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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王荣炳

副主任 汪正生张治宗

委 员 王启培姚国瑞马双菊刘金廷
’

柏美林苏则民王能伟王永柏

许成基吴吟涛陈正林张增泰

张伯兴陈华光严家煜伍开友

， 陈崇明耿开济秦学清姚志炳

林积松．
‘

《南京市志丛书》主审人员

主 审 张治宗王能伟

副主审 马伯伦狄树之蒋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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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物资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徐乃泉．
主 任 朱家瑞．

副主任． 耿乃凡王子平刘正泰
委 ．员 刘青虞光熊胡锡林王福显

周彭年王荣川张树娟陈同广

韩素华利澍恒李元松张礼良

段刚吴茂康陈正尧陈加南
卫黎明’苏醒华樊孝祯吴植瑜
杨世献刘升鹤

《南京物资志》编纂办公室

顾 问 周春木
．

主 编 龚志中

责任编辑 ．周春木陈定宪
编志人员 ，储钧钟春华吴冬梅张．霆

王春达钟伟芬田旭曼孟学才

冯跃华汤桂霞李荣美罗许鲽
申同祺孙金宏郑鸿礼李道源
王道贤龚望山徐衍生李平凡
陈琦李荣赵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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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需京市嚣方志磊纂委耍会主茬王荣炳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工禾闸

’《南京市志丛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世了．这一套由如余

部专志组成．羽DD多万字的市志丛书，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是全市各行各业千百人辛勤劳动、

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们应该向全市修志人员，向关心和支持修志

工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

挚的感谢! 。

地方志是国情资料书籍，是国情、区情。市情的栽体．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的千秋大业．编纂好南京地方志，是我们义不客辞的责任．史学

界有一句话，说是。盛世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我

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还是南京的城市乡村，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

指引下百业俱兴，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社会发展变化显著．我们

躬逢其盛。在修志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南京简志》，

《南京年鉴》和《南京史志》(双月刊)相继面世，受到社会各界

的好评．如今，这一部堪称南京之最的《市志丛书》也开始陆续

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了这部丛书，可以使人民进

一步了解南京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足迹。可以激发人民热

爱祖国、热爱南京，建设祖国，建设南京的巨欠热情，可以。鉴

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我相信，这部丛书



出版发行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以时目，丛书必将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即年

代中期副本世纪末-『5年间，南京市志编纂采取。三部曲。的战略

格局：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万字，已于1986

年底出版；第二步，编纂这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剔类编

如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全套丛书出齐前后需要5年左

右时间；第三步，再编一部三四百万字的：具有较高科学性和综

合性的市志一一《南京通志》．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是第二步，就

是编纂出版《南京市志丛书》．我们之所以要编这样一套市志丛

书，主要是从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了以下一些因素．

一是量力而行．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为南京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栽天文，下记地

理，中括人事。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编出

一部高水平的城市志，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在《南京简志》编

成后，着手编一套市志丛书，放手由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把与己

有关的史料理出头绪，编纂出内容较为详备的专志．在这个基础

上再编《南京通志》就比较顺理成章，切实可行． ．

二是力求采用新的方法修志．现代科学发展了。社会生活异

常丰富，。分工也很细密。单纯用概括的手法已不能全面反映我们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主要经验教训，以及许许多多

生动具体的内客．编修地方志这一浩繁艰巨的工程．需要采取

。众手成志”的工作方法．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各行各业都有热

心修志的领导者，都有熟悉本行业务的专家，学者和撰写史志的

能人．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收集，研究

和认识史料，．分门另q类地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主要历

史事件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翔实具体地记载下来，把浩如烟

海的资料梳成辫子。加以汇集，组成一整套市志丛书，这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工作． ·

三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需要．志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资料汇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动各行各业发掘历史资料。提

炼素材，提高成书质量．有些专志编成后，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还

可能发现一些缺漏、偏颇和差错，我们在编《南京通志》时就可

逐一加以纠正或补充。从而有利予通志质量的提高．

四是为了锻炼一支修志队伍．通过如部专志同时分头编写

的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发现人

才，积累经验，让大家轻车熟路，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出一部科学

性较强、’内容更集中．结构更严密的《南京通志》来．

尽管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取前人

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但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

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是南京修志史上最宏

大的一项文化建设。。三部曲”的做法也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古今

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深入探讨，加上我们水平、功力所限，疏漏之

处恐仍难免．我们将尽力改进工作，充实校正史料，修好南京市

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991年l勇



序言

<喃京物资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朱家瑞

按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经三年半的紧张编纂。《南京市

志丛书·物资志》(简称《南京物资志》)出版了．它既是鬈南京·

市志丛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也是全市物资行业的一部独立

的专业志．全志计9章32节，近卯万字，比较全面、真实地记

述了南京物资行业．物资流通、物资管理的历史发展概貌．

。《南京物资志》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由市物资局

牵头编纂的．全局各部门、各单位有数百人参与了编志工作；市

地方志办公室对《南京物资志》’的编纂自始至终进行了全面指

导；市经济协作委员会、各区县及大型企业物资部门、中央和省

在宁物资部门均提供了大量资料；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各界

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因此．《南京物资志》的问世．

不仅是南京市物资系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

。果，也是全市物资行业及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产物．作为专志

编委会主任，谨对参与编纂并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及所

有关心、支持．帮助《南京物资志》的有关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和诚挚的感谢．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南京物资志》

作为南京物资行业。一方一业的全史。，同样可以起到。存史，教

化、资治”的作用．编纂《南京物资志》虽然着力于收集。整理

过去全市物资行业的历史资料，但着B艮，最却在于服务当代．开拓

未来；在于深化当前物资改革、推动今后物资工作发展．使之进

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步适应全市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当好后勤和先行。更好地为

全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我们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人

力，物力和财力编纂《南京物资志》。其目的就在于此．

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曾指出。编纂社会主义

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系统

工程。．在一无借鉴、二无经验、三缺资料的情况下，用四年左

右的时间完成市委。市政府交给我局的编纂《南京物资志》这样

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艰巨任务，靠少数人(即使是行家、专

家)是不行的，必须凭借行政权威组织多方面的力量攻坚．古代

修志有个传统，常由一省、一府、一县的主官主持修志．作为承

担这一任务的市物资局的局长。我亦责无旁贷担任了编委会主

任。并请局机关各处室的处长、主任及各公司经理一起参加编委

会。组成集体领导班子．在局和公司分别成立编志办公室，作为

编纂《南京物资志》的办事机构，还抽调2D余名称职的干部。

专事编志工作．在组建修志班子的基础上，我们按市统一要求，

制订了修志计划：六易其稿、拟定了篇目；多方挖掘，收集了近

千万字的资料；认真筛选j编写了两百余万字的资料长编；精心

编撰。终于按市规定时间完成了全志编纂任务．在拟订《南京物

资志》的编纂计划到总纂的全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始终以实事

求是的精神来对待历史事实，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编纂指导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来靶述南京物资事业的历史．力争做到资料翔实．

记述内容能真实反映全市物资行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特色，努力

把《南京物资志》编纂成为服务于当代、有益于后人的专业志．

然而，由于收集资料不易等客观困难，加上编志功力，水平有

限，不足与疏漏在所难免，希望各方人士批评指正．当然。南京

市第一部正式的物资行业志《南京物资志》的问世，毕竟是在编

纂全市物资专业志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是值得庆贺的事．尽管



它还称不上完美，

当代，有益后人．

1992年12其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

历史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

用丛书编辑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又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则．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学科分类

情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

。

四，体载．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

诸体．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

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分。则作略记． ．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

端；下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间，视成书时间而定．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

注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

放之日起．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



通和物资管理情况．

(---)《南京物资志》之。物资。非泛指，而是特指现行体制下
． 由物资部门经营和管理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包括煤炭、石油，金

属材料、机电设备、木材、建筑材料和化工轻工产品等七大类．

其余工业品生产资料(如农机)的经营管理等，本志不记．虽属

七大类物资。但由其他部门经营管理的(如废钢铁回收及加工

等)，本志也不记．

(三)本志记述，通贯古今．·上限不限，追溯源头，源头实

不可考者，从最早的资料始记．下限为1987年，有延续性的事

物不可在1987年一刀切断者，用。至今。两字表示至少延伸至本

志完稿之日的1990年．

(四)本志记述范围为南京市属行政区域的物资行业，包括

市属、县属、区属专业物资部门，主管局属物资部门。大型企业

物资部门和中央、省属在宁物资部门．详记市属专业物资部门，

兼顾县、区等专业物资部门，略记其他．

(五)为避免本志与《南京商业志》内容交叉重复，以1959

年南京市物资局成立后逐渐形成独立物资行业为界限．在此之前
， 各物资小行业发展情况由《南京商业志》主记，本志略记；之

后，由本志主记．

(六)为避免本志内容与《南京计划管理志》及各工业志内

容交叉重复，也以1959年南京市物资局成立、形成专业物资管

理机构为界．在此之前，物资计划管理由《南京计划管理志》及



各工业志主记，本志略记．之后。由本志主记；整个物资计划管

理工作。宏观管理由《南京计划管理志》主记，本志略记；中观

及微观管理由本志主记．

(七)本志共设9章32节，全志篇目设计以物资流通主要环

节一进销调存及加工生产为主线(第二、三、四，五章)，把物
资管理贯穿于各章节，并设。体制”(第六章)及。企业管理’(第

七章)，分别专记物资流通的宏观，中观管理及微观管理；。市场’

(第一章)主记物资行业历史发展概貌，置于首章；。机构。和。职

工。两章(第八章、第九章)主记承担全市物资流通和管理工作

的主体一一物资工作的组织机构及创造南京物资流通发展史的主

体—-物资职工队伍。置于志末．
、

(八)本志取材、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准绳，努力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结合，突出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和物资行业特色．力求做到共性不录，不可不述及

的共性资料作为背景材料简要交代．

(九)本志遵循地方志的基本体例．述、志，记，传，图、

表、录七体并用．在各章设章首前言。以示各章整体概况．

．(十)本志尽力做到文风朴实，文字简炼，力戒浮夸不实之

词．本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市物资

行业、物资流通和物资管理工作的历史真实面貌．．

；

f
I。

’J



目录 1

概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目 录

⋯⋯ⅢⅢⅢ⋯⋯㈣Ⅲ¨Ⅲ⋯⋯⋯Ⅲ⋯Ⅲ⋯⋯¨¨⋯“J
．市场⋯⋯⋯⋯⋯⋯⋯⋯⋯⋯⋯⋯⋯⋯⋯⋯．19
木材业⋯⋯⋯⋯⋯⋯⋯⋯⋯一⋯⋯⋯⋯⋯⋯⋯⋯··2D

建材业⋯⋯⋯⋯⋯⋯⋯⋯⋯⋯⋯⋯⋯⋯⋯⋯⋯⋯⋯站

煤炭业⋯⋯⋯⋯⋯⋯⋯⋯⋯⋯⋯⋯⋯⋯⋯⋯⋯⋯·彩

石油业⋯⋯⋯⋯⋯⋯⋯⋯⋯⋯⋯⋯⋯⋯⋯⋯⋯··J9

金属机电业⋯⋯⋯⋯⋯⋯⋯⋯⋯⋯⋯⋯⋯⋯⋯“酣

化工轻工业⋯⋯⋯⋯⋯⋯⋯⋯⋯⋯⋯⋯⋯⋯⋯乃

进货⋯⋯⋯⋯⋯⋯⋯⋯⋯⋯⋯⋯⋯⋯⋯81
申请分配⋯⋯⋯⋯⋯⋯⋯⋯⋯⋯⋯⋯⋯⋯⋯⋯嬲

地方生产⋯⋯⋯⋯⋯⋯⋯⋯⋯⋯⋯⋯⋯⋯⋯⋯⋯⋯

计划分成⋯·⋯⋯⋯⋯⋯⋯⋯⋯⋯⋯⋯⋯⋯⋯⋯·⋯··

计划收购⋯⋯⋯⋯⋯⋯⋯⋯⋯⋯⋯⋯⋯⋯⋯⋯⋯⋯··

力p工生产⋯·“⋯⋯⋯⋯⋯⋯⋯⋯⋯⋯⋯⋯⋯⋯⋯⋯⋯

9l

9，

9，

如

力口工改．削⋯⋯⋯⋯⋯⋯··-⋯⋯⋯⋯⋯⋯⋯⋯·一⋯··舛

第三节 自筹⋯⋯⋯⋯⋯⋯⋯⋯⋯⋯⋯⋯⋯⋯⋯⋯⋯⋯⋯妇

外采⋯⋯⋯⋯··⋯⋯⋯⋯⋯·⋯⋯⋯⋯⋯⋯⋯⋯⋯⋯5晦
自i邑⋯⋯⋯⋯⋯⋯⋯⋯⋯⋯⋯⋯⋯⋯⋯⋯·“⋯·，f)口
计划外收购⋯⋯⋯⋯··⋯⋯⋯··⋯⋯⋯⋯⋯⋯⋯⋯·10I

争取增拨⋯⋯⋯⋯⋯⋯⋯⋯⋯⋯⋯⋯⋯⋯⋯⋯⋯”102

拆船··“⋯⋯⋯⋯⋯⋯⋯⋯⋯⋯⋯⋯⋯⋯⋯⋯···⋯103

进口

第四节协作

⋯⋯m⋯⋯Ⅲ⋯ⅢⅢm⋯⋯⋯●●

⋯Ⅲ⋯⋯m⋯⋯⋯．．．⋯⋯⋯●Ⅲ
103

10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