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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阳1打对外经济贸易志》继承传统，刻意求新．在广征博．

采．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翔实记述了百余年来南阳市对外经济贸

易事业兴衰起伏的变迁演化，为全市广大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者提

供了一部充满乡土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的专业性资料书．《南阿j ．

．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之编纂成书。诚望能承前而启后．
’

．

本志书融专业志、部门志为一体．全书共计10章42节24

万字．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根据贯通

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

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在党的领导

下所进行的伟大变革．突出重点，体现个性，适当反映经贸机构

沿革变化．在体裁上，以志为主。照、图，表．录相结合，体例

完备，朴实严谨，图文并茂．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广泛

性，知识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努力发挥志书。存史，资治、教育。

的作用．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客观反映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规

律，是一项艰苦浩繁的思想和文字工程．六年来，从事志书编纂

的同志，从查阅档案，图书资料．历史文献到进行深入查访：尽

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并认真审查，科学鉴定，辨真伪而决取‘

舍，注重质量．讲求实效，六易其稿，呕心沥血，竭智尽责，充

分体现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时，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刭了市 ／+产
j

．

． “．-．V

o}i“々≥，．．蕾謦气等，，：，r。：_0～睡K_卜r．，

_，，卜。；。0，臂事o。≮％广_



f

南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史志编委史定训、胡峙等同志和地区经贸委经贸志总编室有关领

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指导，从篇目拟订、文字润辞到内容审定等

做了大量工作，地、市有关部门和生产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协助。

在此谨表谢意．

《南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编纂成书。不仅有其独特的经济

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现实意义。必将对促进南阳市

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限于我们的经验

和水平不足，疏漏在所难免，敬希领导和同志们不吝赐教．

· 2 。

南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杨明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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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

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充分体现改革和开放，体现时代特色，

地方特色和外贸专业特色． ?

‘二、’本志以志专业为主．兼有部门性．门类设置不受行政隶“

属关系限制，按照科学社会分工。分门别类加以编纂．力求分工

明确。详略得当． ’
’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使用规范简体字．采用

述、记、志、传，录相结合的体裁．以志为全书之主体．附以。

图、表。照片．

四，本志设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出口商品．出口商品

生产。包装商标，仓储运输、进口商品、外资外经、贸易往来，

经营管理。人物，主要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和附录．除概述和大事

渺}，各为一章．章下设节立目． ⋯ ，

五、本志记述内容一般始于1840年，个别部分上溯时问不

限；下限止于1988年．重点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年来对．-
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六，本志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尊卑之词．历代

称号沿用通称．年号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之1949年10月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各种数字除习惯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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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外．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

七、本志所取资料主要来自档案部门。部分为呆访征集．资
料翔实可靠。孤证不入志．对引用的史书资料，一般均注明出

处，以备考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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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概述···⋯·一·⋯·”·⋯“⋯·”O+Q⋯··”····””⋯”⋯·”····⋯··””(1)’

大事记⋯⋯⋯⋯⋯⋯⋯⋯⋯⋯⋯⋯⋯⋯．．⋯⋯⋯⋯⋯⋯⋯⋯·(9)

第一章机构⋯⋯⋯⋯⋯⋯⋯⋯⋯⋯⋯⋯⋯⋯⋯⋯⋯⋯(33)

第一节行政机构⋯⋯⋯⋯⋯⋯⋯⋯⋯⋯⋯⋯⋯⋯⋯⋯(33)

．． 第二节党群组织机构⋯⋯⋯⋯⋯⋯⋯⋯⋯⋯⋯⋯⋯⋯(55)

第三节专业进出口公司⋯⋯⋯⋯⋯⋯⋯⋯⋯⋯⋯⋯⋯(67)

第二章出口商品⋯⋯⋯⋯⋯⋯⋯⋯⋯⋯⋯⋯⋯⋯⋯⋯⋯(69)

第一节纺织丝绸⋯⋯⋯⋯⋯⋯⋯⋯⋯⋯⋯⋯⋯⋯⋯⋯(70)

‘7，专0、澎绸⋯⋯⋯⋯⋯⋯⋯⋯⋯⋯⋯⋯⋯⋯⋯⋯⋯⋯⋯(70)
二．针锦织品．⋯·；⋯⋯⋯⋯⋯⋯⋯⋯⋯⋯⋯⋯⋯⋯⋯-(77)

三、刺绣品⋯_⋯⋯⋯⋯⋯⋯⋯⋯⋯⋯⋯⋯⋯⋯⋯⋯(80)

四，服装·”·⋯”．．·”····⋯·⋯⋯⋯·⋯⋯”⋯⋯·⋯⋯·(82)

第二节五金、矿产、机械"D g O eDg gg gO O⋯··(83)

一、防爆电机⋯⋯⋯⋯⋯⋯⋯⋯⋯⋯⋯⋯⋯⋯⋯⋯⋯(83)

二、镀锌铁丝‘⋯”t·OBOgOQO·OI·OQO·O···． -·，⋯⋯⋯⋯⋯⋯⋯·(84)
，． 三、铁钉⋯⋯⋯⋯⋯⋯⋯⋯⋯⋯⋯⋯⋯⋯⋯⋯⋯⋯(85)

·四．门 锁⋯⋯⋯⋯⋯⋯⋯⋯⋯⋯⋯⋯⋯⋯⋯⋯⋯⋯(85)

五、蜂呜器⋯⋯⋯⋯⋯⋯⋯⋯⋯⋯⋯⋯⋯⋯⋯⋯⋯⋯(86)

六、大理石⋯⋯⋯⋯⋯⋯⋯⋯⋯⋯⋯⋯⋯⋯⋯⋯⋯⋯(86)

七、手拉葫芦⋯⋯⋯⋯⋯⋯⋯⋯．．．⋯⋯⋯⋯⋯⋯⋯⋯(87)

八、电 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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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泵⋯⋯⋯⋯⋯⋯⋯”?⋯⋯⋯⋯⋯⋯⋯⋯⋯⋯(88)

第三节化工产品⋯⋯⋯⋯⋯⋯⋯⋯⋯⋯⋯⋯⋯⋯⋯⋯(88)

一、酒精制品··?⋯⋯⋯⋯⋯⋯⋯⋯⋯⋯⋯⋯⋯⋯⋯⋯(88)

二、胱胺酸⋯⋯⋯⋯⋯⋯⋯⋯⋯⋯⋯⋯⋯⋯⋯⋯⋯⋯(89)

三、肝素钠⋯⋯⋯⋯⋯⋯⋯⋯⋯⋯⋯⋯⋯⋯⋯⋯⋯⋯(90)

四、异功酒⋯⋯⋯⋯⋯⋯⋯⋯⋯⋯⋯⋯⋯⋯⋯⋯⋯⋯(90)

五、西施兰夏露⋯⋯⋯⋯⋯⋯⋯⋯⋯⋯⋯⋯⋯⋯⋯⋯(90)

第四节轻工、工艺品⋯⋯⋯⋯⋯⋯⋯⋯⋯⋯⋯⋯⋯⋯(91)

一、玉 器⋯⋯⋯⋯⋯⋯⋯⋯⋯⋯⋯⋯⋯⋯⋯⋯⋯⋯(9 1)

二、烙花⋯⋯⋯⋯⋯⋯⋯⋯⋯⋯⋯⋯⋯⋯⋯⋯⋯⋯(93)

三、手套⋯⋯⋯⋯⋯⋯⋯⋯⋯⋯⋯⋯⋯⋯⋯⋯⋯⋯(96)

四、地毯⋯⋯⋯⋯⋯⋯⋯⋯⋯⋯⋯⋯⋯⋯⋯⋯⋯⋯(96)

五、造纸⋯⋯⋯·⋯⋯⋯⋯⋯⋯⋯⋯⋯⋯⋯⋯⋯⋯“(98)

六、电 池⋯⋯⋯⋯⋯⋯⋯⋯⋯⋯⋯⋯⋯⋯⋯⋯⋯⋯(98)

第五节畜产品⋯⋯⋯⋯⋯⋯⋯⋯⋯⋯⋯⋯⋯⋯⋯⋯⋯(99)

一、南阳黄牛⋯⋯⋯⋯⋯⋯⋯⋯⋯⋯⋯⋯⋯⋯⋯⋯⋯(99)

二、皮革⋯⋯⋯⋯⋯⋯⋯⋯⋯⋯⋯⋯⋯⋯⋯⋯⋯：”(100)

三、草皮、裘皮服装⋯⋯⋯⋯⋯⋯⋯⋯⋯⋯⋯⋯⋯⋯(101)

四、肠衣⋯⋯⋯⋯⋯⋯⋯⋯⋯．．．⋯⋯⋯⋯⋯⋯⋯⋯002)

五、4皮毛⋯⋯⋯⋯⋯⋯⋯⋯⋯⋯⋯⋯⋯⋯⋯⋯⋯⋯(103)

六、皮鞋⋯⋯⋯⋯⋯⋯⋯⋯⋯⋯⋯⋯⋯⋯⋯⋯⋯⋯(104)

七、皮件⋯⋯⋯⋯⋯⋯⋯⋯⋯⋯⋯⋯⋯⋯⋯⋯⋯⋯005)

八、生猪⋯⋯⋯⋯⋯⋯⋯⋯⋯⋯⋯⋯⋯⋯⋯⋯⋯⋯(106)

第六节土产品⋯⋯⋯⋯⋯⋯⋯⋯⋯⋯⋯⋯⋯⋯⋯⋯⋯(106)

一、。饲‘料⋯⋯⋯⋯⋯⋯⋯⋯⋯⋯⋯⋯⋯⋯⋯⋯⋯⋯(106)

二、蜂蜜⋯⋯⋯⋯⋯⋯一⋯⋯⋯⋯⋯⋯⋯⋯··”⋯⋯(107)

三、石童毒⋯⋯⋯”⋯⋯⋯⋯⋯⋯⋯·⋯⋯⋯⋯⋯⋯⋯(i08)

四、棉花·⋯⋯⋯··⋯⋯·⋯⋯⋯⋯⋯⋯·”⋯⋯⋯⋯”(1{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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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出口商品生产的扶植⋯⋯⋯⋯⋯⋯⋯⋯⋯⋯⋯(135)

第三节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141)

第四节工贸关系⋯⋯⋯⋯⋯⋯⋯⋯⋯⋯⋯⋯⋯⋯⋯⋯(144)

第四章包装与商标⋯⋯⋯⋯⋯⋯⋯⋯⋯⋯⋯⋯⋯⋯⋯⋯(1 54)

第一节包装⋯⋯⋯⋯⋯⋯⋯⋯⋯⋯⋯⋯⋯⋯⋯⋯⋯(154)

第二节商标⋯⋯⋯⋯⋯⋯⋯⋯⋯⋯⋯⋯⋯⋯⋯⋯⋯(1 55)

第五章仓储、运输⋯⋯⋯⋯⋯⋯⋯⋯⋯⋯⋯⋯⋯⋯⋯⋯(157)

第一节仓储⋯⋯⋯⋯⋯⋯⋯⋯⋯⋯⋯⋯⋯⋯⋯⋯⋯(1 57)

第二节运输⋯⋯⋯⋯⋯?⋯⋯⋯⋯⋯⋯⋯⋯⋯⋯⋯”(1 59)

第六耄进口商品⋯⋯⋯⋯⋯⋯⋯⋯⋯⋯⋯二⋯⋯⋯⋯⋯”(162)，

第一节建国前进口贸易⋯⋯⋯⋯⋯⋯⋯⋯⋯⋯⋯⋯⋯(162)

第二节建国后进口贸易⋯⋯⋯⋯⋯⋯⋯⋯⋯⋯⋯⋯⋯(164)

第七章外资、外经、贸易往来⋯⋯⋯⋯⋯⋯⋯⋯⋯⋯⋯(168) ，

第一节外资⋯⋯⋯⋯⋯⋯⋯⋯⋯⋯⋯⋯⋯⋯⋯⋯⋯(1 68)

第二节外经⋯⋯⋯⋯⋯⋯⋯⋯⋯⋯⋯⋯⋯⋯⋯⋯⋯0 76)

’第三节贸易往来⋯⋯⋯⋯”：⋯⋯⋯⋯⋯⋯⋯⋯⋯⋯⋯．(181)

第八章经营管理⋯⋯⋯⋯⋯⋯⋯⋯⋯⋯⋯⋯⋯⋯⋯⋯⋯(191)

第一节。计划管理⋯⋯⋯⋯⋯⋯⋯⋯⋯⋯⋯⋯⋯⋯⋯⋯(191)

第二节货源管理⋯⋯⋯⋯⋯⋯⋯⋯⋯⋯⋯⋯⋯⋯⋯⋯(194)，，

’第三节物价管理⋯⋯⋯⋯⋯⋯⋯⋯⋯⋯⋯⋯⋯⋯⋯⋯(1 97)

第四节财务管理⋯⋯⋯⋯⋯⋯⋯⋯⋯⋯⋯⋯⋯”⋯⋯·(1 98)

’”j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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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古称宛，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自河中上’

游，是豫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运输的枢纽．全 ，

市总面积174平方公里，人口34．47万．5 ’、 ， 一．

．．^南阳市，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周为申伯国都。，．

邑，①秦昭王于此首置南阳郡，郡治于宛．@宛地处于江．汉、，淮 。

三水路与关中往来的孔道。汉代随着对吴、越等地的开发。商业
’。

日趋繁盛。回《盐铁论》载：1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宛市新兴居

上，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南方特产，疆过

江陵、．吴、．合肥、番禹等城市，由水路直通于宛，一与北方交易。． r ”

宛是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特别是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海内

统一，关梁开放，山泽驰禁，7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有无，

各得其所．棚当时，。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都是一个大

地区的中心商市．’通向京都(长安)的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

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东汉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

帝，定都洛阳．以宛为陪都(又叫南都)，@号称帝乡．因此，一，

些豪强富室，巨商大贾，云集宛城。一些皇亲贵戚凭借权势从事 ，

贸易活动。南阳商业的繁荣达到鼎盛时期。魏晋以来，战火频

仍，南阳逐渐失去全国中心城市地位。但仍不失为区域性的经济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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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地下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工业矿藏130余处．金属有金、

银，铜、铁，钒．铬、锌、锰等，并有非金属伴生物磷、硫、天

然碱等；建材及非金属矿有石棉、滑石、水镁石、水晶，石膏，

了

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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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翡翠媲美．南阳玉雕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汉代玉雕工艺已很

≤精湛，《南都赋》有。珍羞琅歼．充溢圆方．琢厕狎猎，金银琳

弘琅’之旬．至今在独山脚下的沙岗店，从地下发掘出雕制过的玉
．。 ，1屑和玉片，证明该处曾经是历史上加工、琢磨和雕刻玉器工匠的

、聚居区．
’

’

，

：

j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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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时期成立。玉业帮’。曾大量经营出口玉雕产品．玉器产

品分人物、山水，花鸟、走兽、亭麓、首饰6大类．建国后产品

发展到120多个品种，出口量逐年增加． ·

烙花工艺始于清末，堪称南阳一枝独秀，它借鉴国画技法．

以铁笔烙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雅俗共

赏．其中以烙花筷子出口居多．南阳。卧龙牌。冬青木烙花筷子，

洁白细腻，花色古朴，着力宜手，荣获国家银质奖，有不少珍品

被选购到国外展览或收藏．

南阳皮革工艺精湛．清光绪年问，开始皮张出口．经营者有

。敬心成。、。马元兴。，。天德恒。、。聚兴长’、。顺义隆。等5家皮行．

民国时期．。天兴祥。皮毛行逐渐发展，出口量增加．每年加工运

销天津、汉口、九江、上海出口的皮张约计10～20万张．建国

后皮革业发展较快．1961年开始革皮制品出口，1988年已发展

到革皮．手套、皮鞋、皮衣、座垫等5个出口品种，形成了系列

化生产，是外贸出口的骨干商品之一．

。小麦、绿豆、棉花、山漆、桐油、药材、羽毛、猪．羊、蛋

品等．均有出口．

历史上．南阳为南北交通孔道，贸易枢纽，商业发达．对外

贸易方面，汉代已有丝绸出口，清代中叶出口渐多．清末民初随

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南阳的对外出口贸易逐渐扩大，经

营出口的有皮革，丝绸、玉器、杂货等行商和小商贩；经营方式

多属前店后作。内外兼营；经营渠道主要通过京庄(北方商号)

和申庄、汉庄(南方商号)及。洋行”出口海外(部分销往租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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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全市人民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支援出口．1960年，省

政府，省外贸局批准南阳市冷冻加工厂和南阳丝织厂力织车问为

外贸出口专厂、专车间．1961年，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国民经

济凋整中．对丝织厂，皮鞋厂、玉器厂、烙花厂等出口生产厂实

，行了稳定生产的政策，当年外贸出口为139．71万元．出口对象

开始转向港澳地区和资本主义国家．。 j

。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为了集中进行城市建设，市外

贸出口业务合并到南阳地区．到1973年期间，虽然经历了。文化

大革命”前册的动乱，但由于党中央加强了对外贸工作的领导。

广大干部职工自觉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外贸

出口仍持续增长．1973年。随着外贸出口的发展，为加强外贸

经营管理，建立了南刚市对外贸易局，当年实现出口417万元．‘

‘较1961年增长2．98倍，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出口贷源增加．

出口商品结构由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逐渐转向深加工产

品。纺织，轻工、五金机械成为出口商品的大宗．到1988年，

发展到具有纺织丝绸、五金机械、化工医药、轻工工艺品、畜产

品加工、．食品加工、土产品加工等7大门类，‘60多个商品品

种。成为南阳地区工业品出口基地．

进口贸易始于清中叶的同治年间．南阳是河南省最早出现

。洋货”的十二个城市之一．主要进口商品有纱布带子、搪瓷、钟

表、油漆，煤油、灯具等．民国年间，泰古车糖公司、德士古公

司、亚纲亚公司。颐中烟草运销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跨国垄断

资本，通过代理商在南阳没立销售机构，，经销各种外货，如化工

颜料，汽油、煤油、砂糖、卷烟及蜡烛，元钉、灯具等。建国

后，市外贸部门没有进口权，进口贸易主要是国家进出口总公司

和有荚口岸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经营，由工商业部门根据生产、科

研实际需要，组织调拨急需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等生产资料。

1979年后，随着开放搞活，进口贸易有较大发展．1984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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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有关工业部门先后从日本．意大利等国引进了编织带。西服、塑

料彩印、大理石等4条生产线。共使用外汇126．1万美元．同时

根据市场和人民生活需要进口了部分生活资料．这些进口物资加

速了部分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同时，活跃了市场。丰富

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对扩大外贸出171也起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

在南阳外贸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材辈出．有致力于丝

绸改革。为外销打开局面的沪商庞竹卿：有首次只身出国推销玉

器的小商陈怀三；有献身外贸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模范

共产党员熊华浩；还有许多著名艺人和默默无闻为外贸事业勤奋

工作的广大职工，他们共同为外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

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南阳市外贸事业推向

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南阳市首次突破出订千万元大关，到

1988年，十年问共实现出口达】8444．74万元，创汇4853．88万

美元，约占同期全市工农业总产伍的4～5％，约占南阳地区外

贸出口总额的7--8％．在全省同类城市外贸出口中名列榜首．

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原料、半成品转变到深加工产品上来，工业品

出口占出口总值的90％以上．其中百万元拳头产品有丝绸、棉

织品、服装、玉器、手拉葫芦、革皮，造纸、酒精等十多种．产

品质量、信誉提高，出口产品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柞绸、烙

花筷子、于拉葫芦等获省优、部优。国优称号，门锁，钉丝等产

品也深受口岸和外商好评． ．

1984年在企业整顿的基础上，对外贸经营体制进行了初步

改革，并逐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实行以。定人

员，定任务，定效益，浮动工资，分科核算。为基本内容的经济

承包责任制．实行外贸企业化和经理负责制，使外贸部门成为自

主经营的经济实体．1987年。国务院国发(1987)9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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