 力 条 件 次 于 国 南 的 关东 沿海 地 区 , 这 
里 拥有 全 省 闻 作 稻 面 积 的 下 多 。 Sea a | oa 
4 PRAM MER, HRA, 1958 年 一 般 连 作 稻 早 、 晚 两 季 每 亩 
可 产 一 .二 千斤 ,间作 稻 可 产 千 斤 左右 ， 这 足以 说 明 改 变 水 稻 耕 作 制 度 是 充分 利用 本 省 
然 条 件 、 发 挥 生产 潜力 和 不 断 增产 粮食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本 省 不 但 具有 栽培 双 季 稻 经 验 和 品种 ,而 且 除 靖 西 北 高 山地 区 外 ,各 地 气温 和 雨量 条 
件 都 适 于 栽培 双 季 稻 ;水 稻 的 安 人 至 生育 期 比 江 西 闻 作 稻 区 为 有 长。 根据 省 内 经 验 , 公 省 单 季 
稻田 特别 是 单 季 早 ̀  中 稻田 , 凡 三 月 下 旬 均 温 18°C, 能 安 公 播 种 ,十 月 分 均 温 17 "0， 立冬 
无 霜 , 水 源 不 缺 的 地 区 都 可 改 种 双 季 稻 , 原 有 疝 作 和 田 均 可 改 种 过 作 稻 。 关 键 问题 在 于 合 
理 调 配 劳动 力 ,克服 水 源 、. 肥 料 不 足 ; 正 确 掌 担 耕 作 技术 。 在 一 些 地 区 证 明 , 单 季 晚稻 改 种 
RIVERA Ay 7 70 匈 ， 间 作 稻 田 改 种 连作 稻 可 增产 10% 以上。 

RIERA ORB, AR He LTR A 421.5 万 亩 (1957 年 ) ， 在 本 省 粮食 

21186 



作物 面积 器 13.6 勾 。 甘 暮 是 喜 高 温和 耐 旱 、 适 应 性 较 强 的 高 产 作物 ， 对 土壤 和 水 利 条 件 

要 求 都 不 严格 , 它 的 分 布 恰 与 旱地 一 致 。 闽 南 、 国 东 滨 海地 区 四 季 少 霜 ， 甘蓝 周年 可 以 生 

长 , 这 里 拥有 公 省 甘 募 面积 的 85 勾 ， 各 县 甘蓝 种 植 面积 大 多 占 作物 面积 的 也 罗 以 上 ,其 

Pea : 510 
hoy) ice SIT 

Zk I KY ¥ Ly 

Ye HTL} 15—25 

Pe 39 ATE HMR ASL 

PLB NO 2 PAL Se ZR AO RAT He, RE BR 
中 , 甘 暮 面积 可 占 耕 地 的 '30% DLE RUE EAE AAR fi SEI TSE 

” 。 本 省 甘薯 的 种 植 可 分 时 甘蓝 和 晚 甘 昔 二 种 ,其 中 85% 以 上 是 晚 甘蓝 。 早 、 晚 甘蓝 都 
.尽头 南 区 最 多 。 晚 甘薯 又 分 秋 著 与 越冬 募 二 种 , 秋 昔 多 在 早稻 、 春 大 豆 、 春 花生 收获 后 持 

” 播 , 当 年 12 月 收获 ,产量 较 高 ,越冬 募 在 晚稻 或 晚秋 作 忌 收获 后 持 插 ,次 年 春季 收获 ,产量 
灾 于 秋 昔 。 早 甘薯 亦 分 二 种 ,一 种 夏季 持 插 ，12 月 收获 , 亩 产 较 高 ,次 一 种 春 种 夏收 , 亩 产 

”. 极 低 , 儿 年 来 由 于 提倡 精 耕 锈 作 , 推 广 优良 品种 大 畦 密植 和 加 强 田 闻 管 理 等 丰产 经 验 , 甘 
暮 平 均 单 位 面积 产量 提高 很 快 ,如 1955 年 福清 县 农业 劳动 模范 余 杰 干 介 创造 每 亩 产 
# 13000 斤 的 最 高 记录 。 

e。 119 。 



小 麦 是 省 内 实 要 的 粮食 作物 ,1957 年 公 省 小 麦 种 植 面积 246.6 万 雷 , 占 粮 您 作物 面积 
的 7.9 务 ,主要 种 植 在 巴 州 以 南 的 沿海 旱 作 地 带 , 其 中 晋江 、 攻 田 . 仙 游 、 南 安 四 县 就 天 人 
省 小 麦 面 积 的 22.8%。 由 于 农业 合作 化 后 劳动 力 和 肥料 的 解决 ， 而 州 以 北 福安 一 带 近 上 

年 来 利 用 冬 阅 水 田 、 坡 地 种 植 小 麦 , 其 发 展 速度 比 甘 墓 为 快 。 
KR BTR GR 天 米 等 杂粮 作 的 在 本 省 办 有 种 入 但 为 数 其 少 ,一 共 不 过 上 粮食 

”作物 面积 的 5.9 多， 雳 散 分 布 于 各 地 。 es 
AT AHP MIR 4%, I=L LPB, AI 

SOAP, SAAT A PRL L.A TEENA AALS TAI Fey 
HESKKE. 

| 经 济 作物 虽 只 占 未 省 作 胸 面积 的 6.1%, (BH lb te 08%» peer. 

FE WIRE , ARH HE PEE, 1957 SEDAN ra Bi TAA sR SB Be (EL: 7 : 

a A ee 

: 技术 作物 合计 三“ Bee A ~ 100 

REIT Res AE 11.89% RAM, WIT IR, PUN, ES 
位 。 
RE GR 97.2 万 雷 , 占 疱 济 作物 面积 的 17 .1 多 ， 估 作物 总 面积 的 1.04 狗 ， 集 刘 

“ 务 布 于 关东 南 沿海 洱 江 \ 木 兰溪 晋江、 九龙 江 下 游 冲积 平原 地 带 。 这 里 不 但 称 年 罕见 霜 
雪 、. 雨 量 适 中 ,而 且 分 优 有 排水 通 蝎 的 冲积 士 和 粘 培土 ,是 适 于 甘蔗 生长 的 理想 地 区 ;能 保 、 
持 甘 藤 的 稳定 产量 。 其 中 全 游 莆田 \ 南 安 、 同 安 、 晋 江 各 县 是 公 省 甘蔗 分 布 最 集中 的 邓 
区 , 仙 游 、 莆 田 、 南 安 、 同 安 四 县 就 占 至 省 蔗 田 面积 的 50.7% ,甘蔗 产量 的 .66.9 移 , 估 游 县 ” 

， 芯 田 可 占 蔷 县 耕地 的 17% 。 STARR LMA AES RS, PORTE) i 
质量 差 。 

流域 蔗 田 扩大 最 快 ， 从 1952 到 1955 HIME RY AT 10% 以 上 ， 所 占 耕 地 上 比 

重 由 2.8% 提高 到 3.2%, 1967 年 全 省 平均 每 雷 甘 蔗 产 量 达 6647 Jr, 比 1940 年 增长 

190% , 1968 年 公 省 平均 单位 面积 产量 更 高 达 工 万 斤 。 本 省 原来 多 栽培 竹 芒 、 田 蔗 等 十 种 
甘蔗 ,产量 不 高 , 合 糖 率 低 , 仅 在 7% 左右 。 数 十 年 前 由 台湾 和 非 律 宾 全 引进 县 种 ,但 未 经 

推广 。 解放 后 为 了 充分 履 择 生产 潜力 ， 推广 了 “台糖 134 和 "台糖 108” 等 优良 品种 ,甘蔗 、 | 

1) RAR H 报 ， 1956 年 10 月 1 A ,吐气 在 人 代 会 改革 ,主要 指 耕 作业 而 膏 。 

© 120 。 

解放 后 , 随 着 我 国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福建 省 eee ens 1967 ae aig 

 ， 积 已 扩大 为 战 前 \1936 46) fy 1.06 fir, 总 产量 提高 为 战 前 的 2 .37 倍 ， 其 中 以 木兰 沉 ̀ 晋 江 = 



78.4%, DEA, ABE, EA: 

水 十 地 区 种 慎 最 多 , 三 月 播种 , 八 九 . | 
， 月 收成 ， 均 是 春播 花生 及 秋 花 生 。 在 
BAe, Le se 
.东区 福清、 长 乐 等 县 ， 花 生 均 占 作物 
总 面积 的 10% Db. BK AUS 

，， 是 省 内 花生 最 重要 产 区 , 共 占 全 省 花 

% 

| *M4LANROIOD LB, BBD 

Boyde, WARES 作物 ， 
FETS AMEE. REAR 
”外 ,本 省 油料 作物 还 有 少量 芝麻 ,主要 
分布 于 国 南 沿海 地 区 南安 、 同安、 漳 | 和 
oC LSS ES, 图 各 福建 甘蔗 分 布 图 

产量 和 合 糖 率 大 为 提高 ， 为 种 糖 工业 提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本 省 东南 部 产 蔗 区 自然 条 件 优越 ， 水 陆 交 通 便利 ,种 蔗 历 史 悠 久 ， Je eM 

Be, SEA SLAY BE PD TEMES Hs, FL aS SE a , AR AE BR 
Fl, EVR AESERE TK HE BU PHY 3% Jes, IVA RED te 

> 个 五 年 计划 期 未 ,本 省 甘蔗 面积 将 发 展 到 200 77 HH, He 1955 年 扩大 13.8 倍 。 : 
WR eas SES EET BS 

HME RN 2 = Vb, 在 

4 8 BW 22.7% 5 油菜 的 种 植 面积 

布 于 东部 沿海 和 国 江 、 汀 江 流域 稻 产 
区 ,以 状 西 宁 化 、 清 流 : 泰 宁 、 长 洒 各 县 

每 点 代表 十 万 市 担 
100 22 

福建 省 廊 类 作物 中 地 位 比较 重要 ， 发 展 前 途上 比较 广 闫 的 是 黄麻。 Sk EBERLE 
PRA RIL BIL ADR RL A MLM , BE a Pit i Pa i 74 1 

到 多 左右。 黄麻 在 本 省 已 有 200 年 的 种 植 历史 ,解放 以 来 发 展 很 快 ，1957 ARE 
贰 解放 初 1949 年 扩大 6.8 倍 ， 产 量 达 2746 万 斤 ， 占 公国 黄 洋 廊 总 产量 的 4.06%, HOF 

一 浙江: 广东、 湖南 、 江 西江 苏 , 居 圣 国 第 大 位 ,并 基本 上 满足 了 省 内 麻 纺 人身 工 业 和 沿海 渔民 
| WRI, ERA TILER EE LTA EK BR 
2K Rei RAK, HEE Ae MRE. 
A EPA GS i, EL, 但 价值 很 高 , FE EN BR WL 
BTA Ae He FFD BEE ESE ATA LA 

SAE BEE DUM Jy Ze , SEO I EEL, EE APR, 烤烟 是 解放 后 

“大量 发 展 的 作物 ,集中 分 布 于 永定 .上 杭 两 县 ,质量 告 好 ,产品 大 都 供 厦 门 、 漳 州 、 龙 岩 一 部 
供 上 海 、 广 东 等 地 烟 厂 加 工 。 随 着 省 内 外 制 烟 工业 的 发 展 ， 今后 烤烟 的 种 植 面积 将 逐年 扩 

大 ;三 烟 的 地 位 将 降低 。 

霜 建 是 我 国 著名 的 产 茶 区 ， 1957 年 至 省 茶叶 产量 13.87 万 担 y 次 于 湘 、 浙 、 皖 、 川 . 鄂 、 
WA CHR 43 )。 和 福建 所 产 茶叶 不 但 种 类 多 而 且 品 质 好 ,其 中 武夷 岩 茶 、 安 滩 铁 观音 、 工 
cake iat SRST, 素 为 世界 并 名 的 极品 茶 ， 战 前 全 省 茶叶 产量 达 245000 担 , 其 中 有 

了 



SARE BSAG 

100 AB - 

图 她 aes 

30% 棚 往 慌 内 外 ,茶叶 鸭 出 价值 占 至 省 总 输出 价值 的 43.5 多 2 ; 居 各 种 输出 货物 之 冠 , 占 
公国 茶叶 输出 总 值 的 三 分 之 一 强 刀 ,所 以 本 省 茶叶 笃 产 的 盛衰， 对 全 国共 时 生 产 和 本 省 才 
游 都 具有 极 大 影响 。 

解放 后 本 省 茶叶 生产 有 一定 的 恢复 和 玖 展 ,1 1957 年 茶园 面积 比 解放 初 (1949 年 ) 扩 大 
了 虹 .5%， 茶 叶 品 摘 更 有 显著 提高 。 但 由 于 抗日 战 征 期 间 和 国 发 党 反动 统治 者 的 长 期 破 
坏 大 部 幕 苞 和 衰老 的 茶园 一 时 不 易 恢 复 ,发 展 的 速度 是 极其 组 慢 的 ,1957 年 茶园 面积 只 “ 
恢复 到 战 前 的 98.2 多 ， 茶 叶 产 量 只 及 战 前 的 56.6 多 ， 这 与 全 国 对 茶叶 的 需要 和 茶叶 对 外 
贸易 的 日 渐 境 用, 是 远 不 相 适应 的 。 
除 演 海地 区 外 ,福建 全 省 山区 丘陵 地 带 均 适 于 茶树 生长 ,茶树 生长 迅速 ， RRA. = 

EL 20 iA Py ODA ARO ELLE A Be ADA BE JE De . 宁 
RF I Amn Re SER 2 UA LH BEM, 38ND AR 

1) maa etka 464 (1087), 
2) 能 建 日 报 , 1055 年 4 月 4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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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 90% HA RAS MEF IR, FARO SOREL. ADR 
等 ,坡度 多 在 40 BE DIT , BARBELL A WHER HUT Gs 40 一 60 度 。 为 了 防止 冲刷 ， 在 坡度 26 

: 度 的 们 坡 , 多 修筑 梯 层 茶园 , 共 在 茶园 开 挫 排 水 沟 。 现 国 东 、 国 南 梯 层 茶园 较 多 ， 其 中 疹 冯 

RARE EMD, Ba) 6 > aR A DAE A A AAT FE” 水 王 部 

RHR 

每 点 代表 产量 2 万 斤 

100 公里 

(42 REO 

AGFA BUC, FINRA FEE FONE. EIR SRE, 
SEPARA , 1956 年 平均 亩 产 26 A, ZEVMTA REA AMR, IEW HERE 

HE, BY AA AAS , 雷 产 可 达 100 2 Ir, LERAEL RG TEP: 250 ZIT BE %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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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茶 叶 生 产 对 繁 葵 本 省 经 济 具 有 莫大 的 意义 。 和 根据 国家 犬 力 发 展 茶叶 生产 的 方针， 
今后 示 省 要 在 主要 产 茶 区 积极 整理 现 有 茶园 ,改进 植 茶 技术 ,迅速 星 复 芝 园 ， 在 适 于 茶树 ” 

。 生长 的 昔 山 丘陵 区 增 队 新 茶园 ,以 期 迅速 提高 茶叶 产量 和 品质 , 作 到 第 二 个 瑟 年 计划 期 二 
超过 战 1 生产 水 平 。 

果 产 在 福建 农业 中 占有 比 革 时 还 重要 的 地 位 erie a rte AIRF (LAPIN 
， 值 。 宜 建 的 水 果 产 量 236 .04 万 担 \1957 4) ,与 两 广 同 为 我 国 重要 的 亚热带 水 果 产 区 。 全 

BAF OA A SEI Bo EE RE hl, ESR 40 多 种 ,其 中 柑 桔 、 龙 眼 . 芳 枝 、 
， 香 芯 、 落 臣 等 著称 于 公国 。 龙 眼 产量 ,质量 都 居 公 国 第 一 位 , 功 枝 产量 居 公 国 第 二 位 (次 于 
广东 ) , 香 谷 居 第 三 位 ( 坎 于 两 广 ), 柑 桔 居 第 四 位 (次 了 于 广东 .四川 . 浙 江 )。 

”， 公 省 果树 栽培 面积 382,713 雷 (1957 年 ) ,主要 分 布 于 东南 沿海 冲积 平原 地 带 ,其 中 以 ” 
龙眼 、 柑 桔 的 种 植 面积 最 大 、 产 量 最 多 ;其 次 为 荔枝 小 划 、 香 莅 等 。 龙 眼 在 同安 、 晋 江 、 和 昔 

3 点 - 代 ®& 3000 #8 

M43 福建 水 果 分 布 图 

” 田 、 仙 游 等 县 分 布 最 为 集中 ， APE DAB RBS BK GE SESH GREE 

MIS , EE RE 5 BR PEA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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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 建 果 产 虽然 丰富 ,但 是 过 去 由 于 运 孝 不便; 水 果 办 出 省 外 的 运费 比 广东 还 高 ， 大 量 
水 果 员 好 在 本 地 销售 ,时 常 积 压 霉 烂 ,造成 浪费 。 解 放 后 随 着 本 省 运输 条 件 的 改善 ， 水 果 
的 表册 量 还 年 培 加 ,1955 年 乙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果 产 格 往 公国 各 大 城市 和 华东 、 华 中 各 省 , 并 ， 
远 销 香港 和 苏联 、 kM AE, ME A AE soma TFET 
J RAL | 

: SRIRAM K, 水 果 生 产 发 展 很 快 ， 1957 ERTS 
Hefei (1949 年 ) 扩大 了 141.2 多 ,产量 增长 了 148.4 多 ,其 中 柑 桔 、 龙 眼 、 香 花 、 波 本 的 
种 慎 面积 与 产量 并 已 超过 了 战 前 水 平 。 驻 建 东南 部 治 海地 处 亚热带 ， 是 发 展 水 果 生 产 的 、 、 

好 好 方 ,这 里 坡度 15 一 20 度 的 莞 山坡 地 和 滩地 、 宅 旁 隙 地 均 可 利用 以 栽培 果树 。 按 照 宏 

Wi WA 人 
Nom vEY, ‘ : 

MUSSER, AF ARR RD 3 A A HG OC TE, PR OE, EES BP 
St ARE ARAS JER RL GBM SAORI SP 4 ARTO, 

“条 建 经 济 林 及 林 付 产品 套 源 也 非常 丰富 ， 林 产 种 类 很 多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是 油 用 径 洲 
条, 主要 分 布 于 东北 部 丘陵 地 带 。 油 用 逻 洲 林 中 以 油茶 、 油 桐 较 多 ,1955 年 茶 油 、 桐 油 各 

十 克 济 林 油 产量 的 64.7 多 -和 23.9 多 ,其余 为 相 油 。 本 省 油茶 共 50 万 再 左右 (1955 4), 
| 茶 油 产量 占 至 省 食用 油 的 8.7 多 。 油 茶 分 布 逼 及 全 省 各 地 ,但 以 装 东 福安 , 周 宁 等 县 最 多 ， 
上 右 侍 省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由 于 油茶 经 营 粗放 ,树龄 多 已 衰老 ， 缺 株 现 象 普 逼 ,而 且 品 种 不 

齐 , 所 以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目前 平均 每 雷 只 产 一 二 十 斤 。 油 桐 以 福安 、 浦 城 . 问 清 、 顺 昌 
SERS, SETS WIRE, RD. TERIAL AA 

; RUE AT FEM eS EH LEAT FD, 其 中 以 油茶 林 的 发 展 最 有 前 途 。 

FEA) KER ERIM BRE BH AE EG ESS BOA a BBE 
“未 省 天 量 输 出 的 名 贵 物 套 , 经 济 价值 很 大 。 其 中 笋 干 产量 最 大 , 占 公国 各 省 的 第 一 位 ， 集 
PPP AT LBA, BE EPG, 松香 产 于 浦城 南下 \ 永 定 , 樟脑 产 
于 建 苑 . 建 阳 、 南 靖 、 龙 岩 、 和 福安、 武平 等 县 。 上 述 产 品 除 少量 供应 省 内 需要 外 ,十 分 之 八 、 

FIR BPP ARSE. 
| 贺 洲 林 和 林 付 产品 生产 是 山区 多 种 经 济 经 营 中 不 可 忽视 的 一 环 。 是 山区 人 民 的 重要 

径 济 收 太 来 源 之 一 。 但 是 解放 以 来 由 于 在 大 力 恢复 与 发 展 粮食 生产 的 同时 ， 对 付 业 重 视 
不 够 , 目前 主要 殊 济 林 和 林 付 产品 生产 还 未 恢复 到 战 前 水 符 , 如 油 桐 产 量 只 及 战 前 
#98 % oie 

ELAN I? , 

毛竹 (万 根 ) 笋 干 ( 担 ) 香菇 (4A) | 松香 ( 担 ) 银耳 (两 ) 

战 前 (1985) 200,000 | 22,000 | oe x! Me: 

1950 82,907 9,354 10,000 * 05 16,000 

1956 1170,65 8,703 158,849 | 1,000 70,000 

no aL BT HEUER HPAL DAE, DE 
PRUE HIP FEIT ZE HE Aldo SER Bat A SERED 

1) AR BiG, 19564 10H 1B, 
2) BPR EMA RS AEE”, 



耕 牛 是 省 内 主要 役 畜 。 全 省 硅 牛 97.89 万 头 ， 占 大 牲畜 头 数 的 99 多 ;其 中 黄牛 占 
72.3% , WKAR 27.7%; 水 牛 的 比重 小 于 两 广 和 华中 各 省 。 黄 牛 多 从 布 于 沿海 平原 和 河 
谷 从 地 ;水 牛 以 低 丘 陵 地 区 为 多 。 现 在 省 内 役 高 数量 极 威 不 足 , 而 且 分 布 非常 不 均 。 Be 
PEG ASI GH Phe 31 雷 , 国 南 沿海 地 区 耕 牛 较 多 ， 每 头 耕 畜 负 担 耕 地 20 亩 以 下 , 国 ” 
夺回 北上 帅 地 丘陵 区 , 虽 草 地 分 布 广 , 蚀 料 充足 ， 但 以 过 去 得 受 严重 破坏 ， 耕 冀 数量 减少 ,每 
头 耕 畜 负 担 耕 地 超过 40 调 甚 至 100 亩 以 上 。 

STALLS SSS TOTS 

Ee oes eee 

RN SESS 

WSNSNSY 

BM eT | 

EE FETE GAS 401 75 Se PN SSAA REG PRIS Pa Ae 
DRAG ALAA WO IL BEA RAI AS BUA 98 7) A HI EES , ZEB RY 
EAHA AL » CRAM KID , AY Pe A] LX ACE AR REPT RES GD EAE, GV TB 
Bi BRAY 64% , BYRACL, MALIA, WRENS PANS 5h, OA 
(2.8% ) Fatt LUE Mh, ER ee eT EA EN HH HE 4 
ERAN DELETE . JURE ASTER MAS PB, B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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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都 有 很 大 提高 ,1957 年 人 省 耕 和 牛头 数 已 较 解放 初 增加 了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 猪 的 头 数 增加 
2 倍 , 几 种 优良 畜 种 如 巴 安 花 猪 ,福州 市 郊 毛猪 等 也 正 有 计划 地 推广 。 

福建 沿海 北 起 沙 埋 港 南 迄 说 安 湾 的 广 关 省 场 和 江河 下 游 地 带 , 水 产 资 源 非常 丰富 ,是 
我 国 重要 的 水 产 区 。 年 产 水 产 总 量 26 万 多 吨 2 (1955 年 ) MAF PR WL WR, JB 
国 第 四 位 。 双 省 从 事 水 产 捕捞 的 海 民 达 10 万 人 (照片 44) 。 

BREAK TERA HT TA, 但 纸 大 部 分 是 海水 产 。 海水 产 占 水 产 总 量 的 96%, 
其 下 56.87% 是 鱼 类 , 28.41% FEA, MAL WIAD, MIVA. HME, KW KM 
FR OE, ADI th alts 3 淡水 产 占 刀 要 地 位 ,以 具 类 、 
鲤 、 幼 刍 为 主 。 
未 省 水 产 养殖 业 也 以 海水 养殖 占 主要 , 公 省 水 产 养 殖 产量 8 万 2 2 Ede (1955 年 

中 ,海水 产 朗 占 855. 83 多 。 在 沿海 江河 入 口 海 涂 地 带 , 极 适 宜 于 蝗 、 牡 锯 、 蛤 、 糙 等 内 类 和 多 
种 海 荡 刍 类 的 养殖 ,这 里 年 产 各 种 只 类 达 了 万 吨 ，1956 年 以 来 , 亚 塞 带 营 类 -海带 亦 在 

。 。 这 里 走 养 成 功 。 淡 水 养殖 以 草包 SRA PE BL A Sl SE, STE TZ CE 
MEE ERE MAAS ME HES ET LB eR SA | 
| ARH KAI , BRT A AE 
FRAG SEAS ROSE AS Hh Ss MEK AE SEH, 各 地 池塘 、 沟 渠 、 水 库 、 

水 田 可 给 利 用 以 养殖 水 产 的 更 为 众多 ， 近 来 除 在 速 江 、 霜 州 \ 国 侯 、 晋 江 、 靖 田 、 宁 德 、. 福 清 
二 人 等 大 型 水 产 养殖 场 进行 水 产 养 殖 外 ,并 在 广 泛 地 开展 群众 性 的 水 产 养殖 。 

2.0 we 

: 福建 工业 原 有 基础 薄弱 。 解 放 前 没有 一 个 像样 的 工厂 ， 解放 后 虽 有 相当 发 展 AOL 
EIR, 1946 APB TMF A THEM PH 1% , 1967 年 提高 B28 59% > ,其 中 
现代 工业 占 工 农业 总 产值 的 13.44% 。 
本 工业 总 产值 欧 相 。 

4) PR 2H, 广西 的 :45 倍 。 工 业 部 门 构成 特点 与 广东 相似 , 也 是 以 翅 工 业 特 
别 是 食品 工业 为 主 。 轻 工业 产值 占 双 省 工业 产值 的 73.9 多 ,其 中 67.6% 是 食品 工业 ,以 

BRR, OR HAZE PEA ACEI EPP, HR BSE EY 
意义 。 重工 业 占 灵机 地 位 ,也 远 不 如 广东 发 达 ; 仅 木材 条 伐 与 加 工 较 重 要 。 解 放 初期 由 于 
没有 大 规模 兴建 工业 ， 工业 分 布 傈 未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 大 部 分 仍 集 中 分 布 于 沿海 地 区 , 宁 
MBP ON NDOT Ae PA EDL, Ree RE MRED, 
后 ,未 省 工业 建设 发 展 很 快 ， .工业 地 区 分 布 也 正在 壕 囊 改变。 

制 糖 和 制 茶 是 福建 比较 重要 的 食品 工 
本 省 制 糖 工业 虽 只 占 工 业 总 产值 的 3. (1957 年 )， (RP RCA BLAH 中 ， 
仅 卖 于 广东 四川 居 第 三 位 9? 。 

虽然 本 省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历史 与 广东 同样 悠久 , 但 是 制 糖 技术 十 分 落后 , 基础 薄弱 。 
解放 前 没有 机 制 糖 生产 : ARE HOTT, IRIE 

1) 省 统计 局 数学。 

。 2) 不 包括 个 体 手 工业 在 内 。 如 包括 个 体 手 工业 ,工业 比重 旭 达 44.80 和 多 。 
8) 1957 EAR RE SSR ti (iat AHR, 1967 4 12 80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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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tT All 

低 ， Ha 7:5 一 12.5 狗 ,并 有 30% 的 糖分 剩 在 糖 酒 之 中 ， 不 但 浪费 很 多 原 糙 $ 而 且 产量 

(RAE, ihn 1937 年 是 本 省 糖 产 最盛 时 期 ,全 省 糖 产量 达 6 Wi hilt (12077 #1) 4 经 抗日 ， 

战 委 时 期 的 破坏 ,产量 日 降 , 至 解放 初期 \1949 年 ) 已 降 至 1.5 万 吨 (30 万 担 ) 。 解 放 后 制 “ 
糖 工业 是 省 内 工业 建设 重点 部 门 ,在 全 国人 民生 活水 平 不 跌 提 高 ， 食糖 需要 不 断 增长 F，， 
出 糖 工业 恢复 发 展 非常 迅速 ,1957 年 全 省 糖 产量 已 达 9.4 WAY, 
平 的 二 分 之 一 , 超过 解放 初期 的 5.3 倍 。 制 糖 技术 也 有 了 改善 ,1957 年 至 省 已 经 有 4 个 
全 部 机 械 化 的 糖 厂 , 39 个 人 机 械 化 的 糖 厂 ,机 制 糙 产 量 占 人 省 糖 产量 的 27 多。1958 年 对 

- 机械化 的 糖 厂 境 加 到 8 个 , 牢 机 械 化 糖 厂 培 加 到 308 个 , 产 糖 量 达 到 112,000 多 吨 
. 制 糖 工业 主要 分 布 于 加 南 甘 凡 产 区 , 仙 游 一 县 就 拥有 至 省 糖 产量 的 三 分 之 -无 右 。 机 

BUR BRB), 1967 年 人 省 只 有 泉州 \ 仙 游 ; BREDA, 年 共产 糖 数 千 吨 。 但 工 精 
业 数量 多 而 分 布 广 , 据 不 完全 统计 ,全 省 糖 坊 几 达 5000 4° , AFB, BUZR, BOG TARE 
县 份 ， 而 彰 南 要 占 90% Di, 1958 年 春日 1300 MG TE AT 后 ， 王 糖 坊 的 ， 
数量 已 犬 大 减少 。 

-本 省 发 展 制 糖 工业 条 件 非 常 优越 。 Te ee ee 
K2— SRE AAPA, LANGA DR PIMA 10% 以 上 。 HEART 
ASG WUBIN i 4 2 JE, 1958 年 全 省 甘蔗 只 SSP LAR» ERE EAA 

1) B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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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e HRA 10 12%, 原料 浪费 很 大 ,如 果 大 力 发 展 机 制 糖 业 ,能 使 原料 得 到 更 合 
。。 理 的 利用 。 国 南 人 口 密集 ,河道 公路、 铁路 ,海运 租 成 了 方便 的 运力 网 ， 便 于 十 蔗 就 地 过 

机 
ce 

& 

RAHUL HED AS, BIS SRE AR, TENA A UL BE 
AUZ BAR ORES SE AE AE RU , AER NL LE a ph 
型 糖 厂 和 重点 建设 大 型 糖 厂 。 随 着 制 糖 工业 的 发 展 ， 与 其 相 联系 的 造纸 、 酒精 、 CST 
业 部 头 也 将 得 到 相应 的 发 展 。 

制 某 工 业 也 是 本 省 食品 工业 中 的 重要 部 门 。 由 于 本 省 植 共 与 手工 制 灯 发 展 历史 悠久 ， 
deal RMI LE LAL: 工 红茶 区 。 其 
”范围 最 广 ,包括 福安 、 福 和 内、 寿 宁 、 周 宁 、 霞浦 、 屏 南 (北部 ) BA RE ie He (TAR WW BRIE) 
二 神武 .光泽 等 县 ; 2. PEK, AMMAR, GMT, PU BR, 古田 : 屏 南 ( 南 

:部 ) 建 阳 、 浦 城 , 永 春 . 大 田 、 漳 平等 县 ; 8. 岛 龙 茶 区 。 LTR KR, PAN, BEER BH BIE 

dUDS8; 4. 白茶 区 。 包括 政和 附近 地 区 。 

解放 后 本 省 制 茶 工业 是 在 一 面 改 进 技术 、 一 面 提 高 生产 能 力 的 方针 下 发 展 着 的 。 除 
了 在 以 上 各 某 区 大 力 推广 柔 茶 机 、 杀 青 机 等 新 式 茶叶 初 制 工具 ,提高 茶农 对 茶叶 初步 加 工 

。 技术 外 ,并 建立 了 解放 前 所 未 有 的 机 制 茶 厂 。 其 中 秆 茶 加 工厂 三 个 ,分 布 于 福安 、 和 福山、 政 
AM; BRAM A+ ABER WM; AML A PN aM, 
BFA, BULK, SHOU BSE, UBIO RL Re 

3 $e, 1956 年 机 制 共产 量 比 1950 BET 139.9%, (PERI RRA 

¥ 

SDR SIBCHG NH As PL, 一 时 不 易 恢 复 ， 1957 年 茶叶 总 产量 还 只 ! 及 抗日 战 
前 产量 的 56.6%。 

。 未 省 茶叶 种 类 以 红茶 、 疙 茶 、 岛 龙 茶 为 主 。 其 中 红茶 最 多 , 占 总 产量 的 62.4%, 
ALARA AR. “AL 又 分 坦 洋 工夫 、 AMOK, 政和 工夫 

” 数 乞 , 其 质量 实 于 “ 堵 和 红 ,但 优 于 “条 和 红 "。 炉 茶 占 茶叶 总 产量 的 24.94% ,主要 产 于 国 北 、 

BAR, HAS FMLA EK, WRIA BSL, 脊 自 浙江 、 安 徽 运 进 欧 占 
”其 加 工 量 三 分 之 二 的 夭 茶 害 制 花茶 ,其 所 产 花 茶 为 我 国内 销 茶 中 的 上 品 。 此 外 饲 龙 茶 . 白 

玉 数 量 较 少 , 产 区 较 狭 。 由 于 福建 茶叶 质量 高 ,所 以 深 为 国内 外 人 民 喜 要， 销路 很 广 ,其 中 
“加 竹 ” 公 部 向 苏联 和 欧洲 人 民 民 主 国家 等 出 口 , 乌龙茶 有 80% 销 往 东 南亚 华侨 地 区 , 
茶 主 要 销 往 香港 ,澳门 ,花茶 蜀 广 泛 供 应 国内 华北 、 东 北 等 地 人 民 人 饮用 。 

- 本省 其 他 食品 工业 ,还 有 棒 油 粮食 加 工钱 头 、 酸 酒 、 制 盐 等 部 门 。 榨 油 工业 以 花 符 
起 为 主要 原料 ， 花生 油 产量 狗 占 储 省 植物 油 总 产量 的 .80%% 左右 ,其 余 为 菜 籽 酒 、 茶 籽 油 、 大 : 
”二 豆油 等 。 机 器 榨 油 业 集 中 分 布 于 沿海 一 带 ,以 宜 清 .泉州 两 厂 规 模 最 大 , 除 宜 州 . 厦 四 以 产 

”大 豆油 为 主 外 ， 其 他 各 地 多 产 花 生 油 。 王 枞 油坊 妈 分 布 比较 普 逼 ， 产 量 占 全 省 植物 油 产 

量 的 87% 。 研 米 和 面粉 业 亦 引 大 部 分 分 布 于 沿海 各 县 市 ; 其 中 福州 、 泉 州 两 市 就 拥有 公 
省 面粉 厂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1905 年 ) ,各 碾 米 和 面粉 厂 规模 都 较 小 。 水 产 加 工业 和 饶 头 工 
业 还 未 能 与 丰富 的 水 产 和 果 产 相 适应 。 目 前 省 内 水 产 加 工厂 、 饶 头 厂 较 大 的 仅 有 厦门 鱼 
肝 油 厂 .福州 .厦门 缸 头 厂 (照片 45)、 和 泉州. 莆田、 晋江 的 水 果 密 全 加 工厂 规模 均 很 小 。 为 
了 进一步 地 利用 装 南 区 丰富 的 果 产 ,水 产 矢 源 , 在 济州 将 兴建 规模 巨大 的 饶 头 厂 。 制 盐 工 
业 目 前 舍 多 为 手工 业 方 式 生产 。 主要 盐田 分 布 于 莆田 .山腰 、 遵 竹 ,东山 四 区 ,年 产量 共 狗 
23.56 万 吨 (1957 年 ) ,以 莆田 盐 区 产量 最 大 , 占 全 部 产量 的 二 分 之 一 左右 , 盐 产 大 部 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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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要 供 食用 ,一 部 供 渔业 和 工业 用 。 

除 食 品 工业 外 ,本 省 其 他 轻工业 比较 重要 的 还 有 造纸 EIB, 

纺 身 工业 规模 很 小 , BHA AT RIN, BEES WEIN AST AZ} RON, 
BM. BR EL A. PA, ATL LI 
生产 条 件 优 越 ， iL RB IL) 

AG PSE EA, EW RAK RAHA BES Ar , 战 前 党 年 产量 
Pik 91 Fil, 是 省 内 仅 鼠 于 茶 和 木材 的 重要 输出 物 套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手 工 造 ， 
萄 仍然 在 狐 产 中 占 重 要 地 位 , 手工 造 级 产量 可 占 从 省 狐 产 总 量 的 89.5 匈 ， 现 代 化 的 机 器 

“: 造 匈 业 反 而 居于 坎 要 的 地 位 。 1958 PREG AE RAAT ASR De TR 

本 的 变化 。 南 平 造 颖 厂 年 可 生产 35000 mT BH AE, Biteeh ditalisint cack ci hc 

BS AMM) 2. aa 

_ ABRAM ATM, tes AK, BPH. saan SECC 

TRA SB is SAR, FMM A, SA RAS 

IH, RR, ERI, 7 EAE TEED 手工 造纸 业 分 布 于 南平 、 永 “ 

ASHIK, WORT. 违 城 、 将 乐 三 县 产量 最 大。 手工 造 很 业 所 用 原料 多 取 自 当 
地 的 竹 \ 稻 草 , 其 产品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包括 文化 、 工业 、 包装 用 各 项 纸张 和 答 浆 ， 由 于 秘 
张 精 美 ,销路 一 向 很 广 ,在 狐 产 量 中 ,有 70% 销 到 东北 、 华 北 、 华 中 内蒙 并 远 运 南洋 。 

本 省 拥有 丰富 的 造 耗 原料 ,木材 、 竹 、 蔗 渣 、 稻 章 、 芒 草 等 到 处 可 以 取得 , 完 从 有 条 体 
STARLING Me, DAN Hors, SRR AL, a 
工业 体系 。 

料 ， POS eri og ei pea rig 

福建 森林 条 伐 工 业 在 公国 占有 重要 地 位 ,本 省 森林 资源 三 为 让 富 Saw 森林 面积 占 二 

地 面积 的 40%% Db, BREA 3.4 立方 米 D， 是 我 国 天 大 林 区 之 一 。 这 里 拥有 1000 多 
-树种 ,其 中 松 、 杉 树种 要 占 荔 积 量 的 定数 以 上 , OW, A, PE, TE, 白杨 、 相思 、 

树 : 核 、 栅 、 柳 、 红 树 等 ,都 是 优良 的 工业 、 建 筑 用 材 和 桃木 用 材 ,经济 价值 很 高 。 

本 省 森林 资源 主要 分 布 于 闫 江 流域 和 励 龙 江 流域 ,其 中 以 靖江 流域 最 为 丰富 、 按 省 内 
林业 规划 , 至 省 可 分 为 下 面 4 个 主要 林 区 : (1) 装 江 流域 用 料 林 区 。 是 本 省 最 大 的 林 区 ， 
琳 林 面积 欧 占 至 省 森林 面积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主要 树种 为 杉 、 松 、 档 、 档 等 ; (2) ALTRI 
域 用 材 林 区 。 和 森林 面积 仅 姑 于 上 述 林 区 ,主要 树种 为 松 、 杉 、 木 荷 等 ; (8) RI 
HAMAR. ES RK IE; (4) 国 东 北 沟 济 林 区 ， 主要 社 种 为 油茶 、 ale 
篇 相等 。 

本 省 森林 工业 的 人 发展 还 远 不 能 与 丰富 的 森林 贾 源 相 适 应 。 1965 年 条 1K 1 147 万 
立方 米 2 , 几 公 为 手工 方式 采伐 ,主要 采伐 区 在 靖江 和 九龙 江上 游 , 洒 伐 后 的 木材 多 靠 水 

了 

- 

~ 
‘ 

IEDR BAT AU RETIN, BUI AUR AB I TE 
平等 城市 是 木材 加 工厂 集中 分 布 的 地 区 ，, 四 市 木材 产量 占 侍 省 的 三 从 之 二 以 上 。 FAL 
aN AAT 产量 最 大 这 些 加 工 木 材 除 供 本 省 需 要 外 ,主要 运销 浙江 广东、 江苏 .上 

1) 福建 省 计划 委员 会 数字 。 

2) WE Att 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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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 等 地 [照片 46)。 tae 
AR a RRR AB ARE BBS FCA BRACE UL RB, 
Bi AT 20 SAB RIT BIR) AP REBAR AE 

AGI FINK RAE EA , 极 适 于 树木 的 生长 ,如 杉木 只 须 25 年 邹 可 成 材 , 成 
_ 其 时 间 比 长 江 以 北 地 区 要 快 二 分 之 一 , 故 不 但 现 有 森林 状 源 取 之 不 尽 ,而 且 林 业 发 展 前 途 
广 关 。 但 是 在 解放 初期 ,由 于 卉 内 交通 不 便 , 丰富 的 森林 套 源 不 能 充分 利用 。 魔 厦 、 南 往 
扰 路 后 通车 ,为 术 省 森林 工业 和 林产 化 学 工业 开 胖 了 广 阅 的 发 展 前 途 , 最 近 儿 年 内 在 圈 江 
和 碟 老 江 流 域 就 要 扩建 或 新 建 大 规模 的 制 材 厂 , 档 胶 ,酒精 \ 丙 柄 等 化 学 工厂 , 南 在 是 未 来 

“最 天 的 森林 工业 和 森林 化 学 工业 中 心 , 这 里 将 拥有 人 省 规模 最 大 的 木材 综合 加 工厂 oe 

解放 前 本 省 电力 工业 只 有 33 个 小 电厂 , 发 电能 力 仅 6400 SRE, 其 中 90% Vibe 
FB, 所 用 燃料 要 由 萍乡 和 淮南 远道 运 来 , 电源 非常 不 足 。 大 部 分 县 城 速 电灯 都 没有 。 
一“ 解放 后 ,本 省 电力 工业 发 展 很 快 ，1955 年 本 省 Be een 
— B Fy 12000 HE » , By 1907 EI, -ePAE WeR 3s 69 个 ,建立 农村 小 型 水 电站 05 ， 
“个 ;发 电能 力 达 82,000 KE, 超过 解放 前 全 省 发 电能 力 总 和 这 4 倍 。 水 力 发 电大 大 超过 了 

”火力 发 电 。 1958 年 大 跃进 以 来 ,有 30 多 个 电站 开工 兴建 。 它 们 的 发 电能 力 总 和 达 50 多 

RE, 其 中 最 大 的 有 发 电能 力 达 24 TR AR, 三 级 工程 。1958 年 新 建 的 家 村 
外 型 水 电站 达 2800 多 个 ,相当 于 前 8 FAM 50 152, 平均 每 个 乡 拥有 一 个 以 上 - 

的 电站 习 ,一 部 分 农 产 加 工 , 照 明 已 经 用 电力 代替 ,这 就 使 农村 面 狐 天 大 改变 。 oe 

os FBAARGLBEAE BADER, KAM RGR T48 万 本 ,可 建 水 
。 电站 地 址 其 多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除 建设 吉田 次、 建 滩 、 永 定 3 个 大 型 水 电站 钥 成 

.2 间 东 北 访 吉 田 . 建 滩 为 中 心 (包括 南平 .长 乐 等 地 区 ) 和 畏 西 南 区 以 永定 为 中 心 的 二 个 电力 
” 莉 外 ,并 将 修建 发 电能 力 200 万 阜 的 状 江 水 口水 电站 和 发 电容 量 30 万 延 的 大 型 火电 站 ， 

举办 群 灰 性 小 型 改 电 站 一 万 几 千 个 使 全 省 构成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电力 簿 ， 以 充分 供应 境内 工 
: 业 、 宏 业 和 照明 用 电 (照片 妇 ) 。: 

。 为 了 减少 煤 央 的 远程 运输 THAIS, 并 支援 钢铁 工业 发 展 , RT BR le 
外 ,必须 积极 开发 本 省 煤矿 资源 。 本 省 煤矿 分 布 虽然 广泛 ,但 大 部 系 煤层 薄 热 量 较 低 的 低 
抽 无 烟煤 , 惟 装 西 龙 岩 、 漳 平 煤田 储量 达 3 亿 吨 以 上 , 煤 质 高 ,其 含 炭 李 达 70 一 95 多 ; 含 硫 
PrN WY DIT TEC AE eR. SURE ROM 
“于 过 去 交通 不 便 , AMAAKMAT ASR ALAR MR RE AK BAS 

， 季 工 方式 的 小 型 煤 井 , 供应 南平 、 龙 岩 水 泥 厂 和 当地 居民 燃料 需要 , 随 着 谭 厦 铁路 的 通车 
和 和 省 内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龙岩 、 渡 平等 煤矿 将 大 规模 开 探 。 | 

Pa Be die 5B a AT ES HR ABSA, FEI ESP, 一 直 未 
«BFE, TORERMRARA I, ARBRE, BPE LKR NES 
FE ARRAS te) “PATE WOE ESS , BBN EP YEN B28 eR, ai HE EB 
GE Sa LSS Ss as PL SRE IK, A ORB DISH SE 林芝 本 相信 PEEL Wi 
HOFF AE , BA EMR AE 15,000 4 vie, Wi 120 多 

1) MMAR, 1958 年 1 月 4 日 。 
2) 福建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27 A, 
8) 1958 年 9 月 30 日 以 前 完成 数字 。 

edl3L。 



福建 的 钢铁 工业 以 正在 兴建 的 三 明 钢铁 联合 企业 为 中 心 ， cera? 20 吨 以 
下 的 小 型 钢铁 厂 ,这 为 本 省 机 器 制造 业 的 人 发展 描 输 了 美丽 的 远 悬 。 

机 器 制造 工业 是 本 省 历史 最 久 的 现代 工业 部 门 。 早 在 1866 年 ,本 省 就 建立 me 
船 局 ,但 直到 1949 年 从 省 还 没有 一 台电 动车 床 , 全 部 工人 仅 700 余人 。 解 放 后 ,党 和 政府 

.大 力 改 展 机 械 工业 。 到 1957 年 底 , 全 省 新 建 、 扩 建 了 近 一 百 个 机 械 厂 , 共有 8000 多 名 职 
工 和 1400 多 台 机 床 , 1957 年 ,全 省 生产 的 排灌 动力 机 械 就 比 1952 EBL Hy 65 EY, 

AEROS (ARR LREETE. 1958 4F 24 HG TABLAS, ALS 
备 、 煤 气 机 、 柴 油 机 DRAB, BBL, CEE, SAS Lee 
侍 省 电厂 发 电机 的 一 倍 , 工作 母 机 产量 比 1957 年 增加 120 倍 ， 相当 于 1866 一 1957 年 90 
年 间 公 省 寺 添 机 床 总 数 的 80 匈 。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时 期 内 , 本 省 机 械 工业 将 有 更 大 的 发 展 , 在 1968 0 1959 两 年 中 ， 
本 省 将 新 建 和 扩建 171 个 机 械 工 厂 , 其 中 有 三 明 冶 金 矿 卫 机 械 厂 , SS 
通用 机 器 厂 .南平 水 输 发 电机 厂 SS) ELL ARERR 
等 大 型 工厂 2?。 这 些 工 厂 投 入 生产 后 ,一 年 的 产值 就 等 于 1957 EAU 
29 倍 , 它们 将 制造 本 省 现在 还 不 能 制造 的 重型 、 妨 型 矿山 冶金 届 备 、 水 力 发 电 设备 .承受 
高 压 生 产 化 肥 的 性 备 、 精 油 避 备 以 及 数 以 万 吨 计 的 输电 导体 。 此 外 还 将 兴建 汽车 拖拉 机 
厂 , 机 车 车 辆 制造 三 和 能 制造 5000 吨 据 办 的 造船 厂 等 。 这 些 工厂 的 兴建 ,， 除 使 本 省 现 有 
工业 基地 福州、 厦门 等 沿海 城市 的 机 械 工 业 得 到 进一步 加 强 外 ,并 将 使 三 明永 安 、 济 平等 
内 地 城 锁 成 为 本 省 新 的 机 械 工业 基地 。 地 方 工业 通 地 开花 的 转 果 ， 县 县 都 将 有 一 个 通用 
机 器 厂 和 一 个 安 业 机 械 厂 。 
本 省 手工 业 株 为 发 达 , 1955 年 手工 业 占 至 省 工农 业 总 产值 的 25%. eee 
值 的 2 倍 。 手 工业 有 100 SPL, IE AACHEN EP RIN EIN ERY 

Mh, SEPP URE Bok PH ES RE SE, ETO PE IR, RS, Ee 
RULE HAL Rh Heh TERT LAE, EPI ORE ABE ‘cia 
种 手工 艺 品 则 享 名 中 外 ， 独 具 特 色 。 

3. 交通 运 

而 建 过 去 是 我 国 东 南 沿海 交通 运 和 比较 六 后 的 地 区 之 一。- 1955 年 鹿 厦 铁路 修筑 以 - 
前 , 卉 内 没有 一 公里 铁路 ,公路 里 程 4600 多 公里 ,平均 每 百 方 公里 有 公路 3.7 RB, Be 
翘 密度 不 及 广东 而 略 大 于 广西 。 内 河 多 滩 龙 ， 航 运 条 件 也 较 差 ，1957 HAA 
里程 4314.6 公里 ， 广大 内 陆地 区 交通 运 迷 相 当 闭 塞 。 He A PB 
LEAMA RU RR HE, 

Pe PSBIEACH ZO by HLL AB, RE 697.72 公里 ， 是 本 省 的 运 <2 
Peet Mee Te LL See eee Pace eee 
车 浙 闽 铁路 ,通过 南平 ) 驻 ( 州 ) 铁 路 ,又 可 以 使 省 内 两 个 最 大 的 城市 甫 州 \ 厦 门 联系 起 来， 

并 与 南 福 铁路 构成 本 省 运输 的 大 动脉 ,而 南平 就 成 为 全 省 的 铁路 运输 杠 经 (照片 旬 )。 
EGER 1907 年 4 月 通车 后 ,主要 鱼 担 长 途 运输 和 省 际 间 运 壹 任务 。 它 大 量 发 先 

1) WERE A Hf, 19584¢9 9 20H, 

| 2) ko 

se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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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MERE . 

Dee Fee ReURE, GEREN ERR 
ARM AF eS ARISE, BRUT AAS IERIE 
省 内 奏 源 的 开发 、 径 济 的 楷 荣 和 国防 的 巩固 。 

本 省 在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修建 的 铁路 ， 除 南 福 线 已 于 1958 年 11 月 通车 外 ， 其 他 计划 修 
7 筑 的 铁路 还 有 国 渗 大 铁路 的 潭 平 经 龙岩 至 赣州 铁路 ` 龙 ( 岩 ) 梅 (县 ) 铁 路、 福 ( 州 ) 玉 ( 山 ) 铁 

: 路 . 福 ( 州 ) 温 ( 州 ) 铁 路 、 福 ( 州 ) 厦 ( 门 ) 铁 路 等 。 这 些 铁路 建成 后 ， 本 省 铁路 运 惊 将 形成 一 
个 四 通 八 达 的 交通 多 ,这 对 繁荣 内 地 轴 区 及 沿海 地 区 猎 济 , 开发 这 些 地 区 的 丰富 森林 、 矿 
产 、 促 进 公 省 工农 业 大 跃进 将 起 极 大 作用 。 ne 

| PESTA ARE N, FEERSARMEREDIAN, DSR OAT A BR 
RABI AIRS ER RUE BE BES, 1900 年 全 省 货物 总 周转 量 中 ， 公 

Biss 32% ,与 内 河 运 输 不 相 上 下 ,其 平均 运 距 区 长 达 164 公里 ， 远 高 于 内 河 , 由 于 公 

路 运 考 负担 任务 重 天 ， 所 以 解放 后 公路 运输 发 展 相当 迅速 ,1957 年 公路 的 通车 里 程 已 较 ， 

e 133 。 



解放 初期 墙 长 3.26 倍 :> ; 达 6, 103 公里 但 是 由 于 历史 上 的 原因 ;公路 区 的 分 布 是 不 平衡 
的 ; 轿 南 沿海 地 区 远 较 北 部 .中 部 山区 密集 , 国 南 公路 移 比 横 交 错 ， 而 东北 部 山区 周 字 、 政 ， 
和 \ 松 滩 、 龙 滩 各 县 1958 年 以 前 肖 无 公路 相通 2 , 交 民 仍 主要 依靠 肩 挑 运输 ， 大 跃进 以 来 ， 
随 着 各 地 公路 大 力 修筑 这 种 情况 已 根本 改变 (照片 49)。 

福 ( 州 ) 上 (能 ) 线 、 南 ( 在 ) 餐 (村 ) 线 全 是 境内 最 重要 的 两 条 省 际 公路 线 ， a ， 

”于 前 ;二 线 共 占 全 省 公路 进出 省 货运 总 量 的 87%， 它们 与 装 江 笨 州 一 南平 间 河 运 相 配合 ， 
担 色 着 本 省 与 浙 闽 铁 路 .本 省 与 邻 省 问 联 系 的 繁重 任务 , 麻 厦 铁路 通车 后 ， 二 和 线 的 省 际 运 

输 基 本 - 上 为 铁路 所 代 营 , 变 为 铁路 和 靖江 河 运 的 营养 线 , 担 负 为 铁路 车 站 与 靖江 码头 服务 ” 
的 短途 运输 。 

其 他 省 际 公路 线 信 有 寥 ( 州 ) 温 ( 州 )、 济 ( 州 ) 汕 ( 头 )、 RED KED . me ee 
| GB) Sit (4) Se, 

ARBRE 1905 ZETERER , , 贯穿 国 东 丘陵 的 罗 源 、 iia Ha 
NPE, ZONBIN AN PRISE ANS BT, LDS, TPR, 
-区 联系 具有 莫大 的 意义 。 经 此 线 集中 于 温州 转 海 运 的 物 碍 主要 是 头 东 的 茶叶 ， 运 往 福 州 
的 物 套 有 上 海 的 百货 和 和 福安. 福 易 的 粮食 、 毛 猪 。 南 福 铁路 通车 后 , 本 线 省 际 运 考 一 部 改 

. 道 铁路 ， 但 其 短途 运 术 将 随 匆 路 运输 的 发 展 而 每 他 起 玉 。 
ih BA RABE SME LRA, DUR ER, RERUEAA 

“ 事 客运 特别 是 归 乡 华侨 的 客运 外 , 国 南 的 一 部 分 水 果 也 经 此 和 线 集 中 外 运 粤 东 ; 粤 东 沿 海 和 
国 南 的 化 学 肥料 、 油 料 ̀ 巷 糖 、 TAR SUE Bos STEEN 厦门 。 其 他 两 线 的 联系 范围 粹 小 ， ¥? 

运 量 不 大 。 

省 内 主要 公路 线 有 福州) 厦 ( 门 )、 泉 ( 州 ) 永 ( 安 ) 4 28) 9 (1) BE, 

Hi EAS RK SES EK OA, AD BE, PD 

Puch, LERSRSRESRALNAR, BLE RM DUA RRM RES OT eS 

- 门 、 济 州 外 运 , 泉 州 以 北 地 区 与 福州 联系 较 密 切 。 福 州 、 BA RNR ARR 

心 , 从 这 三 地 有 省 际 省 内 公路 干线 通 往 浙 闽 和 靖 北 团丁 ,有 支线 与 沿海 各 地 相 过 。 泉 永 绕 

RAE Pe, 东 起 泉州 港 ， HERA, 担 鱼 活跃 山区 殊 济 的 任务 。 南 朋 线 、 永 “ 

安 一 朋 口 段 是 国 西山 区 重要 公路 线 ， 国 西 各 具 和 策 南 瑞金 等 县 的 物 责 多 经 此 栈 集 中 永安 

沿 雇 厦 铁路 外 运 。 

”本 省 公路 原 有 技术 标准 较 低 ， WRG TAREE ES 3h ON) (OB) «i ; 

( 州 ) 厦 ( 门 ) 等 主要 公路 线 进 行 了 桥涵 整修 \ 加 袖 路 面 和 降低 坡度 工作 ， 其 他 路 线 也 郊 过 改 
建 , 现 至 省 公路 通车 里 程 中 , 畏 雨 通车 的 占 88 多 。 

BEAR BERN BB fae FE REL KM 新 兴工 业 区 公路 、 Due, 

PRAM, BULBS Wee ORT, AR, a aa 

多 条 公路 和 若干 简易 公路 ， 仿 haan mm ad ye tity meee 

本 省 内 河 航运 虽 不 及 长 江 流域 和 珠江 流域 发 达 ， 但 它 在 省 内 运 加 中 的 志 位 不 下 于 及 

路 。 asia wy ) 深 入山 区、 农村 , 在 促进 城乡 
:物资 交流 、 活 跃 山 区 经 济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惧 因 各 河 多 源 短 流 惫 、 多 滩 确 ， 枯 洪水 时 期 

1) 解放 和 期 1949 年 12 月 底 通 车 里 程 为 1868,7 AM, 
2) 正在 修筑 中 的 清 赛 公路 将 所 1958 年 底 修 通 , 鼓 糙 起 自 浦城 ,途经 松 溪 ,政和 \、 周 宁 等 县 , 籽 至 福安 午 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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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K, SRI, TA RN 
| PAG FAA BAIT TERR IAT, FE TH 
SRT He, PUTS SA , 1955 Ae LE Ea LL CT IB I TE 20% , $8 
BREE 1950 GMT HDL. TEAC, ALS eR AS, AS : 

| i hl oa NIA BO he — AALS LA 
办 居于 首位 。 
BILLA AMET, 贯 流 于 至 省 三 = 分 之 一 的 上 上 地 面积 航运 意义 在 至 省 徊 河中 为 电 

Ky, 其 干支 流通 航 里 程 占 全 省 的 60% , 货运 量 占 全 省 的 65 多 。 彰 江干 流 经 近 几 年 来 的 炸 
，， 除 滩 险 和 普 逼 届 立 航标 , 翰 船 通行 日 丛 便 捷 , 南 平 至 笨 州 问 在 解放 初 只 可 通航 20 吨 小 输 ， 
本 S37e 70 站 输 船 福州 至 水 口 可 移 年 日 夜 通航 , 水 口 至 南平 白天 通航 , INE 

TA, 现 只 可 在 常 水 时 期 通行 载重 三 、 四 百 吨 的 翰 船 。 头 江上 游 分 建 次 、 WR RS 
SE AUK HGS, EDR LE, 通航 条 件 不 及 干流 , 但 术 帆 船 在 企 线 几乎 均 可 通航 , 其 中 建 
ea or RITCPHERNE TR, PRR Me 
ARSE AT, ERP ANH HD PASE IE A RD , i SI, 
ee eee ee see 
KARST, “ 、 : 

TBARS SEBEL, JEAN 5 EE A , DAB hak EER 
— 8, 也 已 开始 在 省 内 形成 。 现 福建 北部 的 运输 物 餐 大 部 在 此 中 转 , 其 吞吐 量 达 数 百 万 吨 。 

: PAY EILEEN BIE» ESTEE T SANA BE HO IAM ii IN BAR ce 
”金峰 是 靖江 下 游 的 重要 码头 。 

力 龙 江 是 装 南 的 重要 河道 。 “pik Fe aR ROT 40 miei. EU 
| FACS API ALAS SPAM, 西 滩 泥 沙 汽 塞 ,航运 意义 均 不 大 , 小 输 仅 在 十 
”后 水 量 充 足 的 几 天 内 可 自 石 码 上 漳 至 长 乐 和 漳州 ,再 向 上 源 部 分 , 北 滩 仅 礁石 (龙岩 ) 至 华 ， 
ee er er URI Fis, AG HERWARRE, A 
RAE MK EI, HEIN AG EHS % Fe Sick TURAL Ms» ee EPP st 
DBE ARR, 上 运 货 物 较 少 。 

.晋江 河道 虽 短 ,但 流 贯 于 至 省 物 套 比较 富 能 人 口 最 为 集中 的 泉州 附近 各 县 ， wae 
的 航运 意义 , 灶 源 东 滩 自 永春 以 下 、 ‘hg ian Go ,下 运 粮 食 、 矿 
建材 料 \ 植 物 油 、 莽 糖 等 , 上 运 少 量 食盐 ,水 产 。 Ber i 
WURAAE IE, FCAT A EBT. NeW 

Pet, 至 广 AAT FREES, 航行 困难 ,与 广东 水 上 联系 不 便 。 货 物 下 运 至 峰 市 后 必须 

。 轻 陆 运 由 人力 屑 挑 至 石 下 塌 再 装 船 南下 , 沿 汀 江 下 运 峰 市 转运 广东 的 物 套 主 要 是 粮食 , 木 ， 
AE IDS, ORR TH LAE EE. , 

| PRD, ARE LE OA RL, ER RS, SRILA 
ENLAETHL MBE THAW RUA RC 

Si ROKR CAI FES ERI, Bur AFL IBS 
| HAN LLL DA SAY, PURE A hE OE BE, 

WEL MA ARO PRB. Wawa BL He EY BE eR ME, 
PESERS ETRE TERR, MAK SSE See 

es 135 。 



以 及 香港 ,南洋 间 均 有 航线 相通 ,沿海 主要 儿 个 港口 的 吞吐 量 可 达 数 百 万 吨 。 公 国 大 陆 解 
帮 后 ,由 于 美 帝国 主义 和 蒋介石 集团 盘 据 台湾 和 人 金门、 记得 族 岛 ， 对 我 国治 海地 区 进行 又 
扰 破 款 和 封 镇 禁 运 , 欠 予 巴 建 海运 的 恢复 与 发 展 造 成 一 定 困难 ， 但 在 英勇 的 海 只 和 人 民 海 
军 坚 持 对 敌 斗 十 ,采取 护航 和 夜 航 措施 下 , 几 年 来 海运 不 但 没有 中 断 , 而 且 还 在 糙 秆 发 展 ， 
福州 .厦门 两 港 的 香 吐 量 在 1951 二 1955 年 期 间 , 就 坪 长 了 2.8 倍 。 
本 省 沿海 海岸 线 曲 折 多 优良 港湾 ,福州 厦门 泉州、 三 都 澳 、 CARTE IE 

Th DUAN PK. 
 ， 赴 州 港 范围 包括 台 江 、 马 尾 、 Si Ska, se ACTA 港内 水 深 , WAT ME 

BS, PIAL RADE. MNBL, 包括 省 内 状 江 流域 和 江西 省 的 一 部 于 
是 省 内 第 一 大港, 现在 它 占 全 省 主要 港口 总 吞吐 量 的 63 多 。 纸 福州 运 运 的 物 费 主要 是 林 
材 、 蔗 糖 ̀ 茶 叶 、 水 果 等 十 特产 ,多 输 往 上 海 、 青岛 , 仿 量 销 香港 , 自 上 海 、 香 港 痊 人 的 物 贾 不 
Ki iW WRB ZS. ' 
BMAP eis SSH, 大 站 外 国有 全 站 、 大 担 等 岛 为 屏 ， 港 关 水 深 , AAU, 

可 泊 万 吨 巨 输 ， 与 浇 江 同 为 华南 地 区 自然 条 件 比 较 优越 的 海港 。 解 放 后 几 年 来 厦门 港 与 
外 洋 的 联系 几乎 完全 停止 ，1955 年 货物 吞吐 量 不 及 福州 的 十 分 之 一 。 谭 厦 铁 路 通车 后 ， 
随 着 国防 条 件 的 进一步 巩固 和 港口 腹地 的 扩大 ,厦门 港 在 海运 中 的 地 位 可 以 较 前 提高 。 

泉州、 三 都 澳 、 TALL REESE OD LAR BOM SLUT AE TAMIA. 

(五 ) 经 济 地 理 分 区 ne hee 
、 按照 省 内 各地 加 济 特 征 与 净 济 联系 的 不 同和 自然 条 件 特点 的 类 异 全 省 可 分 为 关东 
=: Bal dt. 国 南 、 fal Pa POS HK 

Jf. aE 

Ba) FAR cA LARIAT CPW RMA De ACRE EEL, AC RN 
PRE, (AE PA SOA CAR I ERR, AA 
撤 高 度 在 100 ILE SFR EU AE A. TTL RAS 
区 南部 , 自 租 州 入 海 ,形成 一 个 土地 肥美 .面积 达 498 Hy Dh BARI , WAR RE 
kT Bik LAGE AMELIA, MINA EB BH, ime 
BI POUR SOO NS, By ak EES HNP PR Dah LR 
(EBA K RUIN, RIZE BPA HEE Se OEE EK RY eH 
自 19 世 和 所 60 ZEEE NRE a CSE OULD AKAD LER, RA 
WA BOR BAIR, HFA, ARIA BUD sek i EES 
PEACE LAT BG 5 ET BIE Y AAI SHEA PB 
7k BA PRIME BIS ABE ROU MRA ESAS LE 

FF DGS A PREM AST] AS RW ACS (DL PUR A Th AR) EE PB 
差异 。 南 部 队 对 外 交通 便捷 ,开发 历史 较 早 外 , 其 气候 亦 比 北部 温暖 , 河谷 平原 在 耕地 中 
所 占 比 重大 于 北部 ， 因 之 人 口 密度 之 大 与 径 济 发 展 水 平 之 高 均 为 北部 所 不 及 。 北 部 开发 

1) 本 区 土地 开明 程度 低 于 团 南 , 各 县 耕 池 大 允 下 土地 面积 欧 41416 儿 ， 沿 海江 河 下 洪 平 原 地 区 较 高 , IR, 
Gt. PHT BAM AK 2—28G 。 

。]136 。 



一 一 一 经 济 分 区 界 

界 eB 

图 47 硒 建 沟 济 地 理 分 布 图 

- 历 跑 较 南 部 地 区 退 ， 气候 稍 塞 ,地势 较 高 ,地 形 起 伏 较 大 ， 70 多 以 上 二 地 为 山地 丘陵 D ,小 
SAUER ED DLAC TS Ay A A, EA, 土地 利用 牵 低 ， 
过 去 水 田 . 早 地 均一 年 一 作 。 
”” 南 、 北 两 部 地 区 虽然 在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上 有 显著 的 差异 ， 但 它们 现在 共 k 同 担负 着 省 内 一 

| 都 砚 固 海防 和 解放 台 淤 的 任务 , 也 存在 着 共同 的 经济 特点 , 具备 发 展 密切 的 经 济 联 系 基 、 
硼 , 两 个 地 区 均 是 省 内 双 季 稻 重 要 产 区 , 其 沿海 地 带 均 为 省 内 亚热带 作物 、 水 果 发 展 的 主 
要 区 域 之 一 ,两 个 地 区 共有 的 丰富 的 水 力 ̀ 、 森 林 等 奏 源 , 能 使 本 区 工业 部 门 的 发 展 更 趋 于 
协调 ; 目前 南北 两 部 地 区 之 间 因 交通 于 塞 ,经 济 联 系 虽 不 够 密切 ， 但 福 温 公路 、 (ee BBS, Fea 
铁路 的 先后 通车 ,就 为 彼此 间 的 紧密 联系 创造 了 条 件 。: 

” 灶 食 生产 是 关东 区 主要 的 农业 部 门 ， 籼 食 作物 面积 要 证 至 区 作物 面积 的 90% , 粮 食 
总 产量 仅 低 于 畏 南 ， 其 种 植 面积 构成 与 闫 南 也 极为 相似 。 稻 谷 在 粮食 作物 中 的 地 位 最 为 
突出 , 占 全 区 粮食 作物 面积 的 67 多 以 上 , RH, DH, 杂粮 等 。 本 区 是 省 内 双 季 闻 作 

1) LARA IR, 1955 年 9 月 22 A, SiR: “BOW Ae tea MH By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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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 的 主要 分 布地 区 ,间作 稻 的 面积 占 公 省 的 一 中 以 上 ; cAI 42%, ZEB, 
有 长乐. 连 江 、 国 清 : 驮 请 等 县 ， 疝 作 稻 分 布 比较 集中 , 稠 均 可 占 水 稻 面 积 的 三 分 之 一 。 近 年 : 
来 经 大 力 改 间作 为 连作 , 到 1955 4B 16 7 SEERA, 但 只 占 水 稻 面 积 的 三 十 人 之 一 。 、 
单 季 稻 以 晚稻 为 多 ,每 雷 产量 高 于 关 北 ,本 区 双 季 稻 收 获 后 ,耕地 大 都 休闲, 而 单 季 晚 稻 多 
以 春 大豆 为 前 作 ; 或 销 麦 类 、 蚕 豆 、 跪 豆 、 油 荣 为 后 作 。 沿 海 旱 作 地 区 则 常 以 麦 、 墓 进行 办 二、 

” 作 , 这 里 拥有 公 省 甘薯 面积 的 30% 以 上 ,小 麦 面 积 的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是 省 内 仅 灵 于 国 南 的 “ 
” 亡 、 昔 产 区 。 在 粮食 作物 输 作 过 程 中 , 冬 休 田 还 未 充分 利用 , 现 各 县 冬 作物 种 植 面积 大 多 
只 占 耕 地 的 25% 以 下 

烃 济 作物 在 本 区 不 过 占 作物 面积 的 5 多 ,其 中 80% 以 上 是 油菜 花生 , Behe, TREE 
少 。 治 海平 原 区 的 福清 、 国 候 和 东北 部 低 丘 地 区 的 福 岂 、 霞 浦 等 县 是 省 内 重要 的 油 某 产 
区 ;花生 以 福清 县 最 多 。 公 区 油菜 籽 产 量 占 笨 建 省 总 产量 的 87% 以 上 , 居 各 区 中 的 首位 。 
“ 闽 东 区 北部 丘陵 地 是 和 建 省 最 重要 的 茶叶 产 区 , 占 从 省 茶园 面积 的 五 分 之 三 以 上 , 茶 

叶 产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主要 产 于 福安 . 福 身 .宁德 . 寿 宁 、 周 宁 五 县 ,其 中 前 三 县 就 占 双 区 
总 产量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畏 东 茶 叶 生 产 具 有 悠久 的 历史 ， 早 在 18 世纪 ,福州 便 成 为 世界  : 
有 名 的 茶叶 输出 港口 ,由 此 输出 的 “ 国 红 " 茶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产 茶 品类 .至 区 “ 国 用 "产量 可 
HAH ity 90% 以 上 ,其 中 产 于 霜 安 、 周 宁 、 寿 宁 、 起 浦 , 拓 药 等 县 的 “ 坦 洋 工夫 "茶点 公 省 秆 
茶 产 量 的 70 多， 产 于 福 介 等 地 的 “ 白 琳 工 夫 ” 数量 较 少 ,但 品质 甚 佳 。 竺 茶 占 全 区 茶叶 产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占 全 省 纤 茶 产量 的 70% 以 上 ,主要 产 于 宁德 、 罗 源 、 hak 屏 南 等 县 ， 多 用 

MeSH , Bel Be Br AS ESS AD EZ . 

由 于 未 区 所 产 红 茶 和 花茶 量 多 ̀ 质 好 , 故 茶叶 生产 经 济 意义 较 天 , 北部 地 区 茶叶 产值 一 
可 占 国民 痉 济 收入 的 45 % 。 为 了 发 展 本 区 茶叶 生产 ， 解 放 后 在 福安 、 福 占 \ 赴 州 建立 了 
”机制 茶 厂 。 但 是 茶叶 生产 的 发 展 还 远 不 能 满足 目前 国内 外 需要 。 ARRAS, 
解放 后 所 植 茶园 还 不 能 采摘， 茶园 净 营 方式 也 以 粗 放 ， 平均 每 亩 产量 只 VAS PI Bee ae 
总 产量 距 战 前 水 平 犹 远 。 

北部 丘陵 地 也 是 笨 建 重要 的 林 区 ， DCH BUR CEBUE, 树木 种 类 繁多 ,只 
材 林 即 有 松 、 杉 ̀ 模 、 青 岗 松 等 十 多 种 。 殊 济 林 以 油茶 、 油 桐 、 岛 相等 油 用 轻 济 林 占 主要 。 
茶 . 油 桐 以 福安 县 最 多 ， 岛 柏 世 福光 县 最 多 ， 大 部 分 都 种 植 在 阳光 充足 的 丘陵 坡地 上 。 笃 
区 所 产 茶 油 、 桐 油 ̀ 柏 油 都 在 省 内 占 重 要 地 位 ,其 中 茶 油 产量 占 人 至 省 产量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惟 目 前 对 轻 洗 林 的 经 营 和 管理 比较 粗放 , PURER,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 
eS A A A RAC RESP EERE, RECA 
BK BELA) 2 77 BA EAL Wh FA Bel BT AR PT Sees DS Ao * 

Ha FATE RH AAT REDE PIER WERE ALA BAe AT te 

用 外 ， 还 有 部 分 绸 往 区 外 和 省 外 。 +s 

BAG SERRE ANH ok, APA WALES, 占 至 省 水 果 产 量 的 年: 
数 久 上 ,第 中 产 于 福州 平原 地 区 的 问候 县 和 福州 市 郊 , 所 产 “ 福 桔 ” 品 种 闻名 于 国内 从; 除 

柑 桔 外 , 半 东 区 还 有 功 枝 ,龙眼 , 香 巷 .橄榄 、 桃 . 李 等 ,但 为 数 不 多 。 

Ua LAS Fl Fe LER Py A SCY BH SAR A 的 一 分 之 一， 

AFR. HFS ERE mi A WR) 、 平 疆 等 规模 都 较 小 。 

1) Raat Bde, 1955 3 月 23 日 , 李 喇 妆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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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FS NG APR ROG, 东 引 等 一 系列 饲 屿 , 是 未 区 广大 的 海洋 
© 淖 场 ,沿海 海 涂 、 国 江 下 游 和 沿海 各 汉 流 、 池 塘 均 可 用 以 进行 水 产 养殖 ,有 发 展 渔 业 的 优越 

。 条件, 因此 海 业 就 成 为 治 海 居民 的 重要 职业 ,如 平 草 县 光 业 户 就 占 手工 业 户 的 98%. BK 
海洋 捕捞 水 产量 占 双 省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产品 以 黄鱼 、 带 角 为 多 ,淡水 捕捞 水 产品 产量 占 
全 省 的 78 多。 除 水 产 捕捞 外 ,区 内 渔民 并 富有 水 产 养殖 经 验 ， 国 侯 和 福州 市 郊 养殖 草包 、 
Be ,国清 县 稻田 养 鲁 都 已 有 悠久 历史 , 故 水 产 养 殖 面积 虽 砍 于 国 南 ,但 产 量 高 于 国 南 。 

， 未 区 工业 产值 及 其 国民 经 济 中 的 比重 均 高 于 其 他 各 区 ， 远 在 1866 年 , 本 区 近代 工业 
加 RES, 但 在 秆 殖民 地 和 牢 封 建制 度 的 束缚 下 ,一 直 没 有 发 展 , 解 放 前 日 产 12 吨 秆 的 笨 

庆 造 冰 厂 是 本 区 和 省 内 唯一 的 现代 化 工业 。 解 放 后 本 区 工业 发 展 很 快 ， 目前 机 器 制造 , 造 

了 竹 、 句 木 . 食 品 、 医 更 ̀: 化 工 等 工业 都 已 具有 一 定 基础 特别 是 霜 州 市 的 机 器 制造 工业 , 拥有 
， RH 80 多 以 上 的 车 床 避 备 。 公 省 最 大 的 宁 建 机 器 厂 ， 女 职 工人 数 就 占 公 省 现 有 机 械 工业 
二 职工 总 数 的 二 分 之 一 , 恕 有 40 多 台电 动机 床 和 电动 吊车 ,年 可 生产 10 万 匹 局 力 动力 机 9。 
其他 如 机 器 造 约 产量 占 全 省 的 40 和 多， 木材 施工 产量 占 人 至 省 的 ,82 匈 ， 制 茶 产 量 占 至 省 的 
94 多 。 工 业 的 分 布 ， 除 福安 、 STA .一 个 机 器 厂 、 和 福清 、 侯 官 枯 油 三 等 少数 工业 
A MEK TION, ，， - 
GAARA SET, 95 SB AL ERC De, EAR 

BL, Bee NEL PM ARR UO 4 i RS PASE BURA, 北 通 浙 江 , 治 海 有 入 

ASM DRS Le, LUN, 经 此 外 运 物 碍 多 为 各 种 工业 产 
AAS APES, ea fe A RE DB SBS LRA OE BE, PER Fath SASK HA RS 
，“ 为 大 宗 。 北 部 各 县 过 去 与 浙江 直接 联系 较 多 ， 物 赛 多 由 小 船 运 至 温州 换 大 船 去 上 海 ， ie 
铁路 的 通车 ,将 大 大 促进 本 区 北部 与 南部 的 紧密 联系 。 
福州 市 ，” 韦 州 是 本 省 最 大 的 工商 业 城 布 和 重要 港口 ， 全 省 的 政治 、 ae 

BAAR 61 77 (1957 年 )。 | 
; 宜 州 位 于 闫 江 下 游 福 州 平原 的 北端 ， 包括 台 江 、 SB. ree Lea fleas 
:2 公里 部 可 达 马 尾 港 而 出 海 , 并 借 海 上 航线 与 省 内 各 港 和 上 海 、 温 州 、 青 岛 等 地 相 联接 ， 
。 沼 问 江西 测 可 达 福 建 北部 牛 个 省 境 。 址 州 也 是 关东 铁路 与 公路 中 心 , 通过 南 福 铁路 和 座 
 。 厦 铁路 、 福 厦 、 福 古 熙 、 宜 温 公路 可 通 省 内 各 个 地 区 ,与 邻 省 和 全国 大 城市 联系 。 

福州 过 去 是 我 国 东南 沿海 对 外 贸易 港口 之 一 ,与 外 洋 通 商 历史 较 久 ,在 唐 末 时 已 有 对 
。 外 贸易 。- 明 代 以 后 ,泉州 港 水 渐 浴 塞 ,福州 以 优越 的 港口 和 交通 条 件 , 代 取 了 泉州 的 地 位 ，， 
成 为 当时 我 国 与 琉球 互市 的 唯一 港口 2 ,人 口 发 展 到 SHA. ISH AS eS PY 
同 被 辟 为 通商 口岸 ,在 外 国 帝 国 主义 势力 操 药 下 , 这 里 修建 了 船厂 、 船 埠 。 海 上 交通 歌 备 

: 更 加 完善 ,其 在 商业 和 对 外 贸易 上 的 地 位 丛 形 重要 , 贸易 总 值 常 居 侍 省 第 一 位 ， 而 整个 经 
涟 的 发 展 , 则 表现 了 鲜明 的 殖民 地 性 和 消费 性 : BALL RTE SE, 工业 长 期 处 于 微弱 地 
位 , 百 余年 来 没有 肌 离 手工 业 状 态 。 

解放 后 福州 新 建 了 许多 现代 化 工业 ,经 济 畦 构 起 了 显著 变化 ,工业 比重 水 渐 提 高 。 现 
在 福州 的 工业 以 轻工业 占 主 要 ,但 重工 业 的 比重 旭 大 于 省 内 其 他 各 市 。 1955 年 工业 总 产 

1) MAIR, 1958 44 11 A 28 A #1 1958 4 9 30H, 

2) PRABE : “AE RTA ES FE”, 
8) 野 英 上 一 耶 : 福州 考 ” 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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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中 ,共产 矢 料 生产 占 38 多 ,消费 礁 料 生产 占 62 多 ,主要 工业 部 门 是 机 器 制造 ,木材 加 工 、 

食品 .造纸 .印刷 、 息 和 伺 .化 工 等 , 1958 年 还 建立 了 小 型 炼 钢 厂 。 但 福州 工业 识 备 和 技术 水 

BORE a, 现代 化 工业 产值 占 工 业 总 产值 的 52.5 多 。 福 州 也 是 一 个 以 手工 业 著 名 的 城 

市 。 1966 年 手工 业 占 工 亚 总 产值 的 35 多， 产品 包括 号 名 世界 的 觅 胎 潜 器 、 未 鹿 、 木 画 和 
RH HS I Fab TIE, 

福州 是 全 省 的 商业 中 心 ， 国 江 流域 物 查 的 主要 集散 地 ， 解 放 后 这 里 改变 了 过 去 的 允 
， 超 .出 现 了 出 超 的 现象 , 现在 斑 出 物资 可 当 考 入 物 效 的 2 倍 , 主要 输 大 物 春 是 煤炭 、 石 酒 、 

- 建筑 材料 ,五 金 .肥田 粉 ,百货 等 。 从 国 江 流域 集中 这 里 转运 国内 各 地 的 主要 物 春 是 木材 、 
ASL AM AF BRE OEE, 

Wi IN Tis PA AD FTL SESE EAE, 大 船 已 不 能 进入 市 内 , 现 进出 口 船只 多 停 
泊 在 香 吐 物 硒 有 限 的 马尾 ,福州 外 港 玉 头 港 道 条 件 比 马尾 优越 , 港 岸 平整 ,江面 袖 广 ;水 深 ” 
RE ORAZ, TMB, HAMAD. BA aA SS 
SLUNERE, DUG A DEA TY, 整个 福州 港 吞吐 量 也 要 大 大 提高 , 同时 随 着 
Pe es SE HE, WN BE EO ES Hh A ova : 

Ha FSSA ANSEL, EIN EL AMA DES “ 
pe ots ; : 

WINSLADE WSCA , SE REA OBE, EEE EES RE, 
”吉田 次 水 电站 的 兴建 对 福州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这 个 水 电站 已 于 1958 年 8 月 完成 第 

一 级 第 一 期 工程 ,向 霜 州 适 电 ,水 电站 建成 后 ,可 以 使 福州 工业 用 电 得 到 解决 , 井 使 至 省 电 
“ 力 工业 发 电 总 容量 增加 一 倍 以 上 3 ,今后 机 器 制造 工业 、 化 学 工业 、 LUE ABA - 
力 发 展 ,市 区 南部 将 建 为 工业 区 ， 福州 市 将 成 为 省 内 重要 的 工业 基地 之 一 。 

¥: 2. Hi 1k K 

ac a4 BT Lv RE, 包括 建 溪 、 富 屯 滩 流 域 至 部， 沙滩、 龙 深 流域 的 部。 

全 境 山岭 谷地 交错 , 地 势 陡 峻 复杂 ; 海拔 高 度 大 部 在 700 一 1500 米 , 坡 度 在 20—40 BE AE 
林 兰 源 非常 丰富 。 南 平 是 装 北 的 沟 济 中 心 ,水 陆运 输 模 粗 , 有 公路 和 虑 流 于 此 的 河道 联 和 车 “ 
区 内 各 县 。 谭 厦 铁路 和 南 福 铁路 交叉 于 本 区 ， 在 交通 上 处 于 国 、 赣 、 浙 三 省 的 要 冲 和 省 内 、 
交通 簿 的 中 心地 位 。 
， 赣 北 是 福建 最 大 的 林 区 和 森林 采伐 工业 区 。 ELA I PAE 武夷 山 , 拥 有 

省 内 森林 面积 和 木材 昔 积 量 的 牢 数 以 上 ,其 中 大 多 数 均 当 生长 旺 态 时 期 。 树 种 达 1800 多 
种 ,以 松 杉 用 材 林 为 多 , 占 昔 积 量 的 65% 以 上 ,可 做 柱 梁 、 矿 柱 、 电 杆 , 并 可 作为 造船 .国防 、 
造 纸 ,火柴 工业 的 原料 。 目 前 本 区 木材 采伐 量 胸 占 公 省 的 三 分 之 一 ;主要 和 采伐 区 在 富 市 沉 
和 顺 昌 以 南 各 滩 流 域 ,所 采伐 的 木材 多 以 木 排 形式 依靠 河 运 集中 南平 、 福 州 加 工 或 外 运 : 

过 去 由 于 交通 不 便 ,本 区 出 产 的 木材 除 临 近 河岸 的 地 方 以 外 , 都 运 不 出 去 , 丰富 的 森 ， 
林 套 源 得 不 到 充分 的 利用 。 畏 江 航 道 的 改善 , 谭 厦 铁路 的 通车 ， AK APE TE BE 
BET A ASR (BBY 50), SAPRIBZE AB, EDA HR SORES AA A, FEB 
a ee re ne ee 

1) “福建 日 报 , 1956443 A7 A, 
2) BARA, 1957 年 4 月 13 TR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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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有 松香 炼 制 、 aE, (7B , ER REDE BS, eres 随 着 森林 采伐 

Am 

区 的 扩大 ， 本 区 将 建立 强大 的 近代 化 木材 加 工 ,林产 化 工 、 秸 约 工业 和 人 造 答 亲 工业 等 。 
“本 区 竹笋 干 香菇、 松香 樟脑 . 殉 材 、 普 皮 等 林 付 产品 生产 亦 居 公 省 之 冠 ,经 济 林 产 次 

“于 闽 东 。 在 林 付 产品 中 , 以 作 一 项 言 , 顺 昌 以 南 地 区 就 拥有 全 省 作 林 面积 的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上 ,因此 林 付 产 品 是 山区 人 民 重 要 的 收入 。 1955 年 至 区 森林 人 采伐 和 林 付 产品 的 经济 收入 
可 当 央 业 的 十 分 之 八 \ 九 , 建 大 县 乱 滩 乡 的 笋 于 收入 可 当 水 稻 收 入 的 80 匈 。 

| 未 区 目前 工业 基础 还 是 薄弱 的 。 除 森林 工业 外 , 较 重 要 的 有 新 建成 的 南平 造 疮 厂 , 南 
天 天启 六, 政和 ̀  建 丙 等 地 的 制 基 和 建交 三 武 的 手工 采 柑 工业 。 现 本 区 制 茶 业 加 工 茶叶 数 

| BARBER 
"BALD AME RMT BAM A RAPA BT, (ELMAR DR I AA, ARE 

是 古代 封 建 帝王 的 御 茶 园 所 在 地 , ARNON, BPP eR, AM, 
”以 红茶 最 多 ， 包 龙 茶 、 BRL, SEBEL LAE. JE WOR AIA PAI 
声誉 最 高 。 

AB BML fe BRD A ER 90% , LH ， 
FMA 

BRA HUGS UREA RMR IS AB RAKE EARS 
we, FA AE SE Le, EE BOE RR RS 全 区 水 四 占 赫 地 比重 高 达 
96 缆 ,是 省 内 水 稻 田 占 耕 地 比重 最 高 的 地 区 。 

”本 区 水 稻 中 , 95% 是 单 季 稻 , 多 种 植 在 各 县 山坡 、 ULAR FE ae SL SERRE TK AGRE 
PEE Sep MAR 89% , Fee MER b, PAL, 中稻 极 少 。 

晚稻 以 南部 各 县 较 多 ， 早稻 则 集中 分 布 于 建 苑 、 MA TR BREE. AKAM SHER 

SHALL , LEICA , EEA 30 % ARs IL, PRK RE BE DR, 
虽然 大 都 地 区 都 已 施肥 ， 但 稻田 仍 普 副 缺 肥 ， 加 以 肥沃 表 七 大 量 为 深水 串 治 或 为 山洪 冲 
Till,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 晚稻 每 亩 只 产 200 一 250 斤 ， 而 种 植 在 烂泥 田 的 从 不 JE 200 斤 。 

1958 年 农业 共 产 的 大 跃进 ,根本 改变 了 本 区 粮食 低产 面 狐 , 经 过 一 年 苦战 , 本 区 一 跃 而 为 
粮食 笠 斤 区 ,每 大平 均 可 得 粮食 2000 斤 左右 。 

本 区 单 季 稻田 收获 后 ,大 多 今 稻田 冬 休 以 恢复 地 力 , 不 再 播种 其 他 作物 ， 但 建 苑 、 清 
城 、 邵 武 .南平 ,将 乐 各 县 早 , 中 稻 区 农民 驾 惯 于 稻 、 豆 两 熟 或 稻 、 豆 、 油 薪 三 熟 耕 作 制 度 ,这 
些 地 区 秋 大 豆 可 占 作物 面积 的 4%% AeA, BAS BAK BR, 权 等 作物 多 分 布 在 南部 
”地 区 ,在 作物 中 不 占 重要 地 位 。 

Blak MAE KT BA BBR, 

南平 市 于 1957 年 建制 ,是 一 个 拥有 65000 J (1967 SF) BPR, MF WR, BE 

| MOBIL AS A AES PERIZ, HS ZB _L RE, BER 

HE RS FEE 7K PSR HEARE , PRISMS SBE ADA, BALA BE A ROS PT 

| APSHA ZA We 4B ob ZB DB SE er ee HEAL 东北 各 大 城市 。 1954 年 南 
FRAG LAAT TH ibe PE, OE DB PE BTS I 1S ZB EEE EE AK FO RAGE 
ARIE BOE , LTE PAL ASAE FERS PL RE EPR, AE, EOP LAS EB 

粉 \ 布 匹 、 日 用 品 等 。 南 平 不 但 交通 便利 ,而 且 具 有 工业 发 展 前 途 , 是 未 来 机 械 、 森 林 、 造 多 

工业 基地 ,现在 已 建成 的 工厂 有 水 泥 厂 CTE RE RAR” ESB =. LS =.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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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照片 61), 
AA SIE GROEN REDE AC, A RIE RT. WE. 将 

乐 、 明帝 各 县 物资 多 在 这 里 集散 。 

3. A 南 区 

国 南 区 位 于 本 省 东南 部 ,包括 九龙 江 、 晋 江 、 译 江 下 游 地 区 。 本 区 是 宕 建 径 济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拥 有 全 省 粮食 总 产量 的 4 多 ,甘蔗 产量 的 92% 以 上 ,黄麻 产量 的 80% DLE, 果 
79 70% 以上。 厦门、 漳州 .泉州 是 本 区 的 淘 济 中 心 , 早 自 唐宁 以 后 都 先后 在 商业 或 国际 一 
圈 易 上 占有 重要 地 位 ,以 这 三 市 为 中 心 , 在 历史 上 形成 与 区 内 各 地 的 密切 联系 , 现 区 内 有 
着 密集 的 公路 和 水 道 沟 通 区 内 各 地 , 井 借 谭 厦 铁路 和 海运 与 省 内 或 省 外 联 灶 起来。 LH 
业 产 品 多 从 厦门 漳州 、 泉 州 三 市 转运 ， 现代 化 工业 也 集中 在 这 里 。 目前 本 区 还 济 仍 以 家 、 

业 为 主 ,工业 主要 是 农产品 加 工 部 门 。 

本 区 的 自然 条 件 极 利 于 农业 的 多 种 经 营 。 这 里 拥有 大 片 {FETE AoE HEMP BAS 

适 于 多 种 植物 栽培 的 亚热带 气候 ,作物 年 可 三 熟 ， PET DAR. HE BREAK, 夏秋 

之 际 又 当 台 风 过 境 的 要 种 ,加 以 滨海 沙 质 土地 带 蔷 水 能 力 对 , 各 河流 流量 变化 大 ,下游 河 ” 

JUSS, A BOWE ALES DORR YS CSRS. 
 ARWVSAT RPM, HMA DREMATHMSR, 现 人 至 区 耕地 占 省 内 
9 三 分 之 一 ,耕地 占 土 地 面积 的 26.98%, A HABhy 41.88% BH eH BB 200 人 ,在 
泉州 、 济 州 、 兴 化 平原 地 区 耕地 和 人 口 分布 最 为 集中 , 泉州 和 漳州 平原 中 心 耕 地 可 占 二 地 
面积 的 30 多 ，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达 300 一 500 A, 全 区 平均 每 农业 人 口 负担 耕 地 要 比 头 北 
区 少 三 .四 倍 。 

兴修 水 利 工程 、 这 服 沿海 地 区 日 涉 关 嘎 是 未 区 家 业 增 产 中 -项 重要 的 措施 。 沿海 冲 
PRAGA WR KEE, SEBO BE TAK. ZEA 
水 利 事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1957 年 统计 拥有 万 亩 以 上 的 灌 浙 和 防洪 工程 20 处 之 多 ,下 至 省 
的 十 分 之 信 ， 都 分 布 在 莆田 、 惠 安 、 晋 江 、 南安 、 AL. AR PM RR 
分 。 灌 浙 和 调节 水 源 方式 以 塘 续 ,水 库 占 主要 ,机 械 抽水 灵 之 ,其 中 晋 东 金奖 渠 、 龙 汉江 东 

桥 和 同安 洒 滩 ， 南 安 石壁 头 、 惠 安 姜 滩 5 个 水 库 都 是 近 几 年 来 修筑 的 著名 水 利 工程 。 IT 
滩 、 大 俐 滩 、 莽 次 是 发 源 于 沿海 丘陵 流 友 沿 海平 原 的 短小 滩 流 ,由 于 丘陵 和 平原 落差 大 ;每 
6 oniacandauene oc! Shen epee Rad oh top ,下 游 地 区 常 造成 严重 水 患 ,现在 3 个 次 的 

上 游 和 平原 接 鲁 的 峡谷 地 带 修筑 了 水 库 , 瞩 得 防洪 之 利 ， RCE ALR SEE 制 水 流 ; 这 

3 TK MSE ATE 田 50 万 亩 , 是 至 省 灌 浙 效 丛 最 高 的 水 利 工程 ， PAIS fc A, 

浙 的 发 达 ,也 居 至 省 之 冠 。 
闫 南 区 不 但 人 口 众 多 江浙 事业 发 达 ,同时 冀 力 和 肥 源 的 充足 ,也 当 各 区 之 冠 。 现 至 区 

” 赫 牛 头 数 占 省 内 的 55.69% , HHH IEHE VE SAVE, WET, BIE. TERI AR, 

化 肥 供 应 也 较 多 , RAAT, 本 区 盛行 以 双 季 
稻 为 中 心 的 栽培 制度 , 冬 体 田 所 占 耕 地 比重 为 从 省 最 小 , 各 县 复种 指数 大 多 在 170% 以 

_ b, Ae Tr a RT 195% 以 上 , 而 各 种 作物 和 果树 的 单产 也 高 于 其 他 各 区 。 

状 南 区 农业 的 发展 富 于 多 样 性 。 在 九龙 江 、 晋 江 各 河 两 岸 和 沿海 平原 地 区 , 溃 片 的 稻 
田 与 甘蔗 、 黄 廊 等 多 种 经 济 作物 相间 ， SUR, 特别 是 以 龙 汉 县 为 中 心 广 卖 五 百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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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方 公里 的 济州 在 原 ,作物 栽培 种 类 多 ,不 但 丰产 稻米 甘蔗、 黄麻 、 龙 舌 兰 麻 等 作物 和 六 枝 、 
龙眼 .香花 等 三 四 十 种 水 果 , 而 且 还 具有 种 植木 豆 、 椰 子 、 油 棕 、 橡 胶 、 咖 啡 、 Ay eR 

pit ES HE SF ESE 300 多 种 热带 和 亚热带 植物 的 可 能 。 
闽南 区 是 全 省 最 重要 的 纸 济 作物 和 水 果 产 区 ， 轻 济 作物 虽 只 1 eR MOTE BU 

2h, SH ESERUEMHED LS; 时 树 栽培 面积 占 侍 省 的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 水 果 产 
-和 量 占 至 省 的 十 分 之 七 以 上 。 

. 甘蔗、 黄麻 、 花 生 的 种 植 都 在 企 省 占 有 重要 地 位 。 SLM eo 全 省 该 作物 面积 

86%, 72% 5 18%, MMS ATA BA, AE TSE BU EF, 
ARR Bal, Bel PVA Aa HERRERA, 用 以 排水 灌流 。 少数 蔗 园 分 布 于 丘陵 地 带 ， 条 用 开 沟 办 

， 靶 播种 ,这 种 蔗 田 不 及 洲 田 土质 肥沃 ,本 区 甘蔗 多 数 为 春藤，2 一 和 月 上 名 播种 , 12 月 到 次 
.年 2 月 收获 ,生长 期 长 达 300 天 左右 ,但 在 播种 时 间 可 间作 大 豆 、 乡 豆 、 晒 烟 等 作物 ,获得 、 

“， 豆 产 。 一 般 芒 田 间作 大 豆 每 雷 可 较 普 通 豆 田 增产 二 分 之 一 或 三 分 之 二 ,因此 甘蔗 产 区 集 
中 分 布 着 春 大 豆 , 人 至 区 春 大 豆 的 面积 要 占 全 省 的 90 多 以 上 。 区 内 芒 田 一 般 连 作 二 年 ， 第 

”三 年 宿根 芒 生 长 期 短 , 产 量 也 往往 高 于 前 一 年 。 蔗 田 在 第 三 年 后 常 种 植 豆 类 \ 水 稻 以 恢复 
地力 。 由 于 本 区 蔗 田 水 源 充 足 ,轮作 制 合理 , 故 能 获得 高 额 而 稳定 的 产量 , 充分 满足 着 制 
糖 工业 的 需要 。 随 着 制 糖 工业 的 不 断 发 展 , 近 几 年 来 ,甘蔗 栽培 发 展 很 快 ， 1952 一 1955 年 
芒 田 面积 就 扩大 了 11%。 

黄麻 、 花生 也 是 本 区 沼 河 两 岸 裁 培 的 重要 经济 作物 。 南 安 . 仙 游 、 同 安 和 邦 龙 江干 流 
以 南 各 县 黄麻 的 栽培 面积 都 在 千 亩 以 上 。 花生 的 种 植 面 积 大 于 其 他 各 种 经 济 作物 , 狗 占 
MUO BAY 68% ,其 中 晋江 、 同 安 、 惠 安 、 TA AL ALTE A IL BL 
二 县 占 人 区 花生 面积 的 31%。 

除 上 述 经 济 作 物 外 ,本 区 还 有 芝麻、 油 荣 芝麻、 烤烟 等 ， 其 中 以 芝麻 较 多 ， 至 区 共 4 万 
多 亩 , 占 全 省 芝麻 面积 的 48 匈 ,主要 种 慎 于 南安 、 同 安 、 海 澄 、 济 浦 等 县 。 

。， 随 着 各 种 纸 济 作物 在 同一 地 区 种 植 面 积 的 不 断 扩大 ， 各 河沿 岸 和 下 游 冲积 下 原 就 产 
AT HES RRM 黄麻 十 地 ,春花 生 与 春 大豆 、 芝 麻 宇 地 的 现象 , 需要 和 采取 和 统筹 安排 、 
照顾 各 种 作 有 物 的 适当 比例 ;并 向 沿海 莞 滩 发 展 花 生 、 大 豆 等 措施 ,来 解决 这 个 矛盾 。 

闽南 区 一 年 四 季 都 有 水 果 出 产 ,重要 的 水 果 为 龙眼 荔枝、 香 菩 、 菠 蔓 、 柚 、 柑 桔 等 , 其 
产量 除 柑 桔 外 ,大 多 占 侍 省 各 蔷 水 果 产 量 的 90 多 左右 ,其 中 若干 品种 如 “ 兴 化 龙眼 ” :“' 济 
BiH” (hh) AOR, BATTS RE, RAS AES oP BUR LE, 龙 
BR BA-BRKASK RMB 92% AA, MEH THK 5 BEE PA, ERA 
“fie, ABR ea A, SRL TE Se PE 25 度 以 下 的 坡地 发 展 。 

。 国 南 区 的 蔬 休 生产 在 省 内 的 地 位 也 很 突出 ,其 产量 要 占 他 省 的 一 分 之 ,各 县 都 有 各 
HE ARORA GAR FAR ANE SPER 

'， 国 南 区 的 茶叶 产量 仅 姑 于 国 东 ,集中 产 于 安 滩 。 AFL, REE LE 
其 他 各 区 所 不 能 及 ,大 狗 年 可 和 采 茶 四 、 五 次 。 

， 鸭 南 区 的 各 种 粮食 产量 均 居 人 省 的 第 一 位 ， 各 各 粮食 作物 所 占 公 省 各 该 粮食 总 产量 
的 比重 如 下 :稻米 一 40 匈 ; 董 类 一 -58 多 ;小 麦 一 55%% ;杂粮 一 -66%。 
水 稻 在 粮食 作物 中 的 地 位 最 重要 , 占 公 区 装 食 作物 面积 的 87.97% , FORE 

公 省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但 由 于 历史 上 的 原因 和 人 口 的 稠密 ， 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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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常 仰 给 洋 米 , 近 一 、 三 年 始 能 自 猴 自足。 本 区 是 省 内 最 重要 的 双 季 稻 产 区 , 几 年 来 双 季 
稻 面 积 扩 天 异常 迅速 ，19565 2K WERE 400 多 万 亩 , 占 本 区 水 稻 面 积 的 四 分 之 三 ， 
在 南 靖 . 平 和 、 莆 田 、 晋 江 、 同 安 、 龙 次 各 县 双 季 稻 更 平均 可 占 水 稻 面 积 的 76%。 双 季 稻 多 
为 巡 作 制 , 早 晚 两 季 每 声 可 产 达 一 二 千斤 。 目 前 全 区 间作 籍 已 不 及 稻田 面积 的 十 五 从 之 

一 ,主要 分 布 在 永春 、 安 次 、 仙 游 、 莆 田 各 县 。 无 珍 速 作 或 间作 稻 播 种 地 区 ， 唤 稻 收获 后 均 
可 再 植 一 季 小 麦 或 天 耽 豆 及 称 肥 作物 , 故 年 可 三 熟 。 

本 区 的 单 季 稻 主要 是 中 稻 和 晚稻 , 早稻 较 少 。 “2 ORO FEI eR PE | 
SZ ARUKREEMK SAR, KEM KAP TMA, ES 
和 肥料 并 合理 调配 劳动 力 。 

沿海 平原 竹 海地 带 是 区 内 早 作物 的 主要 种 植 地 区 ， 这 里 从 布 有 募 类 、 小 麦 和 杂粮 作 
物 ， 占 有 全 省 上 述 各 种 作物 面积 和 产量 的 二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其 单位 面积 产量 之 

高 ,也 非常 突出 , 济 浦 县 港口 乡 1956 年 合 创 每 亩 产 甘薯 12,500 斤 的 丰产 记录 。 ya 
| BABI See I, TSA A EEE AT EA, 其 面积 达 200 BA 

HR AHEM 42% TDA RTE ZS SR ER REE 
本 区 沿海 地 带 水 产品 丰富 , SKK RTE AAA 40%, RFRA. REA 

场 广 半 , 厦 辣 一 带 渔港 和 近海 岛屿 棋 布 ， 海 涂 面积 广大 , 所 以 海洋 水 产 捕捞 和 海水 养殖 业 
SRE. SMB RTAM RA RSE, ARI, 其 中 文昌 鱼 是 世界 著名 
MART. FHKT MD ARMIES. * 

本 区 工业 ， 以 农产品 加 工 特别 是 食品 工业 最 重要 ， 它 广泛 地 利用 着 当地 丰富 的 家 产品 : 

， 和 水 产品 为 原料 ,与 农业 和 渔业 的 发 展 联系 极为 密切 。 食 品 工业 主要 有 制 糖 . 碾 米 . 棒 油 、 
缸 头 ,水 产 加 工 等 部 门 , 其 中 现代 工业 集中 分 布 于 厦 状 、 济 州 ,泉州 三 市 ,重要 的 有 泉州 . 仙 ， 
VERE SRN EIN PORK), RON TP PEA VR OBR 
AML) . UAKRK DROP DUA , ms ee Me ae 
WHA HES, UE PAE KUABASSEERS HPAES 
省 的 二 分 之 一 。 除 食品 工业 外 ， 本 区 其 他 工业 在 省 内 较 著 名 的 是 泉州 、 ali Mea ier 
KART 

- (BE PEPE ATR A BREN BV”? 字形， 构成 本 区 交通 运输 的 主干。 着 
”区 与 效 西 园 北 和 江西 过 千 , 福 厦 公 路 可 使 本 区 通 头 东 : 以 厦门 、 济 州 、 泉州 为 中 心 , BS 
网 状 公路 支 弘 和 九龙 江 、 晋 江 航 道 作 辅助 线 ,紧密 地 过 接 区 内 各 地 。 从 这 些 辅助 线 集 引 厦 ， 
站、 漳州 .泉州 痉 魔 厦 铁路 外 运 的 物 套 主要 是 蔗糖 、 水 果 等 家 产品 ,经 谭 厦 铁路 输入 的 物 春 ， 
主要 是 化 学 肥料 ̀  石 油水 泥 、 钢 材 和 百货 ,促进 着 本 区 轻 济 的 开 改 。 ORE SERIE ; 

| SEWESHLWOZR ER , ADO SL RDI BEBE 
厦门 市 LA AA OF HEAT Me BE, 1967 年 有 30 万 

多 人 口 。 

厦门 位 于 闽南 沿海 的 厦 四 岛 上 ,西部 鼓浪屿 (照片 52)、 season, 东部 三 面 有 陆 - 
地 和 山岭 围绕 , 港 外 罗列 有 大 、 小 金门 岛 、 大 小 担 岛 等 为 其 屏障 ， 港内 水 深 清 徽 , 并 具有 天 
然 避 风 场 ,是 个 天 然 和 良港 。 
厦门 与 台 淤 . 裳 湖 仅 隔 海 相 望 ;和 裳 湖 记 公 港 、 台 潜 高 雄 港 位 于 一 直线 上 , 地 当 国 家 海 

bi we, 形势 险要 。 厦门 处 于 上 海 、 香 潜 的 中 心 , 我 国 与 东南 亚 国家 阅 海上 泛 炉 的 起 航 
Rauae. *. 

~ 



从 Ai, EFT I SEB ECHR, Re TS AA Fest AR A SB 
便 。 
厦门 是 历史 上 的 著名 南港 和 对 外 蔽 易 要 洪 其 发 展 历 史 迟 于 省 内 其 他 各 港口 。 BFA 

原名 嘉禾 贴 , 在 12.13 HA RTL PR BR 16 Hf DUE , Bae 5 DE A 
对 申 国 进行 掠夺 式 的 通商 , RWS Rs. 17 tikes SACP EE RR EE AE SS 

oD, BRR, RH: 非 律 宾 等 国 商人 以 军粮 壹 入 厦门 促成 了 厦门 市 的 正式 性 口 对 外 

村 易 。 允 片 战备 后 ,厦门 彼 开 放 为 五 口 通商 口岸 之 一 ， 自 此 门户 洞开 ; 英 且 等 帝国 主义 势 
力 直 接 侵入 , 厦门 途 成 为 帝国 主义 掠夺 转运 茶 .将 、 糖 和 推销 日 用 商品 、 牙 片 的 重要 商 港 ， 

| 者 济 带 有 明显 的 殖民 地 性 质 。 工业 基础 非常 能 ， (EAL ESE 对 外 贸易 占有 重要 地 
ee 

. EUSA RUDE LURE LIRA, BPS ITE ALE 
繁 业 的 消费 性 城市 改变 为 工业 城市 。 1950 一 19565 年 厦门 的 工业 产值 增长 了 67 多。 

厦 站 的 工业 产值 小 于 福州 ， 大 部 份 是 轻工业 ，1955 年 轻工业 占 侍 市 工业 总 fe 
3 88% , Bb 12%, 轻工业 多 为 农产品 和 水 产品 加 工业 ， 其 中 一 守 以 上 是 食品 工 

主要 工厂 有 饶 头 、 急 肝 油 、 急 粉 .糖果 、 肉 烟 、 PEE Wi IU. BES ABBE, HESS, aliens 

油 厂 最 为 著名 ,所 产 怨 白 刍 肝 油 已 达 国 际 水 平 。 重 工业 方面 有 船舶 修造 厂 、 机 器 三 、 农 具 

TS, DES RRS SHAR A, BRS), ADB RFT. 

BACRBWARR LESAN BRR AMOL, TRA AeA ies 
-一 牢 以 上 ,远大 于 福州 。 在 国民 党 买办 政府 与 帝国 主义 长 期 控制 下 ,解放 前 对 外 贸易 具有 

“强烈 的 投机 性 和 消费 性 。 1946 年 和 超额 高 达 三 倍 , 进 口 物 前 中 奢侈 品 就 占 五 分 之 四 。 解 
“ 放 后 虽然 金门 台湾 条 待 解放 ,港口 处 于 被 敌人 封 镇 状态 ; 进出 口 慷 易 受 到 术 大 阻碍 ,但 在 
HESS PAM EC HSER FS BOMB Eh AA ER, 
ipso ee GA ep ce ae we ee eee Se ee 

“ 品 等 物 痊 都 大 量 集 中 到 这 里 运往 国内 各 地 或 出 口 ， 国内 各 大 城市 鸭 入 厦门 的 物 ZR, 
盐 百货、 石油 、 建 筑 材 料 、 运 夫 机 械 , 肥 料 、 电 工 气 材 为 多 。 

厦 站 是 一 个 华侨 众多 的 城市 ， 宜 建华 侨 出 国 多 取道 厦门 ， 归 国 侨 答 定居 厦门 的 也 很 
Se, 目前 华侨 和 侨 稚 要 占 城市 居民 的 18.8 多 。 为 华侨 服务 是 厦门 文化 建设 事业 的 任务 之 
一 ;这 里 设 有 和 粽 合 性 的 厦门 大 学 一 所 ,中 等 学 校 十 多 所 ,大 量 容 精 着 归 国 求学 的 华侨 子弟 。， 

厦 头 岛 上 多 树林 花园 。 环 境 幽 雅 ,风景 秀丽 ; BAB MRR EE, OE 、 
香 , 有 “海上 花园 ”之 称 , 因 之 华侨 誉 厦门 为 “美丽 的 厦门”, 这 里 将 辟 为 全 国 劳动 人 民 的 休 

。 养 地 。 厦 门 原 是 一 个 海岛 ,解放 后 修建 了 一 条 长 达 2212 ok, 宽 19 米 的 海 坦 , 现在 的 厦门 
”已 和 大陆 速 成 中 饥 了 (照片 53)。 
“济州 市 “济州 位 于 思 龙 江 办 ,是 九龙 江 流域 的 商业 中 心 , 1961 fe FB BAA A 
本 
湾 州 是 福建 旧 日 沿海 的 重要 商 港 和 对 外 贸易 港 市 , 它 的 发 展 历史 早 于 厦门 。 明代 便 

以 盛产 漳 很 和 蔗糖 著名 ,对 非 律 宾 慷 易 往来 非常 频繁 。 由 于 位 置 和 交通 条 件 进 于 厦门 , 自 
厦门 兴起 后 ,济州 变 为 内 陆 商 业 城市 。 

HENLE BUH KK BREST, TUR WERNER, 从 漳州 有 许 厦 铁路 支 、 
AED eB, HERS BB eA EIT. FO WA 粮食 、 木 材 等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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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C ML, base ee SL BARS 
Hh, 

1 

IRONS bc, REGATTA ICR, I, IAB 
市 区 附近 出 产 丰 富 的 粮食 Taig a Adel ag 将 来 济州 要 发 展 成 为 省 内 重要 

的 食品 工业 基地 。 

泉州 市 “泉州 位 于 晋江 下 游 北岸 ， ABIERAW ARUN, CAR 
> SERA 12 GA, FEB ALF BPA (HB Hr 84) 。 

PRIN Fe BEER RE BPE, REPAIR RN BN BE sent 5 HAR ; 
| 3, SiN NRA, KATO RN ERE ERE” ae 

UE , FETE PAB REST HEB , A BME 由 于 历史 上 的 原因 ,泉州 对 外 联系 比较 频繁 ，. 

抗战 前 港 晶 常 有 数 百 吨 的 机 帆船 与 上 海 .天津 . 大 圳 、 营口 等 港 市 往来 ， ae 

REALE DLE BRIA , DIRT , ORE AB, 

RN AAA RII, PA. oF BL AEE, SALMA TH 

_ &, ET DEA AWA TS LAAT 2s Bee PY 38K AN 4 Se DB 闽南 干线 。 mm 

WE 江 流域 的 农产品 集散 地 ， 借 公 路 和 河道 集中 这 里 的 物 套 主 要 是 甘蔗 、 花生 : 黄 
厅 , 水 果 、 粮 食 , 从 这 里 运 回 的 物 套 多 为 灾 业 生产 资料 农具 肥田 粉 和 百货 。 

泉州 的 工业 大 部 是 利用 附近 地 区 农业 原料 进行 加 工 的 轻工业 ， 其 中 二 让 之 二 以 上 是 
食品 工业 ,主要 是 制 糖 \ 研 米 、 磨 粉 和 榨 油 等 部 门 。 其 他 工业 较 重 要 的 还 有 麻 息 纳 、 机 器 修 
配 和 多 为 附近 地 区 农村 服务 。 

4.8 EK 

BUCA ACA TS HS BT SCENT EL, ER, PUR 
SWIG WME AR, ARAVA ABE RRR, SES PSE, TORO CTE EAT 
FUEL J AS SE SEE BPA» TL BA AS 但 具备 优越 的 发 展 条 件 ， 是 省 内 径 济 建 
ie RIK, 

赣 西 区 的 矿产 ,森林 、 水力 资 源 都 比较 丰富 。 repens ce eel we 
PPAES , IHG HES GE 88 SE SESH Hi ke ARTS LA, Se Se 
最 丰富 ,品质 最 优良 。 HSK WERE EB 1 60% Pb, BRAKE 60-70% , 
ELE AT HATE OAD AR SE 
GAT HIVES RAO OB TT ICME, BAER. Sef 
ttt 上 杭 的 铀 龙岩、 武夷 上 杭 的 锰 ,储量 也 很 丰富 。 

_ 国 西 区 也 是 省 内 重要 的 林产 区 ,其 森林 面积 700 万 亩 ， AFB, 其 中 60% pO ; 

Ch 

布 于 速 城 、 长 洒 以 南 洒 江 流域 和 九龙 江上 游 ， 其 中 永安 附近 还 有 解放 后 发 现 的 原始 林 区 ， 
林木 异常 粗大 (照片 56)。 由 于 本 区 为 老 革命 根据 地 ， 过 去 大 片 森林 遭受 国民 党 军队 破坏 ， 

严重 , 因 之 木材 蔓 积 量 较 低 ,次 于 间 北 、 闽 东 , 居 省 办 第 三 位 。 

汀 江 流 域 山 区 盛产 毛 竹 , 以 竹 浆 为 原料 制造 十 级 是 当地 人 民 重 要 的 付 业 。 远 在 明代 

这 里 的 手工 造 绝 就 很 有 名 ,目前 全 区 土 纸 产量 占 全 省 的 70 色 ， SEE} AIM FETT 武平、 

上 杭 各 县 ,所 产 土 狐 可 供 印 刷 、 包 装 等 用 。. 这 

ALOK iL he BA, YA itt ak, AKA AE ts, 对 水 电站 台 地 开花 十 分 有 利 。 这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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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区 工业 发 展 的 优越 条 件 . 

: 闫 西 虽然 具有 发 展 工业 的 雄厚 套 源 条 件 , 但 是 解放 前 这 里 的 工业 十 分 落后 ,没有 现代 
工业。 解放 后 除 在 龙岩 和 永安 等 地 建立 了 现代 化 的 电力 、 造 约 厂 和 小 型 机 器 修配 厂 、 松 香 

厂 ,恢复 或 扩建 旧 有 木材 加 工 等 三 外 ,应 厦 铁路 通车 前 后 ,在 龙岩 、 济 平地 区 已 开始 筹建 省 ， 

内 规模 较 大 的 水 电 、 PETES PET ML, 最 近 并 在 三 明和 龙岩 动工 兴建 了 钢 然 联合 企业 ， 

在 不 入 的 将 来 ， 本 区 就 成 为 公 省 的 重工 业 基 地 。 

本 区 农业 发 展 受 地 形 的 影响 较 大 。 由 于 地 形 起 伏 不 平 ， 全 区 耕地 一 般 公 占 土地 面积 

的 于 -10 多 ,是 省 内 开 星 程度 最 低 的 地 区 。 
， 水稻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粮食 作物 ， 其 各 植 面积 占 至 区 作物 面积 的 72%, 占 粮 食 作物 面 
BRI 83 多 ,粮食 产量 的 89 多。 水 稻 耸 布 以 南部 武平 .上 杭 \ 永 定 、 长 江 四 县 最 集中 , 共 占 公 

”区 水 称 面 积 的 45% , FEA 43 匈 。: 这 里 双 季 稍 ( 主 要 是 间作 稻 ) 比重 较 大 ， 四 县 双 季 稻田 
FRAT AAT PRY 研 多 ,而 北部 地 区 主要 种 植 单 季 稻 。 

本 区 稻田 有 三 从 之 二 是 单 季 稍 , 其 中 早 、 中 、 WARE 3:334 rk, MSW TE 
看 , 北 都 多 晚稻 ,大 田 三明、 宁 化 三 县 是 单 季 稻 田 分 布 最 集中 的 地 区 , 三 县 单 季 稻 占 三 县 

稻田 总 面积 的 98 多 , 占 全 区 单 季 稻田 的 36 多 。 单 季 稻 田 比重 大 的 原因 ， 主要 是 地 多 人 少 ， 
肥料 ,水 源 缺 乏 ;本 区 是 省 内 水 利 修建 最 差 的 地 区 。 

其 他 粮食 作物 仅 在 个 别 地 区 占有 较 重 要 地 位 。 HAMM HS, FEIT , SEK, 
Bie RM SSRN Be HER 13 狗 以 上 ;小 麦 、 大 麦 以 南部 种 植 较 多 ， 而 北部 多 

ae > 
| EAA LAF NAL TE, 至 区 拥有 省 闪 大 豆 面积 的 26% ,主要 分 布 于 北 

部 宁 化 、 长 汀 \ 永 安 、 清 流 、 三 明 各 县 ,大 部 为 秋 大 豆 , 全 区 秋 大 豆 面积 要 占 圣 省 的 二 分 之 一 ， 
ES 

烟 某 油菜 是 未 区 的 主要 经 济 作 斩 ， aK MARR 17000 4H, 其 中 五 分 之 三 为 
4 质量 较 高 的 烤烟 。 本 区 烤烟 面积 占 省 内 的 89.1 多 ,集中 分 布 于 永定 、 上 杭 , 而 龙岩 、 过 城 、 

潭 平 、 各 县 多 种 植 土 烟 。 烤 烟 多 供 龙 岩 矢 烟 厂 原料 需要 , 土 烟 只 供 当 地 灾民 消费 , 过 去 上 
， ， 杭 之 水 烟 竺 便 著称 公国 本 区 油 薪 面积 启 省 内 第 一 位 ,产量 隶 于 关东 , 居 第 二 位 ,主要 分 布 

于 北部 和 西部 的 宁 化 清流、 长 河上 杭 各 县 ; 这 四 县 油菜 面 积 可 占 经 济 作物 面积 的 红 多 。 
”团丁 是 福建 省 交通 运 迷 比 较 于 塞 落 后 的 地 区 。 公 路 克 密 度 小 于 其 他 各 区 ; 汀 江 是 区 
内 主要 河道 ,但 河床 坡度 较 大 , 滩 多 水 答 , 仅 本 区 境内 一 段 可 通 木 帆船 ,所 以 区 内 和 区 外 的 
联系 都 不 够 密切 。 魔 厦 詹 路 的 通车 对 于 改善 本 区 交通 运 办 和 加 强 本 区 内 部 和 区 外 联系 有 
重大 的 意义 。. 
ABELIAN Tc, a eS eee ARB PEE 除 广 厦 铁路 可 和 
紫 联 糙 装 西国 北 、 闽 南 外 * 从 这 里 有 公路 可 通 泉 州 , 北 通 南平 , 南 达 朋 口 和 广东 梅县 , 闽 西 
的 粮食 木材、 二 特产 多 集中 在 这 里 外 运 , 各 地 所 需 百货 肥料 也 多 从 永安 发 途 。 近 年 来 这 
里 建立 了 机 器 .木材 加 工 、 电 力 等 各 种 工厂 ,工业 的 比重 逐年 增 大 。 

龙岩 是 国 西 区 南部 的 物 硅 集 散 中 心 , 是 福建 内 地 的 工业 中 心 和 詹 BREE 目前 它 的 
”集散 范围 仅 限于 永定 、 上 杭 、 武 平等 县 。 近 来 这 里 的 工业 发 展 非常 迅速 , 随 着 济 在 一 一 开关 
铁路 的 修建 ， 附近 地 区 水 力 、 矿产 资源 将 大 量 开发 (照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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