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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2001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

组织成员国之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人民做了整整15年的努力。中国

人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是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经济全球

庆的日子里，《昆明对外经济贸易志》即将出版，这是昆明市外经贸局对昆明

市对外经济贸易历史的总结，也是他们对中国入世成功的献礼。对此我表示

祝贺，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此书出版、发行的单位以及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史修志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历史的轨迹、社会的发展、人物

的活动、自然的变化，都有赖于史志相传o“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

为鉴o”故历代地方官和文人们都乐于编修地方志书，以资治、存史、教化，丰

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桥

梁。根据史料可知，早在公元前4世纪已存在的“蜀身毒道”，就是从中原地

区经过昆明，通往印度乃至伊朗的交通路线。元代中国的统一，确立了昆明市

省会城市的地位。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昆明市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昆明晋宁人郑和的七

下西洋，促进了云南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

策和落后交通的限制，云南对外经济贸易仅限于民间边贸。鸦片战争爆发后，

紧闭的国门被列强的枪炮轰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对外经

济、文化遭受列强们的侵略与掠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对外经济贸易更是有了长足发

展。中国人世后，对外经济贸易将成为昆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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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盛世修志，是为了借鉴历史，扬长避短，更好地开拓前进，创造未来。希望

通过《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的出版发行，能为昆明市今后对外经济贸易工

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提供借鉴。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雷晓明

200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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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昆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由于特殊的区位，昆明已有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

贸易史，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著名的“蜀身毒

道”，连通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进入中亚和中东地区，后来也被

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二百余年)，昆明便是此通道上的

重要枢纽；连通四川、云南、越南的“蜀一安南道”，昆明是必经的中转站。唐

宋以来，云南与缅甸、越南、印度等国的交通又有较大发展。“安南通天竺(印

度)道”横贯云南，成为中国南方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交通要道。

在历史长河中，昆明的对外经济贸易有过繁盛辉煌时段，也有过艰难曲折

的时期。近代，活跃于中越、中缅、中印贸易的云南各商帮，大都在昆明设总

号，在国外设分号。滇越铁路开通后，昆明对外经济贸易出现了新的气象。抗

日战争时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大量内地工厂、学

校、机关迁移昆明。昆明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几个后方重镇之一，对外贸易的

规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抗战后期，昆明成为当时中国惟一能通

往国外的大中型城市，大量援华抗战的物资通过滇缅公路、中印“驼峰航线”、

中印输油管道源源不断运到昆明，再从昆明运往抗日前线。昆明的商家、云南

各地的马帮也积极加入了外贸行业，运输各种抗战所需的物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昆明市的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处于低潮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使昆明的对外经济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对外经济贸

易的规模和水平超过了昆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特别是1992年，中央赋予昆

明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后，对外经济贸易飞速发展。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中国昆

明出口商品交易会、世界园艺博览会等重大活动的举办，以及昆明一系列鼓励

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的出台，对昆明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到20世纪末，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昆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力量。

昆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曲折的，先辈的得失值得认真总结，当代的成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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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教训应该认真梳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工作一直没有人做。20世

纪80年代全国兴起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此时昆明市外经贸机构

正处于分分合合时期，无人承担市志中对外经济贸易部分的编修。市外经委

成立后，正处于昆明对外开放的大跨步阶段，新成立的机构工作经纬万端，人

少事繁，无暇顾及志书，加之外经贸机构分分合合，历史资料难以收集，因此一

直未能完成市志编修任务。

1997年始，在市政府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市外经委党组决定设置《昆明市

对外经济贸易志》编纂委员会，拨出专项经费，进行编志的早期工作。此后，

历届委党组对此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委党组成员、综合处处长

林明同志承担了《昆明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卷的编修工作。他在市志办和

市外经贸系统及其他有关人士的热心帮助下，日以继夜地工作，查阅了大量资

料，很快拿出了送审稿。由于市外经委成立较晚，并且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有

较大发展是在市外经委成立之后，因此，经市志办特许，该志的下限至1992

年。林明同志在完成市志任务过程中收集了一批宝贵的资料，其中许多内容

市志无法全部容纳。考虑到资料来之不易，丧失了更为可惜，市外经委党组遂

决定在林明同志编写的市志送审稿的基础上编修一本主要内容下限截至

1992年的《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书具有资政、教育、存史、宣传等

功能，因其资料的全面、系统、权威、翔实而被尊崇为“国书”、“国情书”。《昆

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是对昆明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总结，是当代外经贸工

作者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是我们认识、了解昆明对外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参考

书。我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本书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胡琨

2001年10月



凡 例

一、《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昆明

市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和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记

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志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是记述昆明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发生、发展、变化与现状的专业志

书。力求用翔实的资料，反映对外经济贸易兴衰起伏的历史规律，突出专业

性、地方性、时代性，使之成为资治、存史、教育、宣传的参考书。

三、本志为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并用。述为纲，记为经，志为主

体，录为补充，辅之以图表。主体部分既按志书“横分门类，纵叙史实”的基本

原则划分，又适当结合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历史特点和现状。志下分章、节、

目，个别条目下再分子目。

四、本志上限从有史料记载时起。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条目下限为1992

年，大事记等下限至1999年，部分机构设置内容下限至2001年。

五、为方便读者，志中出现“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等约定俗成的用

法，特指“1949年10月1日后”，不再一一注明。

六、志中纪年、记时以及数字、计量单位用法，严格按志书的有关规定执

行。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旧人民币单位，为忠于历史，仍沿用，不再进行折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典籍和有关单位提供，志中不再一一注明

出处。

八、地名、机构名按当时的用法书写，若有变更，用括号注明今用法。机构

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称o

f、

力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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