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经济贸易服务事业是围绕进

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对外经济合作开

展业务的，它包括对外贸易运输和仓

储、出口商品包装、国际经贸交往活动

等，是促进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的

重要工作。

出口商品一般要经过许多环节的

运输才能到达国外销售市场，这些商

品能否按时运到，在运输过程中能否

经受住各种考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

不受影响，这就取决于运输和包装的

好坏。国外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当中

国商品的质量和售价与他国商品不相

上下时，商品能否及时上市供应，商品

包装是否精美就成为一个重要销售条

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运输事

业和包装工业基础薄弱，四川又比沿

海地区落后，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落后

状况，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家采

取对出口商品运输和包装给予各个方

面的优先考虑和安排，并在对外贸易

部设立专门主管外贸运输和包装业务

的机构，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

统一管理和经营对外贸易运输业务和

负责出口商品包装供应，推动出口商

品包装改进的业务。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四川省对

外贸易运输除对原苏联、东欧一些国

家和朝鲜、蒙古、越南直接发运外，主

要是与铁路、长航等部门衔接运输计

划，抓好国内和省内的运输，改进运输

路线、运输工具等工作。四川省外贸包

装工作，主要是协助生产和供货部门

解决包装材料的供应 ，改进包装材料

使用和包装装璜等工作。进入 80年代

后，随着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的深化，四川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

展和自营进出口业务的不断扩大，四

川省外贸运输的结构、方式、组织等各



个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进入

以铁路为主的陆运、海运、空运和多种

联运等组成的运输体系。四川出口商

品包装也朝着“科学、经济、牢固、美

观、适销”的五项基本要求全面开展改

进工作。四川外贸部门积极开展国际

经贸交往活动，主要是邀请国(境)外

经贸界人士来四川参观、访问、洽谈

经贸业务；组织团(组)到国(境)外访

问、考察、推销商品；组织四川外贸和

生产企业到国(境)外举办各类展销

会；邀请国(境)外企业来四川举办各

类展销会和技术交流会。



对外贸易运输和仓储是对外贸易

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对

外贸易事业服务。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距离

沿海和边疆口岸较远，运输路线长，省

内又多山，交通不便，货物运输困难。

因此 ，做好外贸运输和仓储工作是保

证四川外贸进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的

一个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30 多年的工作和发展，四川的外贸运

输事业日益扩大，并已初步形成由陆

运、海运、空运和多式联运等各种方式

组成的运输体系；四川的外贸仓储建

设和附属设施以及机械设备，逐步完

善，仓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

高。

第一节 运输路线和方式

四川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蜀布、漆

器、丝织、邛杖等出口商品沿着“川滇

缅印古商道”，以成都为起点，靠人力

肩挑背措和牲畜驮运，经云南运至边

疆售给外商，转销缅甸、印度、西亚南

部和非洲北部等国家。这条古商道亦

称“南方丝绸之路”。

秦汉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又开

辟了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

路。四川出口商品北则通过褒斜道①

达长安(今西安)，以长安为起点的北

方丝绸之路经新疆运往国外；南则从

① 古道路名 ．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得名。自汉以后长期为往秦岭南北重要通道之一。



成都出发，经贵州至两广从南方海上

丝绸之路运往国外。

唐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受阻，但

北方丝绸之路畅通。四川出口商品除

仍北上中原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

外，更多的是从长江水道出川，开辟了

水上运输，从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国外。

至元代，中断 500 余年的“川滇缅印古

商道”再次畅通。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经

济侵略势力推向内地。从长江下游节

节深入中上游 。1876 年，中英《烟台

条约》规定湖北宜昌为通商口岸，宜昌

遂成为四川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1877 年，英国首任“驻寓”重庆代表贝

德禄、1881 年英国领事贺西接连“遍

历川省”游历、调查、考察，为川江通行

作准备。1883 年英商立德等侦察川江

航道，1885 年向清政府申请宜昌—重

庆间轮船航行执照。1898 年立德自任

船长和大车，驾驶“利川”号轮船由宜

昌试航重庆。1899 年，立德带领商轮

“先行”号到达重庆，这是侵入川江的

第一艘外国商轮。从此，三峡门户大

开，英、法、日、德等国的军舰、商轮接

踵而来，横行川江，川江航运主宰权也

落入外国人手中。中国商轮“蜀通”号

在 1908 年才在川江行驶。这时，四川

进出口商品的主要运输通道——长

江，也逐步从木船运输迈进轮船运输

时代。

1890 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朝政

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

庆为通商口岸。1891 年 3月重庆海关

正式成立。同年 5月 12 日，英国太古

洋行以民船装载黄丝、白蜡出口，这是

经重庆海关出口的第一只挂旗船。同

月 26 日，英商立德洋行也以民船装载

火油、海带进口，这是经重庆海关进口

的第一只挂旗船。到 1899 年挂旗木船

多达 2908 条。

民国初期，川江航道有所改善，川

江轮船航运企业有所发展，1915 年川

江轮船运力为 5 万吨，到 1926 年增长

到 40 万吨，八年之间增长 7 倍。这一

时期，四川军阀混战，横征暴敛，华商

轮船为了躲避军阀征用，便投靠洋行

保护，悬挂外国旗帜，加之外商在川江

的航运业发展迅速，因此，川江轮船运

输为洋行所控制。1926 年后，卢作孚

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突起，

与外轮在川江航运上抗衡。1926 年

后，由于四川人民反帝运动高涨，外商

航运业开始衰落，直至 1934 年，川江

运输始为华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控制。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

政府迁驻重庆。重庆不仅成为中国抗

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抗

日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中心、进出口

物资的转运枢纽。1937 年底，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西南进出口

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专负国际进出口

运输任务。上海沦陷后，四川的进出口

商品通过武汉、广州进出。1938 年底，



武汉、广州沦陷 ，1940 年宜昌沦陷，

四川通过长江中下游的运输线完全被

切断。为了粉碎日寇的封锁，打通对外

贸易运输渠道，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

进一步加速修筑公路、机场。开辟有滇

缅、甘新公路线，滇越铁路线 ，中印、

中苏、渝港航空线，共 6 条通往国外的

运输线。这些运输线的开辟，使积压待

运的四川进出口货物一时有了通道。

但因受战争影响，这些路线，短期性

大、时通时阻。抗日战争胜利后至

1949 年 1月，四川出口商品除桐油仍

由重庆、万县两地从长江运出外，猪

鬃、生丝、药材等贵重商品采取重庆—

香港空运路线和重庆—柳州—广州公

路运输线运出。1949 年底，国民政府

崩溃前夕，四川进出口贸易奄奄一息，

进出口物资运输也陷于停滞状态。

1950～1957 年，长江水运畅通。

四川出口商品主要靠长江水路运出。

当时四川出口商品主要来源于山区和

丘陵地区的土特产品和矿产品。从产

地经过短途集运至集中点，再用汽车、

火车(1952 年成渝铁路修通后)、木船

运到重庆、万县、涪陵、泸州。然后根据

对外贸易部下达的四川出口商品调拨

计划，从长江水运至上海、汉口口岸公

司出口，或再由上海、汉口转运至北

京、天津、辽宁、山东、广州等口岸公司

出口。上海、汉口既是四川出口商品调

拨出口的口岸，又是四川出口商品的

中转地点。

从 1953 年开始，四川对原苏联出

口的柑桔和以后对原苏联出口的冻猪

肉、蔬菜和水果罐头，都是从长江水运

至汉口，由汉口采用国际联运方式运

往原苏联。50 年代初中期，四川出口

商品的调拨路线主要是通过长江水

运，而且当时运量不大，出川运输困难

较少。但省内的短途集运虽有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也因运输条件差，经常

出现紧张情况。

1958 年宝成铁路通车后，四川进

出口货物开始有了长江和宝成铁路两

条进出省的主要运输路线。四川省对

外贸易局为了合理利用这两条运输通

道，于 1959 年 7 月规定：沿长江和铁

路线的 7 个地(市)外贸站(成都、重

庆、万县、涪陵、泸州、宜宾、绵阳)调拨

口岸出口的货物可直接利用长江水运

或铁路陆运向口岸公司发运，其它 4

个地区外贸站(乐山、雅安、南充、达

县)将出口货物集运至上述有关外贸

站，由其发运至口岸公司。1964 年，省

对外贸易局又进一步规定：省内各地

集运至 5 个专市外贸站(涪陵、宜宾、

重庆、万县、江津)的出口货物，走长江

航运出川；集中到成都和绵阳专区沿

宝成线各地的出口货物，走宝成铁路

出川。由于运价和装载条件等因素，有

些商品的运输路线另作规定。如宜宾

专区的棕榈子则由铁路运往上海口岸

公司；江津专区棕榈子也由永川车站

直发无锡车站；成都肠衣、茶叶则由成



渝铁路和长江水陆联运发往上海口岸

公司。1965 年、1970 年、1978 年川黔、

成昆、襄渝铁路相继通车，四川出口商

品调拨出川的路线又增加了三条。根

据四川对外贸易日益发展和进出口货

物不断扩大的需要，1973 年成立中国

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省外运公司)，并在铁路沿线增

加出口商品发运点。随着出口商品运

输路线的调整 ，出口商品逐步转向以

铁路运输为主。

这个时期，四川对原苏联、东欧国

家和朝鲜等国的记帐贸易，从 1958 年

开始，在四川装车，采用“国际铁路联

运”直接向原苏联、东欧国家和朝鲜发

运出口，不再经过汉口中转。1959 年

又接办对蒙古、越南的“国际铁路联

运”直接发运出口任务。从此，四川对

蒙古、朝鲜、越南、原苏联和东欧国家

都是采用“国际铁路联运”方式和铁路

直达运输出口，少有变化。只是对越

南，由于中越边界冲突，从 1978 年起，

四川中断对越南的出口。四川对原苏

联、蒙古、朝鲜和东欧国家的国际铁路

联运是经由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

特、丹东、集安、图们 6 个口岸运出；对

越南是经由凭祥和山腰两个口岸运

出。上述 8 个口岸，通过山腰口岸的运

量最少，通过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

河 3 个口岸的运量最多，3 个口岸间

的运量则相差不大。

1977 年省外贸专业公司部分商

品开始试办自营出口业务，省对外贸

易局为了省时、省事、省费用和保证完

成出口货运任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

国际运输情况，将过去那种分段、多次

付费的运输办法，改变为“货运代理组

织运输”方式，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手

段，把国内与国外运输连接起来，形成

一个相互连接国内外运输的“一条

龙”。因此，在1978 年决定：“省外运公

司是四川省各外贸公司的货运代理，

承担全省外贸货物运输的组织工作。”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在国内、国外

的机构点多网广，互相配合，连结成

网，把各种运输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做到多式联运服务。省外运公司遵照

省对外贸易局的规定立即与香港华夏

公司(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在香港

的业务代理)、上海等口岸的外运公司

签定协议。华夏公司、上海外运公司负

责在当地办理四川进出口货物的接

货、中转、出运等事项。四川也有些外

贸专业公司与上海外运公司单独签订

了“海运出口代运协议”。从1979 年开

始，除继续调拨口岸和对原苏联记帐

贸易出口的商品仍沿用过去的运输方

式外，自营出口的商品逐步采用陆海

联运、江海联运、海运、空运、国际铁路

集装箱运输，从而进入以铁路为主的

陆运、海运、空运和多式联运的运输方

式，四川外贸运输走向综合运输发展

时期。



一、陆海联运

四川是内地省，开展自营出口后，

省级各外贸专业公司在沿海港口自行

出运货物的困难很多。因此，1979 年

省外运公司借鉴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

司办理陆海联运的经验，在四川首次

办理陆海联运。首票运输是承运四川

省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向美国出口的

电影放映机。这种陆海联运方式是将

出口商品在四川从铁路运经深圳，联

检过轨，直运香港红勘火车站，由香港

华夏公司接货、办理中转，海运到收货

客户所指定的外国港口。采用陆海联

运方式，货主只需办理一次委托，一次

支付全程运费，即可取得联运提单，凭

单向银行办理结汇。这种方式具有出

运及时，提前结汇的效果，同时又避开

货物运到拥挤的上海、黄埔港口，出现

货物压港不能按时运出、结汇的困境。

1980 年，省外运公司承办陆海联运 40

多票，运量 54 吨，1982 年发展到 619

票，1．2 万吨，到 1987 年上升为 5．7

万吨(不含部分省专业公司自办运

量)。

1983 年，重庆市计划单列，重庆

市外贸运输公司成立，迅速开展陆海

联运业务，当年 6月，首次承运重庆市

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和中国机电联营

公司对科威特和新加坡出口的纸张、

铅笔和电机等商品。半年内，重庆市外

运公司承运出口商品达 7．1 万吨。重

庆市外运公司认为，重庆—香港陆海

联运，是一条经济、合理、快捷、安全的

运输方式。从 1983～1987 年重庆市外

运公司采用这一方式运出出口商品

36．2 万吨，其中 1986 年为 12．4 万

吨，1987 年为 6．8 万吨，在开办陆海

联运业务 4 年半中 ，均做到票票安全

结汇。据统计，重庆市出口商品大部分

是通过重庆—香港陆海联运方式运出

的。因此，重庆市外贸运输部门把陆海

联运视为重庆外贸运输的“生命线”。

二、海运和江海联运

开辟海运和江海联运是四川外贸

利用沿海港口，发展多渠道分流运输

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海运出口是将

出口商品经长江或铁路运至沿海港

口，在港口自行或委托当地运输部门

办理海上运输，将出口商品运至外国

目的港口。1980 年省外运公司开始试

办，并制订了《承办海运进出口代运细

则》，1983 年省外运公司与上海等外

运公司签订《海运出口代运协议》，省

外运公司代表四川各外贸专业公司统

一向上海等外运公司办理代运委托手

续。出口货物装船后即签发海运提单，

用快件将提单寄回四川外运公司转出

口单位结汇。1980～1987 年这种海运

出口量 71．8 万吨，年平均运量 9 万

吨。最高年为 1987 年达 24．3 万吨，约

占当年出口货物总运量的 26．9 % 。

江海联运方式是从 1980 年开始



的。当年省外运公司为重庆开港开办

重庆—武汉—香港的江海联运，运出

钢材 0．45 万吨。1985 年重庆市外运

公司与睛川、民生等航运公司和南通

港、张家港、武汉港商议开辟了日本—

重庆、重庆—日本的江海联运。1985～

1987 年重庆外运公司用这种方式运

出 7．54 万吨。虽然这种方式具有环节

少、手续简便、时间短的优点，但因长

江段运价高，且收取外汇，因而货主一

般不愿采用，故发展缓慢。

三、空运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名贵药材、

生丝、猪鬃曾以航空运输出口。1977

年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对香港试销

新鲜蔬菜，采用航空运输。1979 年，空

运韭黄达 124 吨。1982 年，中国对外

贸易运输公司在杭州召开的空运会

议，提出“出口登门取货，进口送货上

门，中转要快，查询要有结果，为货主

提供安全、迅速、节省、方便的服务”的

空运方针。1983 年省外运公司和重庆

市外运公司分别与香港华夏公司签订

了空空、陆空联运协议，与北京、上海、

广州三处航空货运站建立业务关系，

从这年开始办理空运方式的出口运输

业务。1983～1987 年，全省空运进出

口货物总量为 818 吨 。这种运输方式

方便快捷，出口货物在成都、重庆空运

发出，经香港、上海、广州或北京等地

转机运往世界各地。但空运费较大，所

以空运出口货物主要是一些贵重金

属、名贵药材、特种工艺品和试销的少

量产品、样品。

四、国际集装箱运输

这种运输是以装载集装箱为主的

运输方式。四川的“国际集装箱”运输，

有通过铁路运输和通过江海联运水道

运输的两种方式。国际铁路集装箱运

输(“大陆桥”集装箱运输)是从中国起

运，通过横跨欧亚大陆的原苏联西伯

利亚大铁路，到达欧洲，以连贯运输方

式，把货物运到欧亚大陆的目的地。这

种运输不论经过几个国家，变换几种

运输工具，都是“一次委托、一次付费、

一张提单”，一票到底，“门对门，站对

站 ”①的多式联运。这种运输方式具有

运输快、手续简、运费低、结汇早、质量

高的优点。但开展这项运输方式要有

堆放集装箱的场地、铁路专用线和其

它配套的吊装运载设施。省外运公司

具备这些条件，在 1982 年开始办理这

项业务。重庆市外运公司于1985 年与

重庆重型锻造厂开始联合办理(利用

该厂的铁路专用线和其它配套设备)。

1982 年，省外运公司运进集装箱 2

① “门对门”“站对站”一般是指经过多式联运，一票到底的集装箱运输而言。货物从发货人仓库运到收货

人仓库，称为“门到门”。货物从发货人车站(码头)运到收货人车站(码头)称为“站到站”。



个，1987 年 173 个。运进的集装箱主

要来自原联邦德国、法、英、意、奥、荷、

芬、比、瑞士、瑞典、南斯拉夫等欧洲国

家，装运的货物主要是机器零件、家用

电器和加工原料等。1983 年运出集装

箱 2 个，1987 年增至 239 个，运往的

国家大体与运进的国家相同 。重庆市

外运公司 1985 年进出的集装箱 25

个。1987 年达 210 个。

水路集装箱运输是重庆外运公司

于 1986 年开办的国际集装箱江海联

运运输，接运从日本通过海上和长江

运抵重庆码头 12 个大型国际集装箱，

再通过公路运输，送达雅安用户门上，

全程实现“门对门”运输。省外运公司

在 1987 年试办海运集装箱运输，开辟

成都—天津—日本的运输线。试办 8

个月，共运出集装箱 99 个。

自 1978 年川黔、成昆、襄渝铁路

先后通车后，四川进出口货物国内段

运 输，历 年 运 量 一 般 是 铁 路 承 担

80 % ，长江水运只占 20 % 。省内铁路

沿线发运点有 30 多个，其中主要是成

都、重庆、绵阳、达县、夹江、宜宾 6 个

点。发往的港口、口岸有：连云港、上海

港、张家港、广州港、湛江港、黄埔港、

天津港和深圳、二连浩特、满洲里、绥

芬河等口岸，其中上海港、湛江港和深

圳口岸三处的发运量约占总发运量的

84 % 。四川自营出口初期(1977～1979

年)，发运目的地仅香港、澳门两地区，

1980 年开展对近、远洋出口，1983 年

全面自营出口，发运目的地达 66 个国

家和地区。1987 年增至 92 个 国家和

地区。随着自营出口的发展，海洋运输

量也逐年增长，1985 年占出口货物总

运量的 45 % ，1987 年增长为 71 % 。

第二节 运量与运力

1950～1951年，四川出口商品总

运量年约1万吨，1952年增至3万吨

，1954年增为5．3万吨，到1957年，

粮油食品、工矿产品、畜产品、土产品、

丝绸、茶叶、工艺品七大类300多个品

种，运量跃至18．4万吨，为1952年的

6倍多。

1958～1960年，四川出口货物大

增，3年总运量达170万吨，最高为

1959年达84．92万吨，其中粮食为

62．57万吨，占73．68%。

进入60年代，出口收购下降，

1962年运量只有10．6万吨。1963年

开始回升，到1965年运量达24．4万

吨。

1966～1976年，出口商品运量年

均为18．7万吨，其中1975年最高为

25．7万吨。



1977 ～ 1987 年，这 阶段的 头 三

年，出口货 物运量年均 20 多 万 吨。

1980 年上升为 33．4 万吨，其中自营

出 口货物 (含记帐贸易，下同) 约占

17 % 。1983 年为 43．8 万吨，其中自营

出口货物约占 47 % 。到 1987 年一跃

而至 90．2 万吨 ，创 历史的最高水平，

其中自营出口货物占 77．5 % 。

四川 省 出 口 商品 运 量升降 示意图

图 5— 1 19 50～198 7 年



四川省出口商品运量统计表

30 多年来，四川出口货物的运量

与运输能力长期存在着运量大于运力

的矛盾。50～70 年代，主要的矛盾体

现在省内短途集运的运力不足。80 年

代，主要矛盾转为出川运输的运力不

足。

50～60 年代，四川出口商品主要

是产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土特产品和

矿产品，当时很多地区尚不通公路，主

要靠人力、畜力、竹筏和木船等工具从

产地运到集中点。每吨出口商品平均

短途运距为 191．5 公里，人畜力运输

占 22．7 % 。运距长，运力缺，短途集运

困难很大。特别是 1958～1960 年，矛



盾更为突出。由于出口货物不能及时

运出，影响到要船计划的编制和调拨

任务的执行。据此情况，四川省积极贯

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对出口商

品要执行“五先”① 和开展群众性短途

运输运动的指示，全省组织“一条龙”

运输大协作，县以下的运输由县负责，

县至铁路车站的运输由专区负责，铁

路局负责运至出口口岸或重庆，重庆

至口岸的水运由长航负责。

1957～1959 年间，四川多数生产

出口商品的地、县开展群众性的外贸

物资突击集运工作。硫磺主产区的宜

宾专区动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城

镇居民 12 万人次参加突击集运出口

硫磺 。万县地区奉节县委书记亲任硫

磺集运总指挥，巫山县委工交部长带

头挑运硫磺。绵阳地区组织 12 万人

次，汽车 70 辆，牛 500 头 ，架 架车

5000 余辆，突击集运出口货物。1959

年为突击集运出口大米，全省动员

500 万人次，向当地驻军借用卡车 100

多辆，创造了一个星期发运 5．6 万吨

的记录。雅安地区也曾请驻军派车支

援边茶、石棉的调运。涪陵地区组织桐

油外调工作组，在彭水、黔江、酉阳主

产区突击集运和外调。1958 年，对外

贸易部拨给四川 25 辆汽车支援短途

集运，嗣后陆续增拨。1959 年成立四

川省外贸汽车运输队，1962 年改组成

立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四川省汽车

队(简称省外贸车队)，有汽车 171 辆，

并在重庆、江津、绵阳、南充、万县、达

县、涪陵、宜宾 8 地(市)成立分队。省

外贸车队与交通部门配合，主要负责

山区出口货物的集运 ，到 1968 年外

贸车队已承担了山区出口货物短途集

运量的 40 % 。同时，省各外贸专业公

司也采用预付运费和协助解决当时修

路紧缺的物资——炸药、雷管、钢钎等

扶持地方修建山区公路。这个时期出

口货物的集运主要靠政策、社会和群

众力量来完成的。

70 年代，出 口商品结构逐步优

化，矿产品大幅度减少，工业制成品逐

步增多。省外贸车队运力进一步增强，

到 1978 年外贸自有汽车已达 700 余

辆，交通部门运力也在增强，因此，短

途集运逐渐缓和。70 年代末，短途集

运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

进入 80 年代，四川出口货物运量

呈现跳跃式增长。1979 年为 25．5 万

吨，1980 年增至 33．4 万吨，1983 年上

升到 43．8 万吨，1987 年跃至 90．2 万

吨。虽然出川已有宝成、川黔、成昆、襄

渝四条铁路大动脉和一条长江黄金水

道，但因长江水路运输时间长，中转

多，装卸次数繁，货物损耗大，运费高，

① 五先是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出口 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料供应在

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



外贸公司多弃水走陆。走长江水路出

川的出口货物量只占总运量的 20％

左右，而 80 % 左右的运量从铁路出

川。1982 年铁道部提出铁路困难地段

限制口 22 个，其中对四川出口运输有

影响的达 15 个，其中 6 个影响极大，

它们是：运往上海、山东、福建方面必

须通过的西坝、郜营、商邱、明水 4 个

限制口；运往广州、深圳方向必须通过

的坪石限制口；运往湛江方向必须通

过的麻尾限制口。限制口多，铁路运力

紧张，每月出口货物所需车皮只能满

足 60 % ～70 % ，特别是运往广州、深

圳方向的主要线路，尤为紧张，每月申

请 200 个车皮只能分配给 110 个。70

年代末刚刚告别短途集运的困难，进

入 80 年代又面临出川的长途运输的

困难。为缓解这一困难，加强运输管

理，提高运输质量，减少车皮落空和在

过境口岸压车现象，1980 年省对外贸

易局对国内运输计划实行归口管理，

要求克服“三多”(即计划落空多、变更

多、追加多)现象；1982 年省对外贸易

局为了落实做好出口货物的“货、证、

车、船、港、站 ”间的紧密衔接，制定每

月“四排”(即排有证有货、有证无货、

无证有货、无证无货)的例会制度；四

川对港澳地区输出的货物占全省出口

运量的 41 %，但车皮计划只能满足

60 % ，为了做好对港澳地区出口货物

的运输，省对外贸易局制定“五优先”

(即计划内优先；配额、限额和鲜活商

品优先：价格高占用运力小的优先；应

季履约商品优先；香港、澳门地区本销

商品优先)的原则；1982 年 8 月针对

供香港地区运输计划常有落空现象，

未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运力，省对外贸

易局采取加强各专业外贸公司的责

任，将京广线南段运输计划由各公司

按月申报平衡，改为切块分配、包干使

用办法。

切块分配车皮计划表



1985 年，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提

出：外贸运输计划采取“两级平衡、集

中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和省(市)两级

平衡，以中央平衡为主。随之，省对外

经济贸易厅制定具体贯彻办法：年度、

月度进出口运输计划由厅集中管理；

国际联运计划、香港澳门地区运输计

划和集中港区运输计划属中央指令性

计划，这三套年度、月度计划，由省对

外经济贸易厅平衡汇总报对外经济贸

易部。实行上述规定和办法后，外贸运

输质量不断提高。如 1987 年，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公司批准车皮共 2471 个，

实装 2030 车，落空 441 个。落空车皮

中由于铁路部门没有落实车皮而落空

的 168 个；原苏联方面不给到站停装

而落空的 171 个。剔除这两种情况，实

际落空车皮只 102 个。装车率达

95．9 % 的好水平。

为减缓铁路运输压力，鼓励省各

外贸专业公司充分利用长江水运，四

川省外经贸厅于 1986 年采取补贴运

费办法，即原计划由铁路运往广州的

出口商品，现改为从长江出运，水运运

费高出铁路运费部分，由省对外经济

贸易厅给予补贴，但贴补最高额每吨

不超过 40 元。实行这一措施，约分流

铁路运量的 20 % 左右。

第三节 外贸仓储

外贸仓库既是进出口商品的储

存、保管场所，又承担出口商品的加

工、挑选、整理、包装和发运前备货、组

装等工作，为进出口商品流转服务。长

期以来，四川外贸仓库虽然不断有所

扩建，仓库管理水平也不断改进和完

善，但仓储能力一直是跟不上进出口

贸易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大

部分出口商品的仓储中转任务由商业

部门或生产企业的仓库统一承担，只

有省茶叶和畜产两个公司有少量的由

破旧民房或旧庙改建的旧仓库。1953

年，四川外贸系统总共有仓库 56 座，

总面积为 29693 平方米，均属砖木与

穿逗结构的仓库，既简陋又不敷使用。

1951 年雅安茶厂的原料茶 3000 吨，

因无仓库存放，堆在露天。1953 年，四

川露天堆放的 茶叶约占 库存量的

40 % 。

1954 年后，四川外贸开始修建仓

库。由于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土特产

品和矿产品，因此，为便于在产地收

购、挑选、储存和出运，新建的仓库都

修在产地和成都、重庆以及长江两岸。

这个时期，省矿产、纺织品、粮油食品

进出口公司系统共修建仓库 24 座，同

时，省茶叶、矿产进出口公司系统的旧

仓库也都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至 1962



年统计，全省外贸系统共有仓库 53

座，面积 39152 平方米(不含货棚 15

座，面积 5707 平方米)，其中比较大一

点的仓库只有成都二仙桥外贸联合仓

库和成都市龙潭寺皮毛仓库，其余多

为二、三百平方米较小的仓库。10 年

期间，仓库面积只增加 51 % ，而同期

进出口货物的储存量却增长 3～4 倍，

仓储不足日益显著，有些商品存放在

租用的仓库里。据统计 1962 年租用仓

库有 18 座，面积 24567 平方米，相当

于自属仓库面积的 63 % 。在这段时间

里，仓库设施也很差，除成都二仙桥仓

库修建一条长 400 米的铁路专用线和

140 米长的站台外，物资的装卸、搬

运、堆码均靠人力完成，基本上没有机

械设备。1963 年后，四川外贸的基本

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况。至 1972 年统

计，四川外贸系统仓库总面积 43308

平方米，比 1962 年的仓库面积减少

3．5 %，而四川外贸货物的储存量却增

加二三倍。仓库存储能力已远不敷外

贸货物流转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

对主要仓库(成都、重庆、万县、绵 阳、

宜宾五地仓库占总面积 82 % )采取各

外贸专业公司共同使用，产权划归其

中一个专业公司管理的办法。在这段

期间里，仓库设施有所改善，购置了汽

车、叉车、吊车、码垛机等 ，仓库工人

的劳动强度有了显著的减轻。

1973 年后，四川外贸仓库建设加

快，随着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的

变化，在成都、重庆、绵阳等地修建、扩

建了一批较大型的综合仓库；在成都、

重庆、宜宾、乐山、万县、绵 阳兴建了

一批小型冷冻库。到 1983 年统计，四

川外经贸系统拥有仓库、仓棚等总面

积达 317619 平方米，比 1972 年增加

6．3 倍。仓库设施也进一步改善，据统

计全省外贸仓库有叉车 26 台，汽车吊

6 台，消防泵 30 台，汽车 36 辆。

1983 年后，四川对外贸易逐年发

展，外贸货物储存流转量相应增加，为

了使仓储能力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

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和各外贸专业公司

采取国家投资、单位自筹、利用技术改

造贷款和简易建筑费等各种渠道筹措

资金，修建一批综合性仓库、专业性仓

库、危险品仓库、保税仓库。到 1987

年，四川省外贸系统已拥有永久性和

简易仓库 553，800 平方米，货棚、货场

75，300 平方米，另有冷库 17，200 立

方米，油库油池 4，000 立方米 ，仓储

设备总值 509 万元，生产、业务用机动

车 678 辆。1983～1987 年，4 年中，四

川外贸系统仓库总面积增加 1 倍多，

一些比较大型的仓库，基本上实现了

装卸、搬运、堆码作业的机械化或半机

械化。



四川省外贸仓库建设变化情况统计图

图 5—2 1953～ 1987 年

注：1987 年仓库面积不包括冷库、油库和油池等面积。



出口商品包装通常分运输包装和

销售包装两个方面。运输包装的好坏，

影响着出口商品在长途运输中的质量

和数量；销售包装的精美与否，关系着

商品是否吸引消费者购买和销价的高

低。出口商品包装搞好了，可以保证商

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不受破坏，数量

不短少，在销售环节上提高商品档次

和销售价格，多收外汇 。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对外贸易

局依照对外贸易部的有关管理机构的

设置安排，50 年代在局计划处安排专

职人员管理外贸包装业务，这时期四

川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原苏联等社会

主义国家，贸易方式主要是易货贸易，

出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原料和农副土特

等初级产品，大都以木、竹、棕、麻、陶

土等天然物料制做的竹筒、竹篮、竹

筐、竹席、篾包、蒲包、木箱、木桶、陶

罐、陶坛、麻袋等原始、落后的包装容

器。这些包装材料和容器主要由商业

供货部门或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解决，

不足部分依靠口岸公司调拨供应。这

时期四川外贸部门对出口商品包装业

务主要是对包装材料做些组织调拨工

作。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存储少量的打

补丁用的省内短缺的包装物料。在这

段时间，对出口商品包装工作虽逐步

有一些加强，但还未引起人们普遍的

重视。

60 年代，四川对外贸易的重点逐

步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对外贸易日益

发展，出口商品逐年增多，出口商品包

装亦随之出现两个矛盾，而且日趋突

出。一是包装材料供应量不足，并逐年

扩大。特别是包装主料——木材，无法

满足需要；二是陈旧落后“一贯式”的

老包装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无法

“以质取胜”，出口商品卖不上好价钱。

这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第一



个由于包装材料供应不足，不能及时

出口的问题。1961 年 7 月，国务院有

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出口商品包装

材料供应的试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对

出口商品包装材料必须实行专料、专

拨、专用。为此，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在

1963 年成立中国对外贸易包装材料

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承担四川出口

商品包装材料实行“三专”任务。在 60

年代，四川出口的主要商品仍是农副

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品，所用包装仍然

是以木箱、麻袋、筐篓等为主，特别是

木箱需要量上升迅速。1959 年包装用

木材 4 万多立方米 ，1960 年需要量上

升达 6 万立方米。木材需要量大，供应

困难。为此，四川外贸部门积极开展对

木材的节约和代用工作。1964 年，四

川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首先推行“以

纸代木”，使用纸箱包装广柑、苹果、

罐头等出口商品，在对原苏联和资本

主义市场出口获得成功，随之，食品

类、茶叶土产类和工业品类等出口商

品，相继陆续使用纸箱包装。

进入 70 年代，随着四川对外贸易

的发展，出口商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

需要量也随之增加，并开始使用塑料

制做包装容器。遵照“自力更生，发展

生产”的方针，四川外贸部门开始有组

织有计划地介入和扶持出口商品包装

的生产。使用“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贷

款”、“短期外汇贷款”、“生产技术措

施”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先后扶持纸

箱厂、印刷厂、金属制品厂、塑料加工

厂、玻璃厂、陶瓷厂、木制加工厂、造纸

厂等 17 个厂，25 个项目。这些工厂经

过外贸部门的扶持，进行填平补齐、技

术改造，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

外贸部门把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包装

工厂确定为外贸包装定点厂，并建立

了一批为外贸出口商品包装生产的专

厂(车间)，将包装材料集中供应给定

点厂、专厂加工生产出口包装和包装

装璜。到 70 年代末期，四川出口商品

包装的设计、加工、生产，基本做到由

省内解决、改变了过去依靠口岸公司

调供的局面。

进入 80 年代，随着国家对外贸体

制改革的深化，四川对外贸易发展迅

速，自营出口逐年扩大，为适应这一新

发展局面，四川外贸部门对出口商品

包装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改进 。在

运输包装方面，除加固包装外，改进装

量过重、体积过大，装卸搬运困难的包

装；改进轻泡货合理压缩体积；改进商

品装箱排列不合理存在空、松等问题。

通过改进，减少了运输途中破损和索

赔案件的发生。在销售包装方面，逐步

改变式样陈旧，装璜与商品身价不相

称的状况，改变“一等商品、二等包装、

三等价格”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在

做法上，对一些外贸包装专厂、定点厂

进行工贸合营、工贸联营方式，协助工

厂更新改造，将经济扶持措施集中用

到提高包装加工质量、包装装璜设计



以及开发包装新产品上。并采用“工

贸”、“工科贸”密切合作，进行科学试

验、教学培训，以及到沿海口岸公司、

工厂参观取经，赴港澳和出国考察，接

待港澳和国外来川举办的包装、包装

机械和包装装璜展览，参加对外贸易

部、总公司等部门举办的改进包装和

包装装璜成果展览、评比等活动。

1984 年，四川省包装大检查小组

把外贸出口商品包装列为重点检查对

象之一，检查结果，除个别问题(如出

口罐头包装纸箱含水量偏高，影响罐

头锈听和仁寿奶瓷餐具包装纸箱结构

不科学，货到香港后破损率高等)外，

其余绝大部分包装被评为优良和较

好。在这一时期，改变出口商品包装和

包装装璜已成为四川外贸的自觉行

动。1981～1987 年，四川出口商品包

装和包装装璜荣获省级、国家级和在

国际上得奖达 70 多项。

第一节 包装的经营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出口商品

包装，由生产厂方或商业部门解决，不

足部分，四川无力解决的，由对外贸易

部、总公司和口岸公司调拨供应 。

1954 年四川省对外贸易局成立后，四

川外贸安排有兼职、专职包装管理人

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包装物料和容器

的调运。随着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省

对外贸易局鉴于四川幅员辽阔，全省

包装材料集中成都一处管理，不便调

拨使用的情况，1956 年，将重庆和川

东地区一片需要的包装材料委托重庆

外贸办事处代省局管理收货、发货和

存储工作，分配、调拨和使用权仍由省

局掌握。当年交重庆外贸办事处代管

的包装材料有黑铁皮、白铁皮、白棉

布、铁钉、铁丝、篾席、麻(棕)绳、牛皮

纸、防潮纸、纸板、铁桶、麻袋、木材(指

标)等 13 个 品种。品种不多，数量也

少，主要做应急和打补钉之用。1958

年“大跃进”后，出口包装物料紧缺，特

别是包装主料木材和麻袋最突出。

1959 年仅出口柑桔和罐头两个商品

就需木材 4 万立方米 ，出口大米杂粮

和硫磺两个商品就需麻袋 700 多万

条。木材和麻袋是四川外贸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用量最大的两个包装物

料。

由于包装用木材的紧张，1959 年

6 月至 1962 年 1 月，木材审批权由地

方升到省，再升到对外贸易部。其它几

种重要包装材料的管理也同时作了规

定，1961 年 7 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联

合发出通知指出：“目前若干出口商品

由于包装材料不足，不能及时出口，有



些商品由于包装不好，破损率增加，其

结果不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且有

损于我国出口商品的信誉。为了迅速

改变这种状况，对出口商品所需要的

包装材料必须实行专料、专拨、专用。”

对外贸易部随即根据外贸企业管理体

制和国家物资分配体制，制定了“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全面安排、适当调剂”

的原则，具体规定为：①木材、纸张等

几种主要包装材料由对外贸易部管

理；②属于中央各部归口管理的，由各

部归口解决；③属于地方管理的，由地

方负责供应 。另还制定了出口商品包

装物料供应、回收和作价三个管理办

法。四川省对外贸易局根据这些新的

规定，制定了贯彻实施细则 ，并通知：

“从今年(1962 年)起，除省局统一向

中央申请统一分配的物资有木材、主

要纸张、毛竹、棉布、麻袋、麻布和用于

加工铁钉、铁丝、铁腰子、铁桶的钢材

外，其余均由各地、市、州外贸部门按

照需要向当地物资管理部门申请”。

1962 年 12 月对外贸易部又发出

《关于出口商品包装物料使用范围的

通知》，规定由对外贸易部负责统一申

请和分配的包装物料，只限于包装直

接出口的商品。对一些农副产品出口

加工前所需要的包装物料，不属于外

贸包装物料供应范围，由各发货单位

自行解决；由外贸部门供应内销的茶

叶、丝绸和畜产品等所需的内销商品

用的包装物料，应由发货单位按照规

定向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分配，不得使

用出口包装物料；各省代对外贸易部

和总公司保管的包装物料，未经对外

贸易部批准和总公司同意的不得动

用。为贯彻上述通知，四川省对外贸易

局于 1963 年成立中国对外贸易包装

材料公司四川省分公司，负责统一对

全省包装物料的管理和供应，1964 年

3 月，公司机构撤销，其所经营的包装

物料分别移交省各外贸专业公司，而

包装物料的申请和分配则由省外贸局

计划处负责。

1966 年，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

部、物资管理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关于改变出口商品包装物料

申请供应作法的报告》中规定：出口商

品包装用的木材、毛竹、铁钉、铁丝均

按国家物资分配体制规定由生产(或

供应)出口商品单位，按企业的隶属关

系向主管物资部门直接申请分配。根

据这一规定，四川外贸向上申请分配

包装物料的渠道形成三条：一是省对

外贸易局统一向对外贸易部申请由部

掌管的包装物料；二是省各进出口公

司向各自总公司申请分配；三是木材

(指标)由省外贸易向省计划委员会统

一申请，统一分配。上述三条渠道申请

分配办法，实行到 1971 年。

1971 年，对外贸易部为适应当时

形势发展，对包装物料供应管理办法

再做修订，并规定 1972 年 1 月实行。

新修订的办法，使四川外贸部门对出



口商品包装材料形成多渠道申请和编

报计划，即：省内各地、市、州按省对外

贸易局年度下达的收购计划，根据包

装材料耗用定额编报包装材料申请计

划，应该由省对外贸易局汇总的，则交

省对外贸易局汇总，省对外贸易局再

分别向对外贸易部和当地主管部门申

请分配；应该由省各专业外贸公司汇

总的，则交省各专业外贸公司汇总，再

分别报送各自总公司。据此，四川省级

外贸对出口商品包装物料的管理，有

代部保管、省局管、代总公司管和省对

贸公司管四种形式。

1974 年 8 月中国对外贸易包装

材料公司改名为中国出口商品包装总

公司。1975 年 2月 ，四川成立中国出

口商品包装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简

称省包装公司)，与省对外贸易局包装

物资处合署办公。按照“统一计划，分

级管理”原则，对全省出口商品包装材

料重新实行集中管理，除少数零星、专

用的包装材料及改进包装装璜用的包

装材料仍由省各专业外贸公司管理经

营外，其它各种包装材料均由省包装

公司管理和供应。省对外贸易局为加

强这一工作，于 1976 年初先后成立了

重庆和宜宾两个外贸包装支公司。重

庆包装支公司负责川东、川北一片；宜

宾包装支公司负责川南一片；川西一

片由省公司兼顾。

1980 年，中国出口商品包装总公

司改变为专业化的外贸企业，更名为

“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四川于

1982 年 3 月，亦相应更名为“中国包

装进出口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实行

企业化经营，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出口

商品包装的供销经营体系，逐步完善

和健全包装物料定额管理、包装质量

管理和包装供应工作，为全省出口商

品包装服务。1983 年重庆市计划单

列，重庆市出口商品包装物料由“中国

包装进出口总公司重庆分公司”经营

供应。

1986 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对进口

包装物料使用外汇制定了新的规定：

对九种(牛皮箱板纸、瓦楞原纸、白板

纸、黑铁皮、镀锌铁皮、马口铁、高压聚

乙烯、低压聚乙烯、聚丙烯——简称为

三纸、三铁、三塑)大宗通用的进口包

装材料，由包装进出口公司系统统一

管理。四川在执行时有所变通，粮油食

品和化工两个进出口公司系统的包装

用汇，由两公司自行管理。1987 年对

外经济贸易部通知，对超计划出口商

品所用包装物料，又作了新的规定：原

则上应由各地的留成外汇中自行解

决。



第二节 运输包装的改进

四川出口商品包装的重大改进工

作，始于 60 年代初期，当时主要是试

用“以纸代木”，改木箱为纸箱。1971

年 8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对外贸

易部有关工作报告上专门作了批示，

要外贸部门注意做好包装工作。为了

贯彻这一指示，1972 年 3 月，对外贸

易部召开了全国出口商品包装装璜工

作会议，强调指出，出口包装工作是外

贸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提出“科

学、经济、牢固、美观、适销”五项基本

要求作为改进出口包装的指导原则。

从此，四川外贸部门开始有组织地全

面地开展出口商品包装改进工作。

四川出口商品包装的改进工作是

以经营有关出口商品的外贸专业公司

为主进行的，省对外贸易局和省包装

公司运用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手段，

实行对改进包装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经过 2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努力，四川的出口商品包装有了很

大的改进，正逐步地改变过去的落后

面貌。

一、改用纸制包装

新中国成立至 60 年代初期，四川

出口商品包装，以木制包装占主导。随

着出口商品数量日益增多，所需包装

用木材供应也日益紧张，特别是耗材

最多的柑桔，1958 年柑桔出口任务

1．9 万吨，需包装木材近 3 万立方米，

占全省外贸包装木材指标一半以上。

包装木材供应不足，影响了出口商品

的发展。为解决木材短缺，同时也为了

提高出口商品档次。当年，四川出口原

苏联猪肉罐头试用胶合板箱 600 件，

代替木板箱，顺利交出，但未得到苏方

正式答复，后未再用。1963 年在湖北

省食品出口公司(当年四川柑桔调拨

给湖北口岸公司对资出口)支持下，安

排金堂、开县两地试用瓦楞纸箱 1400

个装广柑，发汉口对香港出口，香港接

货后反映纸箱完好无损，在港售价纸

箱包装比木箱包装每箱高出 1 港元。

1964 年，四川柑桔出口需木箱包

装 150 多万套，当时年已过半，但加工

木箱用的木材迟迟未能落实。面对时

间紧迫的严峻情况，省粮油食品进出

口公司经理宋永久根据已做过的试

验，毅然决定柑桔包装用纸箱代替木

箱，并说：“风险虽大也要闯一下 (当

时全国 9 个柑桔出口省，对原苏联柑

桔出口尚无一省使用纸箱)。”公司的

决心，得到了省对外贸易局和省手工

业管理局的支持，两局研究商定纸箱

由成都包装杂件社和重庆友谊纸盒社



承担加工任务。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对

省外贸采用“以纸代木”节约木材，极

为赞赏，当年优先拨给了纸箱原料牛

皮纸和黄板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

总公司来川检查出口食品包装工作的

人员，专程赴上海督促加工出口柑桔

纸箱需用的进口牛皮箱板纸和瓦楞原

纸的调川工作。为了及时了解纸箱加

工情况和解决加工中存在的问题，省

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还把每周干部参

加劳动定点到成都包装杂件社。当年，

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下，出口柑桔

包装“以纸代木”对资使用纸箱 84600

个，对原苏联使用5800个，加上苹果、罐

头和调北京加工出口罐头原料柑桔，

全年共使用纸箱 226310 个，保证了出

口任务的完成，节约木材 6800 立方

米，节约包装和运输费用近 30 万元。

这批纸箱包装运出后，苏方接收人员

满意，莫斯科来人感兴趣，但对资柑桔

包装纸箱有含水量超过标准(14 % )，

纸箱发软、塌陷和破损等情况。湖北食

品出口公司和四川外贸部门通过反馈

资料分析认为四川出口商品改用纸箱

包装代替木箱是可行的，对纸箱含水

量高，抗压力不强问题，从纸箱加工工

艺、纸箱粘合剂等方面进行改进。

1965 年纸箱厂增添设备、改进加

工工艺，质量有所提高，这年出口食品

使用纸箱包装达 6150 吨，比上年的

4160 吨增长 50 % 。1966 年出口冻免

1254 吨，全部“以纸代木”，甩掉了木

箱。

到 70 年代末，出口电筒、劳保手

套、搪瓷、丝棉布、鲜鸡蛋、再制蛋、酒

类、天府花生、中药材、畜产制品等都

先后换上了纸箱包装。其中四川供港

鲜鸡蛋 1978 年使用纸箱包装破蛋率

为 0．04 % ，是全国鲜蛋输港破蛋率最

低的记录 。1979 年底，四川各类出口

商品使用纸箱数量达 500 万个(套)。

进入 80 年代，四川出口商品包装

耗用木材上升为第一大户的茶叶包

装，也开始改用纸箱包装。1983 年四

川出 口茶叶首次使用 牛 皮纸板 箱

8135 个(包装出口茶叶 337 吨)，英国

公司表示满意。1984 年中国土产畜产

进出口总公司驻英代表与英国伦敦两

大出口公司达成协议规定：“对四川纸

箱包装的红茶，全部接受。”因此，1985

年茶叶纸箱一跃增至 16 万个，1986

年达 25 万个。1983～1986 年，出口茶

叶改用纸箱包装 503815 个，包装出口

茶叶 20992 吨。4 年间节约包装费 420

万元，节约木材 2 万立方米 。内销茶

叶包装改用瓦楞纸箱较早较多，1981

年达 80 % ，1986 年已全部使用纸箱包

装。在 80 年代中期，四川化工、医药出

口商品使用卡纸圆桶取代部分铁桶和

木桶。同期，小五金、自行车等也相继

由木箱改为纸制包装。1987 年，四川

各类出口商品使用纸制运输包装共达

1100 万个(套)，调进加工纸箱用的各

种纸板纸张 2 万多吨，出口商品包装



用木材总数降至18400立方米，比

1980年33400立方米和1960年的6

万多立方米减少45%和70%。

二、改用塑料材料包装

50、60 年代间，麻袋和铁桶都是

四川出口商品的主要包装物料。四川

外贸常年使用麻袋上千万条。1959

年，出口大米杂粮(60 多万吨)、硫磺

(6 万多吨)以及氯化钡等三个商品就

用麻袋超过千万条。四川麻袋来源主

要靠上海、天津等口岸公司调供，铁桶

也是由省外加工调进。随着出口商品

的增加，麻袋供应日趋紧张，为解决麻

袋、铁桶不足 、调运困难和节约麻布

(麻袋)、铁皮。四川外贸积极采用塑料

制做的包装来代替。1977 年，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盐渍鲜笋首先使

用双层厚度 10 丝塑料薄膜筒盛装，外

用纸箱加固。嗣后，逐年改进，至 1979

年，省土产和省粮油食品两个进出口

公司出口的盐渍菜类相继全部使用塑

料桶包装。同年，化工产品氯化钡出口

包装甩掉了麻袋全部改用塑料编织

袋。随之，元明粉等化工产品也使用了

塑料编织袋。1980 年，广汉塑料厂试

产硬塑料桶成功，取代省外产品。1984

年，四川外贸扶持成都塑料八厂，引进

塑料编织袋生产关键设备 ，扩大生

产，供应省内需要，减少省外调进。

1987 年，四川出口盐渍菜类使用塑料

桶包装达 50 多万个，出口土产、化工

等产品使用塑料编织袋包装也达 200

多万条。

四川肠衣出口，从清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都是沿用木桶(琵琶桶)

包装，制做琵琶桶的木料，质量要求

高，制做工艺要求严。新中国成立后，

一直到 70 年代末，加工出口肠衣桶所

需木料 1500 立方米左右，全系由东北

地区调拨给上海，在上海加工成琵琶

桶后，运至四川装肠衣，再由四川发运

上海口岸出口。省畜产进出口公司在

80 年代初期肠衣试用塑料桶包装，国

外客户满意，随后逐年扩大，80 年代

中期，四川出口肠衣已全部使用塑料

桶包装，年平均使用塑料桶 2 万多个。

四川榨菜出口包装从 1898 年以

来一直沿用陶坛外罩竹篓，长期未变。

1978 年，四川外贸申请将榨菜包装列

为全省科研项目，获得省科委的批准。

经两年的试验，于 1981 年，使用硬塑

料桶盛装榨菜取得成功，并荣获对外

贸易部“出口商品包装评比”一等奖。

当年，首批 50 吨榨菜使用硬塑桶

2000 个发运日本。以后因硬塑桶生产

成本过高而影响使用。



第三节 销售包装的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到 70年代末，四川

的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是调拨给口岸公

司出口，因此，四川出口商品销售包装

的用料、造型、装璜、商标、计量单位、

文字说明、产地、公司名称等大多由口

岸公司设计和制作，仅有少数商标纸、

装璜贴纸，由口岸公司制版后，交由他

们认可的四川印刷厂承担印制。四川

外贸虽也有少量自行设计的包装，如

茶叶、中成药、食品、酒瓶等小包装，但

项目不多，档次不高。进入80年代，随

着外贸体制改革，四川出口商品自营

出口后，出口商品销售包装的改进，由

四川外贸部门自己承担。至 1987 年，

在销售包装的改进上，主要有：

一、改用小包装

出口商品自营，直接面对国际市

场，商品的销售包装要按照市场的变

化，顾客的喜好、习惯、方便、使用量、

购买力、售价诸因素，进行设计和包

装，一般是销售包装宜小不宜大，按此

来进行改进。医药保健品玉泉丸，原用

大瓶装 120 克，而患者每次服药量是

9．4 克，为方便患者服用，改用一瓶

9．4 克的小包装，40 瓶装一大盒；喉炎

丸一次服用量为 10 粒，原用大瓶装，

服用计数不方便，改为每 10 粒装一小

玻璃管，3 小管装一小盒，10 小盒装一

大纸盒。

四川出口的高档功夫茶，过去以

大包装调上海口岸出口，售价与原料

茶相同，80 年代初改用 250 克、500 克

铁听装和以袋泡茶小包装直接投放国

际市场，既提高了售价，又受到国外消

费者欢迎。1982 年峨眉牌重庆沱茶，

使用设计新颖、装饰美观内装 100 克

的白板纸小包装，销往日、美、加等十

余国家和地区，当地人和华侨把它作

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包装”。后又推出

一批装璜精美、内装 50 克、100 克抽

气密封铝塑复合的茶叶小包装，峨眉

毛峰、文君绿茶、巴山银芽、竹叶青等

名优茶相继使用小包装，出口售价平

均比同品名散装茶高 30 % 左右。其中

峨眉毛峰使用铝塑复合袋后，每公斤

售价 21 美元，比改进前用精装纸盒小

包装每公斤 13 美元，高出 8 美元，提

高售价达 61．5 % 。

猪蹄筋由大麻袋包装，改成 250

克一扎和 500 克一扎，用彩印玻璃纸

包捆，丝带包扎的小包装；金钱桔、牛

肉粒由马口铁箱装，改为 500 克彩印

塑料袋小包装；粉丝由大纸箱装，改为

100 克、250 克、500 克的彩印塑料袋

包装；番茄酱罐头根据客户要求生产



适合个人或家庭一二人食用的 70 克、

198 克小听罐头，同时也生产适合食

品加工房、餐厅使用的 1000 克、5000

克的较大包装。生产灵活，随客选购。

日用小商品，根据客户要求和消

费者购买习惯做了改进，手帕原用一

打一纸盒的小包装，但仍嫌大，改为一

塑料袋一张和用一个开窗礼品盒装不

同花色二至数张的更小的小包装。

二、采用新材料、新工艺

四川榨菜包装，在民国时期，就有

试用罐头密封方法盛装榨菜出口，因

杀菌不良，罐头胖听而归失败。1978

年四川外贸部门把改进榨菜包装，向

国家推举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后，到

1981 年，选用真空薄膜小包装试验成

功，随后采用铝塑复合薄膜(日本佛列

斯克袋)新材料、抽气密封，经过杀菌，

保质期 1 年以上，批量出口，每吨多创

外汇 10 % 。

重庆采取新工艺、新手法，美化

19 种玻璃器皿销售包装装璜，在 1979

年春交 会成交 5718 打，售价由原

7．28 美元／打，增至 9．97 美元／打，提

高 30 % ，重庆“玻璃器皿”系列化包

装，在 1986 年第 13 届亚洲包装联合

会评比会上，获得“亚洲之星”包装奖。

1987 年第 8 届世界包装联合会评比，

又荣获“世界之星”包装奖。“玻璃器

皿”系列化包装，由中国出口包装总公

司黄环设计，重庆美工人员参予制作。

四川出口名酒——五粮液、泸州

大曲和剑南春，在 70 年代中期前，酒

瓶裸装装箱，用黄板纸隔垫。以后，泸

州大曲在改变瓶型后，并设计使用质

地优良的白板纸彩印销售包装纸盒。

而五粮液和剑南春仍用黄板纸瓦楞纸

盒，与名酒声誉身价极不相称。直到

80 年代初，才改用进口白板纸彩印、

烫金和涂塑的销售包装纸盒。

天府花生小包装，由用聚乙烯塑

料薄膜袋，到 80 年代初，改为聚乙烯

和聚丙烯共挤薄膜袋，随后，又采用新

材料、新方法，用尼龙和 O PP 复合印

制的小包装袋。这个新包装袋，密封性

能好，保证花生酥脆；装璜、图案新颖

多样，美观大方；开窗醒目，吸引顾客。



唐宋时期，四川农业发达，手工业

兴盛，使成都成为当时全国最繁荣的

商业都会之一，不仅全国各地商人从

四面八方来到四川，甚至外国商人也

要入蜀经商，外国商人云集地之一。四

川在外国经商的人也不少，明代朱孟

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缅

甸八莫)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

货游艺者数万。”

鸦片战争后，中国和各国之间的

平等、互利、友好的经贸交往，变成各

列强以炮舰为后盾的强行往来，目的

是到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1891

年，重庆开关设埠后，英、法、日、德、美

等国，强行来四川“访问、考察、通商、

开洋行、办厂、开矿”者与日俱增。1911

年，英、法、德、美、日等国在重庆、万

县、成都开设的洋行达 70多家。后由

于四川人民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帝

爱国运动，1921 年起，外国洋行逐步

撤离四川。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迁驻重庆。来川的国外人士

主要是外交官员和援华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 ，到 1978 年，由于

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四川

不是口岸，按国家规定四川外贸企业

仅负责出口货源的组织、收购、调拨、

运输等业务经营活动，不对外签约、成

交，也不单独组团出国推销、考察、展

览，不出面邀请国外经贸人员来川访

问。所有国际经贸交往活动都按照对

外贸易部或其所属外贸总公司和口岸

分公司的安排，四川省派人参加或出

面接待。

自 1979 年起，中国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对外经贸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四

川外贸企业逐步接办和扩大自营出口

业务。1979 年 9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四川省分会(简称四川省贸

促分会)成立。为了广交朋友，开辟贸



易渠道，开拓新市场，四川外贸企业与

四川省贸促分会紧密配合，积极开展

国际经贸交往活动，向世界宣传四川，

使世界了解四川。1979～1987 年的 9

年间，邀请了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贸人士累计 200 多批次，来四川参观、

访问和 洽谈贸易；派出了 200 多 团

(组)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洽谈贸易

和考察；接待了 10 个国家和地区来四

川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展览会；在香港、

澳门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和欧洲、非洲

等地区和国家举办了 10 多次各种类

型的展销会。同时，还积极参加对外贸

易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各

外贸总公司组织的各种对外经贸活

动。

1985 年 4 月，四川省在成都市举

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

会”是四川省有史以来最大的盛会。在

洽谈会期间，四川省各类外经贸企业

都派有驻会代表团。会议从 4月 2 日

至 10 日，参加洽谈会的有日本、美国

和港澳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0

余名外宾。在洽谈会期间进行广泛交

谈，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 276 个，合同

金额 13361 万美元。

国际经贸交往，主要有邀请国

(境)外经贸界人士来四川参观、访问

和洽谈经贸业务(简称来访)；组织团

(组)到国(境)外访问、考察和推销商

品(简称出访)；组织四川外贸和生产

企业到国(境)外举办展销会(简称出

展)和邀请国(境)外企业来四川举办

展销和技术交流会(简称来展)等，通

过这些广泛交往，有助于“世界了解四

川，四川了解世界”，有助于提高四川

和四川商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扩大

对外影响和销路。

第一节 来 访

50 年代，四川的对外贸易对象主

要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

段时间，按照对外贸易部和有关总公

司的安排，主要接待原苏联和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经贸访问团和 专家。

1954 年，匈牙利政府车辆访问团来四

川访问，在重庆时，西南行政委员会对

外贸易局副局长余光接见了该团人

员。1955 年，中国食品出口公司邀请

原苏联罐头专家罗斯多夫采娃、兽医

专家克日特尼柯夫来四川考察和开发

罐头生产、出口情况。1958 年，中国矿

产公司邀请原苏联水晶石专家尼基其

切夫来四川访问，并到青川县、珙县考

察水晶石矿。进入 70 年代，四川开始

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人士。1973

年，按照对外贸易部的安排，四川省外

贸局先后接待了日本东洋公司技术人



员井上稔寺一行 4 人，前来四川到四

川化工厂考察该公司提供的合成氨、

尿素成套设备的现场条件，以及美国

凯洛格公司刘兴杰前来四川到泸州化

工厂考察合成氨设备现场条件。1978

年，四川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首次

邀请香港联友企业公司经理唐志毅一

行 3人来四川访问、洽谈贸易，并到德

阳县和资阳县两处花生厂参观。1979

年，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根据

总公司的安排先后接待了香港大同机

械公司总经理邓昆一行 7 人；日本不

二商社商业代表团一行 10 人；美国东

方工程供应公司董事长曾安生和美国

国际能源企业董事长罗伯特·李·史

密斯一行 4 人来四川访问和洽谈贸

易。同年，还根据中国和法国政府签订

的《中法科技合作协定》接待了法国数

控机床代表团成员康派因公司总经理

勒内·马尔夏尔的来访。同年，四川省

对外贸易局、省计划委员会、省四机局

联合邀请和接待日本胜利公司(JV C)

及其商务代理日本岩井株式会社 3

人、松下电器株式会社及其商务代理

住友株式会社 10 人来川访问、洽谈贸

易和进行电器方面的技术交流。通过

贸易洽谈，四川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和

上述日本企业签订了第一份自营进口

合同，进口金额 219 万美元。

1979 年 9 月，四川省贸促分会成

立，随着自营进出口业务的扩展，应邀

来访的国际经贸人士增多。1980 年，

四川省贸促分会邀请和接待了日本、

美国、法国来四川访问的代表团 5 批，

共 56 人。同年 5月，四川省长江企业

公司成立后，应邀来四川访问的人士

更为广泛，除贸易界人士外，还有银行

金融界等方面的人士。1980～1987

年，四川省贸促分会邀请和接待来川

访问的团(组)34 个，389 人，其中日本

12 个团(组)，182 人；法国 6 个团组，

59 人；英国 5 个团(组)62 人；美国 4

个团(组)22 人；香港地区 2 个团(组)

15 人；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

和欧洲国际合作中心各 1 个团(组)，

共 49 人。来访的团(组)中，规模较大

的有：1980 年 8 月，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专务理事森田尧丸率领的，由

14 家大企业 16 人组成的来川贸易考

察团，在成都访问期间，受到四川省委

第一书记谭启龙和四川省副省长牟海

秀的接见；同年 9月，法国法中贸易委

员会秘书长马丁·莫诺布洛卡率领的

工业代表团一行 8 人，在成都访问期

间，四川省副省长何郝炬接见了全体

成员；1981 年 9月，接待了应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由瑞典——

中国贸易委员会主席阿特拉斯和柯普

柯公司总经理汤姆·活赫斯特率领的

代表团一行 25 人，在成都访问期间，

四川省副省长管学思接见了该团全体

成员；1985 年 10 月，接待了英国 48

家集团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B· A ·

Dreyfuss 率领的代表团一行10 人，在



成都访问期间，四川省副省长顾金池

接见了全体成员。随后，该团赴重庆市

访问，并与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局、重

庆市贸促分会签订了意向书，重庆市

市长肖秧出席了签字仪式；1986 年 6

月，接待法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梅

纳率领的法国驻京公司代表一行 15

人，在成都访问期间，就四川使用法国

贷款兴建江油电厂项目进行洽谈，四

川省副省长马麟接见了全体成员；

1987 年 2 月，接待法国法中贸易委员

会主席德·维安彬率领的来川代表团

一行 4 人，四川省副省长顾金池、成都

市市长胡懋洲分别接见了该团全体成

员。1981～1987 年，四川长江企业公

司 邀请和接待了来川访问的团(组)

105 个，447 人。其 中 日 本 65 个 团

(组)，319 人；意大利 9 个团(组) ，14

人；原联邦德国、美国和香港地区各 6

个团(组)，共 82 人；法国 4 个团(组)，

14 人；英 国、荷 兰、瑞 士 各 2 个 团

(组)，共 9 人；南斯拉夫、新西兰、丹麦

各 1 个团(组)，共 9 人。应邀来川访问

的客商，主要是洽谈进口、技术引进和

技术交流业务。

1983 年，重庆市计划单列后，积

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1983～1987

年，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委)、重庆

市贸促分会邀请和接待日本、美国、英

国、法国、原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丹麦、意大利、新西兰、瑞典、荷兰

和香港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代

表团。其中 ，1983 年 3月，以渚口召一

率领的日本经济协会考察团一行 29

人，在重庆市访问期间，重庆市市长于

汉卿会见并宴请了全体成员；1987 年

5 月，接待了美国国际人民交流协会

经济访问团一行 53 人，在重庆市期

间，重庆市市长肖秧接见了该团全体

成员。

在这段时期里，四川省各外贸专

业公司和工贸公司邀请和接待外商来

川洽谈贸易业务的团(组)和人员，均

日益增多，“来访”已成为四川对外贸

易成交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二节 出 访

1978 年，随着国家外贸体制的改

革，四川开始试办自营进出口业务，四

川外贸开始走出国(境)门，这时期的

“出访”主要是省级各外贸公司派员随

同 各专业总公司组织的出国(境)团

(组)，前往国外进行推销和考察，主要

是前往日本、东南亚国家和香港、澳门

地区。1979 年 9 月四川省对外贸易局

应日本松村株式会社邀请，以该局副

局长冯彬为团长的一行 5 人访问日本



东京、福冈等地，考察四川盐渍菜和其

他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这是四川外贸

首次的单独组团出国访问。

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自营进出口

业务不断发展，四川外贸部门除继续

积极参与各专业总公司、对外经济贸

易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织

的出国团(组)进行国际交往外，更多

的是四川单独组织的各种出 国团

(组)，走向世界，考察市场，广交朋友，

推销商品，招商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

据统计，1983 年，四川省对外经济贸

易厅系统共派出的团 (组)人员达

1000 余人次，前往香港、澳门地区和

日本、美国以及欧非各国家进行经贸

活动。到 1987 年出访的团(组)人员增

至 1500 多人次。出访团(组)人员增

多，范围扩大。在出访团(组)中，还邀

请了工业管理生产技术部门参加，以

利出口商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了解

国外市场情况，直接听取客户意见，扩

宽出口贸易。同时，四川外贸也派出进

口、运输、包装和引进技术等的专业出

国访问考察团(组)。

80 年代后，四川外贸组织和派员

参加的出访团(组)规模较大的有：

1981 年 10 月，省对外贸易局组织，以

副局长冯兴玉为团长的“四川省包装

考察团”赴日本考察访问。1982 年 4

月以省对外贸易局副局长郭建屏为团

长的“四川省进出口贸易赴日代表团”

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同年 6 月，省对

外贸易局副局长张叔和参加对外贸易

部组织的“中国对外贸易代表团”赴欧

洲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和原联

邦德国访问，历时一月，考察对外经济

贸易业务；同年 9月，为开辟北美、南

美机电产品市场，四川省机械设备进

出口公司组织，以省机械工业局副局

长边永兴为团长的贸易小组，赴美国、

巴西、智利等国家进行考察和推销；同

年 11月，四川省贸促分会应日本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际贸促协会关

西本部的邀请组织以四川省政府副省

长丁长河为团长的“四川省经济贸易

考察团”，赴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考察

访问。1983 年 7月，重庆市对外经济

贸易局组织，以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马

力为团长 的“重庆市经济代表团”，赴

意大利访问考察。1983 年 9 月，四川

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顾问池清波参加对

外经济贸易部组织的赴日本考察团，

考察日本企业海外贸易情报工作。

1984 年 5月，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局

应原联邦德国“中国企业公司”邀请

组织，以该局局长况浩文为团长的贸

易代表团，赴原联邦德国推销商品、引

进技术和洽谈交流对外贸易信息等业

务。同年7月，四川省长江企业公司应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森田尧

丸邀请组织，以该公司总经理金洪生

为团长，四川省政府副省长顾金池为

顾问的“四川经济贸易代表团”，赴日

本考察和洽谈进出口贸易。1986 年 4



月，重庆市对外贸易局应印度尼西亚

天马斯公司董事努比斯邀请，组织以

该局局长况浩文为团长的贸易考察

团，赴印度尼西亚进行考察访问 ，促

进重庆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交往。同

年 9月，重庆市对外贸易局组织，以该

局局长况浩文为团长的经济贸易代表

团，赴瑞典、丹麦、英国访问，加强对欧

洲国家市场的了解和联系，争取瑞典、

丹麦两国政府为重庆市引进 5 万门程

控电话，合川县渭沱污水处理等项目

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同年 11月，四

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顾问池清波，参

加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为团长

的“中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和穆崇

智局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贸易

代表团“赴意大利和波兰访问。1987

年 8月，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组织，

以该厅厅长金洪生为团长的“四川省

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波兰，并与

波兰对外贸易部签订了“四川和波兰

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达 2000

万瑞士法郎。同年 10月，四川省贸促

分会应泰国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主

席李景河邀请，组织以四川省政府秘

书长姜泽亭为团长的“四川省经济贸

易小组”，赴泰国进行考察和贸易洽

谈。1985～1987 年，四川省贸促分会

的负责人姜泽亭、叶云、韩博、向本能

先后参加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组织的经贸考察团，分赴新加坡、芬

兰、泰国、澳大利亚、原捷克斯洛伐克、

原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和访问；

四川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戴学铭参

加在悉尼举办的“中国对外经贸洽谈

会”。

第三节 出 展

四川产品参加国际展览的历史很

早，1915 年 2 月，中国参加在旧金山

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四川展品在展览会上获奖 39 宗。其

中：生丝获头等名誉奖 2 个、金奖 1

个、银奖 2 个，工艺品竹扇、绣货、湖

绉、大绸、夏帽等，土产白蜡、夏布、麻

布等，以及茶叶、畜产品、瓷器、泸州老

窖大曲等均获奖。1929 年，在加拿大

“国际油质比赛会”上，四川送展的桐

油获质量特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外举办

的展览会更加频繁。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会从 1951 年开始举办出国展览会，

50～60 年代平均每年出国举办 7～8

个展览会，70 年代平均每年举办近 20

个，进入 80 年代每年平均多达 30 余

个，在这些展览会上，四川省常有产品

送展。不仅有农副土特产品参展，而且

还有工业产品。1954 年，重庆机床厂



生产的 532 型滚齿机参加原民主德国

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览，获得好评，被

誉为展览会上的“一颗明珠”。

四川省单独组织产品出国(境)举

办展览始于 1979 年。当时，四川省委

提出“三个大力发展”①，把发展外贸

事业列为三个大力发展之一。要求四

川外贸要走出国(境)外，要“让世界了

解四川 ，四川了解世界”。1979 年初，

四川省政府邀请香港华润公司来川访

问，该公司副总经理访问团团长裴泽

生在川介绍，该公司拟从 1979 年开始

组织省(市)在香港举办地方产品展销

会，建议四川争取举办。当时四川虽未

自营出口，如通过赴港展览，有助于外

界了解四川，发展四川外贸事业。据

此，省对外贸易局向省委、省政府汇报

并建议争取四川第一个在港举办。这

一建议得到省委的支持，经上报对外

贸易部批准并指定：在展览会期间，由

香港华润公司做四川各外贸公司的代

理，对外签订贸易合同。1979 年 12月

四川省对外贸易局组织以该局主持工

作的副局长池清波为团长的展览团，

于 12 月 15 日至 30 日，在香港举办

“四川省出口商品展览会”。展出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展出商品 600 多种，

800 多件，分纺织、粮油食品、土畜产、

机械、工艺、轻工、五金矿产、化工 8 个

部分。香港报刊、电视、广播进行报导，

参观人数超过 10 万人，日平均 6000

多人次，除港澳同胞外，有美、英、日、

法、加、原联邦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各国来宾，与展览团进行贸易洽谈

的客商有 1000 多人次，签订合同 92

项，金额 2000 多万港元。另就来料加

工、来料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

与 80 多户客商洽谈，达成意向合作项

目 18 个。在展览会期间，四川省蔬菜

饮食服务公司派出著名川菜厨师，在

展览会同一地点表演川菜烹饪技艺。

此次在港展览是四川省第一次出境举

办的规模盛大的展览会，也是中国大

陆第一家在香港举办的地方性的展览

会。这次展出是以展为主，展销结合。

通过这次展览，既宣传四川经济建设

的成就、扩大四川的知名度，也对沟通

四川省对外贸易渠道、发展四川对外

贸易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1 年 3 月，四川省对外贸易总

公司组织由该公司和美国费城国际贸

易公司联合，在美国费城德纳塞尔

(D R E X E L)大学礼堂举办“四川省出

口商品展销会”。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局

长池清波为四川赴美展销团团长。这

是四川第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四川省出

口商品展销会。展期 3月 11～18 日。

展销商品有 400 多种，4000 多件。展

品在展览期间即被客商全部订购。展

销会期间，在有关专业总公司驻美代

① 三个大力发展是：大力发展农业、大力发展轻工业、大力发展外贸。



表的协助下，展销团与一些外商洽谈

贸易，签订了一批出口商品合同，金额

436 万多美元。美国费城市长格林及

夫人出席了展销会的开幕式，并在中

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展销团团长池清

波陪同下参观了展销商品。

为了适应四川外贸全面接办自营

进出口业务，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

渠道，1983～1987 年，四川在国外举

办的展览会次数增多，每年在国外举

办 2～4 个展销会，组织出展形式来自

多方面：一是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

与四川省贸促分会联合组织；二是四

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或四川省贸促分

会单独组织；三是四川省贸促分会组

织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举办的国

外展销会；四是省各专业公司参加其

总公司在国外举办的展销会。其规模

较大的有：

1984 年 7 月，四川省贸促分会组

织，以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副厅长

刘冲为团长的赴美展销团，于 7 月 19

日至 29 日在美国西雅图举办“四川省

出口消费品展销会”。展出面积 200 平

方米，观众约万人，成交金额 40 多万

美元。在展览期间，华盛顿州州长斯佩

曼接见了展销团团长和部分成员。展

览结束后，展销团分两个小组，分别赴

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等城市拜访老

客户，考察市场和洽谈贸易。

同年 12 月，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

厅应香港华润公司邀请，组织以该厅

顾问池清波为团长的赴港展销团，在

香港举办“四川省出口商品展销会”，

参加展销的有省五金矿产、土产、畜

产、茶叶和机械 5 个进出口公司。展销

会以销为主，共成交 2420 万美元，其

中五金矿产成交 854 万美元，占成交

总额 27 % 。

1985 年 11 月，按照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会的安排，四川省贸促分会组

织四川省机械、机械设备、粮油食品、

茶叶、土产和新光工业等 6 家进出口

公司，参加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第

16 届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省贸促分

会秘书长向本能为团长。展出面积

560 平方米，展品 1600 多件，成交 50

多万美元。展览期间，秘鲁总统阿兰·

加西亚和夫人参观了中国馆。

1986 年 7 月，四川省贸促分会组

织省丝绸、纺织、轻工、畜产、茶叶和粮

油食品等 6 个进出口公司，参加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日本东京举办的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展览期间，四

川分团成交 432 万美元，另签订协议

7 份，共计 621 万美元。

1987 年 9 月，四川省对外经济贸

易厅和四川省贸促分会联合组织省丝

绸、纺织、机械设备、五矿、机械、工艺

和粮油食品等 7 个进出口公司，参加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国际博览会 。

博览会中国馆由四川省和上海市两家

组成。四川省贸促分会会长叶云为中

国四川馆展览团团长。展览期间成交



160 多万美元。肯尼亚总统莫伊和赞

比亚总统卡翁达，以及坦桑尼亚等国

家驻肯大使参观了中国馆。

四川省出境、出国展览会统计表



第四节 来 展

国外来川举办展览始于 1958 年，

当年 5 月 15 日至 24 日，原苏联和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成都举办“产品样

本展览会”。参观人员除四川外，还有

云南、贵州的出口商品供应单位和进

口订货单位的代表 600 多人参加。展

览期间，组织了 8 次座谈会，介绍国际

市场供需情况，以及进口订货办法和

手续。1978 年以后，随着四川外贸事

业的发展和省贸促分会的成立，四川

接待承办外国来川举办的各种展览会

出现新的发展局面。1981 年接待承办

两次 外国来川展 览会，1983～ 1987

年，5 年间接待承办外国来川展览达

30 次。其规模较大的有：

1981 年 11 月，四川省贸促分会

接待了英国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瑞毅安率领的代表团，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在成都举办的

“英国新产品样本陈列会”。参观单位

190 多 个，7000 多 人 次，索 取 资 料

1400 多份。

1983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

四川省贸促分会和长江企业公司联合

在成都举办“国际和港澳地区医疗器

械、仪器仪表技术交流展览会”。参加

展览会的有美国、日本、原联邦德国、

英国和港澳地区的 40 多家设备制造

厂和 19 家贸易企业代表共 70 多人，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专业性展览会。

展览期间，举办技术交流活动 12 次，

省内外参加交流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达 600 多人。展览期间签订进口合同

241 项，成交金额 354 万美元，展品

150 多件，价值 150 万美元，展后留购

85 % 。

1984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四川

省贸促分会接待承办，长江企业公司

和省食品协会赞助，在成都举办“日本

食品加工、包装机械技术交流展览

会”。日本 33 家生产厂商共 106 人参

加，展场面积 1200 平方米，展品 28 台

(件)，并作操作示范和技术交流。参观

人数达 3 万多人次。展览期间，签订进

口合同 95．6 万美元。

1985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四川省

贸促分会接待承办“日本广岛机械设

备展览会”。展场面积 1124 平方米，展

品 1134 台(件)。这次展出是四川省、

广岛县友好省县开展的经济贸易活动

之一。

同年 9 月，重庆市贸促分会和香

港雅士展览服务公司在重庆市举办

“国外技术设备展览会”。这次展览规

模比较大，展出面积达 2000 平方米，

参加展出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原联



邦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荷兰、澳大利

亚、丹麦、瑞典和香港等 11 个国家和

地区。展览期间参观人数5 万多人次。

1987 年 5月，重庆市贸促分会与

香港展览有限公司联合在重庆市举办

“第五届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览会”。

参加展览的有：中国、美国、原联邦德

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瑞典、丹

麦、荷兰、澳大利亚、匈牙利、保加利

亚、奥地利和香港等 15 个国家和地

区。展览面积 1000 平方米。

同年 11 月 20 日至 25 日，四川省

贸促分会、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省

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和香港嘉陵公司联

合在成都市举办“国际现代化农业设

备及科教仪器展览会”。展览面积 728

平方米，展品 300 多件。参加展览的国

内外厂商 15 家，55 人。

国外、境外来川展览会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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