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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陈晖
志，是我国独创的史学形式。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绵延

二千余年的优良传统。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志活动在神州大地兴起。修

志是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经过近10年全市广大编志人员的

艰辛耕耘，《苏州市志》即将步入总纂阶段，《苏州对外经

济志》作为—本专业志书，先行付梓问世，令人欣慰l
、

．苏州，自吴王阖间建立都城以来，在长达二千五百余年

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江南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对外经

济与文化联系，屡屡见诸史册。可惜，由予时代的局限，历

来的旧志很少有对经济方面的详尽记述，即使是解放前的经

济史料，又大都散佚。苏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编志人

员，以对历史负责态度，奔波往返于京，沪，宁等地的社会

科学研究单位和国家档案部门，觅得自《马关条约》增辟苏

州为对外通岸口岸后的大量史料}又通过查阅本地本部门档

案，获得解放后1952年至1990年的众多资料，从缗多乱缠的

史料中，整理与编撰出现在正式刊印的《苏州对外经济志》，

为苏州保存了一份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

口温故而知新”，愿我们从近百年苏州对外经济兴衰起

伏，发展变化的史实中取得鉴戒，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

促进苏州经济的腾飞!



序

。——苏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金桂定

遵照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和要求，经我委

陆允昌同志历时两年的辛勤努力，《苏州对外经济志》终于

在九十年代第一春出版问世，这无疑是我市对外经贸系统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l c． ；

， 志书，历来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异，续史

之无"一说。它以追溯历史的因循变化，记述事物的兴衰起

伏，而受到世人重视，故具有“资治’’、“存史一、“教化，，

的重大作用。现在问世的《苏州对外经济志》，尽管还称不

上尽善尽美，但它毕竟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近百年来

苏州对外经济由盛转衰、由衰转盛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对外

经济在各个不同时期沉沦与发展的客观规律．

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苏州经济

的腾飞，有赖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外向开拓，大力发展外向

型经济。愿我市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广大同仁，借鉴历史经

验，沿着前人足迹，扬我所长，避我所短，不断探索，积极

进取，以实现党和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共同

为苏州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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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

实事求是原则，记述苏州对外经济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上限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下限止于

1985年，向前追溯历史，则因事而异。为了充分反映现状，

大事记和对外经济贸易延伸至1990年。

三，本志除列凡饲，概述，大事记外，谩海关，出口、

进口，外资，外经，储运，商检、机构共8章，25节。u1986

年至1990年苏州对外经济贸易”及“苏州乡镇外向型经济节．

为独立部分，以附录形式列后。

四、零志记述地域范围，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管辖区域面

定。大致为I 1896年至1949年，按苏州关和伪苏州关转口税

局辖区记述，1950年至1982年，按苏．IIl市和苏州专区所辖各

县范围记述，1983年市管县后，则按现行苏，l{市辖区范围记

述。对各个时期苏州对外经济活动的记述，均以苏州市(市

区)为重点。

五、本志年代称谓。为符合史实．沿用通称，如“清光绪，，、

“中华民国"，在括弧内加注公元。清代的月，日．用阴历，

注汉字，辛亥革命后的月，日，用阳历，注阿拉伯数字。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对某一事物

始末联系性强的，采取连贯记述．力求将金貌一次写清。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档案，旧志，古藉、报

刊、杂志、文件。为便于阅者了解当时史实，对某些引文、辅

文，专用名词和特定事物，作页末注释。各项统计数字。1949

年前，以“中国海关册黟为准，1949年后，以苏州市对外经济

贸易委员会，苏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州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提供的数字为准。旧海关统计数，采用国际

上通用的三分节，1952年至1990年的各项统计数沿用此例，

以求一致。 ．



上图：黄捆浦为唐时吴

地人海通道之一．公元753

年(唐天宝十二年)．高憎鉴

真由此启航人海．东渡日本．

图为1963年鉴真逝世一千

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所立之

石经幢．上刻。古黄泗浦”四

字．遗址在沙洲县(今张家港

市J鹿苑镇酉三百公尺处。

左豳：宋代．平扛府(苏

州)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

加深．与高丽(今朝鲜J过从

甚密．闻门外、盘门外，各建

。高丽亭”．图为公元1229年

(甫宋绍定二年J刻静j的显示

府城地理的‘平江圈碑)．碑

上两处。高丽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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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冒为公元1 342年(元

至正二年J移建之测河天妃

宫．遗址在今太仓县浏河镇

旧北漕糟口．下图为天妃塑

象．古时i骨海一带，奉天妃为

海神．虔诚祭祀．以祈求海上

航行平安．明初，郑和下西洋

船队曾多次在太台浏家港造

船聚舶．出洋前和返回后，郑

和均亲率将士前往天妃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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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京杭大运河浒墅

美段河景．浒墅关为旺南地

区七大钞关中最重要之处．

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

年)．清廷宣布开禁通_I母后．

下圈：前清年

闻．苏州商业更形

发达，市面极其繁

荣．图为公元J 759

年(清乾隆二十四

年)清廷西师棣扬

绘制的‘盛世滋生

图》(又名‘姑苏繁

华圈》)中的一段，

描绘管门外万年析

河段经济繁华的状

况．

沿海地区商贸为于活跃t浒

墅关成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

所．商船往来．目以千计。年

征税额不下百万余两．



下圈为苏州关税务司署(俗称

。洋美”)旧址，位于葑门外觅渡桥西堍



址，位于遭前萄



下圈为苏州海关大

楼奠基开工典礼照，

1989年9月，国务院批

准设立苏州海关．

上图为1985年建成的

外经贸办公大楼，位于人民

路．大楼由主楼七层(古地下

人防)和副接五层组合而成．

建筑总面积564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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