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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滕县对外贸易活动-历史较长，在二十世纪初即有文字记载。但由

于彼时政治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带有半殖民地经济的深刻烙印’。’

新中国成立后，滕县对外贸易有了较快发展。i9 72年建立了滕县

对外贸易局，工作步入正轨。十余年来，在县党政领导。：上级业务
部门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使

我县出．口商品不断增加，出口额不断增长。特别是党的十_届三中全

会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进行各项改革，．对外贸易。

得到迅速发展。I 985年全县出口商品收购额达到一千一百余万元，创

历史最好水平。在促进我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活妖城乡。经
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今逢祖国百业兴盛之时，四化安邦之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全面地反映滕县

c外贸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汲取经营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起到’

“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实为千秋之大业。

我公司编辑人员，历经近二年的时间，含辛茹苦，广征博采，搜

集了大量资料，在省、市外贸修志机构和县志办公室的关怀指导下，

在各有关单位和知情同志的热情支持下，切磋琢磨，屡易其稿，编写

出了《雠县外贸志》，既为我县外贸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又为后人

留下“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骆长 玲

一九八六每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

‘j’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正确全面地反映滕县外贸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 90 7年，下限为1 985年。在具体章节和商品的叙

述中，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则不受断限限制。

三、记述范围不受部门管辖的限制，凡属滕县对外贸易活动，均

以记述：但统计表中，仅为本公司经营的数字。

四、重点突出专业特点，主要记述外贸事业的发展，出口商品的

特点、用途及生产、收购过程，但对量少或已停止出口的商品，记述
从略。 ，

五、本志采用章、，节两层结构，’用志、记、图、表、录等五种体

裁，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对第二至第七章均冠以“简述”。
。． 六、所用文字资料，主要录自县档案馆、济宁市畜产进出口支公
司、本公司及有关单位的存卷和口碑资料。

． 七、所用统计资料，在I 981年前的数字中，除县统计局的数字

外，均包括原属滕县划入山亭区的八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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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滕县位于山东省南部，隶属枣庄市。东与山亭区接壤，西濒独山．

湖与微山县相连，南与薛城区交界，北与邹县毗邻。总面积1，456平方公

里．耕地1，2-04，239亩，现辖22处乡、镇，1，228个自然村，1，226，1 86人。
c 县境内东部为山区、丘岭，中部是平原，西部为湖滨，倚山傍水，为

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粮食作物以小麦、

玉米、地瓜为主，经济作物以花生、黄烟居多，畜禽有牛、．马、驴、

骡和猪、羊、兔：貂、鸡、鸭、、鹅等。尤以小麦、黄烟、土豆、青山

羊闻名全国，被国家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青山羊基地县。工业有
煤炭、电力人冶金、机械．建材、化工：纺织、烟草、酿造I食品、

工艺等279个厂家，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

系。地下资源丰富，以煤为主，蕴藏量达50亿吨。其它自然资源有白
云石、红色沉积岩石、黑石胆、花岗石、萤石、河沙等。1985年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 06，9 1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7，801万元； 为发

展对外贸易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

。滕县历史悠久，建制于秦。东靠沂蒙山区，西通京杭大运河，．地

处南北二京之间?古驿道贯通全境，素有“九省通衢”之说j为鲁南

商品之集散地，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据l 907≤ji惫迷绻三十三)年《滕
县乡土志》记载： “草帽辫销售洋商，岁约尺首萘方斤”。1 9 11(清

宣统三)年，《滕县续志稿》中记述的出口商品有鸡蛋、’花生、 牛

皮、羊皮、羊毛、肠衣、猪鬃、牛羊豕骨、丝等；进口商品有纸烟、

煤油：棉纱，棉线等。民国初年津浦铁路开通以后，滕县商业进入了

空前兴旺发达时期，对外贸易亦随之扩大。1 914(民国三)年，开始

进口了一批自行车、缝纫机。1 91 9(民国八)年，小麦．花生运往上

海出口，各约值20万元。1,933(民国二十；)年，商界经营的进口商

品有白糖、漂白粉、西药、电料、煤油、火柴、．纸烟、磁器、胶鞋、i

布匹等；出口商品以花生、lb果居多。1 938(民国二十七)年，日本
。- 3



侵略军占领滕县，日本商人相继而至，先后在滕县设立大茂、三井、

三菱、国际运输等公司，大量收购农、副：土、特产品运往日本，又

从日本购回工业品在滕县市场倾销。1 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

件投降，日商所经营的公司也随之土崩瓦解。
．1 948年7月，，滕县第二次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开始发展新中国的对外贸易。1 949年5月，华北蛋品公司在滕县

设立收购组，1．955年3月撤销，出口商品收购由供销社代理。1972年4月，

建立了行企合一的滕县对外贸易局(滕县对外贸易公司’)。一在县委、r

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抓了外贸出口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使出I=I商品逐

年增加、收购额不断上升，1 977年出口商品收购额达到1，070万元，

为．1 972年1 72万元的6．2倍。1979年，由于削去了黄烟这一大宗商品的

的出口，、使出口收购额下降为52 7万元。随着“对外实行开放， 对内

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工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对外贸易迈出了新的步伐。在不断扩大农副产品出口的。同

时，积极开拓工业品出口，努力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工矿产品在

出口中的比重。到1 983年，出口商品收购额回升到1 069万元。1 985年

出口产品累计发展至415大类，1 05个品种，收购额增加到1 109万元，创

历史最高水平。
”

’

在发展农、副、土、特出口产品生产中，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生产入手，培植出口货源，走一种、二

养、．三加工的路子。积极组织引进、调剂优良品种，建立了黄烟、土

豆．肉食鸡‘肉食兔、青山羊等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 975年5月，全国马

铃薯生产科研会议在滕县召开，1 977年4月又在滕县召开了全国农区养

羊会议。通过太抓农、副产品的生产出口，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畜牧

业、家庭副业‘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专业户、重点

户，不仅为外贸出口提供了货源，而且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

入。1985午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00，302万斤，人均占有820斤，农村人

均收入454元；农副产品出口收购额501万元， 占出口商品收购总值的

45％，每户提供出口商品20元，专业户、重点户均在500元以上。

通过组织工业品出口，．‘为工业生产开辟了广阔前景，·使一批又，

批的工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促进了国营、集体、特别是乡镇工业
的发展，推动了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经济效益。



i 980年以来，先后有28个厂家的38种产品销往国外。1985年出口各类

Y--Jk品总值608万元，占出口总额的55％，其中乡、镇、村办工业产

品出口490万元，占其总产值的7．9％， 占出口工业品总额的80％。

对外贸易的扩大，有力的推动了科研事业的发展。．出口厂家面对．国

际市场，开辟新的科研领域，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对出口产

品进行技术攻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的

有SP一501气相色谱仪，“羊桥牌镰刀”，省级的有中国绢屏，西红柿

脯，市级的有马铃薯间作(套种)高产、甜叶菊和食用菌(蘑菇)技

术推广，县级的有LT一1 3台钻等12项，LT系列台钻四次参加国际博

览会。“葵花牌"苹果脯”、气相色谱仪、“羊桥牌”镰刀‘松花蛋被评为

部优产品，中国绢屏、仿古绣片被列为省优产品，深受外商欢迎。、

通过出口，换取了外汇，增加了进口：1 972年至1985年累’计出口：：

总值l 0，325万元，折合36，00多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1 974年以来调

拨分配给滕县的进口物资有：机械设备16台(套)，汽车1 87辆， 钢

材4，，1 60吨，木材7，450立方米，胶合板1 7，1 00张，化肥3l，070吨，以及

手表、布匹、家用电器等一大批生活资料。这些进口物资，对促进滕

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通过对外贸易，增强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经济联系。1972年以

来，先后有12人次到4个国家进行技术考察和援助，有6个国家,30人

次来滕县参观访问，交流技术，洽谈贸易。

滕县外贸机构历经沿革：特别是1972年建制以来，不断发展状

大。1985年底实有职_T-85入，设8个科室，拥有固定资产78、9万元-，总．

建筑面积8209平方米，占地36亩，自有流动资金9万元。滕县外贸公

司，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独立核算的外贸企业。

回顾过去成绩显著，展望前途信j心倍增。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增

强出口换汇能力，是国家“七五”计划的关键措施之一．，外贸公司全

体干部、职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开拓创新精

神，改革经营管理制度，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经济信息工作，‘按：照国

际市场需要，努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使更多的优质名牌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1 986年出l=／商品收购额计划突破2，200万元，比1，985年

翻一一番，1 990年力争达到一亿万，为外贸事业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



第一章+大事记

(1 9 0 7年一一l 9 8 5年)

1 9 0 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草帽辫销售洋商，岁约四万余斤；花生销售本境及华洋各商“

贩运出口，岁约八百余万斤，，。
。

+‘

，

、， +。-．' l 9 l 1年(清宣统三年)
二：!：‘‘ij：．

’．啊近有蛋厂用·本境鸡卵，破壳分取青、黄，火干为出口货”。．o
、牛皮、羊皮、羊毛、猪毛等， “土人购之转售外洋”。

， ，“外来货其销售之多者唯纸烟为最，洋线：洋油a O,I O次之”。
，

n

‘

1 9 1．4年(民国三年)

美国基督教会牧师罗密阁首次引进一批美国自行车。

基督教徒孙兴隆引进一批美国“星宝牌”缝纫机，以每命90-----银
元销售。

c

l 9 1 9年(民国八年)

。 小麦、花生运往上海出口，各约值20余万元。 ．

’
， 1 9 3 3年(民国二十二年)’

．，。商界经营的进口商品有：白糖、漂白粉、西药、电料?煤油√火

。柴。纸烟、布匹。
●

， 1 9’3 6年(民国二十五年)

j 输出大豆、高梁、玉米等3，ooo万斤，金银花15万斤，干鲜果品

6
、

。



2，500万斤，黄姜60万斤。
。

1 9 3 7年(民国二十六年)

原滕县山亭人张殿俊，购置美国旧“道奇”‘汽车两部，是滕县私
人最早拥有汽车者。

’

＼

。

1 9 3 8年(民国二十七年)

9月，日本人三沙虎之柱、上珠三木等三人，在滕县火车站开办

国际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铁路运输和搬运装卸。 7

l 9 4 0年(民国二十九年)

日本商人川口茂与滕县商人史兰坡合资开办大茂公司，资本约有

五千余元，雇员20余人。主要收购、输出小麦、花生米、山果等农副

产品，经由上海、天津、青岛港口发往．日本，再由日本输入卷烟、盘
纸等物资。

日本人开办的济南三井公司在滕县设立分公司，委任滕县商人史
振图为经理，经营皮毛及其它土产品。

． 1 9 4 3年’(民国三十二年)

日本人长岛组建徐州三菱公司眯县分公司，主要经营皮毛， 由

天津、青岛港口运往日本。 ·

0
’

． 1 9 4 9年
9

6月，华北蛋品公司在滕县设立收购组，地址在现在的国营．旅
社，白秀林为组长，

1 9。5 0年

供销合作社开始代购出口商品业务，当年代购总值为19．5万元，

主要商品有：绵羊毛85．，345厅，山羊板皮7，780张，牛皮77张。

．

1 9 5 1年

5月1日，滕县蛋品收购组改为畜产收购组，地址在杏花树邱家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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