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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国3 6年后的今天，百业俱

兴，国泰民安，逢此盛世，党和国家对修志尤为珍重。称“盛世修

志，势在必行”。为将朝阳市对外贸易载入地方史册，给外贸事业

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使之“前有所稽”、 “后有所

鉴”。我们本着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宗旨和对历史负责、对后人

负责的精神，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努力，通过口碑征询，社会调查

和查阅档案、文献、报刊等资料，经缜密筛选，多方考证，屡易其

稿，终于编写出这部《朝阳外贸志》。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

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突出本行业

特点，有详有略，力求达到全志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本志断限：上限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下限止于1985

年，个别内容有上溯，以探本溯源。

本志篇目设计：依据专业志特点，采用章、节结构，横排纵

写、纵横结合，重点笔墨为外贸业务部分，全书穿插图表说明。

《朝阳外贸志》虽已成书，但由于朝阳建制变动频繁，外贸体

制几经建撤分合，有关资料分散失传，加之我们知识浅陋，思想政

策水平不高，志书体例，内容难免有失误或遗漏，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凡

一、本志{已。述朝阳对外贸易历史与现状的一个资料参考书和工

具书。

二、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时间上限为1 902年，下限止1 985

年。其中1 955年以前朝阳虽无外贸建制，但据有关资料记载朝阳物

产即有出口，故载入本志，个别内容尚有追溯。同时本着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了1 955一l 985年朝阳外贸的发展变

化情况。

三、本志采取章节结构，共分九章二十五节，约15万字。

四、本志体例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形式，以志为主

体，图表分附各章节之中。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裁，力求文风严谨，翔实，

简明通俗。

六、本志资料主要源于朝阳市档案馆、本局文书档案、各科、

室收存及有关单位和专业技术资料。为节省篇幅，志书中没注明出

处。另有资料卡片存档备查。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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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朝阳的对外贸易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文化、科

学技术的进步，工农业的发展，逐步兴旺发达起来。

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出口商品就以当地盛产的

皮毛为首宗，在朝阳、凌源等县城已有私人开设的商号经营山、绵

羊皮、生熟狗皮、元皮、羔皮、猾子皮及各种毛类的出口生意。他

们除在当地收买外，还经常派店员到赤峰、绥东(奈曼旗八仙筒)、

阜新等产地购买，经加工泡制后，一小部分内销，大部分由各商铺

雇人驱赶驴、骡、马驮邦或骆驼队送天津洋行转手出口。据史料订

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 902)凌源县城商家栉比，就已经是较大的

物资集散地，商业昌盛。出口羊绒5，000多公斤，羊毛4万公厅，猪

鬃1500公斤，猪毛l万公斤，绵羊皮l万张，午皮二、三千张。
1 91 7午，朝阳县出口的皮类12万张，毛类2 6．5万公斤．

1 930---'1 936年，伴随朝阳民族主两业的兴起，奉山铁路北票支

线的开通和公路的兴修以及内外商人的自由霓争，朝阳出口贸易，

出口商品经营形式大体有两种．1 93 1年前，各商号自行收购后，诵

过锦州，发天津、营口、沈阳或青岛，1 93 2年以后，驻天津洋行的

外国商人对朝阳的土畜产品产生兴趣，直接派人到产地组织购运．

如美国商人美最时，德国商人禅臣、俄国商人瓦立经常往来天津与

朝阳，并委托朝阳县城的“公益成”、 “春盛和”、 “德盛昌’’

等商号代珲收买各类百产品和杏仁，成批运往天津。



牛皮(张)

狗皮(张)

杂皮(张)

羊毛(公斤)

羊绒(公斤)

猪鬃(公斤)

猪毛(公斤)

杏仁(公斤)

豆粕(吨)

‘—硒r丽弱丽丽砸纛蕊面磊黍蠢瓤而而丽斋醉哥霸褫
所，

1
933年为6万吨，1934-4F．27．7万吨，t935年：30。5万吨1936年29，3万吨。

1934年还由朝阳运往日本鹿儿岛兽骨342，050公斤，
1
937年以后，日本商人排挤他国外商开始实行经济垄断，先在

朝阳县城开设安藤洋行，受满州羊毛同业公会委托，大肆进行掠夺性

抢购，成为最大的垄断商，当地兴农合作社和个人两贩收买的土畜

产品都需卖给安藤岸行统一外运，皮张、杏仁、中药材等发天津出

口，羊毛直发沈阳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兽骨运回日本鹿儿岛。
1 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统治区实行经济控制和贸易封

锁，朝阳的出口贸易一度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目的建立，开始了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新纪元。

从此，朝阳外贸才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

1 954年前，仅出口少量的畜产品，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个体商户

经营。据《热河省分地区年统计资料汇编》记载，1 950"--'1 954年，
9



热东地区的朝阳、建乎、北票、凌源、喀左、建昌六县国营商业和

个体商户收购的出口畜产品主要有：猪鬃、猪肠衣、牛皮、山(绵)

羊皮、山(绵)羊毛、羊绒、狗皮、元皮、杂皮，还有土产品的杏

仁。

1 955年5月1日朝阳设热河省畜产品公司朝阳支公司，按省指

定的业务区域组织收购平泉、青龙、朝阳、北票、建平、凌源、建

昌、喀左县和敖汉旗的内外销畜产品。当年经营的有猪鬃、马尾、

猪肠衣、绵羊肠衣、山羊肠衣、绵羊毛、羊绒、山羊毛、杂毛、牛

皮、绵羊皮、山羊皮、猾子皮、羔皮、元皮、家兔皮、猪皮、獾子

皮、猫皮、狗皮、骡马皮和其它杂皮，出口收购总值达343．2 8万

元。

1 956年1月1日，热河省建制撤销，热东六县划归辽宁。此期间，

随着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农牧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外贸事业相应扩大。1 960年由畜产

支公司改建朝阳市外贸公司，到1 965年经营的出口商品已由专营畜

产品发展到畜产、土产、粮油食品、工艺、五矿、纺织六大类，54

个品种，1 965年出口收购总值达5 1 7万元，比1 955年增--长500／0。有些

品种已形成一定生产能力和出口优势。如苦杏仁年出口量达1，550

吨，占全省出口量的900／o以上，1961年被列为全国出口杏仁四大产

区之一。家兔生产通过引进良种，繁殖改良，为后来列入全国出口

冻兔肉基地创造了条件。
1966年～1 976年，在这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前5年，因外

贸机构几经分合，人员大部调出，致使朝阳外贸的发展受到一定影

响，到1 97 1年出口商品年收购总值下降到25 9万元，比1 955年收购总

值343．28万元减少84．28万元。1972#-恢复朝阳地区外贸公司，并组
3



建外贸局，实行政企合一建制，1 976年各县先后设外贸局，除凌源

县外均与县供销社合署办公。随着机构的健全，人员的增加，外贸
事业又开始复苏，到1

976年末出口商品达9大类(即．粮油食品

誊、土严类、畜产类、轻工类、工艺类、纺织类、五矿类、化工
类、机械类)，1 25个品种，年收购总值由1 971年的25 9万元发展到
1．489力21：1。

誓自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朝阳外贸呈持续发展的局面。到
1

985午末全市出口商品已发展到畜产、土产、粮油食品、纺织、轻

上、工-乙44-、化工、五矿、视械、设备、医药保健等1l大类，1 03个品

种，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收购总值达8，64 o万元。(洋见附
表一)比1 9 776年的1，4 89万元增长4．8倍。1 976d手---．-．-,1 985年，每年平
均递增幅度为21．6％，1 979"--'1 985年七年为国家创外汇I o，4 1 8．02

力美兀(详见附表二)。近十车累计上缴国家利润5 97，1 6万元。全

市外贸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591．22万元。业已成为朝阳市国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自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扶1 979年到1 985年末共
有3

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或贸易代表团80人次，到朝阳市3 6家出口

两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洽谈定货和参观考察，为发展朝阳外

贸开辟了广阔前景。

朝阳外贸正在改革、开放、搞活中前进，，无疑会为振兴朝阳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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