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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对外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商品交易活动，由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组成。

宜春地区所辖县(市)，在明清时期分别由南昌、袁州、瑞州和临江四府管辖。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袁州和南昌两个专区。1952年8月袁州专区和南昌

专区合并为南昌专署。1958年南昌专署迁驻宜春，更名为宜春专区行政专员公署。当时下

辖17个县，以后又先后将南昌、进贤、萍乡、新建、安义、新余、分宜七县相继划出；现

辖宜春市(原宜春县)、樟树市(原清江县)、丰城市(原丰城县)、高安县、奉新县、宜丰

县、靖安县、上高县、万载县、铜鼓县等十个县(市)，行署驻宜春市内。

宜春地区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鞭炮，夏布，土纸，松花皮蛋，脱胎漆器等土特产品

在海内外一直享有盛誉。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就有鞭炮出口，远销朝鲜、日本、南洋诸国。

在旧中国，由于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历程，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

腐败政府的统治和剥削，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只是极少量的农副产品，均由个体商人和民间

商业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方

针、政策，由国家统一管理经营。本地区相继建立了地、县外贸经营专业公司，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在恢复和发展传统

产品生产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轻工工艺、五金矿产、纺织服装、机械产品的出口。1990

年全区出口供货实际金额达4．13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横向出口沿海口岸的供货)，为振

兴和繁荣宣春地区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为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继续发展本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是任重而道远，还须不断

奋发、进取。为给今后经贸事业的发展提供总结历史、发展未来的研究史料，特收编本志，

以望借鉴。

李 秋 生

1990年12月



例

本志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收集鉴别各类资料。遵循“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小事从略”的原则，筛选辑录本

地区有关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史料。 ．

本志稿上限不限，但主要记述自清代鸦片战争以来的史料，下限至1990年12月31日

止。在具体章节和个别商品叙述中，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则不受断限的限制。

本志稿原则上采用详今略古的方法，并根据对外贸易历史的长短，产品所占有的历史

地位，资料的齐全程度，在内容上侧重于出口贸易部分。

本志稿采用记、志、录、图(包括照片)、表并用的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分附各类

之中，照片集印，事以类从，类以篇分，篇、章、节互为相辖。
’

本志稿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按照新方志的编辑要求进行编纂。在引用史料部分，均

按原件文体抄录。

由于宜春地区对外贸易机构几经撤并，资料不够系统、齐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十年资料，难以找到，故出现了断层现象。现在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宜春地区方志

编辑室保存的府志、志稿、年鉴、各县(市)志的抄录；地区档案馆保存的地委、行署、组

织、财贸、交通、商业、供销、粮食、农付、食品。等单位的卷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的资

料；湖南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醴陵市外贸公司和醴陵市档案馆的资料；宜春市供销社

志、慈化志、宜丰县商业志、萍乡上栗市科技志、万载科技志、黄茅出口花炮厂等提供的

资料，还有本局档案室、各科室，地区各专业进出口公司和各县(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提供的资料；组织老同志坐谈的口碑资料以及直接到有关单位调查、采访所收集的资料等

等。所有资料均系详细摘抄，再经过严格鉴别和筛选，认真整理后编入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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