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一]
1011371 I
【．．．。．．．一



六盘水市志

外 贸 志
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茂荣 吕 勇

ISBN 7．．221--06392-3

9117872

l㈣
3922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六盘水市志》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11

ISBN 7—221—06392—3

I．六⋯ Ⅱ．六⋯Ⅲ．①六盘水市志一地方志②对

外贸易一经济史一六盘水市 IV．K29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7174号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
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照排

贵州煤田彩印厂印刷

787 X 1092毫米 16开本11．25印张24插图 180千字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册

ISBN 7—221—06392—3瓜·757 定价88元



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辛维光廖少华

主任委员黄金

副主任委员张有恒斯信强

委 员何皋钟新本刘开全安开华杨 卫

薛朝宾 陶 勇 杨龙政 周斯弼 杨 东

邓 刚 谢朝碧 龚永华 江胜东 籍中苏

龚远鹏 费天富 李 瑜刘 黔李用凯

罗资湘 王建光龙秋芳 熊姜义

办公室主任、《六盘水市志》总纂斯信强

办公室副主任、《六盘水市志》副总纂 熊姜义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审 订 斯信强 熊姜艾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李建勋 徐增昌 潘谦富许树良 屈贵州

主任委员 李文凤(女)

副主任委员谢家森

委 员谢应钦(特邀) 张华(女)王景忠 孙4毪红(ax)

许维英(ax) 杨晓强 项兆华 朱天华

何爱阳

编 辑 组

主 编李文凤

副主编谢家森

特约主编谢应钦

常务副主编王景忠’
一 一

成

审

员许维英

校 王景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李建勋 徐增昌 潘谦富许树良 屈贵州

主任委员 李文凤(女)

副主任委员谢家森

委 员谢应钦(特邀) 张华(女)王景忠 孙4毪红(ax)

许维英(ax) 杨晓强 项兆华 朱天华

何爱阳

编 辑 组

主 编李文凤

副主编谢家森

特约主编谢应钦

常务副主编王景忠’
一 一

成

审

员许维英

校 王景忠



校

终

对谢应钦王景忠许维英

校谢应钦王景忠

图片摄影 洪 林(部分图片系水城钢铁集团公司、水城矿业集团

公司、六盘水煤矿机械厂和盘县外贸总公司供稿)

护封设计洪林

图片编辑 洪林谢应钦王景忠

文稿资料徐增昌 谢家森王景忠 王秀珍(女) 张 华

孙艳红许维英 杨碧芬(女) 杨晓强 项兆华

李自高任继筑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审验单位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验《六盘水市志·外贸志》人员

范同寿 黄恺新 罗再麟 周声浩 伍启林 张桂江

吕 勇 斯信强 熊姜义



校

终

对谢应钦王景忠许维英

校谢应钦王景忠

图片摄影 洪 林(部分图片系水城钢铁集团公司、水城矿业集团

公司、六盘水煤矿机械厂和盘县外贸总公司供稿)

护封设计洪林

图片编辑 洪林谢应钦王景忠

文稿资料徐增昌 谢家森王景忠 王秀珍(女) 张 华

孙艳红许维英 杨碧芬(女) 杨晓强 项兆华

李自高任继筑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审验单位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验《六盘水市志·外贸志》人员

范同寿 黄恺新 罗再麟 周声浩 伍启林 张桂江

吕 勇 斯信强 熊姜义



校

终

对谢应钦王景忠许维英

校谢应钦王景忠

图片摄影 洪 林(部分图片系水城钢铁集团公司、水城矿业集团

公司、六盘水煤矿机械厂和盘县外贸总公司供稿)

护封设计洪林

图片编辑 洪林谢应钦王景忠

文稿资料徐增昌 谢家森王景忠 王秀珍(女) 张 华

孙艳红许维英 杨碧芬(女) 杨晓强 项兆华

李自高任继筑

《六盘水市志·外贸志》审验单位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验《六盘水市志·外贸志》人员

范同寿 黄恺新 罗再麟 周声浩 伍启林 张桂江

吕 勇 斯信强 熊姜义



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78年建市时的市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

避讳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

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

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各专业志所组

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

设《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

发建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

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原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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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

部门的为准o ，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

计量单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

月～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

代以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

(1731年7月15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

辑说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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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对外经济贸易事业中有关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及外

资企业等方面之史实内容，着重记述外贸史实，简略定名为《外贸

志》。

二、本市外贸部门所经营业务，有时外贸、内贸按需求情况相互

调剂，为反映其经营全貌，记述中亦涉及部分内贸史实。

三、记载史实上限不限，就有关部类历史源流作适当追溯，下限

至2000年。其中《市级行政机构》、《外贸企业》及《外资管理》等节，

为保持阶段时间内之史实始末完整性，延至2001年。

四、未设“六盘水(地区)市"建置前，六盘水境域分属原安顺、兴

义、毕节专区所辖，本志对其有关外贸史实作必要记述。

五、盘县对外贸易事业，1952年先于境内开创，在创业、经营管

理和守业以及展示六盘水外贸事业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且系统全

面，故特立章记述。

六、本市所辖县级行政建置名称，有县、特区、区不同称谓，合记

时，称“各县’’；简记时，仅称其地名，如“六枝"、“盘县"、“水城"；六盘

水未设地区和市建置前，称“境内99 o

七、记述中所称“三线建设"，系指1964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

以后，国家于境内所进行具有国防战略意义之大规模工业、能源和交

通等建设。



八、外资利用和技术引进中的“对外"，包括国外和市外。

九、记述中所采用业务表述原则及外贸专业用语，以国家外贸法

规和文献规定以及外贸专业学科有关权威著述为准。

十、本志记述史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和文书档案材料以及采访调

查记录之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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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民国以前，境内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境域偏远闭塞，无直接对

外贸易。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今六盘水境同外界交往

渐多，土特产和矿产逐渐销往省外，如盘县土纸，水城铅锌等。其中，

有部分产品由省外商家转销国外。民国时期，私商至境内采购出12

产品者增多，收购桔梗、杜仲、半夏、天麻、五倍子等中药材及桐油、生

漆、猪鬃、皮张、竹荪、香菇等土产畜产品转香港出口，多系零星交易。

民国29年(1940)后，境内引种烤烟，时称“美烟"，烟叶随之出口。清

末和民国时期，进口商品开始由私商转售入境内，往往冠以“洋"字和

出产国名，如“洋纱”、“洋布"、“洋油"、“弹火"、“美国香烟”、“英国卡

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盘水境对外贸易起始于50年代中

期，当时境内只有盘县外贸公司。1972年，外贸经营从供销社系统

分离出来，由于业务量较小，对外贸易发展缓慢o 1974年，成立地区

外贸局，同时成立地区外贸公司，对外贸易才进一步有所发展，当年

完成出口收购总值35．4万元；1978年完成收购总值134．1万元，比

1974年增长278．8％；1980年完成收购总值147．5万元，分别比

1974年、1978年增长316．7％、9．9％o 1985年完成收购总值236．1

万元，比1980年增长60．1％，年平均增长9．9％o 1981～1985年第

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收购总值900．4万元，比第五个五

年计划期间增长40．6％，累计完成销售总值1806．2万元o 1990年，

全市完成收购总值1705．5万元，比1985年增长622．4％，年平均增

‘乏I／矽=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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