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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 吉
刖 舌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我

国古已有之，然作为地方志之一的专业志、部f7志则系编志史上

一大发展。
‘

，

《郑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是本市经贸系统的部门志，上限

为1 920年前后，下限到1 983年底截止，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存史资治的原则。根据征集到的资料，着重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方面的演化，发

展和现状，是本市对外经贸系统工作，生活经历的实录。

全书以外贸、外经为两条主线，共1 2章53节，其中含概述，

机构沿革，出口业务，进口业务，外经业务，自属工厂与内销业

务，经营管理，党、团，工会组织、职工素质，福利，县区外贸

机构和大事记等内容，力求从纵横两个方面作出真实记载。

编写经贸志实属第一次，在上级和委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本

市有关工厂、企业、全系统各公司、科室的积极配合下，现已终于

完稿。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志稿中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加之机构几经变迁，资料流失甚多，志书中该反映而未

及收入的内容，实属不少。作为一块铺路石，我们仅以此献给再

次编纂志书和努力攀登“四化”高峰的同志们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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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7j■’’r· -’，■—-二-

郑州市地处中原， 交通方便， 资源丰富， 拥有对外经济贸易的基础和较大潜

力，对河南经济开发具有重要地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各个时期不同的对内，对外政

策和措施，对外经济贸易呈现出曲折发展的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 招致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使我国沦陷为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郑州也成为日，英，德，美等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1915年陇海铁路全线通车，郑州遂成为两大铁路的交叉点。。郑

州开埠’’乃在1922年3月31日，北洋军阀政权“大总统’’徐世昌正式发布了郑州开埠的命

令，其地位之重要、经济发展的远景为世人瞩目，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矽。当时’

在郑州集散的物资主要有：棉花(为大宗物资，产地为陕西，【l|西，河南西部)，牛

皮、羊皮、牛肉、牛骨、羊毛等(来自开封、归德，周家口、徐州，中牟，洛阳等地)，

桐材(来自豫西山区和归德方面)。输入品。棉布、石油、杂货，砂糖等从外国进口。

一位日本商人记载：“最初，汉口的邦商黄泰，三宜各洋行，在郑州收购棉花，牛羊

皮、杂谷等。不久，英美烟草托拉斯也打进郑州购买烟叶。之后，三井、武林，大仓、

高田，日信，铃木、安部、茂木等邦商争先恐后与有势力的中国商人挂钩，开设店铺。

当时邦商达到十二、三个，欧美商人美孚、亚细亚、英美托拉斯各洋行也进入郑州。外商

主要贩卖石油、香烟、我邦商购买集散于郑州的物资，年贸易额曾达到四百万两银以

上。矽

外国人在郑州开办及参与的企业有；法国人开设经营的法国饭店，兼营西餐馆和酒

吧，是陇海、平汉两铁路技师和英美各公司外国人唯一投宿之地。美国人参与经营的豫丰

纱厂(1919年动工，1920年开业，由我国民族实业家投资，机械设备由美国提供)，中

华蛋粉公司(1919年秋创立，1920年春开业，名为中国人经营，实则是美国人操纵，收

购鸡蛋制成蛋粉，运到美国)，英国福中公司(Ti油贩卖)I美国美孚公司(石油贩

卖)，英国亚细亚公司(石油贩卖)，英国英美托拉斯(香烟贩卖)，以及多家日本邦

商的代理店，特约店等。英、法、德、日等国的大商业集团，在郑州都设有机构，如设

在大同路中段的英商怡和洋行，从事搜集市场情报与商业活动。外国商人大量掠夺性地

廉价收购郑州的原料，反过来又把制成品高价倾销到郑州市场。

“九--)k”事变前，日商洋行，曾垄断了郑州的棉花市场。“七七"事变前，日本

大仓，吉田、茂木等洋行在郑州大量收购皮毛，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洋布．洋油，洋

火，洋蜡。1944年8月，日军二次侵入郑州，他们大量掠夺性收买棉花，皮毛等产品，

一些民族败类与投机奸商也参与买卖，郑州市面呈现出惨淡的景象。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

一切特权，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对外经济贸易经营和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检，仲裁等各

一。l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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