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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

《偏关县商业志》是在偏关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之

下，在偏关县商业局副局长张广义、党总支副书记邓雄同志的直接

领导下，从一九／L五年三月份开始，历经三个月的采访，收集、整

理而编成的。记述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八四年偏关商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

商业的产生、发展、衰落和社会的性质、时局的变化密切相

连。商业是从事商品麦换和组织商品流通的经济部门，它属于以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范畴。它的基本职能是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生产者和生产之间的商品交换媒介，它的手段是先垫

付货币资金，以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购进商品，调运到销区按大体

上符合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补偿商品周转环节的费用开支后，’获

得商业利润。整个过程表现为G一一w一一G、(G+A G)

从历史上看，商业的独立发展与生产发展成反比例规律。批发

商业承担商品蓄水池的职能，零售商业勤进快销；、，固定费金整批投

入，分批收回，最后一次性更新。流动资金一次性转移到商品中

去，随商品出售，一次性收回。纯碎流通费用与商品流转额成反比

例，生产性流通费用与商品流转额成正比例，运输费用与运距成正

比例，与现代化运输方式成反比例。

民国开始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处于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水深火热之中，封建势力割据，军阀混战，．偏关的商业时起时

伏，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搞投机倒把，黑市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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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通货膨胀，对农民进行掠夺和盘剥，从中牟取暴利，使本县的

经济日益衰退，。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然而，商业职工是货

币资本的附属物，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受尽了资本的录4削。

但是，通过商品的一买一卖，起到了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在经：哲

管理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偏关县商业志》记述了一九四一年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的商‘

业发展变化。根据地的商业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商业，它

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商业的性质，肩负了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光荣使命，

。积累了社会主义商业同旧社会商业斗争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支

忠于党、’忠于人良的商业职工队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的进一

步发展、状大，最后占领整个市场阵地，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

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完会以来，《偏关县

商业志》还记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

社会主义商业在同私人资本主义商业斗争中发展、壮大，全面占领市

场的过程，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j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

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少环节，开放式

的流通体制。

我县商业的历史，文革以前已无记载，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离休干部陈顺文、刘星河、郭守先、张淳、李仁才，侯肇、武宪文

杨旺。退休干部卢亿、贾五红、史钊、张尊美、张秉顺、张礼、高

培元。退休工人孟玉来、贾双桃、张玉才、张锦平、郝存、张福昌

五保老人刘建国，西关大队社员张元，已调离商业系统的物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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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张广良，信息委员会吕盘林等三十几位知情者为本志提供了珍

贵的口述资料；商业局哥Ij局长会计师张广义，党总支副书记邓雄，

‘副食品公司支书宋红罗，副食品加工厂厂长郝先保，燃料公司支书

孙以殿保存的历年会计资料，县统计局历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制：，

商业局的汇总会计报表，偏关党史县志办公室提供的有关资料是我

’编写《偏关县商业志》的主要依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商业局业务科长万录，行政科副科长田

培忠，财务科副科长苏礼，县供销社财务科副科长徐贵珍，以及有

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我接受编写任务时，其它单位的编写工作将告尾声，为了不’

影响县志的统编工作，商业局副局长张广义、邓雄同志十分重视，

召开了专门会议，聘请了离休干部前县供销社副主任张扬同志专门

采访、收集资料，协助编写。
～

编写期间，商业局副局长张广义、邓雄，田培忠及其它同志生

活上关心，工作上尽量给予方便。县志办牛汝仁，贾谧经常了解询

问，精心指导，特别是贾谧同志对《偏关县商业志》初稿进行了认真

的、细致的修改。这是《偏关县商业志》问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值

此机会向这些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致谢。

我做为一名商业干部，能够在工作之余为编写《偏关县志》出

点力，能够为偏关县商业系统整理出一部比较完整的历史资

料，这是我从事商业工作以来的夙愿尹也是党的重视，人民的信

任，领导的委托，深感荣幸。因此，自己不惜精力上的耗费，在工

作之余，挤出点滴时间，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此项光荣任务。

· 3 。



撰写本志，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有限，采访、

月，加之本人参加工作以来，

况了解不够，写作水平不高，

领导手口同志们批评指正。

．4·

一直在供销社工作，

整理不足三个

对商业系统的情

难免出现许多遗漏和失误之处，恳望

编者

，一-j-L)t．五年六月一PI



序 言
、

“

编写《偏关县商业志》是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分析，总结

我县商业企业的起源、演变、发展的一项艰巨工程，是积累资料，留

芳后世，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我们作为偏关县商业系统的领

导，从事商业工作卅多年，早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由于工作繁忙，未

能如愿。我们从一九八五年主持工作以来，就立即当做一件大事来

抓，经过反复研究，聘请了离休干部张扬同志专门采访，收集资料，由

我局陈世龙同志负责编写。为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我们召

开了专门会议，给予一定奖励，以园满完成任务。

《偏关县商业志》，经过陈世龙、张扬同志三个月的辛勤劳。

动，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底脱稿，共十章十九节，约四万余字，从二

九一一年至一九八四年，记述了七十多年偏关商业的历史和现状，

是我县商业系统第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总结、分析、研究偏关

商业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使用价值。在此，对编写

工作给予大力协助的县志办和保存资料，提供史实的有关单位和同

志表示感谢。 ．4

张广义 邓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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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国前的私营商业
，

，

． 第一节 私营商业的发展演变

’‘

偏关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带，西接陕西以黄河为界，北

与内蒙古清水河县接壤。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古为三关之一，历

朝贫瘠，商业不盛，据旧县志载，其时兵多民少，仅有几家小商摊

贩，商品多供兵士零用，商业很不发达。清代商业较前有所发展，但

与外地相比，仍很肃条。民国时期，我县为阎锡山统治，蒙汉对立

已经消除。商业较清代有所发展，但中间遭受国民军刘司令，黄团

长于民国十五年的先劫，又遭受奉军在民国十六年的入寇。特别是

民国十五年的抢劫，通街商号被洗劫一空。后经十余年的恢复，又

逐渐发展起来。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前，我县的商号约

1 7 2户，店员5 8 8人，县城每逢三、八为集，商店集中于大街

两旁。较大些的商号先后有福恒泉、巨胜衣、天福永、上下永茂

盛、锦盛永、四海泉、世振源、义生菜、福和茂、 永生

长、福德永、德巨魁等、l 3家，从业人员约有9 0人。中等商号先

后有谦和永、吉生源、t华丰泰、同巨和、长泰泉、高瑞堂等十几

家，从业人员8 0余人。}由房1 8家，缸房1 0家，食店行(包括

一 粉坊、豆腐坊、磨坊)2 0佘家，香坊3家，染坊4家，织毯坊2

家，编织坊l家。档铺2家，中药铺1 0家，干货铺5家，面铺8

家，肉铺4家，木匠铺5家，炮铺2家，笔墨书铺1家，箩匠1

家，裁缝2家，绳匠2家，银匠5家，画匠4家，客店7家，石印

局l家，通俗图书馆一处，官盐店1家。从业人员约3 7 2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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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摊贩’8 0余家，从业人员4 5人。‘

(祥见《偏关县建国前商业分布概况图》)

一九三八年日军入侵我县两次，烧杀掠夺。一九三九年盘踞菇

城，建立伪政府、伪商会、经济警察班等组织，推行其侵略暴政。逦

街商号倒闭停业，商人被迫长期逃难，．无法维持生活；只好白天进

城摆摊营业，‘以微薄收入，苦度日月．o-．也有少数商人投靠日军新开

营业。当时，本县的商号仅有伪县长j：伪科长、伪商会会长等五人

投资经营的普济成一家，从业人员1 1人。资金1000元(伪币)，小

摊贩8户，豆腐房、磨坊、干货铺lo家。总计从业人员不到50人。

一九四一年冬天偏关解放，环境尚不安定，清河与朔县的日军

经常譬扫荡"。黄河对岸的国民党顽固军时来骚扰，经济衰落，人

民生活贫困。新政权建立以来；．大力发展生产；积极发展经济，贯

彻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短期内克服了商业衰落状态；我县的私营

商业又发展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私人经商的约有70多家，

从业人员1 0 0余人。其中货铺2 5户，小摊贩2 6户，作’坊8。

户，其它服务行业l 3户。一九四七年，整奸商时停业商号58户，’

其中征税以后停业2 8户，。退帐款停业1 2户，一贯道停业2户，

其它停业1 6户。停业的有货铺2 0个，摊贩2 0个，作坊4个，

运铺1 4个。一九四八年纠正停业中的错误，我县的私营商业又发

展起来了。

第二节私营商业的经营管理

一、商号人员组合及职务

商号是私营商业的名称。．商号人员的组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领财主本钱的商号，就是财主拿出本钱，聘请掌柜的一至二人，记

· 8。



帐先生，伙计、小伙计，由掌柜的根据经营活动的需要臼行确定。

掌柜的掌管该商号的一切权力，伙计听从掌柜的指令i去外地购货

或推销本地产品，．平时接待顾客，冬天给柜上放帐驮粮。小伙计进

，店，约十四、五岁，要有举荐人、铺保，掌柜的要进行试验。如掌

柜的将铜元有意放在银柜外边或其它地方，．小伙计若私自拿起，即

被解雇。小伙计在使用期间发生了问题，铺保承担一切责任。小伙

计初到柜上，打扫、提水、侍候掌柜的，以后逐步做饭，接待顾客。

，经过多年考验，为人忠诚可靠，精通商业，也可熬成顶股伙计或掌

柜。另一种是自财自东，财主即掌柜，其它同于领财主的买卖。

二、筹集资本及顶股

私营商业，多采用合股经营，劳资合营的办法。由一户或几户

财主出本银，雇用掌柜的和伙计，顶股合伙经营。凡出本银的均称

财主，协商确定多少为一股，-掌柜的及伙计各顶多少厘股。投资的

本钱以及各人身股均载入万金帐，非常保密，一般存放在银柜底

． 层，掌柜的封锁保存。柜内一般人员，都不知道本商号究竟有多

少本银，外人更是不知。所以，私营商业的资本总额无法查

·‘每‘考。’。

三、业务活动及运输方式
、

从民国初年到建国前夕，我县的商品多数靠外地输入。外地输

入的大宗商品主要有土布、洋细布、少量的绸缎、日用百货、食

盐、红柳条、木材、烟茶、中草药、京丸药等。土布、绸缎、百货，

烟茶、来源于太原，大同；草药来源于河曲；京药购于北京；食盐

≯白于内蒙等地；木材购于五寨、岢岚。粮食虽是农民换货的主要产

品，但多销于本地。输出的商品有葫油1‘粉面、绒毛、皮张等。葫

． 9 ‘



、、

，

，

，

油、粉面行销于岭南的忻州，崞县、太原等地。皮毛行销于大同、

天津方面o
、 一

商品输入输出，民国时期赊现并用，以赊为主。赊购货物，亩

定镖期。全年有四月、、七月、十月、腊月四个镖期，到期务必付

款。如若失信，即将倒闭。赊销货物，平时赊出，秋后派人收帐。

收回粮食，第二年春季又销于本地。商品运输大多数驴骡驮运，但

也有肩挑人担的现象，每日行七、八十华里，到太原往返，半月有

余。食盐、红柳条由包头从关河口水路运回，运价低廉，但不安

全，往往货船触礁，人财两空。日伪时期，由于战事频繁；购销商

品全部现钱结算。购进货物，．多数由普济成利用日军的汽车，蒙

疆区时从朔县，联合区时从忻州、崞县、太原等地捎回。但由于当

时资本微薄，只能少量零星购买，其它摊贩再向普济成购买转销。

也有肩挑人担，到附近地区提运，常常出现被抢劫的现象。偏关解

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私营商业进赁大部分向贸易局赊

购。．小宗亦有到巡镇等附近地区担挑，以物易物或现款交易。

四、帐簿设置及结算分配

私营商业都用中式麻纸帐，采用单式记帐法。其中有草流水

帐、流水帐、老帐、万金帐。草流水帐是业务发生的原始记录，顾

主买货，多为赊购，取货后仅记帐，不打欠条，以后凭商号lj乞帐簿

算帐。每日营业终了，按草流水帐，逐笔抄入流水帐，根据流水帐

誉抄在各顾主名下。对外算帐，以老帐为凭。万金帐，按商定的分

红期限，只是分红而用。

商号分红时，首先点清银洋。货物进出一般不设商品帐。购进

货物文出款，销出货物收入款，做为每目的现收现付列帐。以倒尽

·1 6．



，除皮的办法，点出存货数量，按原价9 5％或9 0％算出存货折价

合计金额，再把老帐上的该外，外该项目换定。
、

分红数额及盈余的纯利=库存银洋+库存货物折价银洋+外该

银洋一(财主资本银洋十该外银洋+日常开支及每人每年的应支银

洋)

盈余的纯利，按万金帐记载的财股、人股分配。

绨张前，先要进行试算。若盈余多，本商号继续开业，就把存

货扣头加大到8 5％或9 0％，零星货物不点不计，无力偿还的外

该项作为果帐，不计银洋。否则，把货物和外该项计足。若出现亏

损，还要把掌柜和伙计的平时应支款扣除。然后进行分配。鉴于这

种结算方法，因此，．当时的商人没有衣兜。回家时，别人给打行

李，掌柜的送行。名义上是欢送，实质上是监督。

第三节货币流通’

民国初年用元宝、银子、铜制钱，延用十几年，改用银元、铜

元。日伪时期，流通的货币有蒙疆币、联合币、钢币、铜币，有时

与银元混合使用。交易大都以银元计价，或者以物易物。偏关解放

以后，银元停止使用。统一以西北农民银行纸币流通。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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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国前的．国营商业

． 第一节 机构沿革

一九四‘一年冬天偏关解放，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县政府二科增设

两人，专管税收。四二年春建立了偏关县贸易局办事处，地址在财

神牌李姓院内，以后移于中街。只有五名职工，兼管银行的货币投

放、回笼、财政、税收。四二年九月，办事处给各区投资土布十

匹，吉盐8 0 0 0斤，其余不足，由群众集股，建立了区合作社。二

区合作社主任陈顺文，三区合作社主任郑荣，四区合作社主任杨

．旺，‘’后在一九四五年先后停业。一九四四年，二分区设岢、神、偏

～支局，神，偏支局下设营业股、业务股，有干部1 4人，职员2

名。偏关办事处下设裕民货栈、新华商店，尚峪设支店及}由房。一

九四五年，设塞北分区贸易局，偏关分局设商店和货栈，．并在老营设

分店；水泉设集市。一九四六年偏关贸易局正式成立，下设营业股，．

业务股，干部编制9入，实有1 0人，什员2人，驮骡一头。一九

l四七年贸易局干部清洗4人，调来3人，调出．1人，至七月二十六

Ft，有干部1 2人，什员6人。政权机关生产干部6人，职员4

人，借二分区手榴弹二颗备用。一九四八年尚峪支店有职工4人，骡

子2头。后来在调大西北时，撤?肖贸易局，留下一部分资产，转为

生产推进社。 ．

第二节， 人员待遇

偏关解放初期，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贫困，贸易局的干部，职

·1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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