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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第一节发展概况
， 、

南昌白西汉初年建城后，几经发展，远在唐宋盛世，已是商贾云集的江南都会，直至鸦片战

争之前，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交易大都集中在德胜门、西大街、广润门、

进贤门一带，交易商品多为农副土产、畜牧水产及手工业产品，省内物资也大多在南昌集散。’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

京与清政府签订条约，辟九江为通商口岸，依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外国商人，以九江为据点，

发展买办商业，掠夺原料，倾销洋货，南昌商业受其影响，商品交易日趋增多。此时，清政府为振

兴商业，发展民族工商业，成立商部，制订商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南昌成立江西商务总

会，南昌商业一度发展，市场日趋兴旺。据《江西年鉴》统计，清光绪三十年(1904)输出商品总值

银元1916万元，输入商品总值银元1876万元；输出商品以谷米、茶叶、棉花、大豆、桐油、木材

为大宗，手工业品以瓷器、夏布、鞭炮、土纸居多；输入商品则为洋纱(棉纱)、洋布(棉布)、洋油

(煤袖)、洋烟(卷烟)、洋烛(蜡烛)、洋碱(肥皂)、洋火(火柴)等舶来品。r

辛亥革命后，连年军阀混战，外国资本经济掠夺日盛，棉纱、棉布、煤油、卷烟、颜料、五金、

西药、海产品等市场被英、法、德、日等外商所垄断。民国元年(1912)南昌至九江轮船通航，民国

5年(1916)南浔铁路建成，贯通浙、粤、皖、闽、湘、鄂六省公路亦先后通车，水陆交通日益便利。

省内及邻省之间商品交易频繁，大批外货涌入南昌市场，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遭受沉重的打

击。民国8年(1919)、民国9年(1920)南昌市民先后多次掀起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反帝爱国

运动，查禁、焚毁大批日、英货物，矛头直指日、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民国18年(1929)南

昌市商会在湖滨公园(今八一公园)举办国货展览会，展出省产产品900余种，上海、江苏、浙

江、湖南、湖北等省、市工商企业应邀到会，开始了南昌工业品首次规模较大的横向贸易往来。

民国26年(1937)浙赣铁路全线通车，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更促进了南昌商业的发展，市

区商业店铺鳞次栉比，生意兴隆，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昌经常受到日机轰炸，商店纷纷停业。民国28年(1939)3月27日南

昌沦陷。沦陷前，大部分商号迁往内地吉(安)、泰(和)、赣(州)一带和南城、光泽等县城，只有一

小部份小店和个体摊贩株守南昌，当时在商业界流传着“万户上四川，千户逃吉安，百户两头

窜，穷人守守看”，反映了当时商业状况。在日伪统治六年半期间，南昌市场萧条，粮食、食盐均

实行配给，每人每天仅配给六合大米(约9市两)，每人每月半斤食盐，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据国

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统计，抗日期间，南昌商业直接财产损失达法币1477亿元。 ·‘

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迁商号迁回复业，商业逐渐复苏。民国35年(1946)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大量美货乘势而入，面粉、布匹、肥皂、卷烟、玻璃制品充斥市

场，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同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

飞涨，不少中小商户被迫停业倒闭，至解放前夕，已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

，，解放后，南昌市商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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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人民政府着手建立国营商业机构，利用私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

极作用，打击投机非法活动，稳定市场物价，发展城乡物资交流。

1950年5月始，省、市陆续建立了一批国营商业企业。1950～1952年建立的省级商业机构

有盐业、花纱布、百货、煤建、工业器材、医药、专卖、石油、茶叶、矿产、食品进出口、畜产、贸易等

13个公司}市级有盐业、百货、专卖、贸易等4个公司；同时在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22个

合作社，其中城市消费社19个，农村基层供销社3个。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为了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

上的统一领导和调节作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管理机构作了调整，分别设立商业管理局、

省供销社南昌办事处，国合商业批发机构进一步划细。1953年和1956年间先后增设了花纱

布、医药、食品、蔬菜、水产、药材、石油、福利公司等国营商业机构，同时，国家对主要商品购销

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53年11月实行粮食、食油统购统销，1954年9月实行棉花统购和棉布

统购统销，1955年7月实行生猪派购。“一五”期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进行过三次分

工，1953年底按商品划分经营范围进行了第一次分工；1954年7月进行了第二次按城乡分工；

1955年8月以商品分工和城乡分工相结合进行了第三次分工。

根据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加强了对私营批

发商的改造，国营商业为了掌握货源，稳定市场，对私营工业产品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加

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工业产品，1953年占5l％，1955年上升至90％。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和

对生猪实行由食品公司设站直接收购后，缩小了私营批发商的活动范围，在整个批发市场上国

营商业占据了绝对优势。私营批发商及其从业人员有的转营零售，有的过渡到国营，有的改营

工业或其他行业。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采取由初级形式的经

销、代销，发展到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23日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公私合

营，小商小贩也全面实行了合作化，分别组成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顺利完成后，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导，集体商业为助手，集市贸易为补充的社会主

义统一市场。

1958年全市商业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发展商品流通，支持工农业生产，促进人民公社的

巩固和发展。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一大二公”，急予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走了不少弯路。

对农副产品收购提出“多收、快收、收好、收足”，对工业品提出“有产必收，有卖必购”的口号，盲

目收购了大量不适销和质次价高的商品，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在此期间，不适当的撤销了市级国营商业各专业公司，把供货办法、商品价格管理权限过

于集中，关闭自由市场，将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升级过渡为国营商业等，使商业网点由“小、密、

多”变为“大、稀、少”。从1959年起，由于农业连续3年歉收，加上工作的失误，国民经济处于暂

时困难时期，社会货币流通量增多，市场商品供应紧缺，物价上涨，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

间失衡，供需矛盾十分突出。1961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对商业工作进行了调整，成立南昌市供销合作社，恢复市级

国营商业公司，在市区相继开放了23个集贸市场，允许农民生产的蔬菜、禽蛋、小水产、小水果

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市场交易。过渡到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小商小贩全都划出，恢复

合作商店、合作小组。至1964年，市区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恢复到4264个，从业人员发展到

22503人，比1960年网点1682个，从业人员12534人分别增加153．5％和79．6％。

对主要农副产品收购全面实行奖售政策，合理确定购留比例，奖售的物资有粮食、食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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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白酒、胶鞋、棉布、煤油、化肥等，并有计划地提高农副产品牧购价格，对完成任务后的某些

一、=类农副产品实行奖励价、加价或议价收购。同时，改进收购方法，提供良种，多方面’支持畜

牧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 一

对人民基本生活必需的18类商品，采取坚决稳定价格的措施，保障占职工生活开支60％

左右的基本生活盛需品，在当时价格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对生活必需，供求紧张的食盐、煤炭以

及市场短缺的铁锅、卫生纸、日用陶瓷等商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货源，改进商品分配办法，合

理分配和供应；对计划供应和某些短缺商品分别实行凭票定量，凭证登记不定量以及凭购货券

购买的办法，使有限的商品分配尽可能合理，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为增加货币回笼，

1961年1月，在保证平价定量供应的同时，对糖果、糕点、部分餐菜实行高价政策。此后，又对

自行车、手表、针织品、名酒等采取了高价措施，1962～1964年高价商品共回笼货币3353万

元，上缴利润1428万元。从1962年起“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见成效，整个国民经济

情况开始好转，至1965年城乡市场开始活跃，商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许多商品市价与国营

牌价相接近，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多数敞开供应，高价商品恢复平价销售，商品购销额逐年圹大。

1965年全市国营商业商品纯购进41802万元，比1961年27009万元增长54．77％；商品纯销

售43424万元，比1961年33996万元增长27．73％；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33334万元，比1961

年29630万元增长12．5％。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业工作的理论、政策、体制、管理被搞乱，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被

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商业的正常作用成了。流通决定生产论”，必要的规章制度成了“管、卡、

压”，合理的商业积累成了“利润挂帅”。破“四旧”，砸招牌，所有招牌一律改换为“工农兵”、“红

旗’’、“文革”、。红卫”、“东方红”等带有政治含义的新招牌，停售所谓带有“封、资、修”名称的商

标、图案、造型的商品，撤并商业机构，下放商业人员．取消合作商店，关闭集市贸易，商业工作

一度处于混乱状态。1970年1月恢复成立商业局，以后又逐步调整恢复了市级国营商业公司，

下放区管的零售商业全部收回各专业公司归口管理，基本上恢复了原有建制，同时恢复集体商

业。下放农村的合作商店成员全部收回，重新组织台作商店，混乱状态始有好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商业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多渠道商品流通体系，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积极发展集体商

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社会商业有很大发展，商业网点逐年增加。1985年与】979年比较，市

区集体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由489个增至1991个，增长3．1倍；从业人员由6081人增

至28901人，增长3．8倍。1985年全市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已发展到22759人，其中

市区11039人；其他各行各业也兴办了一批商业、饮食服务业；工业企业改生产型为生产经营

型，自设门市部和其他销售机构。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流通渠道向多元化转变，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所占比重相应发生变化，1985年与1979年比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

重，国营商业系统由58．01％下降至31．82％；供销社商业由24．97％下降至11．32％；其他国营

商业由3．16％下降至2．68％；集体商业由5．15％上升至31．18％；个体商业由0．03％上升至

6．7％；工业、其他行业由8．68％上升至16．3％。其中市区所占比重国营商业由69．85％下降至

34．3％l供销社商业由9．21％下降至4．7l％；其他国营商业由5．45％下降至3．13％；集体商业

由6．77％上升至37．76％；个体商业由0．06％上升至3．23％；工业、其他行业由8．66％上升至

16．87％。 ，

1978年为解决国营商业蔬菜网点少，群众买菜难的问题，因势利导，在城市边缘地区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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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海路、二交、抚河桥、绳金塔、新溪桥等地区，恢复了6个农副产品贸易市场，1980年相继

在市区内城市居民比较集中地点开放14个农副产品贸易市场，至1985年市区农副产品贸易

市场发展到65个，成交额达1．2亿元。为改善农副产品市场交易条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先后

把墩子塘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永久性的室内市场，把丁公路、子固路、南

浦路等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建成钢架结构、塑料棚顶半永久性市场。农副产品贸易市场的开放，

不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也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
’

1978年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商品日益丰富，流通渠道增加，“大包大揽”统购包销的作法

越来越不适应。1980年国营商业对工业品收购改变统购包销的做法，分别实行统购统销、计划

收购、订购、选购几种形式。其中：统购统销商品n种；计划收购商品24种；订购商品58种。除

以上三类以外商品，工业部门可以自销，商业部门可以选购。1984年列入统购统销、计划收购

范围的计划管理商品减为21种，1985年进一步减少至17种，其中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仅食糖、

元钉、铁丝3种。在工业品价格管理上，采取了固定价、浮动价和企业协商定价等多种价格形

式。1985年1月全面放开蔬菜市场，放开购销价格，实行自由交易，改变了过去那种集中上市，

品种单调的现象，上市蔬菜由“老、大、粗”变为“早、鲜、嫩”。同年4月对生猪、鲜蛋、鲜鱼取消派

购，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并对居民实行猪肉差价补贴，促进了肉食、

水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同年12

月省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将省商业厅所属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4个二级采购供应站、

商业储运公司、肉联厂、商业机械厂、省商业批发中心下放南昌市，与南昌市百货、五交化、副食

品公司合并，组建了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副食品7个批发公司和采购供

应站，实行站司合一。在省商业批发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昌工业品贸易中心，相应扩大了企

业经营、计划、财务、物价、人事、工资、奖惩等自主权。与此同时，批发工作也进行了改革，改变

“三固定”封闭式的供货方式，实行开放式经营，减少纵向分配调拨商品和流转环节。为了便予

专业化管理，1980年后，医药公司和烟草、水产、禽蛋、石油商品经营先后划出市商业系统，单

独成立公司，实行条条领导。

，； 为打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83年市区国营商业100个零

售核算单位，除33个独立核算的大、中型企业外，其余67个中心商店全部撤销，249个零售商

店改为以门点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84年根据国务院国发(1984)92号文件，国营小型

零售企业进一步放开，实行“改、转、租”，以年利润15万元为基础，划分为三类，先在百货、五交

化、副食品、饮食服务4个公司推行。4个公司共有国营零售企业192个，其中，年利润15万元

以上的18个，实行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占9。4％；年利润8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16个，实

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占8．2％；年利润8万元以下的158个，由全民所

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占82．4％。大中型零售企业，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

改革促进了生产发展，对搞活商品流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开放式的社会主义

商品流通体制已逐步形成，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85年南昌地区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

网点有21288个，比1979年3209个增长5．6倍；平均每千人拥有6．3个，比1979年每千人1个

增加5．3个；从业人员76550人，比1979年33645人增长1．28倍，占社会人口2．28％，比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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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占社会人口1．08％增长1．1％。其中，1985年市区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8889个，为1979

年1224个的7．26倍；平均千人拥有8个，比1979年1．4个增加6．6-1-；从业人员49124人，比

1979年21828人增长125％；占社会人口4．4％，比1979年2．28％增长z．12％。1985年全市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66314万元，比1979年69672万元，增长138．71％，平均每年递增15．6％，

其中：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3684万元，比1979年40345万元，增长181．78％，平均每年递

增18．8％。市场商品丰富，购销活跃，全市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品购销总额有较大增长，1985

年购进总额为185454万元，比1980年75992万元，增加144．04％，平均每年递增19．5％；销售

总额179907万元，比1980年85747万元，增长109．81％，平均每年递增15．9％。全市国营、供

销社商业，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在1949

"、'1985年36年间，国内纯购进累计96．5亿元，其中农副产品33．7亿元；国内纯销售160亿元，

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8．8亿元，其中农业生产资料17．7亿元，生活资料15I．1亿元。改革开

放近几年来，国营商业、供销系统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1979---1978年为国家创造税利累计3

亿元；年平均税利4286万元，与改革前10年1969,---1978年年平均创税利2872万元比较，增

长49．2％。至1985年，全市建有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89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66314万

元。其中，南昌县21771万元，新建县14003万元，进贤县12450万元，安义县4406万元。：1985

年全市商业、供销系统共有职工48111人，固定资产原值14636万元。自有流动资金6117万

元，在整个商品流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

t”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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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5年南昌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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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管理机构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省设劝业道，州县设劝业员，统管农工商矿。

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江西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成立工商部，江西商务总

会改称南昌商务总会。民国23年(1934)江西设立农商部。民国25年(1936)成立江西省工商

管理处。民国27年(1938)工商部改为经济部，南昌市商业自民国27年(1938)至民国38年

(1949)解放，一直由南昌市政府建设科管辖。

解放后，1949年7月5日，成立南昌市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局，为全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1950年8月，工商管理局内设立合作科，负责组建并管理合作社。1953年3月3日，南昌市合

作事业管理局、南昌市合作总社同时成立，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着手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

供销合作社。1953年10月工商管理局改名为工商局，1954年8月又改名为商业管理局。1954

年9月10日，市合作事业管理局与市商业管理局合署办公，保留市合作总社牌子，商业管理局

设合作业务科、财务科，管理总社行政和业务工作。

1955年1月5日，南昌市合作事业管理局撤销，1955年3月成立南昌市郊区供销合作社，

隶属南昌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办事处领导。1956年4月郊区供销合作社撤销，同时成立江西省

供销社南昌办事处。1956年10月成立南昌市农产品采购局，1957年5月撤销，业务人员移交

省供销社南昌办事处。商业管理局同时一分为二，另成立一个南昌市服务局。

南昌市供销、商业系统所属企业，分别于1957年9月1日，1958年1月1日实行行政企业

合一，省二级批发站下放市商业管理局领导。1958年5月撤销市服务局和江西省供销合作社

南昌市办事处，并入南昌市商业管理局。1961年7月，商业管理局分为第一、第二商业局。1962

年7月为便于城市商业统一领导管理，第一、第二商业局撤销，成立南昌市商业局和南昌市供

销合作社，分别管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

1968年4月，南昌市商业局、供销社同时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同年8月撤销，由南昌市革

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直接管理国营、供销社商业。1970年1月，成立南昌市商业局

革命委员会，管理范围包括商业、供销、粮食、外贸、工商、物价。1972年9月恢复南昌市工商管

理局和南昌市物价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分别移交工商局、物价委员会管理。

1973年2月恢复粮食局。1976年恢复南昌市商业局名称。1979年5月成立南昌市供销

社、南昌市对外贸易局。土产杂品、果品成千菜、废旧物资、农业生产资料等4个公司划归供销

社领导。1983年12月，南昌市机关机构改革，市供销社撤销，保留供销社牌子，并入市商业局。

第三节 经济成份

国营商业 民国25年(1936)国民政府为配合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实行经济封锁，

设立江西食盐火油管理局，对食盐火油实行官督民办，不准商人自由买卖。民国27年(1938)抗

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凡属军需民用的重要物资，如粮食、食盐、汽油、煤油、水

泥、木材、五金、西药、麻袋等运销，均需向工商管理机关登记领照。民国28年(1939)南昌沦陷，

在日伪统治期间，粮食、食盐为汪伪政府所控制，实行配给，指定部门经营，禁止自由买卖。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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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江西省盐务管理局，食盐实行官引分销。

解放后，省人民政府在恢复工商业、取缔投机、稳定市场物价的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国

营商业企业，先后在南昌市设立了省级盐业、百货、花纱布、煤建、石油、茶叶、畜产、矿产、贸易

等9个专业公司。1949年10月南昌市成立信托公司。1950年4月接收大康百货商店，成立中

国百货公司江西省公司第一门市部。1951年8月成立南昌市百货、贸易、盐业3个专业公司。

同时租用广益昌商场原址，组建了大中型零售企业八一商场。1952年成立南昌市专卖公司。至

1952年底南昌市共有国营商业机构28个，职工2272人。其中：省级公司13个，职工1613人；

市级公司4个，职工293人；零售商店11个，职工366人。

1953年根据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需要，先后成立了市花纱布公司、市医药公司；1954年成立市食品公司、石油供应

站。1956年“三大改造”后，成立了市蔬菜、水产、药材、福利4个公司。花纱布公司一分为二，分

别成立纺织品公司和针棉织品公司。至1956年底南昌市共有市级公司13个，批发企业25个，

零售企业156个，职工人效2900人，社会主义商业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结束了私营商业独占

市场的局面。’

1958年1月省级国营商业专业公司下放南昌市，成立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

电、化工原料6个采购供应站；市级国营商业专业公司撤销，改为“行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在商

业局内部设立专业科，直接管理批零企业。蔬菜公司与食品公司合并，组成蔬菜肉食品公司，贸

易公司改为副食品采购供应站，同时成立煤建公司。

1960年省商业厅重新组建省级国营商业，下放南昌市的6个采购供应站全部收回省管。

恢复市级国营商业经营机构，成立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经理部。1962

年8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商业部系统恢复和建立各级专业公司的决定》恢复公司建制。经过一

段分合撤并，至1962年底，南昌市市级国营商业有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机械、化工原

料、蔬菜水产、食品、贸易、煤建、医药、饮食服务11个公司和储运经理部，设批发机构27个，零

售企业346个。1962年后，除水产公司于1965年从蔬菜公司划出，单独成立南昌水产公司外，

国营商业机构相对稳定。 -’
、

。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企业再度撤并。1968年10月市级商业下放2100余名干部、职工

到南昌、新建两县支援农村商业，同年12月市级公司由16个(包括供销社所属4个公司)，合

并为工业品、副食品、蔬菜肉食品、饮食服务、土产杂品5个公司。公司所属零售商店，除少数大

中型零售企业和专业商店以外，全部下放到区，各区成立商业处和蔬菜产销管理处进行管理。

1971年1月搞“战备搬迁”，部分零售商店搬迁湾里、石岗。1971年6月恢复市百货、五交化、煤

炭石油、副食品、蔬菜、食品、医药、土产杂品、废品、饮食服务10个公司。1972年2月各区商业

机构撤销，零售商店全部收回到市，由各公司实行归口管理。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市级国营商业企业作了重大调整，医药公

司和烟草、禽蛋、水产、石油经营业务先后从商业系统划出，实行条条领导，归口管理。1984年

12月城市商业体制改革，省商业厅所属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4个采购供应站，商业储

运公司、省商业批发中心、肉联厂、商业机械厂下放南昌市。下放后，采购供应站与市公司合并，

重新组建了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副食品7个批发公司与采购供应站，两

块牌子，一套人马，省商业批发中心改为南昌市工业品贸易中心．1985年4月猪肉放开经营，

市食品公司合并到肉联厂，实行厂司合一，对外仍保留食品公司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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