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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一、《湖北省商业简志》是按编纂《湖北省

地方志》的要求组织编修的．内容包括省商业厅

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建国以来的主要业务发展

变化情况和有关历史资料，是～套比较系统的商

业史料。

二，根据详今略古的精神和资料搜集的情

况，重点编写建国后的部分，对建国前只作了适

当地回顾与追溯。

三、由于商业厅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的情

况各不相同，有专业公司、工厂，学校等． 因

此，在编修体例和内容上都不宜统一规范．于是

采取了统一序列，分单位编修的办法。

四、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综合卷；第

二册，百货商业卷；第三册，纺织品商业卷；第

四册，五金商业卷；第五册，副食品商业卷；第

六册，食品商业卷；第七册，石油商业卷；第八

册，武汉石油站卷；第九册，商业储运卷；第十

册，汉口蛋厂卷；第十一册，湖北商业学校卷；

第十二册，饮食业、服务业卷．

一九八六年。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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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话

Ⅸ汉口蛋厂志》分为上、下两篇，由于上篇资料所限，本着

“详今略古一的精神，以下篇为主(写至一九八五年止)。上篇

记述的是。湖北省汉口蛋品加工厂劳的前身——矗英商和记蛋

厂一五十年的发迹史，目的旨在追溯历史，以全面了解汉口蛋厂

前后演变过程。下篇以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建国后我厂的组织机

构，厂房设备、生产品种，加工工艺、产品销售，冷藏技术及管

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开拓未来作为借鉴。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级指导和有关单位的支持，编写上篇

时，湖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武汉市政协资料室，上海市二

商业局及南京肉联厂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特此致谢。

由于资料和编写水平所限，漏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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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我国清庭

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大肆入侵，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争夺势力

范围，我国大好锦绣河山任凭宰割，外商趁机打入中国市场，进

行经济掠夺。

前清末叶，有西人来华，设庄收购鲜蛋，远销欧美，是我国

蛋类出口之始。
‘

光结十三年(1 8 8 7年)。德商礼和洋行，美最时洋行在

汉开设两个工厂，经营鸡蛋加工业，是我国有蛋厂之始。第一次

世界大战发生，德国人全部撤退，英商和记洋行相继在汉口，南

京、天津分设大规模之打蛋厂，三处营业极其兴旺。而后外商之

经营斯业者接踵而来。当时欧美各国的面粉，牛肉粉和蛋制成饼

干，以为军食。故蛋粉之销路极畅，行市亦高，营业状况极佳，

是蛋业之黄金时代。

英商和记蛋厂因拥有巨大的冷冻设备，加上“培林一，口安

利英"两个新厂的建立，逐渐支配了汉口鸡蛋加工业，德商蛋厂

虽在战后恢复起来，却降居第二位。

英商和记蛋厂就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产生，是以廉价掠夺

我国资源，大肆经济侵略的产物。垄断武汉蛋品市场达五十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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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和记洋行，在伦敦的主管总公司是合众冷藏有限公司

<由于它在各地如澳洲，南美洲、非洲，都设有附属公司，所以

又称万国进出口公司)在我国的上海、南京，天津，哈尔滨，‘青

岛，武汉等六大城市均有和记分公司。为了指挥其在华企业，总

站设在上海中山东二路23号，在汉口创业时间是叫L九七年，．开
业是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天津和哈尔滨设广，比汉口要

晚些。(见附表一)、 ：．
一·

·一i⋯7 ：‘

“万国公司"老板费史特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既是大资本

家，又是国会议员。他经营的万国进出口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冷

气，有冷气大王之称。
‘

汉口和记洋行的组成是股份公司，乃是万国进出口公司的一

部分。资本额为五万英谤，以一英谤为一股。认股的有怀特，维

克林，佛阿满、班特里，韩雷，堆菲斯，饶伯池、兰姆，兰佛特

等人(见附表二、三>。这些股东是费史特的亲友，虽属股东，“

但无权过问营业。汉口和记的营业权掌握在费史特手里· ；．。。

鼻

．：资～与．东股。章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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