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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漏更正表

页数 行数 ．错 漏 更 正

62 9 基供层销社 基层供销社

97 6 ××贵昂 价格贵昂

99 1 2 55年一l 99041--： 1955年一1990年

112 12 全其最高点 全期最高点

114 8 X 959年 1959年

165 19 调往内区 调往区内

167 14 民主路 民生路

167 25 绥 解 缓解

168 l 紧紧时期 紧缺时期

168 2 供应绥和 ，
供应缓和

169 17 二局车 二号车

169 11 现现象 现 象

175 12 销营洗衣机 销售洗衣机

177 15 钱丝销量大减 铁丝销量大减

179 3 内 区 区 内

205 14 已拥专业洒仑 已拥有专业洒仑

222 6 肉食品蛋商店 肉食蛋品商店

224 l 购冻进肉减少 购进冻肉减少

275 12 蛤蚧纯鸡虎、乌鸡纯金龟 蛤蚧炖鸡虎、乌鸡炖金龟

279 3 纯鸡虎，纯金龟 炖鸡虎、炖金龟

279 4 凤爪纯水鱼 凤爪炖水鱼

317 4 粮业烟酒公司 糖业烟酒公司

336 1—2 应移至331页最后

357 2 土制黄(白)糖350吨 土制黄(自)糖1000多吨
454 l 南宁商业大事年表 南宁市商业大事年表

说明；第八章商办工业部分表格按酱料，糕点、冷饮、色酒、

牛肉干、猪肉干各品种顺序附表。



本志审稿、验收单位及人员

审稿单位：南宁市商业局

审稿人员： ．

吴锦龙

黄瑞鑫

岑春华

雷曼英

黎镇宇

梁展鎏

曹 祥

金文渭

覃海轩

汤炳全

雷清英

程南圻

郭永高

李 晶

梁继红

吴海山

王玉来

覃章新

杨伟雄

黄志坚

吴应梁

莫善文

验收单位：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验人员：陈谟志 李廷佐 冯善坤

凌蔼民．刘真才 黄方东

梁新莲余朝霞沈述莲

陈桂芳

刘继保

唐 雄

彭希玲

黄永干

3



序
。．jL．

日

《南宁市商业志》，是由局所属各企业组织70余名干部(包

括离退休干部)，举办了3期编志学习班，先后分别编写《企业

志》，再由局编志办公室总纂而成。 ((南宁市商业志》以横排纵

写，按商业行业历史沿革从实记述。编写时限从1881年到1990年，

其间跨越百余年之久。由于资料所限，对解放前商业的记述，只

能从略，重点放在解放后40多年里。解放后的南宁商业，在初期

曾经历过发展国营商业、稳定物价，建立市场新秩序以保障供给

和经历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阶段。在实行计划经济的

各个时期里，南宁市商业职工干部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按计

划做好购、销、调、存工作，始终保证了南宁市市场供应。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使南宁市商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志

书通过对南宁市商业史实的记述，目的在于从中揭示出其发展规

律，以达到了“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随着南宁市建立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新格局的逐步形

成，广大商业干部职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商业的改革和

发展，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总结。《南宁市商业志))的编纂出版，

无疑对探索南宁市今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客观规律及“两个文

明’’建设有所帮助。 ·

编纂《南宁市商业志》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自治区商业

厅《广西商业志》编辑室、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

导。市档案局、市统战部工商科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宝贵

资料。市商业系统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各企业领导的支持，以及

全体编写人员的不辞艰辛，更是《南宁市商业志》得以成书的必

l



不可少的条件。对此谨表示深深的谢意．

南宁市商业机构历经多次分合，档案不全，资料多散失，加

之初次编写，难免受水平和经验所限，一定存在不少缺点，请读

者多多批评指正。

南宁市商业局局长吴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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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南宁市商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

记述南宁市及南宁经济区近现代商业的历史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行业。

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原则

下，行业篇设9个行业。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又具有相对独立

性。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允

许各公司、站作适当和必要的交叉记述。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年表》以时为序、纵贯古今

外，其他各章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展现商业发展的兴衰起
伏。

四、本志略古详今，古今贯通，当代为主，重点记述解放以

后地方及行业的特点。上限为1881年，下限为1990年，对需要溯

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五、本志采用章节体，标题均以事命题，科学分类。

六、本志有关章节中设简述，概括全貌，综述反映各行业

(门类)的综合内容。

七、本志体例采用志、记、传、图，表，形式，以志为主体．

八、本志行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准确i通俗、流

畅。运用语体文，著述体，方便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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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称谓，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号内记公元纪年。中

7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所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所涉及的度量衡单位

。沿用原单位记载外，解放后的一律通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所使用各类数据，采用南宁市统计局公布的数

字。也有使用各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和百分比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历史文献、旧志，报刊、

文件及调查采访材料，经排比、筛选、考证后载入的，一般不注

明出处，不作注解。

十三，文内涉及各种名称过长时，名称需要简称者，在第一

欢出现时加注。

十四，对人物．二律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根据需要交待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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