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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铜川市外贸历史较短，但发展很快。1986年供应出

口商品的品种和金额总值，分别比正式成立外贸专业机构时的1961

年增长4倍和60多倍。

系统地汇集整理本市外贸历史和现实资料，编写成志，有利于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起到存史料、储信息、备

咨询、供决策、作教材的作用。为此，铜川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出

口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亦毅然于1986年11月21日作出决定，成立

铜川市外贸志编纂领导小组，组织专人，编写“铜川市外贸志))。

编写人员查阅了铜川、耀县、宜君县等历代旧志和大量近代、

现代有关文书档案、图书、报刊、碑刻等文字资料，走访了健在的

民国时舰参与编修《同官县志》(铜川旧称同官)的老人和当时的

一些经济界知名人士，实地考察了耀州窑遗址和出土文物，参考江

苏、山东等省某些市、县外贸部门的经验，广征博采，四订篇目，

集各方卓见，三易志稿。经反复讨论修改，不断充实完善，历时两

年又四个月，终于成书。

“铜川市外贸志》分<机构沿革)(供应出口商品)(扶持出

口商品生产)<出口商品收购>(委托进口和中转业务)<财务管

理)共六章，约五万字。本市对外经济贸易局(陕西省铜川市对外

贸易公司)，目前还未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和开展大规模外经往来，



主要任务是组织货源．供应出口，故有关章节所占比重较大。对本

市耀瓷、焦宝石、陶瓷管、苹果、辣椒干等主要出口商品的特色，

当前比较突出的收购价格问题，中转业务以及扩大出口货源的经验

与经营管理中的教训等，都有比较简明扼要的记述。对成就与缺点，

主次分明，不虚饰，不避讳，实事求是。书中插有部分珍贵彩照以

及一些重要图、表。

《铜川市外贸志》是一本资料性的专志。它以明确的指导思想，

丰富翔实的史料，清淡意阔的语言，比较全面、细致、客观地反映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铜川外贸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地方

特色，体现了专业特点，反映了时代特征。

编纂《铜川市外贸志》是一项新工作，也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

务。尽管书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在本市对外贸易史上，毕竟

是开创性的第一部。“铜川市外贸志》为领导机关指导外贸工作，

发展外贸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又是外贸基层工作人

员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它是本着“立足专业，面向大众”的

原则编写的。虽然专业性较强，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非专业人员也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受

到启迪。祝愿此书能对发展本市对外经济贸易事业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铜川市副市长孝侵
198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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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术语等，均译成汉语，不录原文。

九、志中引用的文献资料，为便于阅读稽考，均在引文前或引

文后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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