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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树有根，．水有源：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煤炭是有关国

计民生的重要燃料和原料，西安又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且周

围煤源丰富．远在战国时期，西安附近已有产煤记载；到了汉

唐，煤炭已作为商品上市；沿至明清，煤炭市场渐具雏形；民国
时期有所发展，但一波三折，难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

来的四十余年，西安的煤炭经营才得到全面发展，形成较完备的

市场经营体系，为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推动西安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t ， ．。

西安的煤炭经营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史料。西安市

燃料总公司(原西安市燃料公司)‘作为西安煤炭经营的专业公

司，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宝贵财富搜集整理，编纂成书，古为今
用，进一步推动西安煤炭经营业的发展。为此，西安市燃料总公

司于1990年初决定编纂《西安煤炭经营志》，历经三载，终于成

《西安煤炭经营志》按照“详今略古”和“详近略远”的原则编

写．全书分为志首、主体和志余三部分。主体正文按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分列，共分为J篇、巧章、96节，全书3D万
字。系统地记述了由1911年至1990年醐年间西安煤炭经营的

历史状况。包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行业的衰落与昌盛；经营的

特点与变化；管理的沿革与改善。同时体现了创业者的艰辛，经

营者的业绩。志书资料详实，文字通俗，结构紧凑，编排合理，
是西安历史上首部记述煤炭经营的专业志书。然而，由于我们水

平有限，错误难免，恭请读者不吝指正。

《西安煤炭经营志》的问世，对于西安煤炭经营的发展，有

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大量详实的经营数
据，可看出历史上煤炭经营的趋势、轨迹，掌握各种经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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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各个时期的经营策略，分析主观措施与客观市场的适应

程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三是通过煤炭科技的沿革与发展，认

识科技在高效节能和方便用户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煤炭科研、型

煤普及和节煤工作的开展。四是通过煤炭经营管理机构和体制的

历史变革，提出合理举措，推动煤炭经营企业的改革，加快经营
机制的转换。由此可见，志书也是广大职工学习煤炭业务知识，

提高经营水平的通俗教材。．

这本志书，来之不易，凝聚了编纂者的心血。几位责任编辑

’和有关人员，发扬?象煤一样默默燃烧，无私奉献”的企业精神，

内查外调，走南闯北，整理出百万余字的编纂素材，任劳任怨，

，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完成了艰巨的编纂任务．。 ．，、

在志书编纂期间，得到了历届领导的积极支持和总公司各职
能处室及各单位的密切配合，还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上有关部门

的大力协助。经过上下协力，左右配合，三易寒暑，终于实现了

编志的夙愿。‘在此，对各位朋友的帮助，致以衷心的谢意。。，

通过主持修志，深感前人创业之不易；看当前煤炭行业全面
进入市场之维艰，更觉任重而道远；瞻望未来，煤炭经营行业的

广大职工，’正同舟共济，奋力闯关，开创新的基业，前程灿烂。

瞻前顾后，藉志励人，感悟邃深j谨作短文，是以为序。

孙军安



凡例 1

凡例

一、目的

编修《西安煤炭经营志》，是为了对西安煤炭经营的历史进行全面、系

统的了解，。鉴前世之盛衰，助今日之变革”，利用以往的经验教训，为当前

的煤炭经营服务。有利于经营管理部门结合实际进行决策；有利于经营人员

熟悉历史知识．增长经营才干；而且有利于对企业职工进行热爱本职工作的

传统教育．

二、资料

有关解放前的资料，主要来自省、市档案馆，省图书馆，省煤炭工业厅

编志室，市工商联、铜川和韩城矿务局，有关市县的政协和编志部门；以及

健在的解放前的西安市工商界人士和煤炭经营者。

1解放后市公司系统外的资料，‘主要来自省、市统计局、省物资局、市一

商局．市公司系统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司档案和知情人员。 一

三、结构
’

全志分志首、主体和志余三部分．

志首包括序、凡例、各种图片、编纂委员会和编辑部人员名单、编纂说

明及目录．

主体包括概述、大事记和正文，正文按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分列；

共分5篇，26章、96节。全书共30万字．

．志余包括附录和后记． ．

四、时限

鉴于西安煤炭的经营流通，由民国开始才趋向普遍，因而志书上限溯至

清末191 1年，下限断至修志时的1990年，志书即以此80年间西安煤炭的

经营兴衰，流通变化作为记述的主要内容。清代及以前的煤炭经营状况，只

在概述及第一、二章中简列，不作详述．
＼ 五、口径．

第一篇行业沿革，记述范围为社会I：2径．第二篇经营流通，是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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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营志

编纂说明

为了继承我国固有的修志传统，整理展现西安煤炭经营的历

史脉络，为当前和今后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原西安市燃料公司
经长期酝酿，决定编纂《西安煤炭经营志》。1990年J月24日，

以市燃办字(1990)第加号文件，宣布成立编纂委员会，3月组

成工作班子。后因人员变动，只留一人编写《篇目大纲》，整理

简要梗概，并搜集了解放前的经营流通资料。1991年3月，充实

机构人员，。分头搜集解放后的资料，并开始撰写。1992年底，完

成文字初稿，并进行了初审和修改。1993年3月完成二审，4月

完成终审，5月完成文字誉校，并配齐图片，7月定稿付印。

编纂期间，共走访知情单位茹个，走访知情人员，包括历

任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员，主管人员，离退休人员，省市
工商联人士，解放前的私营煤商共120人次。召开各种座谈会4

次，发布征集文件2次，搜集成型资料加份，查阅解放前后各

种档案3640卷，整理出文字资料百万余字。
志书的资料搜集和文字撰写，由责任编辑分工完成。其中，

张凡完成凡例、说明，后记、概述和第一、二、三、四、五、十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九诸章；郭世炎完成第六、八、十、

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诸章；张勇完成第七、九、十

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诸章；大事记由

以上三人共同完成。田锦荣提供公司档案、刘润民提供主要数

据，张惠萍、高明等绘图，张安祥、郭世炎等摄影。
副总编张凡完成志稿初审，并修改总纂，编委会部分成员及

特邀人员完成二审，总编张惠安完成终审，编委会副主任刘丕勋
为封面题字，编委会主任别、军安定稿并写序。





西安市燃料公司煤炭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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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煤店之一

东五路煤炭店

公

司

办

公

楼

职工住宅楼



1990年“五·一”劳动

节前夕，袁正中市长(中)

在和平路煤炭店参加劳动．

省劳动模范、田王j；丧

炭店主任史桂兰(右)访

问困难户，予约送煤。

1989年lO月25目．

都树茂副市长参加师大

煤嶷店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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