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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县外贸志在上级主管局的重视和县志

办的亲临指导下，于 1 9 8 7 年 7 月成立了编

写班子，由公司主要领导主笔。经认真查核了

外贸工作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后，于 1 9 8 8 

年 3 月 1 6 日写出初稿，送县志办审查修改。

4 月，主笔根据县志办修改意见，又对篇目作

了大了的调整，并补充了部份内容，经一年多的

努力，于 1 9 8 9 年 8 月完成第二稿，再报县

志办复审。

外贸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 以党的 -. 1..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

针、政策为准绳，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我县外贸出口工作的历史，读之虽

觉内容单薄，但对了解、再源外贸历史，争取多

出口多创汇以促进全县经济繁荣，亦不无现实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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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人工作所系，没有更多时间钻研修志

业务及查找历史资料，志书不当之处敬请读者

指正 。

阮良

一九九0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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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泻源县外贸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

河源县外贸的历史;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述事物的发端，下限

断在 1 9 8 8 年底 P

三、 是志采用条目体，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用记述体叙事，不加评论;

四、以"志"为主，部份章节附以图表;

五、不设"大事"记，有关外事活动在志

末 "要事辑录"中记之;
六、资料采于档册、统计和采访，文内不

注出处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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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对外贸易 ， 是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份，是发展外交，促进世界和平的物资基

础。再源县早在清朝中叶，就与缅甸、泰国、

老挝等国进行粮食、副食品及劳务方丽的小额

贸易。民国时期，邓川乳扇，由米，牛街、凤

羽的手工艺品等曾远销缅甸、新加坡等国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的

民间贸易，继续与外国进行p 五十年代，国家

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 i耳源县的外贸出口品通

过国营商业贸易提供货源?调中央统一对外出

口，主要品种有粉丝、蜂蜜、 畜产类、 猪棕

山、绵羊-&各种野生杂皮、装 、毛等 。 1 9 6 3 

年县外贸站成立后， 按上级下达的出口物质

任务， 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组织产品生产，开

展收购p 集并工作， 虽仍将出 口货源提上级部

门统一对外出口，但加强了工佯的主动性、 计

划性 p 年出口总值由五十年代的一万多元附至



四万余元。"文化大革命"中， 外贸出口被视

为"崇洋媚外"出口额 日 趋下降 、 党的 -7·一
届三中全会后， 外贸工作!受到县委 、 县政府

的重视，广大农民生产、加工各类土特产品的

积极性不断提高，出口商品除巩固发 展 了限

油、土产、 畜产、茶叶、工艺五大类 300 多

个品种外，还重点开发了芸豆、 "马厂" 蚕

豆、恰茸、妈炸死梅坯、话梅、脆梅、 梅干等
2 0 多个品种， 远销日本、 古巴及l西欧、东南

亚 1 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 9 8 8 年出口总值

达 371 万元，创汇 6 0 万美元。近年新发展

的牛肝菌、羊肚菌出口西班牙及东欧各国，虽

然提供量还少，但打开了出口销路，为我县创

汇发展经济提供了新的途径

外贸出口工作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我县

种植、 养殖、加工各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六十年代，全县梅林面积六千多亩，梅树近六

万株，年产鲜梅 3 0 多万斤，梅胚加工仅河源

城三个作坊p 开发悔子系列产品出口后，梅林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梅苗培育技术不断更新，

县花木公司已墙育出优质梅苗 5 个新品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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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农村广泛提供服务，梅胚加工已发展到

100 多个作坊，年产 100 0 多吨。名-特商

品芸豆原来只有 1 个乡 5 个自然村种植，年产

5 0 吨，现发展到 1 1 个乡镇 8 0 个村，年出

口 300 0 吨，成为我省芸豆生产的重点县，

其它各类农副土特产品的销售，每年给农民增
加近 1 0 0 0 万元的收入。

二十八年的经验证明，大力发展外贸出口

商品，既能带动其它各业的发展，又直接为浑

源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外汇资金;只有到国际

市场参与竞争，才能发挥泻源的资源优势搞活

泻源经济，变死宝为活宝。

机构沿革

1 9 5 2 年，原邓川|、河源两县贸易公司

分别设农副土产股，专管土特产品收购，是为

境内外贸机构之始。 1 9 5 8 年，两县土产股并

入县供销社，设外贸股，编制 3 人。主要、任务

是发掘出口商品，指导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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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批量的商品调上级部门出口。 196 3 年成

立县外贸站，编制 6 人，行政属县联社代管 ，

业务、财务由大理州外贸局指导，办公地址初

租青昌街民房， 后在晨冲队征地 2" 1 6 亩，

投资 1.， 5 万元 ， ?Ìfr建两层土木结构楼房 1 '1 

间。 1 9 6 5 年，行政改由县政府财办领导，

财务虽仍属州外贸局管，但已实现统一核算，

分级管理、县级报帐的经济体制，人员亦增至

9 人，并在晨冲队建了合库利办公地室 ， 经营
业务开展扩大、

1 9 6 9 年至 197 0 年底，外贸站并入

县商业局，因人员撤散，业务停止、 仓库 、 办

公楼被木器加工厂侵占，外贸机构名存实亡。

1 9 7 1 年恢复外贸站，迁同展冲办公，

行政仍由县商业局代管，时编制 1 2 人，为扩

大经营业务，以 630 0 元购置了邓川百货站

仓库一座 ， 新成立邓川外贸小组。 197 5 

年，行政改属县财办，人员增至 1 7 人， 财务

恢复统一核算，分级管理， 县级报帐常IJ 。

1 9 8 3 年，外贸体制改革?原来半企业

半行政的 i、生质巳彻底转变为经理负责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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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企业亦改名为河源县对外经济贸易公

司 。 ， 1 9 8 8 年 9 外贸体制下放地方管理 ， 企

业内部实行经济承包和优化劳动组'奋， 成立

了 财会股 、 综合业务股， 再源经营部利邓川经

营部，共同承担州政府下达的经济指标 的 承

包，完成国家指定的出 口创汇任务。

附 i耳源县外贸 (堂的公司历任领导，名 录

i 日期 | 企业名称|职安 姓名 l 籍 负

1958--196叫县供销社外贸股|股长|杨辉| 再源巡检村

附一一川年1县外贸站 i站长|杨辉l 泻源巡检村
刷一-197叫县商业局外贸组i 王军|杜瑞林| 泻源凤翔镇
川一-1975年!县 外贸站 | 站长 l杨成德l 山西 省
1975--1979年|县外贸站|站长|杨嘉玉| 祥 云县

1980一-1983年|县外贸站|站长|杨嘉玉l 祥 云县
1980--1983年|县外贸站 i副主占长|阮良| 河源右所

川一一19叫再源县外贸公司| 经理|阮良|词源右所
1984--1则年|再源县外贸公司|副经理|段汝甲|河源凤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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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

〔粮油食品类〕

芸豆是我县创汇最高的 u拳头"出口

商品，主要出口日本、西欧各国及古巴。年出

口大白芸豆 2 5 0 0 吨， 大黑花芸豆 500

吨，腰子豆、白京豆、小白芸豆及万其它各色小

杂豆 500 吨，犬白芸豆主产腊坪(年种 7

.千亩)、启胜(年种 3 千亩)、 哨回 ( 1 千

亩〉、大松坪( 2 千亩)、白单罗( 1 千亩)、

火山( 1 千亩〉、 丰源 ( 3 千亩)、中炼( 2 

千亩)平均亩产 300 斤，全县总产 2 6 0 0 

吨。大黑花芸豆主产牛街、(年种 1 千亩)、口自

回( 1 百亩〉、怯合( 1 百亩〉等地区，年均

亩产 15 0 斤，总产 D 0 0 吨， 其它各色杂豆

主产三营、右所、双廊、凤羽等的半山区。

马厂蚕豆 声江尾乡马广村，年出口日本

600 至 1 0 0 0 吨 。

冰豆、竹豆 主产三营乡，年出口东南亚

地区 5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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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1 9 7 1 年 1. 1 万斤， 1 9 7 3 年 2. 1 

万斤 198 5 年 1. 2 万斤。肠衣 197 1 

年 9 1 根， 1 9 7 8 年达 2 9 0 0 根， 1 9 8 

5 年 7 00 根。 棕毛 1 9 7 1 年出口 1 6 0 0 

斤 1 9 78 年 3 500 斤， 1 9 8 5 年 2 5 

o 0 斤。 其它马、骤、驴、鹿猿、虎、豹、蛇

等类皮张，马棕、马尾、兔毛、鹅、鸭鸡毛、

牛尾 、 牛角等 200 多个品种集并省州公司出

口。

〔工艺品类〕

全县年出口东南亚各国珠宝玉器值 7 0 至

10 0 万元，乔后骑龙山彩色犬理石工艺品

1 0 万元，人发 5 0 0 0 斤 。

收购调供

C Lf交购〕

新中国成立至 1 9 84 年，外贸出口商品

实行统一政策， 统一价格、 统一代购、 统一调

拨、 统一出口的"五统一" 政策，县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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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种;饱业〕

梅 树 196 5 年，县外贸站率先在全

县范围内选育优良品种 5 00 斤， 在江尾乡漏

邑村、三营乡南大坪开塘种植 6 0 多亩， 裁梅

苗 4 0 0 0 余株 ， 当年成活率 9 8%ø 196 

8 年又在漏邑发展 100 亩， 南大坪 200

亩，取得经验后， 1 9 7 0 年在全县推广，先

后在双廊乡火山村发展 100 0 亩，右所乡红

土坡弯福种植 100 亩。 1 9 76 年，花碧乡

大松甸村种 100 亩，凤羽乡元寺种 2 0 亩 ，

1 9 83 年又在外贸牛场种 4 0 亩，至此， 全

县共种梅树 1 6 0 0 多亩， 计 3. 2 万株，

1 968 年起已逐步结果，加上全县各地另星

梅树梅林， 全县每年产鲜梅 5 0 万斤，产值达

2 5 万余元。

按树 1 96 5 年春，外贸站与林业局

合作，购置籽种后由林业局苗圃育苗，六月，

发放给各生产队作"囚旁"绿化种椅，每年一

14 



j每招 (7](雕) 1 9 6 3 年从上海引进，

在花碧放养 1 5 0 只，因方法不对， 当年失

败，损失 2 00 0 多元。

安哥拉长毛兔 1 976 年至 198 2 

年，投资 3 万元，从浙江、上海引进 1 5 0 0 

只，在右所乡陈宫营开办兔厂，请江苏、上海

技术员 2 人指导，后在凤习习、三营两乡发展了

十个兔场，养兔 1 万多只，社员养兔 2 千 余

户，私养兔 1 万余只，年产兔毛 1 千余斤，产

值 1. 5 万元。 1 9 8 2 年末停养。

肉 牛 1 9 7 8 年，为适)豆国际市场需

要，省外贸公司投资 1 5 万元， 在邓川镇红卫村

建出口肉牛养殖场，养黄牛 5 0 头。 1 9 8 0 

年 ， 又投资 2 万元在凤羽乡上寺村养黄牛

5 0 头。后国际市场变化，无出口调供任务，

100 头肉牛分批在当地出售，经济损失O . 7 

万余元。

加工

〔才缸 胚〕 1O 61 年，川、l外贸公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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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大 ?:武力口工收购亦时线时册。

二十多年来，因出口商品直接联系着公司

的经济利益，关系到祖国的信誉威望坟公司

对各类;二叮iZ iiV加工程序都有专人负 灾质证检

查，尤其对食品类商品，达到国际食品卫/jL标

准才包装调供p 否则重新加工EUR废处}~jl 0 

财务效益

〔财务〕

1 8 6 1 年至 1 9 8 G 年 9 县，外、资实行统

一核算，分级管理，逐级?以!匠的统负 Ji.生 131jij 。

财务统一由少!阴、贸公司核算. 9 各项开支均由 Hl

公司拨给，县外贸公司只凭主的即时l长。收购资

金实行全额银行贷款?全额上缴。 196 1 年

贷款 1 5 万元，以后随着外贸出口的扩大， 贷

款亦逐年增加， 1 9 8 6 年后，每年银行贷款

5 0 0 万元。

1 9 3 7 年外贸体制改革， 县公司实行自

负盈亏定额税制。盈利按 432 比例上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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