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L～NG SHANGYE JIAOYUZHI

浙江商业教育志
(1973—1995)
浙汀f衔、Ik靴fr．占编卅垂*会编。，j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江商业教育志

(1973—1995年)

《浙江商业教育志》编审委员会编写．
●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江商业教育志》编审委员会
-

● ．

主任曹金荣． ．，

副主任郑丽华 、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以熊 毛洪严 吕维明

何也可 吴金林 陈培均

郑丽华 邬士君 俞吉兴

胡尧坤 胡燕燕 曹金荣

主 编

副主编

曹金荣

毛洪严 胡尧坤



序 言

全面反映浙江商业教育历史进程的《浙江商业教育志》出版

了，这是全省商业教育系统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

．

浙江商业教育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就生气勃勃，并

为浙江商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

击，几近窒息，到19"73年才逐步得到恢复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同志

南巡谈话后，发展尤为迅速。《浙江商业教育志》以翔实的史料，用

写实的手法。历史地记述了从+1973年到1995年浙江省商业厅转

制止的商业教育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4这里有许多好的办学经验

可资借鉴，这对启迪、激励后人继续开拓前进，搞好商业教育具有

深远意义。
。

’

’ ’‘

‘

，

’2§年来浙江商业教育，在省政府和省商业厅党组的领导下，

由于全体商业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奋斗‘，1商业教育事业

发展较快。据1995年底统计，省属商、技、干校8所；市(地)局属

商、技、干校lo所(其中职工中专l所．、商技校。1所，干校或培训中

心87所)；县(市)和企业的商职校47所。 o

’’80年代中期，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我们提出“围绕商业办教

育，办好教育促商业”的办学要求，走的是部门办学道路。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省商业教育从部

门办学逐步向社会开放。我们．又提出“围绕市场，立足商业，面向社

会，服务经济”的办学要求，除了办好全日制中专、技工教育以外，

形成多规格、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办学格局i其中包括联办函授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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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函授专科、电大专科、大专自学考试、大专专业证书；成人中

专普通班、函授中专、自考中专、电视中专、中专专业证书、职业高

’中及各类短期培训班等，形成经济管理、理工、文科和艺术等各层

次学科专业58个，建立了商业教育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实现商业教育投资体制多元化，各校从实际情况出发，大力

发展校办产业，大抓预算外创收。自1973—1995年23年中，仅省

属商、技、干校除国家财政拨入事业费8121万元和国家拨款及省

商业厅利润留成投入专项资金、基建投资6299万元外，学校预算

外创收464§万元，其中1992--1995年用于扩大教育规模投入就

有1547万元。随着投入的增加，商业教育规模也有了相应的扩大。

1995年底全日制中专(技)学校在校生达到11038人，成人大、中

专学历教育在校(读)生也达到4203人，创我省商业教育历史最高

记录·。 ．

我省商业教育为商业系统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专业建设人才。

白1973年恢复商业教育至1995年底，全日制中专(技)学校输送

毕业生26652人；成人学历教育截止1995年底，全省取得高等教

育毕业证书(含大专专业证书)有8331人，取得中等教育毕业证书

(含中技、冲专专业证书)10190人。在此期间，全省商业干部、职工

有550944人(次)参加省、市(地)商业干校和县(企业)商职校各类

专业培训班学习。全省商业职工人均受训2．8人(次)。

由于我省商业教育所作出的成绩，浙江省商业厅在1982年被

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职工教育先进单位”。中专(技)校教

育，经省教委组织首批中专评估，温州商校、浙江商校和舟山商校

(舟山石化学校)于1993年跨人部、省级重点中专行列，其中温州

商校于1994年又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宁波商校也于

1994年12月经省教委组织评估，被评为A级中专学校。

由于全省各级政府和商业行政部门对商业教育的领导，依靠

干部、职工的学习积极性，我省商业干部、职工的文化结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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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变化。全系统干部、职工文化程度，1995年与1988年、1981年

相比：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分别增长108．71％和865．71％；中专

分别增长73．72％和276．70％；高中学历职工也有较大增长。初中

学历和小学及其以下的职工，有较大幅度下降。商业教育的．发展，

对提高全系统干部、职工素质，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发挥国有商业

主渠道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

‘

《浙江商业教育志》的出版，为我省关心和从事商业教育工作

的同志，正确运用历史经验，发扬优良的办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时

期，以新的精神风貌，开拓创新，迸一步开创商业教育的新局面作

出新贡献，创造了条件。这是编写本志的目的。

让浙江商业教育这块园地春色满园，硕果累累。

爱娣
’l

1996年1月20日



’凡 例

一、《浙江商业教育志》记述的是浙江商业教育的历史过程。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浙江国有商

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力求反映行业教育的特色。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白197-3年8月起，下至1995年12月。

为反映事物发展全貌，或适当上溯，或稍作延伸。

．三、本志使用的名词、名称、行业用词均以现在使用的统一名

称为准．，不能统一的依照习惯。文件、机构等名称以当时使用名称

记述，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

四、本志统计数字来源：一是国内贸易部(商业部)和省商业厅

制定的各种商业教育年报表；二是为编写《浙江商业教育志》下发

的15种统计表。数字书写方法按1987年2月1日试行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

五、本志计量单位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有

关规定使用。

六、本志的史料主要来自厅档案室和省档案局商业教育档案

资料，也有少量来自商、干、技校和市(地)县商干校、商职校的教育

资料。
‘

七、本志采取横排竖写体例，全志设四编14章、浙江商业教育

活动实录和附录。章下分节、目。

八、本志注释采取脚注方式。表格以章编码，不编通码。

·5·



九、浙江商业教育活动实录，采取分年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

排刿次序。为方便查阅，有的也按性质归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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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撰写《浙江商业教育志》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我省自

1973年至1995年商业教育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发扬广大。 。

在省商业厅党组领导下，由于各部门的支持，在这20多年中，

我省的商业教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j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了发

扬办学优良传统，激励后人继续开拓前进，经厅领导同意，厅教育

处把撰写《浙江商业教育志》列入1995年的工作计划，同时成立了

《浙江商业教育志》编审委员会，开始本志撰写准备工作。在大量搜

集商业教育史料工作的基础上，1995年7月讨论拟定本志的提

纲，随即着手《浙江商业教育志》的撰写。历时一年余，于1996年

lo月完成《浙江商业教育志》(讨论稿)撰写工作。讨论稿打印成册

后，曾分别送省商业管理办公室、省商业集团公司领导和省属商、

技、干校及有关同志审阅。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由作

者再次作了，补充修改后定稿。
’

《浙江商业教育志》由高级经济师曹金荣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兼

主编，郑丽华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高级讲师毛洪严、高级经济师

胡尧坤任副主编。本志各章作者是一毛洪严’：第一、三、四编第
l一3章、第9_14章；郑丽华：第二编第4—8章及浙江商业教育

活动实录；简介(附录)由省属商、技、干校提供。参与本书编校工作

的还有徐方平同志。本志由编审委员会集体审定。

在本志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省档案局，厅档案室，省属商、技、

干校和杭州商业职工中专及湖州商技校等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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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

．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吊不足与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
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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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浙江商业教育历程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为改造旧商业，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下，浙江省委和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发展商业教育。到。1965年，全省已建有面向社会招生的全

日制商业(职业)学校6所。一。 ，

‘商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摧残。

1966年秋各商(职)校停止招生，在校生毕业分配后即停办的有：

温州市商职校、浙江省商职校、宁波市商职校、舟山商职校。改变学

校体制的有：杭州商职校划归杭州市教育局领导管理，改办为杭州

五四中学；杭州商校划归杭州市革委会领导管理，-改办为杭州师范

学校。 ．

浙江商业成人教育，建国后也有了新的发展，但在“文革”期

间，同样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以培训商业在职干部为主的浙江省

财贸于校于1966年停办，并于1969年11月撤销。教职员工被调

走，校舍被占甩，教学设施被流失，图书资料散失殆尽。市、县的财

贸(商业)干部、职工学校也受到了类似的遭遇。至此，经过近20年

辛勤建设起来的浙江商业教育事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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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一浙江商业教育沿革

一、重建商业教育 ．

浙江商业教育是在1973年开始恢复的。当时，全省国营商业

系统有20余万职工，以每年自然减员。1。5％计算，一年需要更新

3000人，但在质量上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各类管理和专业技术人

员奇缺，没有培训渠道。同时由于商业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商业队

伍急需补充新的人员。再从商业人员素质方面看，问题更多。经过

“文革”十年动乱，业务骨干变动大，新手多，不少新职工存在轻商

思想，业务技术不熟悉，严重影响服务质量，远不能适应商业工作

的需要。据此，我省商业行政领导部门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

解决这个问题，把重建商业教育列入自己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1973年8月7日，经浙江省革委会批准，恢复浙江商校(该校

基础为原杭州商校)，当年招收财务会计、计划统计两个专业的中

专新生。1974年12月到1975年7月。，又相继建立了魁山商校、台

州商校和宁波商校，先后向社会招收中专或中技新生。 ．．

二、商业教育的发展和调整提高‘
’

(一)发展
’ ■

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

业。根据1977年10月商业部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商业教育工作座

谈会精神，我省商业行政领导部门，采取一系列加快发展教育措

施，经省革委会批准，1978年～年内，就先后新建了丽水商校、温

州商校、杭州商业技工学校和金华商业技工学校。次年，省劳动局

又批文同意建立温州商业技工学．校、宁波商业技工学校和舟山商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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