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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局外贸史志的编写工作，在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领

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三易志稿，完成了潍坊市外贸史志的编纂
任务。

我市对外贸易，是建国以后新发展起来的一项事业。建国前没

有对外贸易方面的机构设置，查找到的文字资料很少。建国以后，

情况多变，外贸行政机构几次“分合”再加“文化大革命”，有许

多资料难以查找。为尽力把史志编好，我们本着“存真，求实，，的

精神，广搜资料，反复核对，博中求精，使外贸志力求在现状方面

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使它能起到资治、存史和为“四化”建设服务

的作用。但由于我们理论、业务、写作水平有限，有些章节不合乎

体例要求，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望批评指正。

本局在征集资料和编写中，得到省外贸局、市史志办、省图书

馆、潍城区史志办、市工商局、市供销社、市丝绸公司、市烟草公

司等部门，以及有关老干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本志书六至十八章由各支公司主编，编者注明在各章之后．

潍坊市外贸局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l990年1月



凡 ．例

。一、本局志以事分类，以时记述，横排竖写。在文体上采用了。

语体文，记述体为主，图表并用。

二、本局志上限自1948年解放后写起，下限到l 985年。．采用公

元纪年，凡是年代、金额、计量等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三、本局志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为体现部门业务时代特点，

未分建国前建国后章节，这样在记述出口商品的品种上，避免重复

和割断历史。着重记述反映建国后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并以建国后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重点，充分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对“四化”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 ．

四、本局志出口商品分类。主要出口商品历年完成收购金额、

数量一览表内数字，系按每时期的行政区划而言，临淄、胶县、胶

南、黄岛、平度县的完成数未做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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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略 述

潍坊地区对外贸易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朝时期，潍坊就已经

形成了青岛与济南之间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是农付土特产品和手工

艺品的集散地及通商要道。到“丝绸之路”的开辟，潍坊地区所产

之丝绸亦远销到西域各国(指汉代甘肃省敦煌县以西诸国的总称)。

据司马迁《史记》中就有： “齐州(临胸汉代属齐)山海、膏

壤千里，宜桑麻”的记载。《临朐史志》中记载： “到了汉代，临

朐的丝绸即以其美观、轻软、耐腐而行销西域各国”。所产各绸，

赢得了“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之赞誉(见班捷抒《怨歌

行》)。到了明、清时代，临胸、益都的桑丝绸，昌邑的柞茧绸、

绢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莱州府志》，《临朐县志》都有记载。

清代王元2廷《野蚕录》记述： “今之茧绸，以莱州为盛，莱之昌邑柳

疃集丝业荟萃之区，机户如林，商贾骈些。茧绸之名，溢于四远。

除各直省外，至于新疆、回疆、前后藏、内蒙古、禅贩络绎不绝于

道，鹿车之来，十数里衔尾相接”。及至后来丝绸的兴盛，吸引各

地绸商而至，将丝绸运往北京、上海、汴梁、安东、香港五大商

埠，转而供应国内市场和世冥各地。南洋诸国的商家也纷纷洽购

“中国柳疃丝绸，，。昌邑当地商贾也成群结队背起绸子下南洋，其

中有不少人在国外定居．可见潍坊地区的丝绸是对夕卜经济贸易的开

拓商品． ．

‘ ：



自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以武力

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

围，开放通商口岸，攫取了我国沿海贸易权。德帝国主义把山东踞

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投资修建于1904年全线通车的胶济铁路，成

为帝国主义进行欺诈性的贸易和掠夺我市资源财富对外交通的一条

大动脉。

外国资本的入侵，设立进出口洋行，开办工厂、开采矿山，争

相掠夺我资源和财富，同时也促进了潍坊地区近代工业，交通和商

品经济的发展，地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逐渐形成。到民国初

期，潍坊地区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扩大，除丝绸外，已扩大到猪鬃、

绣花(即抽纱)、发网、金丝草帽、草帽辫以及皮毛、皮革、花生

米、烟草等出口。
·

据潍县1 94 1年续修的《潍县志稿》中记载：潍县猪鬃始于清同

治末年(1 874年)，猪鬃行商二十余处，经加工运往青岛、烟台等

美、．日各“洋行”。1 924年初版《今世中国贸易志》记载： “山

东出口之鬃，以潍县所产最著名。莱芜、太安、沙河、沂州及平度

所产次之，聚于青岛年约四、五十万斤”。据有关资料考查：青州

府绣花，始于1900年，由在益都的英国传教士库尔德夫人传授技

术，从意大利引进原料和图样，由私商在益都城开设的“德昌花边

庄旷组织加工、，收购、出口。昌邑县志记载：昌邑的绣花(网扣)

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民国初由烟台美商“远东洋行”和当地“坐

庄”经营出口：、昌邑的草帽辫始于1 8世纪初，到l 880年昌邑东部盛

行；；小贩收购卖于当地“辫庄一，经加工包装运往天津“美师洋

行”和青岛誓后华洋行”，转销于英、美等国。寿光的上口一带和

奎



潍县的北部发网生产历史亦有近百年。寿光县志记载： 发网始于

1 899年，德、美传教士传入，到民国初年发网生产盛行，寿光发网

经营商在潍县开设“祥盛福洋行”，济南德商在寿光县城设立

了： “庆记洋行寿光支行”专门经营发网的加工出口业务。1941年

《潍县志》记载：潍县城北一带制发网业者三百余家，二千余人，

年生产发网一万二千捆(每捆十二打)，由青岛、烟台等地洋行转

销英、美、德、法、日、奥等国。《潍县志》还记载： “毛皮及草

皮，清末以来此业日盛，现已成为国际商品，各口岸洋行公可派人

来潍县坐庄收买，运销外洋者日见增多”。潍坊地区烤烟出口是从

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潍坊种植烟草，始于明万

历年间(公元l 57 3—1 620年)，已有四百多年历史，采用日晒调

制，故称晒烟。到1 9 l 3年，英、美烟草公司由美国佛吉尼亚州弓}进

烤烟品种在坊子试种成功。所产烤烟价高利大，潍县、益都、咋山

铁路沿线迅速发展，到了三十年代已有数十家中外商在此设庄收

购，有英美南洋公司在二十里堡、潍县虾蟆屯等车站设庄收购。

《潍县志稿》中说： “潍县向为鲁东南商业枢纽，自胶济铁路筑

成，交通便利，商业地位益形重要，境内商业可分为外货内销与土

产外运两种，外货内销包括外县、外省及外国商货之进口以棉纱，-

煤油、铁为大宗，土产外运以烟叶、土布、豆油等为主要．”。。可

见，潍坊是我省一个重要的陆路对外交通要道和进行经济交流的中

心。

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加紧对我经济破坏和原料财富的

抢掠，对外贸易从此中断，对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和农副土

特产品及手工艺品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一些转口的对外贸易商品

3



生产基本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

1948年4月，潍县城解放，从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

和旧社会的经济势力走向灭亡，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成长起来。．潍

县解放不久《华东财办商业部》就决定在潍坊设立猪鬃出口生产的

专营机构。1948年10月10日华东财办工商部滨海分局翻印的《华东

财办工商部、山东全省工商会议部份总结》一文件中记载： “猪鬃

为对外贸易重要物资，过去山东所制猪鬃，在海外市场上有很高的

地位。因此，我们决定设专营公司进行经营，而且为了扩大海外贸

易，更有力的支持外汇，必须明确扩大经营的方针，最低要求能有

六百工人到一千工人参加生产。在生产技术上，应力求改进，要完

全适合市场条件，并防止掺假，粗制滥造，或不合乎需用标准的现

象。在今后应把猪鬃对外威信，逐渐恢复与树立起来，以打下海外

市场基础，继续扩大出口经营”。为迅速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决定由

解放区掖县珍珠镇迁到潍县城东关下河街的《掖县国营振东公司》

改名为《山东大华猪鬃公司》。对此，1948年1 o月《薪潍坊报》也
有报道： “新华社本地讯：华东财办现于本市设立山东大华猪鬃公

司，已于本月十九日成立，该公司现有职员十九人，拣猪鬃女工一

百零三人⋯⋯”。这是我市解放以后由人民政权掌握的第一家经营

出口商品业务的公司<即现在潍坊畜产进出口支公司的最前身)。

建国以君，潍坊对外贸易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在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外贸机构陆续建立，出口商品也随之扩大，到l 955年外贸

出口商品收购额达到6078．4万元(主要是烤烟及一部分手工艺品和

小土畜产品和丝绸出口》0第一个五年计羽以后，，地、县<市)一

毂赘贸行政机构基本建立起来，j“地区还设立了畜产、土产、丝绸、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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