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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山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贸易志》由历史概况、机构沿革、对外贸易、

货源收购与生产扶持、进出口商品、外事往来、经营管理及附录组成。按编、

章、节的层次记述，共7编，29章，69节。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山东地区五

金矿产进出口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重笔记述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重大变化，充分反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历史概况上起春秋初

年、下迄1 991年；其余编章始自建国，止於1 991年，个别内容稍有上溯或下

延。

四、体裁，综合运用志、记、述、表、录、照、图，以志为主。

五、本志采用记述文体，述而不评；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

六、各类数据，建国后，以各主管统计部门提供为准。建国前，一般用海

关统计数，个别搜集于各有关著作。



概 述

山东省地处沿海，土壤肥沃、资源富饶、风光秀丽、人民勤劳，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祥地

之一。

据历史记载：山东的矿藏宝库，自春秋战国就已被开采和冶炼。以后隋、唐、宋、明、

清，历代均有采冶事业的记录。明代初年，山东产铁量已占全国第三位；天启年问，金矿日

产黄金六百两；清康熙年问，博山颜神镇已是北方著名采矿区；乾、嘉时期，峄县煤矿已驰

名全国。

但是，自1897年德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山东大门，侵占胶州湾之后，全省人民

从此陷入了空前的苦难之中，民族采矿和冶炼事业亦随之遭到疯狂的掠夺和摧残。自

1907年至1945年期间，英、德、日等帝国主义，为了进行侵略和掠夺资源，曾先后对本省

矿产资源进行了数十次调查。目前有据可查，经帝国主义开采过的矿山达数十处之多，其

中最著名的有枣庄煤矿、洪山煤矿、坊子煤矿、金岭铁矿和招运金矿等。

1899年10月，德帝国主义为了野蛮地掠夺本省矿产资源，在德国首都柏林，成立了

山东矿业公司。1900年又创办了德华矿务贸易公司，拥有沂水、周村、潍县、诸城、安丘、

莱阳等处的矿山开采权。据不完全统计，自1902年至1913年，德国从淄川、坊子两煤矿，

就掠走煤炭3414632吨。

1914年，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后，全面控制了我省铁矿和煤矿。至1937年“七

七”事变，日本在我省直接经管的主要煤井达101座。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省内各地

相继建立许多公司和工厂，大肆掠夺煤、铁、铝、矾土和焦宝石。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

至1945年，经青岛运回日本的煤炭约2000万吨、铝矿石约1000万吨、焦宝石约10万吨、

高品位铁约180万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抢权夺地，发动内战，无心发展

采矿和冶炼事业。美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世界霸权，迫切地需要殖民地和投资市场，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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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掠夺的主要对象，而富饶的山东首当其冲，成了大量倾销美国货物的主要市场。据当时

青岛市港务局统计室公布，1946年至1948年三年中，美国向青岛一地倾销生产资料

1,233，811吨，其中原料909，654吨、建筑材料125，901吨、机械和工具197，255吨。五金

制品仅1948年就达29，377吨。这些倾销物资严重地摧残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从而能比较系统

地对发展五金矿产事业作出全面规划。1949～1952年除先后成立山东省矿产管理局、山

东省煤矿管理局、山东大学地质矿产系等单位，加强生产管理和科研工作外，还通过管制

对外贸易、开展五反运动、调整公私关系等措施，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1954年11月，中国矿产公司青岛分公司正式在青岛成立。公司成立时，仅有干部和

工人47名。这个当时不起眼的小公司，其名称和德帝国主义55平莳在德国柏林成?珀勺

山东矿业公司何等相似，但内涵已完全不同；公司的成立，反映了对国计民生有着重要意

义的山东矿产进出口贸易大权，已真正掌握在国家和人民手中，帝国主义任意掠夺山东矿

产资源的历史再亦不许重演，这是一件何等值得庆幸的大事。

30余年来，中国矿产公司青岛分公司(现已改名为山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以下

简称省五矿公司)肩负着山东五金矿产进出口的主渠道任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浪潮跌

宕起伏，从小到大，忠实地战斗在山东省对外贸易战线上，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了前进步伐，取得了多方收获：

出口：改革开放后，出口呈上升趋势。1991年出口额达I．5亿美元，较1978年开放

前，增加8．7倍；较1954年公司成立时，增加1378倍。1954年至1991年，对资出VI累计

金额为12．5亿美元，为国家积累了外汇。

进口：改革开放后，全省工农业突飞猛进，对钢材及有色金属的需求，目益扩大，从而

加速了进口步伐；1978年至1991年，进口钢材及有色金属77，042万美元，较改革开放前

29年总进口12，840万美元，增加6倍。这些工农业急需钢材及有色金属及时进口，有力

促进了全省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收购：改革开放后，随着出口增大，收购亦随之扩大。1991年五矿系统收购额达

62，335万人民币，较改革开放前增加14．7倍，较公司成立时，增加163倍。通过收购使省

内外500余家工矿企业、地方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不断发展，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出口品种：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随着工业增长，出口商品品种不断扩大，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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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出口商品，已形成耐火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矿产品、建筑小五金、索具、管件、铜铝

制品、铸铁制品8大系列；品种达95种，较1978年开放前，增加1．2倍。其中石墨、索具

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焦宝石、大理石、轻烧镁、水泥、管件、钉丝，出口量名列全国前

茅；矾土、滑石出口量占全国第二位。

出口结构：随着全省科技和工业飞速发展，出口结构发生变化，由原料性商品逐步向

深加工商品过渡，1991年深加工商品和原料性商品出口比例已发展为4：6。这种趋势正

在扩大之中。

贸易方式：改革开放后，贸易方式随之增多，出现了向国外借资金、要原料、要先进技

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等新贸易方式，如补偿贸易、进料加工、中外合资等，通过新贸易

方式、大大提高出口创汇的能力。

外事往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国际之间的贸易合作和友好往来13益加强。

1991年本省五矿商品已销往5大洲70多个国家，比开放前增加1．2倍。1972年至1991

年，来自13本、香港、东南亚、西欧、北美及其他地区国外客户1661批，3677人次；公司派

遣出国小组186个，533人次，访问了日本、香港、澳门、南朝鲜、科威特、卡特尔、巴基斯

坦、缅甸、泰国、斯里兰卡、菲列宾、新加坡、伊朗、阿联酋、叙利亚、伊拉克、马来西亚、苏丹、

北也门、肯尼亚、土耳其、突尼斯、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丹麦、荷兰、爱尔兰、西班牙、比

利时、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圭亚那、巴西、阿根廷等40个国家

和地区。通过互访，扩大了贸易，加强了合作，增进了友谊。

人才培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干部中，中青年比重增加，大、中专毕业生

增多，对在职人员加强了长期、短期和各类专业培训。1990年，全公司有中高级职称人员

91名，占13．28％。199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40名，占38．2％，一支外贸专业队伍已

经形成。

回顾30余年奋斗历程，其中包含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

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知。”为了达到“以史为鉴”、“以史育

人”的目的，以下分历史概况、机构沿革、对外贸易、货源收购与生产扶持、进出121商品、外

事往来、经营管理七个组成部分，编写了《山东省五金矿产进出VI贸易志>)，希望继承和发

扬前人优良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发展本省未来的五金矿产进出口贸易积累经验，

取得更辉煌的成绩，这是编写本志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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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收购合同⋯⋯⋯⋯⋯⋯⋯⋯⋯⋯⋯⋯⋯⋯⋯⋯⋯⋯⋯⋯⋯·⋯⋯⋯“(86)

第四节 收购商品内销和处理⋯⋯⋯⋯⋯⋯⋯⋯⋯⋯⋯⋯⋯·⋯⋯⋯⋯⋯⋯·(86)

第三章生产扶持⋯⋯⋯⋯⋯⋯⋯⋯⋯⋯⋯⋯⋯⋯⋯⋯⋯⋯⋯⋯⋯⋯⋯·⋯⋯⋯”J(87)

第一节提供原材料⋯⋯⋯⋯·⋯⋯⋯⋯⋯⋯⋯⋯⋯⋯⋯⋯⋯．．．⋯⋯⋯·⋯⋯·(87)

第二节提供辅助物资⋯⋯⋯⋯⋯⋯⋯⋯⋯⋯⋯⋯⋯⋯⋯·一⋯⋯⋯⋯·“⋯“(88)

第三节提供各种投资⋯⋯⋯⋯⋯⋯⋯⋯⋯⋯⋯⋯⋯⋯⋯⋯⋯⋯⋯⋯⋯⋯⋯(89)

，第四节提供各种贷款⋯⋯⋯⋯⋯⋯⋯⋯⋯··⋯⋯⋯⋯⋯⋯⋯⋯⋯⋯⋯⋯⋯·(89)

第五节提供外汇担保⋯⋯⋯⋯⋯⋯⋯⋯⋯⋯⋯⋯⋯⋯⋯⋯⋯⋯⋯⋯”⋯⋯·(89)

第六节提供市场信息⋯⋯⋯⋯⋯⋯⋯⋯⋯⋯”⋯⋯⋯⋯⋯⋯⋯⋯“一⋯⋯”(89)

。第七节提供样品和图纸⋯⋯⋯⋯⋯⋯⋯⋯⋯⋯⋯⋯⋯⋯⋯⋯”⋯⋯⋯⋯⋯·(90)

第八节提供技术合作和服务⋯⋯⋯⋯⋯⋯⋯⋯⋯⋯⋯⋯⋯⋯⋯⋯⋯⋯⋯⋯(91)

第四章社会效益⋯⋯⋯⋯⋯⋯⋯⋯⋯⋯⋯⋯⋯⋯⋯⋯⋯⋯⋯⋯··⋯·?⋯⋯⋯⋯··(92)

附表：《历年商品收购统计》⋯⋯⋯⋯⋯⋯⋯⋯⋯⋯⋯⋯⋯⋯⋯⋯⋯⋯⋯(94)

《铁丝收购统计》⋯⋯⋯⋯⋯⋯⋯⋯⋯⋯⋯·⋯⋯⋯⋯⋯·⋯⋯⋯⋯·(95)

《铁钉收购统计》⋯··⋯⋯⋯⋯⋯⋯”⋯⋯⋯·⋯⋯⋯⋯⋯⋯⋯⋯⋯·(96)

《索具收购统计》⋯⋯⋯⋯⋯⋯⋯⋯⋯⋯·⋯⋯⋯⋯⋯⋯⋯⋯⋯⋯”(97)

、《铜材收购统计》⋯⋯·⋯⋯⋯⋯“⋯⋯⋯⋯⋯⋯⋯．．．·⋯⋯⋯⋯⋯”(98)

《管件收购统计》⋯⋯⋯⋯⋯⋯⋯⋯⋯⋯·⋯⋯⋯⋯⋯⋯⋯⋯⋯⋯·(99)
t．- 《小五金收购统计》⋯⋯⋯⋯⋯⋯⋯⋯“⋯·⋯⋯⋯⋯⋯⋯⋯⋯⋯“(100)

《紧固件收购统计》⋯⋯⋯¨⋯⋯⋯”⋯⋯⋯“⋯⋯⋯·⋯⋯．．．⋯⋯?(101)

《煤炭收购统计》“⋯⋯⋯⋯⋯⋯⋯⋯⋯⋯⋯”⋯⋯⋯⋯”⋯⋯⋯⋯(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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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收购统计》⋯⋯⋯⋯⋯⋯⋯⋯⋯⋯⋯⋯⋯⋯⋯⋯⋯⋯⋯⋯⋯(103)

《矾土收购统计》⋯⋯⋯⋯⋯⋯⋯⋯⋯⋯⋯⋯⋯⋯⋯⋯⋯⋯⋯⋯⋯(1 04)

《焦宝石收购统计》⋯⋯⋯⋯⋯⋯⋯⋯⋯⋯⋯⋯⋯⋯⋯⋯⋯⋯⋯⋯(105)

《滑石块收购统计》⋯⋯⋯⋯⋯⋯⋯⋯⋯⋯⋯⋯⋯⋯⋯⋯⋯⋯⋯⋯(106)

《滑石粉收购统计》⋯⋯⋯⋯⋯⋯⋯⋯⋯⋯⋯⋯⋯⋯⋯⋯⋯⋯⋯⋯(107)

《轻烧镁收购统计》⋯⋯⋯⋯⋯⋯⋯⋯⋯⋯⋯⋯⋯⋯⋯⋯⋯⋯⋯⋯(108)

《重烧镁收购统计》⋯⋯⋯⋯⋯⋯⋯⋯⋯⋯⋯⋯⋯⋯⋯⋯⋯⋯⋯⋯(109)

《大理石板收购统计》⋯⋯⋯⋯⋯⋯⋯⋯⋯⋯⋯⋯⋯⋯⋯⋯⋯⋯⋯(1 10)

《花岗石荒料收购统计》⋯⋯⋯⋯⋯⋯⋯⋯⋯⋯⋯⋯⋯⋯⋯⋯⋯⋯(1l 1)

《花岗石板料收购统计》⋯⋯⋯⋯⋯⋯⋯⋯⋯⋯⋯⋯⋯⋯⋯⋯⋯⋯(1 12)

《水泥收购统计》⋯⋯⋯⋯⋯⋯⋯⋯⋯⋯⋯⋯⋯⋯⋯⋯⋯⋯⋯⋯⋯(1 13)

第五编进出口商品

第一章五金类主要出口商品⋯⋯⋯⋯⋯⋯⋯⋯⋯⋯⋯⋯⋯⋯⋯⋯⋯⋯⋯⋯⋯⋯(117)

第一节钉丝⋯⋯⋯⋯⋯⋯⋯⋯⋯⋯⋯⋯⋯⋯⋯⋯⋯⋯⋯⋯⋯⋯⋯⋯⋯⋯(1 17)

附表：《铁丝出口统计》⋯⋯⋯⋯⋯⋯⋯⋯⋯⋯⋯⋯⋯⋯⋯⋯⋯⋯⋯⋯⋯(1 19)

《铁钉出口统计》⋯⋯⋯⋯⋯⋯⋯⋯⋯⋯⋯⋯⋯⋯⋯⋯⋯⋯⋯⋯⋯(1 20)

第二节索具⋯⋯⋯⋯⋯⋯⋯⋯⋯⋯⋯⋯⋯⋯⋯⋯⋯⋯⋯⋯⋯⋯⋯⋯⋯⋯⋯(121)

附表：《索具出口统计》⋯⋯⋯⋯⋯⋯⋯⋯⋯⋯⋯⋯⋯⋯⋯⋯⋯⋯⋯⋯⋯(1 24)

第三节铜材⋯⋯⋯⋯⋯⋯⋯⋯⋯⋯⋯⋯⋯⋯⋯⋯⋯⋯⋯⋯⋯⋯⋯⋯⋯⋯⋯(1 25)

附表：《铜材出口统计》⋯⋯⋯⋯⋯⋯⋯⋯⋯⋯⋯⋯⋯⋯⋯⋯⋯⋯⋯⋯⋯(1 27)

《黄铜丝出口统计》⋯⋯⋯⋯⋯⋯⋯⋯⋯⋯⋯⋯⋯⋯⋯⋯⋯⋯⋯⋯(1 28)

《黄铜管出口统计》⋯⋯⋯⋯⋯⋯⋯⋯⋯⋯⋯⋯⋯⋯⋯⋯⋯⋯⋯⋯(1 29)

《黄铜棒出口统计》⋯⋯⋯⋯⋯⋯⋯⋯⋯⋯⋯⋯⋯⋯⋯⋯⋯⋯⋯⋯(1 30)

第四节水管零件⋯⋯⋯⋯⋯⋯⋯⋯⋯⋯⋯⋯⋯⋯⋯⋯⋯⋯⋯⋯⋯⋯⋯⋯⋯(13 1)

附表：《水管零件出口统计》⋯⋯⋯⋯⋯⋯⋯⋯⋯⋯⋯⋯⋯⋯⋯⋯⋯⋯⋯(133)

第五节小五金⋯⋯⋯⋯⋯⋯⋯⋯⋯⋯⋯⋯⋯⋯⋯⋯⋯⋯⋯⋯⋯⋯⋯⋯⋯⋯(134)

附表：《小五金出口统计》⋯⋯⋯⋯⋯⋯⋯⋯⋯⋯⋯⋯⋯⋯⋯⋯⋯⋯⋯⋯(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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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五金出15统计》⋯⋯⋯⋯⋯⋯⋯⋯⋯⋯⋯⋯⋯⋯⋯⋯⋯⋯(137)

第六节紧固件⋯⋯⋯⋯⋯⋯⋯⋯⋯⋯⋯⋯⋯⋯⋯⋯⋯⋯⋯⋯⋯⋯⋯⋯⋯⋯(138)

附表：《紧固件出口统计》⋯⋯⋯⋯⋯⋯⋯⋯⋯⋯⋯⋯⋯⋯⋯⋯⋯⋯⋯⋯(1 39)

第二章矿产类主要出口商品⋯⋯⋯⋯⋯⋯⋯⋯⋯⋯⋯⋯⋯⋯⋯⋯⋯⋯⋯⋯⋯⋯(140)

第一节煤炭⋯⋯⋯⋯⋯⋯⋯⋯⋯⋯⋯⋯⋯⋯⋯⋯⋯⋯⋯⋯⋯⋯⋯⋯⋯⋯⋯(140)

附表：《煤炭出口统计》⋯⋯⋯⋯⋯⋯⋯⋯⋯⋯⋯⋯⋯⋯⋯⋯⋯⋯⋯⋯⋯(141)

第二节鳞片石墨⋯⋯⋯⋯⋯⋯⋯⋯⋯⋯⋯⋯⋯⋯⋯⋯⋯⋯⋯⋯⋯⋯⋯⋯⋯(142)

附表：《鳞片石墨出口统计》⋯⋯⋯⋯⋯⋯⋯⋯⋯⋯⋯⋯⋯⋯⋯⋯⋯⋯”(144)

《1986年鳞片石墨出口规格表》⋯⋯⋯⋯⋯⋯⋯⋯⋯⋯⋯⋯⋯⋯⋯(145)

第三节矾土“⋯⋯⋯⋯⋯⋯⋯⋯⋯⋯⋯⋯⋯⋯⋯⋯⋯⋯⋯⋯⋯⋯⋯⋯⋯⋯·(145)

附表：《矾土出口统计》⋯⋯⋯⋯⋯⋯⋯⋯⋯⋯⋯⋯⋯⋯⋯⋯⋯⋯⋯⋯⋯(149)

第四节焦宝石⋯⋯⋯⋯⋯⋯⋯⋯⋯⋯．．．⋯⋯⋯⋯⋯⋯·⋯⋯⋯⋯⋯⋯⋯⋯··(150)

附表：《焦宝石出口统计》⋯··⋯⋯⋯⋯⋯⋯⋯⋯⋯⋯⋯⋯⋯⋯⋯⋯⋯⋯·(152)

第五节滑石⋯⋯⋯⋯⋯⋯⋯⋯⋯⋯⋯⋯⋯⋯⋯⋯⋯⋯⋯⋯⋯⋯⋯⋯⋯⋯⋯(153)

附表：《滑石粉出口统计》⋯⋯⋯⋯⋯⋯⋯⋯⋯⋯⋯⋯⋯⋯⋯⋯⋯⋯⋯⋯(156)

《滑石块出口统计》⋯⋯⋯⋯⋯⋯⋯⋯⋯⋯⋯⋯⋯⋯⋯⋯⋯⋯⋯⋯(157)

第六节轻烧镁⋯⋯⋯⋯⋯⋯⋯⋯⋯⋯⋯⋯⋯⋯⋯⋯⋯⋯⋯⋯⋯⋯⋯⋯⋯⋯(158)

附表：《轻烧镁出口统计》⋯⋯⋯⋯⋯⋯⋯⋯⋯⋯⋯⋯⋯⋯⋯⋯⋯⋯⋯⋯(161)

第七节重烧镁⋯⋯⋯⋯⋯⋯⋯⋯⋯⋯⋯⋯⋯⋯⋯⋯⋯⋯⋯⋯⋯⋯⋯⋯⋯⋯(162)

附表：《重烧镁出口统计》⋯⋯⋯⋯⋯⋯⋯⋯⋯⋯⋯⋯⋯⋯⋯⋯⋯⋯⋯⋯(164)

第八节石材⋯⋯⋯⋯⋯⋯⋯⋯⋯⋯⋯⋯⋯⋯⋯⋯⋯⋯⋯⋯⋯⋯⋯⋯⋯⋯⋯(165)

附表：《大理石板出口统计》⋯⋯⋯⋯⋯⋯⋯⋯⋯⋯⋯⋯⋯⋯⋯⋯⋯⋯⋯(167)

《大理石荒料出口统计》⋯⋯⋯⋯⋯⋯⋯⋯⋯⋯⋯⋯⋯⋯⋯⋯⋯⋯(168)

《花岗石板出15统计》⋯⋯⋯⋯⋯⋯⋯⋯⋯⋯⋯⋯⋯⋯⋯⋯⋯⋯⋯(1 69)

《花岗石荒料出口统计》⋯⋯⋯⋯⋯⋯⋯⋯⋯⋯⋯⋯⋯⋯⋯⋯⋯⋯(170)

第九节水泥⋯⋯⋯⋯⋯⋯⋯⋯⋯⋯⋯⋯⋯⋯⋯⋯⋯⋯⋯⋯⋯⋯⋯⋯⋯⋯⋯(171)

附表：《水泥出口统计》⋯⋯⋯⋯⋯⋯⋯⋯⋯⋯⋯⋯⋯⋯⋯⋯⋯⋯⋯⋯⋯(172)

第三章进口商品⋯⋯⋯⋯⋯⋯⋯⋯⋯⋯⋯⋯⋯⋯⋯⋯⋯⋯⋯⋯⋯⋯⋯⋯⋯⋯⋯(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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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全省工农业用钢材及有色金属⋯⋯⋯·⋯⋯⋯⋯⋯⋯⋯⋯⋯⋯⋯⋯”(173)

-附表：《钢材及有色金属进口统计》⋯⋯⋯⋯⋯⋯⋯⋯⋯⋯⋯⋯⋯⋯⋯⋯(175)

第二节以进养出用钢材及有色金属⋯⋯⋯⋯⋯⋯⋯⋯⋯⋯⋯⋯⋯⋯⋯⋯⋯(J80)

-附表：《盘元(线材)进Vl统计》⋯⋯⋯⋯⋯⋯⋯⋯⋯⋯⋯⋯⋯⋯⋯⋯⋯⋯(182)

《元钢进口统计》⋯⋯⋯⋯⋯⋯⋯⋯⋯⋯⋯⋯⋯⋯⋯⋯⋯⋯⋯⋯⋯(183)

《炭结钢进151统计》⋯·⋯⋯⋯⋯⋯⋯⋯⋯⋯⋯⋯⋯⋯⋯⋯⋯⋯⋯”(184)

《带钢进口统计》⋯⋯⋯⋯⋯⋯⋯⋯⋯⋯⋯⋯⋯⋯⋯⋯⋯⋯⋯⋯⋯(185)

《冷轧钢板进口统计》⋯·⋯⋯⋯⋯⋯⋯⋯⋯⋯⋯⋯⋯⋯⋯⋯⋯⋯”(186)

《锌锭进口统计》⋯⋯⋯⋯⋯⋯⋯⋯⋯⋯⋯⋯⋯⋯⋯⋯⋯⋯⋯⋯⋯(187)

《电解铜进口统计》⋯⋯⋯⋯⋯⋯⋯⋯⋯⋯⋯⋯⋯⋯⋯⋯⋯⋯⋯⋯(188)

第六编外事往来

第一章出国考察展销⋯⋯⋯⋯⋯⋯⋯⋯⋯⋯⋯⋯⋯⋯⋯⋯⋯⋯⋯⋯⋯⋯⋯⋯⋯(191)

第二章国外客户来访⋯·⋯⋯⋯⋯⋯⋯⋯⋯⋯⋯⋯⋯⋯⋯⋯⋯⋯⋯⋯⋯⋯⋯⋯”(203)

附表：《国外客户来访情况表》⋯⋯⋯⋯⋯⋯⋯⋯⋯⋯⋯⋯⋯⋯⋯⋯⋯⋯(204)

第七编经营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207)

第一节收购计划编制与平衡⋯⋯⋯⋯⋯⋯⋯⋯⋯⋯⋯⋯⋯⋯⋯⋯⋯⋯⋯⋯(207)

第二节出口计划编制与平衡⋯⋯⋯⋯⋯⋯⋯⋯⋯⋯⋯⋯⋯⋯⋯⋯⋯⋯⋯⋯(207)

第三节收购计划执行与检查⋯⋯⋯⋯⋯⋯⋯⋯⋯⋯⋯⋯⋯⋯⋯⋯⋯⋯⋯⋯(207)

第四节 出口计划执行与检查⋯⋯⋯⋯⋯·⋯⋯⋯⋯⋯⋯⋯⋯⋯⋯⋯⋯⋯⋯··(208)

第五节计划执行与检查主要方式⋯⋯⋯⋯⋯⋯⋯⋯⋯⋯⋯⋯⋯⋯⋯⋯⋯⋯(208)

附表：《收购与出Vl计划完成情况表》⋯⋯⋯⋯⋯⋯⋯⋯⋯⋯⋯⋯⋯⋯⋯(209)

第二章财务管理⋯⋯⋯⋯⋯⋯⋯⋯⋯⋯⋯⋯⋯⋯⋯⋯⋯⋯⋯⋯⋯⋯⋯⋯⋯⋯⋯(2 1 0)

第一节财会工作管理⋯⋯⋯⋯⋯⋯⋯⋯⋯⋯⋯⋯⋯⋯⋯⋯⋯⋯⋯⋯⋯⋯⋯(210)

第二节财会核算⋯⋯⋯⋯⋯⋯⋯⋯⋯⋯⋯⋯⋯⋯⋯⋯⋯⋯⋯⋯⋯⋯⋯⋯⋯(2 11)

第三节流动资金管理⋯⋯⋯⋯⋯⋯⋯⋯⋯⋯⋯⋯⋯⋯⋯⋯⋯⋯⋯⋯⋯⋯⋯(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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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外汇管理⋯⋯⋯⋯⋯⋯⋯⋯⋯⋯⋯⋯⋯⋯⋯⋯⋯⋯⋯⋯⋯⋯⋯⋯⋯(21 1)

附表：《山东省五矿进出15公司历年各项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表》⋯⋯⋯⋯(213)

第三章物价管理⋯⋯⋯⋯⋯⋯⋯⋯⋯⋯⋯⋯⋯⋯⋯⋯⋯⋯⋯⋯⋯⋯⋯⋯⋯⋯⋯(2 19)

附表：《五矿出口商品固定调拨价格表》⋯⋯⋯⋯⋯⋯⋯⋯⋯⋯⋯⋯⋯⋯(22 1)

《产品价格申批单》⋯⋯⋯⋯⋯⋯⋯⋯⋯⋯⋯⋯⋯⋯⋯⋯⋯⋯⋯⋯(222)

《出口商品收购价格核算表》⋯⋯⋯⋯⋯⋯⋯⋯⋯⋯⋯⋯⋯⋯⋯⋯(223)

《出口商品收购价格表》⋯⋯⋯⋯⋯⋯⋯⋯⋯⋯⋯⋯⋯⋯⋯⋯⋯⋯(224)

第四章审计管理⋯⋯⋯⋯⋯⋯⋯⋯⋯⋯⋯⋯⋯⋯⋯⋯⋯⋯⋯⋯⋯⋯⋯⋯⋯⋯”(225)

第五章仓储与运输管理⋯⋯⋯⋯⋯⋯⋯⋯⋯⋯⋯⋯⋯⋯⋯⋯⋯⋯⋯⋯⋯⋯⋯⋯(226)

第一节仓储管理⋯⋯⋯⋯⋯⋯⋯⋯⋯⋯⋯⋯⋯⋯⋯⋯⋯⋯⋯⋯⋯⋯⋯⋯⋯(226)

第二节运输管理⋯⋯⋯⋯⋯⋯⋯⋯⋯⋯⋯⋯⋯⋯⋯⋯⋯⋯⋯⋯⋯⋯⋯⋯⋯(228)

第六章包装管理⋯⋯⋯⋯⋯⋯⋯⋯⋯⋯⋯⋯⋯⋯⋯⋯⋯⋯⋯⋯⋯⋯⋯⋯⋯⋯⋯(23 1)

附录：建国前山东省各口岸五矿商品历年进口表⋯⋯⋯⋯⋯⋯⋯⋯⋯⋯(235)

建国前山东省各口岸五矿商品历年出口表⋯⋯⋯⋯⋯⋯⋯⋯⋯⋯(245)

山东省五矿类出口贸易总值及所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表⋯⋯⋯⋯(25 1)

山东省五矿类出口贸易市场比重表⋯⋯⋯⋯⋯⋯⋯⋯⋯⋯⋯⋯⋯(254)

编后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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