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化商业‘谜

(1950一1990)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怀化市商业局
二00一年五月





《怀化商业法》编审领导小组

组长:吴永庆(前)、陈荣青(后)

IIJ组长:谢成久

成员:堕豆盟、吴岳东、孙家池、梁锡云(主编)
下设修志办公室

成员:粟多培(付主编)

成员:朱样林(编写)

成员:洪以仁(编写)

成员:匮乏望(编写)

《怀化商业法稿》采编人员名单

前 吉
同

第一篇:概述篇梁锡云

第二篇:市场篇 主编粟多培

第一章主笔 肖昆

第二章主笔麦敬钓

第三章主笔 曾夷清

第四章主笔 彭意如、张光尧

第五章主笔刘世家

第六章主笔舒南生、黄官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篇:行业篇 主编喻舜候

第一章百货业 喻舜候

第二章纺织品业陈辉杰

第三章五金交电化工业匾国

第四章糖酒副食品业厦噩噩
第五章肉食水产业郑建国

第六章蔬菜、酱食业面屋到、向文汉

第七章饮食服务业面豆到、王凯
第八章仓储运输业朱祥林

第四篇:管理篇亟豆晕、程景颐
校阅:何晓晖



前

{怀化商业达〉是由怀化地区商业局组织编修的。按照

怀化地方达编暴委员会的要求，编写工作从 1987 年开始筹

备，经历了搜集资料、试写、编慕、评审与修改，合编审稿阶段，

历时六年，至 1992 年 3 月总慕成稿。 这是全区有史以来第 1

部商业专谜。 为了承前启后，现予印发至市直和市县商业系

统内部。

〈怀化商业达》分 4 篇 17 章，约 22.7 万字，它全面地记述

了全区商业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起伏，但由于晚清、民国

时期反映商业活动的资料缺乏，因而只在概述篇中略有记述。

整个谜是紧紧抓住商品流通发展变化这一中心内容，从

商品的购、销、调、存、商办工业生产的发展，管理机构、经营企

业、流通渠道-.'流转环节，经营体制 ， 交换方式的演变，产销、经

营、管理政策、核算体制、各项制度的调整，以及文明经商、优

质服务活动的开展等诸方面，再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商业面貌，

并寓规律于记述之中，可为各级商止部门研究发展商品流通

提供丰富的史料和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本达是采取分写合编的办法。 行业篇和市场篇分别由

地直专业公司和怀化市(现鹤城区) 、 比陵 、 洪江市商业局编

写。概这篇和管理篇以及统稿任务，由地区商业志编写纽担

负。在收集资料和编写阶段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许多离退

休老同志和在职干部为本达编修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意见，并

得到地区地方达编慕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地区档案局及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地区商业局商业达编写组由主编梁锡云、副主编采多

培、编辑亟到、朱样林同志组成。曾参加过地区商业局编

写纽工作的还有 14 位同志(名单附后)，他们为商业达的编

写合成尽心竭力，作出了贡献。

由于编篡人员对地方毛主、编修缺乏经验以及掌握的历史

资料有限，缺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批评

指正。

《怀化商业达》编审领导小组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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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怀化地区位于湖南西南部。西邻贵州，南连广西，东部和

西北部与邵阳、安底、益阳、常德、大庸、湘西自治州等地市接

寝。总面积 2.76 万平方公里。明、清分属辰州、抚州、蜻州

庸。民国时期属第九、第十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分属抚陵、会同专区， 1952 年 11 月

合并后改为黔阳专区。 1975 年地区机关自黔阳搬迁怀化，

1锦1 年改为怀化地区。 1990 年，全区辖十县(五个自治县)二

市。总人口 450.45 万人。有伺、苗、瑶、土东等 31 个少数民

跟共 133.7 万人。该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0.25 亿元。

怀化地区交通便利。湘黔、枝柳两条铁路交汇于怀化市

区，纵横联结 11 个县市 473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6342 公里。

玩水汇六大支流贯穿全区，常年通航里程 1217 公里。 1990

年，铁路、公路、水运、货运发送量 1890 万吨，客运 4497 万人

段。为商贸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怀化地区古为"五漠蛮夷所居"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商

品噩济发展极为缓慢，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各

跟人民少量自给有余的农付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靠通过场好

贸易调剂余缺。全区除沉陵、淑浦、芷江、靖州县城不赶场(又

每百日;场)外，其余县城和集镇都赶场，每逢农历"二·七"、"三

·人"、"四·丸"……为不同集镇场期，名曰"插花场"。场期多

的安江慎，十天赶二、五、八三场。

雍正、乾隆年间(1723一1795 年)清王朝为了安定西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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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怀柔政策，政局较稳定，好场贸易逐渐兴

旺，木材、桐油开始成为大宗商品集散。"玩水流域之木材，大

部出自黔东之茵河，集中洪江者，常居首位，玩水各支流，尚有

大量输出，下游之木商采购必先至洪江，改成大排，然后下运。

玩水流域木材之产量，在湘省素居首位①。"桐油初级市场，
最大首推洪江和津市，其次为安江、大江口、高村、浦市、乌宿

等②。"洪江油(桐油加工产量)起源于清初，发达于民国。鼎

盛时期，大油号有 17 家，每年输出洪油达 20 万担，价值 7∞

万银元，大油号还有桐油榨作坊七个，工人 170 名，年产桐油

325∞担③。洪江的大油号还在晃县龙溪口，锦屏县远口设收
购分庄，就地将桐籽榨油运回洪江。"木材、桐油(洪油)运销湖

北、江、浙等省，回头资金则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购进

棉纱、绸缎、走头、百货、药材、食糖、食盐等工业品，至洪江后

转销黔、j!l、滇边境及湘西各地。徐荣昌油号除经营洪油外，

在洪江还开设了荣昌祥纱布号、济世堂药材号③。
戚丰元年(1851 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为镇

压农民革命，筹集粮精，大开烟禁，咸丰 5 年 (1855) ，洪江设厘

金局，专事征税。为掩人耳目，将鸦片命名为"土药

材类课税。洪江邻近黔南产烟区，鸦片输入洪江集散"自开

烟禁、榷税饷军、于是黔南之土药络绎于途。修业而息之居然

与木材膏油相坪"⑤。木材、桐油、鸦片为大贸易，成为洪江之
经济支柱。旱路运销鸦片之客商，则循黎坪、靖州至洪江。木

材、鸦片贸易之发展，亦为靖州市场带来了繁荣。辰州府(今

抚陵)于咸丰 5 年设厘金局，建东、南、北三卡，征收上下船只

厘金，并限令三日过境，迟则重征，自此后，玩、西两水船只不

敢在沉陵停泊，市面逐形萧条。晚清时期，已有"五府十八邦"

商人定居洪江，经营商业各类行业。"舶自卢蚁集、商贾云臻，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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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千重，炊烟万户，与津市、常德、湘潭成为湘省商人辐模之

区"⑥。 晴州市场之发展，外来商人亦有"八邦"之称。芷江外
来商人有江西、福建、两广、长宝六邦建会馆，其福建会馆"天

后宫青石牌楼雕刻精美，至今成为省级历史保护文物。晃

县龙摸口市场继之兴跑，外来商人按籍贯、或按行业成立各类

"邦系" 。 根据清朝商务部颁发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至宣

统 3 年(1911) ，全区有芷江县城、晃县龙混口、洪江 3 个市场

成立了商会和商务分会。

辛亥革命和民国之初，军阀混战，据地称霸，洪江、晃县等

毗邻贵州的城镇，一度成为贵州军阀的割据范围。为筹军饷，

在割据区内鼓励种植嚣粟，武装保护鸦片运销。经洪江分运

各地的鸦片，平均每年 3 万担左右，每年征收烟土税达 5∞万

银元气 烟土运销的兴旺，促进了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民国 4
年(1915)全区共有 11 个城镇成立了商会，有会员 2192 户。

民国 6 年(1917) ，玩陵厘金局撤除了南北两卡，西水货物恢复

由抚陵中转，市场再度兴旺。同年，晃县龙澳口遭来自贵州的

大股土~窜扰，挨户洗劫商店，损失惨重，商业一醺不振。民

国 10 年 (1921) ，全区遭受空前旱灾，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各业

商店业务萧条。民国 10一11 年( 1921一1922) ，洪江木材集散

这兴盛期，每年输出量达 40 余万两码(两码= 1. 2 立方米)。
民国 18 年 (1928) 全区(缺晃县)有商店 4381 家，占总户数

(329俑8 户)的 1 . 32% ，从业人员 16667 人，占总人口 (1628961

人)的1.02% ，资本 4927933 元(银元)⑧ 民国 18 、 19 年，是洪江
木材 、洪油 、鸦片输出的全盛时期，出口额每年约值 2(览。余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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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也是进口棉纱、走头、绸缎、百货、药材的全盛时期，每年

进口额约 1000 余万银元。民国 20 年(193 1) ，国民政府厉行

禁烟毒，在洪江烧毁大批鸦片，受到打击的特货业破产。民国

25 年(1936) ，湘黔公路(又称西南公路)全线通车，晃县老晃城

的满水两岸，设湖南站和西南站，客货运输转运频繁，商业随

之繁盛，龙混口市场..交通日趋便利，商旅繁荣，市街日趋荣

盛，且大有夺洪江之经济地位而代兴之势。现市上除正式设

门面经营者外，露街摆摊而营E头、百货批发者，尚属不少，此

皆铺面之难于找得也"$。与此同时，安洪公路相继建成通
车，安江成为当时的公路交通枢纽，商业发展迅速，尤以旅横

业最为显著，共达 180 家。

抗日战争期间，省内外许多工厂、商号迁入区内，逃难百

姓数以万计，市场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洪江、玩陵、辰漠、

淑浦等地，市场畸形发展，原来主要集散的木材、桐油等商品，

运销中断，价格惨跌，桐油复经当时政府统制，洪江洪油业陆

人窘境。但日用消费品经营和饮食服务业蓬勃发展。玩陵曾

一度迁来省政府机关、学校、银行、医院及受难同胞 13 万多

人，到处商店林立，当时商店发展到 3567 家。辰溪县城及近

郊区人口陡增 6倍，商店增加两倍。洪江人口由原来 4 万多

人突增到 10 万多人，有 20 多个省市的商人来此开商行、餐

馆、手工作坊。芷江，安江市场尤为突出， 1938 年，建成芷江

飞机场，成为盟军空军基地，县城人口由战前的"则多人增

至 19638 人，商店增至 1010 家，从业人员增至 3030 人，市面交

易热闹非凡。安江是抗日时期新兴城镇，自湖南第一、二棉纺

织厂迁入投产后，新增职工及家属万余人，再加上逃难百姓数

万人。纱厂新产棉纱，对全区织染行业的发展，起了限大的推

动作用，市场"尤以经营纱布业最为兴旺，其他足头、百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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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亦皆获利不少啡。大小商店增至 7∞多家，从业人员

3拟人。

这一期间，全区"除椒浦龙潭镇外，虽未遭敌骑蹂躏，然遭

受敌机轰炸，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全区伤亡 18695 人，

财产损失 151110567∞元，其中直接损失 121673597∞元，间

接户损失 2743697∞元"(法币内。在财产损失中，商店遭受
损失最大。

抗战胜利后，除湘一、二纱厂外，外来工厂、机关、学校、商

户返迁原地，受难同胞重返家园，城镇人口锐减，市场顿成萎

缩。木材、桐油运销，因一时难于恢复生产，商业元气难复，运

销量较战前大为减少。《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后，区

内城镇市场美货克斥，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1946 年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少数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造成混乱。土匪横行..近日匪

氛，较前更巨，抢劫之案，层出不穷，各商因之辍业，行旅为之

戒途"@。玩水运输复又中断，货不畅流。 1949 年 3 月 2 日，
永顺匪首曹振亚，率4(兀附余人攻入沉陵县城。匪首龙飞天率

部攻入麻阳县城锦和，进驻高材。 3 月 5 日，土匪进驻辰溪县

城骚扰。 3 月 25 日，匪首潘壮飞率部攻入黔阳县城。所有上

列"三二"、"三五"、"三二五"事变，土匪攻入城镇后，烧、杀、

潭、掳，商店首当其中，商品货物被洗动一空。商户由此遭破

产、倒闭、歇业、逃迁者，麻阳占八成，玩陵、辰溪、黔阳均占三

分之二。

1949 年步-ll 月，全区各县相继解放，商业进入了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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