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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志》是全县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中的_件大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又

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

《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志》语言朴实、简炼，
文风端正，资料丰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新中国建

立以来峨‘山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和现状。大量事实证明峨

山县对外经济发展历程，是党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对外政

策的微观经济具体的反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相信我县对外经济将会有一

个大的飞跃。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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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振华。
· 1994年7月12日



序’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了将工作重点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健康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特别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更显示出了举足

轻重的地位和旺盛的生命力。

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始于1961年6月县供销合

作社采购公司成立外贸小组时，按国家计划，扶持发展商

品生产，组织、收购、管理出口物资，调给具有进出权的

省级公司出口，赚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

峨山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缓慢，每年的出口商品收购总值一

直徘徊在七、八万元之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把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总方针，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

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加强，我县的对外经济

贸易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1980年1月，撤销外贸小组，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县

对外经济贸易站”，纳入国家经贸系统一条线管理，业务接

受国家计划的指导，财务按经贸部和财政部统一规定的制

度实行报帐制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主经营、

统负盈亏，开展对外经贸工作。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外贸系统通过治理整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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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从1985年起实行系统内的承包经营，极大地调

动了经贸职工的积极性。在整个“七五”期间，累计调供

出口总值达2000多万元，创税利60余万元，为国家创汇400

余万美元。调供总值，人均创利和创汇值都占全地区外贸

系统之首，出口商品也由过去的单一农副土特产品、粮油

食品发展到工矿产品，茶叶等附加值较高的初加工和深加

工产品。在搞经营的同时，外贸部门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

和财力扶持发展全县的茶叶生产，建成了峨山彝族自治县

山后茶厂、峨山彝族自治县石花茶厂，峨山彝族自治县小

海洽茶厂等几个骨干企业，研制和开发了红碎茶出口，为

滇中发展茶叶生产树立了典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87年，县人民政府批准，

撤销外贸站，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体制。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协作

配合下，外贸公司凭借行业的区位优势，大力拓展业务，

加强与省级各进出口公司和国外客商的联系，引进资金，

引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发展峨山的外向型经济。

近年来，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和省茶叶进出口公司、

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及畜产品进出

口公司保持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为峨山引进了茶叶生

产加工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技术，一批重点项目技改扶持

资金。并通过上述公司把峨山的红碎茶，炒青绿茶、生铁，

杂豆、辣椒、板栗、皮革制品等打入了国际市场。1992年，

与香港的“云港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引进日本90年代先

进水平的设备和技术，生产高新技术领域的电脑记录纸、

静电复印纸和无炭打印纸，建成了峨山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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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外贸体制进一步改革；地、县外贸部门下放到地

方管理。为充分发挥外贸行政管理职能，改善出口经营，

联合统一对外，为加强对外经贸工作的领导，县人民政府

决定成立“峨曲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局”，与外贸公司
一套班子，两牌子，部分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巩固和发展

对外贸易交往，积极扶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出口

．商品基地，组织货源调供出口。 ．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峨山外贸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发展迅速。出口商品收购总值从建站初期的10几万元，

增加到900多万元，固定资产从建站初期的不足1万元，

增加到现在的50余万元， 14年增长40余倍，成为玉溪地

区外贸系统发展迅速，年年保持盈利的县级先进外贸企业，

多次受到了省人民政府、省经贸厅、玉溪地区外贸局和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乘盛世修志的东风，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如期完成编

修专业志(部f7志)的要求，县外贸局组建了修志班子，

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搜集、整理了有关资料，首次编

写出玉溪地区外贸系统的第一部专业志——《峨山彝族自治县

对外经济贸易志》也是峨山县外贸战线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志》以丰富、翔实的资

料，真实地记述了峨山外贸战线30多年的发展历史，反映

了基层外贸的发展规律，尤其是近十年来党的改革开放政

策给峨山外贸带来的巨大变化。《外贸志》的编写，帮助我

．们总结经验，以史为鉴，达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目的，

也是留给后人的一部’历史文献。在编写过程中，由于缺乏

经验等原因，志中遗漏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在她
．4．



问世之际，我代表县对外经济贸易局，向关心和支持编写

《外贸志》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溪岩勰篙麓器量薹普绍龙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经理目““

1994年6月



凡例

1．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客观地记述峨山对外经济贸易

的发展过程，力求使之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o

2．本志资料来源，以文书档案及统计报表为主要依据，

结合采访口碑，实物资料。
。

3．本志上限1961年6月(峨山外贸小组成立)，下限

至1993年。

4．本志所用的度、衡、量单位，均按国家现行规定单

位记载。 ．

5．本志所用地名以标准地名为准。

6．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7．本志由述、记、志，图、表、录6部分组成，志为

主体，采用章，节、目三级排列，按章定节，以节定目，

共5章2I节，全志约11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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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处滇中腹地，位于东经101。527—

1020 377，北纬24。01 7_24。327。东接玉溪市，东南与通海

县交界，南与石屏县接壤，西南是新平县，西北与双柏

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县山水相连，．东北与晋宁县毗邻。

全县面积1941平方公里，1993年人口132876人，其中彝族

占50．45％，辖8乡4镇，73个村公所(办事处)，562个自

然村。县治设于双江镇。

峨山，西汉属益州郡俞元县地，三国为建宁郡俞元县，

西晋属兴召郡胜休县地，唐初属黎州绛县地，南诏隶属通

海都督府；至元六十三年(1276年)置熠峨州，领筇川、平

甸二县。至元六十六年(1288年)降州为县，属临安路，明清

隶临安府。民国19年(1930年)改峭峨县为峨山县。1949年9月

成立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1951年5月13日成立峨山民族自

治县，1954年改称峨山县彝族自治区(县)，1956年6月改

称峨山彝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

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横，地貌特征是山地峡谷与小

型盆地相间，全县平均海拔1691米，最高的高鲁山西南麓

高达2632米，最低的绿汁江边820米。由于海拔高差较大，

立体气候明显，自然资源丰富，动植物品种繁多，森林覆

盖率达26．8％，为滇中资源宝地之一。矿产资源有铁、煤、

高岭土，石灰岩等，已探明的铁矿蕴藏量达1亿吨，品位

多在50％以上，低磷低硫，是冶炼行业的极好原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修建的国道213线(昆洛线)和

1



省道易峨公路穿境而过，新建的山区公路与县城连通，改

变了过去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为发展峨山的民族

经济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峨山各族先民由于历史及传统的原因，文化落后，商

品意识淡薄，物以多有少卖为荣，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手脚，开发利用

较少，流出外县的商品，‘仅以铁木农具、竹器为主。山区．

半山区各族人民为换取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凭借他们狩

猎的传统与技能，用豹皮、麂皮、狸子皮等与串乡的小商

小贩进行原始的易货交易，换回盐巴，针线等。尽管如此，

峨山的皮毛山货、铁木农具、竹编用品在县外仍有一定声

誉。部分商贾马帮把这些产品带到缅甸、泰国等地出，售，

开创了峨山对外贸易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县供销合作社也曾收购一些山货皮

毛及农副土特产调给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销往港澳地

区。1961年6月，县供销社成立了峨山第一个专门对外贸

易机构——外贸小组，从事收购、调供出口业务。组建初期，

多以基层供销社代购为主，外贸小组负责验收入库，逐级

上调。当年调供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牛皮、羊皮、麂皮、猪

鬃、蜂蜜、腊鸭、杂豆，梅胚等，调供出口额3至4万元。

腊鸭远销海外，深受港澳客商欢迎，一度成为峨山的大宗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贸小组的业务处于半停顿状态，

出口商品的收购时起时落，收购额多年徘徊在7至8万元
之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作出了将工作重点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的英明决定，经过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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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正本清源，峨山外贸工作得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发

展”，并制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峨山外贸的出

I：1商品收购总额和出口品种都稳步增加，并且在出口商品

基地的扶持建设和外向型企业的建设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

进步。 ． 1．
．

1980年1月，为适应峨山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业务的开

展，经玉溪地区外贸局同意，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外贸小

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站”。

外贸站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体系的最基础部门，担负着按

国家计划收购、调供出口货源和组织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的

双重任务。峨山外贸站除继续做好出口商品的收购、调供

以外，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扶持

发展茶叶生产上来。县外贸站成立了茶叶办公室，引进了

茶叶专门技术人才，全县范围内聘请了茶叶辅导员，外贸

职工长期在瓦哨宗、山后厂、石花茶厂等地茶山驻点工作，

指导技术，培养人才，参与管理，促进了全县茶叶生产的

迅速发展。到1993年底，全县累计发展茶叶面积达至1]12897

亩。历年因修路，建厂、开矿等工程占用和部分因管理不

善放荒了20 19亩，还存留茶园10878亩。从1982年至1993年，

外贸和财政共投放无偿扶持资金351．69万元，并以外贸为

主建成了县精制茶厂(即石花茶厂)，扶持建设了山后茶

厂、高平茶厂和小海洽，瓦哨宗，富良棚、亚尼、职业中

学五个茶叶初制所。80年代后期以来，茶叶已成为峨山县

的一项较为稳定的出口商品。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

制也打破了由国家统负盈亏的“大锅饭”制度，实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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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指导下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峨山外贸站的领导与地区

外贸局签订了承包合同，按政策规定：企业独立核算，亏

不补，盈分成。实行承包经营以后，企业有了一定范围的

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经贸职工勤收快调、增收节支

和开发新商品的积极性，在仅有流动资金3000元的情况下，

从1984年年底亏损2095元到本年度盈利22517元，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也是玉溪地区各县外贸站实行承包经营唯

一当年扭亏为盈的单位，受到了地区外贸局的表彰。1986

年，外贸站认真总结了承包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完善

内部管理措施，逐级分解承包任务，实行责任到人，逐步

扩大业务范围，开发新的出口商品，全年调供总额完成60

万元，实现利润13085元。同时，’外贸站通过外贸渠道，贴

息贷款12万元帮助筹建山后茶厂，并派人与山后厂的技术

人员一道，试制出了供应出口的红碎茶，当年调供出口1．41

吨，质量经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检验，均获100分。

1987年，随着峨山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业务的不

断扩大，经上级外贸部门同意和县人民政府批准，从1987

年6月起，将峨山县外贸站改名为“峨山彝族自治县对外

经济贸易公司”。外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政

策规定：经营利润实行省、地、县二、三、五分成，企业

可留$,150％补充流动资金和生产发展基会。公司内进一步

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经营实绩计算奖惩，全体经贸职

工奋发努力，1987年的出口商品收购总值首次突破百万元，

达至I]232399 1元，实现经营利润4．37／元。

外贸公司在注重传统出口商品收购的同时，积极开发

新的出口品种，发挥县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特别是价

值较高的野生食用菌和工矿产品的出口，不断拓宽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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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1986年，外贸公司通过外贸渠道得知日本市场松茸畅

销，立即购来样品到各乡镇山区、林区宣传，发动群众采捡。

首先在亚尼乡大西村公所捡到松茸j以后，富良棚，大龙

潭、甸中、高平、锦屏等乡镇都先后捡到松茸。现在，松

茸已成为山区各族群众的一项经济收入。每年仅八、九、

十3个月，个别农户的捡菌收入可达万元。

利用丰富的铁矿资源发展冶炼产业，是峨山县的优势。

1987年，外贸公司组织峨山钢铁厂生产的炼钢生铁出口，

受到外商好评。从1987年到1993年，累计调供出口生铁

41 162吨，为国家创汇近600万美元。 ．

1988年，外贸公司又帮助螬峨制革厂试制出口皮革，

当年调供出口3106m2。以后不断改进工艺，完善管理，开

发新产品，到1993年底，累计调供出口各种成品革66 364

m2，为国家创汇近百万美元。使嘲峨制革厂在面临停厂的

危机中又恢复了生机。

外贸公司联系着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商品需求瞬息万

变。公司高度苇视掌握和捕捉市场信息，根据国际市场的

需求和峨山的经济发展水平，尽量开发附加值高的新商．1llI

出口，为让更多的峨山商品走出国门，让世界更多地认识

峨山而努力工作。从1985年至1990年实行承包经营的六年

间，外贸公司的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调供出口总值和经营

利润，一年跃上一个新台阶。1990年，创历史最高水平，

全年收购总值达至1J925．1万元，人均收购值达118万元，人

均创利税2‘万元，全县人均创汇17美元，达到全省的平均

水平。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于“出口创汇先进单位"称号。

六年间，外贸公司的收购．调供总值达至112493万余元，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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