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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说明

一、我国合作事业，历史悠失 ， 源远流卡 3 为 了帮助读者了解中国 合作社 i7:

动的发展概况，研究 J合作社经济在谷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指导

和推动当前工作， 我们将编辑出版 - 套《中国供销合作注史料丛书》。 这套丛书

主要包括: 史料 ìt编、论文选集、 大 事 i己和发展概况，并准备在此 基础上 ， 编写

中国合作运动史 。

二、史料选编 ， 将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分辑出版。《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

(第一辑) ，收录的是建国后 (主要是一九 四九年一-一一九 八-年)供销合 作社的

历史资料(台湾省资料暂缺) ;以后，还将陆续选编出版建囡前革命根据地合作

社、国民党统治区合作社、日伪统治区合作社的历史资料， 以期全面 系统地反映叶'

国合作事业发生 、 发展的历史全貌Q

三 、 本辑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选入的历史资

料，除有些为了节省篇幅，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字句 p 硝 生均了 方 便查 阅、修

改或代拟了标题之外，者I1 尽量保持了原件的本来面貌。

对原件中有些属于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内容，如"文化犬革命"中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诬陷诋毁之词 ， J1rJ 按照 "中 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适当作

了删改 O

四、建国以来的供销合作壮历史资料极为丰富，本辑限于离幅，只能择其重

要的和有代表性的加以辑录 。主 要内容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合作社工作的 重要论

述、讲话和批示;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扩针、 政策和拈J :ï 1 二 1 合 作性法、社章;

重要的报刊论文 、 会议纪要 、 工作总结和调查报 告 p 反映上下级社之间、供销合

作社与有关部门之间纵向横向联系的重要文件，以及建国初期全国合作总社统…

领导和管理的消费合作性、子工业生严合作社 、 植业合作忙扣农汁 ，牡 营 商 业改造

等方面的重要历史资料。

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对合作社经济有很多重要 论述，选人本辑的只是挡" 中

的两篇，其他 11::著将收入《衬 ;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争的专集.作为《丰 田供销合作

社史料丛书》之一出版。

五 、 为便于读者了解建国以来供销合作社工作各 f卜7J面构发展概况，本辑所

选历史资料，除属于全面工作性质的列入"总类"外，余的都污水同专业分

类，并基本上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篇资料标明的时间蝴 -~1t ;' 0.;: 产生或发表

i 的时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六、本辑收录的历史资料，都经过、核实 p 部分重要资料，并请中央有关部门

作 J 审定。

本辑选入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文件、文

章 .讲话和批示等重要历史文献，在未正式发表前，请勿公开引用。

七、本辑文件标题中的组织机构统一简称如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

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第七办公室，简称国

务院四办、五办、七办;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 P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

筒称>< x 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简称全国合作总社 p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吐‘简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八、本辑收录的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的历史资料中的旧币，应按国务院

的瓶定，每一万元折合一元人民币计算。

九、太辑中的注释，凡是文中原有的，均标以①、②......放在该篇正文的后

面;凡是编者后加的，贝IJ 标以"柴"、"※争怜" ••• ...放在该页正文的下端，以示区

别。

十、本辑的编辑工作，得到商业经济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经济日报社、山

西财经学院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省、市、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和各有关业务

局、档案室、图书资料室积极提供了资料;胡友孟、孟明达、白桦等同志给予了

帮助;张春峰、张为奋、王中一、张坤轩、龚振华、胡连军、李仰文等同志，协

助进行了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史料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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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事业始创于二十世纪初叶。最早是信用、消费合作社。 到了三十年

代，一些热心提倡"工'业救国"的人士开始发起工业合作运动。 但是， 在羊封

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民生凋敞，合作社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广泛和

顺利的发展。

我国真正由群众组织的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 早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发展合作事业，并且从一开始就把它同工

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培养群众管理 仨 bY 的 能

为。一九二三年，我党最早领导建立的合作社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之

后，随着工人运动和农 民运动的兴起，城乡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应运而生。 在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为了坚

持生产自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积极兴办供给、运销、生产、信用和综合性

的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建立，对活跃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保障军民供

应，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谈到发展新中国合作事业的重要性时

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

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

深刻地阐明了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为我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遵照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和政府在积极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倡导和发展合

作社经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 中，肯定了合作社经济

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对合作社的政策。国家为扶持发展合作事业，在税收、贷

款、利息、价格、商品供应、货物运输等方面，常IJ 订了具体的优待办法。一九四

九年设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一九五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事业。在各级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

通过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供销合作社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

在城乡各地纷纷兴建起来，逐步发展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乡



经济交 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合作社 ?; 持为群众服务，从维护群众利益、 减除 中 间

剥 削 和培养农民 ~f 助合作习惯出发 ， 继承和发扬老区办社的优良传统 ， 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积极开展夺，项业务活动，对促进工农业生p-"r， ， 活跃城乡经

济 . 改善人民生活 ， 巩固工农联盟 ， 起到了职极作用 ，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 出

了贡献。

建[~初期 ， 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医治战争全忏jf . 非: 巾央作出重大决策 ，

ì::~ :" ::~-叶;斗争 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当 g:j- ‘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广泛

开展，消灭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 牧民成了土地，所有古 . 解放了生产";:'。广

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的高法 . 他们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卢 ， 迫切需要建立 自己 的

商业组织 ， 以解决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和农副产品不的及时技材的同题。根据党中

央的部署和广大;在氏的要芋!共;在合作社 - /i 面 在土地 ?文 革完成的新解放区积极

发展组织 ， 对老解放区的合作社进行整顿 : 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购销业务 ， 按照"发

展生产 ， 繁荣绞济，城乡互助 ， 内外交流 押 的方制 ， 积极向农民饼应生产、 生活

资料 ， 帮助群众克极困难， 迅速恢复和发展坐产 = idj 时接受国家委托， 大力收购

粮食‘ 棉花以及其他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协资;对品种繁多的农副土特产品和手

工业品 ， 采取 l'm 购合同 、 贸易货校和交琦云 等多 种方法 ， 进竹岐购和推销 ， 广泛

开展地区之 间 、 产旬之二 J司的物资交流。通过 i主主J 措施 ， 不仅涡足了农民的商品购

销要求 ， 而且使国辛茹本丰握了关系目 1! 民兰 的 重要物资 ， )\'稳定市场物价 ， 安

定人民生活，提饿了 ，;-. 万一 基咐。

各种合作祉组织 . 、 i迫者业务的平、悔!扩大 frij 迅 i虫 '::f 到了矶， 由和发展 O 至 一九五

二年底 ， 城市消费去作杜布二千三百多个 ， 社员近一千万人 ; 农村供销合作社有

三万二千多个 ， 社员一亿二千多万人，入社社员占去‘户 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p

手工业合作组织有二千 六 百多小 ， 社员二才-五万七千辛人 c 其件如信用 、 渔业 、

运输、 建筑等合作社也有很大发展 。 在基层合作 f土 j l j乏发展的基础上 ， 从县到中

央各级联合社也普遍地建立 起来， j人城市到农村设立 J 一套批发和零售机构 ， 初

步形成了上下相连 、 纵柏:交错的合作社商业问 。

从-九五三年起 ， 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第 一 个五 年 计划建设肘翔。党中央提出

以 "一化二改 " 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 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逐步实现

社会主义工业忙， 逐步完 成对农业 、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1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这个历史任务 ， 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涌过积极扩大购销业务， 促进农业增产更

多 的 粮食和工业原 料 ， 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 另一半面 . 出绕 l兴农业互助合作运

动为 中 心 ， 积极促进农业 、 手工业和农村私 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村经过土地改革 ， 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 但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

济， 不仅限制着农业 生产力的发展，而且 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日益矛盾 ， 因此 ， 如

何着手进行对农业的材会主义改造 ， 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摆到了全党面前。农民

是私有 ;吉，又是劳动者， 对传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 ， 必须 ZE 取谨慎而又积极



的步骤，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他们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逐步地向集体 化

方向发展。

供销合作社是农忖合作化的三种形式之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1在销合作、

信用合作) , 它对促进农业互功合作运动负有重要责任。 刘少奇同志一九五一年

在谈论合作社工作问题时指出"要在长时期内逐步地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 自愿地

走社会主义道路飞"根据合作社工作中每一个显著的成绩，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去

教育广大的农民"。朱德同志一九五0年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中谈到组织合作社的目的时指出"就是要将劳动人民组织起来逐步集体比，以实

现他们目前和将来的长远利益 。 "为了帮助农民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供销合作社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第一.从供销关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经济联合，

尽量不通过私人商业，以减除中间剥削。第二，根据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通过

供销业务和合同制度，把小农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第二，农村集镇是物资集散的中心，基层供销合作社以集镇建社为原 则，积极发

展组织，扩大业务，逐步地代替资本主义商业在农村的阵地，切断农民间 资 本主义

的联系。第四，对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物资供应和产品收购上实行优先和奖励;

对贫苦农民通过预付实物定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对灾区农民，组

织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广开门路，推销产品。事实表明，这些措施拧合广犬农民

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使他们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对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

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是在供销合作社领导下进行的。我国于工业历

史悠久，产品繁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民需要的大部分生产、生活

用品， 城 市居民需要的 相 当一部分生活用品，都来自手工业。个体手工业，既是

小私有者，又 是小商品生产者。 他们自食其力，有的一个师傅雇几个学使或帮子。

对这些人，朱德同志曾说过，他们自已也参加劳动，这个不算剥削。 根据个体 手

工业者的这个基本特点，就决定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合作化道路，「!i i、体经济逐

步转变为集体经济。广犬个体手工业者，在典型示范，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6~ 方

针指导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纷纷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供销合作

社则主要通过购销业务和合同制度，供应原料和推销产品，把手工业生产纳入国

家计划轨道，并协助他们克服资金短缺、原抖不足、产品销路不稳的困难，为手

工业合作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还担负着促进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

务。农村私营商业经营者，除极少数属于资本家外，绝大部分是小商小贩，他们

人数众多，经营灵 jι 是农村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活跃农

村经济，方便群众生活的积极作用，也应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集体经营的道路。但

是，初期在坚持减除中问剥削的原则下，对私营商业人员缺乏阶级分析，不如区

别地盲目排挤和代替。针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积极改造"的方针。陈云同志也明确指出:私商不能挤掉，要妥善安排他们的零

售业务，使他们有饭吃，挤掉多少要负责安排多少。当时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

小商小贩作的一首打油诗"前世作了恶，今世跑破脚， 扁担不离肩， 还说是剥

削。"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所处的经济地位，说明小商小贩是属于劳动人

民。对待他们应同对待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一样，引导他们走存作化道路 。 由于

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政策界限，在业务经营上又作了适当分工，从而使农村几百

万小商小贩的生活得到了稳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 到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

了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不仅加强了国家同农

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 农村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是广大农民、 个体手工业者

和农村小商小贩过渡到新制度方面感到最简便和容易接受的方法，是顺利实现国

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效措施。

在此期间，为进一步加强供销合作社的工作，在管理体制上作了相应调整。

原在一九五0年成立的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管全国供销、消费和手工业生产

等多种合作组织。一九五四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国营商业同合作社商

业实行城乡分工的原则，决定将城市消费合作社划归国营商业领导。一九五五

年，中央决定手工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正式分开，单独建立自上而下的管理体

系。供销合作社一九五四年七月召开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

构，成立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搞好农业，不仅是广犬农民的切身利益所系，而且

对加速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步伐，繁荣城乡经济，保障人民生活，以及支援出口贸

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供销合作社多年来一直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

各项工作的首位，教育广大职工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坚持不懈地为促进农业生

产发展出力。要求他们根据农事季节的需要，不失时机地组织供应农药、化肥、

耕畜、中小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并通过典型示范，积极推广新式农具，辅导农

民科学种田;在大力支援粮食生产的同时.重点帮助农民发展棉、烟、麻、菜、

茧等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商品生产基地。每个基层供销社都设有专

人，从事副业生产指导工作，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扶持生产

资金，大力推销产品，坚持一帮到底。为了搞好农副产品收购，供销合作毛一方面

对主要产品，按照国家计划，广泛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发放预购定金，帮助农

民特别是贫困户 解决青黄不接、资金不足的困难， 密切国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 ，

加强生产与收购的计划性;另一方面，对小宗土特产品，则充分利用供销合作社

点多面广的有利条件，及时收购，积极推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为市场提供了

更多的商品，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逐步改变农村

经济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供销合作社根据农村市场需要，在



国营商业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工业品下乡，供应群众喜爱的
日常生活用品，并且积极开展副食品加工，加强饮食服务业和修理业?并协助新

华书店搞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在业务经营中，不论是商品的收购或供应，供销

合作社都坚持维护群众利益，严格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和购销政策，做到买卖公

平，货真价实，童史无欺;同时不断增设网点，改进经营方法，开展送货下乡，
方便群众购销。这种处处为群众着想，讲究商业道德和信誉，全心全意为群众服

务的经营思想和作风，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信赖。

污了保障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供销合作社坚持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社员

入社自愿，迟社自由，并且不论股金多少，都有选举权和表决权。各级供销合作

社的领导机构，均由社员大会或代表犬会选举产生 F 有关供销合作社的重大问

题，都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理事会、监事

会，作为社员犬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理事会按期

向社员报告工作，公布帐目，接受群众监督;监事会负责对供销合作社执行国家

有关方针政策、上级指示和社员代表大会决议情况进行监察。实践证明，只要认

真实行民主管理， 就能使供销合作社真正按照社章和群众的意见要求办事，保持

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

回顾快销合作社的历史，它的发展成长和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显著成绩，

都是与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分不开的。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

任务，及时确定方针政策，为供销合作社工作指明前进方向。特别走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在理论上、政策上的及时指

导，是我们工作不犯大的错误的关键。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约扶持合作社的发

、 展，规定了优待办法;选派大批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充实加强合作社

工作; 并且强调各级供销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要参加同级党委，以加强党对供销

合作社工作的领导。为了促使合作社走上正轨，坚持贯彻为社员服务的方针，并

防止对合作社不适当的行政干预而导致非群众化的不良倾向，维护合作社的正当

权益，中央指示要由国家颁布法律。当时，刘少奇同志刘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

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吵，以及按少奇同志的指示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作社法(草案)>>，基本上 总结了我国办合作社的历史经验，对合作社的性质和任

务作了深刻的阐述，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范化和条例化。这个合作社法草案虽因

种种原因未正式形成法规.但它实际上成为供销合作社工作的行动准则，至今仍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 导意义。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要求各部

门尊重合作社集体经济的自主权，在委托供销合作社办理业务时，不要违反合作
社章程，不要妨碍合作社的正常活动，不能随意抽调合作社的人员和资金，不能

给合作社乱摊费用，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供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ÌjL 
但是，应该看到，供销合作社在前进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曲折。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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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跃进"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基层供销社一度被下放为人民公

社的供销部，县以上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加上受"瞎指挥"、"共产风"、

"浮夸风"的影响，一度造成商品流通不畅，农村商业工作受到削弱 n 一九六一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尽快恢复农业，

搞活农村经济，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邓小平、彭真 同志在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后

指出:现在必须挑选一些了解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有群

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的干部，来做供销社的工作，把供销社迅速恢复起来。

胡耀邦同志经过到辽宁省海城县调查，在《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报告一

文中指出:农村商业工作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变成一条腿，由两种

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

少的。一九六二年，党中央根据这些调查和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将供销合作社

同国营商业分开，恢复了上自全国总社，下至基层社的供销俨作社体系。但是到

了十年动乱期间"左"倾错误恶性发作到了顶点， 使供销社干部职工思想被搞

乱，机构网点被撤并，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并且又一次决定供销合作社与国

营商业合并，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供销合作社

滋长了官商作风，与农民的关系疏远，一些优良传统丢掉了，逐渐失去了它固有

的自主灵活的特性，使供销合作社遭受到严重挫折，农村商业工作再次受到削

弱。

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历来

犯错误， 主要是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要把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替农民

说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同年恢复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使供销合作事业有了

新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

方针、政策指导下，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供销合作社肩

负的历史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艰巨，发展前i景更为广阔 O

当前，随着党对农村一系列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农村到处生机勃勃，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积极性，农业生产改变了多年徘徊不前的状况，粮、棉、油和各种经济作物连年

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社会商品流通量日益扩大，群众购买方犬幅度提高，

农民要求供销合作社办的事情越来越多。面对新的形势和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供销合作社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 解

放思想，了解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搞好改革 。

重点是要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改"官"办为民办，恢复合

作商业性质，加强"三性" !组织上的群众性， 管理上的民主性， 经营上的 灵活

性)建设;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出发，把立足点转移到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上

来;放手吸收农民入股，发展农商联营，积极扩犬经营范围，开拓新的服务领

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市场信息、物资供应、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和产品推销工



作，逐步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这就是新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工作

的新发展。可以肯定，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供销合作社通过不断改革，发扬固有

特点，增强新的活力，必将越办越好，使它真正成为广大农民集体所有的合作商

业，为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

用。

新中国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它开创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组织起来管理经济的新途径。 多年来

的实践证明，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同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它的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原则，自主灵活的经营特点，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经营作风，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群众服务

的方针，以及又购又销、综合经营的购销方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也是顺应广

大农民群众意愿的。这些基本原则和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供销合作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应继续坚持和发扬。

1共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体现

了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的精神。现在，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理事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系统地整理历史资料，

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国供销合作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成绩和失误，

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为后人提供参考和借鉴，这的确是一件有重大意

义的工作。

温故而知新。通过这部《史料丛书》的出版，必将使广大供销合作社工作者

从中受到教益，激励和鼓舞大家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继住开来，更加扎扎实实

地搞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面，促进国民经济的新发展，

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使老一辈合作社工作者创

建的伟大事业和坚持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得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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