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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甲子的沧桑巨变，仙桃市对外贸易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

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仙桃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调整优化经

济结构，对外贸易增长强劲，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本书记录了仙桃市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 仙桃对外贸易始于 20 世

纪 50 年代，仅向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农副土畜产品，外贸业务由省外

贸公司直接经营; 直到 1992 年，仙桃市正式成立进出口公司，开始办理

自营进出口业务，结束了仅仅提供外贸供货的历史; 21 世纪以来，特别

是我国加入 WTO后，仙桃市对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已形成纺织、服装、

无纺布、机电、农产品、高新产品、医用制品、化工产品等 8 大类、280 多

个出口产品，贸易遍及全球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市外贸总额

由 1993 年的 81． 8 万美元增加到 2009 年的 2． 8 亿美元，增长 341 倍。

本书展现了仙桃几代外贸人的奋斗历程: 他们抢抓机遇，让仙桃皮

咸蛋名扬海外; 他们开拓进取，创造了湖北省县( 市) 级外贸收购十二连

冠的历史; 他们迎难而上，自营出口连创佳绩，创造了多个第一，在湖北

外经贸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佳绩的取得，得益于历届市委、

市政府和上级外贸部门的关心和指导，倾注了广大外贸工作者的心血和

汗水。

近年来，仙桃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谋

划，创新举措，攻坚克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对外贸易正

日益成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在外贸强劲的推动下，仙桃

工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势头
Ⅰ



愈加密切，对推进仙桃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举足

轻重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还是抢抓国内经

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战略机遇，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

移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高举招商引资大旗，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仙桃一

贯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仙桃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保证。仙桃市

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增强机遇意识，增强竞争意识，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把全市外向型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不断开创对外

开放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仙桃市委书记

201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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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江汉明珠仙桃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

前十年九不收的沙湖沔阳州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仙桃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仙桃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仙桃市大力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使

仙桃经济步步提升，可以这么说，仙桃对外贸易对促进全市社会经济的

发展功不可没。

仙桃地处内陆，既无矿产资源，又无大型国企，但仙桃外贸曾创湖北

省县市级外贸收购十二连冠、全省首家自营出口过千万美元、过亿美元

的历史，常有外地的领导和朋友问起，仙桃外贸何以取得如此骄人的业

绩?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此萌发了编写《仙桃外贸六十年》的

想法，藉此来回报一直关心支持仙桃外贸发展的领导和朋友们。

回顾仙桃外贸六十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管窥我国经济发展的变迁，

建国初直到外贸体制改革前，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外贸属于国家统管，

本地只负责外贸产品供货，但同时也发展了一批外贸出口生产基地和专

厂，这也为后来外贸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1992 年外贸体制改革后，仙

桃外贸焕发了生机，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从“船小好掉头”的分散经

营到“船大可远航”的集团式管理，仙桃外贸的发展可谓风风雨雨;进入

新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 后，仙桃大力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外贸出

口企业充满了活力，外贸事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仙桃外贸取得的辉煌是一代又一代仙桃外贸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勇

往直前拚搏的结果，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仙桃外贸的发展作出了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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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贡献，我们深感敬佩，他们的业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作为现任仙

桃商务的领头人，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为仙桃外贸赢得的荣誉，仙桃外贸

能有今天的成就，也与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

分，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为仙桃外贸发展作出的历史功勋。同时深感责任

重大，历史的荣耀时刻鞭策着我们，时不我待，任重道远，我们要不断开

拓创新，带领仙桃外贸一步一步迈上新台阶。

仙桃外贸走过了一段非凡的历程。本书中您可以看到仙桃外贸如

何从生猪、蛋品等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做起，并积极开发纺织、服装产品出

口，一步一步做到全国最大的无纺布出口。本书中您还可以领略到一些

外贸企业在经济转型大潮中的兴衰，特别是可以从一些外贸企业的发展

史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因此本书可供关心外贸事业发展的领导、外贸从

业人员参考，希望您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一点收获，那我们编写此书的目

的也就达到了。

仙桃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长青
201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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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湖北仙桃，旧称沔阳，古称复州。其建制上溯可至南朝梁武帝天监
二年( 公元 503 年) 。旧治沔城，曾为郡、道、府、州、县所在地，故尔古迹
斑斓、文化底蕴丰厚，乃荆楚大地一座历史名城。建治至今，已有 1500

多年历史，其治域辽阔时，辖今洪湖、嘉鱼、监利、汉川、蔡甸等地。1951

年沔阳县分设洪湖县，沔阳县治由沔城迁至仙桃镇。1986 年撤沔阳县，

以政府驻地命名设仙桃市，1994 年列为省直管市。

仙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著名的
“文化之乡”。贝雕、剪纸、皮影戏、麦秆画等优秀民俗文化让人叹为观
止。拥有孔夫子文圣庙、狄梁公问政处、诸葛亮读书台、元末农民起义领
袖陈友谅故居等众多名胜古迹。

仙桃南望长江，北依汉水，依水而兴，因水而美，是闻名中外的“鱼米
之乡”。仙桃东邻省会武汉，西接荆州、宜昌，具有贯通南北、承东启西、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湖北“金三角”( 襄樊、宜昌、黄石三市构成
的三角区) 优先发展区的中心和“两江”( 长江、汉江) 经济开发带的交汇
点上，是江汉平原的商贸、物流、交通、通讯、检验检疫中心。全市国土面
积 2538km2，人口 150 万，城区建成区面积 40km2，城区常住人口 40 万
人。辖 4 个省级工业园区、3 个市属街道办事处、15 个建制镇，是国家
“两型”社会试验区“1 + 8”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成员。

仙桃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全市初步形成了纺织服装、无纺布卫材、

医药化工、食品加工、机械电子等五大板块为主体的工业生产体系。仙
桃纺织服装业发展历史悠久，棉麻资源丰富，生产系列高档精毛纺、精棉
纺面料，已形成纺、织、染、整、服装一条龙生产体系，成为全国高档精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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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重要生产基地;仙桃无纺布卫材成为轻纺行业后起之秀，全市从事
无纺布原料生产、制品加工及配套企业众多，产业集群发展，是全国最大
的无纺布卫材加工出口基地; 仙桃医药化工产业链涵盖精细化工、医用
化工、日用化工、农用化工以及化工填料等五大门类，先后有几十个产品
荣获国家和省优质产品称号; 仙桃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全市从事食品加
工企业有 100 多家，拥有众多知名品牌; 机械电子是仙桃的传统产业，全
市共有机电生产企业 100 多家，汽车零部件加工企业初具规模。

江汉平原历来是湖北经济最活跃、人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仙桃地
处江汉平原腹地，素有“鄂中宝地、江汉明珠”之美誉。虽然仙桃地下没
矿产，地上没山头，大型国企没一家，但自古以来仙桃商贸繁荣、物流畅
通，是著名的商贸之都、开放之城。古称湖北“货到汉口活”，仙桃素有
“小汉口”之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开放开明，把
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仙桃兴市之策，仙桃外贸得以快速发展，在湖北外
贸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令人刮目相看。

本书力求记录仙桃外贸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现仙桃外贸的人和事，
以及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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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起 步

( 1949—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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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贸机构的演变

一、外贸“代办”时期( 1949—1973 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3 年 8 月的 23 年里，沔阳县未成立独
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对外贸易业务都是在省外贸公司的指导下，由供货
单位向省外贸公司提供货源。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土畜产品，出
口目的地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

1951 年，湖北省外贸部门在仙桃镇设立中国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荆
州收购站，1953 年改为中国食品进出口公司仙桃分站，同年 11 月更名
为沔阳县食品支公司，负责沔阳县的外贸业务。1954 年，沔阳县人民政
府设立“沔阳县人民政府贸易科”，管理全县内外贸工作。1964 年，沔阳
县人民委员会设立“沔阳县对外贸易科”，办公室设在县财办。

1969 年，受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湖北省对外贸易局荆州办事
处”撤销，“沔阳县对外贸易科”也随之名存实亡，外贸业务由沔阳县财
贸领导小组代管。1972 年，沔阳县商业局设立外贸股，仅有 2 名工作人
员。出口商品以土畜产品、农副产品为主，分别由供销、商业、粮食部门
直接组织出口。

二、外贸机构初步建立( 1973—1985 年)

1973 年 8 月 16 日，沔阳县革命委员会以沔革［1973］83 号文通知成
立“湖北省沔阳县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和“湖北省沔阳县对外贸易
公司”，实行政企合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王耀东任党支部书记，兼任
副局长。1973 年沔阳县外贸局成立初期，干部职工共有 19 人，局下设
办公室、财务股、人事股、业务股，工作人员主要集中在业务股开展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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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活动。
1974 年 10 月，蒋再兴调任沔阳县对外贸易局局长。局下设业务、

人事、财会三个股室，业务股承担全县的外贸业务、外贸计划和统计工
作。沔阳县外贸局和外贸公司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外贸业务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开始有秩序、有计划、有配额地进行商品收购和调运，地
方政府和外贸部门有任务、有责任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收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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