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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编 外经外贸

清末，青岛、烟台开埠，境内开始从国外进口石油、棉纱，向国外出口丝

绸、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民国初年，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种类增多，贸易额扩

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对外贸易受阻。建国初期，国家对

进出口贸易实行专营，进行贸易的国家被限定在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贸易额

很小。1975 年，设立乳山县对外贸易局，翌年成立对外贸易公司，代理出口商

品收购业务，工艺品与农副产品的出口量逐渐增大。80 年代起，实行对外开放，

乳山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创汇企业，对外贸易额迅速扩大。1988

年，乳山县被列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对外招商引资形成高潮。进入 90

年代，引资形式由利用国际信贷和外国政府贷款，发展到建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直接引资；技术引进形式由进口设备为主发展到各种非商业贸易形式的技术交

流与合作；对外贸易由单纯流通领域的商品交换，发展到生产领域直接的对外

加工、补偿贸易和直接的商品出口。同时，对外劳务合作也开始起步和发展。

至 1995 年，全市累计利用外资项目 316 个,合同利用外资额 19649 万美元,实际

利用外资额 6768 万美元。累计建立外商投资企业 137 家，其中合资合作企业

124 家，外商独资企业 13 家。与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瑞

典、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

区建立了经贸关系。

第一章 涉外经贸活动

第一节 出国考察与招商

80 年代初，始有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和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出国参观考

察、洽谈贸易。1981 年 12 月，副县长焉荣竹率县果汁厂负责人和技术员去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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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考察，引进浓缩果汁生产设备。此后，出国考察与招商的人数逐年增多，招

商引资规模逐渐扩大。到 1989 年，全县先后有 12 个单位组团，到意大利、澳

大利亚、日本、美国、英国等 12 个国家和香港地区，考察引进设备、项目和商

品市场及“三来一补”合作项目。1990～1991 年，县服装厂、轻工机械厂、果

汁厂、白沙滩石材厂和水产局、粮食局、县供销社等 30 余个单位负责人先后率

团出国考察和洽谈经贸业务。1992 年，有 25 个单位组团出国考察和洽谈经贸

业务及开发合资项目，其中由政府组织县级领导带队出国团组 8个，由企业直

接组织出国团组 17 个，出国人数达 80 余人。1993 年，出国考察团组 25 个 88

人次，先后对 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考察。1994 年，出国考察团组 21 个 60

人次，对 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技术和商业考察。1995 年，出国考察团组

20 个 56 人次，对 1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招商和设备引进等方面的考察。

至年底，乳山市已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第二节 参加上级经贸洽谈活动

80 年代以前，县政府尚未直接组团参加上级经贸洽谈活动，只有少数有出

口产品的企业派员参加过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80 年代始，县政府开始组织经

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参加国内一些大城市举办的对外经贸洽谈会议和招商引资活

动。自 1984 年 2 月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岛对外经贸洽谈会后，历届中国青岛对外

经贸洽谈会都由县政府领导带队，外经贸委、经贸委、计委、各银行、各工业

主管局、商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组团参加。1987 年后，参加经贸洽谈的组团人

员增加了外商投资企业的代表。1991 年起，参加人员扩大到有产品出口的企业，

参加会议的部门和企业还带样品到会上展销。1993 年 7 月,市政府组织各经济

主管部门和 50 家企业代表参加威海市举办的第一届中韩经贸洽谈会，乳山有

14 大类 120 多种商品参加展销，展销会期间，乳山共接待外商 60 多人次,签订

商品出口合同 10 份，合同额 650 万美元；达成贸易协议合同 25 个,贸易额 1100

万美元。至 1995 年，乳山参加了三次中韩(威海)经贸洽谈会，共接待外商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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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签定商品出口合同 19 份,合同额 1500 万美元；达成贸易协议合同 82 个，

贸易额 4100 万美元。

第三节 自办经贸洽谈活动

举行招商新闻发布会 进入 90 年代，为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县委、县政府

先后在南京、北京等城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以 1993 年 4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

招商新闻发布会影响较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有关领导人、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及首都各届人士、部分外商代表及有关新闻单位的记者共

2500 余人应邀出席。县长龙启林在会上全面介绍了乳山县的投资环境和“开发

金岭银滩，建设北方强县”的经济发展目标。扩大了乳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促进了乳山的对外开放。当年全市外商投资企业达到 56 家，超过历史以来总和。

举办侨友联谊会 1991 年 10 月，为加强同海外侨友的联系，促进对外开

放和发展经贸关系，县委、县政府召开乳山县首届一次侨友联谊会，日本、美

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台湾、香港等 7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位海外侨

胞及海外友人出席会议。此后每年举行一次。至 1995 年召开二届二次侨友会时，

会员发展到 200 多人，分布在 16 个国家和地区。是年 10 月，在韩国汉城举行

乳山侨友联谊会二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和“中国乳山市投资环境说明会暨招商

洽谈会”，韩国工商企业界及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100

多人应邀出席，韩国大宇、现代、三星等大商社大财团均派员参加。会议期间，

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拜会了韩国部分商社负责人，并进行了经贸项

目洽谈，扩大了乳山在韩国的影响。据统计，历次侨友会累计签订外商投资企

业及经贸合同 81 个。

第二章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第一节 外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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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 1987 年 1 月，乳山县水利局所属的乳山农田水利承包公司

与香港中化企业公司合资成立烟台香山木制品有限公司，港方商人出资 23500

美元(占投资总额的 25%)，生产牙签，此为乳山境内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之后，

每年都有一些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到 1989 年，共办合资企业 9家，合同利用

外资 478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77 万美元。投资范围有水产品、花岗石板材、

PP 编织袋、再生革制品、注塑机等。进入 90 年代，县政府先后制定一系列吸

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简化外商投资审批手续，外商投资进入快速发展的轨

道。自 1990 年 3 月，乳山县淀粉厂与美国王基企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乳山华

美淀粉制品有限公司起，到 1992 年底，共办外商投资企业 38 家，合同利用外

资 3412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281 万美元，投资范围扩大到服装、玩具、化

妆品、仪表、罐头食品、刹车片、塑料制品、花生制品、浓缩果汁等。1993 年，

利用外资项目 75 个，办外商投资企业 56 家，合同利用外资 5607 万美元，实际

利用外资 1827 万美元。1994～1995 年，利用外资项目 193 个，合同利用外资

10152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283 万美元。山东中鲁果汁集团公司自 1992 年

起，先后完成了中日合资、鲁港合资、中美合资、中韩合资，实际利用外资额

725.4 万美元，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浓缩果汁生产厂家。至 1995 年底，全市累

计利用外资项目 316 个，办外商投资企业 137 家，其中合资企业 121 家，合作

企业 3家，外商独资企业 13 家。投资的外商分别是：韩国 18 家，美国 16 家，

日本 7 家，加拿大 6 家，新加坡 5 家，其他国家 6 家，以及香港 68 家，台湾

11 家。是年，全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值 43444 万元，自营出口创汇 5095 万

美元。

1987～1995 年全市(县)利用外资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年份 利 用 外 资 外 资 项 目 合 同 利 用 实 际 利 用 外 商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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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个） 投资总额 外资额 外资额 企业（个）

1987 4 438 158 147 4

1988 3 600 170 160 3

1989 2 470 150 70 2

1990 5 1137 558 324 5

1991 8 2943 678 290 8

1992 26 5123 2176 667 25

1993 75 10703 5607 1827 56

1994 67 8051 6277 1775 20

1995 126 4907 3875 1508 14

合计 316 34372 19649 6768 137

〔附〕台商来乳山投资简况

1990 年 6 月，台湾商人张乐法出资 84.7 万美元与海阳所镇渔业公司合资成立了乳山

台鲁冷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此后，来乳山投资的台商不断增多。到 1995 年，共有 11 家

台湾商人来乳山投资办厂，合同投资 605 万美元，实际投资 454 万美元。投资范围包括有

水产品、花生制品、石材、针织服装、塑料制品、聚乙烯发泡、烤漆、桑拿浴美容、汽车

配件等项目。投资形式为合资的 9 家、独资的 2 家。

外商间接投资 1992 年 11 月，乳山县罐头厂(1993 年改建威美集团公司)

与北欧投资银行在北京签订利用政府贷款合同。该项目贷款 211 万美元，引进

丹麦、意大利三条脱水制品生产线，主要生产脱水蔬菜、水产品等，1993 年 8

月正式投产，为境内首次利用国外政府贷款项目。此后,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

大，为解决出口企业的资金不足和鼓励商品出口，部分企业开始办理出口信贷

业务。是年，乳山莱佛仕服装有限公司、乳山笙歌艾金西装制品有限公司、乳

山活塞环厂等企业利用中国银行乳山支行贷款 117.87 万美元，开展商品出口业

务。1994 年，乳山笙歌集团公司、乳山鑫鲁针织有限公司、乳山活塞环厂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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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银行乳山支行贷款 180.89 万美元。1995 年，乳山笙歌集团公司、乳山

鑫鲁针织有限公司利用银行贷款 140 万美元。至是年底，全市累计利用出口信

贷 438.76 万美元。

1995 年主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投资形式 出口创汇（万美元）

美华笙歌贵族服装（乳山）有限公司 合资 570

乳山早一工艺品有限公司 独资 539

山东鲁菱果汁有限公司 合资 445

乳山笙歌艾金西装制品有限公司 合资 441

乳山昌盛革制品有限公司 合资 787

乳山华恩水产品有限公司 合资 272

乳山华宏水产品有限公司 合资 213

乳山东进食品有限公司 合资 13

乳山鑫鲁针织有限公司 合资 167

乳山华美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合资 155

第二节 技术引进

贸易方式引进 80 年代初，随着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部分企

业开始引进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82 年 10 月，县糖厂投资

128 万美元，从瑞典引进浓缩果汁生产线，并聘请 2 名瑞典专家来厂指导安装

调试，时为乳山从国外引进的第一套大型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也是我国第一条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浓缩果汁生产线。该生产线的清洗、压榨、脱胶、澄清、

浓缩等全部工艺流程实行全自动控制，可日产浓缩果汁 50 吨。1985 年，县花

生制品厂投资500多万元从日本引进2套油炸花生仁成套设备。1986～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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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丝针织厂投资 450 万元先后从意大利、日本、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引进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织造、漂染、成衣设备 17 台(套)，形成了生产流水线，当年生

产出口日本真丝针织系列内衣 12 万件，创汇 30 万美元。1988 年，花生制品厂

又投资 500 万元从美国引进脱皮生仁成套设备，从日本引进油炸花生仁全自动

小包装成套生产设备。同年，县艺品厂投资 40 万美元，引进了日本 4台多头电

脑绣花机，首次采用机绣代替人工刺绣。此后，从国外引进大、中型设备逐年

增多。1991 年 1 月，县邮电局派 3名技术人员随威海市邮电局赴德国参加为期

半年的技术培训，并引进德国西门子 5000 门程控电话交换机，于当年 12 月份

开通使用。1992 年，县罐头厂投资 211 万美元，从丹麦引进(FD)2 条真空冻结

装置，从意大利引进 1条双级沸腾脱水装置(AD)生产线，建现代化脱水蔬菜厂，

产品全部出口。1995 年，山东日信工业有限公司与日本日信工业株式会社签订

为期 10 年的生产刹车片的技术转让合同，并投资 1250 万元引进日本的碟式机

加工生产线、铸造生产线和油压机生产线。是年，乳山华泰丝绸制造有限公司

投资 331 万美元，从日本引进喷水机 96 台，多臂机 32 台。通过引进先进生产

设备，促进了工艺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非贸易方式引进 80 年代起，一些企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

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和参加国外培训，聘请国外专家指导和提供技术服

务及技术交流等。1982 年，日本增井贸易会来乳山经纶丝绸厂进行技术交流。

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经纶丝绸厂先后研究开发出宁海绸系列产品，当年即进

入国际市场，其产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畅销不衰。1988 年，县艺品厂

技术人员分四批先后去美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家考察工艺品市场，了

解这些国家对工艺品图案的具体要求。回国后，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及时改进

工艺品加工工艺，增加了新的花色品种，促进了工艺品的出口。进入 90 年代，

出国学习的人员逐渐增多。1990 年，黄海花生制品厂派 3名技术人员去日本学

习技术管理。1994 年,水产养殖总公司派 2名技术人员去美国学习水产品加工。

1995 年，笙歌集团公司分 2批共派 40 人赴韩国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技术,并用

补偿贸易方式先后从香港引进毛衣织机 313 台，从韩国引进服装印花机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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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加工特种机器设备 40 台。至是年底，全市先后共派遣 200 多名技术人员出

国学习，聘请了 50 名国外专家来乳指导和技术服务。

第三节 劳务合作

1959 年 6 月～1962 年 2 月，境内先后组织 100 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建水

利电力工程。1970 年 9 月～1980 年 9 月，教育局单熙禄(任翻译)、县人民医院

医生石元贞、宋文明、宋协堂先后被国家选派参加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1985

年 7 月，乳山县草制品厂工艺美术师房云璞被国家作为专家派往布隆迪帮助发

展草制品生产，建立草编培训中心。1983～1992 年，县海运公司通过威海外经

贸委先后向希腊、美国等地派船员 70 人，合同期均为 1年。1986 年 11 月，由

外经贸委主任孙龙熙、县建筑公司经理于良仁带领 153 名建筑工人,随中国建筑

总公司山东分公司与烟台市建委联合组建的工程队赴科威特进行别墅建筑施

工,1988 年 11 月完成施工任务回国，为乳山创外汇 220 万美元。进入 90 年代，

外派劳务逐渐增多。1990 年 9 月，派 30 名农民赴俄罗斯从事种菜，时间 1年。

1992 年 12 月,派 11 人赴日本从事水产品加工,时间 1年。1994 年 4 月,派往新

加坡 18 人做渔工，合同期 3年。是年 6～12 月，派往韩国劳务人员 320 人，合

同期 1年，部分劳务人员在合同期满后，经批准又续合同 1年。1995 年，派往

韩国劳务人员 110 人,合同期为 1年。是年 4～12 月，派往新加坡渔工 10 人，

合同期 3年。1983～1995 年，累计外派劳务人员 827 人次。

第三章 对外贸易

第一节 早期民间进出口贸易

清咸丰年间，青岛、烟台相继辟为通商口岸后，境内民间私营商人开始经

营对外贸易业务。至清末，经营外贸业务的商号达 50 余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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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匹、纱线、火柴、铁钉等，出口的当地商品有柞蚕丝、宁海绸和农副产品。

民国初年，进口商品仍以纱线、布匹为主，并开始进口美孚煤油、日本产(福享、

宫田、建岛牌)自行车及德国产(大鹰、二鹰、三鹰牌)自行车，进口的其它商品

还有食糖、染料、纸张等。此期间，由于花边、发网编织和麻布绣花技艺传入

境内，发网、花边、抽纱等工艺品与丝绸、花生果、花生仁逐渐成为境内主要

出口商品。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海运受阻，对外贸易一度萧条。1941

年，为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牟海行署先后在乳山口、夏村、海阳所、浪暖等

地建立以私人商号为掩护的公营商行 10 余家，主要收购当地的花生仁、花生油，

通过南方私商进行转口贸易，进口棉纱、布匹、西药等工业产品。抗战胜利后，

对外贸易有所回升。建国后，这些商号多转为国营商业。

第二节 外贸机构代理进出口贸易

建国后，对外贸易由国家外贸部门专营，地方由供销社代理出口商品收购

业务。由于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进行贸易的国家被限定在

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工艺品两大类。1953 年,全

县出口商品收购额 535 万元,1955 年增至 1128 万元。进口商品由国家统一分配

到商业部门经销，主要有布匹、化肥、西药、煤油等。1962 年,县供销社设外

贸股,专营出口商品收购业务。当年出口商品收购额 425 万元。为增加出口,国

家对收购出口农产品实行奖售政策。花生仁为当时出口大宗商品，年收购量在

5000 吨以上，主要出口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及香港地区。至 60 年代末，全县

出口商品年收购额为 1000 万元左右。70 年代初，草地毯、草提篮、勾针网扣

和棉麻抽纱制品等手工艺品出口量大增。

1975 年，成立乳山县对外贸易局,翌年又成立对外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

为国家、省外贸部门代理收购出口商品。1976 年,收购的出口商品增至 9 大类

56 种，收购额增至 2778.8 万元。其中花生仁、苹果、水产品、抽纱工艺品、

畜产品为大宗。进口商品主要有化肥、钢材、木材、电器用品及化纤制品。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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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县政府扶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至 1980 年共建立大花生、水产品、长毛

兔、板栗、草莓等各类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67 处,建立工贸联营企业 10 余家,全

县出口商品收购额增至 5022.8 万元。80 年代起，县外贸公司收购的出口商品

种类发展到轻工机械、化工、石材等工业产品。农副产品也由原料出口发展到

加工商品出口。1986 年，全县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达 10239 万元,首次突破亿元

大关。其中“三环”牌铜铁挂锁、布鞋、服装、白厂丝、皮件、丝针织品、抽

纱制品、勾针制品、水果罐头等工业产品出口收购额占 58.6%。进口商品除主

要引进一部分工业生产设备外，还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1987 年

后，工业企业重视发展出口创汇产品，农业加强了水果和港养虾等出口商品基

地的建设。至 1990 年，县外贸部门出口商品收购额增至 17286 万元，出口商品

达 14 个大类 100 多个品种。

进入 90 年代，改革外贸经营体制，进出口贸易打破地域界限，实行跨地区

经营。1994 年，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获自营进出口权，为全市 20 个企业代理

产品出口业务。至 1995 年，乳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为企业代理出口交货值

169 万美元，为山东省及威海市外贸部门代理收购出口商品额 2000 万元。代理

出口和代理收购出口商品达 14 个大类 100 多个品种。进口商品主要有五金、电

器、化妆品、化肥、农药、汽车、玩具等。

历年全市(县)外贸部门出口商品收购值分类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总值 粮油 食品 服装

纺织

工 艺

品

丝绸 轻工 机械 五

矿

化

工

设

备

土产 畜

产

其

它

1971 854.4 — 122.8 — 588 87.8 — — — — — 29.5 26.3 —

1972 1124.6 34.1 102.5 — 790.6 123.6 — — — — — 42.6 31.2 —

1973 1672.3 69.4 175.6 — 1126 171.7 — — — — — 54.2 75.4 —

1974 1657.4 75 146.3 — 1141 113.9 — 14 — — — 62.8 1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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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2200.4 564.6 234.1 — 874.4 211.6 12 21 — — — 73.7 209

1976 2778.8 490.6 219.9 — 1364.6 233.7 92.3 27.7 — — — 69.1 280.9 —

1977 2913.4 465.6 399.6 — 1505.6 178.1 71.3 15.3 — — — 40 237.9 —

1978 3617.5 626.3 147.5 — 1793.7 223.9 97.8 28.9 — — — 36.3 393.1 —

1979 4508.6 666.1 777.9 — 2089.9 279.5 42.9 74.3 3.4 — — 104.6 470 —

1980 5022.8 931.2 610.7 — 2538.9 264.9 65.7 114.4 8.4 — — 70 418.6 —

1981 5569.3 1152.8 818.6 — 2530 282.8 231 71.5 89.4 — — 40.5 352.7 —

1982 5566.2 1003.2 874.3 153.2 1961.7 305.6 403 95.8 1 — — 10 758.4 —

1983 4833.5 1677.5 946 63 893.9 355.6 425 41 3.1 — — 17.8 410.6 —

1984 5542.5 2198.4 837.5 111.7 1053.4 194.1 427 11.6 5.7 2.4 — 28.2 672.5 —

1985 6141.9 1578 1205.6 137.9 1215.4 577.6 469.6 14.1 4.1 5.2 3.3 71 860.1 —

1986 10239 3245 1628 154 1106 1577 1015 31 20 10 — 20 1433 —

1987 12591 4728 2140 151 1432 1322 1171 28 50 13 — 45 1511 —

1988 14111 4930 2965 97 1778 791 1197 35 281 — — 89 1948 —

1989 16021 6802 2376 394 1393 1185 1291 54 266 — — 223 2037 —

1990 17286 6025 2597 170 2173 1307 1349 31 419 77 20 1024 2094 —

1991 24478 8745 4205 1056 2167 2527 874 163 738 558 209 476 2683 77

1992 23702 5255 3357 2572 3270 2569 1689 39 1176 190 197 195 3015 178

1993 30750 5237 1010 5458 4035 3536 1664 619 1353 50 168 2 1926 5692

1994 34199 4600 121 3924 4712 8414 107 5016 — — 1561 3726 2018

1995 52909 — — — — — — — — — — — —

注:1995 年未做分类统计。

第三节 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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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有 14 家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自营进出口权。1994 年 3 月,乳山市对

外经济贸易公司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至年底，

先后有乳山市笙歌集团公司、乳山市水产供销集团、乳山市双连集团、乳山市

黄海花生制品厂、乳山市工艺品集团公司 5家生产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经营权。

同时一些没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挂靠外贸公司进行自营出口业务。是年，全

市自营出口 197 万美元。至 1995 年，全市有 6家市属企业和 137 家外商投资企

业获有自营进出口权。自营出口交货值达 1615.8 万美元。自营出口的工业产品

主要有：T/C 染色布、勾针衣、机制衣、睡衣、台布、运动装、工艺品、花生

仁、烤花生、油炸花生仁、粉条、淀粉、浓缩果汁、铜铁挂锁、刹车片等；加

工水产品主要有冻河豚鱼、盐渍牡蛎、冰鲜鲅鱼、文蛤、扇贝柱、杂色蛤、虾

蛄肉、皮虾肉等。自营出口扩大到韩国、日本、埃及、波兰、捷克、美国、新

加坡、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阿富汗、阿联酋、约旦、罗马尼亚、德国

等 15 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其中对日本出口 762.1 万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47.2%；对韩国出口 297.7 万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18.4%。自营出口的结汇方式

主要采用信用证制度及电汇结算。

第四节 对外加工与补偿贸易

对外加工 1992 年 4 月，乳山华恩水产有限公司与香港恩利有限公司签订

来料加工鳕鱼片合同，为乳山第一个对外加工项目。至年底，有 6家企业共签

订来料加工项目 6个，企业工缴费收入 308.3 万美元。1993 年，乳山市外经贸

委获有对外加工审批权，办理来料加工项目 4个，来料加工合同额 702 万美元，

企业工缴费收入 581.3 万美元。1994 年办理来料加工项目 41 个，合同总金额

2015 万美元，工缴费收入 362 万美元。1995 年办理来料加工项目 112 个，合同

总金额 2845.3 万美元，企业工缴费收入 723.8 万美元。是年底，全市共有 16

家企业从事来料(来件、来样)加工，其中从事鳕鱼片、蝴蝶虾、人造珍珠加工

的企业有乳山华恩水产有限公司和乳山华宏水产有限公司；从事皮包、皮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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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企业有乳山昌盛革制品有限公司和乳山光道毛皮有限公司；从事服装、鞋

帮加工的企业有乳山鑫鲁针织有限公司、乳山雄狮服装有限公司、乳山笙歌集

团公司、威海中超针织有限公司、乳山金光服装有限公司、威海金鹏服装有限

公司、乳山黎明服装有限公司等；从事玩具、工艺品加工的企业有乳山早一工

艺品有限公司；从事领带加工的企业有乳山东胜领带有限公司。来料加工的国

家和地区主要是日本、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等。

补偿贸易 1985 年 4 月，乳山县罐头厂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价值 36 万元的

日本产芦笋罐头生产线一条，为乳山开展补偿贸易之始。1992 年，中鲁果汁食

品工业公司用补偿贸易方式，引进日本山形日中贸易株式会社桃子去核机 2台，

每台 1万美元，用桃汁直接补偿机器价款，年内一次补偿完毕。到 1995 年该公

司又实现了 3项补偿贸易。同年 1月，乳山笙歌集团公司与香港森林(亚洲)有

限公司签订补偿贸易合同，港方提供毛衣织机 313 台，设备价款 19.5 万美元，

补偿方式用来料加工的工缴费补偿。笙歌集团公司为香港森林有限公司加工毛

衣 43.5 万件，4年内完成。3月，笙歌集团公司用补偿贸易方式引进韩国圣真

实业印刷株式会社服装印花机器设备 4台，总价款 7.2 万美元，采取综合补偿

方式，即用外方设备并由外方提供原料，按外方要求加工服装印花 450 万片，

补偿期为 5 年。7 月，笙歌集团公司与韩国三星物产株式会社签订加工服装补

偿贸易合同，韩方提供服装加工生产的特种机器设备 40 台，价款 10 万美元，

加工服装 120 万件，3 年内从每件服装加工费扣除 0.1 美元，作为设备价款，

扣完为止。

第五节 易货贸易

80 年代末，境内部分流通企业和个体经营商户，到中、苏边境贸易口岸用

当地花生、苹果、果汁饮料、服装等换取苏联的化肥、钢材、木材。90 年代初，

边境易货贸易活跃。1991 年 10 月，县纺织品公司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设立边贸

公司，挂靠黑龙江省边贸进出口总公司同江分公司，享有进出口权，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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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罗比詹自治州进行易货贸易。纺织品边贸公司用县罐头厂生产的水果罐头

1100 吨，换取俄罗斯钢材 1029 吨，银粉 15 吨。当年，县生资公司利用易货贸

易方式出口 1500 件大毛巾到俄罗斯，换回 15 台钢琴。1993 年后，易货贸易逐

渐停止。

历年全市(县)社会出口商品交货总值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总值

其中 出口经营渠道

工业品 农 副 产

品

本市外贸

部门

外省 省内其他 企业

自营

1971 906 707 199 855 — 51 —

1972 1202 992 210 1125 — 77 —

1973 1843 1469 374 1672 — 171 —

1974 1964 1505 459 1657 — 307 —

1975 2719 1838 881 2201 — 518 —

1976 3436 2376 1060 2779 — 657 —

1977 3602 2459 1143 2913 — 689 —

1978 4469 2996 1473 3618 — 851 —

1979 5340 3522 1818 4509 — 831 —

1980 6279 4660 1619 5023 — 1256 —

1981 6138 4392 1746 5569 — 569 —

1982 5951 4175 1776 5566 — 385 —

1983 5092 3186 1906 4834 — 258 —

1984 6126 3227 2899 5543 — 583 —

1985 7229 4720 2509 6142 — 1087 —

1986 11514 8016 3498 10239 — 1275 —

1987 14446 10612 3834 12591 — 1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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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16924 12957 3967 14111 — 2813 —

1989 25961 21462 4499 16021 350 9590 —

1990 31053 26689 4364 17286 445 12972 350

1991 33601 29073 4528 24478 1249 7315 559

1992 40239 36520 3719 23702 2358 13274 905

1993 50406 45695 4711 30750 6198 11965 1493

1994 68078 63728 4350 34199 9268 22936 1675

1995 87233 82038 5195 52909 6348 14240 13736

〔附〕乳山市部分主要出口产品简介

乳山大花生 因长期由青岛装船出口，故外商称青岛大花生。境内约有 200 年的种

植历史，为当地农民长期培育出的优良品种，果大粒饱，色泽红艳，清脆香甜，含有多种

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较高，为传统出口商品，常年出口量为 2 万吨。80 年代初，

建立花生制品厂，加工生产“海洋”牌烤花生果、油炸花生仁、脱皮花生仁等花生系列产

品，畅销日本、俄罗斯、波兰、瑞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

乳山苹果 因乳山长期隶属烟台市，故苹果出口时称烟台苹果。乳山地处胶东丘陵，

气温、光照、土壤等条件适宜苹果生长，有近百年的栽植历史。苹果品种繁多，果实着色

面大、颜色鲜艳，味道香甜，营养丰富，常年出口量 2万吨左右。主要销往欧美、东南亚

地区。

“飞轮”牌阳梨罐头 由境内特产阳梨(又称巴梨)配料加工制成。乳山阳梨以果肉

细腻，无渣、多汁，酸甜爽口而著称，清末曾被定为宫廷贡品。80 年代，乳山县罐头厂生

产的“飞轮”牌糖水阳梨罐头先后被评为省、部优产品，成为乳山重要出口商品，最高年

份出口量 3500 吨。主要销往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港澳地区。

“春光”牌浓缩苹果汁 由中鲁果汁集团公司生产，以新鲜的优质乳山苹果为原料，

采用国际先进设备和技术经过压榨、脱胶、澄清、浓缩而成,保持苹果原有的风味和营养

成分,清香爽口，色味俱佳，有“液体苹果”之称。经国外监测机构多次抽样鉴定，产品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获省、部优产品称号及 1990 年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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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 7000

多吨。

乳山对虾 乳山有 185.6 公里长的海岸线，滩涂面积 10 万亩，滩面平缓，底质肥沃，

潮稳水肥，饵料生物易于繁殖，是优良的对虾养殖生产基地。乳山对虾个头大、味道美，

虾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最

高年份出口量 2500 吨。主要销往日本、韩国、美国、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宁海绸 用柞茧丝制成的丝绸，因清末产于宁海州(今乳山市和牟平区境域)而得名。

建国后乳山经纶丝绸厂更新技术设备，开发生产的宁海绸种类繁多，质地优良，光泽柔和，

手感良好。产品主要销往意大利、德国、日本、法国、美国、韩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最

高年份出口量为 20 万米。

“乳山”牌棉麻布扣眼绣花大套 为乳山传统手工艺品，该产品做工精细，网眼清

楚，目孔方正。其成品既象在细密的筛底上镶嵌着富丽的花样，又似在平整布面上的精细

浮雕，图案虚实并举，明暗相间，层次分明，成为国际市场上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品。乳

山工艺品集团公司生产的产品曾获部优产品称号和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主要销往

日本、意大利、希腊、瑞士、西德、美国、香港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享有“抽纱灵魂”

之美称，最高年份出口量 150 万件。

“笙歌”牌系列服装 由乳山笙歌集团公司生产，包括运动装、滑雪衫、防寒服、

夹克衫、机织勾针花边绣衣、编织毛衫等系列产品。其中机织勾针花边绣衣质料讲究，工

艺先进，款式新颖别致，是服装行业的一次突破性改进，1988 年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

并在全省服装展销会上夺得“金星杯”奖。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意大利、香港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 120 万件。

“双连”牌铜铁挂锁 由乳山双连集团公司生产，采用工型弹子、加长弹子锁芯台、

安全片等装置，锁梁经特殊淬火处理，表面硬度高于钢锯硬度，具有防锯防盗特点。先后

被评为省优、部优产品，并获 1992 年北京第二届国际博览会银奖。产品远销美国、加拿

大及南美洲、东南亚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年份出口量 2000 万把。

“双蝶”牌工业缝纫机 乳山工业缝纫机厂生产的专业皮鞋缝纫机，为国家轻工部

定点产品。产品造型新颖，工作效率高，操作方便，灵活实用。主要产品 GA3-1 型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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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产品，并获轻工部外观产品质量二等奖。外销俄罗斯、伊朗、突尼斯、香港、台湾等

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 4000 台。

“海鸥”牌羊毛地毯 由乳山东方集团公司生产。产品选用优质羊毛，质地优良，

做工精细，花纹清晰，图案形象逼真，毯面光彩夺目，犹如锦缎，具有手感柔软丰满的特

点，深受海外客商的青睐。1989 年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并被英国 OCM 公司确定为专用

产品。产品畅销英国、日本、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 10 万平方米。

“乳山黑”花岗岩板材 乳山境内所产“乳山黑”花岗岩结构致密、粒细均匀，色

黑如墨,用此种花岗岩加工的板材，自然状态抗压强度达 422.6kg/cm2，含铁、铝成分较低，

抗腐蚀，光泽度强，堪称花岗岩板材之佳品。主要销往意大利、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

年出口量 30 余万平方米。

第四章 外经外贸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乳山县对外贸易公司(局) 1975 年 7 月成立乳山县对外贸易局。翌年 1月

成立乳山县对外贸易公司，与外贸局合署办公，由局统一设立办公室、计财组、

业务一组、业务二组和储运组。公司在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实行向烟台畜

产进出口公司报账制。1983 年，对外贸易局与外贸公司合并，为政企合一机构。

1984 年 3 月，对外贸易局改为对外贸易公司，为中央属企业。1990 年又改为县

属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乳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1985 年 11 月成立乳山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

会。1986 年 10 月与乳山县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合署办公。1989 年 2 月分设。

1992 年 1 月，乳山县对外贸易公司并入乳山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设办公

室、外经科、外贸科、财务科。至 1995 年，乳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乳

山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乳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乳山市翻译事务所、

乳山市昌禄国际贸易保税中心、乳山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乳山市外商咨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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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乳山市粮油进出口公司、乳山市食品进出口公司、乳山市工业矿产进出口

公司、乳山外贸出口基地建设公司、乳山市轻化工进出口公司、乳山市土畜产

进出口公司、乳山市进出口商品服务中心等机构。

第二节 外经管理

招商引资管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来乳山投资开发的外商逐年增

多，设立乳山县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公司，负责外商来乳山投资办企业的申

请立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协议合同的确定和企业的审报呈批事宜。对外商

投资企业的是否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企业法》及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本着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和参照

国际惯例等原则及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经过调查研究来确定。1992

年起，乳山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承办外商来乳山办企业的各种手续，直至批

准后发给注册证书和土地使用证书及营业执照。对外资引进的管理，本着优化

利用外资的行业结构和引导外资合理投向的原则，协助企业搞好可行性研究。

对引进的外资企业帮助促成尽快投产，形成生产能力，使产品及早进入国际市

场，提高引资的经济效益。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批准成立后，在经营中享有人、财、

物和产、供、销的自主权，在合同范围内，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在依法保障外

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及合法权益的同时，由外经贸委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执行情况和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指导和

监督。如监督其是否按期出资，是否依法经营，是否依法纳税，是否保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等。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由外经贸部门按照国家统计法规，

认真及时地进行统计上报，以正确反映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实绩。

劳务输出管理 90 年代后，对外劳务输出逐年增多，外经贸委设立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公司，负责与国际劳务市场的联络，对外签订劳务合同。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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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的职责范围、派出人员的条件、工作时间、工资、税款、

生活待遇、保密等。并负责对出国劳务人员的挑选和教育培训及劳务输出人员

的权益保障。

第三节 外贸管理

外贸出口计划及货源管理 建国后，外贸出口计划由上级下达，县供销合

作社兼管出口商品收购的管理。乳山县对外贸易局成立后，直接管理外贸业务。

80 年代后，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改由烟台市外贸局根据乳山往年出口供

货的实际情况下达出口供货计划，县外贸局、外贸公司负责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管理和组织货源。1987 年后，改由威海市外经贸委下达出口供货计划，县外贸

公司根据上级外贸部门的计划，负责制定本地的出口供货计划，然后下达到出

口企业，组织好出口货源，并把好出口商品质量关。

企业自营进出口管理 90 年代后，改革外贸经营体制，部分企业经审批取

得自营进出口经营权。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的取得，首先由企业申请，然后由市(县)

外经贸委审查，帮助整理上报材料，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外经贸部审批。市(县)

外经贸委同时负责对出口企业的业务人员进行外贸知识培训，并提供国家进出

口关税等外贸政策的咨询及汇率、运价、船期、许可证等有关信息，指导出口

企业开展外贸业务，帮助出口企业办理审证、制单、协调报关报验等业务。为

促进全市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1994 年后，市外贸

公司将自营进出口权延伸到有关企业中使用，报海关备案后，企业以外贸公司

为总代理，组织商品出口。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境内企业进口和出口产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货物许可证制度暂行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代表国家统

一签发进出口货物许可证。对需要进出口许可证的企业，在年初由企业提报计

划填写申请表，直接到山东省外经贸委和外经贸部驻青岛特派员办事处办理。

根据国家对进出口许可证的管理办法，乳山市外经贸委负责协助企业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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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许可证，帮助企业了解国际市场信息，保证产品及时进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