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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初期,广州在城市接管、社会治安维护、城市民主改革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

城市治理实践,其丰富的历史实践形成了加强政治领导、坚持群众路线、运用科学方法等历史经验,同时

为当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启示,对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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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Guangzhou in the city, social security maintenance, urban 

democratic reform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has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urban governance 

practice, its rich historical practice formed to strengthen political leadership, adhere to the mass line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a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urban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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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在这一划时代的转折点上,广州——这座历史上著名的港口和

商贸中心——迎来了城市治理的崭新挑战与机遇。探索建国初

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实践与经验,不仅对于领悟中国现代城市发

展的脉络至关重要,而且为我们深入理解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

应对其挑战提供了丰富资源。通过对这一时期广州城市治理的

深入分析,我们能够为当代城市治理工作提供深刻的洞见和实

用的借鉴。 

1 建国初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历史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

于广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其城市治理也迎来了重大的

转变与机遇。这一时期,广州市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城

市建设和治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有序接收城市,迅速建立新政权 

1949年9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制定广州接管方

案,10月21日成立广州市军管会,接着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广州市

政府和党部。10月24日,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广州市委,10月

28日正式建立,并确保全面接管原国民党机构、恢复生产、稳定

秩序。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作为直辖

市。随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建立多个部门,并成立广州市总工会、

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共同推进城市接管、治安稳定、生

产恢复等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明确接收的内容、对象以及有效

的接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结合北平等地的城市接管实践经验,

广州制定了城市接收的九项主要任务。①同时,为了确保接管工

作的顺畅进行,保障城市基本功能与服务的平稳过渡,维持社会

秩序的稳定,降低混乱与冲突,以及确保资产与人员的妥善安置,

军管会制定了针对广州接管的五项基本原则。②这些原则的提

出和实施,确保了广州城市接管工作的规范性和有序性。广州解

放后,接管工作在短短43天内基本完成,为稳定城市、恢复生产

奠定了社会基础。 

1.2整顿金融市场,有效恢复经济秩序 

作为历史上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广州市的

金融市场在解放初期面临着由金融投机商和匪特活动所引发的

严重动荡。为了恢复金融秩序和稳定物价,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于1949年11月18日颁布命令,严禁金银外币的流通和交易,并

规定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和物价的计算必须以人民币为唯一单

位,同时宣布原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和“银圆券”失效。

市人民银行随后调整了港币的收兑牌价,并吸收外币存款,同时

成立流动收兑队伍,深入各乡收兑外币。12月5日,广州市组织了

包括公安人员、人民解放军战士、工人、学生、干部在内的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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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伍,对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共取缔

170多家地下钱庄和700多个“剃刀门楣”,逮捕了1100余名金融

投机分子,并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接管其金银货币,从而有效地

摧毁了破坏金融市场稳定的社会基础。①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里,广州市的金融物价得到了基本稳定,有效恢复经济秩序。 

1.3狠抓城市治安,维护社会稳定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毗邻港

澳,隔海望台,且是通向东南亚的关键枢纽,其战略位置使得社

会治安面临复杂挑战,并遭受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和土

匪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动荡不安。首先,为了巩固治安,广州市

在叶剑英市长的领导下,迅速制定了剿匪计划,有效围捕匪徒,

并与警备部队紧密协作,清除了铁路线上的“飞轮党”,确保了

交通安全,并解决了大量治安案件,保障了市民的生产生活秩

序。其次,自1952年起,广州市积极响应全国禁烟禁毒运动,成立

了多部门联合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并在各区设立指挥机构,大量

烟毒案件被破获,烟毒犯被逮捕和管制,毒品和毒具被缴获。到

1953年,广州成功禁绝了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和吸食,消除

了烟毒的危害。最后,为了净化社会风气,1951年广东省政府禁

止卖淫,取缔了妓院和娼妓,并设立妇女教养所,对妓女进行收

容和教育改造。此外,市政府在各个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成

立了居民治安保卫小组,并在工厂、企业、人民团体、学校等单

位建立了群众性治安纠察机构,通过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维护了

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的稳定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1.4开展城市民主改革,加快城市政治建设 

城市的民主化改革是实现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依照

中共中央、中南局以及华南分局的指导,广州市于1951年7月开

始了民主化改革运动,目的是发动人民群众,废除旧体制的遗留

问题,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为建立新的民主政治体制铺平道

路。为确保城市民主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广州市借鉴了农村土地

改革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城市民主改革应当遵循有力、有证、有

底、有理、有法的“五有”原则。②这些原则为城市民主改革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行动指南,确保了城市改革能够在有序、合

理、合法的环境中进行,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广州市对城市民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旨

在确保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效果的最大化。这些政策和措施的

实施,确保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城市民主改革始终沿着正

确的轨道前进,为城市的长期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1.5整顿新闻出版业,加强文化教育建设 

在广州解放的背景下,新政权的建立过程并非无缝衔接,特

别是在新闻出版业的整顿和文化教育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10

月18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成立及其两日后正式播音,以及

《南方日报》的创刊,标志着新政权在媒体领域的初步布局,并

进一步巩固了新政权的宣传阵地。军管会依据各单位的历史背

景和广州革命形势的需要,对新闻出版单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处理。在教育领域,广州市教育局在1949年11月底前基本完成了

对全市中小学的接管,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局及其所属

机构,全市共有79所公私立中学和258所公私立小学,其中绝大

多数学校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正常教学,教育局采取了“先接收,

后改造”的策略,对原有中小学进行逐步改革。市教育局还提出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简课程和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增设

政治课程以强化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等。这一系列整顿与改革

措施,为广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新时代

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建国初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 

尽管在建国初期面临着重重的挑战和诸多的困难,广州市

在城市的接管与治理方面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积累了珍

贵的历史经验。 

2.1加强政治领导 

建国初期的广州市在城市建设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首要经

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领导。面对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国家

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多重挑战,广州市将政治领导作为行动指

南,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城市建设的政治环境。在城市建设和治理

的实践中,广州市充分发挥了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作用,有效地调

动和整合了各方资源,确保了城市建设各项任务的按时完成。同

时,广州市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升党员的政治素养和专

业能力,为城市建设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2.2坚持群众路线 

在建国初期的广州市,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广泛发动

群众,深入开展了思想宣传和动员工作,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

护。广州市成功地组建了众多居民治安保卫小组和群众性治安

纠察机构,让居民直接参与到社区治安管理中来；在城市民主改

革运动中,广州市更是全面动员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激发了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落实,

而且为城市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3运用科学方法 

建国初期,广州在城市治理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离不开科

学方法的运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广州市在接手管理城市的过

程中,军事管理委员会针对不同的系统和行业,实行了差异化的

管理措施；同时,鉴于广州地理位置的独特性——紧邻港澳并且

是众多华侨的故乡,政府制定了专门的“特殊政策”。这些措施

和政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推动城市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实事求

是这一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 

3 建国初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

的任务。建国初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实践和经验,为新时代我们加

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3.1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保障 

建国初期广州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



经济学 
第 7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9 

Economics 

城市治理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就是要确

立党组织在协调和领导城市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党组织在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确保治理方向、规则制定和力量整

合的正确性。同时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

养和治理能力,为城市治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3.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党的二十大强调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确保城

市治理的各项事务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历史告诉

我们,人民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力量。因此,当代城市治理应继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倾听

群众意见,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3.3坚持实事求是,创新治理方法 

实事求是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素,也是马克思主

义的精髓,更是现代城市建设的科学工作方法。建国初期广州运

用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解决城市治理问题。当代城市治理应继

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治理方法,不断提

高城市治理效能。 

3.4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城市活力 

建国初期广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拓创新,大胆制定

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的

历史时期,当代城市治理更应秉承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城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全面激发城

市的内在活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国初期广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实践,通过加强政治领导、

坚持群众路线、运用科学方法,成功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

的城市治理路径,这些历史经验对提升现代城市治理效能具有

深远影响。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治理智慧,持续推

动城市治理理念与方法的创新,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为城市的持续繁荣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不懈努力。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49－1956广

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及经验研究(GD20CMK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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