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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题字：中共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

内容简介

东莞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早在元代已

有土产外销．亦有洋货流入。本志就东莞

自元代至今的外贸发展与兴衰作了详今略

古的叙述，特别改革开放十年来的迅速发

展，使人有所启迪、有所探求。

本志图文并茂．结构紧凑，层次清楚，

事例翔实，有助于外贸工作者阅读与借鉴。



<东莞对外贸易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黎淦阳

副组长：李灿培赖湘

成员(按姓氏笔划顺序)：
王汉李灿培陈旭文莫柏荣
雷金德‘黎淦阳赖湘

<东莞对外贸易志)编写组名单

主编：赖湘

协编：王汉陈础南叶永昌’成志华

刘小明

v≯秘，X《五；，≯+：，孳、葛9彳冀吾奢每鹱够若嚣焉磊≯警≥鼍，叠



<东莞对外贸易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黎淦阳

副组长：李灿培赖湘

成员(按姓氏笔划顺序)：
王汉李灿培陈旭文莫柏荣
雷金德‘黎淦阳赖湘

<东莞对外贸易志)编写组名单

主编：赖湘

协编：王汉陈础南叶永昌’成志华

刘小明

v≯秘，X《五；，≯+：，孳、葛9彳冀吾奢每鹱够若嚣焉磊≯警≥鼍，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东部，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物产丰
饶，素称鱼米之乡，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其中东莞炮竹、莞

草、莞席、荔枝、香蕉及多种土特产早已蜚声海外，至今仍

长盛不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以来，东莞外向型

经济和创汇农业崛起，外贸事业得到飞跃发展，成绩斐然。

它已成为全市经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推动经济建设迅

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策划未来，极欲得一部东莞外贸史志，以资

借鉴。然搜诸古籍，惜仅见凤毛麟角、零散记载，而当代专

志则尚付阙如，此实为多年来一大憾事。今春，<东莞对外

贸易志>编成，志稿见阅于我，读后不禁欣然。觉其编修严谨、

体例得当，具有时代与地方特色；其资料翔实，记述系统，

反映历史和当今现状，不愧为第一部较全面记述东莞外贸发

展的志书。它的作用可概括有三：

一、起资料库作用。这部志书取材慎重，广征博采，调

查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类系事，加以科学整理，

从而为地方外贸保存可靠、系统、。翔实史料，填补历史空白。

二、起参谋部作用。古训道：“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o"古人重视从史志中求得借鉴，以治

理地方或国家。故强调志书为资治，致用之书。今天，我们

袁李松是东莞市副市长



从事“由化"建设，不仅要调查研究，了解当前实际．而且亦

须从史志中探求历史经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部志书

内容充实，系统反映东莞外贸事业发展历史、条件、规律。．

以及兴衰起伏经验教训，宜于为决策所利用。

三、起教科书作用。这部志书全面反映东莞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的发展外贸事业优势与成果；建国后外贸职工艰苦

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出I：／商品生产体系。提高

产品质量，增强出口创汇的历程；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适

销对路产品的开拓精神。其中如东莞烟花，更是名扬天下。

为国争光。这些业绩和事例，对外贸职工和人民群众具有启

发教育作用，它催人振奋，积极进取，是提高人们爱祖国、

爱家乡、爱社会主义、敬业乐群思想意识之乡土教材o

<东莞对外贸易志>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至希有识者

不吝赐教o

本志梓行之前，问序于我，谨书拙见，是为之序。

篆荽弼
一九九O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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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东莞对外贸易志>记述的行政区域范围，仍是原来

东莞县的行政区域范围。东莞县改市后，所辖范围不变。

二、本志对东莞的称谓，1985年9月以前称东莞县，

1985年9月以后称东莞市。

三、本志记述的时期，下限为1988年12fl 31日o

四、本志所用的数据，主要是以东莞市统计局、东莞市

对外贸易局及其所属各公司辑存的资料为依据。

五、’本志记述的出口商品。分大类记述。其中名特优商

品记述从详．一般商品从简o

六、本志有关外贸系统“三来一补"的内容，分别在其隶

属的公司概况中记述。不设专目。全市地方性的“三来一补”，

另有专业志记述。

七、本志记述外贸各进出口公司，多用简称。如中国土

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土产分公司东莞支公司。简称东

莞土产进出口支公司，或“土出”，余类推。

八、本志所称建国后，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建国前，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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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早在元代已有土产外销，亦有洋货流入。

元(大德]<南海志>载，榄香“即白木香珠，小如鼠粪，大或如指，状

如榄核”；“今东莞县地名茶园，人盛种之，估客多贩焉099<古今事通>

载，产东莞之香，“水浮陆转，达于国内外”o另据<东莞县志>(陈伯

陶编)有关<资福寺元至正钟款>记载，波斯(今伊朗)“与中国贸易最早
O O D 0 0 0粤中番船云集，故当时铸钟有真输一品"o元至正六年(1346年)

铸造的东莞资福寺铜钟(今存东莞博物馆内)，其中就有从波斯进口的

贵重铜料(真铃)o
’

及至明代，东莞对外贸易增多o<陈志>记载的却金亭碑记i记述

了李恺却金一事。略谓，明嘉靖戊戌年(1538年)，暹罗国(今泰国)柰

治鸦看等人，持国王文书引信，运来货物-9中国友好通商，货船到达

东莞港口。当时李恺主持外贸事务，廉洁奉公，凡外商船只抵达港口，

均按其自报数量查验，无额取，无骚扰，不受外商酬谢。李恺执政业

绩，柰氏深受感动，但图报不成，于是回国向王子陈述。愿将百金建

亭于东莞莞城演武场(现碑文尚在原处)o此事记叙了东莞与外商往来

的史实。

进入清代，顺治宣布全面海禁，东莞对外贸易不景。直至道光二

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签订南京条约，割让

香港，开放广州等五口通商后，东莞对外贸易得以恢复，商品出口香港，

转销外地。当年，东莞天成昌号经营东莞炮竹出口。到光绪十三年

(1887年)东莞炮竹出口金额达当年币值一百余万两白银。炮竹运销荷

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婆罗洲、越南、缅甸、欧洲、美

洲、澳洲、．非洲等地。光绪年间，东莞草织品已驰誉南洋等地。辛亥

革命前后(191伊一1914年)东莞水草的产销进入高峰期。东莞的草田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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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增至26000亩。年产量约1．75万吨，出口草织品约18万包。东莞炮

竹出口也创造好记录。民国七年(1918年)，由于生产“电光炮”，大受

客户欢迎，当年出口18方箱，总额达l OOO多万元(白银)o出口商品的种

类，不断增加。抗日战争后(1946--1949年)东莞出口商品较大宗的

有：水草、炮竹、凉粉草、腐竹、大头莱、荔枝干、黄麻、油鸭、腊

味、蛋品等。

建国后，东莞的对外贸易，卉始出现根本的变革。总的趋势是：

从私营出口逐步转为国家经营出口o 1950年起国家先后在东莞建立一

些业务机构，开展出口贸易的经营。但是，当时国营外贸机构尚未普

遍建立，东莞的出口贸易仍然掌握在私营进出口商手上。直到1955年

3月，成立广州土产出口分公司东莞支公司，。这是东莞的第一个外贸

公司。国营机构开始起着领导作用。到这年秋天，主要出口商品都掌

握在国营手上，私营出口商只经营零星小商品o 1956年5月1日，东

莞、惠州两支公司迁至太平，与原广州土产出口分公司的太平水草收

购站合并成立广州土产出口分公司太平支公司。深圳食出支公司也在

太平建立办事处，经营收购出口，加上对私营出口商社会主义改造的

完成。至此国家完全掌握出口业务o

1958年：至1962年，由于搞了“大跃进”，伤了元气，加上农业生产

连续三年受灾。使刚刚兴起的东莞对外贸易遭到挫折。但经过加强领

导，1958年成立对外贸易科，1960年升格为对外贸易局；采取措施，

直接插手生产，扶植生产，建立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货源，内贸外贸

协作．渡过难关。使这段期间的外贸年出口实绩，稳定在300多万美元

的水平上o

1963年东莞的对外贸易开始好转，因为通过贯彻中央有关调整经

济的政策措施，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从这一年起采取奖

售的政策。从过多依赖行政手段转为结合经济手段去组织货源，从而

调动了生产者与生产部门和外贸部门经营的积极性o 1963年至1966年

成为东莞收购和出口上升幅度较大的时期o 4年间平均每年收购值递
增20．6％，出口值平均每年递增25．6％o +

1967年至1971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东莞外贸的处境比较困难，

2



广

但是，由于外贸系统的干部、职工艰苦的工作，外贸收购没有出现大

滑坡，这几年的出口创汇徘徊在每年八、九百万美元之问。

1972年至1978年，国家重新落实外贸收购奖售政策和价格政策。

实行优质优价、季节差价、品质差价等。这几年。一批出口商品生产

基地得到恢复，出口货源紧缺的状况得到缓和。出口创汇额连年上升。

从1972年的1316万美元上升到1978年的3938万美元。增加近2倍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莞和全国各地一样，跨进了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o 1979年至1988年10年间，东莞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

7展o 1978年外贸出口3938万美元，1988年为2．1亿美元。平均年增长

‘率为18．2％；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也由1978年的7．3亿元，剧增至1988

年的51．1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21：5％；1979年来料加工工缴费245万

美元，1988年增加到5287．67万美元(不含各作各价)，增长20．58倍：

全市外汇总收入(包括来料加工)1979年为4848万美元，1988年增长到
31 318万美元o 1988年外贸收购总额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18．42％o

东莞现共有13个外贸支公司：分别是东莞根油进出口支公司、东
莞食品进出口支公司、东莞土产进出口支公司、东莞轻工业品进出口

支公司、东莞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东莞纺织品进出口支公司、东莞

五金矿产进出口支公司、东莞化工机械进出口支公司／7东莞畜产进出

口支公司、东莞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支公司、东莞丝绸进出12支公司、

东莞包装进出口支公司、东莞对外贸易运输支公司。它们简称为：粮

出、食出、土出、轻出、艺出、纺出、矿出、化机出、畜出、医出、
‘

丝出、包出、外运(以下文出现多用简称)o其中前11个进出口支公司

。对港澳地区出口有自主经营权。有部分远洋商品开始直接成交。经营

品种从过去比较单一的农副土特产品j发展到轻工业品、工艺品、纺

织服装等200个出口品种。产品运销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01988年统计，

农副土特产品中出口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有：大猪、排米粉、

牛皮等12个品种。轻纺工业产品中出I=／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

有：塑料制品、玩具、毛针织品等29个品种。其中年出1：2 1 000万美元

以上的商品有烟花炮竹、塑料制品、各种手袋、玩具、毛针织品。农

副土特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整个东莞外贸出口额的25％；轻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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