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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 陕西省国营纺织品商业，是解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J9锣年6

月，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成立，这是我省第一家专业性的国营

商业企业。Z9卯年3月，国家统一全国国营贸易，成立了中国花纱

布公司。(后改称中国纺织品公司)，并着手组建各级地方分支机构，

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随即改组为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

并在省内陆续成立了中国花纱布公司陕西省公司和各地、市、县公

司，形成一个完整的公司系统，．也是我省一个重要的商业行业。此

后，在历次商业机构改革中，大部分地、县公司并入当地百货公

司，由百货公司兼营纺织品业务。专营和兼营纺织品企业虽属两个

公司系统，但仍是同一个纺织品行业，．有关行业管理服务工作仍由

省，地、市纺织品(百货)公司统一承担。

。陕西省纺织品行业的主体企业是陕西省纺织品公司。它是J9加

年由原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管理机构)，中国纺织品公司西

安采购供应站(一级站，前身为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中国纺

织品公司陕西省西安采购供应站(二级站)合并而成的经济实体，

既兼一、二级站业务，又承担全行业管理、服务工作。统购统销时

期，陕西省纺织品公司的商品收购量占全省地产品的艿D一如％，年

销售额曾达JD亿元以上。是全国调拨省外的主要省份之一，七十年

代直接调拨省外的商品纱占全国棉纱调拨总量的三分之一，‘是全国

少数几个大型纺织品批发企业之一．， ．

+盛世修志。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大好形势下，陕西省纺织

品公司根据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省纺织工业公司的具

体要求，组织专门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初步编写了这本《陕西省

纺织品商业志》。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四十年，陕西省纺织品商业历经曲折

奋进的过程，在促进工业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完成对私改造、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累建设资金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经营管理中，也有不少

失误与挫折。‘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激励

广大职工，爱我行业，爱我公司，珍惜历史，开拓未来，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立新功。

本书编写过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收集资料难一。原因是有两

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行业管理的范围不一样。按照各地、市、

县公司双重领导体制的分工，购销业务的计划管理与政策管理均由

省纺织品公司统管到底，财务管理只管到本系统的专营企业，管不

到百货系统的兼营企业；储运、商检，人事，。教育等则全由当地商

业行政部门管理。二是企业的隶属关系不一样。省公司由J粥彳年起

划归省纺织工业公司领导，各地，市，县公司仍留在商业系统。由

于资料收集困难，本书只能以省公司发展史为主轴线，尽力反映全

行业发展面貌，因此，．兼有行业志与企业志的特点。

本书编写的商品内容，包括棉、毛、丝、化纤纺织品，针棉织

品及五十年代前期的棉花业务。年限从J9彳9年起，至J9韶年止。

全书共分十二章，前八章记述陕西省纺织品商业各个方面发展历史

的全部过程，后四章商品检验，仓储运输．财务会计与改革搞活，

主要记述省纺织品公司的情况。在有关章节中：插叙了解放前陕西

省纺织工商业的一些情况，以便读者清楚印证解放后所取得的光辉

业绩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著作，引用了一些资料，并承蒙

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还有不少职工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年

已八旬的顾树华、南瑞麟两位考经理和已退休的高文忠副总经理，

主动承担本书的主审工作，逐章逐节逐段逐字反复推敲，认真，修

改。对这些支持帮助过本书编写的领导和同志们，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写者思想水平、业务知识与写作能力的局限、书中难免

出现错误与缺漏，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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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至1988年末，随着我国国营商业经营

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演变，陕西纺织品商业的机构名称、经营范围、

职能与隶属关系，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

．。

，

第一节．国营纺针织品商业的建立与演变
。

一、西北区花纱布公司的建立及以后改组为中国

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一级站)
．I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域内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1948

年时是西北贸易公司。1949年5月20日，我省省会西安从国民党

政府统治下获得解放。同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西安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西安办

事处一。接管后于6月20日改组成立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这

是我省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 ．

：

为整顿市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

好转，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了《统_国家财政

经济工作的决定》，和《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贸

易部成立各专业总公司。1950年3月中国花纱布公司(简称总公

司)在首都北京成立。各大行政区相继成立大区级公司。中国花纱

布公司西北区公司(简称区公司)，于同年4月15日在原西北贸易

公司花纱布公司的基础上在西安改组成立。相继成立了西安市公

司、泾阳、’?胃南、宝鸡、成阳，大荔支公司，陕南、兰州分公司共

8个分支机构。西北地区甘、宁、青、新四省剿灭零星股匪的战斗

正在进行，需要大量的花、纱，布支援军需民用，同时华东地区主



要是上海的纺织业因棉花短缺急待陕棉支援。因此，区公司当时所

辖8个分支机构中，就有7个在我省产棉区境内。

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

1953年起，开始建站核资，推行经济核算制，将管理机构与经营机

构分设。1953年1月中国花纱布公司第五届经理联席会议上，总公

司根据上述原则，制定花纱布公司机构设置方案并在会上布置执

行。主要内容是：撤销各大区区公司；在全国各主要纱布生产基地

设立由总公司直接管理的花纱布采购供应站(即一级站)；成立各省

(区)公司；各省(区)已成立的分支机构一律改为二级站和三级批

发商店。

西北区商业管理局当时对方案中撤销区公司认为为时过早，但

因总公司已在经联会上布置执行，因此在1953年5月7日通知区公

司筹建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通知中没有提到撤销区公

司。同年5月8日；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成立，区公司

和西安采购供应站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

本年度区公司下属机构有：陕西、甘肃、宁夏省公司、新疆分

公司。

1954年初，商业部认为：对大区级商业机构撤销过急，使工作

受到了影响。决定恢复已撤销的大区公司。1954年2月16日摘掉

了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的牌子。1954年10月西北大行

政区结束后，区公司被撤销改组为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简称西安一级站)，于1955年1月1日开始办公。1956年总公司

交出棉花接管呢绒业务改名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一级站于同年6

月1日改名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1958年商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合一，总公司改为商业部的专业

局。西安一级站遂改名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

1962年商业管理体制又实行政企分设，恢复和建立各专业公’

司。1962年lO月1日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恢复中国纺织品公司

西安采购供应站原名。



1970年9月，根据商业部关于。将商业部直属一级站下放给地

方管理的通知”，西安一级站下放我省管理，省商业局随即决定并人

省公司。
”，

，．：
。

二、省花纱布(纺织品)公司的建立及其
系统机构的发展变化 。

一

1953年4月15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由区公司分出人力组建成

立中国花纱布公司陕西省公司(简称省公司)．同年4月21日接管

区公司所属在省内的18个分支机构． 一 ：

。 1954年初，业务扩大，。经营网点增加。到同年6月底，省公司

已有直属采购批发商店15家，采购批发站3家及22个采购组，连

同省公司共41个单位，职工1287人．同年7月，为准备在下半年

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根据西北区商业局以每一县设置花纱布公司分

支机构的指示精神，积极改组和扩建网点，专区设分公司、县设支

公司，这一年省内除留坝、佛坪两县和太白区、黎坪区未设花纱布

公司机构外，至年底全省共设分公司8个、支公司86个、商店13

个，连同省公司、西安市公司、西安中转站共有110个单位，职工

达2566人(不包括西安市公司和警卫人员)。这一时期是省公司业

务经营网点最多的时期。省公司下属分、支公司名称如下页表：

1956年省内部分花纱布分、支公司并入其它国营商业公司．同

年3月21日省商业厅通知，将兰田、耀县、白水、镇安，柞水、山

阳、商南、长武i千阳、镇巴、白河、宜君。黄陵、富县、甘泉、

志丹，吴旗等17个县花纱布经营机构并人当地百货公司；将淳化、

永寿、旬邑，林由．岚皋，黄龙、安塞、吴堡、佳县、清涧：神

木、府谷、’横山、靖边等14个县花纱布经营机构并入当地贸易公

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撤并白河支公司，而是撤并了镇坪、

宁陕、延川3个支公司。’ j。t ”．+

。

；

’
t。

．
： ．

．‘．

． i
。’。^

E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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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支公司 全 称

彬县、长武、永寿、扶风、礼泉 1．分公司的全称

淳化、周至、兴平、旬邑、乾县 是中国花纱布公

宝鸡 司陕西省公司×
陇县、凤翔、林由、武功、岐山 ×分公司，后简

眉县、千阳、虢镇 化为中国花纱布

潼关、临潼、华县、华阴、朝邑 公司××分公

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
司。’

渭南 2．支公司的全称

．大荔、高陵、泾阳、富平、耀县 是中国花纱布公

三原、兰田 司陕西省公司×

商洛 山阳、丹凤、柞水、镇安、洛南、商南
×分公司x×支

公司，．后简化为

镇坪、宁陕、岚皋．白河、平利 中国花纱布公司
安康

旬阳、紫阳、石泉、汉阴 陕西省××县公

镇巴、略阳、凤县、勉县，宁强
司。咸阳市仍称

汉中 支公司。

洋县、西乡、城固、褒城 3．虢镇后改称宝

宜川、洛川、富县、宜君、甘泉、黄陵 鸡县公司．

延安． ，

黄龙、吴旗、志丹、安塞、延长

延川、清涧、子洲、子长、吴堡
绥德

米脂，佳县

榆林 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

省公司直辖 咸阳、铜川、户县、长安

1956年，中国花纱布公司改名中国纺织品公司，省公司于同年

6月1日起相应改名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下属未撤交的分

支公司亦随之改名。同年6月1日省商业厅以(56)商秘字第1885

号通知，向省公司及各分支公司颁发木质园形印章。

本年度省公司下属分支公司名称如下：



1个市公司．|．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市公司． ⋯．

?8个分公司：中国纺织品公司宝鸡、渭南、·商洛、．汉中、安康

延安、榆林、绥德分公司 7．

7，．+

4个二级站：中国纺织公司陕西省西安、渭南、汉中、绥德批

发站7， ‘，u ’，’

．t

，，3个支公司：中国纺织公司陕西省成阳、宝鸡、汉中支公司，．

58个县公司：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铜川、户县、长安、宝鸡

，彬县、扶风、礼泉，周至、兴平、乾县、武功，’．
． 。岐山、眉县，陇县、‘凤翔、高陵、泾阳、潼关一

临潼、三原、富平、华县、华阴、朝邑、蒲城

，-澄城、合阳、韩城，大荔，渭南、丹凤、洛南

商县、平利、旬阳、紫阳，石泉、汉阴、安康
。

白河、略阳、凤县、勉县、洋县、宁强、西乡
。

城固、褒城、宜川、洛川、延长、延安、子洲、

子长、米脂、绥德、定边、榆林县公司

1956年1月，商业部成立中国针棉织品公司。我省在1956年7

．月1日也对口成立中国针棉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并组建了分、支

机构。其下属分支公司如下： ‘，

3个批发站：中国针棉织品公司陕西省西安、渭南、宝鸡批发
“

’

站．
．

‘，

‘ j

(渭南、宝鸡站分别兼渭南、宝鸡县公司)
’’

1个市公司：中国针棉织品公司西安市公司 ，

1、

’

2个支公司：中国针棉织品公司咸阳，汉中支公司 一

。7个县公司：中国针棉织品公司陕西省三原、。大荔、铜川、延

安、绥德、安康、商县县公司 。

一1958年商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合一，同年1月1日省商业厅将

省纺织品公司、省针棉织品公司合并，组成省商业厅棉纺织品业务

处。同年lo月21日又与百货、医药业务处合并，改称省第一商业
。

厅工业品贸易局。1959年6月将百货、医药业务又重新划出分设，



遂改名省商业厅纺织品贸易局。1961年12月1日恢复专业公司建

制，改称陕西省纺织品公司。中国纺织品公司恢复建制后，1963年

恢复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原名。

在此期间，除保留省辖市公司和二级站外，县公司改组为县商

业局的纺织品(百货)经理部，实行企业管理机构和行政部门合一

的形式。1962年恢复专业公司建制后省公司下属机构只保留西安、

宝鸡、咸阳、铜川4个市公司。其余各县均恢复百货公司，兼营纺

织品业务，纺织品业务受省公司领导。随后成立了西安市服装公

司，汉中地区公司及岐山、勉县、西乡等县先后又从百货公司分设

纺织品公司。

三、陕西省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二级站)的建立

．1954年9月1 5日中国花纱布公司陕西省公司西安中转站成

立，承担省外进货中转业务。1956年2月省商业厅(56)商机业字

第016号通知。关于调整国营商业机构，将该站的中转业务改为购

销业务。1956年6月1日又随着公司的名称变动而改名中国纺织品

公司陕西省西安批发站。(简称西安二级站)。随着省针棉织品公司

的建立，同年7月1日省商业厅批准成立中国针棉织品公司陕西省

西安批发站(简称西安针二站)。1958年政企合一后，于1959年1

月1日改纺织品批发站为陕西省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改针棉织

品批发站为陕西省西安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鉴于宝鸡纺织站业务

较小，1959年5月省商业厅批准，将该站撤销并入西安二级站，由

该站设立驻宝鸡工作组。将宝鸡针织站改为西安针二站宝鸡分站．

1962年5月宝鸡针织站恢复原称，宝鸡工作组也并入宝鸡针织站。

1962年10月省商业厅决定，将西安针二站和西安二级站合

并，定名为陕西省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1963年5月改名中国纺

织品公司陕西省西安采购供应站。

四、西安一、二级站并入省公司，转变为经营实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一级站、西安二级站．省公司党政组



织全部瘫痪，1968年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期：西安二级

站是1968年1月17日；省公司是同年3月23日；西安一级站是同

年9月19日。 。，
·

．1970年5月15日省商业局决定将西安二级站并入省公司，当

月16日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同年9月西安一级站下放我省，按照省

商业局决定，在9月下旬与省公司合并完毕，10月1日组成临时领

导小组。1971年2月8日组成三单位合并后的。革命委员会”．粉碎
、 。四人邦”反革命集团后，，到1978年6月1日，上级明令取消。革命

委员会”，恢复陕西省纺织品公司名称。 ．j

1980年省商业厅根据国务院(79)244号文件和全国商业厅局

，．长会议精神，从有利于组织商品流通，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批

。准成立陕西省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同年11月‘1日西安站与

省公司分设。 ， ! ．．

”

1983年9月，省商业厅陕商研(83)7号通知：。为了加强纺织

品采购业务，把省纺织品公司办成名符其实的经济实体，经省政府

批准，将省纺织品公司与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合并”。1983年10

月省公司与西安站合并。‘． ，

五，产销合一，省公司划归省纺织工业公司领导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纺织品主要产区试行纺织品产销合

一体制。由于省内纺织工业和全国同样发展较快，产销之间矛盾增

大。1984年省经济委员会根据省政府经济工作会议纪要，于同年1

月21日，陕经轻发(84)018号通知_为了加强我省纺织品的产销

衔接，广开产销渠道，搞好生产和流通，建议将商业的纺织品批发

业务(包括省内调出、调入任务)与工业合并，实行产销一体”．省

商业厅同年2月14日厅务会议纪要第三条：。省政府决定，省纺织品

公司和汉中、宝鸡纺织品公司(兼站)移交省纺织工业公司领导”。

据此，于1984年1月省纺织品公司由省商业厅移交省纺织工业公司

领导，汉中、宝鸡两地均未执行。

1984年省纺织工业公司陕纺办(84)010号通知要求省公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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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筹办一个固定性的。陕西省纺织品贸易中心”。经过筹备，陕西省

纺织品贸易中心，于同年9月8日成立对外营业和省公司是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

附：陕西省纺织品公司机构演变示意图(一)、(二)、(三)、

(四)
一

陕西省纺织品公司机构演变示意图(一)

原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公司是陕西省纺织品公司的合成单位之

1949年6月20日成立，1970年9月30日并入陕西省纺织品公

其演变过程如下：
西北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

(1949年6月20日_1950年4月14日)
． +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 ．

(1950年4月15日一1953年5月7日)
一 I

‘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

(1953年5月8日一1954年2月26日)

l

一8一

‘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1953年5月8日一1954年2月26日)

l

山
’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
’

(1954年2月27日_1954年12月31日)
-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1955年1月．1日_1956年5月31日)
士

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1956年6月1日_1957年12月31日)
士

西安纺织品采购供应站

(1958年1月1日_1962年9月30日)
士

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



(1962年1Q月1日■1968年9月18日)
，

’

中国纺织品公司西安采购供应站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9日一1970年9月30日)

陕西省纺织品公司机构演变示意图(二)
●

原中国花纱布公司陕西省公司与中国针棉纺品公司陕西省公

司，分别成立于1953年4月15日与1956年7月1日，于1958年

1月1日合并为陕西省商业厅棉纺织品业务处，1970年5月15日并

入陕西省纺织品公司，也是陕西省纺织品公司的合成单位之一．其

演变过程如下： ·．

中国花纱布公司陕西省公司 中国针棉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

(1953年4月15日一1956年5月31日) (1956年7月1日一1957年12月31日)
．·

◆ 。

’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
‘

(1956年6月1日一1957年12月31日)
l I ．

山 ．

， 陕西省商业厅棉纺织品业务处

． (1958年1月1日■1958年10月20日)
t

“ 士
陕西省第一商业厅工业品贸易局

(1958年10月21日_1959年5月31日)
士

陕西省商业厅纺织品贸易局
、 (1959年6月1日■1961年1 1月30日)

◆
陕西省纺织公司(管理单位)

“

(1961年12月1日_-1963年4月15日)
◆

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 ．

(1963年4月16日■1968年3月22日)·
．

士
中国纺织品公司陕西省公司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23日一197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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