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资志

．01986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志市林吉



口 林 - J
●

物资志

I ▲
I▲

．I卧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新登字07号

ISBN 7—80528—82‘一L

堋 8 8

【m
824 6 >

吉林市志物资志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I

l

《吉林市志》审定小组

组 长 徐祚祥
．．?

副 组 长 胡国军 孙德福
～

成 员 林明棠 张柏林 ‘连成昌

、一2．
i

-‘，’’ 曹庆凯 丁恒海 万金书

杨巨学

㈠。 、

《吉林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 胡国军

副 主 编 孙德福 林明棠

连成昌． 曹庆凯

本卷责任副主编 曾庆凯 万金书

本 卷 编 纂 张柏林 刘丽萍

李 旭 刘金水

r一、

‘-一



I

l

《吉林市志》审定小组

组 长 徐祚祥
．．?

副 组 长 胡国军 孙德福
～

成 员 林明棠 张柏林 ‘连成昌

、一2．
i

-‘，’’ 曹庆凯 丁恒海 万金书

杨巨学

㈠。 、

《吉林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 胡国军

副 主 编 孙德福 林明棠

连成昌． 曹庆凯

本卷责任副主编 曾庆凯 万金书

本 卷 编 纂 张柏林 刘丽萍

李 旭 刘金水

r一、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吉林市志物资志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杨希森

副 主 任 梁文阁

委 员 袁文学 朱贵山 邱苏革

主

主

编

欧阳立衷 孟鹏飞 马初男

王可瑞 郑建国 刘焕忠

韩家麒 梁富武 盖风阳

审 梁文阁

编 郭鸿文

辑 张志诚

1



目 录

第一篇物资流通，f， 桶| 1；，J乡土∥lL．圯

目 录

(1)

●

。

(3)

(7)

(15)

第一章物资计划⋯⋯⋯⋯⋯⋯⋯⋯⋯⋯⋯⋯⋯⋯⋯⋯⋯⋯⋯⋯⋯(41)

第一节计划体制⋯⋯⋯⋯⋯⋯⋯⋯⋯⋯⋯⋯⋯⋯⋯⋯⋯⋯⋯⋯⋯(41)

’第二节计划编制⋯⋯⋯⋯⋯⋯⋯⋯⋯⋯⋯⋯⋯⋯⋯⋯⋯⋯⋯⋯⋯(46)

第三节计划检查⋯⋯⋯⋯⋯⋯⋯⋯⋯⋯⋯⋯⋯⋯⋯⋯⋯⋯⋯⋯⋯(53)

第二章物资购进⋯⋯⋯⋯⋯⋯⋯⋯⋯⋯⋯⋯⋯⋯⋯⋯⋯⋯⋯⋯⋯(61)

第一节金属材料⋯⋯⋯⋯⋯⋯⋯⋯⋯⋯⋯⋯⋯⋯⋯⋯⋯⋯⋯⋯⋯(61)

第二节木 材⋯⋯⋯⋯⋯⋯⋯⋯⋯⋯⋯⋯⋯⋯⋯⋯⋯⋯⋯⋯⋯(66)

第三节煤 炭⋯⋯⋯⋯O U—l O⋯⋯⋯⋯⋯⋯⋯⋯⋯⋯⋯⋯⋯⋯⋯(71)

第四节化工轻工材料⋯⋯⋯⋯⋯⋯⋯⋯⋯⋯⋯⋯⋯⋯⋯⋯⋯■⋯(75)

第五节建筑材料⋯⋯⋯⋯⋯⋯⋯⋯⋯⋯⋯⋯⋯⋯⋯⋯⋯⋯⋯⋯⋯(81)

。第六节机电设备⋯⋯⋯⋯⋯⋯⋯⋯⋯⋯⋯⋯QO O,g DO⋯⋯⋯．．．⋯⋯·：，(87)

第七节金属回收⋯⋯⋯⋯⋯⋯⋯⋯⋯⋯⋯⋯⋯⋯⋯⋯⋯⋯⋯⋯⋯(93)

第三章物资供应⋯⋯⋯⋯⋯⋯⋯1．-．：．．．’⋯小“⋯⋯⋯⋯⋯⋯⋯⋯⋯(95)

第一节金属材料⋯··妄，，J?⋯‘-．．⋯·D B gl D⋯!¨¨⋯⋯⋯⋯⋯⋯⋯⋯⋯(95)
。

。-1●J_··。

第二节木 材⋯⋯⋯⋯⋯⋯⋯⋯⋯⋯⋯⋯⋯⋯⋯⋯⋯⋯⋯⋯⋯(102)

第三节煤 炭⋯⋯⋯⋯⋯⋯⋯⋯⋯·：：⋯⋯一⋯··：··≥·；⋯⋯⋯⋯·(110)

]
、

言例述记甘寸序凡慨大



2 目 录

第四节化工轻工材料⋯⋯⋯⋯⋯⋯⋯⋯⋯⋯～⋯⋯⋯⋯⋯⋯⋯⋯”(113)

第五节建筑材料⋯⋯⋯⋯⋯⋯⋯⋯⋯⋯⋯⋯⋯⋯⋯⋯⋯⋯⋯⋯⋯(118)

第六节机电设备⋯⋯一⋯⋯⋯⋯⋯⋯⋯⋯⋯⋯⋯⋯⋯⋯⋯⋯⋯⋯(121)

第七节废金属⋯⋯⋯⋯⋯⋯⋯⋯⋯⋯⋯⋯⋯⋯⋯⋯⋯⋯⋯⋯⋯(127)

第四章企业供料⋯⋯⋯⋯⋯⋯⋯⋯⋯⋯⋯⋯⋯⋯⋯⋯⋯⋯⋯”(129)

第一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供料⋯⋯⋯⋯⋯⋯⋯⋯⋯⋯⋯⋯⋯⋯⋯(129)

第二节沈铁吉林物资管理中心供料⋯⋯⋯⋯⋯⋯⋯⋯⋯⋯⋯⋯⋯(137)

第三节国营第五二四厂供料⋯⋯⋯⋯⋯⋯⋯⋯⋯⋯⋯⋯⋯⋯⋯⋯(139)

第四节舒兰矿务局供料⋯⋯⋯⋯⋯⋯⋯⋯⋯⋯⋯⋯⋯⋯⋯⋯⋯⋯(141)

第五节吉林炭素厂供料⋯⋯⋯⋯⋯⋯⋯⋯⋯⋯⋯⋯⋯⋯⋯⋯⋯⋯(143)

第六节吉林造纸厂供料⋯⋯⋯⋯⋯⋯⋯⋯⋯⋯⋯⋯⋯⋯⋯⋯⋯⋯(144)

第七节吉林铁合金厂供料⋯⋯⋯⋯⋯⋯⋯⋯⋯⋯⋯⋯⋯⋯⋯⋯⋯(148)

第八节蛟河煤矿供料⋯⋯⋯⋯⋯⋯⋯⋯⋯⋯⋯⋯⋯⋯⋯⋯⋯⋯⋯(150)

第九节吉林省白石山林业局供料⋯⋯⋯⋯⋯⋯⋯⋯⋯⋯⋯⋯⋯⋯(153)

第十节上营森林经营局供料⋯⋯⋯⋯⋯⋯⋯⋯⋯⋯⋯⋯⋯⋯⋯⋯(154)

第五章服务市场⋯⋯⋯⋯⋯⋯⋯⋯⋯⋯⋯⋯⋯⋯⋯⋯⋯⋯⋯⋯(170)

第一节信托服务⋯⋯⋯一⋯⋯⋯⋯．．．⋯⋯⋯⋯⋯⋯⋯⋯⋯⋯⋯⋯(170)

第二节贸易中心⋯⋯⋯⋯⋯⋯⋯⋯⋯⋯⋯⋯⋯⋯⋯⋯⋯⋯⋯⋯⋯(174)

第三节租赁服务⋯⋯⋯⋯⋯⋯⋯⋯⋯⋯⋯⋯⋯⋯⋯⋯⋯⋯⋯⋯⋯(176)

第四节加工服务⋯⋯⋯⋯⋯⋯⋯⋯⋯⋯⋯⋯⋯⋯⋯⋯⋯⋯⋯⋯⋯(179)

第六章物资协作⋯⋯⋯⋯⋯⋯⋯⋯⋯⋯⋯⋯⋯⋯⋯⋯⋯⋯⋯⋯(184)

第一节协 进⋯⋯⋯⋯⋯⋯⋯⋯⋯⋯⋯⋯⋯⋯⋯’⋯⋯⋯⋯⋯⋯(184)

第二节协 出⋯⋯⋯⋯⋯⋯⋯⋯⋯⋯⋯⋯⋯⋯⋯⋯⋯⋯⋯⋯⋯(185)

第二篇经营管理，门一棚；-工昌吕^士

第一章物资管理⋯⋯⋯⋯⋯⋯⋯⋯⋯⋯⋯⋯⋯⋯⋯⋯⋯⋯⋯⋯(189)



目 录 3

第二章财务管理⋯⋯⋯⋯⋯⋯⋯⋯⋯⋯⋯⋯⋯⋯⋯⋯⋯⋯⋯⋯(223)

第二节县(区)物资企业财务⋯⋯⋯⋯⋯⋯⋯⋯⋯⋯⋯⋯⋯⋯⋯(232)

第三节市属工业局物资供销财务⋯⋯⋯⋯⋯⋯⋯⋯⋯⋯⋯⋯⋯⋯(233)

第三章物价管理⋯⋯⋯⋯⋯⋯⋯⋯⋯⋯⋯⋯⋯⋯⋯⋯⋯⋯⋯⋯(238)

第四章职工队伍⋯⋯⋯⋯⋯⋯⋯⋯⋯⋯⋯⋯⋯⋯⋯⋯⋯⋯⋯⋯(254)

第三篇物资机构弟二扁 韧贫列L构

第一章管理机构⋯⋯⋯⋯⋯⋯⋯⋯⋯⋯⋯⋯⋯⋯⋯⋯⋯⋯⋯⋯(265)

第二章经营机构⋯⋯⋯⋯⋯⋯⋯⋯⋯⋯⋯⋯⋯⋯⋯⋯⋯⋯⋯⋯(281)

第二节县物资专业公司⋯⋯⋯⋯⋯⋯⋯⋯⋯⋯⋯⋯⋯⋯⋯⋯⋯⋯(297)

第三节 中直工业企业物资供销机构⋯⋯⋯⋯⋯⋯⋯Q· g·QI O⋯，(30，2)

、 丫

[’I

LIII-『．ro‘‘o}}I‘}l}



4 目 录

第四节省直工业企业物资供销机构⋯⋯⋯⋯⋯⋯⋯⋯⋯⋯⋯⋯⋯(318)

第五节市属工业局物资供销处⋯⋯⋯⋯⋯⋯⋯⋯⋯⋯⋯⋯⋯⋯⋯(327)

修志始末⋯⋯⋯⋯⋯⋯⋯⋯⋯⋯⋯⋯⋯⋯⋯⋯⋯⋯⋯⋯⋯⋯⋯⋯⋯(335)

1



序
'

口

吉林市物资局，根据市政府和省物资局的统一部署，于

1985年末贯彻四平会议精神，开始组建修志机构，调配专职修

志干部，负责编写《吉林物资系统丛书》《吉林市物资志》。经

过2年多的努力，业已成书。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4月开

始征集驻吉林地区的中直企业、省直企业和市属各工业局、各

县(区)物资局的物资流通资料，又经过5年多的努力，完成

《吉林市志物资志》的编纂任务。

《吉林市志物资志》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比较翔实的

资料，本着详今略古的精神，略记物资流通历史，详述当今物

资流通始末，着重记述地区物资系统有计划的物资流通、经营

管理；并将中直、省直企业和市属工业部门物资供应的某些侧

面和主要特点加以综合叙述。基本上概括了吉林地区物资流

通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本书按3篇12章53节的结构，

在横向记述上，力求反映所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纵向记

述上，力求反映事物变化的阶段性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吉林市志物资志》的编纂成书，既较系统地收存了便于

查用的资料，有利于为领导机关和物资管理部门提供工作决

策的依据，又为今后续修志书打下基础。但由于资料收集范围

广，难度大，失散多，达不到尽善尽美的要求，势必影响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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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更因编纂者的理论和文字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

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所以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杨 希 森

1993． 12



例

一、《吉林市志物资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思想。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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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吉

林地区物资流通、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情况，用较为真实可靠

的资料，反映物资工作的客观规律。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详内略外的

精神，略述历史、详记当今。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以篇、

章、节、目4层结构的编纂方法，按照物资流通、经营管理和

物资机构的顺序，分3篇12章53节进行编写的。

三、本志上溯1 673年，以吉林设治为始记述，下限断至

1985年。

四、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采用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

元纪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各级政府、官职

等，均以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谓。个别地方用括号注以当今

地名。

七、本志所用统计表格均为阿拉伯数字。行文中以数字作

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一般用汉字；物



资名称代号按当时通用记法或用英、俄文字母或用汉字拼音

字母。

八、本志资料来自两方面：一是省、市图书馆、档案馆，

计委，统计局；二是各工业局和各驻吉中央直属、省属工业企

业。凡属于地区综合性数据，均出自市综合部门。编写时为了

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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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吉林市志物资志》系统地记述了吉林市(含地区)自1 673

年到1985年3百多年间，工业生产资料经营管理的状况和不

同历史时期物资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的自身

发展的规律。

吉林地区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松花江上游航线和长

图线、沈吉线、拉滨线、吉舒线、烟白线、吉丰线等铁路，把

吉林市和五县(永吉、桦甸、磐石、蛟河、舒兰)一区(左家

特区)结成整体，为物资流通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随着国民经济El新月异的发

展，吉林地区逐步建立起以市、县(区)物资局为核心的物资

经营管理机构和以市直各工业局供销处、省直、中直企业物资

供销部门为骨干的物资供销网络，担负着全地区396．4万人

口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所需的生产资料供应任务。通过计划分

配、市场调节，满足社会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起到连结

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吉林地区的物资流通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在清

朝、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工业生产落后，生产水平低

下，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进入流通领域的生产资／

料微不足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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