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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
部 署 、市 委“1359”工 作 思 路 ，积
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驻京机
构招商引资工作先进经验，探寻
符合实际的招商引资的路径和
方式，更好发挥我市驻京机构窗
口平台作用，推动驻京工作高质
量发展，今春以来，茂名市政府
驻北京联络处领导带领有关科
室 人 员 ，先 后 赴 浙 江 、江 苏 、四
川 、河 南 、安 徽 、贵 州 、云 南 、甘
肃、海南等 9 个省级驻京办以及
汕头、东莞、湛江等市级驻京机
构进行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总
结如下。

一、兄弟省（市）驻京机构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经验做法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现地察
看 、座 谈 交 流 和 研 讨 互 动 等 方
式，深入了解兄弟省（市）驻京机
构招商引资方面具体情况，学习
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展开
互动交流。从调研情况看，省级
驻京办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抓得
很紧、各有优长。

（一）党政高度重视、顶层设
计完善，把招商引资作为争夺市
场和资源的重要抓手

从调研情况看，大部分省级
驻京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得到
了派出地省委、省政府在修改三
定方案、赋予法律职能、人员经
费以及平台建设方面的大力支
持。除江苏办外，其他省级驻京
办“三定方案”中均明确招商引
资职能。云南、海南、甘肃等 3 个
省办在原有处室基础上进行职
能优化整合，浙江、河南、安徽、
贵州、四川等 5 个省办直接增设
职能处室、增加人员编制（浙江
办成立合作促进处，河南办成立
招 商 引 才 处 ，安 徽 办 成 立 招 商
处 ，贵 州 办 成 立 重 大 项 目 协 调
处，四川办成立经济联络处），设
置招商引资部门为进一步推进
招商引资提供了坚实支撑。如
浙江省委专门发文明确省驻京
办为省招商引资成员单位，赋予
省办在京津冀地区的招商引资
职能，先后投入上千万专项经费
支持“两站一厅”（央企服务联络
站、院士服务联络站和之江会客
厅）招商引资平台建设，依托浙
江大厦建立会客厅、展示厅和项
目洽谈室等，为省和地市、县区
在京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优
质便利、共享场所平台，许多浙
商和投资企业都把省驻京办作
为 招 商 投 资 的“ 窗 口 ”和“ 桥

梁”。如安徽省政府明确将招商
工作作为省办主责主业，全员服
务招商，地市驻京联络处直接更
名为地市驻京招商局；安徽省委
专门发文明确驻京招商人员要
走“专业化”路线，可从省、市、县
各级选派专业招商人员到驻京
办任职（挂职），时间最长不超过
五年。

（二）拓展工作思路、积极转
变职能，进一步深化驻京工作外
延内涵

面 对 新 形 势 新 要 求 ，各 省
（市）驻京机构开拓思路、勇于创
新，不等不靠转变职能、积极主
动走向市场，聚焦本省（市）发展
规 划 和 产 业 布 局 ，深 入 部 委 机
关、央企民企、一线市场加强宣
传推介和协调对接，以“转身”促
进“转型”。浙江办、云南办等先
后建立数字化招商引资信息服
务平台，四川办订阅《经协招商
信息》，定期与所在区市驻京机
构共享招商专业知识和项目信
息，下发《在京开展全省特色优
势产业助力提质倍增行动工作
方 案》，围 绕 省 内“ 六 大 骨 干 产
业”，分产业分区域定期组织开
展全省驻京机构经协招商线上
大 讲 堂 。 贵 州 办 建 立“1+N”联
动机制，成立省、市（州）驻京机
构产业大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开
展“千支队伍千次对接”大招商
行动，从走访对接的 200 余家优
强企业中邀请抖音集团、首旅集
团等分批次赴贵阳、遵义、安顺
等市（区）开展投资考察和项目
洽谈。

从市级驻京机构来看，汕头
驻京办、东莞驻京联络处、湛江
驻京联络处等均把招商引资任
务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以专人
专管、全员投入的方式持续发挥
驻京机构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效
能。如：汕头驻京办经常性派出
干部收集在京举办的招商推介
活动信息，以“蹭会”的形式拓宽
企业信息来源，并在“蹭会”的同
时加强与其他参会单位的沟通
联系，及时互通有无，寻求合作机
会；东莞驻京联络处则形成了以

“全员招商方案”和“全员接待方
案”为中心的“两个方案”，积极收
集梳理投行、投资机构、央企、科
研院所、招商代理机构等信息，为
其招商引资工作提供帮助。

（三）强化探索攻坚、创新方
式方法，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从调研情况看，省级驻京办

普遍注重整合地市驻京力量，打
造驻京招商大军。浙江办组建

“1+11”工作专班（省驻京办带动
11 个地市驻京联络处），联合发
改委、商务、科技等省直部门在
京招商人员，约 140 余人共同参
与 ，近 两 年 实 现 项 目 对 接 总 量
1374 个 ，协 议 投 资 额 4697.99 亿
元，5 个国家级重点项目招引落
地 ，受 到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高 度 认
可。云南办数字招商率先突破，
自行开发建设数字赋能新平台

“投云南”微信小程序，已投入运
行使用，与市驻京联络处共享招
商项目信息，为数字招商做出引
领示范。

市级驻京机构普遍着眼于具
体招商，采取广撒网的方式，派
出干部和工作人员收集招商信
息，对接企业项目，并将相关信
息及时向其所属地市相关部门
反馈，在企业与行政部门间发挥
牵线搭桥的作用。

（四）加强党建融合、助推业
务提升，构建党建与业务工作良
性互动格局

各省驻京办与所属地市驻京
联络处，在人、财、物上没有直接
隶属关系，但是普遍注重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以党建促进业务，
以业务检验党建。浙江办在驻
京招引人员（包括地市联络处、
省内有关厅局招商人员）中成立
临时党支部，实行专抓专管、统
抓统管，做到“中心工作在哪里、
党建阵地建到哪里”，实现了党
务与业务“两过硬、两促进”。河
南办成立京豫经济文化交流中
心和河南在京务工创业人员服
务中心，在每个地市驻京联络处
挂牌“北京河南人之家”，区分地
市做好 2.4 万流动党员管理，通
过党建带业务，加强向心力、凝
聚力。甘肃办依托甘肃大厦建
立甘肃驻京党群服务中心，建成
多个会议室、活动室、学习室等
场所，供驻京地市联络处和在京
甘肃籍党员无偿使用，打造能够
吸引人、凝聚人的党建阵地。汕
头办和东莞驻京联络处等有条
件的也在各自的办公大楼内设
立了会议室、健身房、读书室等，
打造驻京党建阵地，提高党员干
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招商工
作提供良好的后勤环境。

（五）健全激励机制、调动积
极因素，形成合心合力、共建共
赢的浓厚氛围

兄弟省驻京办注重对专业招
商人员的培养激励，对招引力度

较 大 、成 绩 突 出 的 给 予 奖 励 表
彰，营造了团结协作、合力攻坚
的浓厚氛围。浙江办对各地市
的招商引资情况全程考核、排名
打分，定期通报所在地市，对招
引成绩突出、综合排名靠前的有
关 人 员 予 以 表 彰“ 之 江 先 锋 使
者”，并将地市招商工作突出的
个人协调调入省办，充分激发了
大 家 投 身 招 商 工 作 的 激 情 干
劲。安徽办针对招商引资人员
的能力需求和知识短板，安排专
业力量定期组织在岗培训和能
力升级，今年选拔 3 名地市优秀
招商专员到省办挂职任职，增强
了大家参与招商引资的工作积
极性。

二、我市驻京联络处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的必要性可行性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
严峻，我们正在加速构建“双循
环”发展模式，广东作为外向型
经济大省，坚持“外循环”优势，
也注重内循环，聚焦国内市场，
注重改善产业结构，注重招商引
资是形势所趋。市委书记庄悦
群同志关于“驻京驻穗联络处要
认真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更好地发挥在招商引资方面
的作用”，“要完善体制机制，强
化市区两级高效联动，发挥市政
府驻北京和广州办事处作用，成
立北京和广州招商引资专班”，

“ 有 机 整 合 市 政 府 驻 北 京 联 络
处、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市接
待办等资源力量，合力推进全市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的 批 示 指 示 精
神，也要求我处要积极发挥在招
商引资中的作用。北京是中国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众多
自主创新能力很强的高科技企
业，是许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
地，全国各地都把在京开展招商
引资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市政
府驻北京联络处作为市委市政
府派驻在北京的窗口平台，拥有

“驻”的优势、“京”的资源，与各
大龙头企业、产业协会、商会和
科研团队联系联络方便快捷，联
络处开展招商引资要主动肩负
起新时代新要求的使命担当，是
应变局、开新局实现自身拓展职
能、发挥优势的必然要求。

从实际情况看，联络处发挥
驻京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具
有一定的基础，是切实可行的。
今年以来，广东省在招商引资方
面持续发力，频放大招，在广东

省召开提振信心激发活力助推
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
措施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广东
省将招商引资确定为“一把手”
工程，出台了广东省质量强省建
设纲要和省推进招商引资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为驻京机构
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政策基础；我处已开展或正计
划开展招商引资，一把手是市招
商引资委员会成员；省驻京办也
加挂了省驻京机构党委办公室
牌子，通过建强组织体系、增强
组织功能，充分发挥省驻京机构
党委的引领作用，党建与招商引
资业务工作“捆在一起抓”“绑在
一起建”，进一步创造“一盘棋、
一家人、一起干”党建与业务工
作相融合的局面，为在京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奠定了坚强的组织
基础。

三、招商引资工作面临的困
难和下一步意见建议

经过调研，大部分市驻京联
络处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一是人
员少、业务单一，没有力量单独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各个市驻
京联络处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

“ 各 自 为 战 、谁 招 谁 用 、谁 用 谁
招”现象，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实
现资源互补。究其原因，就是各
市资源禀赋、发展方向、攻坚重
点各不相同，加之不少单位存在
招商引资是“零和博弈”“同业竞
争”的片面认识，在招引中单打
独斗、话语权较弱，没有实现攥
指成拳、组团发力、同频共振，往
往需要由省级驻京办进行统一
协调，把各种招商资源统筹利用
好 ，才 能 充 分 发 挥 驻 京 招 商 优
势 ，避 免 资 源 浪 费 和 重 复 性 工
作。二是企业投资地方为降低
风 险 ，往 往 要 求 地 方 按 比 例 跟
投，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这
种合作模式的好处在于，它可以
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同
时也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和就业机会。此外，通过与地方
政府合作，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
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机会，有
利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发展
潜力。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例如，合作双方
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可能会
导致合作的不稳定和失败。此
外，如果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
市场意识不足，也可能会影响到
合作的效益和成果。

三是市驻京机构在招商引资
工 作 中 发 挥 的 作 用 比 较 局 限 。

作为市政府派驻在北京的机构，
能够接触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和项目，但受限于本身职能，在
招商引资工作中只能起到牵线
搭桥的作用，在推进上依赖于与
相关部门的对接。

对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意见建议。

（一）准确定位、整合资源，
稳步推进驻京招引工作。由于
驻京机构不掌握招商引资的资
源要素，既不是招商政策的制定
部门，也不是项目落地的具体单
位，准确把握好驻京机构在招商
引资工作中的职能定位显得尤
为重要。要依托好省驻京办的
平台，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联动招商”的方式，为市直单位
和市、区、县做好联系联络、服务
协调工作，发挥好招商引资项目
信息的供给侧和需求端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推动驻京招商引资
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打开思路、创新方法，
探索推进招引平台建设。做好
招商引资工作，既需要过硬的骨
干队伍，也需要完善的软硬件支
撑。当前招商引资工作要积极
适应“互联网+”特点，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切实
把京茂两端需求和供给贯通起
来，提高招引效率。加强与省驻
京 办 的 有 效 对 接 ，充 分 利 用 其

“招商引资对接平台”的数据基
础，进一步拓宽内涵外延、联络
供需两端，尝试探索建设符合驻
京工作实际的网络招商引资信
息云平台。

（三）立足自身、积极作为，
筹划推动招商取得实效。针对
招商引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立足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主动作为做好有关工
作，从具体实践看，关键做到“三
有”：一要有规划。加强对招商
引资的长期规划，每年度制定工
作方案、明确工作措施、分步抓
好落实。二要有推进。按照总
体计划，明确责任分工，定期盘
点分析，建立健全形势分析、情
况通报、经验交流等工作机制，
推动招引工作有力有序落实落
地。三要有交流。对收集到的
招商信息或重特大活动信息，要
主动以信息简报的形式，及时报
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与
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及时反馈
有用的信息，最大限度提高项目
落户茂名的可能。（作者系茂名
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

关于政府驻京机构招商引资工作的调研与思考
麦哲伦

谈冼夫人智破高州刺史李迁
仕，当然要知道高州什么时候设
置，州治又设在什么地方。之前
谈高凉县、高凉郡的来历、沿革
及变迁等，自然谈到高州，而且
也是重点内容之一。因为此“高
州”在历史上变迁较多，不仅级
别、名称有不同，治地有变化，而
且现在茂名市内就有一个“高州
市”，因而很容易混淆。要了解

“高州”的前世今生，就要知道：
高州既有古高州与今高州之分，
又要知道古高州有前高州与后
高州之别。我们就从南北朝梁
置高州说起吧。

汉 代 实 行 的 是 州 、郡 、县 的
管理体制，岭南（包括今越南中、
北部）仅设一个交州（初设交趾
刺 史 部 ，东 汉 后 期 改 为 交 州）。
三国吴设立的高凉郡，早期在岭
南还是很有地位的，据《晋书》卷
十五记载，“广州，案禹贡扬州之
域，秦末赵佗所据之地。及汉武
帝，以其地为交趾郡，至吴黄武
五 年（226），分 交 州 之 南 海 、苍
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俄
复 旧 。 永 安 六 年（263），复 分 交
州置广州。”南北朝宋时，岭南除
原有的交州、广州外，增置了越
州，《宋书》卷三十八载“越州刺
史，明帝泰始七年（471）立”，至
齐不变，但郡、县的数量有所增
加。从南朝梁开始，州、郡、县的
数量不断增多，高州就是在梁时
设置的。《隋书》“志·卷二十六·
地理下”载“高凉郡，梁置高州。
统县九，户九千九百一十七。”那
么，高州是在什么背景下设立的
呢？《南史·萧励传》对此有记载，

“有诏以本号还朝，而西江俚帅
陈文彻出寇高要，又诏励得申蕃
任。未几，文彻降附。励以南江
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
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西江
督护孙冏为刺史。”这清楚地说
明，高州的设立，是由梁吴平侯
广州刺史萧励在平定俚人首领
陈文彻的叛乱后，向梁武帝奏请
设立的，首任高州刺史由西江督
护孙冏担任。那么，设立的时间

又是哪年？州治又在哪里？《大
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五·肇庆
府”的“阳江县”条下有载“梁大
通中置高州，改县曰高凉”，“大
通 ”是 梁 武 帝 年 号 ，自 527-529
年，共 3 年，大通中即 528 年，这
一年，便被学界认定为高州设立
之始。同卷的“废高凉县”条下
有载“南史梁吴平侯励以南江危
险，表于高凉郡置高州。隋书地
理志，高凉郡梁置高州，治高凉
县，盖梁时复改安宁为高凉也。”
这段话是引用南史的相关内容，
说明是吴平侯萧励奏请梁武帝
设立高州，州治在由安宁县改名
的高凉县城（今阳江市江城区白
沙旧洲村；对高州始置时的州治
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也是探讨释
疑 的 重 点 ，后 面 会 作 详 细 分
析）。梁代的高州管辖的郡有高
凉 、杜 陵 、宋 康 、永 宁 、连 江 、电
白、海昌、南巴、齐安、阳春等 10
郡（ 见 郑 显 国 著《 冼 夫 人 全
史》）。据乾隆版《高州府志》卷
九载，首任高州刺史孙冏，次任
高州刺史即李迁仕。我们要探
讨被冼夫人智破的高州刺史李
迁仕终于登场了。李迁仕何许
人 ？ 他 为 什 么 要 依 附 侯 景 叛
乱？李迁仕是在侯景叛乱之初
就加入侯景阵营还是后来才加
入？特别是“智破”的地点在什
么地方？这是系列释疑文章的
重点，要一个疑问一个疑问地来
解释。现简要地把高凉县、高凉
郡和高州的沿革来历做个小结，
以便读者更好地明白古高州与
今高州之分，以及古高州的前高
州与后高州的不同。

古高州是指自南北朝梁代设
置的高州，往前推还包括汉元鼎
六年（前 111）设置的高凉县、建
安二十五年（220）吴孙权置的高
凉 郡 在 内 ，至 中 华 民 国 成 立 前
（清宣统三年十一月）高州府被
撤止。今高州则指 1959 年 3 月在
茂名县南部因建设南方油城建
立茂名市，划出原茂名县南部部
分地域，主要包括今茂南区，还
有县南部一些地域划入了电白
（小良）、吴川（兰石、覃巴、龙首、
高栈）和化州（南盛），原茂名县
余下部分与信宜县合并设立高
州县，1961 年 4 月，信宜县分置，
原信宜县管辖的深镇、古丁、马
贵等地划入高州县，1993 年 6 月，
撤县设市，设立县级的高州市。
今高州市是从原茂名县而来，要
了解今高州的历史，参考和阅读
历代《茂名县志》是最好的途径，
本县前辈、先贤的记述、对相关
问题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比较有
权威和令人信服，本系列文章主
要参考民国《茂名县志稿》也是
出于此。

古高州又分为前高州与后高
州，前高州是指州治在今阳江的
高州，包括县治在今阳江的高凉
县及郡治在今阳江和恩平的高
凉 郡 ，时 间 从 汉 元 鼎 六 年（前
111）至 唐 贞 观 二 十 三 年（649）
年。高凉县的治址有两个，分别
是今阳东县的大八古城村和江
城区的白沙旧洲村，高凉郡的治
址也有两个，分别是今恩平北和
江城区的白沙旧洲村，高州（包
括隋改设的高凉郡）的治址一个
（江城区的白沙旧洲村），这样，

前高州（包括高凉县、郡）的治址
共三个。梁代，冯宝任高凉郡太
守时的郡治在由安宁县改名的
高凉县，李迁仕任高州刺史的州
治也在高凉县。这样，州、郡、县
都 在 同 一 个 地 方 。《千 年 古 城
——阳江历史探源》（阳江市地
方志办公室编）在“阳江历史沿
革”中载“高州州治、高凉郡治、
高凉县治皆在今江城，高州管辖
今阳江市、恩平市及茂名市的大
部分地方。”从梁到陈，高州辖地
变化不大，因《梁书》、《陈书》没
有地理志，很难确切了解增设那
些郡县。不过，《隋书》有记载，
如“良德，陈置，曰务德，后改名
焉。”陈增设务德县，隋改为良德
县。隋灭陈统一全国后，改州为
郡，改郡为县，实行郡、县体制。
高州在隋大业二年（606）改为高
凉 郡 ，民 国《茂 名 县 志 稿》载 ：

“ 隋 ，高 凉 郡 ，梁 置 高 州 。 统 县
九”，仍治由原高凉郡废改的高
凉 县 ，“ 高 凉 ，郡 治 。 旧 置 高 凉
郡，平陈废，大业初复置。”原高
州管辖的郡、及郡下设的县，或
废或并。如“连江，梁置连江郡，
平陈，郡废。又置梁封县，开皇
十八年改为义封。梁又置南巴
郡，平陈废为南巴县，大业初二
县并废入。”（《隋书》“卷二十六·
地理下”）这段话讲的是连江县
由连江郡废后改为县，同时，又
把义封县，及南巴郡废后改为南
巴县的两个县并入连江县。在
废郡改县和并县的同时，也有增
设县，如隋高凉郡辖的 9 个县，既
有高凉、连江、电白、杜原、海安、
阳春、石龙这 7 个原有的郡或县，

又有新设的吴川和茂名县。民
国《茂名县志稿》分析，“茂名实
始 于 隋 ，非 江 左 所 置 ”，并 认 定

“ 然 茂 名 乃 隋 开 皇 十 八 年（598）
置”。唐武德四年（621），冼夫人
的孙子冯盎率领南越各部落归
顺唐朝，被朝廷任命为上柱国、
高 州 总 管 ，封 越 国 公 ，管 辖 高 、
罗、春、白、崖、儋、林、振等八州，
同年高凉郡改为高州，陈置的务
德县隋改为良德县属永熙郡，唐
武德五年（622）归属高州，同年，
高 州 州 治 高 凉 县 改 为 西 平 县 。

《大清一统志》载“武德四年复曰
高州兼置总管府。五年改高凉
曰 西 平 。”贞 观 八 年（634）置 潘
州 ，潘 州 领 茂 名 、潘 水 、南 巴 三
县 ，州 治 茂 名 。 贞 观 二 十 年
（646），高州总管冯盎病逝，贞观
二 十 三 年（649），高 州 总 管 府 被
撤，在原高州地分西平、齐安、杜
陵置恩州；同年，高州州治迁到
良 德 县 ，辖 良 德 、电 白 、保 宁 三
县。至此，原高州一分为三，分
别是恩州、高州、潘州。

学者把高州州治从西平（今
阳江）迁到良德（今高州东岸）之
后 的 高 州 称 为 古 高 州 之 后 高
州。《新唐书·地理志》载“高州高
凉郡，下。武德六年（注：有的志
书写四年）分广州之电白、连江
置。本治高凉，贞观二十三年徙
治良德，大历十一年徙治电白。
土贡：银、蚺蛇胆。户万二千四
百。县三：电白，下。良德，下。
本隶泷州，武德中来属。保宁。
下。本连江，开元五年曰保安，
至德二载更名。”《新唐书》这段
话，讲清了良德原属泷州，在武

德五年来属高州。关于后高州
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比较多，现根
据正史和相关地方志等资料记
载，主要参考陈祖辉《冼夫人问
题 考 见》的“ 郡 县 沿 革 ”相 关 内
容 ，把 后 高 州 作 简 要 概 述 。 唐
代，高州先是迁来良德，开元元
年（713）再 迁 保 宁（本 连 江 改 保
安再更名保宁，今电白区马踏镇
绿 岳 村），《元 和 郡 县 图 志》载 ：

“开元元年，又移置于保宁县”。
州治在保宁的高州，曾短暂跟全
国其他州一样，废州改郡，从天
宝元年（742）到乾元元年（758），
复立为高凉郡，这是历史上最后
一 次 称 高 凉 郡 ，之 后 又 废 郡 复
州 。 大 历 十 一 年（776），高 州 州
治自保宁迁到电白县（今长城旧
城）。宋开宝五年（972），州县又
一大调整，废潘州入高州，废保
宁、良德二县入电白县，废南巴、
潘水二县入茂名县。宋熙宁四
年（1071），窦 州 废 ，信 宜 划 属 高
州 。 元 代 州 改 为 路 ，仍 治 电 白
县，高州路领电白、茂名、信宜三
县不变。明朝，路改为府，高州
府领州一县五，分别是化州、茂
名、电白、信宜、吴川、石城，府治
仍 在 电 白 县 。 明 成 化 三 年
（1467）,电白县治迁到神电卫（今
电城），高州府治同时迁治于茂
名县（今高州城）。茂名县和电
白县的管辖区域有变化和调整，
电白县北部领地六个乡（即今良
德至云潭一带），划属茂名县；茂
名县东南部属地（原南巴县，即
今电白麻岗、霞洞至沙院一带）
则划属电白县。清沿明制，直到
中华民国建立，高州府撤销。后
高州的州、路、府治四次变迁，存
年共 1262 年。《冼夫人问题考见》
对此总结道：“高凉，自县为郡、
为州、为路、为府，治址七易，中
心 两 移 。 至 此 结 束 历 史 使 命 。
存世时间二千零二十二年”，可
谓归纳得简练准确。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
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
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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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的设置及其沿革变迁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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