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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林市一商局志》是一本城市工业品商业史书。它是

从1984年】0月着手，1986年10月动笔，历经三年，终于成书

问世，

(一)本志是全市工业品商业的历史总结。它的编写，

是人们的愿望，改革的需要，后人的借鉴。其目的在于，提

共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为现实和未来服务。

(二)、本志取事用情，坚持立足当代，略古详今，略

远详近，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取志时

间，上限为1821年，下限为】985年。

(三)、历史纪年，先写会元纪年，后写朝代纪年。

(四)、本志从现实经营分工和科学分类实际出发，以

类系事，模排竖写，采用以志为主，志、记、传、图表并用

的综合体裁，结构为简述、中述、分述。全书共分十二章。

为叙述方便，在文中加设若干小标题做为细目。

(五)、根据修志惯例， 不为生人立传。 先进人物一

节；只做简要叙述。

(六)、 “大事记”所记之事，主要是建国以来有重要

意义的事件、变动、变革，编写中力求简明扼要。

(七)、本志资料来源，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文

献及口碑资料；现代部分主要录自档案材料以及基层提供的

材料；建国统计数字，均以市统计局资料为；隹。

本志在编篡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市财办市一商业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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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领导和市史志办的关怀和支持， 得到辽宁省图书馆、 沈

阳、大连吉林图书馆、市档案馆、市政协、市工商联、市局

各科室、局属各企业的热情支持和资助，任荫声、李可忠、

陈万福、刘露；i、刘玉璞、杨雨农、 牛淑章、李恒吉、 张锡

荫、宋予彬、陈佩玺、王礼堂、尚松涛、王俊录、王伟礼等

老同志，为本志编写提供大量史料，值此深表谢意。

本志主审曹连魁，主编王俊廷付主编唐坤、高国山，编

写人员有薛昶、李开太、刘辉、孙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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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章 简 述

吉林曾是清王朝“龙兴之地’’，皇家“贡山圈场"，州

县、府、省所在地。建市于】936年。

吉林市系东北腹地。四面环山，三面沿江，水陆交通比

较方便，是吉林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自清。王朝“开禁"以来，关内大批饥民来此开荒种地，

筛金采药，商业活动日渐兴旺。晚清时，这里已形成“五街"

“四行"(五街：西大街、北大街、河南街、通天街、尚仪

衔。四行：粮米行、牛马行、前鱼行和后鱼行)。绸缎、杂

货商号千余家。清末民初，由于日俄战争，军阀混战，商事

日渐衰落。日伪统治时期，日货冲击，外商排挤，商业活动

更加萧条。光复后，内战连绵、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

聊生，国民党地方官吏敲诈，饥民轰抢，私营商业倍受摧残，

有权势者外逃，小门小户难以支撑，纷纷倒闭。

建国后，巾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和保护私营

商业的方针政策， 使国营商业迅速发展， 私营商业得斟复

苏，进而，完成了私营商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十年动乱

期间、商业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商业工作注入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在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清“左"破

旧，大胆改革，使我市工业晶商业走出了一条“指导服务，

放开搞活，自主经营，深购远销”新路予，发挥了国营商业

的主导作用，使整个城乡工业品市场发盟!了稷大变化。为了

解决商品流通中的地区封锁、条块分制、分配式、封闭式的

弊病，1984年建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改革了购销方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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