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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状况

第一节 旧社会的传统经济

一、先秦时期的经济

早在30万年以前，沧州先民就开始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从沧县杜林、黄骅市后街、

河间市戈楼、任丘市张作、青县大邵庄发掘的古人类遗址可知，沧州的原始人属东夷部落，他

们主要以耕作和狩猎为主，并懂得用火、吃熟食。旧石器时代，先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

到新石器时期，他们已驯养了狗、猪、鸡，并开始制造砖瓦，烧制陶器，建造房屋，凿井。随着

劳动工具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聚居规模扩大，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西周至春秋战国。

沧州一带出现了大量人类聚落，建筑了城池，如：鄣、南皮、饶安等。

二、秦至清朝时期的经济 ，

沧州经济开发较早，并且出现过一些繁荣时期和一些较为发达的经济门类。

秦汉时期，设渤海郡、河间国，划疆封侯，全境约15万户、100多万人。经济繁荣可见一

斑。这时期，沧州的主要经济支撑是农业，盐业在国家经济中亦占重要地位。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火不断，自然灾害连续发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经济遭到破坏，境内人口较以前大为减少，约11万户、42万人。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为

运军需，遏淇水入白沟，通清河，凿平虏、泉州二渠，形成了南运河的雏形。东魏于沧、瀛、幽、

青四州傍海之地置灶煮盐，盐灶多达4800多个，岁合收盐约17万斛，大量课税用以维持国

家财政。天统时期，乐城人刘仲思培植新的枣种——仲思枣(今名金丝小枣)，经数年成功，

沧州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

隋统一全国后，鼓励生产，鼓励增殖人口和流民返籍，精简地方行政建制，开永济渠，引

沁水南达于河(黄河)、北通涿郡，客观上为境内青县、兴济、沧县、泊头、连镇等一批古代城镇

的形成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薛大鼎修治无棣沟，疏通长芦、漳、衡三渠，用于排水灌

溉和运输鱼盐等。短期内沧州人口增至16万户、79万人。时沧州、瀛州已成为重要城市。

唐朝中期，沧州人口已发展到22万户、152万人，农业、手工业、商业、盐业全面发展，城市经

济繁荣，人称沧州为横海雄镇。朝廷在沧州征调大批军粮，瀛州的贡品主要有绢、无缝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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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种植进入盛期，诗人刘长卿用“行过大山看小山，房上地下红一片”描写沧州金丝小枣丰

收的景象。铸造技术相当发达，铸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重约40吨的沧州铁狮子是当

时铸造业鼎盛的见证。

北宋前期及金代初年，这里虽战事频发，人口有所减少，但经济仍有发展。宋代，契丹人

称这里为绫绢州，金代又于沧、瀛、献、清等州置仓储粮以输京师，说明这里是国家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交通条件便利，城市经济繁荣。宋朝御路自开封经大名，至三关人辽地，瀛鄣

二州最为冲要。运河之上千樯万艘，舳舻相接。宋熙宁年间，天下酒课10万贯以上的城市

只有4个，沧州为其一。为管理盐业，金代设沧州盐使司。

元代，连年战争，水、旱、蝗灾频发，加之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掠夺，严重制约了沧州经济的

发展。至元二年(1265年)统计，全境约4万户、9万人，较宋减少一半，较金减少90％，人民

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为资国用，元朝十分重视盐业生产经营，设河间都转运司专管沧、清

州的盐务，先后签发盐户5774户，有盐场12场，年产盐约30万引，至大元年(1308年)增至

45万引，约1．83亿斤。沧州海盐销往河北、河南和塞北部分州县。

经过元末战争，特别是“靖难之役”的破坏，沧州人口锐减。明廷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

系列“休养生息”政策。自洪武四年至永乐十八年(137l一1420年)多次诏迁山西、山东、河

南、滦州等地移民入境占地立庄，给钞置牛、种、农具，发展生产。疏浚河道，兴修水利。设长

芦都转运盐使司，掌管利民、海丰等24盐场，制盐工艺实现了易煮为晒的重大改革，长芦盐

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盐区。洪武十七年(1384年)颁诏天下，教百姓多种桑枣，违者重罚。

沧州水果种植规模初具。其中肃宁的桃，泊头的鸭梨，沧县、盐山和献县的金丝小枣最为突

出。沿运河的桑园、连镇、泊头、沧州、兴济、青县均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其商品营销范围

除运河一线外，东南可达鲁北地区，西部至正定一带，食盐流通则达豫北晋东的广大地区，小

枣、鸭梨、冬菜、猪鬃等，不仅广销国内，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交河的铁器制造业

已具相当规模。

明成祖建北京，沿运河及邻近各府州县均在运河两岸设窑烧砖，客观上促进了沧州砖瓦

业的发展。《河问府志》载，明嘉靖初年，沧州南至安陵、北至青县，绵延二百余里，有官营砖

瓦窑25座，占地464亩。砖瓦业的兴盛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这时期兴建的沧州文庙、献

县单桥、泰山行宫、清真北大寺，均以优美的造型、高超的技术、独特的风格，成为古今建筑之

精品。

清朝中前期，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募民垦种荒地等一系列恢

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措施。自康熙三十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700--'1885

年)，清廷陆续在子牙河东西两岸高筑长堤，并开挖了捷地减河、兴济减河、马厂减河，疏浚治

理了宣惠河。沧州农业、林果业、畜牧业全面发展，人口数量逐渐上升。到19世纪中期，全

境人口已发展到41万户、194万人。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交河的铸

造技术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影响更为深远，附近各省、府、州、县，远至东南亚地区，都有交河

人从事的铸造企业。19世纪末，交河人在天津三条石开办了许多锅厂。东光有较大型棉籽

榨油厂11家，资金15万银元。沧州先后创立4家草帽店，年产销草帽4万多顶。沧州城内

出现了制鞋作坊和店铺十几家。青县、河间等地均建有首饰行，兴济建有毛鬃加工企业12

家，泊头、交河生产的土布、线带、头绳等远销山东、北京等地。“商业繁荣为数百里所未有”，

泊头运河东西两岸商号不下千余家，任丘鄞州庙会会期，“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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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珍异菽粟之属，入城为市，妙伎杂乐无不毕陈⋯⋯幕帘遍野，声乐震天。每日搭盖蓬厂，尺

寸之地非数千钱不能得”。

清朝后期，官僚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加重，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经济遭到一定

程度地破坏。但由于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沧州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发展较快，近代工业开始

起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后，沧州陆续设立邮政局、电报局，建成了津浦铁路、沧州火

车站。光绪三十一年，创办纺织工艺学堂。

三、民国时期的经济

民国前期，虽有军阀混战的破坏和影响，但随着全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津浦铁路的运

营，沧州经济特别近代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诞生了全国著名的火柴厂

——泊头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地12亩，初有公积金10万银元，职工280多人，

日产硫化磷火柴30件。民国28年，日产量达到375件，年盈利36万银元。民国4年(1915

年)兴建“益兴存”蛋厂(今桑园蛋厂)，日加工鲜全蛋750公斤。到民国14年，产品从鲜全蛋

发展到干蛋黄、干蛋白、盐黄、粉黄、蜜黄、蛋白粉等，日产量7500公斤。民国13年，沧县城

建立富利育记面粉公司，年产面粉9100袋。民国18年，沧县兴建昌明电灯公司。民国20

年，泊头业主马寿椿、孙杏波筹集股金2万银元，建立泊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此间，沧州的

纺织、印刷、铸造、酿酒、皮革、建材、榨油、制盐、日用轻工化工、服装鞋帽加工等也有一定的

发展。成立了商会，开通了沧州至天津的长途电话通讯及天津经沧县至辛集的客货汽车运

输。农业生产相对稳定，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到民国19年，全境总人口已近326万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沧州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大幅下

降。民国29年(i940年)，粮食总产仅为165万斤，油料总产不足9万斤，棉花4万多斤。

全境人口只有260万人，比1937年减少40万人。大多数民族工商业破产倒闭。民国27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市境东部和西部建立了两个根据地。在同侵略者进行军事

斗争的同时，恢复地方经济，并建立了一些军工和其他公营经济机构。通过实行减租减息、

合理负担，特别是民国34年至民国36年人民民主政权逐步控制了沧州全境，社会趋于稳

定，经济得到恢复。

第二节 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在人民民主政权领导下，沧州经济虽有一定恢复，但因旧制度的长期影

响，加之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农业生产条件差，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工业只有泊头火柴厂、富利育记面粉厂、桑园蛋厂具有一定规模，其他基本为手工作坊

式生产。1949年，仅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49亿元，人均45元；粮食总产53．5万吨，平均亩

产不足34公斤；全部工业总产值581万元；公路通车里程888公里。在这种条件下，中共沧

县地委、沧县专署及县乡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委、省政府的一系

列工作部署。通过抓恢复、抓改造、抓调整、抓发展，大力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大搞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大办工业，沧州的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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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年至1952年，中共沧州地方党委、沧县专署着力抓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组织生

产，安排群众生活。在农村，主要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关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又组织农民建立互助组，实行互助生产。在城镇，根据中共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

的方针，投资兴办全民所有制工商业，并积极帮助和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开展了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工人、农民及其他各业劳动者

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圆满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1952年，共完成国内

生产总值2．52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76亿元，工业总产值3125万元，全部财政收入

3789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900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62．4％、84．1％、368．2％、

54％和64．8％。主要农产品，粮食总产79．7万吨、棉花2．5万吨、油料2万吨、水产品1．9

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50％、50％、一20％和142％。全年发电量95万千瓦时，比1949

年增长近2倍；火柴29．7万件，比1949年增长89．2％。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自1953年，在广大农村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引导农民走由初级到高级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到1957年，全区共建立高级农业合作

社4378个，入社户数79．1万户，占总户数的98．2％。在沿海兴办了国营中捷和南大港农

场，农业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城乡组织引导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商贩走合作化道路，并

依据中共中央对私营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派驻公方代表、清产核资、定

股定息，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进行改造，建立公私合营企业。逐步把原

来的小工厂、小店铺、小作坊全部改造为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企业，对手工业和个体私营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新厂。

“一五”时期，是沧州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1957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37

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96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1．08亿元，全部财政收入5515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6亿元。分别比1952年增长18．7％、7．8％、290．7％、45．6％和

97．8％，年均递增3．4％、1．5％、31．3％、7．8％和14．6％。主要农产品，粮食总产91万吨、

蔬菜3．5万吨、水产品2．6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14．3％、140％和36．8％。主要工业

品，棉布140万米，比1952年增长2．5倍；火柴39．2万件，增长32％；发电量236万千瓦时，

增长148％。

三、“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年春，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中共河北省

委“苦干三年，基本改变河北面貌”的号召下，沧州全区农村出现了以水利和农田建设为中心

的“大跃进”运动，深翻耕地，开挖沟渠。从1957年底到1958年4月，仅半年时间，全区就动

用劳动力近100万人，完成各种水利工程土方2016万立方米，建闸涵桥梁3766座。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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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颁布1个月，全区即建立人民公社

95个，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由于强调“一大二

公”，生产上强迫命令，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加之三年自

然灾害，60年代初，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出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年，沧州各地掀起了大炼钢铁、

大办地方工业的热潮。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部队等都参加“大炼钢铁”。二些集体企

业、手工业社相继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新建了沧州市通用机械厂、沧州市利民机械厂、青县

矿山机械厂等一批新厂，全民所有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这一年，沧州全区工业企业上升为

483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79家，较上年增加192家。与此同时，一些县办集体企业纷

纷上马，到1960年，全区共有集体企业357个，占全区企业总数的62．7％，集体企业产值

5000万元，但净产值率比较低，有较大的浪费。

自1961年起，依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

整。在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每个生产队规模一般控制在20到30

户左右，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大多固定在生产队使用。社员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农业生产

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6．8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5亿公斤，棉花总

产531．5万公斤，增加161万公斤。工业方面对盲目上马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原来

转为国营的集体企业和手工业社又转了回去，过热的工业开始降温。到1962年，全区工业

企业总数为439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36个，比1958年减少了143个。到1965年，全

民所有制企业102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46个，比1960年减少211个。同时，对猛增的非农

业人口和城镇职工人数进行压缩和精减，社会经济趋于稳定。

1965年，全市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63亿元，农业总产值2．7亿元，工业总产值1．47

亿元，全部财政收入4086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亿元，分别比1962年增长

49．2％、66．6％、43．7％、一4．5％和17．6 96，比1957年增长一8．1％、一9．1％、9．4％、

一25．9％和17．6％。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79．5万吨、棉花1．2万吨、油料0．7万吨水产

品2．5万吨，分别比1962年增长32．7％、161．4％、94．5％和88．1％，比1957年减少

12．7％、46．8％、54．9％和2．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盐4315吨，棉布16万米、火柴54

万件，分别比1963年增长140％、一91．4％、一23．1％，比1958年增长一82％、一55．6％和

28．3％；发电量1996万千瓦时，比1963年增长39．7％，比1957年增长746％。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农村大搞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再次取消了自

留地，砍掉了正当的家庭副业，限制集市贸易，生产上不讲求经济效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管理。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基本正常进行，先后扩大治

理了南排河、清凉江、老盐河、江江河、港河西支、沧浪渠、任文干渠等，开挖了子牙新河、滏阳

新河、滏东排河、北排河，加固了滹沱河、滏阳河大堤。1966年一年新打机井1660眼。1970

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14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每年秋后至来年春耕，农村大部分劳动力

投入平整土地、修渠、打井。与此同时，优良品种、科学施肥、改革耕作制度、病虫害监测与防

治等科学技术在农、林、牧、渔业中广泛应用和推广。

“文化大革命”初期，城市工业停产闹革命，沧州工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伴随着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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