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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El用工业品商业志》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和市

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编写的。编写工作从1992年8月份开

始，成立领导小组、编委会、组织编写班子，先后经历了召

开座谈会、搜集资料、社会调查、试写、编纂、审稿等阶段，

历时二年时间，至1994年11月合编成册。经市、区方志办

和公司有关领导审查同意，正式定稿。

《西城区日用工业品商业志》分为概述、大事记和机构网

点人员、商品购销、企业管理、优质服务、深化改革、职工

教育、工资福利、模范人物、商业街、庙会等十章四十八节，

约16万字。它记叙了1840年到1992年各个历史时期商业的

兴衰起伏和发展情况，但由于解放前日用工业品商业缺乏资

料，因此，较为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因受篇幅

限制，只能扼要记述。整个志书紧紧围绕商品购、销、调、存、

赚的发展变化这个中心，加上与此相关的机构设置、企业管

理、优质服务、网点人员等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搞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记述了一个

半世纪西城区日用工业品商业的面貌，并寓其规律，借鉴于

记述之中，可供商业部门阅读参考。

本书是采用分写合编的办法，整个志书的编写工作分为

四个阶段进行：一是广泛收集资料；二是整理资料；三是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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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志书纲目，四是由三位老科长分头撰写，然后，统一汇编

成册。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西城区百货公司许多离退休老

同志和在职的干部职工，特别是l常震昌l、张惠增、l霍景波J朱
佐坪、陈家辉、高群明、段金章、张德禄、申舒勤、刘树澄、

崔连惠、宋大成、刘琦、路地、孙敬宝、马刚、闰泽生、齐

玉和等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意见。直接从事本书

采编的工作人员先后有16人。这本书能合编成册是编纂人员

辛勤劳动和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和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北京市档案馆、北

京市图书馆和公司各科室、各基层单位及有关部门给予大力

支持，在此表示感谢l

由于编写《西城区日用工业品商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

参加编纂人员缺乏经验和历史知识有限，加之，历史资料不

全，收集难度较大，因此，缺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级

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北京市西城区百货公司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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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西城区是首都首善之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也

是日用工业行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商业区。俗话说：“东四、西

单、鼓楼”前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西城区是全市最繁华、最热

闹、商店最多、顾客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广大群众十分向往

的选购日用工业品的好场所。

百货行业是经营日用工业品的行业。它形成于中日甲午

战争(1894年)前后，在商业的各个行业中，百货行业是一个

新兴的行业，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前，北京长期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社

会，商品交换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自给有余的农副产品和手

工业品。清康熙年间。北京城商绾摊贩增多，主要经营各种荷

包、头网、腿带、布手套、布袜子、烟杆、烟锅、针线等日用杂品。

从雍正四年(1726年)起，北京各种代客买卖货物的牙行开始

发展，至清嘉庆年间，发展越来越盛。当时北京已有成衣、鞋

帽、染织、布疋等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交换。清道光22年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五口通商，海禁

大开。依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外国商人，纷纷来北京发展洋

行买办商业，掠夺原料，倾销洋货，主要是毛织物和棉织品。十

】



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洋烟、洋酒、洋火、洋药、洋毯、洋巾、牙

粉、牙刷和钟表、玻璃等，各种日用杂品输入量和品种迅猛增

多。

随着舶来品和国内工业品的增加，原来经营日用工业品

的手工业杂货铺一批“倒闭散伙”，一批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

模的“京广杂货铺”，以后又发展成为“洋广杂货铺”，北京的日

用工业品行业几经兴衰，逐渐的发展起来。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我国历史的新篇

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日用工业品行业也同其它行业一

样，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过去的苦难历程，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

解放初期，当时市场凋零，铺面空虚，物价暴涨，有行无

市，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观望徘徊。北京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大力宣传党的工商政策，鼓励私营工商业积极经

营，并接收了国民党在北京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组成为国

营商业企业。西城区的日用工业品商业(包括商店和摊点)，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涨和影

响，打击资产阶级投机捣把的猖狂活动，做了一些工作。

1950年4月1日，中国百货公司正式成立。按行政隶属

关系，在各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设立区公司；在县设立分

公司，各级公司实行以公司系统领导为主，当地行政部门领导

为辅的双重领导。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实行的足高度集中统

一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两项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即：贸易金

库制度和物资大调拨制度。使中国百货公司初步形成了高度

集中统一的经营和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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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用工业品行业的国营企业，是在北京市贸易公司

百货分公司的领导下，网点多设在城近郊区。设在西城区的有

西单商场为第三门市部，并在地安门、白塔寺、护国寺等地开

设1——4场。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国家进入了有计划大规模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对商业经营政策和体制进行了调整，

国营加强主要的产品收购经营，发挥社会主义商业在市场上

的统一领导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深入进行了对私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1月西城区的纺

织、文化、百货、药材、五金、交电、化工等行业全部实行了公私

合营。

1958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零售企业交区

管理，成立西单、西四两个百货管理处。同年7月1日，西单、

西四两个区合并，实行“五口合一”，成立了西城区商业局。10

月按各行业成立商业局，百货行业为第一商业局。1960年7

月1日，百货、副食合并，成立了西城区商业局，后又改为西城

区百货管理处，行政机构，一年三变，日用工业品的购销业务

处于一般状态。

1958年“大跃进”以来，西城区日用工业品商业按照总路

线的要求，积极组织商品流通，大力支援工农业生产，商品购

销业务明显增加。由于指导思想上产生“一大二公”，急于求成

的左倾错误，忽视商业客观经济规律，工作上出现了失误。主

要表现在：

一是，开展“大购大销”活动。在购销业务上提出“除了飞

机大炮，什么都可以经营”的口号，实行高指标，大任务。不顾
3



国家计划，不讲经济效益，盲目购进了市场不适销对路和质次

价高商品．甚至毫无使用价值的产品，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和资

金的浪费。在1962年三清(清理库存、清理资金、清理帐目)处

理中，给西城区百货管理处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二是商业网点大调整。在地处居民区的小商店向大商场

合并，如：地安门百货商场就是由10个小商店合并组成的。同

时，又将小商小贩视为资产阶级残余，提高改造形式，成立了

“三统”的合作商店，即：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负盈亏。使商

业网点由“小、多、密”向“大、稀、少”变化，给广大人民群众购

买商品带来了很多不便。

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会货币流通量增

多，市场商品供应紧张。西城区FI用工业品商业的零售额大幅

度下降。再加上机构变化，网点调整较多，有些商业网点划出

西城区百货管理处。因此，1960年商品销售额为18．381万

元，到1962年下降为5．169万元，下降71．9％。随着商品供

应量的减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960年到1962年凭票、凭

证供应的商品达100种以上，对部分工业品还发行购物券，凭

券购买。对部分高档棉织、绸缎等商品实行高价供应。1963

年以后，在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指导下，西城区日用工业品行业坚决执行中央“及时收

购、积极推销、生意做活，活而不乱”的原则，随着工农业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货源逐渐增多，市场供应开始好转，到

1965年，高价商品基本退出高价范围，敞开平价供应商品增

多，有些日用工业品供应已经达到1957年水平。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使刚恢复发展势头的日用工

业品行业，又一次受到了冲击。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商业部门积极组织商品

4



流通，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说成“流通决定生产论”，

商业合理积累成了“利润挂帅”；企业的管理制度变成了“管、

卡、压”，从而，把商业的理论、政策、体制、管理全部搞乱

了。负责西城区日用工业品的管理机关——西城区百货管理

处只剩下7个人啦!其余均下放5·7干校参加劳动。下属企

业有些商店购物排队，群众深感不便。在十年动乱年代，绝

大部分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对错误路线及各种谬论进行抵

制，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购销活动坚持正常进行，因此，使

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76年商品销售额为10，363万

元，比1966年上升61．4％；实现利润725万元，比1966年

上升74％。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居民对日用

工业品的需要。

(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

济”的政策。商品生产迅速发展，日用工业品行业出现了前

所未有召勺好形势。商品购销活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服

务态度主动、热情，并加强了企业管理，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高。西城区百货公司1990年完成商品销售额为54，940万元，

比1978年的13，616万元上升3倍；实现利润额为3，437万

元，比1978年的887万元上升2．9倍。

1984年以来，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提

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北京市国营商业，服务业改革试行

办法》西城区百货公司进行了如下重要改革：

一是，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将五十年代长期形成的国营

商业独家经营、单一的经济形式和流通渠道以及商品分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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