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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对外经贸

第一章 外 贸

第一节 机 构

行政机构

．1983年11月，东营市对外贸易

局成立，内设办公室、政工科、计划业

务科、财务会计科、国内业务科、储运

科、审计科和纪检组，隶属山东省对外

贸易局领导。1984年4月，东营市对

外贸易公司成立，与市外贸局一套机

构、两个牌子，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

制。1989年2月，市对外贸易局和市

对外贸易公司政企分开，市对外贸易

局受山东省对外贸易局和东营市人民

政府双重领导，内设办公室、政工科、

计划业务科、财务会计科、审计科、外

贸基地建设办公室。1 992年1月，根

据省政府鲁政发[-1991]127号文《批

转省经贸委关于深化地县外贸体制改

革的请示的通知》，东营市外贸局行政

上与山东省外贸局脱钩，列东营市政

府序列，业务上受山东省对外经济贸

易委员会指导。同年6月，市外贸局与

市外经办撤销，东营市对外经济贸易

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市的对外贸易、利

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工作；

随之，各县区亦相继设立对外经济贸

易委员会。至1995年底，市外经贸委

内设办公室、政工科、财务科、工会办

公室、计划业务科、外贸基地建设办公

室、利用外资科、外资企业管理科、对

外联络科，编制50人，实有工作人员

43人。

业务机构

1973年，广饶、利津、垦利3县相

继成立对外贸易公司。1983年11月，

东营市外贸局成立后，接管3县外贸

公司。1984年4月，东营市对外贸易

公司成立，与市外贸局一套机构、两个

牌子，接受山东省食品、粮油、土产、畜

产。工艺品进出口分公司的计划安排

和业务指导，财务上统收统支，实行报

帐制。内部机构增设粮油科、食品科、

土产科、畜产科、工艺品科、工业开发

科、劳动服务公司，下辖广饶、利津、垦

利3县外贸公司。1985年8月，东营

区外贸公司成立；1986年10月，河口

区外贸公司成立；两区外贸公司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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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贸编制，接受市外贸局、市外贸公

司的业务指导，劳动、人事、财务归两

区地方管理。1989年2月，市外贸局

与市外贸公司政企分开；市外贸公司

内设办公室、计划物价科、政工科、财

务科、审计科、开发科、储运科(对外称

“山东省东营市对外贸易公司储运公

司”)、食品科(对外称“山东省食品进

出口分公司东营市支公司")、粮油科

(对外称“山东省粮油进出口分公司东

营市支公司”)、土产科(对外称“山东

省土产进出口分公司东营市支公

司”)、畜产科(对外称“山东省畜产进

出口分公司东营市支公司”)、工艺品

科(对外称“山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分公

司东营市支公司”)、外贸冷藏加工厂

和劳动服务公司。各业务机构的经营

活动实行经济核算、盘计盈亏；各支公

司财务收支分别与省各分公司报帐核

算，并实行块块承包，受省各分公司、

市外贸公司的领导。广饶、利津、垦利

3县外贸公司的业务、行政和人事均

受市外贸公司领导。1989年6月，东

营市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成立。

1992年1月1日起，根据省政府鲁政

发[1991]127号文《批转省经贸委关

于深化地县外贸体制改革的请示的通

知》精神，市外贸公司划归东营市管

理，广饶、利津、垦利3县外贸公司分

别划归3县管理。同年6月，市政府决

定将市对外贸易公司和市出口商品基

地建设公司撤销，成立东营市外贸食

品、粮油、工艺抽纱、纺织服装、五矿化

轻5个专业公司，实行经理聘任制、经

营承包制、用工合同制，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1 992年11月，市政府批准成

立东营市进出口公司。1993～1 995

年，相继成立12个外贸专业公司和综

合性经营公司。至1995年底，全市先

后成立的市级外贸企业共有18个，

即：东营市外贸粮油公司(中型一)、东

营市外贸食品公司(中型二)、东营市

外贸纺织服装公司(中型二)、东营市

外贸工艺抽纱公司(中型二)、东营市

外贸五矿化轻公司(中型二)、东营市

进出口公司(中型一)、东营市外贸水

产实业公司(中型二，1995年5月破

产)、山东外运东营公司(中型一)、中

国华润东营公司、东营市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公司(中型二)、山东省对外贸

易总公司东营公司(中型一)、东营市

边境贸易公司(1 995年8月被市进出

口公司兼并)、东营市对外贸易发展公

司、东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劳动

服务公司、东营市外贸土畜产公司、东

营市外贸建材机械公司、东营市外贸

肉食蛋品公司和东营市国际贸易实业

公司(隶属市贸促会，外经贸委代管)；

全市有县区外贸企业5个，即：广饶县

对外贸易公司、利津县对外贸易公司、

垦利县对外贸易公司、东营区对外贸

易公司和河口区对外贸易公司。

第二节 出口商品收购

外贸收购

境内对外贸易活动始于60年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736 第十四编对外经贸

由各县供销社组织货源，供给出口。

1972年，广饶、利津、垦利3县外贸公

司成立，按照省外贸局和省各进出口

分公司下达的收购计划，扶持外贸商

品生产，组织收购和调拨，为省各进出

口分公司组织出口货源。1972年，3县

外贸公司收购总额为145．85万元；

1978年，增至627．49万元；1980年为

1186．31万元；1981年为1451．41万

元；1982年为1162．35万元；1 983年

为1536．31万元。1983年起，山东省

外贸公司为解决外贸亏损问题，分别

对部分商品采取停止收购、压缩收购、

下调收购价格、下调管理费或停止奖

售等措施，东营市外贸收购计划和收

购额下降，1984年，全市外贸收购额

仅为974．6万元。1985年，外贸收购

迅速回升，为2066．52万元。1986年，

受全国经济形势影响，全市外贸收购

总额迅猛增长，为6537．96万元，比上

年增长2倍多。1987～1988年，全市

外贸收购仍保持较大增幅。1989年，

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

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所

谓的“经济制裁”，外贸工作受到影响，

东营市出口商品收购增势趋缓。1990

年起，外贸收购仍保持上升势头。至

1992年，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

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全市出口

商品收购发展加快，外贸收购额每年

均净增1亿元左右；1995年，全市出

口商品收购额为641 66．06万元，是

1983年收购额的近41．77倍，是1991

年收购额的3．6倍。

1983～1995年东营市出口商品收购额统计表

表14—1 单位：万元

年增长
年度 全市合计 市直 东营区 河口区 广饶县 利津县 垦利县

率(％)

1983 1536．31 —7．58 526．42 756．65 253．24

1984 974．6 —36．56 244．7 494．2 235．7

1985 2066．52 112．04 125．22 584．85 927．59 428．86

1986 6537．96 216．38 679．56 2175．2 2192．76 1490．44

1987 7955．16 21．68 624．15 1001．46 38．69 2179．87 2264．5 1846．49

1988 10102．19 26．99 918．63 940．88 437．93 3000．15 2540．23 2264．37

1989 11071．36 9．59 1520．85 1283．0I 390．09 2565．58 2805．68 2506．15

1990 13090．45 18．24 3616．75 972．3 307．44 2546．68 3436．42 2210．86

1991 17680．19 35．06 2983．75 1694．9 425．29 4160．18 5192．2l 3223．86

1992 31534．04 78．36 14142．07 1652．4 620．21 7465．96 5408．3 2245．1

1993 43152．74 36．84 23074．96 1225．18 2680．5 7207．45 7290．11 1674．54

1994 50676．64 17．44 24445．46 2901．1 517 10456．5 100i4．88 2341．7

1995 64166．06 26．62 38311．06 2620 2300 6936 1036l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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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结构

建市前，境内主要出口商品长期

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原料商品为主。80

年代初期，出口商品基本固定在5大

类(粮油、食品、土产、畜产、工艺)40

多个品种，主要商品有：吉豆、红小豆、

豆饼、棉仁饼、棉籽、蓖麻籽、活牛、对

虾、冻鱼、赤贝肉、兔肉、苜蓿草、麻袋、

杏仁、香菜籽、山药、蜂蜜、草制品、柳

制品、苇制品、牛皮、羊毛、猪鬃、牛毛、

狗皮、兔毛等。 ．；

建市后，出口商品收购品种不断

增多。1984年，全市出口商品收购有7

大类(粮油、食品、土产、药材、畜产、工

艺、抽纱)50多个品种，新增商品有药

材类3个品种(槐米、鲜山药、壳苡

米)、抽纱类1个品种(青州府花边)。

1986年，出口商品收购发展到9大类

(新增化工、纺织)63个品种，收购额

超过100万元的商品有玉米、棉籽、大

豆、棉仁饼、蓖麻籽、苇制品、青州府花

边等7种商品。1987年，收购额超过

100万元的商品有7种，1988年有13

种，1989年有8种。1990年，全市出口

商品收购发展到12大类(新增轻工、

五金矿产、服装、纺织、化工)80多个

品种，收购额超过100万元的商品有

13种(大豆、蓖麻籽、棉仁饼、冻对虾、

文蛤、麻袋、地毯、管件、卫生纸、青州

府花边、法兰盘、棉布、棉花)，大宗收

购商品有棉花(2024万元)、对虾

(4616万元)、文蛤(940万元)、棉仁饼

(736万元)、棉布(859万元)、黄大豆

(439万元)，初步形成以棉花、纺织

品、对虾、大豆为主的出口商品收购体

系。至1995年，全市出口商品收购发

展到13大类(粮油、食品、纺织、工艺、

抽纱、五矿、轻工、化工、家具、服装、土

产、畜产、医保)110多个品种；出口收

购额过亿元的大类有粮油类(19295

万元，占收购总额的30．07％)、食品

类(15271万元，占收购总额的

23．8％)，超过1000万元的有纺织类

(8658万元，占收购总额的13．49％)、

工艺类(4789万元)、五矿类(4209万

元)、轻工类(3672万元)、抽纱类

(2311万元)、服装类(1376万元)，收

购额在1千万元以下的大类有化工、

家具、土产、畜产和医保；粮油、食品和

纺织3类商品占外贸收购总值的

67．36％，成为东营市的外贸收购支柱

品类。1995年，出口收购额过亿元的

商品有1种：玉米，收购值为11308万

元；出口收购额在1000万～1亿元的

商品有15种：棉花(8930万元)、冻对

虾(6720万元)、棉仁饼(3672万元)、

苇帘(3634万元)、棉籽粕(3629万

元)、绗缝(3092万元)、速冻蔬菜

(2972万元)、卫生纸(2851万元)、豆

粕(2092万元)、文蛤(2091万元)、鞋

(2021万元)、菜籽粕(1992万元)、原

盐(1986万元)、服装(1861万元)、盐

基青莲2B(1451万元)；出口收购值

在100～1000万元之间的商品有8

种：绿豆、地毯、活牛、花边、窗纱、花

篮、棉纱和罐头。

东营市的工业品出口收购从无到

有，并逐年增加。1986年前，东营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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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的外贸收购值接近为零。1986

年，工业品出口收购只有沥青1种，收

购值为69．98万元，占当年出口商品

收购总值的1．07％。1987年，工业品

出口收购除沥青外新增轻工类卫生

纸、罗汉帽2种，收购总值为87．93万

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东营市

工业生产不断发展，工业品出口收购

随之有较快增长。1988年，全市工业

品出口收购增至3大类(化工、轻工、

五矿)8个品种(沥青、纯碱、卫生纸、

油毛毡、有光纸、铸铁件、盖板、拉手)，

收购总值467．54万元。1989年，工业

品出口收购有所下降。翌年即有迅猛

表14—2

增长，共有商品4大类(轻工、纺织、五

矿、化工)12个品种(卫生纸、油毛毡、

有光纸、毛笔头、管件、法兰盘、铸铁盖

板、光六角帽、棉布、服装、棉纱、沥

青)，收购总值1374．35万元，占当年

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10．5％。此后，

工业品出口收购仍逐年增加，至1995

年，工业品出口收购增至7大类(医

保、五矿、轻工、建材、化工、纺织、服

装)17个品种(肝素钠、法兰盘、窗纱、

小五金、铸铁件、水泥、卫生纸、球具、

工作鞋、球网、盐基青莲2B、棉纱、棉

布、漂白布、睡衣、工作包、服装)，收购

值为18287万元。

1985一--1995年东营市工业品出口收购情况表

出口商品 工业品出口收购 工业品

年 度 收购总值 品种数 收购值 年增长 收购比

(万元) (个) (万元) 率(％) 重(％)

1985 2066．52

1986 6537．96 1 69．98 1．07

1987 7955．16 3 87．93 25．65 1．11

1988 10102．19 8 467．54 431．72 4．63

1989 1107I．36 5 198 —57．65 1．79

1990 i3090．45 12 1374．35 594．12 10．5

1991 17680．19 14 4759．23 246．29 26．92

i992 31534．04 27 7695 61．69 24．4

1993 43152．74 29 8948 16．28 20．74

1994 50676．64 25 14544 62．54 28．7

1995 64166．06 17 18287 25．74 28．5

第三节 出口创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出口

商品收购的较快增长，全市对外贸易

工作的重点从出口商品收购逐步向自

营出口创汇转变。1992年11月，市政

府批准成立东营市进出口公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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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自营进出口权。1993年3月，国

家外经贸部批复授予东营市进出口公

司进出口经营权；1995年4月、11月、

12月，相继批准授予利津县进出口公

司、广饶县进出口公司、东营市工艺抽

纱进出口公司自营进出口权。同时，部

分生产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并拥

有了比较稳定的货源和国外客户，也

积极申请自营进出口权。1994年5

月，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授予胜利油田

技工贸公司自营进出口权。1995年11

月，批准授予黄河三角洲纺织集团公

司自营进出口权。

东营市外贸出口创汇自1994年

起步，当时面临缺乏经验、专业人才不

足、国际市场客户少等困难，全市各级

对外经贸部门和企业积极组织参加各

种对外经贸洽谈活动，锻炼队伍，广交

客户，发展创汇业务。1994年，全市外

贸企业共出口创汇311．47万美元；出

口商品21种，其中创汇值过10万美

元的有黑豆(28．5万美元)、高岭土

(13．5万美元)、玉米皮地毯(20．7万

美元)、鲈鱼苗(10万美元)、牛仔布

(23．1万美元)、林可霉素(30．7万美

元)、棉针织布(22．4万美元)、水泥

(97万美元)、PVC(28．4万美元)等9

种商品，主要销往印度尼西亚、台湾、

日本、巴拿马、加拿大、香港、乌兹别克

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地区。’1995年，全市外贸企业

共出口创汇709．6万美元，比上年增

长127．8％；出口商品有1Lo种，其中，

创汇过100万美元的有水泥(270万

美元)、坯布(135．5万美元)2’种，创汇

值在100万美元以下、10万美元以上

的商品有花生仁、牛皮、板石、高岭土、

聚氯乙烯等5种；主要销往印度尼西

亚、香港、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俄

罗斯、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东营市三资(外商独资、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企业出口创汇始于

1991年，是年创汇78万美元；1992

年，三资企业创汇94．6万美元；创汇

企业均为东营繁华工艺品有限公司和

东营鲁昶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出口产

品是工艺制品和精密铸钢件，销往日

本和台湾。1992年起，全市对外开放

步伐加快，三资企业迅速增加，三资企

业出口创汇随之大幅度增长。1993

年，三资企业出口创汇233．1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146．41％。创汇企业有9

个，出口商品有10种，其中，6个企业

的6种商品创汇超10万美元，即：东

营和丰针织有限公司的坯布(94万

元)、东营繁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草制

品(14万美元)、东营齐得绣编制品有

限公司的花边(14万美元)、东营鲁昶

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铸钢件(32万美

元)，、东营双胜电脑编织有限公司的羊

毛衫(16万美元)和东营三利食品有

限公司的芦笋罐头(47万美元)，产品

销往香港、日本、韩国、法国、阿联酋、

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1994年，三

资企业出口创汇520万美元，比上年

增长147．62％，创汇企业有7个，出

口商品有7种，其中，1个企业的1种

商品创汇值超过100万美元，其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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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的6种商品创汇值均超过10

万美元；产品销往香港、台湾、韩国、法

国等国家和地区。1995年，三资企业

出口创汇90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73．65％，创汇企业有7个，其中，过

表14—3

100万美元的企业有2个；出El值过

10万美元的商品有8种；销往马来西

亚、台湾、香港、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

1991～1995年东营市三资企业主要创汇产品表

年 度 企 业 商品 销往国(地区) 创汇额(万美元)

繁华工艺 工艺制品 日本
1991 78

鲁昶铸造 铸钢件 台湾

繁华工艺 工艺制品 日本
1992 94．6

鲁昶铸造 铸钢件 台湾

和丰针织 坯布 香港 94

加美养狐 狐皮 香港 3．9

拖鞋 日本 6．2
繁华工艺

草制品 日本 14

齐得绣编 花边 香港 14
1993

鲁昶铸造 铸钢件 台湾、法国 32

东宏水产 海蜇皮 韩国 4

远景制衣 服装 阿联酋 2

双胜电脑编织 羊毛衫 美国 16

三利食品 芦笋罐头 德国 47

双胜编织 羊毛衫 法国 16．6

和丰针织 坯布 香港 95．1

协发纸业 卫生纸 香港 61．5

1994 鲁昶铸造 铸钢件 台湾 120

大漆家具 木制工艺品 韩国 5

远景制衣 服装 韩国 33．7

东超染织 色布 香港 48．3

大漆家具 木制工艺品 韩国 52．8

鲁昶铸造 铸钢件 台湾 154．5

东超染织 色布 香港 11．2

海发螺经 螺丝 香港 35．5
1995

胶版纸 马来西亚 253
协发纸业

卫生纸 香港 55

黄河口家具 木制家具 美国 25

齐得绣编 绗缝被 美国 64．7

第四节 进出口商品检验

机构

1978年以前，境内地方进出口商

品检验工作由青岛商检局管理；1978

～1985年10月，由昌潍进出口商品

检验处管理；1985年11月～1994年

9月，由潍坊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管理。

胜利油田的商检业务1964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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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由青岛商检局、山东商检局(1984

年由青岛商检局改称)直管。为适应东

营市和胜利油田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

需要，1992年7月8 Ft，国家商检局

批准筹建东营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1994年9月13日，国家商检局正式

批准建立东营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以

下简称东营商检局)。9月28日，东营

商检局正式挂牌。1994年10月1日

起，东营市和胜利油田的商检业务统

一归东营商检局接管。东营商检局内

设办公室、综合业务科和机关服务中

心，编制30人。1995年底，实有工作

人员18人，其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15人，有高级技术职务的2人、中级

技术职务的3人、初级技术职务的9

人。

东营商检局建立后，成立东营商

检局金属材料农食化工综合实验室，

承担进出口金属材料、农畜、食品、化

工等商品的检验、鉴定及科研工作，并

开展委托检验、鉴定和技术咨询等业

务；下设金属材料实验室、农畜检验

室、食品微生物检验室和化工检验室，

有专业技术人员10人，有国产万能实

验机、超声波探伤仪和Ft本产电子分

析仪等先进仪器设备41台(套)，能测

试15类商品的64个项目。1995年11

月，东营商检局综合实验室一次通过

了三级实验室认证考核。

商品检验

东营商检局自1994年lO月1日

开始正式承接进出口商品检验业务，

至1995年底，共检验出口商品9大

类、17个品种、197批，货值7044万

元；其中一次检验不合格商品17批，

货值58万美元，责成货主整理或换货

后出口。1994年10月～1995年12

月，检验进口商品主要有机电仪器设

备及配件、石油专用管材、化工塑料产

品等，先后检验进口商品250批，货值

2902万美元，查出数量短缺或有质量

问题的进口商品18批，索赔金额222

万多美元。

1994～1995年东营商检局主要出口商品检验情况表

商品 计量 1994拄 1995年

类别 单位 批量 数量 货值(万元) 批量 数量 货值(万元)

速冻菜 吨 lO 302 136 23 522 445

水产品 吨 1 3．5 28

服装 件 5 7300 50 82 361080 1735

鞋 双 l 1800 20 13 45744 374

机电 台(组) 2 6 306 7 33 1683

纱线 吨 15 190 565

染色布 万米 3 24 104

肉食鸡 吨 13 198 234

罐头 吨 8 569 520

农畜品 吨 5 91 5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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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业务

东营商检局开展的鉴定业务主要

是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和普惠制

(即普遍优惠制度，指发达国家给予发

展中国家出口的工农业产品——包括

制成品、半制成品、某些初级产品——

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减免

制度)推广利用。1994年10月～1995

年12月，共实施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

定31批(1994年有6批，1995年有

25批)，降值总额为25万美元，最高

降值率为46％。利用报纸和举办培训

班等形式宣传普惠制，促进有关企业

用足用好普惠制。1995年3月24日，

东营商检局取得产地证签证资格，至

年底，共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26

份，出口产品总价值33．6万美元，受

益减、免税3．36万美元。

监督管理

对进口商品的监督管理主要是督

促收用货单位对其进口商品进行验

收，并持有关单证到商检局办理检验

手续；对重要的进口商品和大型成套

设备实行出国装船前检验。1995年11

月，应山东佛泰铝业有限公司邀请，派

员赴新加坡对其进口的一套涂装设备

进行装船前检验；同年12月5～12

日，应山东胜利塑胶有限公司邀请，组

团赴奥地利辛辛那提MILACRON

公司、IFw公司，对其管材生产线进

行监造、监装和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的

考核。对进口机动车辆进行检验和监

管，1 994年10月～1 995年12月，共

检验和监管进口机动车辆213台。

对出口商品的监督管理：(1)卫生

注册管理。先后对东营市和胜利油田

的5个冷藏加工企业按出口速冻菜加

工技术进行改造，指导、帮助各企业改

进加工工艺，办理出口食品卫生注册。

至1995年底，共为9个企业颁发卫生

注册证书，并为胜大集团水产冷藏厂

办理了出口水产品国外注册，打开了

东营水产品进入欧盟的大门。(2)质量

许可证管理。推行国家商检局对机电

产品、电子产品、陶瓷、棉花、服装、纺

织品、畜产品、煤炭、玩具和运输包装

实施的质量许可证制度。1 995年8

月，指导东营市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获得出口包装用纸材料质量许可

证。(3)向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生产企

业推荐、辅导IS09000质量管理和质

量保证系列标准。至1995年底，东营

商检局有地方级评审员4人，辅导、推

荐企业10余个。(4)认可检验实验室。

1995年11月，东营商检局协助山东

商检局对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物资检

验所的金属材料检验实验室进行了考

核认可。

开展执法检查。1995年6～9月，

在东营市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东

营商检局在全市开展首次《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执法大检

查，东营市和胜利石油管理局的80余

个企业参加；重点抽查29个单位，查

出逃、漏验商品89批次，均依法予以

处理。为加强对流通领域进口商品的

检验监督，打击进口假冒伪劣商品活

动．保护消费者权益，1995年，东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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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局与东营市工商局、东营市消费者

协会联合组织了流通领域进口商品执

法检查活动，并将这一活动制度化，规

定此后每年组织1～2次检查活动。

第二章对外经济合作

第一节利用外资

概况

东营地方工业相对薄弱，投资环

境不健全，利用外资工作起步较晚。

1988年6月，市政府颁发《东营市发

展外向型经济实施办法(试行)》，鼓励

外商投资。同年9月，始有首家中外合

资企业经省外经贸委批准成立，即由

东营市南郊畜牧场和加拿大北美皮毛

公司合资兴办的东营加美养狐有限公

司，项目总投资69．1万美元，外方投

资17．3万美元。此后，东营市利用外

资工作发展仍较缓慢。1989～1990

年，先后有2个合资企业成立，即东营

繁华工艺品有限公司和东营丽利草酸

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分别为48万美

元、36万美元，利用外资分别为19．2

万美元和9万美元。1991年，全市利

用外资工作有所发展，共有6个合资

企业成立，总投资1167．3万美元，合

同利用外资444万美元，当年实际利

用外资66万美元。

1992年，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

快，山东省外经贸委将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三资

企业审批权下放到各地市，中共东营

市委、东营市人民政府出台一系列鼓

励外商投资的法规性文件，全市利用

外资工作得以迅猛发展。是年，全市审

批成立三资企业81个，项目总投资

13396．6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

4845．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19万

美元；其中，合同利用外资过百万美元

的企业有8个，合同利用外资额最大

的为748万美元。1993年3月，东营

市被国务院批准列入沿海经济开放

区，享受国家对沿海经济开放区实施

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利用外资工作继

续发展。全市共批准成立三资企业

109个，总投资17215万美元，合同利

用外资6306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845万美元；其中，合同利用外资额

过百万美元的企业有11个。1994年，

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压缩基建规

模，调整三资企业税收政策，利用外资

工作受其影响，项目有所减少，但项目

规模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仍保持上升的

势头。是年，全市审批成立三资企业

48个，项目总投资10742．4万美元，

合同利用外资4677万美元，实际利用

外资2500万美元；其中，合同利用外

资额过百万美元的企业有12个，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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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企业有3个。1995年，全市

批准成立三资企业33个，总投资

5119．9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381．8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88万美元；合

同利用外资过百万美元的企业有3

个。

至1995年底，全市共有省、市外

经委审批成立的三资企业280个，总

投资47794．3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

18699．6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5763．5万美元；其中，1 32个企业投

产，1 995年完成总产值5．4亿元，利

税6285万元，出口创汇903万美元。

利用外资结构

外资投向初以生产性企业为主，

1991年始有首家饮食服务业企业(港

苑饭店)成立。1992年起，三资企业在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均有发展。至

1995年底，全市280个三资企业中，

有工业企业174个、农林牧渔企业13

个、建筑业企业21个、运输及邮电业

企业17个、公共饮食服务企业26个、

房地产开发业企业14个、社会服务业

企业3个、科学研究综合服务业企业

3个、其它行业企业9个。

外商投资方式始终以“中外合资”

为主。1992年，成立中外合作企业1

个、外商独资企业5个；1993年，成立

中外合作企业4个、外商独资企业9

个；1994年，成立中外合作企业和外

商独资企业各1个；1995年，成立中

外合作企业3个、外商独资企业7个。

至1995年底，全市280个三资企业

中，有中外合资企业249个、中外合作

企业9个、外商独资企业22个。

外资来源有香港、美国、台湾、日

本、加拿大、韩国、新加坡、法国等24

个国家和地区。

境内三资企业分布情况表

表14—5 单位：个

东营 河口 广饶 利津 垦利 胜利
年度 市直

区 区 县 县 县 油田

1988 1

1989 1

1990 1

1991 3 1 2

1992 27 6 2 9 1 7 29

1993 40 13 1 16 5 4 30

1994 13 5 2 1 3 24

1995 10 2 2 1 2 16

合计 96 27 3 29 8 16 101

第二节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国际经贸交往

为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

流，东营市参加了山东省人民政府从

1984年开始每年在青岛举办的“山东

省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青交

会”)。每年洽谈会前，由市直各部门、

各县区自下而上提报项目，经市计委、

经委、外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反复论

证、筛选，确定洽谈项目，并对洽谈人

员进行培训，做到有选择、有准备地洽

谈，提高洽谈水平。对成交的项目实行

项目责任制，制定实施方案，分步具体

实施；对未成交的项目，作为预备项目

继续寻找合作对象。同时，加强对外宣

传，提高东营市的知名度，从而促进全

0
j。
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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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外经贸工作的开展。

积极参加山东省在其它各地举办

的各种对外经贸洽谈会，并独立组织

召开对外经贸洽谈会。1993年3月，

参加山东省在香港举办的招商引资暨

进出口贸易洽谈会，与外商签订合同、

协议35项，累计合同、协议利用外资

额达82127．5万美元。1994年7月，

东营市在深圳举办对外经贸洽谈会，

布展项目81个，签订出口合同13项，

合同贸易额为1301万美元；签订利用

外资合同13项，合同利用外资13609

万美元；签订协议41项，协议利用外

资8935万美元。1995年9月，在东营

宾馆举办’95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洽

谈会，推出招商项目100多个，展销产

品840余种，邀请到14个国家和地区

的90多名外商参加，签订利用外资合

同、协议64个，项目总投资2．2亿美

元，合同、协议利用外资1．1亿美元；

签订进出口贸易合同14个，贸易额为

813万美元。

为了解国外经贸形势和宣传黄河

三角洲的开发与建设，东营市有计划

地派出经贸考察团组到国外进行系统

的经济技术洽谈、考察和交流活动。尤

其是1992年后，东营市对外交流迅速

增多。至1995年底，全市共派出经济、

贸易、技术考察团组100个、450人

次，分别到欧洲、美洲、大洋洲、东南亚

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同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文化、科学

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

为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改善利

用外资结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

备，东营市积极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发

展经济。1991年12月，东营市第一个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东营市养

虾示范场利用丹麦政府贷款引进冷库

及鱼粉加工设备项目获准建设，利用

丹麦政府贷款2loo万丹麦克朗(合

328万美元)，中方投资336万元人民

币，项目总投资21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8月，利津县水产养殖公司充

分发挥当地水产及芦笋资源优势，利

用丹麦政府贷款建设500吨组装式冷

库，项目总投资590万元人民币，利用

丹麦政府贷款550万丹麦克朗(合

88．6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128万

元人民币。同年9月，东营市邮电局利

用比利时政府贴息贷款引进程控交换

系统设备，项目总投资3090万元人民

币，利用比利时政府贴息贷款125万

美元，国内配套资金1840万元人民

币。1995年6月，东营市粮食局利用

法国政府贷款建设年班产3万吨饲料

加工项目立项，总投资1895万元人民

币，利用法国政府贷款815万法朗(合

150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671万元

人民币；同年底，项目进人执行期。至

1995年底，全市共利用外国政府贷款

4项，累计利用外资691．6万美元。

国际无偿援助

国际无偿援助是第三世界国家同

发达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有

效途径之一。东营市从实际需要出发，

积极申报项目，申请国际无偿援助。一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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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东营市第一个国际无偿

援助项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无偿

援助利津县修建养虾池、解决渔民就

业生活问题的2771工程立项，联合国

粮食计划署援助小麦23809．51吨(合

952．39万元人民币)，国内配套资金

1252．46万元，修建660公顷养虾池，

解决利津县沿海1150名渔民就业、生

活问题。项目于1 986年开工建设，当

年养殖，当年受益。1984年10月，德

国援助东营市农牧局奶牛220头及相

应的设备、技术和人员培训项目立项。

德国援助折合资金227万美元，中方

配套资金404万元人民币，项目总投

资合371万美元。该项目于1989年完

成。1987年11月，德国援助东营市科

委风能开发项目立项。中方引进风速、

风向综合测试仪，德国援助合44万美

元，中方配套资金14万元，项目总投

资48万美元。项目于1990年底完成。

1988年4月，比利时援助东营市建委

城市建设规划项目立项。双方城市规

划专家交流，比利时为中方培训计算

机人员，帮助建设建筑学校。比利时援

助中方230万马克，折合120万美元，

中方配套资金280万元，项目投资合

计171万美元。至1995年底，此项目

仍在执行中。1994年4月，德国无偿

援助东营市环保局环境保护一期项目

(水监测)开始实施。德国援助水监测

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和技术资料，价值

约230万马克(合155．8万美元)，中

方配套资金240万元，合计184．7万

美元。一期项目于1995年底完成。二

期项目为大气监测，德国援助资金

300万马克(合203．3万美元)，中方

配套资金150万美元，合计221．4万

美元。项目于1995年10月达成协议，

计划于1996年4月～1999年4月实

施。1994年，为支持黄河三角洲持续

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无偿援助东

营市人民政府召开有关学术研讨会，

提供资金69．7万美元，中方配套资金

320万元，合计108．25万美元。至

1995年底，项目正在执行中。

至1995年底，全市共申请到国际

无偿援助项目7个，接受援助资金

1183．8万美元。

境外投资

1992年11月，胜利石管理局外

事外经处国际贸易公司率先在俄罗斯

莫斯科注册成立“莫斯科法拉尔国际

贸易公司”，注册投资7万美元；至

1 995年底，营业额累计109．6万美

元，税后利润为11万美元。1993年6

月，东营南里实业集团公司投资15万

美元在美国独资设立美国南里国际公

司，开拓国际销售市场，促进产品外销

和深加工。至1995年底，营业额累计

43万美元，税后利润1万美元。1993

年，山东海通集团公司投资5万美元

在俄罗斯独资注册“俄罗斯伊尔库茨

克东方责任有限公司”，从事国际贸

易。至1995年底，营业额累计18．2万

美元，税后利润3。6万美元。

劳务输出

1992年，东营市输出劳务25人

次，实现劳务输出零的突破，当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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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30万美元。1994年，输出劳务

55人次，营业额为66万美元。1995年

7月，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东营市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获得劳务输出签

约权，当年输出劳务167人次，完成营

业额196．6万美元；外派国家和地区

有日本、台湾、香港、巴基斯坦、新加坡

等；行业涉及远洋捕捞、食品加工、食

品冷冻、护理等领域。

第三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营开放开发综合试验区

东营开放开发综合试验区(简称

东营开发区)于1992年12月经省政

府批准设立，成立东营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受市政府委托对开发区实行统

一领导和管理。开发区管委会内设综

合办公室、经贸发展部、规划建设部、

财税融资部、公关联络部、劳动人事

局、土地管理局、财政局(加挂地方税

务局牌子)、经济发展局和工商局，行

政编制15人，至1995年底，有行政工

作人员36名。

东营开发区位于东营市东城，规

划面积14平方公里。区内设综合开发

园、工业开发园和精细化工开发园3

个专业园区。综合开发园北起府前街，

南至广利河，西起胜利路，东至莱州

路，面积为4平方公里。该区主要培植

商品流通、金融保险、信息咨询、饮食

娱乐、房地产开发等第三产业、农副产

品深加工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无环

境污染的工业企业。工业开发园北起

淮河路，南至五干渠，西起青垦公路，

东至曹州路，面积为5平方公里。该区

利用外资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培

植盐化工、轻纺、建材、机械、电子、皮

革、塑料等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精细

化工开发园西起总干渠，东至郝纯公

路(路东有0．98平方公里)，北起五干

渠，南至史口镇十一图村北乡村公路，

面积为5平方公里。该区依托胜利稠

油处理厂，发展石油炼制、石油深加工

和石油精细化工工业，培植石油化工

的支柱产业。

为吸引投资、加快建设，东营开发

区为投资者营造了优越的软环境。对

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建立起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工作运行机

制，理顺外部工作关系，全面落实市政

府赋予开发区的职责权限，加强规划

管理、土地管理，健全财税体制，增强

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能，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同时，制定税收、

土地征用、户口农转非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鼓励中外客商投资。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尽快改善开发区的投资硬环

境。综合开发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政

府投入、启动开发为主，本着“稳定、完

善、配套、发展”的原则，突出重点，兼

顾一般，建设好供热站、变电站、雨水

污水泵站、给水管网、道路网络、绿化

工程以及慧园居住小区的区域完善配

套等。工业开发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项目带开发，逐步完善。精细化工开发

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依托油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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