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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志·供销合作社分志凡例

一、《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记述嘉兴市供

销合作社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反映供销社系统的性质和经营特色，揭示规律，

展望未来。

二、《分志》的时间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f艮1987年末。

三、《分志》表述范围，以现市辖五县(市)、两区(城、郊两区)为整体。从

全市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和现状的视角取材，详今略古，立足市级，着眼市

区，辐射五县(市)供销合作社。既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揭示本专业在社会联系

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专业发展的大势与全貌；又从局部和微观角度，揭示专

业各个侧面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过程。

四、《分志》的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相结合的形式。以述、记为

志之纲，志为主体，图、表分别穿插其中，录为志之尾。

五、《分志》的篇目结构，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横排门类，纵贯时间，以类

系事，横排竖写。全志分章、节、日三个层次，共设8章、28节，约40万字。

六、《分志》的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行文，按嘉兴市志编纂室

《关于编写行文的暂行规定》。使用文字，按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

的《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按“新华字典》简表。

七、《分志》运用的名称，建国前，如党派、机构、职务、地名等，均沿用当时

的名称，籍以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建国后，党指中国共产党，政府指人民政

府，中商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省社是浙江省供销合作(总)社(联合社)

等的简称。“全地区”指原嘉兴地区，“全市”指今市辖五县(市)、“两区”，“市区”

指市辖城区和郊区。对历史朝代，以当时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概用

公元纪年。用古地名时，夹注今地名。使用乡、村地名时，冠以县名。

八、《分志》运用的数量词，建国前的度、量、衡单位和货币，均按当时当地

的历史习惯记载；建国以后的度、量、衡单位均以现行规定为准。货币，建国后

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数字书写方法，按出版局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九、《分志》统计数据，除注明资料来源者外，原则上依据市社、市统计部

门资料。鉴于撤地建市时间不长，有些数据确难剔除湖州市部份的，即用“全



地区”代之。

十、为更好地反映市供销社系统的历史概貌，设两个大事记，即：《嘉兴市

供销合作社大事记》、《嘉兴市区供销合作社大事记》，列于附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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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嘉兴市供销合作事业发轫于民国17年(1928年)，迄今已有50多年历

史。首起的是嘉兴县和海宁县；继起的有海盐、平湖、崇德三县，约在民国18

年秋；嘉善县是民国19年6月开始建社；最晚的是桐乡县，直到民国21年才

有合作组织。在初建阶段，以信用业务为主。嘉兴县新塍区的竹园兜、白石

村、苗云桥3个信用合作社；海宁县上南村的南三乡信用合作社，是嘉兴市最

早建立的合作组织。民国22年u月，嘉区合作事业促进会成立，民国23年

8月，浙江省第三农业合作事业实验区在嘉兴县王店镇成立，这对促进合作事

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自民国25．年起，重点发展特产专业合作社，兼办供销

业务，嗣后又转为以供销为主。是年末，全市有各类合作社263个，社员5523

人，股金2．97万元，其中信用社比例已由民国23年的84菇降到35．79％。民

国26年冬，目军侵入，嘉兴市各县相继沦陷，合作组织均遭摧残。民国29年

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建立日伪“中国合作社××县支社”，掠夺沦陷区的丰富资

源，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合作事业始得恢复。据

省合作管理处统计，到民国36年，全市有各类合作社536个，社员7万多人，

股金3．59亿元。至此，合作事业基本普及。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审国，

这些合作组织，有的被国民党官僚资本所控制，有的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民众

得利甚微。至解放前夕农村合作社已基本解体，县以上合作社联合社解放后

被人民政府接管。

建国后，嘉兴市供销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农民为主集

资，在国家扶持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合作事业。在前进道路上，大体经历了

“三起两落’’的过程：

1949年冬至1957年，供销社由恢复走向正常发展。建国初，党和政府为

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克服当时城乡市场阻塞，商业萧条，投机盛行，物价波动

的局面，在基．层合作社初步建立的基础上，于1950年3月选派干部，成立嘉兴

专区供销合作总社，各县供销合作总社也先后于4月底前建立，统一领导供

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广大农村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基层供销合

作社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级供销合作社一面帮助农民组织生产自救，一面接

受国家委托，通过“结合合同”和预购合同等形式，加强收购，使棉、麻、茧、烟等

重要物资基本控制在国家手中，并积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减除中间剥削，维



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开办贸易货栈，组织物资交流，稳定物价，安定人民

生活。从而，发展和巩固了供销合作社，扩大了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促进

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1953年末，全市有各类供销社108个，社员

+61．43万人，股金145．06万元。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以及对私

营商业改造的开展和城乡市场的变化，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先后进行三次

分工，即：1953年的按商品分工，供销社负责收购和经营手工业产品、农副产

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的供应业务；1954年的按城乡分工，供销社

负责农村市场安排，农副产品收购和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1956年的按商品

与城乡结合分工，供销社主管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供应，以及废旧

物资收购，并统一经营农村的商品批发业务。按照分工的变化，1955年将城

市消费合作社划归国营商业领导，手工业合作社划归手工业管理局领导，粮食

代理购销业务划归粮食部门直接经营。1956年，又将油脂、水产等业务划给国

营商业。各级合作社联合社改名为供销合作社；基层供销社的建制，也由建国

初期的按乡、村建社，逐步调整为以集镇为中心，按经济区建社。通过购销结

合和预购合同制度，扩大购销业务，优先供应生产资料，奖励农副产品投售；与

手工业通过产销合同，供应原材料和推销产品；对私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逐步形成了农村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有计划地全面发展。通过购销活动，还把大量的重要

农副土特产品和废旧物资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丰富了城乡人民生活；供销合

作社自身也在“整顿”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5,7年末，全市有8个县供销合

作社，52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其中经济区社31个、集镇社11个、乡社10个。

1952--1957年的6年中，全市国内纯购销总值从6071万元增加到7540万

元，增长24．2％；年利润总额从109万元增加到463万元，增长3．25倍；自有

流动资金从126万元增加到1064万元，增长7．44倍。

1958--1978年，供销合作社在曲折中前进。这个时期，处在“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年代，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县以上供销社与国营商业进

行两次合并，前后达12年，其中海宁、桐乡两县长达15年之久，到1978年才

先后恢复单独建制。其中1958年第一次合并时，基层供销社改为人民公社的

供销部，变成了基层政权的附属部门和国营商业的基层单位，供销社的民主管

理组织和制度被取消，财物被挪用、平调，损失严重。1959年后，又将基层供销

社下放的人、财、物三权收归商业局。与此同时，合作商店(小组)“一步登天修，

过渡到人民公社供销部，变成了国营商业，商品流通渠道单一，极大部份商品

实行统购包销，在购销业务上还出现了一些“浮垮风’’，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供销社同农民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1961年6月起，为适应农业生产集体所



有制的经营方式，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匿’难，党中央提

出了《商业四十条》的规定，重新明确供销社为集体所有制性质，从上到下与国

营商业分开。将过渡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内部的小商小贩划出，重新组成合

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是年末，全市恢复了省社嘉兴专区办

事处，6个县供销社，110个基层供销社，其中以公社(乡)建社的基层供销社又

上升到8,9％。与此同时，国家还调整了农副产品购销政策，适当缩小派购范

围，规定购留比例，对部份经济作物实行奖售和用工业品换购，并适当提高主

要农副产品价格，农村市场逐渐活跃。1962--1963年，为适应农村商品流通的

需要，按经济区建社的原则进行了调整，全市基层社又调整为61个，其中按经

济区建社42个、以公社(乡)建社减为19个，下降31．15％。在“调整"工作基

本完成后，各县相继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恢复社

员群众的民主管理制度，开展增股、扩股，进行股金分红，实行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使供销社恢复了生机，增强了活力。1964年，专区精简机构，撤销省社

嘉兴办事处，并入嘉兴专区财贸办公室设供销合作组。1968年9月至1971年

5月，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全市供销合作社再次先后与国营商业合并。1969

年推行“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基层供销社同时受人民公社领导和管理。基

层社和县以上供销社实现利润直接上缴财政，亏损由财政弥补，供销合作社集

体所有制性质实际上又被否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又一次“下放’’，留下的有

部份改为供销社的“三代店”(代购、代销、代营)，实际上成了国营商业在农村

的门市部。农村集市贸易再次遭到破坏。农副产品购销进一步统死、管死，造成

流通不畅，工业品下乡减少，市场供求日趋紧张，再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为活跃农村市场，根据省委的决定，于1977年9月，成立嘉兴地区供销合

作社。是年末，恢复建立的有地区供销社以及嘉兴、嘉善两个县供销社，116个

基层供销社，其中乡社93个、经济区社14个、集镇社8个、采供站1个。但

是，全民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县以上各级供销社仍是各级政府的一个部门口

到1982年春，“三代店”基本上恢复合作商业体制。1976年与“文化大革命”前

的1965年相比，全市国内纯购销总值为42626万元，10年时间只增长37．6％．

而实现利润总额1597万元，只增长@．61 250

1979--1987年，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金党工作着重

点的转移，金市供销合作社在改革中蓬勃发展。1979--1981年，金市供销合作

社系统，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清“左”，拨乱反正。1980年上半年开

始，对基层供销社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为适应开放、搞活，建立多

渠道流通的新体制，进行了一些恢复性的整顿。1982年冬开始，各县供销合作

社都组织力量，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1983年3月15日在长兴县召



开“全地区”第二次试点工作会议以后，供销社的改革已全面铺开，改革的重点

．是恢复*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改“官”

办为“民”办。各基层供销：社，通过清股、扩股，先后在6月底前召开社员代表

大会；各县供销合作社也在此基础上，于7月底前相继召开了金县供销社社员

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理、监事会，成立了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初步恢复了供

销合作社是农村集体合作商业性质，改善了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是年8月，撤

地建市，分别建立省属嘉兴市和湖州市。随着行政建制的调整，10月省属嘉兴

市供销合作社成立，原地属嘉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也随之撤销。1984年，在

劳动制度、农民入股、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按劳分配、价格管理等方面都有了

新的突破。1985年，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

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为

了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全市新建市、县贸易公司和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12个，新建集镇综合性商场47个，等等。1986--1987年，把供销社改革的重

点进一步转移到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在发展为商品生产的系列

服务，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

农村商业网点，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1983—1987年

的五年中，全市供销社系统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生产资金765；。76万元，

为农民推销农副产品13．56亿元，供应生产资料10．37亿元，供销合作社自身

亦获得了新的发展。1987年末，全市有干部、职工21547人，加入供销合作社

的社员59．32万户，占总农户的86．79％；股金1724．99万元，比1982年的231

万元增长6．47倍。金市设置机构有：市社1个、县(市)联社5个、城区供销社

1个、郊区办事处1个、市公司6个、县(市)公司34个，基层供销社101个(其

宁批发站1个)，购销网点2538个，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社工业

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自办和联办工业183家。经营服务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自有固定资产原值1．3515元，比1983年的5463万元增长1。47倍；现有各种仓

库面积57．05万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17．97万平方米，增长45．97％；还新

增营业用房4．44万平方米，新增运输车辆243辆，新建职工和干部学校6所、

计1．3万平方米。购销业务大幅度增长，1987年与1983年相比，仅4年时

间，全市国内纯购销总值达192906万元，增长1．’06倍；实现荆澜总额4573万

元，增长56．93％，其中工业利润654万元，占供销社系统利润总额的比重，由

2983年的3．4％上升到14．3％o全市218个独立核算单位，不仅没有一个发

生亏损，还涌现了三个年利润超百万元的基层供销合作社一一崇福、石门、王

店供销合作社；年利润超千万元的两个县以上供销社一一市供销合作社、桐乡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供销合作社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合作社

嘉兴市合作事业发轫于民国17年(1928年)，是全省合作事业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

开始以办信用合作社为主，以后逐步向生产、供销合作社发展。民国19年建立的嘉兴县

新塍区贩卖合作社、海盐县澉浦黄沙坞生产兼营合作社，澉浦镇信用贩卖合作社、嘉善县

魏塘镇民悦消费合作社，为全市较早的供销性质的基层合作社。

民国22年11月，浙江省第一个合作事业促进会，嘉区(浙江省第十行政区)合作事业

促进会在嘉兴县成立。民国23年8月，浙江省第三农业合作事业实验区在嘉兴县王店镇

建立，推进了嘉区合作事业的发展。是年底，全市建立各类合作社398个，有社员9406人，

股金34467元，合作事业初具规模，社数占全省合作社总数的四分之一，但经营业务仍以

信用借贷为主。

民国24年，浙江省建设厅贯彻《合作法》，通令停止单营信用社的建立，重视特产合

作社的组织。之后，按此原则建立的合作社有海宁县翁埠养牛合作社，嘉兴县双桥养鸡合

作社、泰石乡绸业生产兼营合作社，平湖县清溪乡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嘉善县千窑信用。

供给，储运兼营合作社。至民国25年末，全市已建立各类合作社236个，有社员5523人，

股金29776元。其中，属生产、供销性质的合作社已占全市合作社总数的64．21％。是年，

还出现了专业性质的县合作社联合社，如海宁县蚕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有社员社165

个；嘉兴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于民国26年1月，曾集资4．2万元，购置机械烘茧设

备，筹建茧站，发展蚕业生产。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市属各县相继沦陷，所有合作社均遭摧

残。

民国29年前后，日军为统制物资，掠夺资源，诱吸沦陷区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市匾

各县曾建立“中国合作社××县支社”，下设分社或出张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均为国民政
，

府所接收。

民国3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县根据行政院颁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的

精神，以乡、保或专业恢复建立基层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县联社。例如，嘉兴县合

作社联合社于民国35年4月成立，有社员社21个。至民国36年底，全市县以下合作社

已基本普及，建立县联社6个(嘉兴、嘉善、海盐、海宁、桐乡、崇德县，平湖县未建立)。基

层合作社532个，其中专业社126个、保社241个、乡(镇)社165个。共有社员70022人，

股金34651．34万元。上述合作社组织，名义上按行政院颁布的《合作法》组织，有社章，

设理事会、监事会等民主管理与监察组织，但实权均为当地乡坤、豪商所操纵、把持，一般社

员无权参与管理，得益甚微。至解放前夕，农村基层合作社，基本解体；县以上合阼社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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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解放后为各县人民政府所接管。

第二节建国后的合作社

1949年5月，市属各县相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地、县(市)人民政府的领导‘I、|，为

使全市农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的同时，在经济上摆脱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的剥削，积极发

展合作社组织。以《中华人民共和匿合作法(草案)》的要求，筹建基层供销合作社，城市消

费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县以上成立专区供销合作总社和县供销合作总社。基层

社由社员组成，社员由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个人自愿申请入股；县总社为所属基层社的联合

社，基层社为其社员社。各级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由社员民主

管理，理事会为其执行机构，监事会为监察机构。现是在国家扶持下，由农民集资入股，联

合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合作商业。为全市农民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方面实现自我服

务，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承担一部分国家计划商品的购销任务。现按基层供销合作社、县

(市)供硝合作社、市(地)供销合作社，分述于后：

一、基层供销合作社

基层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建国后，按行政区

(乡、公社)或经济区(集镇)建立。

194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指示》，全市农村开

展了基层社的创建工作。是年12月，嘉兴县北桥乡(今虹阳乡)烈义村供销合作社首先

成立(1950年后，扩建为虹阳港供销合作社)。此后，各地楣继成立。至1950年底，全市

建立基层社76个(其中消费社6个)，发展社员74090人，吸收股金103033元。

1951年5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制定《农村供销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规定农村

供销合作社是由农民群众自愿集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股金分红的合作商业，其最高

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代表由社员民主选举，任期一年。同时规定社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为执行机构，监事会为监察机构。按此精神，全市结合土地改

革，开展整社、建社，召开基层社社员大会，从农村土改积极分子中选拔社千，利用裥堂、庙

宇或土改中没收的公房旧屋，因陋就简，办基层供销社。由于国家、国营商业的大力扶持

和优待，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和商品分配上的优先及价格上的优待，基层社对社员也采取

股金不分红或少分红，而在物资分配和商品价格上给社员以较多的优待和实惠，深绳农民

群众的拥护，入社社员人数激增，全市基层社得到迅速发展，乡、镇基层社普遍建立，合作社

体系基本形成。是年底，全市建立基层社229个(其中消费社19个)，有社员413060人，

股金43．35万元。社员人数，已占全市农业人口总数的27．03％。

1952年底至1953年，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鹣纯洁基层社组织内部的需要，全市基层

社全面开展整社。通过整社，把一些缺少资金、经营不善、地址不当、社干不纯的乡社合并

为集镇社，并通过发扬民主，将成份复杂的社员和表现不良的社干，清洗出去。是年，嘉兴

县通过整顿，在806名社．于中处理了35名。到年底，全市基层社合并为100个，其中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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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89个、消费社lO冷、渔业社1个。通过整社，健全了基层社的民主管理组织与制度，纯
洁了内部，并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了一次合作社方针、任务的教育，提高了农民群众入

社的积极性，使全市基层社在整社中又有发展，社员增加到614307人，比1951年增加

67．2％；股金数达到145．06万元，比1951年增加29．9 Cyo；社员人数占全市农业人口总

数的39．6％，比1951年上升12．57个百分点。此时，为繁荣城乡经济，解决乡、镇剩余劳

力，扶持农村家庭与手工业的发展和解决农业生产用工具的供应，各县社曾积极筹建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至1953年底，全市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5个(其中：竹器4个，铁器8

个，纽扣、棉织、木器各1个)，共有社员418人，雇用工人92个，有股金12142元，年生产

总值479476元(1954年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供销社系统划出，由新成立的县手工业

联社管理)。从而，使全市基层社迸一步得至{稳步健康的发展，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1955年2月，按照价格政策的规定，基层社取消了对社员零售价的优待，实行股金分

红，社员与非社员的差别缩小，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思想减弱。为此，1957年，省社明确提

出必须遵照社章，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向社员报告工作。全市基

层社通过整顿，相继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从健全民主管理组织和制度着手，加强基层社

为社员服务的思想教育，恢复基层社在农民群众中的地位，改善了社群关系。

1958年，受“大跃进”左倾思想的影响，全市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基层社、国营

商业和合作商店、个体商贩先后合并，即所谓“三线合一”，改组成人民公社供销部，人员、

资金、财产和经营管理权，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1960年2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

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商业管理体制的意见，，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进一步明

确人民公社供销部，既是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又是国营商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受人民公

社积县商业局的双重领导；供销部实行单独核算，由各县商业局统一计算盈亏，在利润中

留10％给人民公社使用。从此，国营独家经营，基层社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社

员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制度随之取消，以致为农服务的质量下降，官商作风抬头，农村商

品流通不畅。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恢复供销合作社，6月19日颁发《关于

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全市为适应农业生产集体所有

制的经营方式，使农村商业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又恢复了基层供销合作

社的建制。是年底，全市按公社(乡)建立基层社110个，并先后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产生了理、监事会和理、监事主任，社员民主管理工作又转为正常，社章中规定的社

员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得到了遵重和保障。

1966年后，全市基层社，又经历了十年4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过程中，体制又

起了变化，基层社的社员民主管理制度又停止执行。1969年，推行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

业，基层社又接受“贫管”，至1976年后，“贫管”才陆续停止。 、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

质”，要求按照“恢复和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取经营E的灵活性”

(简称“三性”)，对供销社进行体制改革，是年11月，浙江省商业工作会议，决定全省开展

供销社体制改革，在嘉兴地委和行署的统一部署下，1983年3月，全市基层社体制改革全

面铺开。当时改革的重点，改“官办”为“民办”、恢复“三性”，改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

至年底，全市120个基层社，通过清股、扩股，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理、监事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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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监攀主任，恢复合作经济性质和民主管理铷度。此后，垒市基层社又进行亍“五个突
破”j 8六个发展”和建立综合服务体系、经营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使全市基层社的面貌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其体表现在：

1’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爸1987年底，全市100个基层社、1个批发站、90个供销分社，、

设经营机构2415个(其中农副产品收购331个、二1：业品批发49个；零售网点1836个，其．

中农业生产资料供递门市部4'71个)，仓储运输19个，加工生产76个，其他2个，共有职

工16392人。并在农村设代购代销店957个、“二代员”1634人。为农村发展生产提供产

前、产中、产!服务奠定了坚寥的基础。

2．基层社实力日益壮大。1987年底，全市基层社共有固定资产总值8438万元，比，

1983年增长1．3s倍。拥有营业用旁29．86万平方米，仓库57．05万平方米，还有各种车

辆25l辆，货船16S艘。入社农民户数已达5￡3214户，占全市总农户数的86。79％，入社

股金达1555万元，已占全市基层社自有流动资金的n．96％。

3．企业效益稳步上瓣。全市基层供销社不仅没有一个亏损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三个

年利润超百万元的基层供销祖(崇福、石门、王店)。1987年度，实现剥税3805万元，比1983

年增长61．98 o／o，创历史最好水平。

二、县(市)供销合作社

县(市)供销合作社，是基层供消合作：琏的联合社，负责所辖基层社的行政和经营业务

领导。所属基层社为社员社。

1949年5月，市属各县解放后，各县人民政府，从生产救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需要出发，在发展基层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积极筹建县(市)级供销合作社。是年11月海盐

县、12月桐乡县先后建立供销合作商店(后改建、扩建为县供销合作总社)。此后，各县供

销合作社相继予1950年4月前成立。嘉兴县供销合作总社，先由嘉兴专区总社兼管，1951

年9月，单独成立；同年11月，又建立嘉兴市(今城区)合作总社。1951年底，全市有县社

7个(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崇德)，市社1个(嘉兴市)。1951年10月起，各

县(市)供销合作总社相继改名为县(市)合作总弛。

此时，由于召开县(市)社员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成熟，但为了密切上下级关系，发挥

合作社的群众性，民主隆，各县(市)社均建立了临肘理、监事会，由县党、政领导兼任理、监

事主任。一般半年或根据工作需要召开社员：亡作会议或基层社领导参加的社务会议，听

取基层社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改进县(市)社的工作。

1951年9月，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法(草案)》的规定，嘉善县社首先召开第一

届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理、监事会和理监事主任。继后，1952年lO月，嘉兴

县社召开了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其余各县也先后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或社员大会，各

县社的民主管理体制，逐渐完善。

1954年9月后，手：]：业生产合作社从供销合作社系统中划出，另成立县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联合社。1955年，贯彻“城乡分工”，嘉兴市消费合作社划归商业局领导，各县消费

社先后和基层社合并，各县(市)社又更名为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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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8年4—5月，在“大跃进”中，受4左”的思想影响，各县供销社先后和县商业局合

并，执行国营商业制度，成为县人民政府的商业行政单位，县供销社集体所有制性质、民

主管理组织和制度均被取消。同年，行政区域调整，2月嘉兴市并入嘉兴县；9一11月，嘉

善县并入嘉兴县、海盐县并入海宁县、崇德县并入桐乡县，各县商业、供销社机构也相继合

并。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恢复供销合作社，6月19日颁发《商业四十条》。

全市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予8一lO月，先后恢复了各县供销合作社的建制。并总结了

‘‘大跃进”中工作上的失误。对农产品收购过头，违反等价交换，强购硬收等工作上存在的

问题进行纠正；对部分农民群众的损失给予退赔，仅嘉兴县就退补了生产资料款208．1万

元(已减去收回残值)，处理“一平二调”退赔4．7万元，两项合计212．8万元。这项政策，深

得社员群众的拥护，社员、股金均有较大的增加，如嘉善县当年新增社员3591户，股金

1183l元。是年，随着行政区域的调整，嘉善县、海盐县又分别从嘉兴县、海宁县划出，两

县供销社也恢复建立。至1964年初，各县社又普遍召开了一次县社员代表大会，按社章

要求，恢复了集体所有制性质，民主选举产生理、监事会，健全了县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和社员股金分红制度，同时还选出出席省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密切了县社与

农民群众的关系。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县社又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第二次又先后和各县商

业局合并(海宁、海盐1968年9月，嘉兴、嘉善1969年6月、lO月，桐乡、平湖1971年1

月、5月)，县供销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和社员民主管理组织与制度，又一次被否定。

1977年7月，省委根据中央决定，自上而下恢复供销合作社建制。全市根据省委意

见，自1977年9月至1978年12月，先后恢复了嘉兴、嘉善、平湖、海盐四个县社(桐乡和

海宁县社到1983年6月、7月才和县商业局分开)。但是恢复后的县社，全民所有制性质

未变，仍属各县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1980年，嘉兴县改为地辖市，县社也随之改为市

社。

1982年冬，供销社体制改革开始，存嘉兴地委、行署的统一部署下，1983年3月，全市

供销社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各县(市)社在所辖基层社完成第一阶段体改的基础上，于7月

底前，相继召开了县(市)社社员代表大会，成立县(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选举产生了新

的理、监事会和理、监事主任和专职监事副主任。理事主任的素质有明显提高，全市19名县

(市)社理事正副主任，年龄比体改前下降9．8岁，文化程度赢中专以上占总人数的38．8％。

1983年8月，嘉兴地区撤销，分建嘉兴市、湖州市(省辖市)，10月嘉兴市供销社成立，

原地辖嘉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撤销，改建为嘉兴市供销合作社城、郊两区办事处(城区

办事处后改建为城区供销社)。

1984年5月，市委、市府在桐乡县召开供销社与商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

体改工作，会后各县社着重抓“五个突破”(即：劳动人事制度、按劳分配、农民入股限额、经

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限制和价格管理制度上的突破)，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素质。

1985年，又从开拓、搞活经营、建立综合服务体系着手，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作出了有益

的贡献。桐乡、嘉善、海盐三个县联社，被评为全省供销社系统经济效益显著的先进单位，

其中桐乡县联社，还被评为全省供销社系统先进集体和商业部表彰的全国商业系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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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986--1987年，各县联社在“加强服务，推进合作，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

指导下，继续完善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完善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

制，全市各县社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出现了“五个超历史”(国内纯购进、国内纯销售、自

办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上交国家税收)的新局面。金市6个市、县供销社，有二个实现了

年利润超一千万元(桐乡县社和市社)。1987年底，全市已建立县以上供销社有市辖城区

社1个、郊区办事处1个、县社4个、市辖市社1个(海宁县1986年11月改县级市)。设

县(市)公司34个，经营机构120个，有职工23906人(不含基层社数)。

三、市(地)供销合作社

市(地)供销合作社，是所辖县社的上级社，负责全市供销社系统行政和经营业务的

领导。因嘉兴市是原嘉兴地区(专区)的一部分，1983年8月，嘉兴地区行政建制调整，才

分设省辖嘉兴市和湖州市。为承上启下，现从地区(专区)社沿革记述如下t

1950年3月7日，建立嘉兴专区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了临时理、监事会，理、监事主

任由专署领导兼任。并兼管嘉兴县供销合作总社工作，负责供销业务。1951年lO月，改称

浙江省嘉兴专区合作总社。1951年一9月，嘉兴县社分开成立。1952年8月。专区社下设

供销经理部。

1953年1月，嘉兴专区合作总社撤销，改建为浙江省合作社联合社嘉兴专区办事处

_(以下简称专区办事处)，停止供销业务，撤销供销经理部，为省社派出机构，实行行政领

导，同时取消临时理、监事会等民主管理制度。1954年9月，更名为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嘉

兴专区办事处。

1955年，专区办事处，恢复经营业务管理工作，省社各经营管理处，在嘉兴设水产、

中药材、日用品、农村生产资料、副食品、土产等六个采购批发站。

1956年6月，根据省供销合作社和省商业厅联合通知，将嘉兴水产批发站移交给专

署商业局领导。5月专署成立采购科(8月改为局)，专区办事处将棉、麻滢、烟等太宗农产
品收购业务移交采购局。1957年2月，专署采购局又并入省社嘉兴专区办事处，中国畜产

品公司浙江省公司嘉兴支公司同时划归办事处，棉，麻、茧、烟、畜产品等业务又划归省社

嘉兴专区办事处经营。专区办事处设土产、副食品、农业生产资料、日雨品、中药材五个

采购批发站(中药材批发站1958年4月，移交嘉兴县商业局)。

1958年4月，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嘉兴专区办事处和嘉兴专员公署商业局合并，各业

务批发站亦并入商业局，统一管理。

1961年9月，省社嘉兴专区办事处恢复建立，设土产、生产资料二个采购批发站。1962

年，专署商业局副食品采购供应站，分为副食品，食品两个站，副食品划归省社嘉兴专区办

事处管理。同年11月，畜产品业务从土产采购抛发站分出，建立浙江省供销社嘉兴畜产采

购批发站。

1964年11月，嘉兴专署机构精简，政企合一，省社嘉兴专区办事处撤销，并入专署财

贸办公室，改为供销合作组，人员减少，科室全部精简，工作任务和所属业务经营机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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