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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湘乡外贸志》序

湘乡地处湘中，系丘陵地带，常年雨量充沛，气

温适宜，给农作物的生长和畜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为农副产品出口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

湘乡交通发达，各种物资由铁路、公路、水路装

运可达全国各地，出口商品可直抵口岸。

据史料记载，清网治年间，红茶业已进入国际市

．|场。以后，相继有肠衣，猪鬃等产品销往国外，但为

，厶数不多，直至民国期间的80余年内，湘乡的经济仍处

’于落后状态，出iZl贸易并无大的进展。白海禁开放以

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大量“洋货"输入，严重冲击湘

乡市场，阻碍地方工业发展，使地方工业长期落后，对

外贸易畸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50年代仅有少量的土

畜产品出口，60年代发展为以活猪、茶叶为主宗的出

口贸易，而工业产品出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

发展起来的o ，

外贸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探索前进的过程。70

年代中期起，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陆续建立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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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厂专车间，为湘乡的出口提供了较为稳定的

优质货源。总之，30余年来有经验亦有教训。认真总

结经验教训，充分运用湘乡地理环境，保持农副产品

优势，继续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化工工业)提高产品

质量，对外贸易将会有更大的突破，前景是美好的。为

此，我们才下决心不惜花费人力和财力编写这部外贸

志，为子孙后代做一件有益的事。

， 纂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外贸

志主编方正元同志以近二年时间的辛勤笔耕，查阅档

案，走访有关单位和知情人士，广征博采，收集历史

资料近百万字，经反复查对考核，编写成志。《湘乡外

贸志》真实地、系统地记载了湘乡外贸发展史实，特别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贸事业的兴衰起伏，作

了比较详尽的记叙，图文并茂，数据齐全，达到了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是关于湘乡外贸事业

的一部朴实，严谨的科学文献。

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单位和外贸界耆老，给本

书编纂工作以多方指导、帮助，籍以表示感谢。

朱晓书

1989年4月

-_j_∥



例

一、本志书记述断限，上起清代，下至1986年。部

分章节为保持其完整性而适当延长。

二，本志书中对“民国"以前的朝代沿用IEt称。清

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中

华人民共和国则用公历纪年使用阿拉伯字。

三、本志书注释一律采用页末注。

四、民国以前的进口贸易因资料收集不多，故只

在概述中简述，不另设章、节。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对外贸易由国家

统制，地、县级外贸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组

织货源”，故进口方面未予记述。 。．

六、对在章、节中无法安排的独立事件放在大事

记里记述。 。

七、由于湘乡外贸机构成立的时间不长，故本志

书从1971年起才有较详细的记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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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湘乡建县虽始自东汉，迄今已近两千年，然而对

外贸易的发展，却只不过近百年的历史。1840年前，县

内生产以稻谷杂粮为主，仅供自给。鸦片战争以后，外

国商人陆续深入中国内地，廉价收购农副土特产及工

业原料转输国外。清咸丰末年，红茶制作法传入湖南，

1867年，湘乡红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以后，相继有

少量肠衣、猪鬃等畜产品，经洋行收购加工后销往

国外。1899年，岳州(今岳阳)辟为商埠，1900年外轮

直驶湘潭，外国商品随之由湘潭转输湘乡。据湘乡厘

金征收局民国6年9月统计，当时湘乡入口的货物有

兰洋布，白洋布、洋纱，洋火(即火柴)、洋灰丐，洋

钉、洋锅，洋烛、洋皂、洋锁．洋油(即煤油)等种。1925

年，县城北正街许和泰油盐号设立美商德士古煤油股

分有限公司长沙支公司煤油经销处，专销“银箱"，“幸‘

福"牌煤油。以后，相继有“天元斋"，“中兴和"，“大

同丰"等商店设立外国货的经销处或代理处。洋货的大

量输入；严重冲击湘乡市场，使湘乡地方工业长期处

于落后状态，对外贸易形成进口大大超过出口的畸形



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制对外贸易。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出口基地，出口专厂，专车间的建

立，以及国家对基地的大量扶持，促进了出口产品的

生产，湘乡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出口收购额由1959

年的36万元增加到1986年的1068万元(计划价旺J．

不包括中央及省属厂矿的产品)，28年内共出口1．28亿

元，增长近30倍，品种达90余种。1982年起，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三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

冶建一公司)及湘乡水泥厂开始劳务出口，开辟了湘乡

出口的新项目。
。

’’

28年来出口贸易的发展监非一帆风顺，1959～19

62年，由于“左”的错误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每年

出口仅在二、三十万元之间。1964年以后，生产得到

恢复，出口贸易随之发展，出口品种不断增多，至1979

年的16年内，出口收购金额(除1965-年-、1968年、1975

年、19 76年外)每年递增10％到30％。1980年首次突破

千万元，比上年递增33．1％o 1981年至1985年，徘徊

刊＼九百万元之间。1981～1986年的六年内，递增仅

2

注：计划价是外贸内部制定和检查收购计划时使用的统一价格，

低于实际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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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湘乡的出口贸易，仍以农副产品为主。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缓慢，直至1966年，

地方工业总产值才逐步上升到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

(1957年前的八年均在lO％以内)。’1971年以前尚无

工矿产品出口。．1972年开始出口铸铁管，1979年开始

出口厂丝。以后，虽陆续发展了十多个产品，但都不

稳定，实际常年出口的仅铸铁管(包括配件)、厂丝(包

括丝绵)两个产品，且收购金额占总收购额的比重极

小。从19 72年首次出口工矿产品起至1986年的15年内，

全县收购总金额为1．135亿元，其中地方工矿产品877．1

万元，仅占7．70／o。1980年和1986年两年由于工矿产品

的收购金额较大，收购总额均突破千万，但其中工矿

产品所占比例仍然很小，1980年为164万元，占15．80／o，

1986年为213万元占19．1％。出口的农副产品中，以猪。

茶为大宗，两项每年约占出口总金额的60％以上，最

多的1971年达92％。湘乡活猪全部出口香港，年销售

量增长不大。茶叶虽多，一但品质欠佳，售价不高，亦

无发展前途。因此，r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地方工

矿产品特别是化工产品的出口和积极开展“三来—补”

Lz地务，将是发展湘乡对外贸易的唯一途径。
注：“三来一补’’即由外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即

。交易买方不以现汇支付，而以商品进行全部或部份偿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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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E[E)

朱紫桂(今双峰县人)经营红茶，湘乡茶叶开始销
往国外。

’

·+

民国I 7年(I 928)
。

县城壕塘口湘汉肠衣厂首家加工猪小肠半成品运

销长沙加工出1111。 ．

， ’民国30年(I 941)

日本侵略军深入内地，交通阻塞，芬水堋“怀仁堂"

因红茶无法运出而改业。至此，湘乡红茶制作和出IEI

亦停，茶叶生产日渐衰落。
t，

一
-

，

、

、

1 958年
。’

根据出口需要，部分绿茶改制红(毛)茶，湘乡茶

叶重新进入国际市场。 7．

‘

1

4

1963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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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铝厂所产冰晶粉首次打入国际市场，当年出

口200吨，收汇9．64万美元．为该厂扩大出口奠定了基

础。

I 971年

湘乡被评为全国外贸工作先进县。8月，由县人

民购销服务站李江城代表出席全国外贸工作会，并在

会上作典型发言。

9月，经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生

产指挥组批准，征用城关镇联盟村土地15．9亩，新建

三层办公楼一栋，1089平方米，1972年投入使用。

‘12月，经县革委会批准，成立“湘乡县外贸公司’’，

隶属县人民购销服务站(1972年6月恢复为商业局)领

导，独立开展业务。1972年4月正式办公，配备干部，

职工20名，，周少成为第一任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缺)。

．I 972年

．6月，．湘乡第一个工矿产品出I=I专厂一一东郊铸

造厂正式投产，当年出口4形×6，畦]“钻石牌，，污水管

4958根。湘乡地方工矿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注：∥代表英寸口径，7代表英尺长度。1英尺=0．305公尺o

5



10月，以黄友桂为代表第二次出席全国外贸工作
7

会，并作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实现对外贸

易的较大发展"的书面发言。
+

11月，湖南省进出口公司张诚朴主任来湘乡考察，

探究建立出口基地、扩大出口货源等问题。

本年是县内历史上活大猪、家禽出口最多的一年。

全年出口活猪41 127头，占全县收购23．35万头的17．6

％o占全年出口收购总金额(计划价)的64％。出口家

禽100966只，其中良种鸡43372只o
_

，

1973年 j、j ◆
I■

1月，经县革委会批准筹办“湘乡县发展对外贸易

图片展览"，4月14日展出5月30日结束，展出各种图

片30块(包括图表5张，典型材料154-)及照片50张。共

组织观众77 92人次。后部分图片资料调省展览馆展出o

I97律
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以下简称

外贸部)确定湘乡县为活大猪出口基地县，外贸公司吴

孝元、肉食水产公司邓泽勋参加在河南省许昌召开的

全国活大猪出口基地会议。会后，除陆续引进良种种

猪外，从1975年起，对基地淡季(指二，三、七、八月)



寄养的出I：1猪，按实际出口数每头补助稻谷指标35公

斤，另接全年实际出口数每头补助标准化肥指标3凇
斤，调动了单位和个人饲养出i=I猪的积极性。

一、

：。⋯ 。，一j l一_。 ，々，-，‘ ’：·～一 ’、 j-。

_’。、’；1．。1。一■1 975年．．『 o，．．。．√’

县茶场建红碎茶)Jn-r．车间，次年扩建，为外贸第

一个红碎茶出口专厂，湘乡茶叶由制红毛茶改为制红

碎茶直接出口。、 ，j ，
：‘。 ， 。’

：本年为县内历史上鲜蛋出I=I最多的一年，共出口

407吨，收购金额73．3万元(计划价)，占全年农副土特

产品收购总金额的13％o㈡¨ j一’；一，j’_； --

、

一 j：“‘? 、-‘ _。、。■：}

1979年

9月，经中共湘潭地委编制委员会批准，湘乡县

外贸公司升为外贸局，次年7月9日召开成立大会，下

设粮油食品，。。工矿土畜产品两个出I：1公司及业务，．生

产培植，：财计，人秘四个股，’配备干部职工49人、集

体及合同工9人口：．o：。7|．：1|，o：{_；一：+ -：；

，，≯：j．j’v 1|，，j，：{‘． ．’_．J．“、∥-i，1

1 980年 ：．．‘，

lo月，根据国务院关于从1979年1月l Et起，实

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的规定，湘乡首次分得1979



年度地方留成外汇额度(即外汇指标)17．99万美元。后

于1981年利用这批外汇委托中国机械、丝绸进出口总

公司从日本进El汽车另配件两批，货款11675美元，锦

纶弹力丝9吨，44100美元。1980～1984年，由湘潭专

署将地方留成外汇统一进口尿素等物资分配到基地。

以后，则将留成外汇额度直接分配到创汇企业。

11月，经湘潭地区外贸局批准，新建职工宿舍一

栋(1982年7月建成)，计4层24套，1287平方米。

是年，出口产品收购总金额(计划价。中央及省属

驻县厂矿出口产品除外)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38

万元。出口品种45种，其中工矿产品5种，收购金额

164)5元，占出口收购总金额的15．8％o

l 981年 ，

5月，县政府财贸办，农村办联合下文，确定县

园艺场、农科所、畜禽良种场(即畜牧场)、溪口渔场

为外贸出口基地(后增加城关镇猪场)。并规定上述场

(所)根据出口需要所生产的产品，由外贸直接收购，享

受外贸价格和奖售物资，调动了场(所)生产出口产品

的积极性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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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 2月，廖六如副县长召集财办、商业局、畜牧局、

外贸局、肉食水产公司、粮油食品出口公司等单位负

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办好牲猪出口基地、加速基地品

种改良、发展瘦肉型良种猪呱。的问题，监制定相应

措施。会议成为湘乡良种猪大发展的重要起点。

9月，经湘潭地区外贸局批准，由中国粮油食品

进出日总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分公司)投资26．8万元，在城关镇金塘村征购山地

+40．7亩，兴建湘乡外贸畜禽良种繁殖场，建筑面积2487

· 平方米o(1984年6月投产)

I 983年 一

2月，牲猪“五号病"[注]在湘乡部分地区再次流

行。春节前，肉食部门为保证节日鲜肉供应，存猪过

多，致使疫病扩散。据县畜牧局初步调查统计，全县

发现疫点20处，病猪1748头，1较严重的有县肉食公司

、仓库(栏存猪2200余头，发病1 100头)、城关镇猪场(栏

注：良种猪是由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包括纯长白猪(Landrace

原产丹麦)，纯大约克夏猪(Yorkshire原产英国)、杜洛克猪

(Duroc原产美国)，汉普夏猪(Hammhire原产美国)以及上

述品种互为公母猪的杂交后代，瘦肉率均在60qo以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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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352头，发病287头，其中母猪42头，公猪2头)、溪

口渔场三分场(栏存283头，发病21 1头)、大米厂(栏存

62头，发病17头)等单位，其次为白田、龙潭、金石、泉

圹、东山及城关等区镇。经县政府两次召开紧急会议，

采取封锁疫区、无害处理病猪、彻底消毒等措施，制

止了疫病的进一步扩散。这次疫病造成外贸严重经济

损失，2至4月向深圳发猪6159头中，病、死猪1091

头，其中“五号病”占1069头，合格率仅82．3％，亏损

达10万余元县外贸良种猪出口专场一一城关猪场42
头良种母猪，2头公猪全部作了宰杀处理，出口良种

猪由1982年的602头下降到146头o

’

1984年

3月，根据经贸部规定，经湘乡县人民政府批准，

外贸局改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局级)，为县—级独立

企业，不再挂行政牌子。

12月，外贸公司开始进行企业整顿，次年6月8

日经湘潭地区外贸局验收合格，发给外贸部制发的企

业整顿合格证书。

注：‘‘五号病’’，即口蹄疫病，是国际上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传

染病，是国际国内检疫的重大疫病，1979年3月传入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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