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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泰达”释义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文全祢为Tianjin Eco。

n()mic-Tccll n()logical Development Arca、TEDA

是其缩写。‘秦达”，是TEDA的音译．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具有安秦、通达之意，为全球华人喜爱的吉

祥名字。

l 992年，天津经济拨术开发区在全国率先建

立和运用区域识别体系．确定一秦迟”为区域的特

定称谓．并派生出“泰选人”、“秦达精神“、“泰达

制造一、“泰达品牌”等名称。

下图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识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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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

映天津开发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坚持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反映时

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为认识、研究天津开发区

和进行国情、区情教育服务。

三、记述时限，上限从1984年天津开发区建

区开始，下限至2000年。为保证记述事物的完

整，一些事物的时限有所前伸和后延。

四、记述的地域范围，一般以2000年的行政

区划为准。鉴于天津开发区经济活动和企业辐射

范围广的特点，记述地域范围有所突破。

五、层次结构，一般为章、节、目和子目四层。

六、统计数字，遵循国家统一规定标准，以区

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个别未掌握的，

以单位统计数字为准。外币注明币种，人民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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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币种。

七、为表述简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天

津开发区、开发区或泰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中共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对区内外机构、部门、社

会团体、会议以及文件、书刊等名称的记述，在第

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八、入志名录，收录的劳动模范、局级领导等

均为区属单位的人员；对有影响的投资者、管理者

等外籍人士，只限与开发区事业有关者。

九、入志资料，来源于各有关单位办公室、区

档案馆(室)、图书馆藏及有关图书、报刊、口碑资

料等。所用资料，经考证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序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 勇

去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问世，成为

呈送20年区庆的一份厚礼。
泰达首部志书，受到人们的蛊赞。地方志编修办公

室在首部志书出版后，又一鼓作气地写出简志。这是泰

达方志工作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

简志以更加精练的结构、篇幅、文字反映历史和现

实，读来可知其概要，能节省阅读时间。也是推介泰达、
促进招商的极好形式。简志之简，是简约，其本质是择

要，是在深入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进行高度概括。地方

志办公室通过“删”(删掉某些篇幅)、“并”(合并某些

篇章)、“压”(压缩文字)等手段，将1 20万字的志书编

纂成仅20万字的简志。简约决非简单，编纂简志也不是

简单的压缩，而是一种工程浩繁的再创作。
有位学者说，“预测将来的最佳办法是回顾过去。”

我深信，这部简志必将对泰达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是为再。

二oo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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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大 事 记

1984年

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京中南

海怀仁堂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在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

的同时，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

岛，新辟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搞技术先进的工业项目，努力做到

开发一片，投产一片，收效一片。

4月13日．15日 中共天津市委召开(1984年)第一次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研究天津市进一步实行

对外开放的意见。会议决定，充实、调整天津市对外开放、利用外

资、技术改造领导小组，并抽调人员，组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

案组。

4月16日 天津市对外开放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案组

(以下简称方案组)成立。方案组设6个专题组：综合组、规划选址

组、工业门类组、优惠政策组、资金筹措组、体制组。方案组成立后

即起草天津市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报告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方案。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

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I=I城市和海南岛。

5月8．9日 天津市副市长刘曾坤等在黄港、官港、胡张庄、

邓善沽、塘沽盐场三分场等五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天

津开发区或开发区)预选地考察。

5月11—19日 天津市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技术改造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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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召开方案组汇报会。会议初步确定开发区选址在塘沽盐场三

分场。

5月21～30日 方案组起草完毕《关于天津市贯彻沿海城市

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报告》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方案》两份文件。

6月18日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到塘沽盐场三分

场考察开发区选址现场。

6月21。30日 中共天津市委召开(1984年)第二次常委扩

大会议，讨论全市对外开放和开发区的建设问题，明确了天津市进

一步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并决定兴建天津开发区。

7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考察天津开发区选址

——塘沽盐场三分场。 ，

7月4日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天津市市长李瑞

环等市领导听取开发区工作方案汇报，并对选址和规划问题做出

重要指示。

7月16日 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听取开发区规划汇报，考察开

发区选址现场并做重要指示。

7月26日 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开发区方案汇

报，原则同意开发区选址和管理体制的意见。

8月6日 中共天津市委发布文件，决定成立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委员为张昭若、

穆青、张炜、王述祖、叶迪生、郑华安、易志宽。

同 日 中共天津市委任命张昭若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穆

青(兼)、张炜为副主任。

8月29。30日 开发区管委会召开首次委员会会议。

9月27—29日 开发区管委会召开全体干部会议，通报前一

阶段工作，学习《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关于天津市贯

彻沿海城市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报告》和国务委员

谷牧等领导在第一次经济开发区研讨会上的讲话。

10月15日 开发区建设公司、规划室进入开发区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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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10月16日 上午10时30分，在开发区建设工地打进第一根

定线桩。

10月21日 上午10时，开发区起步区开始排水。

10月30日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昭若、委员叶迪生赴香港

参加中国投资洽谈会。

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考察天津开发区。

11月15日 国务委员谷牧考察天津开发区，对开发区选址

和建设方案给予肯定，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天津开发区动工

建设。

12月2日 开发区进场路开始施工，拉进第一车土。同时，

变电站开始施工。

12月6日 国务院《关于(天津市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报告>

的批复》下发。文件指出，“同意天津市在原塘沽盐场三分场兴办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的地域位置，东起海防路，西至京山线，

南到计划修建的高速公路，北靠北塘镇，总面积三十三平方公里”，

并批准了开发区建设方案要点，标志着天津开发区正式成立。

12月15日 开发区管委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天津市各新闻

单位、中央和外省市记者60余人到会。管委会主任张昭若介绍开

发区的建设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12月24日 中共天津市委下发文件，批准建立中共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临时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由张昭若、张炜、穆青、王

述祖、叶迪生组成，张昭若任书记，张炜任副书记。

12月2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批准成立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

同 日 开发区总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听取总公司筹备

工作情况和开发区前期建设工作汇报，讨论通过总公司章程和经

理人选。

12月26日 天津市经济开发公司、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同

香港实华有限公司就合资兴办嘉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举行合同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