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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96年6月召开的杭州市工商联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作出编纂《杭州市工

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的决定，这是老一辈工商业者的夙愿。当然，“盛世修志”，

这也是杭州市新市志编纂总体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编纂人员兢兢业业的

工作，《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终于付梓问世。在此，特别要感谢编写人

员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感谢关心本志编纂的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

从编纂的角度来说，如果仅仅编写杭州市工商联志，那时间跨度不大，相对

比较容易，但若要加上商会的内容，则无论是从编纂的复杂性还是工作量，都大

大地增加了难度。但是从志书“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出发，我们编纂者还是

选择了后者。现在看，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商会的

作用将日益显现。整理、记述杭州市商会的发展历史，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历史上杭州工商业发达。唐代，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是全国知

名工商业城市。南宋时期，杭州工商业可谓鼎盛，据《都城纪胜》所载，杭州工商

业有414行，分工甚细；《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杭州城内从事工商业居民达14

万余户。工商业的发达使杭州成为历史上行业中介组织发展较早且较为活跃的

地区之一。传统的会馆和会所是最早的行业中介组织形式，以后演变为现代意

义上的商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史为鉴，客观地记载杭州商会的发展和

演变，同时也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商联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是我们编纂《杭州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的初衷。

杭州商会几经变迁，工商社团众多。由于战争、政治运动等种种原因，造成

档案和资料的散失，客观上使志书的编纂受到了制约。本书记载的商会发展仅

仅是粗线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一种并不完全的资料性的集纂。

目前，民间商会的作用正愈来愈被重视。如果本书在介绍杭州商会的起源、

演变、作用等方面，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会发展起到一些借鉴作

用，则正是我们的期望。

鲍世甲

。2002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存真，如实记述杭州工商社团的历史，力求反

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记述时限，上起杭州最早的商会组织——-杭州商务总会成立之时(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3)，下迄1985年底。

三、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照片)、表、录等。首列概述、大事记，

正志分设四篇，篇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全志以概述、大事记为纲，志为主

体。

四、本志大事记所记大事，不只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的重大事件，还有大量

的工商实业信息，因工商社团组织与工商实业的兴衰息息相关，这些信息以仿宋

体编排，以示区别。

五、人物生不立传。名录和以事系人不受此限。

六、本志行文中“两会”指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本志所记的部分会

议和活动，系杭州市工商联与民建杭州市委联合举办，为行文简洁，有些没有注

明“两会”o

七、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沿用当时计量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按国家规定的统一制度o 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

新人民币值。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对日本人占领时的傀儡政

权称“日伪政权”，此时期称“日伪时期”o“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3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杭州前后，“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后o××年代指20世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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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杭州最早的商会组织——杭州商务总会成立。商
务总会首任总理樊介轩，继任总理有潘赤文、金月笙、顾松庆。商务总会的主要

活动是调解商人间纠纷、代缴各业捐税、代领佣金等。

民国元年(1912)，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布的《商会法》，杭州商务总会改组

为杭州总商会。会长顾松庆，继任会长有王芗泉、金润泉、王竹斋。民国16年，

杭州新成立了“杭州市商民协会”o当时总商会主要任务是筹措经费，其它事务

均由商民协会主理。民国18年，商民协会和总商会合并，统称“杭州市商人统一

组织筹备委员会”o同年国民政府颁发《商会法》，次年改组成立“杭州市商会”，

王竹斋任主席委员，继任的有郑振基、谢虎臣。民国26年，杭州沦陷，省商会联

合会移驻永康，杭州市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停止活动。次年，日伪“杭州市商会”成

立，谢虎臣出任理事长，后由王五权继任。抗战胜利后，杭州市政府指派市商会

整理员办事处，负责接收日伪杭州市商会，整理同业公会，办理商会日常事务，筹

备会员代表大会。民国35年4月，杭州市商会成立，金润泉担任理事长。此后，

市商会开过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民国38年年1月，金润泉辞职，程心锦任代理

理事长。

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发起单位和会员，是商会的组织基础。杭州各业同业公

会的前身——堂、会馆、会所，大都在清代形成，有的更早。随着杭州工商业的发

展，为了维护和调节本行业的利益，通过祭神、聚会等方式形成了行会组织。据

记载，民国初期杭州有会馆、公所等40个，民国18年，国民政府颁布《同业公会

法》，对各种行业组织进行规范，统称同业公会。民国21年，杭州市有工商同业

公会47个。民国36年，同业公会达121个。

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于1949年11月建立，主任委员汤元炳。筹备

会的任务是：接管旧杭州市商会、整理各工商同业公会；筹备以民主方式产生杭

州市工商联；向工商各业阐明并推行政府各种政策法令，反映工商各业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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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向政府提出建议o

1951年11月1日，杭州市第一届工商界代表会议(代行会员代表大会职权)

召开，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汤元炳o 1952年8月，政务院通

过并公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通则》明确指出：“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

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并对其任务、会员、组织作出具体规定o

“文化大革命”前，杭州市工商联先后召开过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会于1953年12月14日召开．汤元炳连任主任委员。第三届会员代表

大会于1956年9月5日召开，姚顺甫当选为主任委员。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于

1958年9月17日召开，金才观当选为主任委员。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61

年10月29日召开，金才观连任主任委员。

杭州解放时，原有同业公会127个，整理为120个同业公会和2个行业办事

处o 1951年8月，正式成立同业公会100个o 1952年“五反”后，调整、改组为87

个同业公会o 1953年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合城

区工商联的成立，市工商联决定把行业相近的同业公会改组成25个联络组，并

合并办公。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市工商联决定在联络组的基础上正式合并为20

个同业公会。后又合并成4个同业公会o 1959年4月，市工商联常委会决议，将

仅有的4个同业公会全部撤销。

杭州市城区工商联是1953年开始组建的o 8月，上城、中城(后该区行政建

制撤销)、下城、拱墅、江干等五区先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区工商联。

西湖、艮笕两区因工商户较少，只设立市工商联的区办事处o 1956年12月，鉴于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市工商联常委会决定把各区工商联改组

为市工商联的派出机构，称“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某某区办事处”o

市工商联成立初期(包括筹备会)的任务和活动主要是组织工商界学习《共

同纲领》，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协助政府调整

工商业，参与劳资协商，开展物资交流，组织工商界依法纳税，参加“五反”运动，

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服务，发动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及认购公债和开展公益活

动等o

1953年以后，工商联主要任务是组织工商界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认清社

会发展规律，团结、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杭州市私营工商业从加工

订货、经销到公私合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o 1956年1月，全市全部行业5989户

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o 1月19日，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2533户为公私合

营清产核资户，其余3456户批准走合作化道路。同时批准私营粮食代销店、肉

食代销零售店改为国营零售店。在清产核资中贯彻“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



概 述 一3一

针，实行“定息”制度；对在职工商业者全部包下来，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

原则，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其中有674人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从而胜利地实现

了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o

1956年，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要工作是组织、推

动工商业者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o“听毛主席话，跟共产

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工商业者的座右铭o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杭州市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o

1976年粉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杭州市工商联的活动逐步恢复。

市工商联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方针，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各

项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归还原工商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财物和被

冻结的万元以上存款及被挤占的私房等。并协助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

政策。协助政府办理区别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市区4288名原工商业

者中区别为“三小”的有2266人o

1981年3月，杭州市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杭举行，推选金才观为主

任委员o 1985年5月，市工商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杭举行，徐祖潮当选主任

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

策，工商联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杭州市工商联组织

会员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为政府献计献策。发动会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撰写调查报告和各种建议，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为改进企业经济管

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还组织原工商业者积极协助街道办企业，安置待业青

年，解决城镇就业问题o 1979年至1985年，市工商联会员中被推选为各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有85人。

工商联的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市工商联组织会

员开展经济技术咨询和王商专业培训工作。同时，还组织成员为中小企业提供

技术和经济咨询服务，帮助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983年起，市工商联组织丝绸、皮革两个专业组成员先后5次深入云南思茅、腾

冲等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o 1984年一1985年，市工商联筹资创办

杭州工商企业公司、经济咨询服务公司(与民建市委合办)、杭港联合眼镜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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