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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在举国上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编

写宝鸡市对外经贸志，无疑是—件必要而有意义的事情．

《宝鸡市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述了宝鸡1938年至1988年对外经贸的

历史，而又将1961年宝鸡专业外贸机构成立之后、尤其改革开放的十年作

为重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志书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为外经、外

贸、管理三大部分，既是志书的整体，又可独立成章，内容集中，结构严

谨，层次分明。志书以大量事实，实事求是地详细记述了宝鸡自1962年以

来的对外经贸状况，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外经贸工作的面貌和成就，资料

较为丰富，可以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志书文字语言通Jl页，有

些地方如工艺品部分，叙述较为生动，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总之，这部志书

政治观点正确，内容厚实，记述翔实，是一部较好的对外经贸志，值得我市

对外经贸战线上的同志们及关心宝鸡对外经贸工作的同志—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这部志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宝鸡对外

经贸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使今后我市对外经贸工作做得更加卓有

成效。

党长元

1991年10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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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宝鸡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了宝鸡对外经贸

的状况，同时又将1 961年宝鸡建立专业外贸机构之后、尤其改革开放的十

年作为重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二、本志上限为1938年，下限至1988年。对解放前记述的很少。自

建国至1961年虽然宝鸡一直在开展外贸工作，但由于没有专业外贸机构，

而兼营外贸的机构又变化频繁，资料保存甚少，所以记述的也不多。1961

年宝鸡建立了专业外贸机构。自1962年开始，对外经外贸的活动和机构沿

革记述详细，全面反映了宝鸡对外经贸工作的状况和成就，并力求做到资料

丰富而翔实。

三、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分篇、章、节、目，共3篇、1 5章、47

节。3篇为外经、外贸、管理。外经篇全面记述了自建国以来的对外援助、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劳务输出以及涉外活动五个方面。外贸篇重点

是出口商品，按外贸经营的1 1大类分，共1 1节，每节都简述了出口商品的

出口发展状况，并介绍了重点出口商品56个。管理篇着重机构沿革，记述

了自1 96 1年外贸专业机构建立之后的对外经贸机构变化情况。

书内有表，文表结合，便于对志书的阅读。

四、记述方法，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类系事，写明事情的始端、发

展与结尾。叙事文体，直书其事，不论不议。

五、主要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的用朝代年号。公元纪年和数字，均用

阿拉伯字。



概 述

宝鸡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数量甚少；建国以来

发展较快，成绩卓著。对外经济始于五十年代，起步较晚，然近四十年来引

进的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对于宝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发挥了功不可

没的积极作用．

宝鸡的肠衣，1938年冠以。陕西。之名销往朝鲜．风翔县柳林镇的西凤

酒，在1910年(清宣统二年)代表中国名产参加了南洋劝业会展览荣获金
质奖．

民国时期的191 5年，西凤酒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国际银牌

奖。
’

岐山县的。顺天成”号挂面，1931年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在

旧金山形成了—条街的市场。

1933年风翔县的罩金漆园桌，由陕西省政府派专员押送，赴美国芝加

哥参加万国博览会展览． ．

凤县的党参(称。凤党”)在抗日战争以前出口昌盛．该县南星、隘口、

双石铺为党参集散地，紊有。小上海。之称，年经营党参20万银元之巨．河

南省怀庆等地商人，将收购的党参加工后运往上海，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猪鬃，在宝鸡产量较多，历来为陕西猪鬃主产区之一．抗日战争以前，

西北地区没有猪鬃加工厂，宝鸡猪鬃由商贩收购售给坐商，然后运往汉口加

工出口．抗日战争爆发后，东路交通阻塞，民国政府在西安建立了西京猪鬃

厂，宝鸡的猪鬃送西安加工后，运往重庆出口． ，

1 937年陇海铁路通达宝鸡后，铁路交通方便，工商业有所发展，一些

工厂原料便从外国进口．1940年左右，宝鸡的秦昌火柴厂和虢镇的协和新

火柴厂，每年所用15000多市斤的德国、荷兰产硫化磷t硫磺、矿松香等7

种原料，均从香港购买，经西南路运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外贸工作，及时组织商品。

出口。五十年代没有外贸柳胸，出口商品由中国畜产公司西j匕公司、陕西畜
· 1 。





衫、漂白细布、油毡等；工业品占出口供货总值上升到88．36％，农副产品

下降到11．64％。

出口大户和骨干拳头商品不断增多。10年前提供出口商品量较大的主

要是核桃仁、蜂蜜、辣椒干、猪鬃、肠衣、棉纱、棉布等少数几个商品，出

口大户更少。1988年全市出口供货值1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2家，其中

6000万元以上的有陕棉十二厂，2000万元以上的有长岭机器厂，1000万元

以上的有渭阳柴油机厂，900万元以上的有铁道部宝鸡工程机械厂和陕棉九

厂，700万元以上的有关中工具厂，600万元以上的有扶风县毛巾厂，500

万元以上的有陕西机床厂、宝成通用电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200

万元以上的有宝鸡市印染厂、宝鸡市棉纺厂、岐山县棉织厂、宝鸡钢厂、凤

翔县卫东化工厂，100万元以上的有渭河工具厂、烽火无线电厂、秦川机床

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宝鸡县丝绸厂、宝鸡市第—针织厂、宝鸡市

木器厂。已形成年出口100万元以上的骨干拳头商品有棉布、涤布、棉纱、

涤纱，硅铁、电冰箱、服装、漆器、草制品、玉米、辣椒干、野禽野味等

12种。

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成效显著。1980年以来，宝鸡市引进外国先进技

术和设备68项，建成生产线54条，到1988年投产42项，可增加工业产值

7．6亿元，已有31家企业引进的项目转化为出口创汇生产能力。1984年以

来，全市利用外资92万美元，办起了四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三家生产型

企业可分别年产羊毛衫27万件，心脏起搏器5000只，出口服装6万套。

外贸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在外贸系统内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经理

负责制，对中层干部实行委任、聘任、试用相结合办法，对职工初步实施了

优化劳动组合，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出口经营上，改变了长期

由外贸企业。独家经营”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多层

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外贸经营体制。现在宝鸡市出口经营形式有四种：一

是外贸各专业公司按系统组织出口供货；二是宝鸡石油机械厂、陕西机床

厂、陕西电冰箱厂经陕西省批准，获得了进出口自营权，直接出口自己生产

的产品。并有渭阳柴油机厂、铁道部宝鸡工程机械厂、宝鸡灯泡厂，经上级

批准为机电产品扩大外贸自主权企业，组织本企业产品出口供货；三是三个

中外合资企业具有进出口自营权，直接经办进出口业务；四是自找口岸组织

供货 市外贸系统直接与天津、上海等10个口岸和外贸部门建立业务联
· 气 ，



系，提供出口商品，1988年供货值近千万元，占外贸系统出口总值的

6．4％。全市有20多个企业向我省以外的40多个进出口单位供货，1988年

供货值5259万元．

瞻望未来，宝鸡对外经贸工作虽然存在着一定问题和困难，但也有不少

有利条件． ．

一、宝鸡市有进—步发展外贸出口的物质基础．农副产品中有供出口的

辣椒干、核桃仁、蜂蜜、大蒜、玉米、肉牛、芸豆、肉兔等一批名优特产

品．工业品出口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形成了纺织和机电在出口中的两大支

柱．出口大户增多，列入全省出口大户的工厂企业已有15个．有—批工厂

企业获得了出口自营权，可以直接出口自己的产品．出口货源丰富，潜力很

大．

二、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宝鸡处于承东启西的。二传手”地位，已

初步形成东南西北物资集散中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幅射力。同

时宝鸡地处欧亚大陆桥中枢(我国境内)，可以东联西出，双向开放，开拓

苏联和东欧市场．

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进—步贯彻，治理整顿深入发展，外贸环境和秩

序莲—步好转，各项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进—步落实，更加有利于开展外贸

工作． ．

四、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外贸机构相继完善，有利于调动外贸职工

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专业外贸企业的作用。

依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宝鸡的对外经贸事业将会有—个长足的

发展。



大事记

清道光十八年(1 838)，宝鸡的肠衣冠以。陕西”之名销往朝鲜。

清宣统二年(1910)，风翔县柳林镇的西风酒，代表中国名产参加了南

洋劝业会展览，荣获金质奖。

民国四年(1915)，西凤酒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银牌

奖。

民国二十年(1931)，岐山的。顺天成”号挂面，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万国

博览会，在旧金山形成了一条街的市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凤翔县的罩金漆园桌，送美国芝加哥参加万国

博览会展览。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凤县的党参停止出口。在此之

前，凤党出口昌盛，该县的南星、隘口、双石铺成为党参集散地，河南等地

商人将收购的党参运往上海，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民国政府在西安成立了西京猪鬃厂，从此宝鸡

的猪鬃送西安加工后运重庆出口。在此之前，宝鸡的猪鬃由商人收购，运往

汉口加工出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后，宝鸡的泰昌火柴厂和虢镇的协和新火柴

厂，每年从香港购买1．5万多斤德国、荷兰产硫化磷、硫磺、矿松香等7种

原料，经西南路运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宝鸡申新纱厂20s四平莲纱出口东南亚。

1952年

出口苦树皮、黄芩、苜蓿籽、花椒、牛皮等9个品种，其中土产品和中

药材98万斤。

1953年

全年出口猪令、意米、木贼、小茴香等7种中药材13万斤，毛猪3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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