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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驻梧州口岸办事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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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J月坩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剐总理田纪云(左二)参观梧州口岸

外贸蛇仓。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参观蛇仓后题词

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幕华(右五)参观

括州口岸外贸蛇仓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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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经贸委驻梧州口牟办事址主任

许耀荣(右三)在美国纽约市参加1987年

中国广西商品展销会。

自治区经贸委驻梧州口岸办事处党委书记

于文昭对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目洁区经贸委驻梧IIt口岸办事处第一副主任

蒙尚智(正中者)在梧州市1988年龙舟节经济贸

易洽谈套与客商舍影。

自沽区经贸委驻捂州口岸办事处副主任、洽谈

套代表团团长张国华在澳门举办的广西梧州出口商

品洽谈会开幕酒会上致词。(广西梧州出口洽谈会

于1989年9月跆日至26日在澳门南光大厦展览

中心举行)



英国新港市友好代表团在梧州口岸外

贸托厦展斤参观。

1986年9月13 r-I，梧州tJ岸外贸

是厦落戍典礼。

梧州口牟外贸赶厦奎号

梧州Ⅱ牟外贸赶厦会议室

中共梧州口岸外贸第三次党A代表走套 梧州口岸外贸民兵英姿

全体代表合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梧州口岸外贸职工住宅医之一． 梧州口岸外贸民兵消防训练裹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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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口岸外贸幼儿园．

梧州口岸外贸职工业余文娱体育活动

捂州口岸外贸老年人门球队。

梧州口岸外贸蛇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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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志·外经贸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温斯新

副组长：杨辉林

成员：李曼影蓝池方项守梁柯新民罗万浩黄宏钜王忠民叶向阳

《广西通志·外经贸志》编纂人员

主编：叶向阳

副主编：周仲平吴世义滕培基

编辑：于文淑陈启来唐蔼楠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撰稿

《梧州口岸外经贸志》编纂人员

蒙尚智

麦君豪岑浩明(兼主笔)

岑浩明黄坚源

蒙尚智岑浩明黄坚源何炳钦胡万穆黄国泰李惠民梁克信李德良

陆荣芳覃庆健吴祥贵周惠道廖志利王永乐陈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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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志者，记也．积记事也．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千秋大业之一．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梧州口岸外经贸志》经数寒暑终于编成，挟

翔实史料与读者会面，这不但是梧州口岸的一重大创举，也是广西外经贸志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义深远．

?梧州，地总百粤，山连五岭，唇齿湖湘，襟喉桂广”(《广西通志》)，是广西重要的。水

上门户”．自汉初设郡，至唐，经济已甚为发达，明代一度为两广军事、政治中心；光绪年

问，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至今历九十余年．梧州贸易兴旺，风物特异，地位重要，形成丰富

史料，然从未系统成书，令人惋惜．《梧州口岸外经贸志》尝试通过拾遗补缺，总前人之史

迹，以示来者，观今鉴古，为改革开放立碑．成功与否?编者虑喜交织．仅以丹心一片，奉

献给时代，奉献给读者。

梧州口岸办事处于1986年3月开始筹划修志工作，1989年6月成初稿．其间，历寒冬

酷暑达三载有余．编修过程中，本口岸及各专业进出口支公司，上下协力同心，查阅存档史

料，访遍地、市档案馆(局)、市工商联，政协、税局，统计局，海关各部门，足迹遍南

宁、柳州，桂林、玉林、广州各地，诸同仁不辞艰辛阅案卷、抄资料，积数百万字，并逐一

考证、核实、鉴别、选择，冀能较全面反映本口岸外经贸事业发展的情况与规律，可谓用心

良苦，实堪嘉许．

本志分概述、大事记，贸易沿革．对外贸易，仓储运输、企业管理、党群工作、附录，

共五篇十九章，三十六万余字，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1987年的口岸外经贸发展有

较详记载．

、外贸发展与国运兴衰紧密相连，纵观历史，可照古今，继往开来。旧志目的。资治、教

化，存史”，新志亦然．本志书以大量史料如实反映口岸外经贸之过去与现状，力图以史为

鉴，为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事业制定方针，规划，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希望能为人们；尤

其是对外经贸系统广大职工提供一份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参考资料。为科技、科研及

经济部门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系统的史料，能否如愿，有待学者及后人评说，编撰者不敢妄

议．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区经贸委史志办的同志和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编纂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恳请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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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驻梧州口岸办事处第一副主任

蒙 尚智·

一九八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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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深刻的思想性，严格的

科学性和可靠的资料性相结合。

二、本志力求反映梧州口岸对外贸易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的有关章节，上限起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下限至1987年，有的资料则

收至发稿前。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六种体式，以志为主体。

五、关于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夏历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

号，注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

六，数目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七、所用资料，取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旧志，和有关部门或知情人、当事

人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的一些统计表，由于资料来源统计日期不同，个别合计数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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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梧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界临

广东，居浔江、桂江、西江汇合处，扼广西

内河出海口之咽喉，上达广西腹地，贯通

川、湘，滇、黔，下往粤和港澳，自古是广

西商业名城和重要的。水上门户”。

梧州口岸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

时期，岭南百越部落以桂江，贺江通道，与

中原联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用兵岭

南，开凿兴安灵渠，沟通漓、湘二水，长江

与珠江从此连接，对促进岭南与中原经济，

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起到积极作用。秦末，

南海郡尉赵佗控制岭南，自立南越武王，并

封同族赵光为苍梧王。此后，梧州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广西较早的城市。南越

政权以此为基础，通过西江。黄金水道”，与

古夜郎国(含贵州、云南．四川、广西部分

地区)及巴蜀地区进行通商贸易。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统一南越。次

年，置苍梧等9郡，郡治设苍梧王城，并改

为。广信县”(今梧州市)。元封五年(公元

前106年)，梧州置交趾刺史部，管辖岭南

9郡。直至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

年)，岭南分交、广两州为止。这300余年

问，梧州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并一直于此驻有水师。长期政治、经济

的稳定发展，使梧州商业和对外贸易甚为繁

荣。三国时期，仅在梧州任交趾太守的士

燮，每年从海外异域购进大批商品进贡孙权

。杂香、细葛，辄以数千，明珠、大贝，琉

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

蕉．椰．龙眼之属，无岁不至”。

唐宋年问，梧州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

久盛不衰。唐武德四年(621年)，废郡置

州，改苍梧郡为梧州，梧州从此得名。其

时，容州(今容县)，梧州、桂州(今桂

林)屯田耕织，所产。桂管布”誉满天下，且

多经桂江、灵渠销往中原。著名诗人白居易

曾写下。桂布白如雪，吴锦软于云”名句，将

。桂管布”与。吴锦”相媲美。

两宋时期，梧州以珠江内河航运作纽

带、联结着南北往来的商客，成为广西东部

货物集散中心。仅商卖食盐，一年之中。广

东可九万箩，广西可六万箩”(李心传《建

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财赋”)。以每

箩盐50公斤计，即有3000吨，足见货运发

展之一斑。其时，郁江上游所产纺织品纺

子、僚布，蕉葛等，均经梧州运销各地。据

《宋史》记载，广西每年朝贡布达77万匹之

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大，

宋王朝在梧州设监铸钱，成为北宋时期江南

六大钱监之一。崇宁五年(1106年)，全国

铸钱289．4万缗，梧州。元丰监”铸钱18万

缗(每缗1000文)。可见当时梧州商业和贸

易之兴旺繁华。时任梧州知州陈执中在《题

苍梧郡》诗中，以。服尚鲜华几西蜀，市相

交易类全吴”之句，把捂州比作江南，是其

时商业贸易繁华的真实写照。

明代，梧州再度成为两广军事、政治中

心，曾为两广总督衙门所在，使商品经济蓬

勃发展，已有木帆船往返梧州、香港之间，

商运水路形成。苍梧开府，雄镇一方．。多珠

玑、犀齿，玳瑁、金翠，皆自诸夷航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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