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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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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误 表

j、 “唐山外经外锭排头兵”．沸洲{片说明训， “i：嘲旷J．j嘶均nI卜一个市字。

二、H录第二页从上数1 4行， “地方分没外贸”应为“地市分没外贸”。

j、8页从上数第，：行“油指公，。可”f．矿为“油脂公啊”。

“．1．{1页第二节煤炭从卜数第：{，“(1 952年)”应为“(】952年莳，)”。

5，68页叭下数2行“帝一卜义”应为“帝囝=F义⋯⋯”：
●

6、79页狄上数16行“盼望市多年”应为“盼望了多年”，

i、84页从卜数1l行“扳栗”应为“板栗”。

8，94页从卜．数9行“么多铎”应为“么金铎”，
● ●

9，1 07页从下数2行“I 979年”应为“1977年”。

1 0、109贞从下数l 6行“建立了唐山”应为“建立了唐山市”。

l 1．1 09页从下数1 3行“掏瓷公司”应为“陶瓷公司”。

】2、117页从上数3行“金额141277．03万元’’应为“金额146161．47万元”。

!×．㈦；兵从上数3；子“金额19699．31万元”应为“金额】9696．3 J万元”。

14、!09页‘人』二放8行“1978年”应为“1878年”。

lj．1 3j页从F数8f-i“两台2．5千瓦机组”应为“两台：．5万千÷‘机组”。

l{．1 5：页从上数8ff“C C2000双头滚jji成型机”应为“C C：：oo又A头滚压成圩'JfJL“。

l：．180贝笫一章环题“扶值出口货源”应为“扶蕊出l=I货源”。

1 8．!：ijj：[经济效益⋯览农中的“其工加工”应为“其它加工”。
● ●

l 9、{05页嵌一合计“={122．4”应为“31 54．4”，其中外贸F1筹恢复资金应为“1 4‘；4．¨。

：!jJ、：一，’-。it-Ifl间文字～t数2行累计拨款“4959．24万元”应为“4991．24万元”。；{j箍建

投资共为“7606．77万元”应为“7638．77万元”。

21、：308,jf从上数5行“1957年7月”应为“1 959年7月”。

22、{：?页从下数9行“高干铭”应为“商士铭”。
● ●

23、：；35贝唐山地区外贸企业震毁恢复报批表“部家庄库”栏内，单位栏。l 06．Io”应谈

往j冀毁报损面移l栏内；面积栏内的“65．44”改成65．5放在金额栏内。金额栏内的“}0640”

放在恢复计划面积栏内，而这栏里的“91．32”改成91．42放在恢复计划投资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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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外经外贸排头兵

上 1993年唐山经贸委领

导成员合影

中 1987年唐山对外经贸

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代表合影

下1991年唐山经贸委经

贸志培训班合影



具有百年历史的出口产品

．．开滦冶炼洗精煤最早出口始

于1881年以后。这是开滦十二级

冶炼精煤正在装运出口，主要销

往日本和朝鲜。

．．板栗主产于迁西、遵化、迁安

等县山区，困产于北京东部．故称

京东板栗。最早出口于1 910年，

主耍销往日本。



用进口设备装配起来的企业

卜 唐111陶瓷厂m恿大利0进

的卫生瓷立，℃浇注生产线

-钍‘‰?

渤

．．唐山陡河电厂是用日本进口的全套

堤备建设起来的大型发电企业

．． 冀东水泥厂是用日本进¨的辛

套设备建世起来的现代化水泥-lblk



唐山外贸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

卜 第二冷冻厂的一个水产加工车间

●经贸委大院和办

公太楼

●西窑库的铁路

专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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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唐山市对外经挤贸易志》在省经贸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及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

经过同志们的努力，1989年6月写出了初稿，1990年在我市对外经济贸易系统进行了讨论。根

据各方面的意见，1991～1992年间进行了大修大改，现已修改出版，印发本系统干部、职工。其

目的：一是让全体职工了解我市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二是以史为鉴，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市对

外经济贸易。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志书对我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加快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事业有

所帮助和启迪。 ‘

由于地利的优势，我们唐山市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真正起步在建国以

后；而发展壮大又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拿1950年和1991年相

比较，出口商品品种由9种发展到286种；出口商品总值由1174万元发展到13．5亿元；出口

企业由5家发展到500多家。引进设备、利用外资、劳务出口、对外经济贸易往来，都有了很大

进展。x杉't-经贸企业和外贸队伍也行成了系列，初具了规模。历史事实表明，我市对外经济贸

易事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党和国家为加速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对外经外贸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我们唐山市已被国务院批准

为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作为对外经济贸易战线的职工，责任重大，任务光荣。我们一定要认真总

结历史的经验，依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振

奋精神，开拓前进，把唐山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办得更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在编纂《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的过程中，各公司、厂、队和各县外贸公司都提供了大量

的历史资料I志书初稿印出后，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和公司、厂、队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有

的还补充了内容。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编审领导小

组和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志书不当之处还望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董绍良

1993年3月



凡 例

． 一、《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基本原则，记述唐山市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不是续旧志，对上无限期，下限止于1991年底。为保持记述完整和充分反映现

状，有的事项下限稍有延伸；有的记述到1986年。 。。

三、本志书是专业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编纂重点放在新中国建立后，以比

较翔实的资料反映唐山经贸事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四、本志书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形式，按历史发展顺序记述。志本身采用篇、章、节的结构形

式，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详异略同，述而不论。全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6种形式，以志为

主体。’

五、本志书字体以198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汉字简化方案》为准。

．六、本志书标点符号以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七、本志书数字使用，凡表示计量的数字、百分比和公历的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均使

用阿拉伯数字；凡表示顺序的数字，清代以前的历史年代和专用名词中数字，一律使用汉字小

写。
’

八、本志书所用资料来源于唐山市档案馆、市经贸委机关档案室和各县旧志书及古书籍；

有的选用河北和唐山的报刊。

九、本志书中列举的数据，均以现辖市、县为准。1983年前原属唐山地区管辖的秦皇岛、抚

宁、卢龙、昌黎四市、县的数据均已作了减出处理。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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