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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修的(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是我省商业志的

—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述了江西省五交化行业从l啪年起至
建国以来一百余年的兴衰与发展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

了科学的资料依据。

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之

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得以流传下来，使我们能够熟悉自

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状况，这应归功于历代有志

于史志事业的先贤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发展社会主义

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广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中国共产

．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国家面

： 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蓬勃发展，出现了

l 一个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因此，编修新志书就成为时代

的需要，人民的愿望。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

以后是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本志书都有较为详尽的
。

叙述，使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更为

深刻的理解，从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

性、长远性的伟大意义。
。

为此．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在省商业厅的统一部署与领

’导下，决定编纂<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这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之作。我们聘请了三位退休老同志组

成一1(写作班子，成立了修志办公室。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江西国营五交化商业艰苦

{ 创业，奋发图强，开拓进取，文明经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j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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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中谱写的新篇章，载人史册，长存于世，以发挥它“资治、

存史、教化”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我们知识浅薄，水平有限，有些资料早已散失无法查找。

能够收集到的资料难免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值此志书即将

出版之际，向为编纂本志书辛勤耕笔的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

关心支持本志书工作的有关领导和单位表示衰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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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越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是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省商

业厅关于编撰行业志的统一部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结合本行业的实际情况而编写的专业志。

本志书的编纂年限，上限追述至公元1840年，下限截止1990

年，从晚清、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共150年。但在插图简介中，

有些内容延伸至今。
’

本志书采取横排纵写、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写法。全书共

分：序、前言、插图、目录、概述、l-8章、大事记等顺序完成。按照

详今略古的原则，对第一章建国以前的五交化私营商业的兴起与

衰落，只根据历史资料简述了行业状况。重点是叙述建国以后国

营五交化行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业务经营状况，以及改革开放以

来的重大变化。
一

本志书的统计、财务、物价等数字来源，均依据省统计局统计

年镒、省商业厅、省物价局以及五交化总公司、省公司的资料汇编
而列出的。但在有些年份因资料散失，无法查找，只好漏列。

。

按照上级的要求，编写本志书既要反映建国前私营五交化行

业的概貌。又要如实地记述建国后国营五交化商业的创立与发展

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力求体现“资政、存史、教化”的

功能与作用。为今后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则是编撰本志书

的预期目的。

在我们编写的过程中，得到省商业厅领导的重视；省档案馆、

省图书馆、省商业厅档案室、省供销社档案室等单位与部门的大力

支持；以及有关地(市)公司、离退休老同志提供的历史资料与口碑

资料，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敬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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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由于我们编撰水平有限，时问仓促．人力不足，在志书中难免

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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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西是我国内陆省份。东靠浙、闽；西接湖南；南与广东接壤；

北与鄂、皖毗邻。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称。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是江南一大粮仓。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北有长江东

西通航，南有赣江贯穿南北；浙赣线、湘赣线、皖赣线、鹰厦线、南浔

线等重要铁路干线，纵横全境。特别是九六年九月一日开通的大

京九线，自北向南穿越江西腹地直通沿海特区乃至香港九龙，从而

结束了吉安、赣州两地市没有铁路的历史；公路运输更是星罗棋

布，外联邻省，内接城乡，形成全省运输网络；民航班机可直达祖国

各地。省内物产丰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

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尤以省会南昌早在盛唐时代，即为江南

一大都会，是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历来商贾云

集．经济贸易繁荣昌盛。 “，

●

●

(一)。

五金、交电、化工商业，是经营五金机械、交通电工器材、家用

电器、化工原料商品四大类行业的总称(简称五交化商业，下同)。

新中国成立前，省内经营五交化商品的私营企业，大都规模小，底

子薄，有的为百货行业所兼营；有些还属于手工业生产性质，前店

后坊．工商不分．自产自销。但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侵入中国后，

外国商人相继来华，在口岸大城市开设洋行，经营五金机械、电器

材料、化工原料等商品。从此，大量洋货充斥市场。江西的五金商

店、电料商店、自行车行、无线电行、化工染料行庄不断涌现，并逐

步向专业性转化形成五交化行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

于物价暴涨，商业大户囤积居奇．迫使部分中小商户相继歇业倒
．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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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闭，使私营五交化行业，处于停滞凋蔽状态。

江西五金业的起源，早在西周宣王中兴时期，南昌冶炼即进入 t．

。锻非冶铜”时代，进贤已有铁矿，南昌成为“用铁冶为业”之地。唐

宋时代五金锻造业仅能制造一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但手艺精

巧。元明时代进人兴盛时期。至晚清鸦片战争结束后，洋钢、洋铁

等大小五金逐渐输入，充斥我国五金市场，使地产铸铁和金属制品

的生产一落千丈。全省其他城镇的五金行业仍以地方手工业生产

为主，但发展缓慢。自行车行业，江西起步较晚，它是伴随着城市

交通的建设和洋货的不断输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五年

(1879年)英国开始向我国输入自行车，德、日继之。民国十八年

(1929年)天津长城工厂仿制曲柄、链轮，次年上海大兴车行仿制

车架。民国二十一年(X932年)大兴车行利用进口零件组装，遂有

了国产白行车的诞生。南昌经营自行车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当时只有“谦记”、“泰昌”、“国兴”三家脚踏车行(即现称的自

行车)相继开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自行车行业才逐步有所发展。 ．

全省其他中小城镇自行车行业更是寥寥无几，有的只经营一些自

行车零件兼修理业务。电料电器行业，更是发展不平衡，它是随着

发电厂的建设有了供电才能得到发展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南昌开明新记电灯公司建成发电，南昌城内开始使用电灯照

明，电工电料行业应运而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下正街电厂

建成，尚未发电，南昌部遭沦陷，电料商店大部撤离。直至抗战胜

利后商店才迁回复业。随着供电区域的扩大，用电户的增多，电料

行业得以相应发展。据<吉安县志>记载，吉安县城是民国九年

(1920年)建成商办吉州电灯公司后，才开始供电的。因发电机马

力太小，电力不足，只能供应645户用户照明需要，且连年亏损，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乃收归省办。当时吉安虽有供电，却无电

料商店，电工器材均由百货行业兼营。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随着发电量的扩大，电工器材需求量的增多，才开始出现电料 。

行业，并得到迅速发展。·据<江西年鉴>和<赣政十年>记述，从民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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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至三十年，除上述南昌、吉安有电厂外，全省还建成电厂12个

均已先后投产。但在未办电的城镇以及山区县城没有电料行业。

无线电行业。开始主要是经营收音机和各种电讯器材业务，江西经

营私商很少。一般地兼营修理，货源同样以进口洋货为主，迨至国

内能生产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后，经营转以国货为主。化

工行业。主要经营化工原料、油漆、染料三大类商品。起初大都手

工操作，土法制造一些化工产品，倾销城乡市场。随着洋货的输

入，南昌化工行业渐趋兴旺，不但出现大批的批发商，为美、英、法

等外国洋行代理经销染料、颜料、纯碱等化工商品，并垄断全省化

工市场．而且还涌现出不少零售商户，供应城乡居民生活需要。

(二)
‘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后的30年中，

五交化行业经历了创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改造资本主义的私

营商业，设置和调整机构网点，扩大经营项目，加强企业管理，不断

发展壮大的漫长历史进程。在这30年中，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

管理下，一切经营活动，都要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主要商品通过

‘ 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层层下拨，并按照上级规定的供应原则和供
。

应方式组织供应，从而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国防建设以及救灾特

供的需要，对支援生产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30年

中，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使五交化行业的经营机构撤、

并、改变动频繁，业务曾一度陷入混乱状态，制约了企业正常稳定

的发展。 ．

江西首先成立的第一家五交化行业的国营商业企业，就是

1951年8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中南区公司在南昌设立的办事处。

这个机构一成立，就担负起全省五交化商品的调拨与批发以及南

昌市场的零售业务，经营五金、交电、化工和医药器材四大类商品。

i 1952年12月即由“办事处”改为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南昌分公司，统
1

管全省业务。为适应国家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商业部于1952

·3 ·



‘

年12月决定，从1953年起，将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划分为中国五金

机械公司、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中国化工原料公司．原所属各

地机构亦相应改设三个专业公司，并增设一些分支公司和一级站。

江西省按照商业部的决定，于1953年5月在撤销工业器材公司的

基础上，分别组建中国五金机械、交通电工器材、化工原料三个江
。

西分公司，尔后，陆续在南昌市及各主要城市设置相关的分支机构

和经营网点。初步形成了全省性的经营网络。

1955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利

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起初。教育五交化行业私营商户放弃批

发，只经营零售业务；继而，动员私营商户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

最后，实行由个别商店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小型商户则组织合作

商店(小组)，从而全面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对

私营规模较大的五交化商店实行公私合营后，由国营商业归口管

理，并派出公方代表与私方代表分别担任合营企业的正、副经理。

在企业的经营收益中，初期，实行。四马分肥”的分配政策(即指税

收、公方、私方、职工各占一定份额)；之后，企业的收益分配，则按

国营财务制度执行，由归口公司统一管理。对私方则按其投资额

年利率5％比例付给定息，这就是国家采取的“赎买”政策，直至 j．

1966年10月按国务院规定取消了定息。从此，私方从业人员大都

得到妥善安置。其中一部分已转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干部或职工。

在此期间南昌市还组织汽车配件、五金、化工行业大户，先后转为

投资工业，其投资开办的工业有华安内衣厂、南昌电池厂、江南蓄

电池厂等，为发展地方工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

乱期间，省公司经过先后十次机构的调整与变革，直至1973年才

正式恢复成立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与采购供应站，实行站司

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财务统一核算。各地、市、县(市)也先后

成立了五交化专业公司，统管五交化商品的调拨、批发与零售业 t

务，从此，便形成了全省独立的五交化商业专业经营体系。

·4· 、



计划管理：在1979年以前，五交化公司系统的一切经营活动，

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下，都要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根据

省商业厅和总公司下达的年度计划．省公司要作出相应的计划安

捧．部署全省五交化商业系统努力实现国家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

任务。其进货渠道和来源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主要商品通过计

划分配，层层下拨；二是一般商品可向系统外自行采购；三是收购

地方产品。在收购地方产品中，有的实行统购包销；有的按计划收

购，有的进行选购；还有的是通过付料加工收回产品的，如元钉、铁

丝等。在销售工作中，视货源情况采取不同的供应办法，以缓解供

需矛盾。其办法是：l、一般商品平价敞开供应．、紧张商品先保重

点供应；3、紧俏商品凭证供应；4、收购农副产品按规定实行奖售供

应；5、军需、救灾、消防安排特殊供应；6、为回笼货币实行高价敞开

供应等等。

财务管理：在19酗一1957年和l肛1969年期间，是总公司
系统条条管理时期。全省五交化系统年度、季度财务计划经省公司

{亡总编报总公司批准后．再审批下达各二级站和市、县公司贯彻执

行。并定期对资金费用、利润计划完成情况及主客观因素进行

检查分析，按规定期限上报。在总公司条条核算时期，自有资金由

总公司核拨。管理体制下放后，资金也随着转移下放。资金不足

时由银行贷款解决。在19鼹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受政策的驱

动。盲目收购了一大批不适销甚至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造成大量

积压和库存虚假，为此，商业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l舻1966年
在商业系统开展了清理商品、清理资金、清理帐目的。三清”工作。

省商业厅指定了一名副厅长具体抓，并组成了清理小组，至1961

年底已检查发现在商业经营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有问题

商品占库存的比重很大，其中五交化类有问题商品即占库存总额

的弱％。通过。三清一改”运动，促进了企业的增产节约，改善了

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核算水平。 一

，

物价管理：历来是一项政策性强、牵涉面广的工作。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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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1979年以前，绝

大部分五交化商品价格的制订和调整，都由国家统一领导，各地物

价部门和商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执行。按照江西省人民委员会

(即省政府)转发国务院1963年国议字第27号<关于物价管理的

试行规定>就明确指出了四点：一是全国物价委员会(简称全国物

委，下同)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全国物价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

工作。全国物价水平和各类商品比价的安排，工业品出厂价格、农

副产品收购价格、各种商品销售价格的重大调整，各种商品的地区

差价、购销差价、批零差价、规格质量差价、季节差价和调拨、供应

价格原则的确定，都由全国物委根据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政

策，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区共同研究，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下达。二是全国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管理国家统一分

配的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统一分配的工业品出厂价和供应价，对

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消费品销售价以及其他必须由全国统一管

理统一安排的价格。三是前条各项价格，凡属全面的重大调整方

案，由全国物委会同主管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执行。凡属个别

品种或个别地区的价格调整方案，其影响较大的，由主管部门或地

方提出，经全国物委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影响较小或已有原

则规定需作具体安排的，由全国物委批准下达。凡属国务院各部

门对直属企业的部管商品价格的调整，和市场商品个别规格、个别

地点价格的调整，则由主管部门决定并备案。四是各省负责全省

物价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工作。同年，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又下达

了价字第8号<关于物价管理补充试行规定>，对我省物价管理体

制和管理办法，也作了补充规定。接着江西省物价委员会以物会

字第220号文印发了省有关厅(局)管理价格的商品目录，对五金、

交电、化工商品分产地、品种、牌号 规格的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

的审批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同年12月江西省商业厅以(63)商物

王字第226号下达省直属各公司管理价格商品目录的通知，具体

规定了省五金交电公司和省化工原料公司对部分商品的订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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