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市概况

北海市地处祖国南陲，是一座美丽的工业港口城市，市区三面环海，水陆交通方便，

是我国对外开放港口之一，素有北部湾海岸的明珠之称。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旅游

对外开放城市。1984 年 4 月 6 日中央正式宣布，北海等 14 个沿海城市将同 4 个经济特区

一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随着经济开发区的建设，达颗明珠将更加光彩夺目。

一、历史沿革

本市范围为明初八寨中的古里、龙潭寨辖地，故北海曾名“古里”。“北海”以市区北

面濒海而得名，始见于清康熙初年。清嘉庆年以来，沿称为市。道光中叶，因太平天国事，

西江水路受阻，两广西南和云贵等地商品改道本市外运。因而商业、渔业徒兴，城市雏貌

形成，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之一。咸丰五年(1855)“珠廵检司”从南康移至本市，

这是北海第一次设置的次县级行政机关。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辟为通商口岸。1885

年中法《天津条约》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继英帝之后，先后在我市占码头，设领事

馆、“洋关”、教堂，开办洋行、医院、学校。使我市逐步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

形消费城市。同时成了帝国主义入侵，疯狂掠夺我国西南地区资源的集散地和据点。

1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获得解放，同月 8 日成立北海军政委员会。1950 年 1－8 月，

钦廉专署设置我市，6 月成立北海镇。1951 年 1 月 10 日改为广东省辖市，同年 5 月委托

广西省领导，次年 3月正式划归广西。1955 年 5月 31 日，重归广东。1956 年 4 月改为合

浦专区的县级市。合浦专区与湛江专区合并，归属湛江专区领导。1958 年 10 月 26 日撤销

市建制，改为合浦县的“北海人民公社”。1959 年 6 月 6 日改为湛江专区县级镇。1964 年

10 月 31 日恢复为县级市。1965 年 6 月 30 日复归广西区，委托钦州地区管辖。1983 年 10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为自治区辖市。

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1、地理位置

北海市位于广西区南陲，北部湾东北岸（东经 109°06′，北纬 21°29′）。南北西

三面环海，东北与合浦县接壤。南距 20.2 浬有涠洲、斜阳两岛。全市面积 275 平方公里(大

陆 248.37,岛屿 26.63)。

2、地形

全市地形南北狭，东西长，呈犀牛角状。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北部沿海受海潮切割，

陡坡较多。南部沿海以海潮淤积为主，形成一条洁白平坦的石英砂带。市区北面还有海沙

一条，称为外沙。西南端与东北部各有一岭，海拨标高分别为 120 米和 117.8 米。大陆部



分以平原为主，主要台地标高为 10－20 米之间。涠洲岛呈螃蟹状，南部有东西两拱手，

成环抱状，尤如一蟹队于海中。最大标高 78.96 米。斜阳岛，地势西高东低，最大标高 140.4

米。两岛相距 9浬。

3、土壤

大陆境内土壤，基本是海相沉积层，表土多属红壤性沙质土壤。基本可分为赤红壤、

水稻土、风沙土、沼泽土等 4个土类和 9个亚类 43 个土种，基本特点是沙、瘦、旱、酸、

黑、浅等。

涠洲、斜阳岛土壤属玄武岩赤红壤，具有风化度深、土体深厚、有机质重、粘性较大、

易干旱的特点，pH 值呈中性至微碱。

4、植被

原生植被为北热带季雨林常绿阔叶林羣落，但已基本被毁。

目前常见的乡土造林树种为马尾松，及引进的细叶桉、木麻黄、柠檬桉、三叶橡胶等。

常见树种有苦楝、樟木、龙眼、荔枝、木菠萝、黄槿、沙罗、刺竹等。灌木有桃金娘、野

牡丹、了哥王。草本植物主要有鹧鸪草、画眉草、蜈蚣草等。沙滩常见的有露兜勒、仙人

掌等。海涂分布有白骨壤、桐花、秋茄、红树林等。

现森林复盖率为 18.99%，绿化程度 71.46%。

5、气候

北海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温、光、雨源充

沛。1952－1980 年，平均气温 22.6℃，极端最高气温 37.1℃，极端最低气温 2℃。高于

30℃的日数为 138.1 天，高温常发生在 6 至 9 月，低温常在 1－2 月。日平均温度稳定通

过 10℃以上的积温达 7985.1℃，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2119.6 时，年均辐射量 120.04 千卡/

（厘米）
2
。年均降雨量 1636.2 毫米，年降雨量在 849.1－2211.2 毫米之间，4－9月为雨

季。

风况随着季节变化较为明显。常风向以北风较多，东南风次之，台风是本市的最大自

然灾害。据 1954－1980 年统计，强台风袭击我市共 12 次，阵风超过十一级的达 9 次，最

大风速达 50 米/秒，降雨量最大达 609.9 毫米。

1－3月常有大雾（每月 3－4天），发生时间多在晚上或清晨，一般在午前消逝。

6、水文

陆上地表水：境内仅有 9 条溪流，年总泾流量 1.94 亿立方米，包括地表泾流量，全

市为 2.29 亿立方米。

解放后兴建了牛尾岭、龙头江、七星江、鲤鱼地和涠洲水库，总库容 3850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1903 万立方米。还有 28.2 公里长的运河 1条。一般春夏自合浦放水，常为 3－4

个流量。

地下水资源：据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勘探队 1961 年 2 月勘探报告，北海地下水基本可

分 3层，卽第一层为潜水层，此层分布较广，在一级阶地埋藏在负 3 米以下，水量较丰富；

第二层埋藏于湛江系地层的砂砾中，埋深一般在 8－18 米，蓄水层厚 10－16 米，渗透更

好；第三层深埋在地下 30－50 米，蓄水层厚 4－12 米。地下水流向自北面 8°－10°向海

倾流，主要为大气水补给。现市区有生产、生活用井 107 口，日产水能力 9万吨（其中单

位用井 97 口，日产水能力 6 万吨，自来水公司 10 口，日产水能力 3 万吨）。据自来水公

司自生产以来，对 0.3－8 米不同口径的 3 口机井观察，地下水水位未发觉有下降现象，

水量补给良好。各单位的深浅井的观察，效果也一样，说明地下水资源是丰富的。

潮汐：本港潮型为混合潮，一般每日出现高低潮 1次，亦有日 2次出现。海潮位（北

海○点）50 年一遇最高潮位 6.06 米，最低潮位负 0.06 米。1967－1972 年实测，最高潮

位是 1971 年 9 月 5 日的 5.64 米，最低是 1968 年 12 月 21 日的 0.09 米，平均潮位 2.51

米。港湾内岸潮流，涨潮时流向东北，落潮时流向西南。落潮流大于涨潮流速，按地角至

冠头岭段实测，落潮流速 1.03-1.29 米/秒，涨潮为 0.5－1.03 米/秒。南澫海岸，基本为

往复流，涨潮流自东南向西北，落潮流自西北向东南，最大落潮流速 0.4－0.45 米/秒，

涨潮流速最大为 0.22 米/秒，潮流缓慢。

三、人口、民族

1949 年，北海总人口 73093 人，其中城镇人口 31744 人，渔业人口 10650 人，农业人

口 30699 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市人口逐年增多。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市人口

168442 人（1983 年 166761 人），其中城市人口 113666 人（渔业人口 20268 人），占 67.48%，

农业人口 54776 人，占 32.52%。总人口与 1949 年此增 1.3 倍。人口密度为 612.5 人/平方

公里。在总人口中，男性人口占 51.37%，女性人口占 48.63%，汉族占 99.48%，12 个少数

民族人占 0.52%。

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具有大学毕业 1010 人，大学肄业 144 人，高中 21212 人，初中

39361 人，小学 51436 人，识些少字和不识字（12 周岁以上）28068 人。每千人中，大学

毕业的占 6 人，大学肄业占 1人，高中占 126 人，初中占 234 人，小学占 305 人。

四、资源

1、土地资源与耕地现状

全市土地总面积 407175 亩（其中三合口农场 22875 亩），人均 2.43 亩，土地利用构

成如表：



类 别
总 计 市辖部分

三合口农场镇入
亩 比 重 亩 比 重

总 计 407175 100 384300 100 22875

1．耕 地 133158 32.70 123772 32.21 9386

2．森 林 71388 18 .99 56372 15.1 13301

其中果园 1665 0.14 1665 0.43

3．宜林牧地 14040 3.45 13852 3.6 188

4．淡水面 37260 9.15 37260 9.7

5．其 他 151379 37.18 151379 39.39

1983 年底统计，耕地总面积为 123772 亩，其中水田 38670 亩，旱坡地 85102 亩。按

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耕地 2.24 亩。

2、海岸带及滩涂

北海属雷州半岛台地溺谷陡岸堆积海岸，岸线曲折，沿岸滩涂宽广。海岸线全长 106.93

公里，其中大陆岸线 75 公里，岛屿岸线 31.93 公里。大陆半岛岸线中地角至冠头岭段是

深水岸线，水底标高负 6至负 10 米，其余都是泥质和沙质海岸。现利用岸线 22. 78 公里，

占大陆岸线总长的 31%。如表（1980 年调查数）：

项 日 长度（公里） 占岸总长的％ 项 日 长度（公里）占岸总长的％

大陆半岛岸线 75 100 生 活 7.48 10.18

贸易港口 1.38 1.87 其 他 6.923 9.4

渔 业 1.325 1.8 不应占用而占用 1.438 1.96

造船工业 3.14 4.28 未 利 用 52.22 69.63

水产养殖 0.45 O.61

海滩涂面积：按低潮线至 10 米水深的浅海面积为 712 平方公里（107 万亩）滩涂面积

88687 亩，其中沙滩 77181 亩，泥滩 10726 亩（含红树林 3331 亩）。近郊 2.4 万亩，海岛

5.6 万亩，可供养面积和已利用面积如表：

养 殖 品 种 可供养面积（亩） 巳利用面积（亩）

虾 7000 910

珍 珠 800 200

海 参 4100 320

鲍 鱼 8000 0

大 蚝 12000 1000

文 蛤 4400 300

合 计 36300 2730



3、石油

据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提供资料，北部湾大陆架储藏有丰富的石油。到目前为止，在

我市涠洲岛西南海区（距离我市大陆约 47-50 浬），已打出 7 口工业性油流的探井，证实

了 5个含油构造，7口油井日产原油约 3300 多吨，尤以涠 10-3-1、涠 10-3-2、涠 10-3-3

三口油井产油最多。其中涠 10-3-1 钻井日产石油 830 吨，天然气 30 万立方米，泥石油 30

吨；涠 10-3-2 钻井日产石油 1360 吨，油层厚 68 米；涠 10-3-3 钻井日产石油 1100 吨。

涠西南开发区可望形成。

4、石英砂

我市沿海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砂矿，储量约 1935 万吨。其中白虎头一一咸田矿

区 460 万吨，电建一一大墩海矿区 1397.25 万吨，草头——垌尾矿区 78.35 万吨，均为滨

海相沉积露天矿体，易于开采。矿区内石英砂的主要化学成分较稳定，白虎头——成田矿

区，平均品位含二氧化硅 98.44%，三氧化二铝 0.29%，三氧化二铁 0.12%，粒径 0.1-0.75

毫米的砂矿占 90%；电建——大墩海矿区，含二氧化硅 98.74%，三氧化二铝 0.29%，三氧

化二铁 0.14%，粒径 0.1-0.75 毫米的占 95%以上；草头——垌尾矿区，二氧化硅 98.4%，

三氧化二铝 0.32%，三氧化二铁 0.2%。

5、陶 土

在我市大陆的第四系更新地层中，表土 6米以下有 25-30 米厚的原陶土，储量十分丰

富。含铝量达 36%，耐温 1720℃，品位较好。可供作工业陶、卫生陶、建筑陶、铁瓷和陶

塑原料。

另外，在垌尾——沙脚和白虎头海滩，与海滩互相沉积有多层钛铁矿，含钛量 48%左

右；围洲岛四周，有数百万吨的珊瑚碎粒（含炭酸钙 98%）和大量火山灰，可供生产钙化

物和水泥填料。

6、海洋化工资源

除上述石油、铁矿等海洋化工资源外，海水更是取之不尽的海化资源。由于北海海面

不受江河淡水影响，海水平均浓度为 3波美。各种无机物含量较高（如溴含量达 55-60PPM

之间），因此对发展海化工业十分有利。目前我市已有一套年产 100 吨的海水提溴设备，

正在扩建年产 300 吨的车间。区化工研究所已取得海水提钾试验的成功，为今后综合提取

溴、钾、镁等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各种化合物提供了条件。海化工业有着良好的前景。

7、水产资源

北部湾地处亚热带水域，总面积为 57000 多平方浬，水温和盐度变化很小，海况稳定，

水质肥沃，适于多种海洋生物的衍生繁殖，是经济鱼虾产卵繁殖、索饵育肥的好场所。水



产资源十分丰富，海洋鱼类有 500 多种。其中有经济价值的主要鱼类有金线鱼（红三）、

大眼鲷、蛇脑（狗棍）、鳗鱼、鲷鱼、鲱鲤、石斑、长鳍．银鲈（银米）、鲨鱼、鲳鱼、沙

丁、海鲶、鲔科鱼类、等六十多种；爬行动物有玳瑁、海龟、棱皮龟和海蛇；头足类动物

有鱿鱼、墨鱼、章鱼等；哺乳动物有中华白鳍豚、宽吻海豚、真海豚、长吻原海豚、江豚

和珍贵稀有的哺乳动物儒艮；虾类品种有须赤虾、刃额新对虾、长毛对虾、日本对虾、短

沟对虾、墨吉对虾、中型新对虾、宽沟对虾等 43 种；蟹类主要有锯缘青蟹、梭子蟹等；

贝类主要有马氏珍珠贝、解氏珍珠贝、日本日月贝、长肋日月贝、近江牡蛎、鲍鱼、文蛤、

毛蚶、管角螺、瓜螺、竹蛏和江暚瑶等；藻类主要有马尾藻、江篱等；其他经济无脊椎动

物有花刺参、荡皮参、方格星虫、中国鲎、海蜇等。各种鱼类持续资源约 70 万吨，最佳

可捕量在 35-40 万吨之间。据我市资料推算，中上层鱼类约占 47.4%，底层鱼类约占 52.6%；

虾类总资源量为 5227 吨，其中 20 米深以内海域资源量为 3044 吨，占 58%。最佳可捕量达

3920 吨，其他渔业资源量也很丰富，按我市最高年收购及上市量看，珍珠 22 市厅，马尾

藻 20866 担（干品），日月贝 56000 担（壳），海参 5238 担，鲍鱼 300-400 斤（估计），虾

类 3 万担，蟹类 2 万担，河豚 6000 担，牡蛎 1488 担，文蛤 5860 担（不含个人上市量，

毛蚶同），毛蚶 10 万担，近海鱿鱼、墨鱼产量万担以上。

我市特产的带子（日月贝）、海参、鲍鱼、鳘胶、鳝胶、鱼翅等海珍品，以及“南珠”，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8、旅游

北海地处亚热带，占据着“海水、阳光、沙滩”达三个发展海滨旅游事业的先决条件，

对开发滨海旅游资源有着很大的潜力。可供开发的旅游点主要有四处：

冠头岭：主峯 120 米标高的冠头岭，犹如一条青龙横卧于市区西南端。该岭临海一面，

由于受到长期的海潮冲蚀，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海蚀平台和陡崖。曾有好事者按状雕出龟蛇，

栩栩如生（已毁）。主峯下有一天然岩洞，深 20 米，高 10 米，岩壁终年有涓涓滴水。洞

前怪石奇特，潮撼如雷声，向为一大奇观。相传有神龙居于岩中，某夕大雷雨，龙跃于海。

古人视此为龙皇离宫，后有好事者依岩壁洞势，构筑庙宇，俨如方外洞府（因经年失修，

岩壁建筑物已败落）。

此岭，登高可览日出日落之壮景，倚壁可观波涛拍岸之气势（古曾有观涛岭之称），

寝石可闻潮水潺潺之妙声。闲暇之时，垂钓于岩台之上，或泛舟于海流之中，更是别有一

番雅兴。如依山傍水构筑亭台楼阁，游者必将流连忘返，确是游览避暑的胜地。

白虎头一一南澫海滩，在市区南端 10 公里处。这一带海面是古属六大珠池之一的青

婴池海域，以盛产“南珠”而闻名于世。海滩长达 10 多公里，沙质洁白，水质洁净，清

澈见底，海涂宽阔平坦，是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这里逢西南风起，浪涛层层叠叠，涛声



远远可闻，令人心旷神怡，如喜于搏浪者，或以身击浪，或随波逐浪，喜乐于浪花之中，

有说不尽的情趣。这里也是人们休息的理想之地，可供游客欣尝点点白帆，闲步于沙滩拾

摄海螺和贝壳，或驾一叶扁舟垂钓于海上，以享渔家之乐。

这里可提供兴建海水浴场、海滨别墅和休息场所等场地。

涠洲岛和斜阳岛，在市西南端 20.2 浬处，两岛相距 9浬。岛的四周有许多海蚀洞穴、

海蚀平台和海蚀崖，组成了一幅壮丽的海岛奇景，在涠洲北滩，近海之下，珊瑚海贝竞相

争丽斗艳。在斜阳岛崖台之上，坐观海鱼悠闲寻食，胜似在银屏上欣尝海底迷宫。这里盛

产海参、鲍鱼和石斑鱼等，可供游者饱览大自然美景之后，品尝各式海鲜。

9、港口资源

在市区西端，地角至冠头岭沿岸是一处建造深水港的天然岸带，这里有着一条深 6-10

米的天然深槽，以 1879 年英国人所测的海图与新测海图对照，深槽中的海况稳定。1964

－1967 年，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南京大学海岸地貌研究组、广东省水规院、中山大学

等单位，先后进行全面的勘测和试验，论证结果表明，这条深槽回淤甚少。而且，航道直

且短，仅 6浬长，宽达 550－900 米，转弯半径 2000 米以上，视野宽阔，便于航行。并有

可供停泊多艘万吨轮的锚地。

目前二万吨级以下轮船可随时进出，港池、航道稍加疏竣，二万吨以上的轮船卽可随

时进出，有条件建 560 万吨规模的港口。

五、经济概况

解放前北海是一个畸形的消费城市，生产性建设很少。解放后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经济建设已初具规模。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20898 万元，比 1950 年的 765 万元增长 26.3

倍，平均年递增 10.5%。人均工农业产值由 102 元提高到 1253 元，国民收入 8480 万元，

人均 506 元，人均社会劳动生产率 1116 元。

1、工 业

1949 年前，全市仅有纺织、电力、玻璃、印刷、酒、陶器、木铁制品等 18 个行业，

除两个有机械设备外，其余均是手工操作。工人仅有 298 人。1949 年工业产值 191. 95 万

元（七○年不变价）。34 年来，北海工业有了很大变化，1983 年有企业（不含个体工业）

123 个（全民 50 个、集体 73 个）。职工 14571 人（其中全民 10674 人，集体 4840 人，另

有个体户工业 162 户）。拥有固定资产 8588 万元（全民 7303 万元，集体 1285 万元）。全

部机械动力总能量达 3.86 万瓩。各种机床 820 台。1983 年工业总产值（按八○年不变价）

14170 万元，比 1949 年翻了 6番多，平均每年递增 11.18%。其中轻工业（91 个企业）产

值 10962 万元，比重占 77.36%，重工业（32 个企业）产值 3208 万元，占 22.64%；利用本



市和近邻农付产品和矿产品资源的产值比重占 40%，主要有玻璃、陶瓷、淀粉、罐头、制

糖、造纸、选矿等；利用海洋资源与为渔业服务的产值比重占 14%，主要有造船、水产品

加工、海洋化工、制盐、制药等；生产出口产品和为出口服务的工业产值占 15%，主要有

工艺品、炮竹烟花、电筒、商标、制伞、包装等；机械工业产值占 12%，主要有风机、电

机、水泵、机床附件、汽车修理等。同时还有新建的拆船工业和在建的小型轧钢工业，初

步形成了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食品以及工艺美术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行

业。

2、交通邮电

历史上，北海港是西南各省及两广西南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清末时期有红丹大帆航行

暹罗、缅甸、越南、朝鲜、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解放前常有英、法、葡商船来往。1927

年起有水机定期航行广州，1935 年起有飞机直航广州、香港等地。1924 年公路勾通合浦

后，汽车可直通湛江、广州、南宁等地。解放后，交通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现有千吨以

下泊位 6 个，航线 85 条，主要通往湛江、海口、香港、广州、汕头等港口。1983 年港口

吞吐量 72.7 万吨，比解放初期增 6倍；水运量 42.43 万吨，增 3倍多。客运量 3.19 万人

次。

公路运输企业：主要有汽运公司和一、二、三运输公司，1983 年公路货运量 89.1 万

吨，货运周转量 1622.12 万吨公里，客运量 102.19 万人，客运周转量 6602.88 万人公里。

邮电：目前有自动电话交换机一台，装机容量 2000 门。电报可通过国家台转世界各

地。电话经南宁台可转香港、澳门。

3、渔业

北海是广西和全国的重要渔港和北部湾渔场的主要集散地，渔港主要有外沙内港、电

白寮港、涠洲南澫港。港口设有渔业专用码头、冷库、供油、供水、供盐、供冰等后勤补

给和装卸设施。

全市从事海上捕捞生产主要有区海洋渔业公司，地角、外沙、咸田、华侨和涠洲公社

共 30 个单位，从事海水养殖 4个单位。拥有机动渔船 1055 艘，33176 吨，75966 马力（其

中国营 30 艘，111000 吨，18000 马力），船上装备有助航、探鱼、电台等设备，从事捕捞

专业的劳动力 9373 人）。水产养殖职工 200 人。渔业科研、教学单位主要有区海洋研究所

和北海水产学校、水产馆、水产科技、教育队伍达 150 多人，其中中级科技人员 28 人。

1983 年海洋捕捞量为 145 万担（集体 112 万担、），比 1950 年的 10.33 万担增 12.8 倍，

平均年递增 8.3%，产值 3573.8 万元，按七○年不变价计，比 1950 年增 5倍多。渔业人口

平均收入 405 元，劳力平均收入 802 元，其中集体渔业 1241 元。社队积累 264 万元。全

年水产品出口 21161 担，刨外汇 292 万美元。



4、农业

主要农业公社有高德、西塘公社和涠洲一部分共 37 个大队，461 个生产队，从事农业

人口 54776 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250 台，手拖 623 台。

1983 年，粮食总产 3335.52 万斤，此 1950 年增 3.47 倍；花生 589 万斤，增 4.4 倍；

甘蔗 5万吨，增 93.7 倍；生猪存栏量 43867 头，增 3.6 倍；蔬菜产量达 1606 万斤。社队

企业产值 292 万元，占农业产值的 16.3%。农村年人均收入 297.49 元，人均有粮 600 斤。

全市林地面积 92872 亩，其中森林面积 69245 亩，无林地面积 23627 亩（其中疏林 7543

亩）。另有红树林 3331 亩。森林复盖率为 17%，绿化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74.6%，历年

造林平均保存率为 53%。现有国营林场 1个、林科所 1所、国营苗圃 1个、社队林场 12 个。

畜牧业：1983 年，生猪饲养量 71285 头，出栏量 30500 头，总肉量 549 万斤；牛 14952

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鸟 66 万只，蛋品 20 万斤；奶牛 480 头，年产鲜奶 150 万斤。

5、商业、外贸

全市商业、饮食和物资等服务部务部门职工总人数为 4817 人，占城市总人口的 2.9%。

各种网点276个（不含个体）。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1175.6万元（其中居民清费品6955.8

万元，社会集团购买 736.3 万元），比 1951 年增 13.6 倍。国营企业国内纯购进 4938.26

万元，纯销售 9929.12 万元。

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1950－1983 年北海口岸出口总额 3.79 亿美元，平均每年递

增 11%。1983 年出口总值 4191 万美元，北海本身供应出口的商品有 2044 万元人民币（平

均每年递增 16%）。

北海口岸现与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来往，其中亚洲 23 个，欧洲 18 个，美洲 6

个，大洋洲 4个，非洲 9 个。多数商品经香港转口。

6、财政收支

1950－1983年，财政总收入为18843.4万元，财政支出1354.8万元，为国家贡献5297.6

万元。1983 年财政收入 1322 万元，按同口径计（不含商业）为 1539 万元，比 1951 年增

80 倍，平均年递增 14.18%,财政支出 1114 万元（上缴自治区 535 万元），略有节余。

7、基建与城市建设

现有市建筑工程公司、二建司、三建司、四建司、住宅公司建筑工程队和高德公社建

筑队等企业，有职工 3435 人（其中市级 1789 人）。

1950－1983 年，全市基建投资总额为 19276 万元，平均每年投资 567 万元。其中住宅

投资占 15.6%，商业用房投资占 11.9%，文教用房投资占 1.4%，卫生用房投资占 1%。竣工

总面积 78.63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30.14 万平方米，商业用房 3.84 万平方米，文教用房

2.2 万平方米，卫生用房 1.78 万平方米。1983 年基建投资压缩为 585 万元，此上年减 782.8



万元，更新改造 394 万元。竣工面积 72577 平方米，其中住宅 34561 平方米。

城市建设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前市区占地东西长约 2公里，

南北宽约 100 多米，1949 年总面积才为 1.01 平方公里。主要街道为珠海路和中山路。1983

年，市区建成面积 9.3 平方公里，主要街道共 10 条，大多东西走向（占道路总长的 4/5），

形成一座东西走向的带形城市。生活居住用地（含街道、广场和公共绿地）315 公顷，市

区人均占有27.7平方米，占城市建成区用地的35%市区现有住宅建筑面积110.8万平方米，

居住面积 54.59 万平方米。63%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旧建筑，平均仅 1.5 层。市政建设：

现有从事城市建设的机构有城建局、市政工程处、城市园林处、环卫处、公共汽车公司、

花木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七个单位，职工 862 人。

自来水公司（6个点，10 口井），日供水能力 3万吨，供水管道 45.3 公里；公共汽车

22 辆；城市道路总长 35 公里，其中高级和次高级道路 33.5 公里，占 95.7%，面积 42.3

万平方米（高级和次高级路面 33.4 万平方米）；下水道铺设 43.4 公里，服务面积 7.2 平

方公里；路灯 747 盏，线路长 32.5 公里；公园有中山公园和海滨公园 2 个，街心花园 2

个，城市园林绿地 147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20.8 公顷），人均 1.86 平方米；城市绿化苗

圃 13.3 公顷；覆盖率为 20%。城市环境卫生机构 1 个，职工 207 人，有保洁机动车辆 12

台，保洁面积 27 万平方米。消防机构 1个，有消防车 9辆（单位 3辆）。

供电：我市供电主要靠西津水电站，目前仅有 3.5 万伏由合浦变电站输送到我市。全

市正常用电量为 9500 千伏安，最大用电量为 10500 千伏安，年供电量为 4600 万度。

另有小水电站 3座，总容量 625 瓩，年发电量仅有 80 万度；单位自备发电机组 34 台，

共 4450 瓩。

8、旅游业

全市现有市招待所（北海饭店）1 间，机关内部招待所 6 间，国营旅社 1 间，集体旅

社 2间。客房床位 1606 个。仅北海招待所，1983 年接待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 1048 人，

国内旅客 13500 多人。海员俱乐部接待 22 个国家的国际海员 670 人。

六、华侨和港澳台胞

我市是广西的主要侨乡之一。据初步统计，侨居国外和港澳台的有 1710 户 6574 人，

其中知名人士 20 人，科技人员 56 人。他们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

居住在我市的归国华侨及侨眷有 11108 人，其中归侨 8337 人，侨眷 2671 人。

七、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事业

科技：我市科研机构主要有广西区海洋研究所、市农业科研所、林业科研所、蔬菜科

研所，有职工 335 人，其中助理研究员以上 20 人。全市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1443 人，其



中工程技术人员 64 人（工程师 35 人），农业技术人员 97 人（农艺师 8 人）、卫生技术人

员 698 人（主治医、药师以上 46 人）、教学人员 264 人。1983 年承担科技项目 16 项（工

业 7项、农林牧 7项、水产 1项），其中新安排的 10 项，续试的 6项。已验收的有高效离

心风机、鲎试剂中试、铝质手电筒印花和双季稻、“宁丰一号”黄瓜引进试种推广。均取

得了较好成绩，并投入了生产，当年便有收益。

文化：35 年来，我市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文化艺术水平也逐步得到提高，人民文化生

活得到了很大改善。1983 年，我市有专业文艺工作者 60 人，有粤剧团和文工队各一个，

工人业余粤剧团 1个；市一级的影剧场 5间；9716 个座位。还有文化馆、工人文化宫、青

少年文化宫等文化娱乐场所；市级图书馆 1 座，藏书 115 万册，基层图书室 131 个，藏书

26.45万册。近几年来，我市广播电视也有较大发展，1983年全市广播电视普及率已达26.7%，

对丰富人民生活、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

教育：1983 年，全市有普通中学 13 间（市区 5间），教师 631 人（大专文化 290 人），

在校学生 8537 人。小学 49 间（市区 9 间），教师 725 人（中专文化 283 人），学生 1.82

万人。幼儿园（所）20 间（市办 3间）3800 人。农业中学 1间 67 人。电大分校 1间 229

人、刊大 30 人和水产技术培训学校 1 间。1977－1983 年以来，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有 538

人，中专 611 人。儿童入学率为 92.6%，小学升中率为 80%，初中毕业升高中占 43%，脱盲

青壮年人数达 93%。

卫生：1983 年全市有卫生机构 115 个，城市卫生部门 11 个（其中市级医院 6间），公

社卫生院 7 间，门诊部（所）97 间。卫生工作人员 153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203 人（西

医生 198 人，中医生 49 人，正副主任医师 5 人，主治医、药师 41 人，护士 218 人）。拥

有病床 1247 张。主要医疗器械 55 台，救护车 11 辆。1983 年门诊总人数为 126.3 万人次，

住院人数 1.42 万人次。

体育：近年来发展较快，特别是足球、帆板等项目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全国、全区比

赛中均获得了较好名次。并为区和国家输送了不少人才。足球是我市人民喜爱的一项体育

运动，在全区的多次比赛中均获得好成绩。1983 年，新兴女子足球获自治区赛冠军，与南

宁队组合参加全国赛获第 4名。少年乙组和甲组足球获

全区赛冠、亚军。新兴帆板在泰国“世界杯”赛中，两人夺得四项亚军，在日本和香港世

界赛中 1 人夺得 1项第 3 名。女子水球队在区调赛中获冠军。潜水有 5人打破 3项全区最

高纪录。去年，为区体工队、区体工集训队输送了 19 名和为国家集训队输送了 4 名运动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