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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水产供销志》．是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编纂<哈尔滨通志、通史、专

志、专史>的决定》，在市商业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商蚕地

方志办的具体指导下，《水产供销志》从1983年开始编纂，

经历了搜集资料、整理认定、筛选分类、确立篇目、编纂试

写、多次修改，于一九九二年一月，最后编纂成约十二万字

的水产供销志。这是哈尔滨市第一部水产供销志．

《哈尔滨市水产供销志》的出版。是公司物质、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编纂的目的。在乎系统的记载、了

解、研究哈尔滨水产供销行业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变化，

从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为企业和后人服务，

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水产供销志》的编纂，本着。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

原则，特别是水产公司成立后的历史，力求做到全面详实．

它所反映的内容广泛，时间较长，上限从1906年起，下限

到1990年止，经过了满清末期、中华民国、伪满洲国、国

民党占领哈尔滨时期、哈尔滨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

期、建国后至1955年、1956年市水产供销公司成立至1990

年共有八十六年的历史。从内容共分为综述、经营机构及变

迁、购进、储藏运输加工、销售、渔业生产、渔需物资经

营、企业管理、先进集体人物等九章三十九节，并附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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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比较详细的反映了哈尔滨市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产行业状

况、供求关系、经营改革、办法等等．

通过《水产供销志》的编纂，我们愿竭尽全力，务求把

一部臻于科学、系统、详实的水产供销志，奉献给哈尔滨市

人民。奉献给水产行业的广大职工．由于水产供销志涉及的

资料内容较多。有的资料残缺断档，反映不出事物的全貌，

加之编修人员受阅历、知识、文学水平所限．对编纂水产专

志缺少经验，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在

编纂《水产供销志》的过程中，承蒙省、市图书馆、档案局

(馆)、省水产局、省水产供销公司、市农业局、市供销社、

市秋林、百货、食品公司等单位、市水产局、水产公司离退

休的领导、老同志和市服务学校原校长、离休干部郭文辉同

志的大力协助，以及我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全力支持。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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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水产供销公司

经理刘志恒

一九九一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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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 述

哈尔滨位于松花江中游，江河泡沼星罗棋布，水产资源

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水产商业是哈尔滨出现较早的

行业之一。封建制度的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水产品市场

的形成，经历曲折，发展缓慢．新中国的建立，为水产商业

的振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第一节清至民国时期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满族先祖肃慎族居住地，1097年居

住在这里的女真人在现城高子一带建立阿勒锦村(汉语译作

哈拉滨)，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清朝中后期，随着“京

旗移垦”、“驰禁放荒”，许多满汉人流人此地，从事农渔业生

产．哈尔滨地区水域辽阔，渔业生产是当时主要产业之一，

哈尔滨在满语中就有臆网地之意。1876年哈尔滨地区的村

屯增加到96个，居民2．8万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随着

生产的不断发展，自给有余，产生了商品交易活动。水产品

初期的商品交易方式是。举网得鱼，以鱼沽酒”，渔民以剩余

产品换酒及生活必需品．晚清后期逐渐发展为。亦鱼亦商，

自由交易。，渔民肩背、挑担，游街串巷叫卖，这是哈尔滨

地区水产商业的最初阶段。

1898年俄国确定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管理中

——1一



心，俄国和中国东北的修路员工，及关内闯关东做生意、寻

职业的人不断涌向哈尔滨，直至1906年哈尔滨开辟为商

埠，商业市场日益兴盛，商业网点相当普遍；渔民开始上街

摆摊设点，出售自己的产品。鲜鱼摊点最初出现是在道外北

六道街南侧，后来逐步由自产自销发展为二人合伙，即一人

生产，一人销售。《远东报》1916年4月18日载：松花江

昨已开通，本埠各渔房早已将船网预备完备，即日下永扑

取，每船均以十数斤运市售卖，每斤十三、四戈比，购买者

无不争先恐后云。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专事鱼业买卖的商

人，渔民将产品运到市内，卖给商人经销。鱼商起初零售，

逐步发展为批零兼营。到1916年，道外北大街南侧形成鱼

市，这是哈尔滨出现的第一个鱼市场一一南鱼市场．南鱼市

场有固定摊点28个，从业人员36人，主要经营松花江产鲤

鱼、白鱼、鳌花、杂鱼、小白漂等，日上市量约一万斤。

1918年鱼市扩展到道外北大街道北侧，形成第二个鱼市场

一新鱼市场。新鱼市场有摊点33个，从业人员79人。
随着俄英帝国主义的入侵，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在哈尔

滨设领馆、做生意，有十几万侨民汇集到哈尔滨，哈尔滨地

区的人口急骤增加。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1920年前后，

南岗地区又开辟了二个鱼市。一个是东市场(秋林附近)；

另一个是西市场(大直街西段，现哈尔滨铁路局附近)。这

二个鱼市有摊点14个，从业人员90人。与此同时，道外北

二道街成立了海鱼市，有鱼店八家，露天鱼床六家，经营由

营口大连等地贩来的海水鱼。1930年道外北二道街与三道

街之间也形成了鱼市。此外，随着季节的变化，其他街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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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也有临时卖鱼摊的出没，哈尔滨的鱼业市场，在民国时期

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鱼业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当时人民群众消费的需

要。1931年哈尔滨人口发展到33万多，水产品的上市量逐

年增加，由1916年日上市量一万斤，发展到1931年日上市

量10余万斤，由单一经营淡水鱼，发展到经营海水产品．

不仅从外地购进水产品，还向外埠运销淡水鱼．《远东报》

1917年12月23日载：本埠为江鱼出口及集取之区，每年

冬季，中外商人收买运赴外埠或在本埠售卖者甚伙．据最近

凋查，本埠存鱼一万余斛，运赴长春者约万余斛．从鱼市场

的分布看，道外区当时人口密、店铺多，商贾往来频繁，鱼

市场首先在那里出现，适应了消费者的需要；南岗奋斗路一

带，聚居了俄国及其他外国侨民，东市场主要经营中高档鱼

货，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大直街西段是贫民区，西市场主

要经营中低档商品，大型鱼只有在冬季切成小块才能卖出．

中华民国以前时期

1、南岗东鱼市鱼店9家

从业
编号 鱼店名 经营品种

人数
1 同顺号 15 淡水惫食品杂货
2 同兴号 9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3 恒祥德 7 江鱼及食品杂货
4 双发昌 7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5 德兴魁 4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6 怨祥泰 12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7 义和永 5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8。 恒昌 7 海、江鱼及食品杂货
9 玉顺德 12 江耸食品杂货及陶瓷器



2、南岗西鱼市鱼店5家

从业
编号 鱼店名 经营品种

人数

1 新盛祥 4 江鱼及食品杂货
2 协宰利 4 江鱼及食品杂货
3 恒茂新 5 江龟及食品杂货 ·

4 阜丰昌 6 海鱼江鱼食品杂货
5 1 江鱼

3、道外新鱼市鱼店8家

从业
编号 鱼店名 经营品种 进货地

人数

1 德利运 13 海鲜盐干鱼食品杂货 大连营口安东旅顺
2 东顺成 10 海鲜盐干鱼食品杂货 同上

3 天顺成 8 海鲜盐干鱼食品杂货 同上
4 东记 10 海鲜盐千鱼食鼯杂货 大连旅顺山海关安东
5 同茂合 9 海鲜盐干鱼食品杂货 燕平、熊岳城
6 义盛恒 12 海鲜鱼罐头猪肉 大连营口安东旅顺
7 聚韦乾 14 鲜盐干海产物 大连
8 万增福 10 食品杂货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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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外新鱼市露天鱼床6家

冯鱼床予 温记鱼床 关鱼床

周鱼床 张福臣床 李家床



水产品价格表

19 年 1935年
品 名

批发价 零售价 批发价 零售价

鲤 鱼 0．12-0．25

草 鱼 0．10-0．23

鲢 鱼 O．08

白 鱼 O．20

鲫 鱼 0．1 5一O．25

鳌花鱼 0．18—0．58

黑 鱼 0．12-0．25

狗 鱼 0．10．-0，20

鲇 鱼 0．05-0．25

大马哈鱼 0．20一0-35

黄花鱼 0．12—0．25

带 鱼 O．10--0．20

鲳 鱼 0．14—0．29

绘 纽 O．16_0-30

鲅 鱼 0．14一O．32

海 米 0．60—1．20

虾 皮 O．10—O．20

海 带 0．Og(把／市斤)

海 赞 0．12-o．25

海 参 4．00一5．OO

注：金额单位元，当时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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