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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隋朝，大运河贯通，促进了无锡商业的发展。唐代，无锡城区商事兴旺，店铺成市，

大运河中商旅往来，船乘不绝。南宋偏安江南时，无锡人口骤增，城内商业繁盛，日用

手工业品供应逐渐增多，商品已遍及吃、穿、用诸方面。

明、清时期，重浚南北运河，无锡与各地的商品交换日趋活跃，粮食、土布、丝绸

市场繁荣，经久不衰，逐渐形成米市、丝市、布码头。无锡商业集散地因为粮食流通而

得到扩展，太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地的物产随之汇流无锡成交，无锡的土布、丝绸销

出量也因此大增。至清乾隆年间，土布年销售达700"--1000万匹。清末，无锡城内已有

10多家大布行、绸布庄，杂货铺号分为京货号、广货铺和京广货店3种，笔、墨、纸、砚

等文具用品已分别形成独立行业，另有钟表、眼镜等洋货(当时对外国货的俗称)经营

店l药材、典当、酱园槽坊、绸缎、夏布、面筋、丝线、茶食等同业较多，资力较厚的

行业先后建立同业公所组织。

沪宁、津浦、陇海铁路通车后，皖北、鲁、冀、豫等省杂粮大批涌入无锡，日用百

货的进货渠道转向上海等沿海口岸。南北交汇使无锡的转口商业迅速崛起，木、竹、陶

瓷等专业市场生意兴隆，相当数量的桐油、苎麻、漆、颜料、食盐等商品经无锡运销各

地，城北、城西、城南和城中先后形成富有特色的商业街和商业中心。北区由于水陆交

通便利，商市盛于其他各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服务业也应运而生，旅馆、新式

茶馆等陆续开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洋货骤减，市价暴涨，囤有洋货的行业都获得惊人暴利，商

业资本得到更大积累。同时无锡民族工业又因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而得到发展，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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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厂、布厂、油厂的开设如雨后春笋。人口的集中，购买力的增长，又为商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至20年代初，城区商店经营商品已分部归类陈列，出现各具特色的百

货商场和专业商店，各类供销合作社也开始陆续兴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民国18

年(1929年)，无锡粮食、绸布、百货、瓷器、苎麻、五金、鲜肉、鞋帽、文具用品等主

要行业的户数均有显著增加，合作社也发展到55家。

民国18----22年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影响国内市场，加上军阀混战，

灾荒连年，无锡工商业呈萧条景象。民国20年，无锡的丝厂大批停业，钱庄、商店纷纷

闭歇。从民国18--,-,26年，整个商业受挫萎缩，绸布业由44户减至30户，百货业由91户

减至58户，棉纱业由21户减至13户，油行、粮行也减少较多。只有经销矿油、新药、

颜料、布绸、百货等舶来品的行业，通过一般经销、领牌经销、经代销结合等方法才立

足市场。

民国26年11月，日本军队侵占无锡，全县54268间商业用房被毁，城区商事顿衰。

随着战事西移，小商小贩又逐渐增多，并陆续由摊转店，粮食、绸布、百货等业也相继

建房复业。日商洋行先后设立“出张所”经营纱布、棉花、五洋(泛指舶来品)百货、粮

食等商品，同时强化对棉、粮、纱、布、金属材料等重要物资的控制。民国28年，日军

特务机关策划组建“中国合作社无锡支社”、“有限责任消费合作社”，开办“军米购买

部”、“军票物资交换所”、“水产合作社”及7个合作分社，经营日军分配商品，垄断粮

食、蚕茧等资源，同时推行发行军用手票。翌年，日军统制逐步取消，无锡又逐渐成为

沦陷区物资交流要冲，商业行庄又复出现，批发商户数激增。纱号业由战前的13家一度

增至60余家，粮食业虽受日伪严格统制也较前增加23家，五洋业出现了二级批发l专

营零售业务的名店、批发商大量增加，粮食市场、鱼市场、五洋露天市场等相继设立I烟

纸杂货业遍布街头巷尾，大都兼营肥皂、矿烛、火柴等日用品，全县不下数百家。民国

30年汪伪政府滥发中储券，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社会购买力，一时投机成风，市场呈现

虚假繁荣。民国32年，日伪再次加强物资统制，设立“米粮联营社”，全面负责军需

“民食”，禁止商民运销粮食，无锡米市顿时失去集散调节作用，继而又设‘‘棉纱、布统

制委员会”，强行低价收购工商存纱存布，不少厂店相继倒闭，唯有饮食店、旅馆、赌场、

妓院、鸦片馆纷纷开设，生意兴隆。此期，从事沪锡间贩运商品或跑单帮人员日益增多。

专事埠际之间贩运的行业亦日益增多，多以农副产品为经营对象，在苏北、浙江一带来

回贩运。城区小商小贩布满于市，或固定设摊，或串街走巷经营日用小商品。在此期间，

全县近10家铁行(以兼营燃料煤为主，故又称煤铁号)均被封掉，只有日商开设的津下

本株式会社专营金属材料。几十家木行，除个别从事收购木材贩卖外，其余大多停业。经

营建筑材料的砖瓦石灰店遍布城内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场逐步复苏，批零商店成倍增加，北塘大街、北大街等地很快

形成商业中心。五金、交电等业销售地区扩至无锡周邻各县及苏北部分地区，并与徐州、

芜湖、蚌埠、天津等地工厂建有业务往来关系。木材商纷纷重操旧业，到民国35年发展

为94家，从业者近干人。同年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合作社无锡支社”，同时成立城区消

费合作社和无锡县供销联合社。无锡解放前夕，城区商业已相当发达，一些街、路交叉

点和街道形成商业中心和商业街；农村集镇遍及各地，集镇还有节场或庙会进行集市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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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后，市人民政府首先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5月创建

苏南建中贸易总公司，6月创建华东石油公司无锡办事处，10月成立无锡市合作总社。由

于当时大部分商业批发和零售市场仍为私人资本垄断，加上刚解放，物价不够稳定，从

同年6月"一1950年2月一些不法投机商趁机扰乱市场，哄抬物价。为此，政府果断采取

措施调运商品物资，国营经济很快占领市场。国营苏南建中贸易总公司扩大改组为苏南

粮食分公司、苏南花纱布分公司、苏南百货公司和苏南土产分公司4大专业公司，利生

煤业公司改组为苏南煤建公司。同期，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和。公私兼

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无锡市人民政府对全市商业的公私经营

范围、价格政策、市场管理等先后进行2次大的调整，发展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和经销代销，将其初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并存

的条件下，通过国营商业的领导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整个市场相当活跃，社会商品

零售额大增。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煤炭、石油、金属材料、木材、水泥、纯碱等8种主要

生产资料实行控制分配。1953年，国家进入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解决

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在商品交叉经营上的矛盾，同时适应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需要，无锡市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先后按经营对象分工、按城乡分工和按商

品分工(批发按商品分工，零售按城乡分工)进行3次调整。同时，根据国家统一布置，

对国营商业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变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商品实行分级管理；对

企业核定资金，实行单独核算；废止贸易金库制度；企业之间变调拨关系为买卖关系，废

止商品大调拨制度，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派购政策。同年，还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

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使社会主义商业不仅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粮、油、布，

而且掌握了一切重要工农业产品货源，由社会主义批发商业代替资本主义批发商业，促

使私营零售商业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1954年无锡市国营商业批发总额占社会批发总额

的93％，零售总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50．68％。同时也为私营工商业的迸一步改造准备

了条件。1956年全市私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私商仅存558户个体户，占全市商

业网点总数的6．86％，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左右。在对私改造

同时，保留老店名号，并扩大其经营规模f对限制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集中过多、统包

过死、管理过严的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统筹安排市场，调整和发展商业网点，实行直

接计划和间接计划2种分配方式，进行生产资料的购销。五金、交电、化工、木材等行

业形成各自的供应区域，包括苏南、安徽部分和苏北大部分地区，最多的达40余个市、

县。同期，在全市商业系统开展学习全国劳模、市第二百货商店营业员王秀英。一卖三

介绍”、“三到三连带”(眼到、手到、嘴到及买打火机带电石、汽油等相关商品)、“接一

问二招呼三”等先进经验的劳动竞赛活动，商业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三到三连带”的先

进售货方法还被列为全国商业工作推广的经验之一。至1957年，全市物价稳定，市场繁

荣，生活必需品基本保障供给，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大跃进”时期，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全市商业经济遭受挫折，商业机构、管

理体制和流通渠道均发生很大变化。集市贸易停止，集体、合作商店(组)并入国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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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体企业，商业网点大幅度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供需矛盾突出，市场供

应紧张。为促进生产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和社会的安定，市人民政府和商业

部门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取得货源，对商品实行分配供应。1960年恢复供销合作社，并

由物资部门统一组织、收购和供应煤炭、石油、金属材料等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开展

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调剂串换的“四代一调”等业务，为企业解决“小、少、

难、急一物资。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全市商业、饮食服务

业网点也从1958年的1887个增加到1965年的4419个。

“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业、供销、物资机构撤并，店名更改，网点大批撤并，集贸

市场再度关闭，供应体制、流通渠道单一，服务质量严重下降。除个体摊点外，私营商

业基本取消。1977年起，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开始兴办代购、代销，代加工的“三

代店”，服务性网点增加，方便了群众生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锡市在商业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全市批发商业

开始打破“三固定”(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渠道、固定作价办法)和独家经营的旧模

式，实行开放式经营、多渠道流通、灵活作价，批发购销业务由原来划定的经济区扩展

到全国各地。零售商业有经营能力的也可兼营批发，并可向外地和生产企业直接进货，自

采商品比重大幅度提高，同时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配套服务。为进一步促进竞争、

搞活流通，还先后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信托贸易公司、17个集体性质的工业品批发企

业和14个副食品交易市场。商业网点也进一步发展，并调整商业所有制结构，使国营、

集体、个体商业共同发展。

1982年，商业、供销、物资各业由点到面试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1984年

从集体到国营、从零售到批发、从劳务性企业到商品经营企业，有630个独立核算单位

实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密切了职工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

系。同时缩小商品计划管理范围，扩大市场调节作用，促进购销形式的灵活多样。

至1985年，全市共有商业、饮食服务网点36054个111373人，其中市区8496个

42458人；全市有个体商户25620户，其中市区5295户；全市有集市贸易市场312个，其

中市区有59个，全市城乡集贸市场成交额29435万元，其中市区7649万元。市区每日

上市摊位8530个，日人员流量达160400人。各类交易市场、贸易货栈、商行、联营处

充分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广辟资源，调剂余缺，起到了调节市场的作用。是年，全市

商品纯购进33．71亿元，其中市区21．17亿元}商品纯销售29．93亿元，其中市区14．05

亿元I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79亿元(其中社会商品零售额29．73亿元)，其中市区12．56

亿元(其中社会商品零售额11．92亿元)I全年完成利润总额9776万元，其中市区5225

万元；上交国家税金2746万元，其中市区2357万元。市区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共有营业

面积65666平方米，仓库530282平方米，冷库5座．容量8290吨，货车373辆，客车

112辆，轮船34艘。市区商业、供销、物资3部门共有职工35．083万人，年工资总额达

11910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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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布 局

第一节网络网点

元代，无锡已建有为朝廷储米及转运漕粮的米仓。明万历年间．无锡北门莲蓉桥已

有米户沿桥栏两内侧设摊，逐渐形成稻米集市。明中叶以后，土布逐渐成为无锡土产的

大宗，产地以东北塘的妙市头为主，布商集中在莲蓉桥两端的江阴巷和布行弄。清乾隆

年闻，土布产地扩至东乡、西乡和北乡，加上在江阴、常熟等地设庄收购，年销量常在

700"1000万匹。时有唐时长、李茂记、王隆茂、张全泰4大布行。太平天国时，清军攻

打无锡，米市被毁。清同治五年(1866年)起逐渐恢复。是时，南门外南上塘商业特别

繁荣，黄泥埠、清名桥、伯渎港一带商店林立，丝市、米市、建材市场以及农副产品交

易兴旺。由于南门外伯渎港河道船舶往来拥挤，而北塘紧靠运河，水面宽阔，又有蓉湖

庄、江尖、小尖可供粮食储存，米、丝、布等市场渐由南塘转向北塘。北塘、三里桥等

古运河沿岸．商市渐趋繁荣。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无锡茧市、丝市也十分兴盛。

丝市以南门外黄泥埠、北门外北塘及鸿山西部的唐家桥为主。土丝经丝行收购整理后，主

要销往上海、南京、宁波、丹阳等地。鸦片战争后，洋行买办共在无锡开设茧行70多家，

设茧灶7800余座。沪宁、津浦、陇海铁路通车后。北方的小麦、黄豆大量南运，无锡从

以米稻交易为主转变为稻米、小麦、黄豆、杂粮并重的粮食大集散地，年交易额激增到

1000万担。同时，由于水陆交通便利．北塘遂成为无锡商业和客运中心。北塘大街集中

粮食、绸布、苎麻、山地货等行业的60％，约400多家行号I莲蓉桥至财神弄主要为绸

布、药材行业；财神弄至三里桥主要为粮行，间有山地货、花纱布等行号。由于商店云

集，离莲蓉桥不远的工运桥两侧设有10多家较大规模的旅社。与此同时，南北交汇使无

锡的转口商业迅速兴起，城区陆续出现矿油、颜料等专销舶来品的新行业。宣统三年

(1911年)，原设在大市桥等处的菜摊迁至崇安寺皇亭营业，皇亭辟为无锡第一处菜市场。

随着城区人口的增多，菜市场扩至6处，顾桥下、惠农桥一带因地货行集中，东、北两

乡的蔬菜大多到该地交易。20年代，无锡自辟商埠并筹备设市．工运桥等处逐渐形成新

的商业网点，旅馆、堆栈、菜馆、茶馆，戏馆、仓库码头等相继开设，同时，亮坝上、竹

场巷、江尖上已形成无锡有名的木材、竹材及竹器、陶器专业市场。粮行由民国12年的

139家增至民国17年的136家，米店由82家增至113家，绸布店由37家增至44家，百

货店由79家增至91家，油行由10家增至14家，五金店由4家增至18家，肉店由43家

增至111家，鞋帽店由39家增至48家，书店由8家增至13家。浴室、理发店亦日渐增

多．民国19年，城区有大新楼、迎宾楼、聚丰园等菜馆36家，朱顺兴、钱顺兴等饭店

26家，面店34家，点心店19家。

民国26年日军侵占无锡时，主要商业区店面房屋被焚毁。街上只见摊贩不见商店。

摊贩大多集中在崇安寺、长安桥、北塘、桃枣沿河一带。民国27年1月，日伪无锡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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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锡设日本华中蚕丝公司，上海纺织公司、华中制粉公司先后在无锡设立分支机

构，垄断缫丝、纺织品、粮食加工产品销路。日商三井、三菱太丸、隆昌等洋行也到无

锡开设分行、下伸店、出张所等，强制收购，控制棉、纱、布、煤、金属等重要物资的

流通。至年底，油饼业、粉麸业迅速恢复，北塘沿河形成粉麸交易专业市场，桃枣沿河

为油饼专业市场。同年，北大街、北塘至三里桥一带又渐次建房开店，其余各商业区也

逐步改摊为店。日新、时和、懋纶、世泰盛几家名店复业，烟纸杂货店遍布街头巷尾。沦

陷期间，上海的棉布只准从无锡、苏州两地采购。无锡、苏州成为棉布内销限定批发点，

外埠客商遂汇集无锡采购布匹、棉制品，附近各地的纱、布也到锡中转交易。全县纱号

增至60余家，绸布店增至9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家绸布店兼营批发。江浙各地的

丝绸织物，批量运经无锡、苏州后转输上海和内地。无锡一时成为东南一带花纱布交易

中心，批发商户骤增，一些行业出现了二级批发。在批发商大量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形

成粮食、鱼类、五洋、棉纱、面粉等9个集中交易市场。饮食、旅馆等服务业随之发展，

民国33年，新开设的饭菜馆、旅馆多达43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一度趋稳，各类市场发展，批零商店成倍增加，北大街及北

塘大街等地增设新店，形成商业中心。但当时商店规模较小，在各种零售商店中，专业

商店又较少，大多为综合性商店。饮食业、服务业也有发展。民国34年有旅馆68家，后

又有中国饭店、泰山饭店等较大规模的旅馆开设。饮食业因生意兴隆，又有150余家小

饭店、饭摊和粥店相继开设。民国35～37年，美国货充斥市场，国民政府滥发纸币，物

价飞涨，棉纱保值仅次于黄金，棉纱投机商日增，“皮包公司”应运而兴。民国36年，棉

纱号由60家猛增至113家。江阴巷逐步形成黄金、银元、棉纱、五洋的露天市场。银楼

业纷纷向江阴巷一带转移，江阴巷成了黄金、银元以及地下钱庄、私人拆汇等投机倒把

集中的综合市场。无锡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抢收军粮，市场粮价暴涨，粮食批发商投机

之风日甚，粮行由抗战前135家增至253家，油行由14家增至100多家。这一时期，山

地货行逐渐发展成为无锡商业中的大行业之一。煤炭业主要分布在北塘大街、吉祥桥、新

生路等地．另有官办淮南矿路公司无锡办事处，所设货场最多存煤量为5000吨。无锡解

放前，一般规模较大的专业商店大多分布在热闹的主要商业街道和地区，一般小型综合

性商店大多分布在次要街道。至无锡解放时，城区有崇安寺、惠农桥等8处较大的经营

农副产品的菜市场，另有许多设在桥头巷尾的露水集，共有摊贩7470户7520人。农村

中主要集镇都以传统的节场和庙会进行集市贸易。

无锡解放初，私营商业批发市场仍相当活跃，1949年全市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

网点16573个，其中商业11960个，饮食业3095个，服务业1518个，从业人员39347人，

其中商业30793人，饮食业4352人，服务业4202人。6月，对全市摊贩进行调查登记，

共有固定摊100个行业5713户，流动摊60个行业3208户，先后成立城东、城南、城西、

城北、城中、北塘、吴桥7个摊贩联合会。至年底，国营商业已发展有花纱布、百货、五

金、土产、蚕丝、盐业、煤建、石油等8个贸易公司。1951年整顿城区菜市场，并增设

多处，规定沿街设摊的商贩和农民到各菜市场经营。1954年成立无锡百货、纺织品2个

省二级批发站。1955年上半年对全市剩余的134户批发商进行全面改造，分别转入零售

或工业，少数国营商业还不能代替的小批发商，通过经销代销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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