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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市的物资流通，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

大发展起来。到今天，巳达五亿以上的销售额，应当说成绩是巨大的。总结过

去，研究未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内江物资流通，是摆在我

市物资行业各级干部，全体职工面前的首要任务。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组织有关

人员编写了《内江地区物资志》一书，一方面是作为《内江地区地方志》的组成

部分，更重要的是为后来者提供历史借鉴。

内江位于四川盆地腹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是四川的交通枢纽和重

要的商贸物资集散地。这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内江物资流通提供了条件。《内江地

区物资志》一书，立足本地，以内江解放以来三十六年物资经济的产生，发展，

演变过程为主线，记述，总结了物资工作的特点、规律、成绩及成功的经验和管

理办法。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对深化物资体制改革，加快物资流通对外开放的步

伐，促进企业的转轨交型有所裨益。我们相信，在诸事俱备的条件下，内江物资

流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
’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谨向为编纂《内江地区物资志》的全体同志，表示祝

贺，向为本书提供资料，指导和帮助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孙传远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凡 例

一、《内江地区物资志》(以下简称本志)是根据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精

神，按照内江市人民政府内府发C 1986)63号，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内府办发

C 1986)130号等文件的安排部署编纂的。本志是《内江地区地方志丛书》的组

成部份。

二，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央议》

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造的决定》为准绳，坚持-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三，本志着重记述内江地区物资工作的特点，力求系统翔实地反映内江地区

物资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按照章，节，目的结构层

次，以志为主。共设四章十七节，另加概述、大事记和三个附录，金志约十五万

字。

五、断限时间：因历史上从来未有过有关物资工作的志书，本志对解放前的物

资工作记述甚少，(除引用资料外)上限断至1949年，下限断至1985年12月31日。

六、本志文字资料来自内江市档案局有关物资工作的文书档案，市物资局的

文书档案和部份县的《物资志》，数据资料来自内江市统计局的有关资料，市物

资局及各县(市)物资局历年的物资统计年报和财务会计决算年报。

七、本志在文字和专业术语使用上，力求避繁就简，通俗易懂，对少数专用

术语加以必要的注解。





概 述

物资工作是一项新兴的事业．1949年(注：内江地区各县分别于1949年12月6日至15日

先后解放)以前。在内江地区，一切生产资料没有专营单位，由五金，日杂行业或。洋行。兼

营，一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生产资料的管理，

除设立了专门管理生产资料的职能机构外。并对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同时，相应地制定颁发

了一系列管理生产资料的方针．政策．规定．制度和办法，逐步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物资管理

体系，并将物资的计划管理列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发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

见》中提出的。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

导，走群众路线”。和1985年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

的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党，政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迅速掀起了各级党。政大办

工业的高潮。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确保生产建设所需物资的组织供应，各级物

资机构应运而生。根据中共内江地委的决定，于1958年4月，建立了内江专区物资供销处，

专区所辖八县一市也分别于1958年底至1959年初相应地建立起各县(市)的物资机构——县

(市)物资供销处，初步形成了内江地区的物资供销管理体系。内江地区物资机构建立初

期，系政企合一单位．他既是各级政府在物资管理工作方面的一个职能部门，又是全区经济

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的组织供应单位。全区物资机构的建立，是内江地区在物资工作

上的一个里程碑。

内江地区物资机构成立以来，经历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63至1965年的国民经

济调整．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77至1978年国民经济徘徊。以及自1980年

开始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历史发展阶段。二十七年多来。全区物资工作饱经沧桑，道

路曲折，在前进的征途上，奋力拼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命运共呼吸．前进中每逢。左”的

思想干扰，物资工作就遭受挫折，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物资工作就能比较顺利

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前由于在理论上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1950,--,1978年)按照产品经济的原则管理生产资料，对物资实行单

一的计划管理，同时，在管理体制上，对物资的分配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行政区

划及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组织物资调度，二十多年来，虽然在物资管理体制上进行过若

干次改革，但都只是在物资管理权限上进行一些调整，就其整体而言，仍然跳不出产品经济的

圄子。各级物资供销机构，仅仅是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包括地方各级政府的物资分配计划)

的执行单位，在机构的性质上既不属事业单位，也不是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和自主经营的企

业，在经营管理上既无财权(在财政管理上实行统收统支)也无物权，而是各级行政的附属机

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应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组织物资

流通等理论的指导下，随着。改革”． 。开放”． 。搞活”． 。放权”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的

改革等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物资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遵照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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