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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社会主义商业的建立和发

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

商业工作做过重大的决策，发布了许多指示和政策决定，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商业工作有很多重要讲话和精辟论述，商业行政领导

部I'-]N订了不少具体政策措施。广大商业工作者在为发展国民经

济服务、为社会生活服务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正

在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根据改革开放搞活的总

方针总政策，进行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认真研究30多年来商业

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商品流通模式，是十分

必要的。广大领导干部，经济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商业职工，

迫切希望能编辑出版一本可供查阅和参考的史料性工具书。《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由《当代中国

商业》编辑部编写的。 一

商业工作涉及面广，行业门类多，30多年来商业机构又历经

变迁，因此，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艰巨的。参加编写的同志在

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广泛收集、核实考证，经

过艰苦的努力，使这部《大事记》的内容比较丰富，史料比较齐全。

它既是一部新中国社会主义商业历史文献和大事的举要，又是一

部得以流传的商业工具书，既可与《当代中国商业》，《当代中国

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三卷史书相辅相成，又

有明显的分工和区别，既为当前商业改革提供了借鉴，又可为今

后查考提供方便。编辑部的同志们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祝

贺这部书的问世1 ．

。

刘 毅’．
1987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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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1983年，商业部开始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商业卷。当时我们 《

初步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商业方面大事的线索资科， ，．《

编了一份大事记初稿，按年打印，分送商业部领导、《当代中国
。

商业》编委，各有关司，局和《当代中国商业》的编写人员征求意见。 。。

1984年8月1日，刘毅部长主持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当代

中国商业》编写工作的同时，决定，“商业大事记应包括粮食、供

销的内容，现印发的征求意见稿，请各司、局尽快提出修改补充 ⋯

意见，或提供有关资料，由《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作进一步编纂
一

后，交商业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一为此，我们又有重点地查阅

了原粮食部和供销合作总社的档案，，重新作了补充、修改，编写

成现在这个本子。 ，

本大事记的取材范围：(一)国家财经大事，(二)中共中央，

国务院(包括前政务院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有关商

业工作的指示，决定，(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商业工作的重要

讲话，指示和文章，(四)新华社和主要报刊有关商业的重要社

论，’评论，报道、文章；(五)商业部门(包括原中央人民政府贸

易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采购部、城市服

务部等)及与其他部门共同制定的法规、政策和重要措施；(六)

全国商业、粮食厅(局)长会议，全国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全国

性的专业会议等，(七)商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商业企业管理以及

司，局级以上机构的增撤变动，(八)重要规章制度的发布，改变，

废止’(九)部长、副部长级干部的任免’(十)部一级商业报刊的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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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停刊，复刊；(十一)其他有关重大事件。本书依据的资科

是商业部档案、咨司局和有关单位汇编的法规文献、主要报刊，

中央领导入著作选集等。

本书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述的，一事一条，大事稍详，具有事

典性，要事简略，提供主要梗概。从1949年至1985年，分为三册

出版。第一册为1949至1957年；第二册为1958至1978午，第三册

为1979至1985年。每册均附有分类索引。可与《当代中国商业》，t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三卷书配套

阅读，也可单独作为史料性工具书查阅使用。

本书由蓝垂华同志执笔编写。樊景辉、刘焕民，马德琴等同

志分别参加了部分牟份初稿的编写工作。最后由杨德颖同志审阅

定稿。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商业部办公厅档案处、图书馆衣各

有关司，局的大力支持，同时，有些同志提供了资料线索，素材

或提出了修改意见。谨致衷心的感谢1 ．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书中遗漏、错误、不妥之处，恳请

读者指出，以便将来作进一步修订。
／

● ．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鄙’

，

‘

1987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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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大事记》按年、月，日顺序排列。同一日有几条者，

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商业领导

部门指示、其他部门文件、其他事件的顺序排列。有月份无日期

者，一般排在该月的最后。会议有起止日期者，以开始日期为序
】

一

排歹Ⅱ，只有开始或闭会日期者，以所标出日期为序排列。

一般一事一条、同属一件事而日期相隔不远者，则相对集中 一

记述在—条内，以最早发生的日期为序排列。 ，

=，分类索引采取条目按日期分类检索的查阅方法。前两字—“

是年，中间是月份，最后是日期，以圆点隔开。例如“50．9．30”就是

1950年9月30日，从目录中查得1950年的页码，再往后翻至9月

30日即可。无日期者如“51．7”即1951年7月，。53．11．上弦E[[J1953

年11月上旬，同一日有几条者，在日期后加①，②、⑨⋯⋯区分。

各册索引的分类不尽一致，视各个时期的特点而设类、项、目。’

关系到各类内容的条目，索引作如下处理：

“商业工作方针政策"类中有些条目，内容涉及多方面的，

一般不在其他各类中列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综合性指示、决

定入此类，专门性的指示入有关各类。综合性会议入此类，专业

性会议人有关各类。报刊社论单独成条目的编入索引，综合性的
’

入此类，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入有关各类，只在条目中附带提及

直接关系到几类内容的条目，均分别在各有关类目中列出。

如1955年7月15日商业部下达《关于对回民小商贩安排及在食品．，、

． 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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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工作中注意民族习惯的指示》，以u55．7．15’’分别编人搿牛

羊肉劳和“民族贸易，，两个类目中。

领导人讲话、报告只在条目内提到，而未记述其内容要点者，

索引中不列。 。

有些年份末尾附有国家统计局公报中有关该年商业的情况，

此种条目未编入索引中。 ．

三、本《大事记》中涉及到币值、计量单位等，一律采用当时

的表述方式。数字用法则统一按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所载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

．四、本《大事记》采用的简称如下。 ．

中共中央2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X届X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届中央委员会第x次

全体会议

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 ．

中纪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X届全国人大×次会议——第X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

会议

X届全国人大常委会X次会议——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

X届全国政协X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X届全

国委员会第X次会议

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X办——国务院第X办公室

国务院财办——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

中央贸易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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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商业部——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

中央粮食部——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
+

中央X X部——中央人民政府×X部
⋯

全国合作总社——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供销合作总社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人民共和国
供销合作总社

’商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粮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X X部——中华人民共和国X×部

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 ．

中侨委——华侨事务委员会
、

全国物委——全国物价委员会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科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一

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五交化公司——五金机械，交通电工器材，化工原料公司

一级站——一级采购供应站

=级站——二级采购供应站

三级店——三级批发商店

国合分工——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分工

劳保——劳动保护，劳动保险

，r捌



1 9 5 8年

1月1日
’ ’

h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t《乘风破浪》。社论提出，我们要在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

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

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

1月2日

，粮食部颁发经1957年9月全国粮食财会会议讨论通过的《国

营粮食商业企业低值及易耗品管理办法》。自1958年度开始执行i

废止1952年12月30日颁发的暂行办法。 ’．

1月5日①

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发出通知，为了配合公安部1957年

12月26日通报禁止赌博工作的进行，决定全国商业、手工业部门

应即停止制造和出售花牌，麻将，牌九、骰子等4种商品。

1月5日一14日②
’ 。 一’ ’

粮食部召开全国油脂会议。陈国栋在会议小结中提出解决油。

脂问题的八点意见，主要内容是：促进油料增产，千方百计开辟

油源，控制油脂消费水平，在近三年内不能提高，统购统销办法

因地制宜，但共同的原则是，促进增产，以丰补歉，以余补缺， ‘

承认消费水平不平衡，在增产的基础上逐步谋求解决，为了解决

国家内部在油脂分配上的矛盾，中央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准备

实行有计划、有控制的差额管理办法’油脂机构由各地因地从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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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

宜，但要有人专管生产，摸情况，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问题和建

议。

1月5日

粮食部机关报《粮食周报》创刊。《粮食》和《粮食业务学习》两

杂志已停刊。

1月7日①

国务院批转食品工业部《关于1958年盐业运销体制问题的报

告》，同意自1958年起将原盐的市场管理及供应工作等业务，下

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

1月7日②

城市服务部发出《关于加强食糖收购继续控制供应的指示》。

《指示》说，1958年按国家经委初步提出食糖生产计划数字为100

万吨，由于甘蔗、甜菜生产期较长，容易遭受自然灾害，预计生

产93万吨左右比较稳妥可靠。因此，1958年本系统收购计划定为

81．3y／吨，销售计划据各省市计委所提数字最低需要销售101万

吨，购销相差很大。为了适当缓和市场供应突出的紧张状况，除

进口一部分食糖外，国家经委确定本系统销售计划为93．3万吨。

为了安排好市场供应，《指示》提出，不论主要和次要产区必须大

力组织收购，并全面加强对土糖生产的领导与管理，不让其流入

自由市场，各地应按照计划供应，既不要超销，又不要控制得过

紧，造成人为的紧张。

1月8日① ．

国务院发出《关于1958年预购主要农产品的指示》。《指示》决

定，1958年继续实行主要农产品的预购。全国预购定金总数不得

超过11亿元。预购品种有：棉花，茶叶，麻类、烟叶、土纸，蚕

茧，土丝，绒毛、粮食、油料，生猪、活羊，土糖，千鲜果，干

鲜菜、甘蔗，甜菜，海带、淡水鱼等。预购主要农产品所需的实

物优待供应，除茶叶优待供应粮食和每售100斤棉花优待供应5

尺棉布外，其他预购品种均不优待。

k遴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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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②
‘

、

国务院发出《关于抓紧时机努力做好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指

示》。|：指示》要求，对于一切必需收购而又可能收购的农产品，

应该想尽办法如数地收购起来。
。

1月9日① ’

．

． 国务院五办、七办批复供销合作总社、城市服务部并通知各

地t同意将牛，马、驴、骡，驼等耕畜交由城市服务部门统一经
‘‘

营，供销合作社经营耕畜的机构、人员，资金，设备等也同时移

交给城市服务部门。今后有关耕畜的调剂、市场领导、对私改造

等工作即由城市服务部门负责。交接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

i 。．直辖市自行决定。
+

．

，

+

1月9日②
’

，

。

国务院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工商行政部门1958年

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说，当前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是城市小商品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曾一度形成为一

； 股小逆流，集中表现为“地下工厂"和无证商贩的盲目增加。资

本主义自发势力是个复杂的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
7

经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地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
． 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工作。为此，

我们认为今后工商行政工作的基本任务可以归结为j继续对私改

1， 造，进行市场管理，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巩固和扩大社会主
。

义改造成果。《报告》认为，由于小商品经济存在的长期性，因

此，批准一些(工商户)，淘汰一些，逐步加以改造，将是今后一
* ． 个较长时期内对它们的管理方向。 ，

。

1月10日① ．

’

、
一 ：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财贸部《关于商业基层企业中进行整风和
“

、7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中央的报告》。中央认为，在商业工作人员

： 中氆行一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很有必要。《报告》说，从1957年

，8．：9月起，各大中城市的商业企业和基层管理机构(公司，区 。

一 ．

、

7+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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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中心店等)已经先后展开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开

始在国营企业中进行，近来逐步在公私合营企业和小商小贩中展

开。国营商业企业职工群众集中揭发和批评了干部思想作风、企

业经营管理、机构制度、党团工会工作和工资福采Ⅱ等方面的问

题。正确地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整个商业工作的改进，将

有巨大意义。

1月10日～20日② ，

粮食部召开全国农村粮食购销站站长代表会议。会议主要研

究农村粮食购销站的设置原则、业务范围、业务制度和人员编制

等问题，确定购销站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农业社(户)的粮油产、

消、余，缺情况，做好粮油购销数字的计算分配、接收入库等工

作，向农民群众进行有关粮油政策和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节约

粮油的宣传教育等。

1月11日

商业部，城市服务部发出《关于城市服务部系统对商业部系

统所属百货公司、地方贸易公司，民族贸易公司供应副食品作价

办法的联合通知》。自1958年2月1日起执行．· ．

1月12日
。

中共中央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转发各

地参考，并指出t在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的地区，都应注意河南
省委所提出的灾区粮食供应与调运工作，实事求是地解决透底和

尾欠等问题。’ ，

’1旯15日① ，

‘一
，

卫生部下达《中药材系统财产损失处理试行办法》。

1月15日～21日②

城市服务部召开16个省市蔬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与解决了

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本年l至5月份

的缺菜问题，对1958年的生产规划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指出；

所有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不分南方和北方j都应根据当地人

1I

镌

：

i
{



口，消费水平，坚决贯彻执行就近生产，就近供应、按城划片，

基本自给的方针，认真做好生产规划．在安排生产时，必须打足

安全系数。

2月14日，国务院批转城市服务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1月17日①
‘

国务院批转城市服务部《关于目前各地仔猪市场情况的报 1

告》。批转通知中指出t适当地解决农业社社员的饲料地是发展。

生猪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养猪是一种劳动，不能把农户养猪看
4

、 成是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把猪吃一些粮食看成是浪费粮食。
‘

《报告》说，据河南，湖北等省反映，近来部分地区仔猪上市量大 ；

增，而成交量一般只占上市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仔猪价格

l也随之下跌，下跌幅度一般在50％左右或者更多一些。于是又发

生宰杀，阉割母猪的现象。目前有的地区已经出现生猪生产下降

情况。其原因主要是t很多地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酌量增加农业社社员的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问题的指示，影响了

群众养猪的积极性，有些地方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不

一恰当地批评养猪多浪费粮食，社员养猪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有

的竟限制社员养猪头数，灾区农民为了聍粮备荒，不愿养猪。

《报告》提出了促进今后生猪生产发展的措施。

。1月17日②

商业部、铁道部发出《关于在铁路车站及客车内可做商业广

告的联合通知》。 、

·
。

1月22日 ．

。

城市服务部瞢4部长刘卓甫、张永励向朱德汇报春节副食品供

应工作时，朱德指示。城市都应建立肉食供应基地，以保证肉食

的供应，城市服务部要搞基地，大量发展生产，但要保证出口，

各地猪肉的供应量由省委去管；冷藏库要多多扩建，可以发动和
， 组织农民利用冬闲季节捕捉野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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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

财政部对1957年12月13日发出的《关于1958年对地方财政划

分收入的几项规定的通知》作了补充通知，其中规定：凡与地方

实行收入分成的国营企业和中央公私合营企业，在计算地方分成

数额时，应当扣除私股定额股息和公私合营企业所得税。但商业

部、城市服务部、水产部和卫生部所属公私合营企业应当以净利

润扣除企业按规定提取30--50％留成数之后的上缴国库利润与地

方分成，按现行公私合营商业财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只摊提折

旧，准备不提取基本折旧基金，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留企业使用不

上缴国库，故均不与地方分成。上述商业等四部所属公私合营企

业的利润缴库及留成办法仍按1957年财政部与该四部分别下达的

联合通知的规定办理。

注l财政部1957年12月13日的通知中规定：商业部、城市服

务部、水产部等所属的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以及粮食部所属

的加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外贸部所属的内销企业，卫生部所

属的药材公司(包括公私合营)等企业的剩润、基本折旧基金和

固定资产变价收入，都以省为单位全国按统一比例20％计算分成
’

给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但粮食部所属的粮食供销企业，外

贸部外销部分的收入以及各部所属的年度计划中有亏损的企业j

都不和省、区分成。

1月24日① ，

粮食部颁发修改简化后的《粮食系统基本建设会计制度》。本

年1月开始执行。

1月24日一2月5日② ·

。 根据1957年12月畜牧会议总结和国务院五办，七办关于耕

j畜、肉畜由城市服务部统一经营的批复，城市服务部召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服务厅(局)长参加的全国牲畜经营会议。会

议提出完成三项任务；在两年之内，消灭耕畜严重不足地区的人

拉犁现象，在三年之内，做到每百头适龄母畜每年繁殖成活幼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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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席发布命令。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
。

曩
’

2月1日，国务院秘书厅通知，在新的部长未经任命期间，

鳖 ．宁孽号栋代号?食部部长职务。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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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①

朱德在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上讲话： “为了迅速地发展水产事

业，必须全面规戈0，加强领导，充分依靠群众，依靠合作社。目

前水产发展的重点是发展淡水和浅海的水产养殖事业。还要注意

扩大水产品的出口贸易。力

2月1日②

城市服务部发出《关于加强家禽收购工作的指示》。针对元月

以来家禽收购量显著下降的情况，《指示》要求各地放宽收购规

格，充分满足农民出售要求。

2月1日③

《商业工作》报发表社论：《商业应当与农业一起大跃进》。

2月5日

农业部。外贸部，纺织工业部、林业部、第二商业部召开全

国桑蚕、柞蚕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5个省(市)和28个典型

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会议交流了蚕桑工作经验，研究了规划和

实现规划的措施。

7月1日，国务院转发这次会议的报告。

2月5日①

北京市天桥百货商场向全市商业职工发出改进商业工作的倡

议书。其基本内容是：减少人员，提高劳动效率，调整工时，实

行10小时工作制，加快资金周转，节约费用开支，学习业务技

术，提高服务质量。

2月11日，商业部和中国商业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

知，号召全国商业部系统的职工响应天桥商场的革命倡议。16

日，商业部再次发出《关于号召学习天桥百货商场革命倡议的通

知》，提出。天桥百赁商场倡议的具体作法，一切零售商店都可

学习，批发商业可以学习其革命精神。

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天桥百货商场职工举起大跃进

旗帜，并发表社论s《商业工作一定能跃进》。15日，《商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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