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四川省对外经贸行政机构领导干部名单及任期表







二、中共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行政机构历任党组(党委) 正、副书记名表



二、统计表

一、1891～1949 年四川省土货出口总值及主要商品表



注：1891～1935 年的进出口值和主要商品进出口量均出自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1891～1935

年)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月刊第三种。并将该刊有关主要说明摘抄如下：1．

本编所用数字皆自海关贸易年刊而来。2．1932 年后，海关贸易册编制方法改变，转口洋货不复具见，因是数

字大减。3．海关贸易册自 1932 年始，进口货值改用“金单位”，1933 年起，出口货值改用“国币”。本编为划

一计，皆以一金单位合 1．253 关两，一关两合 1．558 国币比例合成关两，以便于比较。4．近四十余年来，关

册编制方法，屡经更易，分类方式，计量标准，先后尤有出入 。本编对于分类之处理，虽至费苦心，错误谅仍

所难免。



二、1891～ 1935 年四川 省 洋 货进 口 总 值 及 主 要商品 表



注：1．1932～ 1935 年由各口岸进口 洋货总数不在内。

2．油万加 仑单位是重庆关进口，万担单位是万县关进口。



三、1952～1987 年四川省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及分类表

注：1．茶叶在 1970 年以前(含 1970 年)包括内销、边销茶，1971 年以后 只 含调供出口茶。

2．化工品在 1956 年以前(含 1965 年)包括西药在内。





四、1952～ 1987 年 四川 省主要 出口商品 收购表







五 、1958～ 1987 年 四 川 省 出口 商 品 总 值 及其 分 类 表





六、1977～ 198 7 年四 川 省 出 口 总 值 结 构 表

七、1958～ 1987 年四 川 省 主 要 出 口 商 品 表



八、1958～1987 年四川省出口主要国别(地区)表





九、1953～1987 年四川省进口总值及其分类表

注：1．1959、1960 年的第 一排数字为万 卢布。2．1958～ 1962 年的 化工进口包括 医疗器 械。3．其它包括

食品、土产、畜产 等。



十、1980～1987 年四川省进口主要国家(地区)表(不含委托)



十一、1986 年四川省外贸系统自属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表





十二、1983～ 1 987 年 四川 省 外 商投资企 业 一 览表





注：1．企业名称栏，按企业批准成立时间顺序排列。

2．“总投资额”系指中国企业与外商双方协议投资总金额。



(一)《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送审稿)编写人员及分工



(二)《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人员

主 任 赵世杰

编辑工作人员 邹玉英 骆 健 马 聪

资料长编搜集和编写人员(按相关篇序排列)：

张星跃 肖进思 赵树清 刘正发 裘览耕 何泽霖 杨毓森

秦炳南 曾祥勋 杨菁华 蔡 倩 李 敏 曾思可 罗在基

张德玉 宋春丽 柳公硕 唐作舟 申济才 孙秀雯 李永康

胡祉甡 袁杰铭 韩 书 钟先育 朱万民 李 静 郑 萍

沈联络 方华珍 余显镐 周 朴 顾元密 刘树萄 朱少荣

熊诚明 杨 曦 钟家树 刘天容 张 峰 范启才 蔡可京

田歧峰 唐启光 秦乃鼎 曾宪培 戴崇恕 李光荣 谢文杰

池贵泽 钟大堃 杨德芬 赵万宗 唐润德 关成茂 李淑芳

刘自熙 蒋明伦 洪大林 李 明 胡兴蓉 何晓轩 邢为群

李世春 石 朴 熊顺初 林 鹏 邓冠云 金关林 梁思齐

张经生 刘永厚 张启华 扈月敏 许 川 张 富 兰 夏

范虎年 黄秀毓 陈邦全 刘韩冰 冯兴燕 王德昱 石景玉

张本华 黄文钰 李晓宁 尤 涛 王家齐 梁 琼 向中碧

徐 彤 郑 斌 王家明 李玉国 秦 川 张学明 姜蜀萄

李祖才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布置和《〈四

川省志〉编纂方案》的安排，省对外经

济贸易厅(简称省外经贸厅)于 1985

年 12月成立《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

易志》(简称《省外经贸志》)编辑委员

会。厅长 金洪生为主任，池清波、崔时

勤为副主任，李英萱、汪中毅先后为

主编，开展学习、收集资料和草拟篇目

等工作。但由于大多数专业公司和委

有关处(室)的修志人员不落实，不到

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88 年 4 季度，省对外经济贸易

委员会(简称省外经贸委)对《省外经

贸志》编委进行调整、充实，编委会主

任刘冲，副主任池清波、崔时勤，编委

办公室(简称委修志办)主任赵世杰，

主编陈宜倜；并召开了《省外经贸志》

编委会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省级各

外经贸公司、省贸促分会、国际经济研

究所、委机关人事处、计划处、财会处、

货源基地处、外贸处、外资处、外经处

等 28 个单位负责编写 31 个专业资料

长编；各编写资料长编单位配备 1～3

名修志人员并指定 1名负责同志主管

修志工作。从此，修志工作逐步走向正

常。1988～1996 年，主任委员因职务

变动而更换了两次，刘冲同志之后是

叶荣述同志，再次是谢开华同志。其余

修志人员除少数外，基本是稳定的。

整个编纂工作大体可分为 4 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立组织和人员培

训。1988 年在组建修志队伍时，开办

了第一期培训班，邀请省志编委有关

人员讲授有关新地方志的基本知识，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副教授讲授有关

新地方志的资料收集、整理和使用的

问题。1990 年一季度，各修志单位人

员基本落实后，开办了第二期培训班，

委修志办将培训班的讲稿整理印发全



体修志人员作为工作指南。

第二阶段是收集资料。1989 年 1

季度开始，由委修志办统一组织各单

位修志人员在省档案馆查阅 1950～

1969 年四川省对外贸易局的档案，历

时半年，查完后继续统一在省外经贸

委档案室查阅 1970～1987 年的档案。

1990 年 2 季度分散各自查阅本单位

的档案，以及省外经办，省进出口委、

西南大区、建国前的有关档案和报刊

等。截止 1990 年 6 月，共查阅档案

6400 多卷。有部分公司还到重庆、昆

明、上海、南京等地收集资料，共计收

集资料 4000 多万字。

另外，聘请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

副教授收集建国前的资料并编纂成长

编。

第三阶段是编写资料长编。1990

年 2 季度基本上查阅完了该查阅的档

案，赓即转入编写资料长编，边编写边

继续有重点地收集资料。委修志办的

工作重点指导“资料长编”编写工作。

采取边编写，边收集资料；边实践，边

研讨总结的办法。从 1990～1992 年，

先后召开了三次资料长编写作研讨

会，互教互学，不断提高编写质量。

由于编写资料长编的单位多达

28 个，起步有早有晚，进度有快有慢。

至 1993 年底，有 19 编资料长编完成

初稿 或送审稿，只 占总 数 31 编 的

61 % ，个别拖至 1996 年 4月才完成资

料长编初稿，影响了志稿的编写和总

纂工作。截止 1996 年 4月，共计编写

资料长编 31 编，约 400多万字。

第四阶段是编写和总纂志稿。

1993 年 7月，组建了《省外经贸志》总

纂班子，采用双轨作业，一面抓资料长

编的编写工作，一面着手《省外经贸

志》的编纂工作。首先按照志书体例，

结合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特

点，对志稿篇目进行全面认真的修订，

七易其稿，基本上达到志书所要求的

体例，得到《四川省志》总编室审查批

准。1994 年开始志书的编写，但仍以

督促、审查资料长编工作为主，1995

年开始以编纂志稿为主。志稿编纂工

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由主编和各副

主编按分工在资料长编的基础上编写

出各个篇、章为第一稿。第二步，由主

编陈宜倜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总纂

全书为第二稿。第三步，由编委副主任

池清波、崔时勤，主编陈宜倜共同研究

后修改为第三稿。第三稿(初稿)在

1996 年 8月分批打印送省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省外经贸委)和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

总编室审阅。同年 10月 8 日至 9日，

由省外经贸委领导和有关人员组成审

查小组，召开了审稿会议，并邀请四川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总编

室有关人员参加指导。经审查研究认

为初稿体例，结构符合志书要求，不缺

项，不断线，资料较为翔实，参照会上

提出的意见，研究分析，修改补充，便



可送审。会后赓即根据会上的意见进

行研究和修改，1996 年 11 月中旬完

成定稿(送审稿)。同年 12月，省外经

贸委审查通过，并送四川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审核。

《省外经贸志》能编纂成书，得力

于省外经贸委领导的领导和支持；得

力于省级各类外经贸公司、委有关处

(室)的领导和有关人士参加资料长编

的编写和评审，为《省外经贸志》提供

翔实资料；得力于《四川省志》总编室

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得力于省档案馆、

省图书馆、省粮食局、省卫生厅等部门

的大力支持；得力于重庆市和各地、

市、州外经贸部门的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感谢。

编纂《省外经贸志》是一项前所未

有的开拓性的文化建设事业，由于我

们缺乏经验，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写

作水平都有限，必然有不少的缺点和

错误。热望关心本书的专家、学者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 9 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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