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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区外贸



中．j}地琵终页之荡研砖拿

①《聊城地区外贸志》稿研讨-会if-1988年7月12日至13

在聊城市召开，与会专家、教授、编志人员40余名，各

已见、畅所欲言，对志稿进行了研讨。



②聊城地区的棉花在清代已是出口名牌产品。是全国优

质棉基地，人均贡献商品棉最多的地区之一，是出口骨干商品

③桐棉兼作。



④临清棉纺织厂车间一角。该厂自1973年出口棉坯布，

1977年出口棉纱。现年产棉布、涤棉布3千多万米，纯棉

纱、涤棉混纺纱1万多吨。1979年被援予“产品信得过企

业”称号，多次被评为“先进企业”，是本区主要出口厂家

之一。



⑤乡镇熏制乌枣。博平园铃大枣在宋元时期已出口东南

亚各国。聊城地区的乌枣是出口拳头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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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聊城地区的鲁西大黄牛，自1921年出口，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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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毛地毯。聊城地区生产高档仿波斯手工毛地毯和东方毛地毯



凡 例

一、《聊城地区外贸志》由机构、大事记、出口商品、

进口商品，经营管理、附录组成．按编，章，节的层次记

述，共6编，2 3章，7 2节．
、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聊城地区外贸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断自l 8 4 0年，限止

l 9 8 5年，重点内容断限或上溯，或下延。l 9 8 5年改

革之后的三年情况设第6编专述．

四，建国前，运销国外或本区域之外商埠的贸易均称

。出口”，反则称“进口”；革命根据地对敌占区进行的贸

易统称对外贸易．凡明确记载进出口者方录用．

五、各类数据，一般用统计部门数；解放初期，行政

区划变迁较多，公营私商皆有外贸，对应口岸不一。现存外

贸统计数少于实有额，而且难以按现有建置分派清楚，因

此，按今辖县(市)记载原有数据．

六、度、量、衡单位，、按历史单位转述．换汇，直接记

莱商品的换汇率；无换汇换算者，记其外汇售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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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汇、外援项记在进IZl之后．

八、机构，重点记述革命政权建立贸易局、地区外贸机

椅。。县市从简．

九、体裁，综合运用志、记、述、表、录、照， 图、

传，以志为主．

十、本志采用记述文体，述而不评；概述有叙有议，叙

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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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聊城地区外贸志》出版问世了．这是聊城地区新编地

方志书的首批成果．

编写地方志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踵接

不衰．但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

社会主义新方志，贝d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

的，展示在面前的这部《聊城地区外贸志》就是其中的一部

以记述部门主业为内容的新型部门志．

这部志书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潮流，顺

应现代社会分工和信息社会的需要而编写的。作为部门志，

虽然其内容和体例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字记述上也不无商

榷之处，但是全书以鲜明的观点，丰富的资料，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聊城地区对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探因革之原，考得

失之本，为振兴聊城地区外贸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聊城地区外贸志》在编写成书全过程中，集领导。专

业人员和编纂人员的智慧，数易其稿，笔削文辞，锲而不

舍，众志成书．因而才能使这部新型的部门志，以较快的速度

奉献给广大读者．相信这部志书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刘栋良

1’9 8 8年1 0月3 0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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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4 0年，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对外贸易历经了各个时期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胜利。对外贸易的脚印应当永远留在祖国的发展史

上．
、

。

山东地处沿海，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之一．聊

城地区既有黄河，京杭运河之利，也有金高唐银夏津之誉，但

在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方面，与我省东部地区相比，稍有逊色

(这应当是暂时的)；如何使聊城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聊城人民的大事，也是我们全省外贸

职工的共同愿望。聊城经济已初具规模，工农业生产亦蓬勃

发展，可谓修志佳机，也是我们研究过去、借古鉴今的大好

时机．故《聊城地区外贸志》修之逢时，修之有利；希望聊

城地区外贸职工汲取历史之经验和教训，研究对外贸易今天

和明天的状况及趋势，为振兴本地区经济，为出口商品之发

展不断做出新贡献．

田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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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聊城地区位于鲁西．西隔卫运河与河北省邢台、邯郸地

区相望；t南依金堤河与河南省濮阳市为邻；东南滨黄河与菏

泽地区、济南市分界；东部、北部与德州地区接壤．东西宽
l l 4公里，南北长l 5 9公里，面积8 6 2 4平方公里．

人口47 o万．全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土质耕性良好， 光照充

足，四季分明。宜于多种农作物栽培和飞禽走兽繁衍．农副

土特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依黄河与古运河之利，对外贸

易发展铰早．周代，本区分属齐、卫，晋、赵、魏，诸侯国之间

已有贸易．《易经》说： “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记述了当时对外

贸易的情况． ．
，

聊城地区以农业为本，历史传统以出口农副产品为主．

汉朝， “齐国献素缯帛”，有产于东阿者．称。东阿之

缣”．宋、元时期，博平园铃大枣已销往南洋．据历史学家

翦伯赞等考证，临清哈达“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销

往印度、尼伯尔等国和西藏、蒙古地区。元代开凿了济州

河、会通河．明永乐九年(公元l 4 l 1年)疏浚了临清经

东昌(今聊城)至济宁一段大运河后，本区南北畅通，对外

贸易发展．明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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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博。。聊城市山陕会馆

。太汾公所”碑文记载t自天命元年(公元l 6 l 6年)“漕

运通衢，商贩云集．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

仅聊城市区就先后建立6处供商人使用的会馆，并在运河码

头东侧开挖了越河，以缓解商船的拥挤、堵塞．临清依卫运

河之利， 。帆樯并集，百货汇流，商贾操厥奇盈，趋利巷

鹜”．清光绪三十年(公元l 9 0 4年)，美国陆地棉种引

进本区．洋棉二倍子土棉的收益，随为本区主要出口物资．

据《l临清县志》记载： 。在民国初年，输出之棉花绒仅
4 0 0余万斤．自美棉输入，种者日多．至2 0年后，年销

之数已增至6 0 0 0万斤。”农副产品出口促进了种植业的

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控制， 。舶来之品无不突

飞猛进，咄咄逼人。。以金价为标准，洋杂货自民国初年至二

十三年涨价1 0余倍至2 0倍。l 9 3 4年《临清县志》

又说： 4若不急起救济，恐农村经济将为外力所剥夺，其破

产可待矣!” ·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外贸

机构贸易局。人民政府陆续制定了一些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

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反对。物资统制配给制”，抵制经济掠

夺，保证抗日军需民用物资供给．以对外贸易(包括对敌战

区贸易)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946

年至l 9 4 8年，仅临清市进出口贸易额就占晋冀鲁豫边区

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出口商品是棉花、棉布、草

帽辫和乌枣．

建国后，聊城地区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对外贸易机构，对

外贸易逐步发展． i

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仅对苏联和东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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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物资．因内部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出口额虽然逐年增

长，但进展不大．1 9 5 8年大跃进，经济发展遭到破坏，

直到1 9 6 4年出口额增长缓慢．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期间，影响了外贸业务的发展．

1 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聊城地区工农业

生产发展，物资基础增加，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外贸实行改革的l 9 8 5年，全区完成出口收购额】．1亿

多元，为l 9 7 8年的5．1储。出口商品逐步形成系列化。

特别是1986年以来聊城地区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在发

展传统出口产儡的基础上，开始注意调整产品结构，重点抓

出口产品基地建设；同时，向国外借资金，找原料，要先进

技术和先进设备。尤其。三来一补”，利用外资等出现新形。

势。

①l g 8 7年，聊城地区提出大办发展外向型经济，积

极参与国际交换，利用各种有利条拌和、机遇，组织全区干部

群众，各级党政机关，各个职能部门参加的发展外向型经济

。大合唱”．全区完成出口商品收购额2．9亿多元．其中

出口棉花4．2万吨，金额、1．2 6亿元

②自l 9 8 5年至l 9 8 8年3月，本区共签订涉外合

同51项，金额1586万美元．加上1981年至1984年的涉外合同23

项，金额237万美元，合计共74项，1823万美元。共引进机械设

备穰医疗设备700余台(套，件)，对发展本区外向型经济起

了推进作用。围绕引进技术设备，本区先后派出涉外团(组)
9起，2 4人次出国考察学习。有部分企业和用国外，资金搞

起了中外合资企业．同时有部分企业如高唐针织厂、冠县第

一棉花加工厂、卿城毛纺厂、聊城第二毛纺厂、莘县棉纺织
厂、阳谷十五里园工具总厂等，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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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贷款进口先进技术设备．

使用进口料件，经加工装置芒．以出口商品补偿外汇的有

聊城手表厂等． ·

以外汇租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完善配套的有临满针织

厂和阳谷棉纺织厂．

1 g 8 7年7月。东阿县牛角店镇派出8 0名农民建筑

工人转包中国房屋开发总公司塘沽分公哥在埃及兴建“萨达

特城”的部分建筑项目。这是本区首次正式搞的劳务出口．

③建立外贸自属加工生产企业扩大本区出口商品生产．

本区已建立起阳谷外贸肠衣厂、东阿外贸地毯厂等l 0个企

业．大部分经营情况良好．1 9 8 7年仅阻谷肠衣厂就创外

汇l 0 Q多万美元． ．

‘

④发展乡镇出口生产企业是发展农村外向型经济，促进

农民致富的得力措施0 1 9 8 7年全区有4 8家(不包括粮

油加工厂和手工编织厂)，出口额l 1 4 4万元，创汇约
2 2 9万美元，从业人员约6‘0 0 0人(不包括草编生产人

员)。瞄准国际市场，乡镇企业照样登上国际经济大舞台．’

自1 9 8 5年至1 9 8 7年，聊城地区的对外贸易平均

年递增幅度8 0，呖。由1 9 7 7年占全省出口收购总值的

1．2％，在全省十三个地，市中列第l 2位，发展到1987

年占全省出口收购总值的3．3 0／0，在全省l 5个地．市中

上升到第十位．成绩显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

的限制，聊城地区外贸收购总值、出口商品结构、中外合资

经营、利用国外贷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面，还远远落

后于本省东部先进地、市．，

．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的有利条

件，聊城地区的对外贸易，要求得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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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分析幂lj弊，4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主要表

现在；

一是畜产品优势．本区饲料丰富，适于各种禽兽繁育．

尤其是鲁西黄牛、山羊板皮，青猾皮是历史传统出口项目。

进一步发展深加工，提高产品档次，出口产品可以翻番．

二是饲料优势。饲料工业是饲养业向高层次发展必不可

少的条件．本区的玉米、大豆、饼类、麸皮、豆粕，兽骨等

原料充足．上先进设备，采用科学配法，其产品既供应本区

叉可出口换汇．

三是劳动力优势。全区有4 7 0万人，劳力富余，劳动

费用低廉。

四是棉花及系列产品优势．本区棉花产量大，品质好，

是历史出口名牌产品。由出口棉发展到纱，坯布、色布、花

布直至出口服装，出口产值将可翻数番．

综上所述，聊城地区对外贸易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

传统出口产品丰富，但有待于深加工；出IZl生产量也有一定

基础，但需上技术、上水平。总结历史经验，集累翔实的资

料，掌握可靠的信息，这对于发展聊城地区的对外贸易，振

兴全区的国民经济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本书内容主体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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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外贸收购额占全省收购额比重表

聊城地．区 本区占全 居地市
年份 备 注

收 购 比上年 省收购％ 位‘次．(万元) 增减％

1949 4 省无统计

1950 5 25．0 0．0 5 仅济宁统计

195l 7 40．0 0．06

1952 15 114．3 0．1 5 济、淄、聊
太省始统计

1953 39 1 60 0．1 5

1954 78 100 0．3 6 增潍坊统计

1955 165 11 1．1 0．5 7 增烟台统计

1956 263 59．4 0．7 7

1957 486 84．8 1．1 4

l 958 577 18．7 1．3 4

1959 12 15 I 10．6 o 9 6 增青菏临统刮

1960 1276 5 3．5 5

196l 317 —75．0 1．4 8

1962 479 51．1 2．1 7 增惠，德统{I

1963 563 1 7．5 2．0 7 增枣庄统计

1964 41 1 —27 1．0 9

i965 414 O．7 0．8 10

1966 448 8．2 0．8 9

1967 489 9。2 O．8 9

1968 528 8 0．8 10

1969 686 29．9 1．3 9

1 970 525 —23．0 1．0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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