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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建区12周年，也是长春汽车经济贸易

开发区发展史上发生巨变的一年。根据汽车产业发展形势的需要，市委、市政

府和一汽集团共同作出一项重大举措，成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企共建的开发

区——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整建制划人该区。值此

之际，《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志》的成书出版就更有意义，这是我区一项重

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建区12

年来，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坚持

以招商引资为龙头，以发展汽车贸易为主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不断开拓

创新，发展成为一个投资环境较为完善、汽车产业具备一定规模、社会效益显著

的现代化开发区。在本部区志所记述的1993"--'2004年的11年间，开发区的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区内以长春汽车中心批发市场和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两个国家

级市场为核心，形成了完整的汽车商品贸易体系，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和

地区，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是国内主要的汽车商品集

散地之一。

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的投资者、创业者、建设者正满怀豪情，艰苦奋

斗，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种形势下，客观、系统、翔实地将长春汽车经济

贸易开发区的历史记载下来，对于增进人们对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的全面

了解，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开发区的建设，都具有很重

要的意义。



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志

我区的修志工作，从2003年起步到2005年，完成了区志的编修工作。在

区管委会、区志编委会的领导下，得到各单位的支持和配合，经过区志编委会办

公室人员两年的艰苦努力，区志终于问世。本部区志约30多万字，记述了长春

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在1993,---2004年间的创业发展历程，并提供了可靠的区

情资料，为当代和后世提供了历史借鉴。

《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全面反映了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从

1993年到2004年开发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

新编地方志是一项长期而连续的系统文化工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地方

志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规定，我们在21世纪之初，把这部区志编纂出来，

为后人编修21世纪的区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志书的功能在于“资政、存史、

教化"，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不利用就失去志书存在的价值。我们要珍惜来之

不易的修志成果，动员社会各界重视读志、用志，学习历史，借鉴历史，使之成为

区党委、管委会机关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成为各行各业总结经验、开展工

作的重要信息资料库，成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成为让世人了解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让

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开始新的征程的重要媒介，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志》的成书和出版，为宣传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

发区，让人们进一步认识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展示了系统、全面、完整的资

料。我们希望广大开发区人广泛深入地进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爱国家、爱开发区的教育，深入开展区情研究，不断推进开发区的建设事

业，为开发区的辉煌未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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