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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街道鸟瞰

大黑河牛奶厂机械化挤奶车间

2—3亚洲最大的赛马场——内蒙古赛马场

2—4托克托县境内黄河水陆运输要道

2 5呼和浩特邮电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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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发电厂

占地1 6一万来．装机

容量HMW，年发电

量{ 亿千瓦时．年供

热量lj’，万百万千焦．

供热能力v-万米．

1 991年获内蒙古自治

区文明企业称号．

1 992年获国家二级计

量单位称号，lrJ?3年

获电力部安全文明达

标企业称号．

1 oj3年．呼和浩

特发电厂筹资3 8-亿

元．开始扩建2／

¨Mw机组．1 9叫年、

l，§+年相继井罔发

电．装机容量达
"；Mw，此后将筹建
2／2‘／／JMW机组该

厂正本着“重合同．守

信誉．互惠互利．共创

效益，共享收益”的宗

旨．与国内外各界投

姿者共同开发内蒙古
与呼和浩特的电力资
源

呼和浩特发电厂

外景

建设中的

发电机组

管道供热

温暖万家



∽r，吨小麦生产线t工艺设备

齐全．原料为内蒙古河套地区

优质小麦和进口小麦大公牌

系列面粉包括雪花粉、瑞雪

粉，高筋粉、雪龙粉、专用粉殛

颖粒麸皮等

大公面粉厂封闭式车间

内蒙古民旗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集团l

规模经营．多元发展．经营面积已达】。万

米。．资产总额近-j亿元-员工300／)余人．

以零售商业为主．集餐饮业、建筑业、娱乐

业、房地产开发、汽车贸易，集市贸易．仓储

运输、进出口贸易为一体，实行跨行业跨地

区的经营。该公司以内蒙古民族商场为龙

头一拥有i“家二级公司．并有‘家企业参股
控股．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店贸易联合会成员

之一-与番老韩国Et本、美国独联体蒙
古以及东欧等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合作与技

术交流。

大公面粉厂厂房

长乐宫购物中，C

同

内蒙古民族商场外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内蒙古化工总厂自备专用外运线

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生产的K ll系列三爪自定心卡盘

∽0．0删黜：：删曩：

内蒙古电视机厂生产车间

{内蒙古第三毛纺织厂引进的先进设备

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绒线细纱车间 内蒙古啤酒厂厂景





A 呼和浩特制药厂为综合型制药企业，产品分膏剂

针剂片剂胶羹、抗生素等系列．品种计IⅢ，多个．其中

甘草系列产品中的“天坛牌”甘草浸膏于】●≈】年获国家

质量银奖，维生素r’片获部优奖．复方乙酰水杨酸片和

注射用青霉素f，钠获自治区优质奖．“瑞丝”系列化妆

品适台北方风沙大、气候干燥的特点；合作研制、独家生

产的毛氏烧伤膜获国际金奖。

V内蒙古生物药品厂是自治区唯一生产畜禽疫苗的企
业．主要产品有鸡新城疫细胞培养活疫苗r I、1系j．布氏

杆苗病活疫苗r1．型J．羊三联干粉灭活疫苗、山羊痘活疫

苗，狂犬细胞培养岳疫苗等oj个疫苗品种，以及片剂针
剂散剂等o r多个治疗品种。其中。宝灵牌”山羊痘活疫苗
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宝灵牌”羊三联干粉灭活疫
苗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良奖．猪瘟疫兔化弱毒乳免疫
苗羊三联疫苗获农业部l987年度产品优胜奖。该厂产品
远销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和非洲。



节日的呼和浩特夜景

A呼和浩特烟草培训中心为各界提供优雅舒适的
环境与良好的服务，可接待中小型会议与各种业务
培训。其所设。金叶大酒店”装饰橐华、价格合理。图
为外景、大厅与客房。

呼和浩特机场夜景

哈素海晨光





《呼和浩特经济史》编辑委员会名单

， ～

主任 高延青 ， 。 ’，：。 ．；

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士廉．+ 王永夫 白征夫：．刘承恩
甜∥． !噜 黄瑛 黄欢荣。梁春华’溪瑗珊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士廉 王永夫 白征夫 t刘承恩

高延青 黄瑛． 黄欢荣 梁春华

顾问 王伟之 李迪 陆思贤‘ 张郁 张克源

贺琦 姚永通

溪璜珊 ．

主 编 高延青

编写组组长 白征夫黄瑛溪瑰珊

统 审 黄瑛 白征夫 溪绣珊 李凤珍 胡荣昌 ．

编审秘书 胡荣昌

撰写人员(以编写章节为序) 胡荣昌 李凤珍 徐建业， 王观斗 白金祥 温向光

． 玛利 邱继言 刘映兰 白绳武 溪绣珊 颜景良
j。

孙秀川 卞凤祥 马玉芬 关景仁 高尚卿 高培萱

， 王凡 苏亚铀。

摄 影· 孔群 李桢 田正仁 云新民 马志涛 胡荣昌

责任编辑 李凤珍
，

．”“。

封面设计 孟喜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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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夕+叼．4-?’1|
， 《呼和浩特经济史》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 I

部著作的问世。，不仅对呼和浩特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自治区

的经济建设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rj ‘’。4。

1鬈呼和浩特经济史》是一部地方经济通史，全书共分古代部分、近现代 i

’部分和当代部分三编。编著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为主线，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轨迹，上溯五 ．．

十万年前的“大窑文化刀，下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纵观了

呼和浩特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横述了各个经济门类发展的

概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脉络清晰，观点明确，不失为一部较为优秀的经

济史学专著。：．。“’
。

·

-4
，

I。一呼和浩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

’．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经济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和浩特经
’

济史》牢牢把握这一内在联系，在突出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同时，把地区；

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融汇在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历史之中，对总体规律

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揭示了各族人民密不可分、共同推动历史

前进的本源。这也是这部经济通史值得首肯之处。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呼和浩特地区的各族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阶

． 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制度下，劳动人民处于社会最底层，生产力的发展受到

严重束缚，社会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族劳动人民

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以往任

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呼和浩特经济史》在叙述了本地

’区古代和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后，以较大篇幅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呼和

浩特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地区农

业、工业、交通、邮电、商贸、财税、金融、保险、旅游等各项经济事业的长足．



进步，用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从这一角度看，这部著作不仅是了解地区经

济的好史料，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的好教材。， ．_’
。 ：

‘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始终占据着基础地

位，起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探索并把握经

济发展的规律，从而达到“借鉴"、“鉴戒”和“鉴往知来”的目的，帮助我们更

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国情，更好地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既是理论界的·个重大课题，也是

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也需要我们加强对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呼和浩特经

济史》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地区、更多的政

府工作者热衷于这项工作，并预祝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j。，。j

《呼和浩特经济史》为各地研究地方经济通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就经济史研究领域而言，研究经济通史，要比研究经济断代史和专业史的，

难度大；而具体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通史，由于受地域、文献、档案、史料等

方面的限制，其难度就更大。《呼和浩特经济史》的撰写者们不畏其难，不辞

．辛苦，登门拜访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了呼和浩特地区的文物古迹，

查阅了数以万计的文献、古籍、档案和统计资料等，进行了大量的筛选、研

．究工作，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付梓。他们的刻苦精神、创造精神和辛勤

劳动是令人钦佩的。 ．
．

． ；． ‘。
、．·．

《呼和浩特经济史》所述内容多为“过去”之事，其不足和疏漏在所难

免。作为读者，我希望编著者能够转益多师，博采灼见，使之更加充实完善，

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地区经济通史问世，以飨读者。 ：； ， !
’

●

‘．
、i· ．．·．

一．o。 ·

‘。

‘。、 ，．；．(注：本文作者乌力吉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J-—1{{



编辑说明

一、《呼和浩特经济史》是一部地区经济通史，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为指导，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为主线，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轨迹，史论结合，

通贯古今，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编。编写本书，意在实事求是地反映呼和浩特区

域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与功过得失，为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们提供

参考史料，为经济建设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

二、本书的编写时序，上溯50万年前的“大窑文化"，近及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

经济活动。各编均以经济发展时期为序．。现代经济部分的统计数据，基本以呼和浩特市

统计局编制的统计年鉴与统计资料为准，少数参考引用了业务部门掌握的数据，其下

限为。七五"期末的1990年。 ．’

三、本书的编审工作，由编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编写组协调进行，李迪、陆思贤、张

郁等著名专家学者在确定编写大纲与审改稿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呼和浩特市统计

局局长黄欢荣对当代经济史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最后审核。 ‘．

四、本书的撰写人员均为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从事经济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对

当代经济史的诸多事件颇为熟悉，有的为亲身所经历，或者就是自己主管的工作，在统

一提纲的指导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运用多年珍藏的资料，历时三年，数易其稿，完

成了各自承担的部分。全书由白征夫、黄瑛、溪绣珊、李凤珍、胡荣昌统审，高延青审阅

定稿。 ．

、

’

五、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布赫题写书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力吉作

序。呼和浩特市计划、经济、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档案、工业、农牧、商业、供销、外贸、粮

食、交通、邮电、铁路、民航、财政、税收、银行、城建、建筑工程、旅游各局(社、行)给予全

力支持。张克源、杜烦、王伟之、汪宇平、杨治国、吕振兴、汪岚、王军、申富林、游文俊、董

丽文、米桂兰、杨患生、巩元梅、郑克宽、韩永进、卜扬武、武程、何远景、白燎原、金洁、乌

云塔娜、杜承武、伊克坚、胡力生、张甫冰、沈红、聂玉林等同志，或审阅大纲，或参与部

分撰写，或参与修改，或提供资料与照片。本书的完成，实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本书行

将出版之际，特致谢忱。

六、当前正处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年代，盛世修志编史，是时代赋予的

任务，我们只是为此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由于撰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之部分史料匮乏，

书中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0

《呼和浩特经济史》编写组
199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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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编 呼和浩特古代经济史 ⋯． ， i ．

第一章 原始经济(原始社会时期)⋯⋯⋯⋯⋯⋯⋯⋯⋯⋯⋯⋯⋯⋯⋯⋯⋯⋯”⋯⋯⋯⋯⋯⋯吧⋯⋯⋯⋯·(3)

第一节采集与狩猎⋯．．．⋯⋯⋯⋯⋯⋯．．．⋯一⋯⋯．．．⋯⋯⋯⋯⋯⋯⋯⋯⋯⋯一⋯⋯⋯⋯⋯．．-⋯⋯⋯⋯⋯<3)
。

第二节石工具的制造⋯⋯⋯⋯．．，⋯⋯⋯．．，⋯⋯．．．⋯⋯．．．⋯⋯⋯⋯⋯⋯一⋯⋯一⋯⋯⋯⋯⋯·⋯_⋯⋯n(5)

，第三节火在原始经济中的作用⋯⋯⋯⋯⋯．．．⋯⋯．．．⋯⋯⋯⋯⋯⋯．．．⋯⋯⋯⋯⋯⋯⋯⋯⋯⋯⋯⋯⋯⋯-(6)
第四节原始农牧业⋯⋯⋯⋯⋯⋯⋯⋯⋯⋯一⋯⋯⋯⋯⋯⋯⋯⋯⋯⋯⋯⋯⋯⋯⋯⋯⋯⋯⋯⋯⋯⋯⋯⋯”(7)

第五节原始工业⋯⋯⋯⋯⋯⋯⋯⋯⋯··{⋯一⋯．．．·．．⋯⋯⋯．．．⋯⋯⋯⋯⋯⋯⋯⋯⋯⋯⋯⋯⋯⋯⋯⋯⋯·(9)
第六节原始经济组织⋯⋯⋯⋯⋯⋯⋯⋯⋯⋯．．．⋯⋯⋯⋯⋯⋯⋯⋯⋯⋯⋯⋯．．-⋯⋯⋯⋯⋯⋯⋯⋯⋯⋯”(12)

， ． ，。 ．
，。

；·，j 以

第二章农牧业交互发展与城市兴建(夏商周时期)⋯⋯⋯．．．⋯⋯⋯⋯⋯．．．⋯⋯⋯⋯⋯⋯⋯⋯·叩⋯⋯⋯⋯·(14)
第一节农牧业⋯⋯⋯⋯⋯⋯⋯⋯⋯⋯⋯⋯⋯⋯⋯⋯⋯⋯⋯⋯⋯⋯⋯⋯⋯⋯⋯⋯⋯⋯⋯⋯⋯⋯⋯⋯⋯⋯(17)

第二节古代工业⋯⋯⋯⋯⋯⋯Ⅲ⋯⋯⋯⋯⋯⋯．．．⋯⋯⋯⋯⋯⋯⋯·：⋯⋯⋯⋯⋯．．J．⋯⋯—叩"⋯⋯．．．·．．(20)

第三节赵长城、云中城的兴建⋯⋯⋯⋯⋯⋯．．．．．．⋯⋯．．．⋯⋯⋯·⋯⋯⋯⋯⋯⋯⋯⋯．．．⋯‘⋯⋯⋯⋯⋯”(23)

第四节交通⋯⋯⋯⋯⋯⋯⋯⋯⋯⋯⋯⋯．．．⋯⋯⋯⋯·⋯⋯⋯⋯⋯⋯⋯⋯⋯⋯⋯⋯·．、⋯⋯⋯⋯⋯⋯．．．⋯(25)
第五节货币与商贸⋯⋯⋯⋯“⋯⋯⋯⋯⋯⋯⋯⋯⋯⋯⋯⋯⋯⋯⋯⋯⋯⋯⋯⋯⋯⋯⋯⋯⋯⋯⋯i．．．⋯⋯”(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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