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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力争全面

地记述了全区1900年二1985年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本志共有6章、

22节、表90份、照片14帧．．约23万字。
’

^二

本志资料的收集工作于1982年年底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

修志人员多次更换，修志工作几经中断。1986年8月27日，经地区经

贸委党组研究决定：加强修志工作领导，调整编志室人员，要求尽快

拿出成果。在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修志人员广泛搜集资料，大胆

撰写初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1986年12月5日写出约30万字的

初稿。

初稿完成后，我们曾将其呈送省、地上级有关部门、地直各专业

公司、厂(队)和委属各有关科室广泛地征求意见，并根据所提意

见，集体研究，确定方案；认真修改，几易其稿，终于在1987年7月

定稿成册，同年8月经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编志室审定批准，

印刷成书o

《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志》在整个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

省经奥委编志室、商丘地区地方志编志室的正确指导和各兄弟单位的

大力支持。。一些熟悉外贸工作的老同志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口碑

资料；委业务科、财务科、外经科、人事科及各专业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文字素材；各有关统计、财会人员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数据并帮助我们

再三核实校对。在此，我们敬向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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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编写人员的思想，文字水平有限，加之历史资料不全，在编写

过程中，尽管我们努力避免谬误，但还可能存在一些不妥之处。我们恳

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期更加完善，使这部志书能够对

我区经贸事业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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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经贸委编志室

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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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位于河南省东部，北与山东荷泽接壤，南与安徽阜阳

为邻，西与开封地区毗连，东与江苏徐州相望。本区地势平坦，沃野

千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热、水各种资源丰富，盛产小麦、

玉米、大豆、。棉花、芝麻、花生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牛、马、

驴、骡、猪、j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种类繁多i陇海铁路横贯全境，承

东启西，公路千线纵横交错，四通≯弋达。?这些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

条件，为商丘地区工农业生产稚对外经济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豫东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谱写了光辉的历史。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事业随着历史的发展

从无到有、逐步扩大；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由少

而多、不断增加。‘ _ ．；=_ ‘一

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初期，雎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一带就盛产

丝绸翩品，举世闻名韵“丝绸之路"．上越曾留下商丘丝绸传入西域的

足迹。1915年2月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在旧金nj举办了

规模空前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尝影‘≥河南巡抚为此征集100多种土

特产品参加了展出。是时+，．+质地优良，}织作精细的商丘万寿丝绸以其

独特的风采，赢得国外人士的赞许。，“：‘’i j’． 。，．
‘

但是‘≯在旧中国；。3尤其’是清朝末弹0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军阀

混战割据，列强相继侵嗡致使华夏国运汨衰I，对。外贸易畸形发展。商
丘地区大量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粮洫土畜产一晶；或被帝国主义武装抢掠，

或被洋行奸商廉价收购、转手倒卖。日本侵略军占领商丘詹，．他们和
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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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经济落后的弱点，在市场上大量倾销廉价日货，对商丘地区人

民进行残酷的经济盘剥。当时仅商丘县城和朱集镇就设有日、朝洋行

200余家，短短的几年之中，商丘地区被掠夺收购出口的各类物资不

计其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党和政府遵照“独

立自主、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和

友好往来。从此，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事业才真正得以发展壮大。

1950年，河南省猪鬃商店在商丘设点收购猪鬃、山羊皮、肠衣等畜产

品，1957年，商丘地区收购畜产品价值达301万元人民币。1959年，

商丘地区各县、市相继成立外贸经理部或外贸科，专门经营外贸商

品，从而结束了外贸商品由其它部门代营的历史。外贸机构的设置和业

务范围的扩大使商丘地区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随之增加，1959年商丘

地区收购增加了粮油食品、土产药材和化工等类出口商品，年收购总

额达031万元人民币。1962年，商丘地区正式建立对外贸易局，负责

当时全区15个县市和2个专业公司的外贸出口业务的组织工作。商丘

地区外贸局和各专业公司的建立，使本区出口商品的收购、加工、调运

和储存等项业务得以进一步开展，当年出口商品收购金额就达889万

多元人民币。1963年全区外贸收购金额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兼，达1Z．．6l。

万多元，创“文化大革命”前历史最高水平。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商丘地区爵口收购商品的品种和数

量虽有所增加，但是发展极为缓慢。1966年一1976年十年中，全区外，

贸出口收购金额始终徘徊在1000----2000万元左右。

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

正，迅速恢复经济建设，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得以长足的进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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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

7话经济"方针‘政策的落实，商丘地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各类出口

商品不断增加，对外经济贸易范围日益扩大。1980年全区外贸社会收

购金额5350多万元，’其中出口收购4116万元，占商丘地区工农业生

产总值的4．13％。1985年全区社会收购金额达9386多万元，其中出

口～收购7186万元，占商丘地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2％。是年社会收

购总值比1976年的2784万元增长了2．37倍，比1952年的139万多元增

长了57．52倍。 ．

在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商丘地区经贸郫门坚

持出口商品收购与发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大力扶持出口商品生产。据

不完全统计，1952年一1985年共向社会投放资金36331万多元人民币；

i963年--1985年共奖售化肥37520吨、粮食8163万市斤、布票3000多

万市尺、1980年--1985年共奖售彩电97部、自行车14300多辆、汽车26

部。1973年--1985年商丘地区经贸系统还向各有关工厂、企业发放了

大量的工业贷款和生产扶持款。这些资金贷款和各种物资的发放，有力

地促进了本区出口商品的发展。

在众多的出口商品中，商丘地区经贸系统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

当地的客观条件，逐步发展了一批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力较强的骨干

商品。如山羊板皮，皮质柔韧，厚薄均匀，纤维组织细密，为全国同

类产品中的佼佼者，1§娩年--19 85年共出1：1收购2000多万张，名列

全国之首，产品远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商丘地区所辖八县均先后被

国家批准为山羊基地县。商丘桐木， “材质松软易加工，光滑耐密有

弹性，隔湿防腐花纹美，导沓绝缘不变形"。商丘地区素以“泡桐之

乡"著称于世，为全国最大的桐木出口基地乙一。永城辣椒，在国际
．3。



市场上久负盛名r柘城大蒜；。荣获经贸部优质出口产品奖；草之柳制

品，在西欧各国享有盛誉；，虞城香菜籽l’商丘抽纱制品的出口量名列

金省前茅；出口棉花后来居上、．前途无量．¨⋯“如此产品，历厉可数。-

这些。“拳头"商品长期稳定的收购出口，为国家创取了大量的外汇。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二1985年商丘地区先后出口收购各种粮油食

品j土产药材，畜产加五j“轻工，纺织等15类共240多种商品，远销

：7p多个国家和地区Q 19’52_．1985年商丘地区仅出口收购金额累计就达

6．2亿元人民币o ．．

√．1981年，髓着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商丘地区行署

成立了对外事务暨对外经济办公室。一198．5年年底根据河南省经贸系统

的要求和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需要、行署外经办公室与地区

外贸局合为一体，，．成立了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全面负责全

区经贸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至此，‘1商丘地区经贸委已由1950年．，5人组

成的畜产品收购组发展为1。拥有Moo多人规模和各种机构基本健全的

经贸系统。．经贸委的建立，为商丘地区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开辟了

更加广阔的前景。



大 事 记

(1900年一一1985年)
．。j

19，00．年(清光绪=十六年)前后

]商丘县有丁烛华等10余家皮贩经营畜产品，所收羊皮、牛皮等货

翻用独轮车推往毫县、周口、汉口等地区出售。其中部分皮货由商人

转运出口。 ，，o 一

1 911年(清末民初)前后

雎县．“天发祥’’“德记”等商行收购牛皮。羊皮、．黄狼皮、猾皮

等畜产品运抵汉口、上海等地出口。 ． 二．

是年，商丘县年产桑蚕茧4万多市斤，生丝5000多市斤，全县有

丝织作坊10余家，所产万寿丝绸，．在当时颇有名气。

，1915年(民国四年)

tj t商丘县二所产九’种万寿丝绸：二蓝万寿绣袍料，火裹烟万寿绣袍

料，加宽炼白万寿绣袍料，虾青万寿绣袍料，月灰万寿绣袍料，蛋青

万寿绣袍料，元青万寿绣袍料，三蓝万寿绣袍料，中三彩万寿绣袍

料，永城县所产白枣干等产品，运抵美国旧金山参加万国商品赛会，

受到国外人士的好评。

是年，商丘县马××在县城中心开设“兴华织染厂"一处，所产

万寿丝绸多销往天津和汉口，其中部分转运出口。

1917年(民国六年)

5月，开封河道街“济泰银号夥派人到商丘县以组织银号为名，

·5·



暗中大肆收买铜钱，熔化出口，东运日本。

1930年(民国十九年)

永城县商人开设各种贸易货栈，收购、换购当地土特产品，运往徐

州、上海等地，经外埠商人转手出口。

1 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8月，商丘县丁福盛皮行从银行贷款大洋7500元，为上海皮货商

人收购羊皮2万多张、牛皮1000多张，价值银币1万多元，所收皮货

发运抵上海不久，被侵占上海的日军掠夺一空。事后，皮货商人丁福

盛为还贷款，变卖房产娶处，瓦房50余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商丘，他们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

年，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洪水泛滥，中原人民深受其

害，商丘地区间接的对外贸易一度中断。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朱集火车站(现商丘火车站)附近相继设立三井、三菱、大仓、

三兴、一君、日棉，江南等日本商行和公司，大肆掠夺商丘各种土畜

产品。

是年，山东人李凡顺，在商丘县城内设“顺记肠衣’’作坊，收购

加工猪肠衣销往天津、青岛，然后转运日本。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日本益光洋行通过商丘县城西关的宾泰等板行，在该县郭村、临

河店等地插庄收购桐木，年内收购桐木约1000多立方米，全部运往

日本。

是年，朱集镇(现商丘市)道南九德里一日本商人开店，雇工十

·6 o



六、七人，常年收购桐木，加工鞋底，运回日本销售。直到1945年日

本投降，年用桐木均在100立方米以上。

1941年(民国三十年)

春，日本侵略军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并使其殖民化，大力

推行所谓“强化治安"，实行所谓“物资统制"，并对在华日本商人

提出“自给主义"政策，大肆进行掠夺性收购。他们把商丘生产的粮

油、土产、畜产、金、银、铜、铁等各种物资运往天津、青岛、上海等

地，然后集中运往日本。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商人在商丘开设的各类洋

行先后停止掠夺性收购。

1 9 4 9年

6月，河南省成立猪鬃商店，地址设在郑州，负责全省的猪鬃收

购。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需部在商丘设两个畜产品收购点，

收购黄牛皮、绵羊皮等军需物资。 。

是年，商丘打皮业工会成立，工会主席郭振江，总人数为42人，

其性质为群众性劳动组织。它的成立为商丘地区畜产品公司的建立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

1 9 5 0年

10月，河南省猪鬃商店派往商丘地区一个收购组。组长：李金成，

成员：张百图、余美金。开展猪鬃、山羊皮(后增肠衣)的收购工作。

11月，河南省猪鬃商店派王庆喜，李中乾到商丘猪鬃收购组工

作。是时，人员发展到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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