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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翥。，这是二二对繁华古扬州的赞誉和向

扬州，更有一个繁荣昌盛的今天。新中国成立后，扬州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断开拓进取，经过

40多年的不懈努力，工业经济、交通邮电事业、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建设

等等，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扬州规

模经济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世人所瞩目o 1985年，扬州跨入全国17

个工业产值超百亿元城市的行列o 1992年，扬州被列为全国综合实力

50强城市之列，居第三十四位o 1992年以来，工业产值居全省第三位

(列苏州、无锡之后)o扬州已建设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门类比较

齐全，产品具有一定特色，形成了以规模经济为龙头，以科技和外向型

经济为先导，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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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工业交通志》作为扬州历史上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反映扬州

工业交通历史和现状的专志，她的问世，具有重要意义。她是我市经济

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又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她是市

经委高度重视，许多熟悉工业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众多专家

学者的热情指导，各工业局和各县(市)区经委的大力支持和诸多修志

同志的辛勤耕耘的结果。值此《扬州工业交通志》出版面世之际，谨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当前改革开放正在深入，我市的工业经济，特别是在向高科技、规

模化、外向型方面发展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正组织新的跨越。这部

志书的出版对我们工业经济的发展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推动。我们

不仅要编纂好《扬州工业交通志》这本专志，还要宣传发行好这本专志，

组织读志用志，充分发挥志书借鉴历史、服务现实的功能作用。

扬州是江泽民总书记的故乡，扬州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把她建设得

更加美好。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奋发努力，在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努力把扬州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扬州市市长

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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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明月莺花翡翠楼，繁华古今说扬州。

历史上扬州以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国际著名商埠著称于世。其实，

扬州工业经济也毫不逊色，她的兴旺发达是人们所熟知的。早在秦汉

时期，扬州的冶炼、制盐、造船、纺织、漆器等就已兴起，并初具规模。隋

代，运河开通，南北交流扩大。至中唐时期，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

中心和外贸交往极盛的城市。在国内，扬州成为粮、盐、铁、药材、手工

业品等南北货物的最大集散地；在国际上，扬州港东通日本，西至西亚，

南达南洋，成为海上的丝绸之路，和广州、泉州、交州并称我国四大国际

贸易港1：7 o技术精湛的扬州手工艺品更是饮誉中外，青铜器、玉器、漆

器、金银器、丝织品等成为皇家贡品，世人竞相购置。“十里长街市井

连”、“夜市千灯照碧云’’的胜境就是对繁华扬州的真实写照。南宋时

期，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流入江南，促进了

扬州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扬州复又成为南北漕

运与盐运的咽喉，出现了经济文化上的再度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扬州工业交

通事业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规模从小到大，企业从少到多，实力从

弱到强，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彻底改变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城

市经济以消费型为主，生产方式以小工场小作坊为主的落后状况，初步

形成了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工业格局o 1993年，

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726亿元，是1949年的570倍，工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2．4％上升为86．5％；全国归口统计的40个

行业，扬州有34个，其中，机械工业和轻工业的加工能力双双跃入全省

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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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大中型企业从1980年的7家发展到1993年的261家，其中，

春兰制冷设备集团公司和仪征汽车厂成为全省地方工业的第一、二名；

“车、船、机、箱、器、化、特”7个方面的产品成为扬州的形象产品和拳头

产品，其中有60多个产品成为全国的“单打冠军”，在国内外市场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和覆盖率；经过连续多年的技术改造，全市技术装备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10％，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的约占30％o扬州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0强之列，经济总量在全省

列苏州、无锡之后居第三位。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全面系统地反映扬州工业交通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深刻地揭示扬州工业交通事业兴衰起伏的发展规律，如实

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工业交通战线上一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

作。这项系统工程，由于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省、市志办专家

学者的悉心指导，扬州工业界老前辈的热情关心，各工业局、各县(市)

区经委、市统计局、市档案局、《扬州年鉴》编辑部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和

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这部约150万字的志书，历时五载，五易其稿，现

在终于面世了!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帮助这部志书的部门和单位、领

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这部志书，编纂人员尽管作了很大努力，力求将其编纂好，但由于

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资料搜集困难，疏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

有关领导、专家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扬州市经济委员会主任

多2矿7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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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载扬州工业交通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扬州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

史实，力求贯通古今。上限据实溯源，下限除总述、综述、企业选介、光

荣谱、大事记等至1993年外，其余至1987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扬州市现行行政区域。1983年3月1日实行

市管县体制前，称“扬州地区”或“全区”；体改后，称“扬州市”或“全市”；

体改前的扬州市仍用原称，体改后称“扬州市区”o按“概述全市、突出

市区”的要求，宏观地记述全市工业交通的总貌，详细地记述市区工业

交通的历史和现状，有选择地介绍县(市)区工业交通的典型。

四、本志采用述、记、图、表、录等形式，志为主体。总述冠于志首，

纵陈总貌。综述为17篇之始，综合反映扬州工业的工业结构、技术改

造、工业管理和企业改革的主要情况。其余16篇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

工为依据设置，每篇之首设有概述，宏观论述各专业的发展梗概。选介

企业以企业规模、产品特色、在行业和地域中的位置等因素选用；光荣

谱收录市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代表人物；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

本末体，记载工业交通方面的重大事项o ．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各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采用民国纪年，不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月25日扬州城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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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元纪年。以汉字书写的月份、日期为农历。扬州城解放前后简

称“解放前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

国成立前后”。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对专用名词、特定用语、简称，首次使用

时予以括注。

七、本志计量单位和数字按国务院统一规定使用。数据来源以扬

州地区(市)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需进行比较的，

按1980年、1990年不变价换算。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扬州市统计

局、《扬州年鉴》、扬州市工交各系统、各县市区经委和江苏石油勘探局

等部门和单位，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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