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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沙市副食品贸易志》是由长沙市二商业局组织编写

的。按照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编审志稿若于规定》的

要求，编写工作从1985年开始筹备，经历了搜集资料、试

写、编纂、合编、审稿等阶段，以及编写班子几经调整，编

写人员几度变异，前后历时7年，至1992每底成册，汶是我

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副食品贸易志。

《长沙市副食品贸易志》共六章，2l节；3 5 FI；7刀多

字。它比较全面记述了我市副食品贸易从1840年到1987年各

个不同时期的兴衰起伏。整个志以副食品流通发展变化这～

中心内容，从商品购、销、诵，存的发展、管理机构、冈点

人员的变化，流通渠道，流通环节、经营政策、文明经商．

优质服务的开展等诸多方面，再现了一百多年的商业面貌，

并寓规律，借鉴于记述．乏：中。它的成书，对广大商业职工了

解副食品行业的发展变化、研究发展商业改革，开拓搞活大

商业、大流通、大市场，育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琦：意义。

《4长沙市副食品贸易志》在搜集和编写阶段，髓召开了

一系统座谈会，二商业曷机关各种科室、各有关公司、商



店以及许多离退休老同志和霸!职二F部为本志的编写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长沙市副食；"日IFIz+、司，长沙市肉食水产公司从人力、

物力、财力}：j’予了很大的帮助，“：”j：7”J“'J是编纂过氍1h r搿到了

省商业厅、市志办、市财委的具体指导，市档窠局、甫

一商业局，市粮食局、市供镝{i：、1ij T．商葡、市统¨瑚、lfj
：

、‘

■

蔬菜局及长沙具商业粕、粤!城。r：i．商N?局、浏阳县商业嗣、宁
，

乡县商业局等有关单F!的大力支持。在JJ-k，一弹f表_{]_j衷心的
：

，，，，

感谢。
。●_

《长沙市删食品贸易jjj》存编写工作叫1。绱写人员虽尽

力从各方衙搜集t考证，务求资利铷安，仍难免谬误，遗

漏，加璺、，我们对I萼．tI缺乏?夸验，政治、Z化、>II：务出iF耵I

历史知识有限，缺漏错误之处，敬浦批浮指j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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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机，大肆进行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1 952年开展了

“五反”运动，打击非法活动，同年，成立长沙市专卖事业
处，1 954年成立长沙市食品公司，建立第一个屠宰加，工厂～

矗里牌宰牲厂。主管全市肉食批发和屠宰业务。并对全市肉

食水产业，南货副食业和糕点食品厂进行归口专业管理，同

时将私营茂利糖果厂转为国营企业，改名为“长沙糕点厂”

不断扩大国营商业阵地，开始发挥国营企业在市场匕的主导
作用。1 956年根据政府“$J4i、限制、改造”的政策，长沙

副食品业进ff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将肉食478户私营猪肉

商贩转为国营，成立另贸处，‘F设东、南、西、北、岳五个

总店，全市分设83个分庸。对其他牛、羊、禽、蛋、腊味业

也以公私合营和合作小组形式进行改造。7』j市水J范供销公

司成立。同时对全市423户二F、鲜、鱼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成立零贸处一个，公私合营企业5个，i?作小组35

个。将南货副食品的商店和摊贩1 587户，制糖糕饼业60余户

分别组成公私合营，合作商店(组)和三部一厂(糕点部、

烁糖部、饴糖部、剐康糖果厂)。同年，组建了长沙饴糖厂

和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使长沙肉食行业从收赠、屠宰、冷

冻加工生产线初具规模，年收购可达14万头，年销售l 3一14
万头。I 957年新,建长沙糖果饼干厂，首次生产机制饼干。行

业归口改造工作的胜利结束，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格
局，促进了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兴旺。

1 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忽视客观规律、

掀起“大购大销”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极度

滑坡，粮食歉收，生猪生产下降，抽调商业人员大炼钢铁，

关闭集市贸易，致使长沙市的肉食供应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



缺已达“低标准，瓜菜代”的困境。1 96 2年仪收购4．2万头，

销售1．79万头，均是建国后最低水平。19j9年8 jj，肉食品

和水产两公司并为长沙市肉食水产批发公i，j。1 961年贯彻中

央“整顿、巩围、秃宾、捉I岛”的)一j fh。J1：放臻11j贸易，从

国营企业I卜划Ⅱ；小商贩，恢复禽作社(组)，i1，1j整生猪和。pI：-

副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佻他农、№生产迅速发展，城

乡市场逐渐活跃，剐食牖!：』√7，供l、j’蚌㈣I，f行椿有所‘}、‘眸，

人民生活安定。l 966年， “文化人t‘【’!命”运动的影响，使刚

复苏的副食品业又一次受剑冲击。一些彩牌老”ij⋯弹、被；与

作“四旧”砸毁，关闭城乡集贸市场，火jg；j农村的“资本主

义尾巴”社员养猪，养禽受到种种限制，生产停滞不前，副

食品供应瓤趋紧张，城市基层商店划成块块：馥接由区领导，

渠道变粗，流通梗塞，阻碍’r生产和供膨，为保证群众基本

生活，长沙主要副I食品!其行凭i』b j￡蓦5坼：限犍洪膨。商业职

工坚守岗位，克勤劳动，保证了这一特殊nj期的阱食品需求。
l 978@，巾其一卜一届三I¨爷会衍，『㈠t匙刊‘欲地7㈠。制定

了新的政策∥妓励农民积积发展，f：猪，荆家禽￡¨一。酋‘t，If：

央大幅度提t可j’猪、牛、羊和其他农f．⋯‘1舳的Ij≈购价。{_}}·阪

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协7i：，。㈠行生j、，J㈨匈均有新的突

破，为城商居民的副食品供膨挝lIiL．J’侏nE。l 979q--收购，卜猜

62．25万头，销售68．18万头，l 980匀-i又．}：升到76．9：；万一≯：。、

1 982年和l 984年省政府两次UⅢ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猜、

渔、禽、蛋实行多渠道经营，1 983年收购生猪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年收购14 3万头，销售79万头，长沙市区集市贸易开

始恢复，肉食个体经营者增多，到l 984年肉食个体墨营者达

297户，年销7万佘头，孙．产禽蛋237户，其他南货副食个体



经营也桐{应i-：川i，长沙形}戈了以㈦营为主导的多利t经济成

份，多种经j蔚力式，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计丁场繁荣，经

营活跃，f渤资丰富，从而形战川+：j。茸、臻j，譬，1、体互相竞争

的新的市场格nj。1 985ffF肉食放开后，个俸经营网点急剧上

升，到l 987年已达4 33个，年销】9。9万头，而卜i!营肉食收购

和销售均：璺稳『f{有降，收购在100万头左右，销售45"u50万

头。个体I_!i驻了三分芝⋯的i宵场。为刺激副食品业的发展，

逐步改革^叫?绎箭机制，政啭po：盯二‘放极利，扩欠企、lI，自主

权，并推行《个、H，法》‘?j‘“乱。瑚■川1心的蠢、极、利三结

合的经营-⋯r制。1 988仁1-z H。乒：但i矗ff制的有糖烟涌副食

-趴、肉i譬一1
7

j’，籽i?!糕0’‘善足Il{；链^≥、吵9家，／卜，艘企、毗1 30

家，。lj；-、I。tljl’i一』’争。qk的i勺青B}．I夕』，"4动f‘一舌j、||i的积极-“!，I。复

蒋J’鬈特j0；t，狲一、扣‘：’i÷寿效祭。N肉食小r^：-．q彬I膨，j黝女

府7々彳i“令啊定哟，∽靛换猪，指导价格，隆叫介供应，财政

给予适当侄4』_I：}f、⋯i”n勺力、≯：，啦f政裉，％!政府一F．i墨I。句亏j髓数?a

予补吲i，强继续i噩取”涟f■|7cI!税j a皤㈧p税， l。譬．一定数额的

冻肉t．!=『务谚，坟I文筇埘定。J=际冻肉t牙祭州拨n，≮箭赞，制定，}i

猪!发9匈彳l!∽给，辫以墁眵!幸p构1¨菏季|、'』_{』i譬≯‘!ij摹1＼，喊可J‘艟尺27

公J千猪肉i1|+?i}‘，jI公』t}{、Jr[jliO。225：小}}{纠ft二i j≯j啬施，促jjI。j’

生猪舛!产和购销。

总之，建⋯』l彳，长沙市的剐食，{f，，㈠、：和销售：曼不断卜升

的，q：猪【鲫匈由1 957年的7．纷玎o『j-Yt‘到l 98 3年的143万头，

l 984年1 34。5’玎一jj、，1 985勺i，}jj卉Ii々n1勺令雨i放习1：^彳，f邓举虿Jj66．3

万头，但l翻j1 986』F}寺义ljl于11∞}i．4．6／／：,／：，j卉肉销仁；m 1 955年

的l 3．3万。义fi-7t‘硎1 987‘p：的∽．8万矽i，另外社会个体肉食经

营者也占驻了一部分市场，1 987／，ii个体肉食网一已达43 3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年销售猪肉l 9．9万头，而国营网点基本没有大的变动，保持
在1 20个左右。食糖销售嚣的增幅更火，1952年仅销售750

吨，而1 987年巳达到1 936 2吨，人均消费水平由l 952年的1．45

公斤上升到1 987年的31．56公斤。卷烟销售由1952年只有0．9
万箱，而1 987年年销达1 8．7万箱，酒的销售1956年1652．7

吨，1 985年达到17362吨。其他糖果、糕点的生产量也在大

幅度增长，1 955年长沙仅爿i产糕点】20吨，而1 985年已达到

6800吨。

改革开放为长沙市副食品业增加了新肟机制，使一些传

统产品得以恢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It J，促使企业增加了紧

迫感，为11i领市场一些新产品得到开发，同时，极大的改善

J生产技术；fH／-L产设备，市糖果饼干厂和市糕点厂引进了次

料、雪糕型j。、、‘流水线、糖果饼干厂jt弓1进了仿英贝克多功能

饼干生j。：线，生产工艺流程全部自动化，是目前最先进的没

备，挠』∽‘’：名彳r9规格，各干中风味的高、中档饼干，长沙肉类

联合加：U相I五里牌肉联厂也引进了西方和中式灌畅潞冰线

等设备。Hi乎侉统工艺与现代科学相结台，笈食品加工和食

品经营有了防火111勺发展，名、院产品，f：断涌壤，一』鹭仇质i比

品还远销港、澳、台、t17本、东南亚、欧、美等地区。放开

集市贸易茸胁i40余个集贸市场，促jF r城乡i?§济交流，以下

河街为点，成为市内外闻名的“长沙食品一条街”，R赶?；商

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完涛，副食品业越

来越兴旺发达，市场日臻繁荣昌盛。



第一章 肉 食

长沙历为，、I't、郡、府治与省会所在地、生产发达、经济
繁荣，农户索有饲养猪，鸡、鸭、鹅等畜禽的习惯、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屠行、猪行相继兴起，不断发展。

古时屠夫以务农为本、间代人屠宰，后屠宰渐增，久之

形成行业，清光绪十六年(1890)后，屠业十分兴盛，时有

公庙于永丰仓(地址五一西路省盐业公司)名“三圣殿”置

有房产供奉刘(刘备)、关(关羽)、张(张飞)为祖师

爷。民图后改为公所(公会)，凡开业者须入会，纳会费
20—40元不等，公会除代政府征收厘金杂捐外， 亦制定行

规，约束同行。屠业分坊、担两种，大部分自购、自宰、自

销，也有部分假手猪行扶f{11介绍猪源。m于屠业设备筒、资

金少，腑以开业者多，发展很快，1 992年《生计志》统计，

长沙有屠行69家，1947年后，巳达300余户，担贩亦存500余
人。

猪行从事潘猪购销，晚清为经纪人形式，介绍潘猪买

卖，佣金买二卖三(即按成交总额由买方抽2’％，卖方抽

8％给介绍人)王仲谦等6人组织“公益长”猪行于草潮门

上河街，随后，公科长、同和、中和、长丰、大顺等相继设

立。猪行业开张，须呈报市府核准，缴帖费银元二百，收购

生猪除部分销屠行杀卖外，大部分销武汉等地，每头可获佣

金元余。1924年长沙猪行达12家o 1929年，英商“和记”洋



行来长设序，收猪运赴同．隔，行市大涨，是年营此业者获利

不少，外声窖啊j生畏、和记逐专营此业。形成垄断之势，本

埠猪行纯系经纪性质，力薄资微，难与洋行竞争，维持艰

难，1 934年衣㈨j收束，行、!k得以发展，抗战胜利盾，大顺猪

行与广东瀛通渠道，组织生猪运广州试销，获利甚厚，同行瞩

目，自此长沙生猪开辟丁穗、港新市场。l 949年《长沙经济

简讯》载：长沙有猪i：i-s5麓：，销猪9314头，l陂购除长沙外，

扩展到浏阳、潮乡、潮渺、潲阴、宁乡、禽县、汉寿、平

江、沅it、fj’{盘、0皇脚1、，芝i乡等】3{}农}≈。。

建囤后，㈧家对双营肉食商、!I：羹行扶植政策，鼓励从事

正当经营，弘?’物¨j。譬：。】954年3 H，长沙市食品公司成

立，承担仝’f㈠-勾食，禽璜的批发业奈-，同年宴行生猜派购。

1-956f}jij，；，{}!若二ii!二?院}囊．{‘：毒’；}!}I、jij食；}，’I乡j矗1 ZI‘≤≥市478

户t私营猪肉商贩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了传统的私人经营

肉食的硒两，形·，。i了}f：全主义的统一·肉食市场。

l 954jF VK灾严j i，生猪生j·：下降，肉食供膨紧张。l 95。f

年在强弼“≯彳『、私养、夕蛳{”的养j扩一、，乍t．o嘲时，增加农

村‘礼员一t。?，∽、解决养猜侧划一矬∞弹决定派蚴引预购一并

进行，倪澎|『’生狱发展，年书ri栏川：：‘、1仃公习当年收购生

猪71691头，J，i本屎谢厂城市H j《的肉食f』0应。l 958年的

“大跃进”，卜f营商、}E与供钳社合并，农村食品站并入基层

供销社，k沙’lj癌哆；肉食零供"；划f归K髓店豫殚，农村强调

大办集体猪场、“i雕·‘·⋯：f，i的生猪，疆㈧连年自然灾害、粮食

歉收，生猪生，。二下滢，’嘴源【俐廷，长沙市肉食供膨紧张，：乓

行凭证定量供应办法，1 959年8月食品公而与水广：公司合并

为长沙市肉食水产批发公司，l 961年初，l卜}叫1央决定实行



养公和私养并举， “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对猪、鱼，

强实行奖售粮食和-业^i：fCJ收购办法，提高收购价格、渊绉

和疏通流通渠道，I it譬商业与供销社分开，l 963年进而譬行

生猪“一条默”经荫，肉食，强V,]／ki恕供应逐、步：自。啊i好转。

l 965年，，生猪生，_~、，-，㈠Ifi；i!q卜¨m‘{I猪I{延购和市场供膨均艄”j

史最离水、h取消定避和特殊供心。l 966E“：文化火革命”

开始，弛f玎养猪、养禽受到种种限制，生产停滞：f：苘眚，供膨

霭趋紧张。1968年，批判“冬条专政”，农村肉食站掰次并

入基层供销if：，城订j．引．善齑店也驯i茂块块直接南区领导，漾

道变粗，娆L)iLj,通梗塞，m碍一∥o。发展，l 970年，国务防攫㈦

。积极发孵l；体养猪，继续声；励秒随养猪”的方针。1972

≈i，，}二猪-■?，‘迅速≯拙≤-，f¨I{‘、j、：敬购大幅度增加，改变T{!tl-

徊不渐的j．，j㈨。t 97，；年，北京，fj海、天津等市猪肉f接应告

紧，长沙f：调任务增㈨，外流一卜分严霞。为保汪屠民肉食侈‘

j、誓，杜绝外沆，：*行『’凭汗一f：限鹭的供应办法，1 07scfi．·。j1

：垮卜一厢_j卜拿会j曩．I!j共巾t”!明确提出“鼓励社7，j家庭养

猪、养午．养。、声、莽禽，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养牛、臻羊、

荐禽’’的Pj针。1 979j11 4川，又‘久幅度提离r猪、牛、芋、

禽、蛋、伯的收购汾格，极足地渊动了农民的牛产积极性，

华猪H{栏，l滢购均有新的突破，市肉食水!落公司会年i囊鼢‘}

猪6 22，4 54头，竞}爱年Ii乏购计划的1 1 0．1 7％，会年销售猪肉

(市】X)68l，774：b，l{：{-年增销29695寸i，}升幅离4。5595-

1 982年秘】984年省政府髓次渊警衣‘}：产．羁购销政锛，猜

鱼、禽、孺寥行鸟溪j遵绎萤。从1 979年起，长沙市区袋甫霞

易开始恢复，肉食水产々、体经落考增多，到1984年，肉食个

体经营者这297j3t。7月，市内名．圈营(集体)零售岗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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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萤，逐步撤销总您，8月，改革市内

肉食调拨体制，改分拨为盎拔，改i扣转结算为直接结算。

1 985年，取消!fj猪派购，放开生猜经营，市场结构起了明显

变化。困营肉食水产商业在遗：一犬的变化中缺乏应变能力，

不能适应新形式，一嚏m现了卜分闲难的局面。市场销售比

例由1 982年的86．7％下降刭4 0％。为改变被动局面，发挥主

渠道催尼i，市公司从管理到经营逐步进行了改革，对零售店

冻肉批发实行保护价}筹，鼓励零售店多蛰：遭进货，综合联营

的经营方式，圈家蹦‘圃营零僻商、fI实行减免部分税I发的方

法，使国营肉食水产商业逐?0稳定正常。1 986年，按照省政

府2弓’文件规定，我省牲猪jjj营仍然实行“合同定购，以粮

换猪，指ji：价格限价影疆!，财政给予适当倒挂补贴”的办

法，同时，同家继续采取免征产品税或营业税，下达一定数

额的冻肉储备费，制定昝÷猪l{0购保护价格以7适明补和暗补相

结合锌措施，以刺激生猪生产：，像征城镇居民的肉食供应。

1 986年，长沙地暇肥猪出栏305．5万炎，比上年的276．92万

头增长l 0．32％。甫公司全年jI≈购生猪1 04，63万头，比1 985

年增长41．53％。旧营肉食商业肉食销售稳步上升，主渠道

作腰得到发挥。l 987年，匿i家列‘!卜猪收购和猪肉供应仍采取

1986年的办法，5，；j f奠前，供求比较正常，收购价格仍保持

年初水平，5，j以后情况剧变，全国多数城市吃紧，纷纷来

湖南求援和争购，I猪，长沙猪价上涨，最高达到280J己／百公

斤——290元夕百公斤，收购网难，个体经营者明疑减少，国

营供应压力棚火，市场供应反常，为解决市场供求矛盾，保

证城市居民的冈食供应，于9月I 8同对长沙市(市区)居民

实行凭票供应办法，每人每月凭票供应猪肉2公斤，防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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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堵塞了投机套购，全年圈营公司共销售猪肉(市区)

53．75万头，完或年计划的1 37．83％， 比去年同期上升

46．79％，充分发挥r闺营主暴道作用，保证了城市，|＼民的

肉食需耍。

第一节购 进

一、收购政策
、 ‘一y‘一～一一

生猪i心购1954／f：7月实行派购，派购任务一年～定。由

各级政府(计划委f疆会、逐级分配到乡(社)，派购到村

(队)，落实剐户，!英行多养、多派、多留的政策。同时，

为刺激爿：芦：，一家对派猪p给予奖励性质的优惠。1 958年以

前以乡(}{：)为簟似-按蒜猪水平和全年估算出栏最，分别

派购30一50％。i 9期年至J 96 f年初粮食歉收，，}猜减产，

出栏最大幅度下降，加oi“浮整风”盛行，一些县，R寓行

强制派购，公予f：，犬队饲美场，畜牧场等派购70—90％，，奠

产队食常20一50％．计m瓜，、饲养的肥猪，伞部派昀，派购

单位的所有肥猪寥÷!干统一l'：，瞬，批准宰杀，至使派购母超过

了出栏晨，挫伤了!欠㈡?尝猪的积极性。i 96 1年3月，销人民

委员会调整，t猪派‘I勾办法： “农村食堂根据人数多少，养猪

基础，分别派购⋯·、一一、了t≯?，猪源确实困难，不熊养猪的

食常，今年暂不派购”。 “≠十：品个人养猪暂不派购”。(湖

南省人民零}五金时7翼华字第58号《关于l 96i年农副产：品收购

]j作中有t政笛闽1E㈨勺耳傣地}定》)。1 962年生猪派购以生

产队为甲付，派购’≤邮k，落宜驯p，每队派购～、一．、三头，

并出烘销≠f：刃：展’i逻，介经营，隧厅麓市，这每长沙市收购

42070头，是l发购最少的一年。1 965年，生猪生产好转，停

一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