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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啦—L
嗣 舌

《北京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稿》是在编修北京志商业卷过程中，从收集的几千

万字原始资料里筛选汇集而成，这是一部日用工业品商业史志资料丛书。全部

资料记述了千百年来经商者的实践，显示了这个行业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

迹。这对于正在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人们，特别是从事日用工业品生产和经

营的业内人士，不仅为之提供大量信息，而且还能以这些史实作为借鉴。同时，

经过对资料系统地整理、考证和编辑，也为编纂北京日用工业品商业志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这部志稿，是按照“贯通古今”的要求，从北京建置，行业发端始，延伸到20

世纪末止(其中行业卷和企业卷资料，是按照北京志商业卷统一要求，下限到

1994年)，前后贯串三千年行业的历史中选材的。资料来源，一部分来自全行业

系统的现状资料和存档；一部分是从中国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社科院图书馆和北京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书刊和杂志中搜集的；另一部分是

来自本市综合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选用，是本着“远略近详”，力争

使这部志稿达到“明古详今”。

资料编排，是参照“横排项目，纵列史实’’的体例进行的。列入书中的内容共

四部分：1、日用工业品商业综合情况。2、十三个大的自然行业。3、大中型批发、

零售企业和老店、名店。4、各种文献，包括有关历史文献摘录和从事商业管理的

有关领导人员的著述，以及行业大事记与全行业的领导人员、劳动模范名录。每

一部分内容中的项目，都按事物同一属性归类，进行横向排列。如“日用工业品

商业综合情况”中，排列的项目有：日用工业品市场、商品经营、商业管理、商业

教育、商业科技。在每一项目下，按时间顺序，由远及近纵向编排史实，显现出事

物的发端、发展演变和现状。

在资料的收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图书馆、档案馆、市统计局、工商局、地

方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和有关的专家、学者，以及本行业系统有关领

导、有关人员的积极支持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首编这部“通古达今”的商业资料书，缺乏经验；加上我们水平的限制，

书中不仅存在资料的遗漏，而且在史实编排和语言文字等方面，也有不少缺点

和错误。恳切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指正，以便在编纂《北京志·商业卷·日用

工业品商业志》时，加以补充、修改订正。

200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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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用工业品市场

北京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贸易发达、世界闻名的古城。自古代燕国开始，它

经历了方国都邑、军事重镇、北方交易中心、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发展

过程。北京市场也正是随着北京历史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紧

密相关的日用工业品市场是北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变，同样受北京历代的政治、经

济兴衰所制约。长期以来，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在市场结构、交易场所、供求关系上，都充分

显示了这方面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政治、文化、经济发

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市场也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加强

了有计划的调控，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在发展市场，建立完整市场体系，在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在满足

生产和生活需要，调节供求上，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功能。经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20世纪

末北京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日用工业品的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更加繁荣活跃。

第一节市场形成与发展

北京日用工业品市场，是随着北京历史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是“日中为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进而发展为“因井而市”②。市已固定在水井

边，进入了城市。周朝时，北京地区的名称叫“蓟”，是燕国的都城，是北方的交通枢纽，商品交

换中心之一。城中已有了固定的交易场所，并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员，分管市场秩序、税收和

物价等事宜。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主要有粮食、布帛、牛马、兵器、珠宝、陶器、铁器、毡子、狐裘

等。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燕国自铸的“明刀”和各地区的贝、珠玉、铸钱等。

公元前3世纪，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蓟城是秦朝的北方重镇，是这一地区

的贸易中心，与秦的都城咸阳联系十分密切。手工业有冶金、纺织、皮革、酿造、工艺品等行

业，商业也很活跃。市场上除了本地生产的各种产品外，还来自各地的名产、特产。

汉代蓟城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得到较大发展，作为地区性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

的中心，蓟城已有了初步的城市规划和设置。人民居住区的“坊”和商品交易区的“市”，都有

了各自固定的位置，并设有“胡市”，作为同塞外游牧民族进行贸易的场所。这时市场已较过

去繁荣，商品交易量已较前增大。市场上的商品，除当地生产的麻布、铁器和其它手工业品

外，还有来自中原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布帛、漆器、玉器、铜器、毛皮、骨角装饰物和民间工

艺品等。

隋朝初期，蓟城改称幽州，后一度又改为涿郡，唐初又复称幽州。公元7世纪初，南起江

都(现扬州)，北达蓟城的大运河开通，使商品交流更加方便，商品品种大为增加。纺织品不但

①《易经·系辞传下》
②《春秋井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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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多，而且十分精美。市场上除了幽州自产的商品外，还有来自仙、滑、青、定、荆、沣、越、梓

等州和全国其它各地的产品。市场上不仅有生产、生活用品，还有金属器皿、贵重银器等。唐

朝开元、天宝年间(742——756年)，幽州城已有6700户人口达37万之多，商业已较发达，

在城北设有商业区和手工业区，称为“幽州市”，各行各业都在市里进行营业。当时幽州已有

30多种行业。根据《房山石经题记》的记载有米行、肉行、油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

行、新绢行、小彩行、丝锦彩绵绢行、彩帛行、幞头行、靴行、杂货行、新货行等31个行业。不仅

行业多，各行业之间分工也很细，每一行业是由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店铺所组成，当时幽州城

有各种商店一千多家，市场呈现繁荣景象。

938年，契丹吞并了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将幽州改称为南京，又叫燕京，作为陪都。

燕京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是辽朝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内设26坊，坊市、街巷、廨舍、寺观都

井然有序。城里面北部是商业中心。辽代南京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达到了较高

的水平，商业又开始恢复，市场也活跃起来。在城北的六街和北市是南京最大的商品市场，这

里集中了来自各地的商品。商品丰富多样，“陆海百货，聚于其中”。每逢节日之夜，市场灯火

通明，游人如织。不仅在城北有市，而且在外城还有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

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了金朝，并正式在南京建都，在原基础上，扩建城池，兴修宫室，

比原来规模增大了一倍多。改名为中都。中都城内北部是商品交易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

非常繁华热闹。同时还在中都城内的东南部开辟了新的市场。在这里集中了各民族的商人，

汉族而外，尚有女真、蒙古、契丹、棘褐、回鹘和朝鲜等少数民族商人。

1215年，蒙古族占领了中都。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新建成的元大都

是当时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城市的布局是遵照周礼古制“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城中有

384火巷，29衡通。元朝建立初期比较重视商业，为鼓励大都商业的发展，采取多种减免商税

的措施，使元大都的商业迅速恢复，并很快繁荣起来。当时城内商业行业众多，主要有五熟

行、香烛行、银器行、玉器行、五彩行、裁缝行、锦麟行、正冠行、彩帛行等。商品有各种绸缎、布

帛等纺织品，百货、磁器、器皿等日用品。使用的货币有白银、黄金、铸钱。元朝还在大都城内

建立了各种专业市集30多处。最繁华、最集中的有3处。一处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叫羊角

市，一处是在今东四(牌楼)西南，明照坊内，称作枢密院角市，最繁华的是位于全城中心的钟

鼓楼以西，积水潭北岸斜街的斜街市。这里是当时大运河的终点，南来的商船聚集停泊在此，

因而商贾云集，店铺众多。有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靴鞋市、珠子市、米市、面市、铁器市等，

在当时是全城的商业中心。

1368年，明朝建立，开始定都南京，改大都为北平府，1403年又改称北京，1421年由南

京迁都到北京。明朝初期，战乱之后的北京商业十分萧条，当时商人很少，市场冷落。随着北

京城阙宫殿的兴建，先后在皇城四门之外、钟鼓楼、东四、西四以及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

民房，一部分召民居住，一部分召商居货。还从江苏、浙江、安徽等9省10府召来富民落户于

北京城，其中很多人是经商的。到了1467年“京师居民不下数十百万”①，比较准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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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代中后期京城居民总计八十四万人”①，因而对商品需要大量增加。随着手工业的发

展，商品的品种大为增加，商业行业比元朝更加广泛，当时官府将北京铺户按行业划分为

132行。日用品商业的店铺，就有绸缎、表绫、丝绵、木绢、布匹、绒线、包头、手帕、苎、丝、罗、

纱、绉、打线荷包、枕顶、估衣、重纸、抄纸、另纸、纸扇、扇骨、裱褙、字画、翠花、染纸、柴炭、墨、

铁锁、金箔、笔、香蜡、杂货、桐油、油烛、生漆、鞋靴、医药、生药、熟皮、颜料、头巾、网巾、毡子、

冠带等。在市场设置上，已开始突破了“前朝后市”的格局。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筑外城以

后，外城开始形成新的商业区，正阳门大街逐渐成为北京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铺林立。大明

f-j(天安门)前的棋盘街也是“天下士民工贾⋯⋯云集于斯，肩摩毂接，竟日喧嚣”②。在商业

布局上，也突破了历来的坊、市分设的老框框，商业网点遍及四城，除了长期开设的店铺，还

有许多长期和定期的集市和庙会，主要商品都有专门的长期市场。北京的南城、东城、西城有

许多专业集市。在德胜门和崇文门外又有“穷汉市”。当时北京已有集市和庙会40多处。通

过商人长途贩运，各地的名贵特产品，纷纷汇集来京，在店铺陈列出售，形成“四方之货，不产

于燕，而毕聚于燕”③。这时的北京已成为全国生产、生活用品集散地之一，也是最大的消费

城市。一个流通范围广泛，交易方式多样，布局比较合理的日用消费品市场在北京已经形成。

1644年，清朝初期北京市场一度凋敝，先是将商业强制迁出内城，基本集中于外城。此

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交通的日趋便利，内外城商业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市场

比明代更加繁盛，商业行业划分为136行。清代手工业发展很快，而且很多手工业都兼商业，

前开店铺，后设作坊。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除当地生产的手工业品、工业制品以外，还有从江、

浙、川、广、云、贵以及东北、西北各地运进的名特商品，同时还有俄罗斯、朝鲜、西欧各国的工

业品。除遍布全城的各种店铺外，还集中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商业区。其中著名的有：前门大

街、大栅栏、东四、西单、王府井、鼓楼前的商业区。同时，集市和庙会更加繁盛，据记载已有

80个。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我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北京原有商业体系受到巨大冲

击，一部分庙会开始衰落，市场上出现了洋行和综合经营的大型商场。1903年东安市场在王

府井正式成立，就是坐商与摊商结合，商业与饮食、娱乐结合。清末，商业中心开始由前门一

带向内城转移。北京市场随朝代的更替，虽几经起伏兴衰，但总体是发展的，至此已具有一定

的规模和基础。除了形成多条商业区街外，还有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五大定

期的庙会，白云观、蟠桃宫、厂甸、东岳庙四大节日庙会，以及天桥、崇文门、德胜门等一批晓

市、夜市和大量流动摊贩与街头摊群。拥有一批声誉卓著，遐迩闻名的老店和名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北京为民国临时政府首都。临时政府先后成立了工商部、农商

部，颁布了“商会法”、“工商保息法”、“商人通例实施细则”等，推动商业的发展。由于京津、京

汉、京奉、京张、津浦铁路的通车，北京成为北方近代化铁路的交通枢纽，使前门车站，商旅熙

攘，货运不断，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市场特别是前门一带商业的更加繁荣。1931年西单商场的

组建，使西单地区的商业有了较大地发展。民国初期，北京日用工业品市场比清代进一步扩

大。在东四、西单、鼓楼前、前门五牌楼南和王府井大街，各种商店林立，北京几个有名的商业

①《北京古代经济史>>154页
②《长安客话》
③《松窗梦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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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批发市场已经形成。除此之外，定期庙会和各地区的晓市、夜市也比清末繁盛。但由

于军阀混战，使北京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市场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在1928年，国民

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市场一度出现萎缩，以后逐渐恢复和发展。1935年全

市日用工业品商业有62个行业，8320户坐商。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后，在侵略者的政治迫害、贸易统制、资源掠夺、捐税榨取、日货倾

销和市场垄断下，北平市场受到严重的摧残。1940年北平市经营日用工业品只有50个行业

5654户店铺。1945年8月15 El，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日用工业品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不仅增加较多的中小型商店，而且在繁华的商业区开设一些新型的综合经营的商店。据

1947年9月统计，当时的日用工业品的商户9839个。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美货在市

场上泛滥，加上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投机盛行，许多商业店铺陆续倒闭。特别是1948年8月

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濒于崩溃，市场十分混乱凋敝。

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告和平解放，北京的商业和市场获得了复苏和新生。北京市

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组建社会主义商业，扩大市场。从1949年2月开始，先后在王府井、西

单、大栅栏、东四等商业集中的地区建立了经营日用商品的国营百货公司门市部，并在城区

各地成立国营零售商店144个。与此同时，还组建了花纱布、百货等5个专业公司，到1952

年全市已有16个专业公司，分布全市的日用工业品批发商业体系初步形成。进入1953年，

在“一五”计划期间，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对商品需求不断增加，政府进一步扩大市场，加

强了商业网点建设，特别是在城区和新市区发展零售商业网点。从1953年到1955年底国营

商业新建和扩建的以日用工业品为主体的门市部、商场317处。其中1954年在机关、学校、

工厂等附近和居民聚集地区建立了25个具有较大规模的零售商店，并建成西直门外的西郊

商场。1955年以后，在白广路、礼士路、四道口、中关村、香山、颐和园、南苑、铁匠营等处，新

建19个经营日用百货和副食等2000多个品种的地区综合性门市部；在百万庄、三里河、紫

竹院、魏公村、关东店、沙窝等处，扩建9个综合门市部，经营范围包括百货、杂品和修理服务

等行业；在甘家口、暂安处、公主坟、永定路、木樨园、酒仙桥等处，新建了6个郊区商场(1956

年4月陆续建成开业)，每个商场7600平方米，经营范围包括百货、副食、修理服务43个商

品大类，约一万种商品。同时，改建、扩建了菜市口、珠市口、花市、前门、东四、北新桥、地安

门、新街口、西四等40多个中型百货商场。1955年8月在最繁华区王府井中心地带，建成了

当时全市规模最大、设施最新并在全国具有示范性的“王府井百货商店”(也称北京百货大

楼)。1955年城区消费合作社和分销处，全部移交给国营商业部门，国营商业网点在城区和

新市区增加到1655个，公私合营商店500多家。

1956年，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市场的交易场所和网点布局变化很大。公私合营是

采取分区划片，按行业进行，而且是“先联营，后合营”。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将全市(当时第

一、第二商业局经营范围)私营日用工业品商业的11142户，改造成公私合营店2964户，合

作商店18户，合作小组349个。还保留226个私营户，并实行按行归口管理。至此，北京的

商业，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在此基础上，为

了发展市场，对日用工业品商业的坐商(不包括摊商)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改组，采取撤密

补稀，小店合并的办法。在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设置百货、绸布呢绒、服装鞋帽、钟表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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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用品等行业的商店，和经营生产资料的五金、交通电工器材、化工、油漆、颜料、木材等行

业的商店。这样，既便利居民也利于机关团体购买。1956年底，日用工业品商业系统(北京市

第一商业局和北京市第二商业局系统)调整前的零售网点总计有3369个，其中国营网点

635个，公私合营网点2734个(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不包括在内)，调整后的零售网点总计有

1879个，其中国营网点465个，公私合营网点1414个。经过撤密补稀、迁移合并、适当集中

的调整，网点数量虽然相对减少，但有的商店规模扩大，品种增加，布局更趋合理，城区与城

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网点不平衡状况有了改变。在近郊区人口最多，商店最缺的地方形

成了六个商业中心，包括六个新建的中型商场和21个综合门市部以及从城区迁出的40多

家小商店。

1958年，再次对商业网点进行调整。于2月开始，以前门区作为调整的试点。将原有

1752个商业服务业网点撤并为703个，减少60％。这个地区原经营日用工业品的14个行

业，220个商店，被合并成一个行业74个商店。继前门地区试点后，又在西单北大街、王府井

大街、东安门、八面槽等处试点。同年5月市政府再次强调了精简人员和撤并网点。具体意

见是：“人和点大体可减少一半，一般说，经营工业品行业及繁华街道的商业可以多减

(60％)，居民区，副食品及小百货行业应少减(45％左右)。”调整商业网点的工作，根据这一

精神，在全市范围内铺开。百货商业系统的14个行业调整前是958户，调整后是579户，减

少40％。这次调整，不但调整了国营、公私合营商业网点，还波及到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同

时，开始了大搞升级过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再度撤并网点并抽调商业服

务业中的青壮年职工，下放农村和转到工业，支援工农业生产。还提出了“以女代男”、“以弱

代强”的口号，吸收一批家庭妇女为商业职工，造成了商业网点、人员的大量减少。但在这个

时期内，城市建设和生产发展，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大量增加，出现了商业网点、人员与国民

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商品流通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市场进一步缩小。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北京商业部门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为了扩大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通流通渠道，纠正了“大跃进”中不实

事求是的作法。主要有：(1)停止了对商业网点的撤并，尽可能地保存现有网点不再减少。明

确规定对现有商业服务业网点，不论大小，不经批准一律不能撤点；必须撤点的要经市、区主

管部门协商后，报请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决定。(2)组织退出国营商业系统的小

商贩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形式，让他们恢复连家铺和在街头设摊，增加供应点。(3)对合并

的企业，由大改小，由综合改专业，挤出非营业用房和兴建简易营业棚、营业场所，增加新的

网点，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人员、设备的作用。(4)利用有限资金，搞一些投资少、建设快、解决

群众需要的小点，特别是把这些小点首先安排到网点严重不足的地区。通过以上措施，商业

网点有所增加。日用工业品市场再度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导致商业网点的进一步减少，合作商店、合作

小组的营业点锐减，集贸市场消失，市场范围不断缩小。据1970年底统计，全市商业零售网

点比1957年减少74．4％，当时的日用工业品零售商业坐商只有1301个。由于网点减少过

多，加上购销方式、购销渠道单一，服务质量下降，日用工业品长期供应不足，供求矛盾突出，

整个市场处在萎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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