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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国家《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作为总的编纂

原则，力求志书达到科学性、思想性、实用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珠海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历程。时间断限。上限

起于1949年，下限止于1990年，大事记延伸到1993年。为力求

历史的连贯，少数内容上溯不限．

三、本志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朝代纪年用汉字和干支，并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

四、本志内容编排，是根据对外经济贸易行业的特点和业务

范围，按需设章节，纵横结合，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表

述手法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辅以图表。

五、本志内凡机构、部门、团体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多次出现时用简称．历史朝代、地理名称、政府、官职

等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地理兼注今地名，有关表格内容是跨

越珠海县、市建制的、则以“珠海(县)市”作为称谓。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珠海市档案馆和市统计局、市外经

贸委档案室，部分援引自报刊、文献、古籍以及有关人士的忆述。

为节省篇幅，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序

珠海、扼珠江三角洲的入口处，沿江临海，毗邻港澳．由于

地缘的关系，早在1909年就以番洲商埠盛极一时，开珠江三角洲

商贸之先．可惜后因火事，一焚而衰。近百年未得复兴．昔日旺

市的珠海几乎与商贸绝缘，仅保留与澳门传统式的边境小额贸易

达数十年之久．幸得海业兴旺而成为以渔业著称的边睡小镇。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珠海相继撤县设市、创办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尤如一阵春风伴随着来自太平洋的海风，不断吹拂珠海

这片藏珠聚宝之地，使曾极一时之盛的商埠又鸣锣开市，商客跃

试，商贸活跃．经济发达．再度繁荣．如今，珠海巳成为华南地

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刨办珠海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特区建立十

多年来，珠海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用外资项目如雨后春

笋。至1992年，全市与外商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759多项，实

际利用外资13．8亿美元，引进各种设备4万多台(套)I利用外

资形式从。三来一补一发展到合作、合资、独资企业．外资来源

从港澳地区逐步向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对外贸易成

绩斐然，国际市场不断拓展，仅1992年底进出口贸易就达1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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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为了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继续探索，不断创新，《珠海市对

外经济贸易志》以志书形式记载珠海地区从边境小额贸易到国际

经济贸易的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不断开拓珠海市对外经济贸易

必将起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为此，在《珠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志》即

将出版之际，特作此序，表示祝贺。

2

珠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田承刚

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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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珠海地处南海之滨，毗邻港澳，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对外贸

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朝初年，．当外国商人打开中国国门到

广东从事贸易活动时，香山县黄梁都浪白(今珠海市南水镇)即

被辟为通商贸易市场，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对外商埠曾盛极一时。直

到明朝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萄牙在澳门，便成为广东，

福建等沿海各地商人与澳门贸易的交易市场，从而逐渐形成边境

贸易的传统习惯，但直至民国时期，仍然大多是小本经营，较具

规模的贸易商行廖若晨星。珠海虽地理位置优越，却由于其落后

的经济，不便的交通制约了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珠海的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政府开始实施对外贸易统制政策，外贸各业也逐步过渡为国营外

贸专业公司统·经营．但整个五十年代，珠海的外贸业务仅局限

于收购渔农产品和矿产，一部分收购商品还要调至中山石岐口岸

统一出口。

1961年，珠海县外贸局(珠海市外贸总公司前身)及所属专

业公司成立；珠海外贸才开始真正进入一个自主经营的新阶段。珠

海逐步重视出口商品的发展，并建立起一批以蔬菜、三鸟、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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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泥为重点的出口商品基地。但发展仍很缓慢，其出口商品大

都是初级产品，市场只局限于港澳市场，至1978年。外贸出口总

额仅有416万美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外贸系统贯彻

。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以出口创汇为中心，以开发货源

和开拓国际市场为重点，充分发挥特区的优势，采取灵活的经营

措麓，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多元化经营，在不断深化外贸体

制改革中发展对外贸易。(一)改革外贸体制，1982外贸公司实行

经济包干，成为实质性的经济实体，1984年和1988年两度推进了

机构改革，使行政性的外贸局变为经济实体的外贸总公司，同时

。放权”。搞活。．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出口经营权，成立了一批

地方外经贸公司和工(农)贸公司，打破外贸-企业独家经营的局

面，形成了专业外贸公司、地方外贸公司和。三资一。三来一补一，

企业三足鼎立之势，外贸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二)完善经营承包

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珠海外贸系统是全国同行业中最早实行经

济包干的单位之一，1982年，各外贸专业公司与省公司脱钩，与

地方财政挂钩，实行。刨汇包干，自负盈亏，亏损不补，盈利五

五分成”的经济包干办法，突破了外贸专业公司30年来隶属中央

财政的格局，比国内同行业早5年走上承包经营的道路．1987年，

外贸系统还通过推选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促使外贸系统各公司

走上。自主经营。自谋发展”的道路，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加

强经营管理．谋求自我完善。(三)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增强

一出口后劲。外贸系统主要通过自办、联办、资金技术扶持等多种

形式兴办以蔬菜、生猎、三鸟、塘鱼、水果等为重点的鲜活农渔

产品出口生产基地，由外贸供资金，技术扶持各乡镇兴办的基地

达ZOO多个。(四)巩固港澳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港澳地区是珠

海传统的出口市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放开经营，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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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港澳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珠海在港澳市场占据的位置经受严

峻的考验，外贸系统各公司从提高商品质量、开拓适销品种、扩

大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着手，树立良好信誉，增强能力，使其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港澳市场稳住阵脚。在巩固港澳市场的基础上，外

贸单位把目光推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明确把开拓国际市场作

为外贸的战略目标，通过积极参与和举办各类型贸易洽淡会，派

出人员出国考察联系业务。加强与中央、省公司及驻外机构以及

侨商的联系业务．逐步打通了对近、远洋地区的贸易渠道。(五)

壮大外贸队伍，提高外贸员工的素质，至1992年。全市外贸人员

达7000人，专业人员达1100多人．一批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都较好．能经受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的业务骨干，为外贸事业的

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到1992年珠海已经和21个国家和地区直

接或间接开展对外贸易，当年进出总额达15．26亿美元，其中出

口总额9．23亿美元，进口总额氐．鲣亿美元．在出口总额中，外

贸专业公司出口0．55亿美元，地方外贸公司出口文28亿美元，

。三资”企业出口4．87亿美元，其他方面出口o．5l亿美元．

在开展对外经济方面，珠海市把引进外资作为改革开放的中

心环节来抓。珠海建立特区后，建设资金来源由原来依赖国家财

政拨给，改为主要依靠市自筹解决．利用外资就成了发展外向型

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国家实行经济调控期间，广泛地，

多渠道地引进外资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珠海创办特区以来，按

照中央关于。特区多种经济并存，以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为主，

特区发展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I特区的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指示，

坚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大力引进外资，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
‘

第一阶段是打基础阶段(1980--1985年)．主要是建设投资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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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探索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初期。自香洲毛纺厂拉开了利用外资

对外加工装配的序幕，从1980--1985年，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资

合同892宗，实际利用外资3．33亿美元，办起。三资”企业314

家。1984年市委、市政府又确定了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

经济发展方针，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第二阶段是初级外向型经济的形成阶段(1986--1990年)。这

一阶段珠海大力发展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各业的外向型经济、利

用外资迅速增长。如1989年，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05宗，实际利

用外资1．69亿美元，是1985年的1．9倍。1990年，签订利用

外资合同424宗，实际利用外资1．08亿美元。在这批“三资”项

目中，工业占95％，产品外销比例在70％以上。

第三阶段是外向型经济向高级发展的阶段(1991年以后)。特

区外向型经济在前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外资已不是停留在

“三来一补”、补偿贸易等方面，而是利用外资发展高新技术项目，

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变，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如

1992年新签的“三资”合同项目717宗，其中工业579宗，占80．

75％，农渔业17宗，占2．37％；而工业中纺织制衣、电子电器、

五金机械、化工医药约62．35％。至于建筑装修、交通运输、饮

食、房地产和旅游业，则占17％左右。

近几年来，利用外资有几个显著的特点t

(一)外资投向以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项目增多。由于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由劳动密集型、技术一般型、

非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外向型的部门和行业转化。从

1980w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来看，工业项目占48．93％、交

通邮电业占11．89％、房地产旅游业占33．91％。如1989年的

批准引进的日本佳能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独资生产经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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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名牌照像机，产品全部外销。1992年，利用外资投向更趋多

元化，全年签订合同利用外资总11．77亿美元中，其中工业占44．

98％，房地产占39．42％，建筑装修占5．02％，交通运输占4．

22％，旅馆与服务业占2．79％。商业占1．8N，农业占0．51％。

工业项目利用外资总额达孓29亿美元，其中以电子、电器、纺

织制衣、五金机械为骨干行业．此外，利用外资开发大型基础工

程(如珠海港、飞机场、火力发电厂、大桥等)取得了明显成效，

合同利用外资总额达1．1亿美元。

(二)外资来源多元化，发展势头猛，资金投入快。珠海利用

资金一真以港澳为主，但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所占的比例也日益增大．198卜
1990年，实际利甩外资中，来自香港占55．23％，澳门占40．27％。

1992年，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珠海投资办厂，外资来源

仍以港澳为主，占全部利用外资的90．63％(共10．6亿美元)I

其次是台湾，占5．86 o／；(3738万美元)；美国占2．37％(3157

万美元)I另外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英国、

法国、德国、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前来投资，金额也

不断增加。

(三)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追加投资的企业增多．由于珠海特

区投资环境越来越好，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外商投资信心

增强，所以近几年来，客商到珠海投资的规模增大，独资和追加

投资增多，如到1990年止，外商独资企业达100家，其中单个投

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15家，如佳能(珠海)有限公

司、威望(珠海)磁讯有限公司等。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项目 ．

总额20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278万美元，比上一个年度增长1

。倍多，其中新签合同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60项，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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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n．13亿美元。此外，有180家。三资”企业在原有投资

的基础上追加投资。追加利用外资1．38亿美元，占同年。兰

资”企业项目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ll％，其中追加投资较大的有

威望(珠海)磁讯有限公司(3000万美元)、红塔仁恒纸制品有限

公司(2600万美元)、国厦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290万美元)等

企业。

(四)利用外资发展高科技和第三产业有新进展。1992年利用

外资717个项目中，第三产业121项，占388％l合同利用外资总

额6．42亿美元，占弘51％。利用国内科技成果与外商合作开
发高科技项目有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与新加坡外商合资开发手写

式汉字输入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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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12月 广州军管会颁布一港澳边缘区肩挑贸易临时办法。，允

许珠海边境地区居民可继续将自产自销的农副土特产品肩挑贩运

到澳门出售。

同月 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石岐分局前山办事处成立，管

理邻近澳门一带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

1950年

10月中旬华南区财委颁布。华南区小额贸易管理办法一，确

定以关闸为中心的25华里以内自产自销的农民可以经营小额贸

易·

1954年

5月 华南区财委决定将珠海县的边境小额贸易地域限制在

’臣澳门1华里内的关闸、北岭，湾仔、高沙、联安5个自然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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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6月7日 广东省副省长魏金飞前来珠海视察，并召开边防

地区对外贸易会议，确定珠海县边境小额贸易区域扩大到6个乡，

由1958年1月开始执行。

1961年

4月5日 珠海获准实行。海水产品出口外汇三七留成”办

法，即7成上缴国家，3成留给生产单位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

5月1日 珠海县对外贸易局成立。

7月1日 珠海粮油食品进出口支公司成立。

7月20日 石岐食品进出口支公司、水产品进出口支公司在

珠海的站点将债权债务及有关财产移交珠海食品进出口支公司。

lO月 广东省颁布“恢复小商品出口试行细则”，珠海于11

月开始恢复小商品出口，计有鲜花、豆苗、禾虫等品种。

11月29日 中山县财办在前山召开边区小额贸易会议，对

边境小额贸易作出了。今后收汇要全部结汇给国家银行”和“使

用外汇购进物资需经石岐对外贸易办事处审批”等4条规定。

1962年

2月1日，珠海外贸部门对前山地区试行出口蔬菜生产单位

定额包干、超产奖励、代运出口的做法。

11月 珠海外贸系统开展“扭亏增盈”运动，并成立扭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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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要求各单位通过改善经营环节，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经济

效益．

1963年

1月 前山地区生产单位代运出口蔬菜的做法被取消，恢复

由珠海食品进出口支公司统一收购出口。

3月1日 佛山专区外运支公司珠海外运车队成立，原属珠

海外贸部门的一切车辆及有关设备和人员全部移交该车队．

1964年

2月9日 珠海县委在颁布的。关于裁并商业企业重叠机构

试行草案”的通知中指示珠海外贸局实行政企合一体制，和食出

公司合并，。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1967年

4月4日 广东省公安厅同意珠海外贸五矿办事处使用拱北

至湾仔国防公路向澳门出口沙、石．

7月1日 广东省决定取消小商品出口外汇留成。

1968年

1月16日 珠海根据省生产指挥部指示，取消海水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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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三·七。留成的做法．

5月29日 珠海县外贸局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1月 珠海县外贸局和水产公司等8个单位合并成渔蚝服

务站．·

1969年

3月20日珠海县外贸公司成立．

1972年

1月 原直属广东省水产厅管辖的银坑蚝场下放给珠海县，

并连同香洲公社的蚝业大队划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产品归珠海

食出支公司直接收购出口。

5月10日珠海县外贸公司撤消，恢复设立外贸局。

lo月lo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珠海县香洲码头作为出

口货物临时起运点．

1974年

1月 为抓好出口商品基地工作，在前山成立基地领导小组，

由前山公社副书记任组长，食出公司副经理任副组长．下设办公

室，并由外贸局内抽出15人组成工作队，分驻各生产队组织生产，

落实计划．

同月 珠海食出支公司各站点开始实行独立核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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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t月 三灶公社被划作发展水草出口生产基地．

9月 国家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珠海银坑蚝场、

香洲蚝队及前山蔬菜出口基地使用短期外汇贷款．

是年，珠海食出车队被评为省、地、县同行业先进单位I珠

外。301。号船被评为县安全航行先进单位I县外贸局被评为县属

机关治保工作先进单位．

1976年

9月19日 第九号强台风正面吹袭珠海，受这次强台风及暴

雨的袭击，损失的出口蔬菜达3100亩．严重影响对澳门的蔬菜出

口供应．

1978年

6、月 珠海县设立经济技术引进办公室，负责全县对外经济

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

6月16日 国家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下文，同意

广东省关于发展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计划．其

中在1978年至1980年3年内’。拨给珠海县短期外汇贷款200万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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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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