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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丛书》由县内有关单位，于1986年为新修((南海县志》提供资科而先后编成的专志所

组成。它有为缩纂单位积存资料的任务，因而带有部门志的性质。考虑到县志总纂时，总不

可能把专志的所有资料都收录进去，故决定把它们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朴县志资科可能过

简的不足。

专志量多而且内容广，都要详细审查验收有困难，只好交由办公室加强编纂辅导，并着

重从政治观点、志书体例方面进行最后把关，其他方面刚由编纂单位负责。

((丛书》以铅印或油印两种形式成书出版。纳入《丛书》出版的专志预计有60本，但版

本大小，印刷形式和数量，发行范围等，均由编纂单位决定，原定的计划也可能会变化，因

而这里只能列举已经出版的书目，到最后一本出版时才能宣告《丛书》出版完毕o

《丛书》现已出版的书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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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古
刖 誊

盛世修志，以资治，教化，存史，这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

优良传统t《南海县对外贸易志》主要是记载南海县外贸机构沿革，对

外贸易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和内部经营管理等历史和现状，是一部介

绍南海县外贸事业发展的专业史料·

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邻港澳，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

越，商品经济发达，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县份之一·随着对外开

放政策的贯彻，南海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广东省

出口商品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提供出口的商品有粮油食品，鲜活农副产

品，轻工业品，工艺品、纺织品、土产品，畜产品，五矿化机等，500多

个品种，既有传统的名牌产品，又有新兴发展的产品，货源充裕，花色

品种繁多，远销世界许多个国家和地区·南海县在九江，北村设有进出

口口岸，每天有货船与香港对开，还开办了直通汽车自运商品往澳门，

交通运输极为便利·

《南海县对外贸易志》以翔实丰富的资料，记述了南海县对外贸易

事业发展的基本概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以来对外贸易的持

续发展，展示了南海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前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本志经过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有关人士

的鼎力支持，《南海县对外贸易志》终于面世·但由于南海县外贸机构

几经演变，有些资料，特别是建国前资料比较缺乏，加之编者水平有

限，本志必有疵漏，敬请有关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待将来续修时

订正·

编 者

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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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南海县对外贸易志》从实际出发，以史实记述南海县对外贸

易事业的发展，以各类商品发展为主线，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

主，时经事纬；经纬交错，正文九章；按章分类，章下分节，节下分

目，金志2 1万字· ．，

二，本志记述南海县外贸收购出口时间．下限止1988年12月31日·

按照详今略古要求，重点记述建国后南海县建立外贸机构以来的历史

和现状，在记述方法上详主流，略支流；详兴衰起伏变化，略一般过

程；主要以1 972年以来，尤其是记述1978年以来南海县对外贸易的有关

情况·

三，本志反映的数字与南海县统计局一致，1983年前为外贸系统收

购额，1984年后收购额含开发公司．丝绸公司，南海藤厂收购额；

1986年后自营出口额含开发公司、丝绸公司、南海藤厂出口额·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本单位档案，佛山市档案馆，佛山市图书

馆。南海县档案馆、南海县图书馆及有关部门存卷和资料，并得到从事

外贸工作多年的有关人士为本志提供情况．

五，佛山市建市前属南海县管辖，其有关史料在概述反映，建市后

不再反映·

六，本志记述的单位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采用沿习简称．有关外

贸系统各单位的称谓，则按当时建制行文·

七，1989年的情况另附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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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海县有着悠久的历史，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民国26年(193'7年)前，县署设在广州，以后迁至佛山·南海县由于地处珠江三角溯

腹地，有着得夭独厚的自然条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自古以来，广州便成为我国对

外贸易和中外海上交往的主要港口及囊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源地·

元代，广州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据元代陈大震著《大德南海志》记载，当时广州有贸易

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12个。明清时期更有所发展，特别是乾隆年问，清政府封闭了闽、江．

浙对外贸易商港后，广州便成了全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外国商人集中到广州一地来做生意，

使广州及其附近佛山等地区的对外贸易置迅速增加·佛山距广州港口只有二十五公里，且粤

海关税馆设在佛山汾水正埠对岸，外国商人可以进入佛山贸易，加之过去曾是广州与中央地

区联系的主要通道北江支流官窑涌、石门水先后淤涸，佛山涌取而代之·凡循北江南下之船，

必先到佛山，再达广州。由此，佛山就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位置上，使得地处珠江三角洲的

南海，佛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日益发达，为对外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建国以前，南海佛山出口商品以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为主，主要有铁锅、铁线，铁锤，

陶瓷，丝织品，金银锡箔，成药，爆竹，雕刻、藤器，绣花等手工艺品，特别是广缎，瓷器

都是畅销品，广缎有_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移和瓷器售旁及海外之国"之称。

铁锅，铁线销往日本，柬埔寨、缅甸，越南、朝鲜以及北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明末清初，南海县由于种桑，养蚕，养鱼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桑基鱼塘"，_蔗基鱼

塘"，。果基鱼塘劳的良性生态循环体系，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出口提供了大

量贷源·民国以来，四大家色(鲩、鳙，鲢、鲮)除供应本地区外，还太量输往香港，澳

门·著名的蛉南佳果荔枝、龙眼，龙牙蕉、木瓜，柑橙等也有部分出口·

进口商品主要是制造手工业和成药的原材料，如生产炮竹烟花所需的硝-制中成药的琥

珀，冰片，香药，犀角及遑罗大米等。 ，

几个世纪以来，南海县的对外贸易一派繁忙景象，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上，有过灿烂

的一章，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逐渐走向衰落·

●●

●
_

．‘

建国后，南海县对外贸易迈进新的尾程，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全县城

I如



乡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南海县在过去有着悠久历史的进出口贸易交往基础上，得到

了恢复，发展、壮大与腾飞。

南海县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经历着起步、发展、徘徊、再发展壮大和蓬勃发展的历

程。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国营对外贸易正处于萌芽阶段，私营进出口商在未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之前仍占主要地位。南海佛山私营进出口商计有丝织，织布，雨伞等行业257家，出口

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织品，纱绸，布匹，土布，陶瓷、炮竹烟花，油纸雨伞等。1951年出口

贸易额2600万港元。1958年南海县人民政府设立对外贸易科，担负着领导和管理全县对外贸

易工作，当年外贸收购额871万元。1962年2月，南海粮油食品和±产进出口公司成立，以

后其它专业外贸公司相继诞生。从此，南海县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1964年全县外贸收

购额2739万元。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原因造成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阻碍了对外贸易

事业的发展，1966年到1971年，全县外贸收购额在3600万元至3900万元之间徘徊·1972年，

恢复南海县外贸机构，并建立镇一级的外贸出口站和扩大外贸收购网点。南海县对外贸易事

业又得到重新发展，当年外贸收购额4282万元，比1971年增长18％。1973年，贯彻中央关于

·选择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基地一的决

定。南海县外贸部门大力组织商品出口，1973年外贸收购额6552万元，使金县外贸事业进一

步发展．1975年，南海县对外贸易有了新的突破，收购额超亿元，实绩11346万元，首创当年

全国县级外贸年收购额最高纪录。

80年代，改革开放使南海县工农业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商品

性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能源，电讯、口岸等方面的建设，投资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

南海县对外贸易继续向前发展。外贸事业的兴旺，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

利用外资引进了大批的先进技术设备，改造老企业，发展兰来一补，中外合资合作和联合等

企业，乡镇企业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国营县属企业、镇办企业，村办企业

兰足鼎立，具有南海特色的多元化，多系列的工业体系。

南海县外贸部门认真贯彻广东省政府提出t。以扩大出口为中心，以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和

开拓国际市场为重点，两翼齐飞弦的外贸方针，使全县外向型企业迅速发展，其中纳入省出

口生产体系出口百万美元以上的出口生产企业43家，生产体系项目23项(农副产品4项，工

业品19项)，外贸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办企业26家，还自办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

配合有关部门建立了农、牧．渔业生产出口基地17个。由于加强了对工农业出口生产基地的

建设，努力增加出口创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上，除

继续发展传统产品出口外，还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大力组织和开发轻纺，服装、皮革、玩

具、机电等新产品，积极发展刨汇农业产品出口。多渠遭、多层次地增加出口品种，提高产

品质量，扩大出口货源，全县出口商品品种达500多种，其中超百万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有

藤制品、炮竹烟花，玩具、服装、皮鞋，皮制品、风扇，塘鱼，蔬菜等17个·出口商品中工

业品的比重从1978年的79％，到1989年提高到92．2％，高于全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品占66．4％

和广东省72％的比重。出口商品除主要销往香港，澳门外，还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6年，南海县对外贸易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

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进字(1985)092号文(‘关于同意珠江三角洲南海等十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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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公司享有出口权通知》，把原来直属佛山市外贸系统报账单位的外贸专业公司改设置粮油

食品，轻工业品，工艺品．土产，畜产，纺织品六家外贸专业支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享有商

品出口权，随后又成立广东外贸开发公司南海县分公司和南海化工进出口支公司·这样，进

一步充分发挥南海的地方优势和外贸专业公司的积极性。1987年，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出口

额，换汇成本，亏损额三项经济指标承包，使南海县的对外贸易更上一层楼。1988年，外贸

实行三年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发挥优势，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发展外向塑商品生产，

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1988年，全县外贸收购额81154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17．2％，自营出口突破一亿美元，实绩为13088万美元·

南海县对外贸易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童为南海县的经济繁

荣作出了贡献。在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的新形势下，南海县外贸部门广大职工深感任重道

远，继续完善外贸管理，开拓多元化市场，把对外贸易事业跃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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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一、建国前

宋代，南海县佛山东郊设有临海炮垒。在栅下大塘涌，有一渡口叫·海口"，可停泊大

小船只，外国商船到此贸易，当时还设有市舶提举一官在此驻扎．

嘉庆年间，洋商在佛山转运自铅曾年达七十七万斤。

明末清初(1644-一．．．．1700)，_鱼苗之池，唯九江有之"·九江鱼苗独家经营，远销至
省内外及东南亚各地·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南海县(佛L【J)铁锅出口达五万只。

同治年问(1862-．．．--1875)，南海县成为我国炮竹业的出口中心之一，盐步、大沥等地

参与炮竹烟花生产的男女工人达：万多人，其产品出口多由佛山厂店代办或加工订货。

同治十一年(1872)，华侨商人陈启沅仿洋人用机器缫丝的方法，在西樵简村堡创建中

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一继昌隆。该厂_出丝精美，行销欧美和东南亚，价值之高，倍于从
前，遂获厚利·嚣

光绪年向，丝每年出．口值银壹百万元以上。行销外洋。铁锅行的年产值仍有三十万雨。

每年销向外洋的铁锅仍达二、三百万斤，铁线和铁锤的出口量仍有十五、六万斤。

光绪兰十四年(1908年)，由广州出口酒类五十余万元。其中南海约占二十余万元。

．
民国24年(1935年)，南海县生丝，丝织品近数年来外销受外国关税政策打击，内销市

场并为日本人造丝低价倾销政策争夺，以致蚕桑、丝织业破产·

民国29年(1940年)2月，县政府(日伪)通令各区禁运粮食出口，以济粮荒·

二、建国后

1958年

9月，南海县计委设外贸干事1人，专门负责外贸计划、业务，是南海县最早设置的外

贸管理专职人员·

12月．·南海县、兰水县合并为南三县。

1959年

1月．成立南海县人民委员会对外贸易科，有关对外贸易业务归外贸科管理·在编3

1
．



、

人，是南海县最早设立的外贸机构·

1960年

1月，广东省四级干部会议阴确建立出口商品基地·

2月，根据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南海县出口任务的要求，建立出口蔬菜基

地2500亩，西瓜8500亩，优质大米11500亩。在生产安排中还根据中央的_五先"原贝Ⅱ，选

择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生产条件好，有出口传统的公社或大队作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在lo个重点公社先后设外贸千事的同时，第四季度又在藤厂，砖厂，丝织厂等出口重点

厂派驻驻厂员，加强外贸与工厂企业的联系·

1961年

佛山地区专员公署对外贸易局(61)佛外业一字第048号文，决定从lO月1日开始管理

南海县食品，土产品出口的业务及开展具体交接手续·

10月26日，佛山地区专员公署对外贸易局拟出<<关于南海县塘鱼能否出口的调查报

告》，呈报广东省外贸局，认为南海县除完成广州市的供应任务外，是可以培养为塘色出口
货源基地．

1962年

1月，成立中共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党支部。 ．：

2月2日，撤销南海县人民委员会对外贸易科，成立南海县对外贸易局，负责管理全县

外贸行政工作，并成立南海县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南海县土产进出口公司，负责食品，土产品
收购出口。

培植和恢复中断多年的官窑马蹄．盐步马蹄粉以及各种野禽等8种商品生产和出口·

外贸部门为南海县34闯出口厂(社)解决原材料和辅助材料，使这些出口厂(社)正常

生产，扩大出口产品14个，增加收购额41．5万元。

1963年

6月，撤销南海县对外贸易局，设立南海县对外贸易科· ．

执行蚕茧新奖售政策后，南海县扩大蚕桑生产面积600多亩·比上年有了进一步发展·

1964年

年收购任务1965．65万元，完成实绩2739万元，完成年任务的139．3％·

1066年

塘鱼出口超额2040吨，为南海县多得奖售饲料粮1000吨·

评出58名先进工作者，其中6名出席县先代会，1名出席省先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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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年收购额s75z刃"元．比上年增长5％。
：

’ ’

1967年
．●

●

． ：

年收购任务3357．13万元，完成实绩3834万元，比上年增长z．2％。

1968年

年收购额3744万元．

1969年

1月，撤销南海县对外贸易科。

年收购额3903万元，比上年增长4．2％。

年收购额3664万元．

年收购额3615万元。

1970年

1971年

197Z年

5月，组建成立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并于7月10日设立南海县外贸公司．

引进北京填鸭在南海县落户· 一 ’。

9月8日，原佛山地区食品进出口公司在南海县的收购业务和派驻在各公社的收购站，

点(包括人员、财产等)由南海县外贸公司负责管理。

9月8日，南海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南革生财字22号文《关于加强基层外贸工作的

领导各公社设立外贸出口站的通知》，要求在各公社建立外贸出口站。11月13日，在各公社

分别设立外贸出口站。
' ： ·。¨

● 』

1979年
“’

6月，恢复九江起运点，供港塘鱼鲜活质量有了明显好转，售价提高。‘

7月11日，南海县外贸局的业务，财务统计移交南海县外贸公司·． ．一 ：

12月24日，中共南海县委组织部同意成立南海县外贸公司九江船队，将出口船及内河运

输船从九江出口站分出划归船队领导，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由县外贸公司安排。
●● ’ ●

． ．、

’
’t 1974年 。j ··、： 一

’

：一 ， f：f

’

．

．

2月1日成立九江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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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洲南海针织社试搞羊毛衫出口，填补了南海县针织品出口的空白·
。

197S年

●_

-。

8月25日，省，地，县外贸调查组调查南海县外贸工作的情况，写出取一个比较好的外

贸基层站一南海县西樵外贸出口站调查报告》，9月3日写出《《关于充分利胛九江起运点
扩大杂货起运出口的调查报告》，9月25日写出《对南海外贸的调查工作报告》等·肯定了

南海县外贸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九江，南庄，西樵纳入广东省农副产品(塘鱼)生产基地。

年收购额首次突破l亿元，实绩达1．1346亿元，居全国县级同行业之首．

1976年

南海县积极饲养填鸭，提供外贸出N15万多头。

南海县有300多家社队企业为外贸提供商品出口．

1977年

3月31日，南海县对外贸易局上报广东省的农副土特产品出口基地·南海县填鸭基地

县。其中有盐步公社畜牧场，罗村公社联和大队填鸭场。南海县育肥鸡基地县，其中有大沥

公社育肥鸡场，盐步公社花场育肥鸡场。里水，和顺，丹灶，九江为育肥鹅基地·此外，南

海县为鲜蔬菜，姜，葛，芋根块类基地县，官窑，里水，和顺为官窑马蹄基地，南海县储存

冬瓜基地县。

4月20日，经中共南海县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复同意南海县对外贸易局成立党支部·

7月，陈泽民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出席全国外贸(双学)经验交流会·
． 11月，陈泽民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出席全省财贸(双学)会议，并印发南海县对外贸

易局《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办好外贸》的经验材料．

1978年

7月，李希荣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赴北京出席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并在会上

作了题为《依靠党委，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言·

8月至1979年12月止，平洲平西大队罗境一队试养沙皮狗出口·

12月。成立南海县粮油食品．土产品，轻工工艺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1979年
●

I：月，南海县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分为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和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11月，南海县土产进出口公司分出南海县畜产进出口公司· ．

12月1日，南海县九江综合起运点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 一

12月，陈泽民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赴北京出席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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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并受妖国务院嘉奖令》·

1980年

3月，陈惠珠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工委会出席广东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

作了题为《支工支农办基地，发展外贸为四化》的发言。

4月，成立南海县五金矿产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

南海县对外贸易局所属各公司和基层出口站先后开展清仓清帐，处理积压商品和物资
127万元。

7月17日，中共南海县直属机关委员会同意南海县对外贸易局成立党总支委员会·

9月，陈惠珠代表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工委会赴北京出席全国财贸工会工作会议．并受蓟

对外贸易部领导接见。

1981年
●

3月上旬，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在西樵出口站总结物资管理的经验，并制订适合县属各外

贸单位使用的(<南海外贸仓库物资管理试行规定))16条。

7月1日，南海县对外贸易局所属各公司实行叠自收自付，留六缴四．结余分成一的独

立核算制度。

7月1日，蔬菜(鲜叶菜类和瓜类)收购价格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基层出口站o

9月起，在西樵、丹灶，大沥选择有种植蔬菜习惯的生产队，建立外贸站，生产队和承
包专业组三方联营蔬菜基地60亩。

南海县对外贸易局通过总结评比，评出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大沥出口站等9个单位为

1981年度先进单位，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纺织品组、土产进出口公司凉果组等51个班组为1981年

度先进班组及ss9个先进个人。

1982年

6月底开始，南海县对外贸易局对在1968年至19洳年的高中毕业职工189人，初中毕业

职工282人进行文化补课。

南海县出口瓜菜品种42个之中，实行反季节生产的有菜心、节瓜，冬瓜等26个品种·

9月，南海县生产出口的。报喜火箭打烟花获得国家银质奖。

南海藤厂生产出口的新款式藤制品矗童藤摇马"在日本试销后，被誉为·中国藤制品的
代表作黟· 。。

南海县刺绣工艺厂生产出口的‘黎家乐黟刺绣画荣获国家金杯奖，并誉为五件粤绣精品

之一·

九江，西樵，盐步．平iffI 4个公社提供出口商品超千万元公社，平西，谭边等11个大队

提供出口商品超百万元大队．

南海县对外贸易局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评为1982年省级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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