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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

后不久，《黎城县外贸志》的问世，对我们振兴黎城经济，加
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无异于雪中送炭。

黎城的土特产，历史久远，名闻遐迩。特别是花椒、核
桃、柿饼、党参，从清末以来，一直是传统的出口产品，享誊
海内外。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出口量难以有较大
增长。所以，黎城外贸事业真正的发展，是在建国以后，尤
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使外贸事业得到突飞猛进
的发展，出口商品在原来的农副土特产品基础上，扩展为
土产、畜产、药物、粮油、轻工、矿产等56种，成为省“外贸出

口基地’’县之一。
昔人曾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抚今追昔，黎

城的对外贸易，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也有教训需记取。在全
国人民按照党的十四大精神再接再励，向着新世纪奋进盼
今天，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更新观
念，抓住机遇，赢得挑战，以广阔的视野，坦荡的襟怀，去吸
纳人类文明之果，去开拓黎城经济繁荣的未来。对外贸
易，是黎城经济腾飞羽翼的劲翎，而《黎城县外贸志》，在我
们对外贸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中，必将发挥其作用。
中共黎城县委书记常福江

1992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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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黎城出版《外贸志》，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感到兴
奋，感到高兴。

我在青少年时，就知道黎城的土特产核桃、党参等，
还有城里象手工作坊似的打蛋厂出产的乾蛋粉，能销到天
津。说起来，那都是抗目战争以前的事了。实在说，那也
算不得是“外贸”a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又发动了一场
全面内战。战争的破坏，断绝了贸易渠道，黎城也就没有
什么东西能外销了。

我离开黎城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对黎城的情况不了
解，根本不知道什么外贸方面的事。可是对家乡的浓厚感

情，总时刻关心着家乡发生的变化。每一变化，都能唤起

我的喜悦和思念。
刘书友同志给我看过《黎城外贸志》的书稿以后，使我

大开了眼界；随着黎城的出口商品，眼睛看到了国外。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黎

城外贸有了飞速的发展。一向闭塞的黎城，商品真的出国
了，打入了国际市场，有的还赢得了外国商家的称赞。这才
是真正的“外贸”。本来嘛，所谓外贸就是把商品卖到国外。
外贸，外贸，就是和外国做生意。



还令我惊异的，出口商品除数量增多外，而且品种也
由原来的10余种增为56种。传统的土特产仍占有一定的
比重，工业产品和一些农副产品也占了相当比重。尤其是
1984年以来，经济效益在长治市各县占第一，在省里也有
一定位置。获得省里授予的“外贸基地县”的光荣称号。

贸易讲的就是经济效益，黎城的外贸收入也非常可
观。到1991年底止，年收购总额2872．6万元，占全县国民
经济总收入的22％；并且为国家洲E560万美元。

这些成绩和条件好的地方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是
从黎城的实际出发，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经济基础看，都
是了不起的。

高兴的是过去，可抱希望的还是将来。《外贸志》记载
了过去，总结了经验，无疑对将来黎城外贸的进一步发展，
会是有益的启迪和宝贵的借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高 熙

1992年11月



序 三

《黎城外贸志》在中共黎城县委、黎城县志编纂委
员会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三年来的辛勤笔耕，

终于付梓问世。这是黎城外贸的一件大事。它从正反两
个方面记述了黎城外贸的发展里程。

黎城县外贸历史悠久，早在隋唐时期，本县的党参、

蚕丝就输往西域诸国，经过宋、元、明、清的发展，到了

民国，出口商品逐渐增多，但由于旧社会缺乏系统的领导
与组织，出口商品时多时少，变化无常。

1937年11月，黎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外贸工作在
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开始有系统的发展，曾办起合
作社经营的外贸组织——黎风货栈、黎城驻邯郸贸易货
栈，经营花椒、核桃，党参、蚕茧、鸡蛋等外贸商品。

1961年县外贸机构正式成立后，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
额逐渐扩大，出口商品品种日益增多，1963年收购总值达
35．9万元，出口商品品种达31种；到1965年收购总值达

75．4万元，出口商品品种达37种。“文化大革命”时期，外
贸出口遭到干扰和破坏。1971年收购商品总值下降劭

24．6万元，出口商品品种下降到29种，收购总值比1965年
下降32．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84年后，县外贸
部门在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弓}



下，外贸体制实行改革，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促使外贸工

作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6年收购商品总值达到

1258．6万元，比十年动乱前的1965年增长16．7倍，比
1971增长51倍。1990年在市场疲软，运输紧张，资金困
难，主要出口商品销路受阻的不利情况下，县外贸部门的
干部职工，坚持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各项经济指标均
较上年增长。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

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外贸事业的今天。
黎城外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英明领导的结果。

《黎城外贸志》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水平
有限，再加资料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

黎城县外贸局局长李保顺

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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