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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主任张吾乐

顾 问李子奇葛士英

主 任陈绮玲

副主任 程有清 汤九夫 徐尚和 张天理 I夏荣生l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学 王炳书 王重国 王振军王爱彦

支克坚邓成城石星光汤九夫李膺

李文业李建国 李宝峰吴士起吴存礼

吴泉祖 杜世昌 张 铭 I张文启l张天理

张克复 张志清 张国维 张炳玉 张建基

张继武 陈可言 陈绮玲罗鸿福 赵家瑞

郝玉屏 l夏荣生l唐立贵贾宝忠 郭方忠

徐尚和 喇敏智 韩玉玺韩效文程有清

程国仁 曾寿庆魏琦魏庆同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任l夏荣生l
副主任 魏琦 郝玉屏 张克复周云凝

《甘肃省志》

主编困
副主编 魏琦 郝玉屏 张克复周云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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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历任成员名单

主任王秉祥，

副主任 吴治国 吴文遴 徐宗望 李文辉 毛敌非

韩志德陈绮玲穆永吉姚文仓

顾问杨植霖

主 编

副主编

委 员

徐宗望(兼) 韩志德(兼) 杨若愚

李光邵文龙 田真王顺韩博文

(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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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显烈

刘郁采

李福盛

杨应忠

陆 浩

拓稼林

胡国仕

康和厚

燕斌

马廷秀

王世文

冯绳武

刘熊祥

李鼎文

杨若愚

陆润林

姚文仓

郭 琨

敬延年

霍仰山

马学海

王国祥

朱瑜

伏耀祖

谷苞

邵文龙

易 炎

饶凤翥

高旭华

窦述

干 平L I

王福洪

权少文

李 光

杨干丞

张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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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厅)
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

副组长

主 编

编 委

工作人员

王致祥

黎 中

李 桂

李克勤

阚建彬

李希尚

张文涛

陈启明

王月玲

(1986—1987)

(1988—1989)

(1990～1991)

(1992—1997)

魏周山 李希尚

王树森 田进发吴作舟

马一冰 周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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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志·外经贸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组人员名单

顾问组长常久

顾 问 宁培林李国祥

收集资料和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千翔 马渊明 马啸天 王光亚 王世才

王俊瑶 王旭东 王学龙 毛小龙 白和兴

刘兆华刘玉海 陈银 陈锦生杨仁清

苏俊泉 张世恩 张继民 张春锋 罗清波

罗振华林显平 周 臣 赵士清 秦西宝

高钰高进 高萍钱军梁克

梁文丽曹培林 阎 卫韩彪 雷彩萍

翟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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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祥

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5年多的

努力，《甘肃省志》终于相继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这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意义极为深远，

值得庆贺!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历史悠

久，幅员辽阔，矿藏丰富，民族众多，位于祖国腹心地带，面积居全

国第七位。境内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高原和山地。河西走廊地势

平坦，绿洲与沙漠、戈壁掺杂分布。省内有陇山、岷山、龙首山、祁连

山、马鬃山等众多名山。比较大的河流有450条，分属黄河、长江、

曩强豳嬲糕型 ：=!：



内陆河3个流域，9大水系。黄河干支流有洮河、湟水、大夏河、渭

河、泾河等；长江干支流有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等；内陆河

流域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土地资源丰富，是全国五大牧区之

一。动物种类繁多，野生稀有珍贵品种达90余种。几种稀有金属储

量居全国首位，水能资源雄厚，地热资源多处发现。万里长城西起

于此，中西交通古道横贯东西。甘肃是中原连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

咽喉和纽带，陆上交通贸易比较发达，境内有许多中原同边疆兄弟

民族的茶马互市。在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远古时期，甘肃省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草木丰盛，河流纵横。

《尚书·禹贡》中所导9川，有6条源于甘肃。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

证明，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甘肃活动。新石器时期

的文化遗址，在甘肃已发现千处以上。远古时黄帝北逐荤粥至崆

峒，登鸡头山，虞舜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是周、秦的发祥地。同时，秦

人先祖定居于今天水一带，因养马有功，受孝王封于秦。秦昭襄王

置陇西、北地郡。秦统一全国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万里，

世称“万里长城’’。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遣霍去病开河西，置河西

四郡，徙民实边，发展军屯、民垦，促进了河西走廊由游牧向农耕的

转变，开拓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这样，甘肃的畜牧业、农业开

发较早，并在我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贸易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

甘肃历史上曾建立过许多国家。东汉献帝至南朝梁元帝时，氐族杨

氏建立仇池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多发战争，以河西走廊为中

心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的“五凉”政权。

隋唐时期是陆上中西贸易要道——丝绸之路繁荣的顶峰，也是甘

肃政治、军事、文化的活跃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

家、文学家。举世瑰宝敦煌莫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

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已达千余窟，基本上形成了今天

的规模。当时敦煌为我国西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公元1038—

1227年，党项、羌在今宁夏、河西及甘肃中部建立了西夏国。元代创

：2：]雕瞳豳图疆



立行省制度，分全国为11个行中书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年)取甘州、肃州首字，设甘肃行中书省，治所设张掖，除辖今甘

肃大部地区外(陇东地区属陕西行省)，兼领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

古的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了甘

肃。早在商、周时期，境内有氐、羌、戎。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匈奴都居

住过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先后在甘肃境内

建立了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

蕃、吐谷浑也曾在甘肃居住活动。宋代，党项、羌建立了西夏政权。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甘肃境内

共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土、撒拉、维吾尔等

民族。汉族、回族、藏族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东乡、保安、裕固族

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甘肃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西汉“飞将军"李广、军事家赵充国，

东汉哲学家王符，三国蜀大将姜维，魏晋医学家皇甫谧，北魏尚书

仆射李冲⋯⋯均属甘肃古代的民族精英。近百年来“中国的脊梁”

亦有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中，甘肃有不少仁人志士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甘肃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存人间。

甘肃深居内陆，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大部地区气候干燥，

各季的气候特点是：冬季风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变

化大；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主要的

灾害性天气有干旱、冰雹、霜冻、风沙。甘肃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

泥石流、滑坡等灾情，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历史上甘肃战争比较频繁，争斗激烈，每次战争都对社会经济

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1 937年至1 944年间，兰州是日军空袭重点，

先后出动飞机993架(次)，炸死660人，伤680人，损失财产达当时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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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币值64．8亿元。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变迁。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

地区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

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三军胜利会师会宁城。陇东地区成为陕甘宁革命

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甘肃解放，陇原人民获得新生，甘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

期。由于长期战争造成了甘肃经济、文化、交通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

面。解放后，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有

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伟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集

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使甘肃的发展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在改革中前进，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建国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从1979年到1 988年，甘肃社会总

产值由1 27亿元增加到389亿元，国民收入由53．6亿元增加到

1 64亿元。1988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1．8亿元，工农业总产

值达288．6亿元。这些历史的巨变，党和人民的功绩，都要浓墨重

笔，永垂青史，启迪人民。

地方志是记述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官

修书”，被称为“一方之总览"。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代代

相传，从未间断过，为历代所重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甘肃早期的地方志书，据记载有汉代的《凉州异物志》、北凉的

《凉州记》、晋代的《西河记》、唐代的《沙州志》、宋代的《沙州

记》等，多数散佚或为残卷。元代有《甘肃图志》，清代、民国时

期的地方官府都组织过专门机构编纂地方志书，仅通志就有：清代

：!：]豳臻溺蹋圉



篁壁藩
公元1728年到1736年奉敕纂修《甘肃通志》，刘于义刊行，李迪

等编纂，为《四库全书》本。1 908年至1 911年纂修《甘肃新通

志》，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全书100卷。1 929年至1 936年纂修

《甘肃通志稿》，1936年定稿，未刊行，130卷，抄本120册，刘郁

芬修，杨思、张维等纂。

党和政府对地方志的编纂利用极为重视。早在1 941年《中共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要求各根据地收集县志、府志、

省志，加以研究；还责成各地委、县委写名人列传。毛主席曾指出：

“打胜仗在知情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

民情等情况掌握好，就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出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的问题。

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1959年3月，甘肃省委成立了以张

仲良同志任主任委员的《甘肃新志》编纂委员会，写出了部分初稿。

上述这些志书、志稿，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时值社

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很有必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

和新的体例，编纂一部新的甘肃省志。

国家“六五"、“七五"计划，把编纂地方志列为哲学、社会科

学的重点课题，建立健全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务院多次下

文，把修志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1 983年5月，甘肃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视编修甘

肃地方史志的决议案》。省委于1984年2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

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省志编纂和指导州、市、县志的编写工作。

省人民政府批转了1 986年一1990年甘肃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划，指

出：“编纂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功

盖千秋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

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莅省志编委会会议，

作了许多重要讲话，带动了全省省级82个委、办、厅、局中的党

蠢鞠弱聪遐霸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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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领导同志，形成了1 600余名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

员组成的修志队伍，投入到编纂《甘肃省志》的工作中去。出现了

党委重视、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局面。5年多来，锲而不舍，

艰苦奋斗，终于功业垂成。

《甘肃省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

基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甘肃省志》以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充分反

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

这个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方之信史，必须以翔实的资

料客观地记述甘肃的历史和现实。

《甘肃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卷、人物，附录共73卷

组成。概述综述省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略古详今，记

述省内大事、要事；各专志门类齐全，横跨百科；人物志设人物传

及烈士英名录；附录收集单项性的重要资料。全志以文为主，辅以

表、图和照片，图文并茂，以体现时代特点。志书遵循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引用可靠真实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正史、志书、旧

闻等，并经过精心筛选、考证鉴别后载入，力求朴实、严谨、科学。

新编《甘肃省志》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全志约二千万字，

是一部卷帙浩瀚的资料汇集和百科文献。

在《甘肃省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全体修志的同志怀着十分

喜悦的心情，把这部志书奉献给全省党、政、军和各界同志，为全面

正确地认识甘肃，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指

导现实工作。《甘肃省志》出自各行各业众人之手，限于编辑水平，疏

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希望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1 989年8月12曰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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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外经贸志·

陈有安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省进出口总额一直在个位数徘徊。2003年，经过几

代外贸人的奋斗，全省进出口总额终于首次登上两位数的台阶，达到13．3亿

美元，提前两年完成了“十五"计划的目标。2004年，在国家大幅下调出口

商品退税率的新形势下，全省进出口总额仍达到17．7亿美元，与2002年相

比翻了一番，比建国初期的798万美元增长222倍。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初见

成效并继续优化，已形成一批颇具地方特色的出口产品和基地。出口企业规

鬣藏滋溺嚣黼鼷鍪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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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亘

模快速扩大，出El市场不断拓宽，迅速拓展到130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各大

洲。外经工作快速崛起，由原来的单纯援外发展为有出有进、多形式、多渠

道、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格局。从1985年至2004年，累计执

行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643个，合同额10．36亿美元，设立境外投

资企业56家，业务分布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德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接受多双边无偿援助项目413项，受援金额2026．9万美元，项目涉及农

业、水利、文教、卫生、扶贫、社区综合发展等领域，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外资利用质量进一步提高，投资领域逐步拓宽，已

成为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4年底，全省共批准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1813个，合同外资金额2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6亿

美元。已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来我省投资兴业，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丹麦嘉仕伯啤酒有限公司、中粮进出口集团等世界500强企业开始落户甘肃。

预计200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可达到22亿美元，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

势。外商投资企业可达到1850个，合同外资金额23亿美元。累计执行对外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将达到683个，执行合同金额11．2亿美元。

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战略

地位。甘肃对外经济贸易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也得益于近年来外经贸管理体制包括人事制度的改革和

创新。当前，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只要

我们抢抓机遇，发挥比较优势，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用新观念、新思路、新

知识、新方法开创甘肃商务工作的新局面，甘肃对外经济贸易必将进入一个

突飞猛进的历史发展阶段。

2005年5月18日

(陈有安，甘肃省省长助理兼省商务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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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外经贸志·

一、新编《甘肃省志》第五十三卷《甘肃省志·外经贸志》，按照甘肃省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由甘肃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组织编写。具

体工作由厅史志编纂领导小组和总编辑室负责进行。

二、本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上限起自我国先秦时代，下

限断至公元1989年。先以古丝绸之路兴衰变迁为主线，略述上下几千年甘肃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沿革，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

熊黥罴瀑嚣团聚鬟凝 ：=!：



些型

年间甘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的历史现状。

三、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形式，横记门类，纵述沿革，以

横为主，纵横结合，既有横的广泛性，又有纵的连续性。篇目结构分为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层层相辖，前后照应。 ．

四、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甘肃省行政区划为准。因历史地理沿革

原因，少数记述涉及陕、青、宁、新等省区的部分地域。

五、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一般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

为准。

六、本志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除少数有特定含

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志中所用科学术语、名

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本系统及原隶属关系所属部门的历史档案、文史

资料和历史文献，经认真鉴别核实后载入，翔实可靠。

八、本志各项数据一般采用省统计局和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机构(委员

会、厅局)公布过的数字。数字书写，按照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凡表示数量

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

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夏历和民国以

前历史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统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一般按原单位记载，并换算

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门类繁多，涉及面广，个别内容记述中有交叉或重复，但各有

侧重。

十一、书中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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